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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高致病性人冠状病毒应急防控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推荐意见：                                                                  

    以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为代表的高致病性人冠状病毒是引起严重呼吸道疾病

的重要病原，建立高致病性人冠状病毒的监测、检测、应急阻断防控技术体系，将

为新发突发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高致病性人冠状病毒应急防控技

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项目建立了系统的高致病性人冠状病毒快速识别技术，以及多

技术路线的 MERS-CoV 疫苗研发体系与临床前评价平台、高通量的冠状病毒药物筛

选平台。该项目对韩国输入我国 MERS 病例的全基因组序列进行测序、分析，先于

韩国确定其来源和分子变异事件，为我国制定相关疫情防控策略提供了关键科学依

据，成功阻断了首例 MERS 病例在中国的传播。同时，该项目通过举办全国性培训

班，提高了我国基层疾控和医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和检测能力。该项目的实施

为 2019 新冠疫情病原发现、鉴定和科学防控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经审核所提交

推荐书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同意推荐 2021 中华医学会科学技术奖。

项目简介     高致病性人冠状病毒（human coronavirus，HCoV）引起严重呼吸道感染，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疫情和中东呼吸综合

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疫情引发全球关注。“高致病性人冠

状病毒应急防控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项目旨在建立高致病性 HCoV 快速识别技术、

疫苗研发体系、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等，以填补我国存在的应急防控技术体系空白，

为新发突发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本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 建立系统的高致病性 HCoV 快速识别技术，包括全基因组测序、病毒分离、

分子与血清学检测技术，以利于迅速完成病原的鉴定。

      2. 建立应急阻断技术平台：包括多技术路线的 MERS-CoV 疫苗研发体系及高通

量药物筛选平台，为新型 HCoV 疫苗的研制及药物筛选提供技术基础。

      3. 加大产学研结合力度，与企业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能力建设。

      4. 举办全国性 HCoV 防控、检测培训班，专家现场手把手指导，提高我国基层

疾控和医院对新型 HCoV 的发现及检测能力。

      本项目产生多项技术成果，发表中、英文论文超百篇，代表论文发表在

Immunity、Sci Immunol、mBio 等高水平期刊，同时获得专利授权二项，实现成果

转化一项。MERS-CoV 核酸检测技术转予中山大学达安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制了

国内唯一获批上市的 MERS-CoV 核酸检测试剂，极大地提高了全国疾控、医疗机构

MERS-CoV 监测、检测工作效率，保障应急防控任务的顺利完成。

       2015年我国成功应对输入 MERS 疫情为本项目的应用范例，项目组率先确诊

MERS 输入病例并完成其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分析，成功阻断 MERS-CoV 在中国的传



播；先于韩国确定 MERS-CoV 感染来源和分子变异事件，第一时间与WHO分享，为

我国及WHO制定 MERS 疫情防控策略提供了详实的参考数据；成功分离 MERS-CoV

病毒株，建立通用小鼠感染模型，为开展病原学相关研究，制定疫情防控策略提供

了科学依据。

      本项目组编制了 MERS-CoV 实验室检测指南、举办全国性培训班，科普 HCoV背

景知识及研究进展，推广核酸检测技术，极大地加强了我国基层疾控和医院对 HCoV

的认知，提高了新型 HCoV 检测能力。

     该项目的实施不仅每年为上万赴中东朝觐人员及 MERS 疫情输入排查提供技术保

障，也为项目组在 2019 新冠疫情病原发现、鉴定和科学防控成就的取得奠定了技

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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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谭文杰

排名：1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室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1、本项目负责人，代表性论文（参见附件 4-3至4-20）的通信

作者及相关成果专利的第一完成人； 2、指导完成 2015年我国 MERS 输入病例的

快速鉴定与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分析，HCoV 分离检测技术、感染模型、药物筛选与

疫苗研发的主要组织者与技术指导（参见附件 4-3至4-20）。

姓名：赵金存

排名：2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首次证实在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严重急性呼吸窘迫综



合征（SARS）冠状病毒感染过程中气道记忆性 CD4+ T细胞（Airway memory 

CD4+ T cell）的重要作用，并成功应用于呼吸道冠状病毒疫苗的开发（参见附件 4-

1），见创新点 2 中 MERS-CoV免疫机制研究； 2. 首次阐明MERS-CoV 感染人体后

诱导特异性 T细胞免疫应答特征，填补 MERS 研究领域空白（参见附件 4-2），见

创新点 2 中 MERS-CoV免疫机制研究。 3. 建立 MERS-CoV 感染的小鼠模型，用于

疫苗、药物效果评价（参见附件 4-10、4-11）。

姓名：王文玲

排名：3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 2015年我国 MERS 输入病例的快速鉴定和处理，见创新

