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一、推荐中华医学科技奖青年科技奖候选项目： 

 

2.项目名称：境外输入性疟原虫生物学特性及防控关键技术研

发和应用 

3.推荐单位：江苏省医学会 

4.推荐意见： 

该项目针对我国消除疟疾面临的挑战和关键问题，特别是输入性

疟疾，开展了境外输入性疟原虫生物学特性及防控关键技术研发和应

用，取得了诸多创新性研究成果，部分成果国际领先。 

该项目利用境外输入性疟原虫建立抗疟药敏感性监测网络，发现

全球首个来源于非洲的青蒿素抗性恶性疟原虫株，研究结果发表于《N 

Engl J Med》，单篇被引达到177次。构建了覆盖全球主要疟疾流行区

的输入性疟原虫样本库，在国际上率先完成卵形疟原虫及三日疟原虫

的全基因组测序。对输入性疟疾的快速诊断产品检测效果及其影响因

素开展系统评估，研发优化改良后的诊断产品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检测，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证，还取得尼

日利亚等国的注册认证，并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已分别

在安徽、福建、山东、云南等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江苏省和我国保

持消除疟疾成果提供了技术保障，促进了全球消除疟疾工作，产生了

巨大的社会效益和显著的经济效益。  

 
5.项目简介： 

疟疾目前依然是全球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每年有 2亿多人感染，

约 40 万人死亡。我国虽然有效阻断了疟疾的本地传播，但每年依然

有数千例境外输入性病例。由于现场样本采集困难和疟原虫体外培养

技术的限制，基因组测序和相关研究一直没有进展，因而其诊断技术

和疫苗研发也非常迟缓，成为当前消除疟疾的软肋之一。为此，本项

目充分利用境外输入性疟原虫的样本资源，开展了针对输入性疟原虫

生物学特性及其诊断技术的系列研究，并取得重要的科学发现和明显

1.推荐奖种：青年科技奖



 

的效益： 

（1）利用输入性疟原虫建立抗疟药敏感性监测网络，发现全球

首个来源于非洲的青蒿素抗性恶性疟原虫株。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一

线药物，其抗药性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本项目组通过对非洲地区输入

性疟原虫抗性的监测，发现一例非洲回国的病例不仅青蒿素治疗效果

不佳，其感染虫株对青蒿素的敏感性明显下降，且该虫株抗性相关基

因产生了与东南亚抗性株不同的新突变。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和溯源分

析，确认该虫株是非洲本地虫株，是国际上首次报道非洲本地疟原虫

对青蒿素产生抗性的证据，为非洲地区疟原虫青蒿素抗性的发生发展

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2）构建了覆盖全球主要疟疾流行区的输入性疟原虫样本库，

率先完成卵形疟原虫及三日疟原虫的全基因组测序。项目组利用我国

境外输入性疟疾的资源，构建了全球唯一的覆盖非洲和东南亚等主要

疟疾流行区的卵形疟样本库，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基于样本

库样本，率先完成了卵形疟原虫和三日疟原虫的全基因组测序，为进

一步了解卵形疟和三日疟原虫在基因组水平的特征提供了基础。 

（3）首次对输入性疟疾的快速诊断产品检测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开展系统评估，研发的优化改良的诊断产品在全球广泛应用。利用建

立的输入性疟疾样本资源库，在国际上首次对卵形疟诊断产品检测效

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胶体金快速诊断试剂盒

的研发，该试剂盒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检测，取得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证，还取得尼日利亚等多国的注册认证，近

3 年销售额近 1000万元。 

本项目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非洲本地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抗性，

为非洲地区疟原虫青蒿素抗性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同时

对卵形疟原虫的青蒿素抗性进行了监测分析；构建了国内外独有的输

入性疟原虫样本资源库，率先完成了卵形疟原虫和三日疟原虫基因组

序列测定；对卵形疟诊断产品检测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估，并在

此基础上开展胶体金快速诊断试剂盒的研发。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为我

国顺利实现消除疟疾目标提供了技术保障，也为全球疟疾防控提供了

有力支撑，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6.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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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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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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实施，以及项目成果的推广与应

用。首次发现非洲地区青蒿素耐药性；设计疟原虫生物样本库及卵

形疟和三日疟全基因组数据库的建立；组织开展诊断产品的评估并

参与试剂盒研发。 

陆凤 2 研究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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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输入性疟原

虫抗性研究。 

唐建霞 3 副研究员 无 江苏省血吸虫
病防治研究所 

参与项目的实施及产品研发、推广应用；构建输入性疟疾生物样本

库；评价疟疾快速诊断试剂盒对卵形疟原虫的检测效果，并进行原

因分析。 

王拥军 4 主管药师 副总经理 南通伊仕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牵头开展疟疾快速诊断试剂盒的研发、证书审批、产品生产、销售

和推广应用。 

朱国鼎 5 研究员 科室主任 江苏省血吸虫
病防治研究所 

参与项目的实施及产品研发、推广应用，试剂盒的推广应用。 

张梅花 6 助理研究

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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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输入性疟原

虫抗性研究。 

唐凤 7 主管检验

技师 

无 江苏省血吸虫
病防治研究所 

参与评价疟疾快速诊断试剂盒对卵形疟原虫的检测效果，并进行原

因分析。 

曹园园 8 副主任医

师 

无 江苏省血吸虫
病防治研究所 

参与项目的实施及诊断产品需求分析，试剂盒的推广应用。 

 



 

9.完成单位情况 

（1）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提出本项目的总体设计和研究思路，主持本项目的全面组织实施，

负责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技术内容分析、可行性研究、技术路线确定

和技术优化等。本项目研究经费来自于依托完成单位江苏省血吸虫病

防治研究所获得的科研基金。本项目的具体实施场所为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寄生虫病预防与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寄生虫与媒介

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为完成本项目提供了各项实验条件。部分项目

成果已成被国际同行认可，项目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和国际社会，

进一步为全球消除疟疾作出显著的贡献。 

 

（2）南通伊仕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牵头完成本项目疟疾快速诊断试剂盒的研发及技术的改进；负责

通过试剂盒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检测；负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注册和尼日利亚等国家注册认证；负责试剂盒的推广应用和

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