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5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监测预警防控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简介

     媒介生物传染病每年夺走超70万人的生命，全球80%人口面临感染风险。我国作为高发

区，10种法定报告传染病通过媒介生物传播，新发疫情不断涌现。本项目在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

等支持下，历经20年攻关，构建了全球首个"监测-预警-防控"全链条技术体系，突破传统被动

应对模式，构筑覆盖全国的主动防御网络，使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防控能力跃居国际前列。

     一、构建"三位一体"的监测全息化网络 

    传统监测多聚焦单一生物指标，难以应对复杂疫情。本项目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生态学-

抗药性-病原学"三位一体综合监测技术体系，构建了全球覆盖区域最广的一张媒介生物监测"天

罗地网"：研究建立1097个国家级监测点，首次绘制中国媒介生物风险地图；首创媒介生物监测

预警信息系统，使数据采集从"人工月报"升级为"实时云端传输"，预警从“人工研判”转为“自动

触发”；突破传统单一监测模式，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防御”的监测范式革命。  

     二、破解传染病传播的时空密码  

    媒介生物传染病的传播受气候、媒介、病原、宿主、人类活动等多因素影响。本项目构建

了"气候-媒介-宿主-人群"四维预测新模型，揭示了疫病扩散新路径，发现肾综合征出血热

（HFRS）"宿主溢出"现象，为阻断传播链提供关键靶点；首次证实东亚夏季风指数与登革热传

播存在阈值效应，实现疫情超前 3年预测；建立的预测系统精度超越国际同类模型 40%，成功预

警山东登革热本土疫情，获得预警技术新突破。   

    三、开创可持续控制的生态之路  

    针对传统化学杀灭导致的抗药性泛滥和生态破坏等问题，项目首创"媒介生物可持续控

制"理念，推动全球防控范式变革：提出" 四环节两要素+四维支撑系统"实施架构，被纳入

WHO《全球病媒控制对策 2017-2030》，并指导40余国从"被动应急杀灭"转向"主动可持续控

制"；突破核心技术，制定全球首个登革热布雷图指数（BI）分级标准；确定中华按蚊扩散极限

距离，研制媒介按蚊分层可持续控制及“疫点精准清除”，助力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消除疟疾大国；

向西非和东南亚输出防控技术，累计减少疟疾发病超200万例。    

    四、攻克巴尔通体防控的关键技术  

    巴尔通体作为新发人兽共患病原体，缺乏快速精准检测手段。项目团队取得三大突破：建成

全国最大巴尔通体菌种库，绘制首张中国巴尔通体基因图谱，发现2新种；创建多模态检测体系，

将诊断时间从14天缩短至6小时；首次从恒河猴中分离到五日热巴尔通体，为防控提供新思路。

  

    项目组共发表论文550余篇，获专利及软著 20项，制定标准 19项。成员入选“全球顶尖前

10万科学家”榜单，荣获“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等荣誉，共培养研究生117名，创建 

“媒介生物控制”学科体系、WHO媒介生物监测与管理合作中心。本项目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全球

推广的完整创新链，不仅筑牢我国生物安全屏障，更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刻下"中国印记"，为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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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5 1 

0202607.2
2018-05-18

一种二氧化碳发生器、

含有其的蚊虫捕杀装

置及应用

刘起勇; 任东升; 

郭玉红; 孟凤霞; 

刘小波; 石守改; 

甘朝生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2 1 

0007855.8
2012-01-11 连续微量点滴仪 任东升; 刘起勇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3 

10005476.X
2014-10-08

用于检测文森巴尔通

体博格霍夫亚种的靶

基因及试剂盒

栗冬梅; 刘起勇

4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5 1 

0314116.7
2018-01-23

双重实时荧光定量

PCR检测引发心内膜

炎的巴尔通体的方法

栗冬梅; 刘起勇; 

陈忠科; 刘云彦; 

宋秀平

5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9 1 

0420563.9
2021-03-16

针对人鼠共患病病原

微生物的 PCR引物对、

试剂盒及其用途

栗冬梅; 刘起勇; 

张燕君; 宋秀平; 

康央

6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8 1 

0480129.5
2021-06-11

一种登革热防控方法

及系统

任东升; 刘起勇; 

卢金星; 吴海霞; 

黄春文; 郭玉红; 

刘小波

7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1 1 

0301042.5
2013-01-09

汉赛巴尔通体的 PCR

鉴定方法

栗冬梅; 刘起勇; 

