
 

附件：推荐申报 2019 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项目 

1.推荐奖种 

   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 

2.项目名称 

   消除疟疾策略与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3.推荐单位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4.推荐意见 

   我所曹俊研究员围绕消除疟疾的关键科学问题，牵头完成了《消除疟疾策略

与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项目的研究。该项目组针对消除疟疾面临的挑战和

关键问题，对新形势下疟疾的流行病学、病原生物学和媒介生物学特征开展了

深入研究，取得了诸多创新性研究成果，部分成果国际领先。 

   该项目提出消除疟疾策略调整的关键，首创的消除疟疾监测响应新策略全国

推广并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对重症恶性疟致病机制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

系统开展我国疟原虫药物敏感性监测，牵头制订我国首个疟疾治疗相关行业标

准；建立了一系列消除及消除后防止再传播所需的病原和媒介监测新技术，在

国内外现场推广应用。该项目实施以来，在《PLoS Med》和《Nature》等杂志

上发表论文 47 篇；其中 20 篇代表性论文累计影响因子 107.22，被包括

《Science》在内的杂志正面引用 485 次。项目成果消除疟疾“1-3-7”监测响应

策略不仅被国家卫生健康委采纳列入我国“十三五”消除疟疾工作方案，还被

世界卫生组织(WHO)作为消除疟疾的“中国经验”纳入全球消除疟疾的技术指

南，而且在缅甸、印尼、泰国、柬埔寨、美国总统疟疾倡议(PMI)等多个国家或

国际机构借鉴或直接应用，其他新技术已分别在安徽、河南、福建、山东、云

南等多个省份和南京医科大学等科研院所推广应用，为我省和我国消除疟疾提

供了技术保障，促进了全球消除疟疾工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5.项目简介 

   2010 年我国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号召启动国家消除疟疾行动计划，这不仅意味