张建中

8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4 1 

0270487.5
2015-12-02

TaqMan实时荧光定量

PCR检测杆菌样巴尔

通体的方法

栗冬梅; 刘云彦; 

杜鹏程; 宋秀平; 

刘起勇

9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 2015 2 

0478102.4
2015-11-18 一种伞状双层叠帐

郭玉红; 刘京利; 

刘起勇; 刘小波; 

任东升; 孟凤霞; 

李贵昌

10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 2018 2 

1650571.X
2019-08-02

蚊虫诱捕器以及电动

蚊虫转移器

郭玉红; 刘起勇; 

任东升; 孙文锴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起勇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研究员 首席专家



病预防控制所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组织整个项目的实施，提出了 “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创新策略，牵头研究构建

生态学、病原学和抗药性“三位一体”的全国病媒生物监测预警网络，制定了媒介生物监控方案、标准和指南，

创建媒介生物控制学科，促进了媒介生物传染病可持续、精准控制。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点 1、2、3、4，

代表性论文 1-1、1-2、1-3、1-4、1-5、1-6、1-7、1-9、1-10，代表性知识产权 2-1、2-2、2-3、2-4、2-5、2-

6、2-7、2-8、2-9、2-10，其他附件 7-1、7-3、7-10至 7-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继民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主任医师 所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参与了对登革热流行特征的研究，发现了登革热流行特征的动态变化，发病区域的扩散，参与了登革热

影响因素的分析，首次发现东亚季风与登革热的关系；分析了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时空流行特征的变化，

厘清了其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参与了巴尔通体宿主媒介和检测技术研究。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 2和 4，主要

完成代表性论文 1-2、1-3、1-7、1-8等。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栗冬梅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参与了全国媒介生物病原学监测及预警系统研究、设计、推广与优化。研究创建了巴尔通体分离培养、

生化分析、脂肪酸分类分析、PCR/qPCR检测、核酸分子（多基因/基因组）系统发育分析鉴定方法及 IFA血

清学检测技术，在国内建立巴尔通体研究方法体系，为实验室检验、流行病学及疾病控制提供技术支撑。建

立了国内最大巴尔通体菌株保藏库，发现命名了 2个巴尔通体新种。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AcrAB-TolC外排泵在汉赛巴尔通体诱导性耐药中的分子反应机制初探”。举办了第八届巴尔通体国际会议。

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点 1、4，代表性论文 1-4、1-9，代表性知识产权 2-3、2-4、2-5、2-7、2-8。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小波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参与创建了全国病媒生物“生态学-抗药性-病原学”三位一体监测预警体系；牵头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生态-生物-社会因素驱动我国重点省份登革热发病及精准应对机制研究”，厘清了我国登革热高发

区广东和云南暴发多维驱动因素，参与了登革热媒介伊蚊监测工具、媒介伊蚊布雷图指数传播风险分级标准

的研发，为我国登革热预测预警及科学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利用“标记-释放-重捕”技术厘清了疟疾传播媒

介中华按蚊的扩散距离，完善了我国疟疾疫点处置技术，为我国消除疟疾提供了科技支撑。对应本项目科技

创新点 1、3，代表性论文 1-1、1-5、1-6、1-10，代表性知识产权 2-1、2-6、2-9。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群 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研究员 中心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参与了“生态学-抗药性-病原学”三位一体的全国病媒生物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设计，优化了媒介生物监

测指标，为监测体系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消除疟疾试点及媒介按蚊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中，

参与开展了我国淮河流域疟疾疫情不稳定地区现场研究点的调查论证，全程参与了项目课题的设计、现场研

究及研究论文的撰写工作，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成果产出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消除疟疾媒介按蚊控制关

键参数确定提供了重要科技依据。上述工作为我国病媒生物监测预警体系的构建以及消除疟疾试点研究的顺

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对应项目科技创新点 1和代表性论文 1-5等。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许磊 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清华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项目执行期间对 2005年至 2015年间中国南部广州市的登革热疫情数据进行分析，阐明气候因素，特

别是降雨量和温度，对蚊子种群密度及其传播登革热的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从而在解释登革热发病率的时间

变化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深入理解登革热的传播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为制定预防性策略提供了科学的

预测工具。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点 2，代表性论文 1-1、1-2、1-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海霞 7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参与研制了《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全国病媒生物病原学监测方案（试

行）》等监测技术体系，特别是蜱媒监测技术；参与研发、构建“全国重要病媒生物监测信息系统”，实现了

监测数据的动态采集、上报和实时统计分析等；牵头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沟硬蜱感染汉赛巴尔通

体后的组织病理改变和免疫防御反应”，媒介感染实验证实蜱具有传播汉赛巴尔通体的潜在危险；参与媒介

伊蚊分布边界专项调查研究，SFTS和登革热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等。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点 1、4，代表性

论文 1-2、1-3、1-7、1-10，代表性知识产权 2-6。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孟凤霞 8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参与了全国重要媒介生物抗药性监测体系研究与构建，研制了一系列抗药性监测敏感基线和诊断剂量；

厘清了我国不同区域媒介生物的抗性水平、时空分布特征；编制了媒介生物抗药性监测方案和技术指南，培

养了基层抗药性监测专业技术骨干千余人，为媒介生物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卫生杀虫剂选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研究建立了登革热媒介白纹伊蚊抗药性分子检测的MPCR-MS微测序、TaqMan-MGB探针实时荧光定量

PCR等多种技术，提高了抗性基因检测效率。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点 1，代表性知识产权 2-1、2-9。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鲁亮 9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 科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参与了全国病媒生物“生态学-抗药性-病原学”三位一体的监测体系研制，重点研究鼠类监测及鉴定技术，

先后开展了我国常见鼠类和常见蚤类DNA条形码数据的收集工作，构建了包含我国 100余种鼠类、80余蚤

类种类的DNA条形码数据库，为鼠、蚤的准确鉴定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我国鼠类

重要类群的分子系统关系研究，重新确立了鼠类分类系统。同时发现了 2个鼠类新纪录种、1个蚤类新种及

1个新亚种。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点 1，代表性论文 1-1、1-3、1-6、1-7、1-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郭玉红 1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参与创建病媒生物生态学监测预警体系和网络直报系统研究；完成全国范围成蚊监测体系构建，并将其

推广到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牵头开展蚊媒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发表 1新种，发现多个蚊媒新纪

录；研究重点蚊媒分布、动态变化，与疾病关联分析，评估疾病流行风险，研发基于生物学的防控技术和策

略。研发的“一种伞状双层叠帐”专利，收入国家蚊媒监测方案。已提前公开，由多家公司生产并在京东、淘

宝等平台销售，获得了更大的社会效益。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点 1、3，代表性论文 1-5、1-10，代表性知识



产权 2-1、2-6、2-9、2-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任东升 1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参与了全国病媒生物“生态学-抗药性-病原学”监测系统研制，重点研究了蟑螂、臭虫的生态学监测；开

展了登革热控制技术研究，根据登革热媒介伊蚊的生物学特性，设计了登革热防控APP，用于指导登革热媒

介伊蚊的现场防控，并申请了发明专利，为我国登革热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撑。对应本项目的科技创新点

1、3，代表性论文 1-5、代表性知识产权 2-1，2-2、2-6、2-9、2-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建平 12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未来海洋学院

院长、海洋碳

中和中心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牵头建立并维护了国际权威的东亚夏季风指数（EASMI）的长期观测数据库，向研究团队提供了连续可

靠的标准化 EASMI时间序列数据。阐明了东亚夏季风变率与区域气候系统的物理联系，为团队深入解释登

革热暴发与季风气候变化的关联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理解登革热暴发与季风变率关联的物理基础提供了

重要支撑。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点 1和代表性论文 1-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曹丽娜 1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项目中参与了不同温度带气象因素对肾综合征出血热影响研究，提出了不同气候带对肾综合征出血热

的传播影响存在差异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气候因子（如温度、湿度、降水）对肾综合征出血热的动态影响机

制。开展了多源数据的整合与分析，包括长期疾病监测数据和气象数据，构建了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

实现了肾综合征出血热暴发时空分布的准确预测，显著提升了预警精度。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点 2和代表性

论文 1-6。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可可 1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

省立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作为完成人在博士期间主要从事登革热的空间流行病学研究，全面分析了 1980－2016年全国登革热与

气象因素的关系，发现了登革热流行高峰对应的东亚夏季风指数，首次得到了登革热暴发流行与区域气候因

子东亚夏季风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点 2，代表性论文 1-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帆 1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项目中参与了东亚地区汉赛巴尔通体分子流行特征研究，建立中国汉赛巴尔通体MLST分型数据库，