着防控目标的提升，由于疟疾流行特征也发生了改变，其防控策略与措施也需

要作出相应调整，更需要技术上的创新。项目组在国内外多项基金项目的支持

下，围绕消除疟疾面临的挑战和关键问题，在对新形势下疟疾的流行病学、病

原生物学和媒介生物学特征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消除疟疾所

需的新策略、新技术和新方法，不仅为我省和全国消除疟疾提供了技术保障，

也为全球消除疟疾贡献了中国智慧。主要科学发现和取得的成效如下： 

    1) 通过消除阶段疟疾流行病学特征的分析，提出消除疟疾策略调整的关键，

首创的消除疟疾监测响应新策略全国推广并被世卫组织采纳。 

    通过消除阶段疟疾流行病学特征的分析，首次提出消除疟疾策略调整的关键

是“从以人群防控为基础的控制策略向以病例干预为基础的消除策略的转变”。



并针对传染源发现、感染来源判定和及时阻断传播这三个消除疟疾的关键环节，

结合疟疾传播动力学特征提出了相应的三项关键措施及其承担的主体和时间节

点，命名为“1-3-7”工作规范，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受到国内外同

行的高度认可。该策略不仅被国家卫生健康委采纳并列入我国“十三五”消除

疟疾工作方案，成为我国政府评估各地消除疟疾工作质量的核心指标，而且也

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作为消除疟疾的“中国经验”纳入全球消除疟疾的技

术指南，已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 

2) 通过疟原虫病原生物学研究，揭示重症恶性疟致病机制及疟原虫药物敏

感性现状，牵头制订我国首个疟疾治疗行业标准。 

我国消除阶段的输入性疟疾以恶性疟为主，其重症病例比例较高，本项目

对重症恶性疟的致病机理开展深入研究，首次发现恶性疟原虫 PfRNaseII 通过

转录后调控途径控制重症疟疾相关的 A 亚类 var 基因，这不仅帮助疟原虫逃避

宿主免疫，而且还是引发重症感染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发表于国际顶尖杂志

《Nature》。针对消除阶段发现和清除传染源的需求，发明了新型除白细胞滤器，

并建立了间日疟原虫体外药敏检测技术；研发了间日疟原虫体外微量药敏测试

板，并率先用于我国中部地区间日疟原虫对常用抗疟药的敏感性检测。研究成

果为本项目组牵头制定的国家行业标准《抗疟药物使用指南》提供了科学依据。 

    3) 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和媒介生物学研究，建立了一系列消除及消除后

防止再传播所需的病原和媒介监测新技术，在国内外现场推广应用。 

    针对消除阶段传染源检测的需要，率先建立了一种简便、快速、敏感、价廉

的“染料-蜡丸”目测法间日疟原虫 LAMP 检测技术。首次建立了中华按蚊实验

室杀虫剂抗性品系，开展中华按蚊对杀虫剂抗性机理和检测技术的研究，在消

除阶段的媒介监测中应用。发明了“成蚊人工饲血系统”，用于我国中部地区

间日疟原虫对多种传疟按蚊媒介易感性实验室人工感染研究，发现中华按蚊对

间日疟原虫具有较强易感性，为消除后防止再传播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

依据。  

    本项目实施以来，在《Nature》（IF 42.35）、《PLoS Med》（IF 14.43）、《Lancet 

Infect Dis》（IF 25.15）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47 篇，其中 20 篇代表性论文总 IF 影

响因子 107.22，被《Science》等国际顶级杂志正面引用，总引用次数为 485 次，

他引次数为 363 次，有 1 篇入选百篇中华医学优秀论文。 

6.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 软件著作权：江苏省疟疾防治知识在线评估系统 

• 软件著作权：江苏省疟原虫识别能力在线评估系统 

• 专利：成蚊人工饲血系统 

• 专利：一种去除疟原虫感染血中白细胞的过滤装置 

• 专利：一种血样本滤纸采集卡 

• 专利：便携式电动吸蚊管 

• 专利：单血片染色罐 



• 专利：滤纸血样切样盒 

• 专利：疟原虫血样运输包 

• 专利：疟疾血片邮寄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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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

名 
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对本项目的贡献 

曹  俊 1 研究员 副所长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全面负责本项目的计划制订、

工作的组织实施、以及资料收

集和数据分析、项目成果的推

广与应用。共同牵头制定消除

疟疾“1-3-7”监测响应策略、参

与重症疟疾致病研究、疟原虫

和媒介检测新技术研究。 

高  琪 2 研究员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计划制订、组织实

施以及项目成果的推广与应

用。共同牵头制定消除疟疾“1-

3-7”监测响应策略、参与疟原

虫和媒介检测新 技术研究。 

张青

锋 
3 教授 

课题组组

长 
同济大学 

参与项目的计划制订,创新开展

重症疟疾病例致病机理研究。 

朱国

鼎 
4 副研究员 副主任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以及项目

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参与疟原

虫和媒介检测新技术研究。 

陶志

勇 
5 副教授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以及项目

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参与疟原

虫快速诊断技术方法的研究。 

陆  凤 6 副教授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以及项目

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参与疟原

虫药物敏感性检测方法的研

究。 

刘耀

宝 
7 副研究员 副主任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资料收

集和数据分析、项目成果的推

广与应用。参与制定消除疟疾

“1-3-7”监测响应策略、媒介检

测新技术研究。 

周华

云 
8 主任医师 工会主席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资料收

集和数据分析、项目成果的推

广与应用。参与制定消除疟疾

“1-3-7”监测响应策略。 

曹园 9 主管医师  江苏省血吸 参与项目的资料收集、数据分

析。参与制定消除疟疾“1-3-7”



园 虫病防治研

究所 

监测响应策略。 

王伟

明 
10 主任医师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资料收

集和数据分析、项目成果的推

广与应用，参与疟原虫检测新

技术研究。 

唐建

霞 
11 副研究员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参与疟

原虫和媒介检测新技术研究。 

李菊

林 
12 

副主任医

师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参与疟

疾媒介检测新技术研究。 

顾亚

萍 
13 

副主任医

师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参与疟

原虫检测新技术研究。 

徐  岁 14 
研究实习

员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参与疟

原虫检测新技术研究。 

张梅

花 
15 

研究实习

员 
 

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

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参与疟

原虫药物敏感性检测方法的研

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