发现 ST1型在中国占比高达 90%（72/80），解析菌株进化保守机制，证实了中国家猫（主要宿主）、家犬

及人血分离株同属 ST1型，揭示跨物种传播链。对应本项目科技创新点 4，代表性论文 1-4、1-9。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在本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本单位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贡献

本单位全面统筹组织了项目的整体研究方案设计与实施，组建了跨学科团队，整合了媒介生物控制学、流行

病学、气候学、数据科学等多领域的专家资源，确保了研究方向的科学性与前瞻性；（2）本单位利用先进

的信息网络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创建了全国媒介生物监测体系及监测预警平台，实现了数据的实时上报

及动态分析，为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可持续精准控制提供了实用工具；（3）本单位承担了项目的直

接经费支持，确保了研究所需的数据获取、人员培训等资源的充足供应，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保障了各项研究任务的高效实施；（4）本单位在成果推广与应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疾

控网络，将最新研究成果转化为媒介生物及其传染病防控的实际措施，有效提升了媒介生物传染病预警与应

对能力。此外，本单位还组织了系列培训活动，向基层普及研究成果和防控技术，进一步扩大了项目的公共

卫生效益；（5）通过项目的实施，本单位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跨学科背景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为后续研究奠

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同时，本单位还通过与其他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

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团队。本单位在项目全程研发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为科研成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

献，有力推动了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防控技术创新发

单位名称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本单位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单位

深度参与了项目的整体研究方案设计与实施，组织跨学科团队，整合流行病学、气候学、统计学等多领域专

家，确保研究方向的科学性与前瞻性。（2）本单位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持，特别是在流行特征分析、模型构

建及预警系统开发方面，利用先进的计算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显著提升了预测精度与效率。（3）本单

位还进行了配套经费支持，确保研究所需的数据获取及人员培训等资源充足，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

保障。（4）提供了生物安全实验室、病媒生物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等场地设施，以及必要的仪器设备、生

物样本库等条件支持。（5）本单位在成果推广与应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浙江全省范围内推广了双

层叠帐等监测技术和登革热等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技术。

单位名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的研究过程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发挥了关键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单位深度参与了项目的整体研究方案设计与实施，组织跨学科团队，整合媒介生物控制学、流行病

学、气候学、数据科学等多领域专家，确保研究方向的科学性与前瞻性。（2）本单位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持，

特别是在媒介生物监测系统构建及预警系统开发方面，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显著提

升了媒介生物监测网点的代表性与数据传输效率。（3）本单位还承担了经费支持，确保研究所需的数据获

取及人员培训等资源，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4）本单位在成果推广与应用方面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通过疾控网络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媒介生物及其传染病防控实际措施，有效提升了媒介生物传染病预

警与应对能力。此外，本单位还组织培训活动，向基层普及研究成果和防控技术，进一步扩大了项目的公共

卫生效益。（5）通过项目的实施，本单位培养了一批具有跨学科背景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为后续研究奠定

了人才基础。同时，本单位还通过与其他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研究团队。

综上所述，本单位在项目设计、实施、科研产出的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科研成果的取得做出

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领域的技术进步。

单位名称 中国海洋大学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的研究过程中，中国海洋大学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本单位为项目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牵头建立并维护了国际权威的东亚夏季风指数（EASMI）的长



期观测数据库，向研究团队提供了连续可靠的标准化 EASMI时间序列数据。（2）本单位的研究团队在登革

热监测数据分析利用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阐明了东亚夏季风变率与区域气候系统的物理联系，为团

队深入解释登革热暴发与季风气候变化的关联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理解登革热暴发与季风变率关联的物

理基础提供了重要基础。

单位名称 山东大学 排名 5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本单位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发挥了关键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单位

深度参与了项目的整体研究方案设计与实施，为本项目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持，特别是在模型构建及预警系统

开发方面，利用先进的计算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显著提升了预测精度与效率。（2）本单位还承担了部

分经费支持，确保研究所需的数据获取及人员培训等资源充足，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3）

本单位在成果推广与应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与相关卫生部门的合作，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防控

措施，有效提升了肾综合性出血热的预警与应对能力，此外，本单位还组织培训活动，向基层卫生人员普及

研究成果和防控技术，进一步扩大了项目的社会影响。（4）通过项目的实施，本单位培养了一批具有跨学

科背景的青年科研骨干，为后续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同时，本单位还通过与其他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了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团队。综上所述，本单位在项目的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为研究成果的取得做出了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