点一中的 MERS- CoV 序列测定。 2.建立优化了多个血清抗体(包括中和抗体)检测技

术，见创新点一中血清学检测技术建立；参与举办冠状病毒感染检测手把手培训班，

显著提升我国疾控医疗系统对冠状病毒病的应急防控、处置能力。 3.参与 MERS 疫

苗研发，见创新点二免疫机制研究、灭活疫苗、S蛋白疫苗免疫保护效果。参见附

件 4-3、4-7、4-、4-10、4-13、4-18至4-20。

姓名：邓瑶

排名：4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输入性病例的咽拭子进行核酸提取，血清中和抗体检测，外周

血淋巴细胞分离冻存及多肽筛选。 建立 MERS-CoV假病毒平台，用于筛选检测

MERS-CoV 中和抗体。 研发了多个MERS-CoV 疫苗并完成临床前评价。 相关工作

见创新点一和创新点二。参见附件 4-3、4-4、4-6、4-7、4-9、4-10、4-11、4-

13、4-16、4-18。

姓名：陆柔剑

排名：5

职称：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建立多种 HCoV 核酸检测方法，对我国多地呼吸道感染病人标进

行筛查，获得常见 HCoV 病原谱，阐明其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建立多种 HCoV 全

基因组序列测定方法，获得我国数十株常见 HCoV流行株全基因组序列，分析基因

进化变异，预测毒力变化，为疫苗研发和药物筛选等提供科学依据。 2015年对我

国广东出现的一例 MERS 输入病例进行核酸检测，第一时间确定病原，并利用一代

测序技术获得其全基因组序列并分析基因组特点。 参与 HCoV 毒株的分离鉴定、致

病机制研究及检测试剂盒研发，对基层疾控人员进行冠状病毒检测手把手培训。 相

关工作参见附件 4-8、4-9、4-12、4-14、4-15、4-17至4-20。



姓名：王延群

排名：6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完成 2015年韩国 MERS 输入性病例病毒全基因组测序溯源工

作，确定 MERS 进化重组特征（附件 4-1） 2. 建立呼吸道病毒组学测序平台，并用

于呼吸道病毒群体分析和筛查（附件 4-12） 3. 2017年成功分离我国首例（也是

唯一）MERS-CoV 毒株 ChinaGD01，填补我国 MERS 种毒资源空缺。 相关工作见

创新点一，呼吸道标本宏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建立及 MERS-CoV标本的序列测定，参

见附件 4-8、4-9、4-17、4-20。

姓名：朱娜

排名：7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副处长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HCoV 分离鉴定平台的建立：负责建立基于 HAE 与不同传代细胞

的 HCoV 病毒分离培养系统，建立了临床呼吸道样本中病毒的宏基因组测序（病毒

组学）及分析平台；获得多个 HCoV 毒株（229E、HKU1、OC43、NL63）与全基

因组序列。为新冠疫情快速鉴定与应急防控奠定技术基础. 相关工作见创新点一，

HAE 系统建立、呼吸道标本的宏基因组测序、核酸检测、抗体检测方法建立，创新

点二免疫保护机制研究，参见附件 4-7、4-8、4-14、4-17、4-18。

姓名：黄保英

排名：8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建立了 MERS-CoV 培养技术、基于细胞病变法和病毒空斑形成的

病毒滴度测定技术以及病毒中和抗体检测技术；完成了 MERS-CoV蛋白疫苗、灭活

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mRNA 疫苗等多个疫苗的体外保护效果评价；完成了

MERS-CoV十余株人源单抗和鼠源单抗的体外中和效果评价；完成了 MERS-CoV70

多种抗病毒药物的体外抗病毒效果评价；作为主要组织者协助完成冠状病毒检测技

术手把手培训班，培训全国疾控及医疗工作者近 1000 人。上述工作为 MERS-CoV

等人冠状病毒应急防控技术研究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相关工作见创新点一、创新

点二，参见附件 4-4、4-10、4-11、4-18。

姓名：耿合员

排名：9

职称：副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国内首次完成对两株人冠状病毒 NL63（Human coronavirus 

NL63，HCoV- NL63）全长基因组的克隆和测序工作，阐明了 HCoV-NL63 国内株基

因组结构特征及遗传变异特性，为其分子流行病学及检测技术研究奠定基础。 相关

工作参见创新点一，参见附件 4-4、4-12。

姓名：赵莉

排名：10

职称：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 2015年我国首个MERS 病例的快速鉴定，第一时间确定了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及时分享；参与了 MERS 感染模型的研究，建立了 MERS-CoV

感染小鼠模型；筛选并鉴定了多个广谱抗冠状病毒候选药物；构建了重组痘苗病毒

表达的 MERS 新型疫苗，并对其进行了免疫学评价。作为项目团队生物安全管理员，

撰写制订多个MERS-CoV生物安全技术文件（风险评估、标准操作指南等）。 相关

工作见创新点一抗体检测方法建立、NL63 序列测定，参见附件 4-12、4-18。

姓名：王慧娟

排名：11

职称：副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完成 MERS 血清学抗体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应用，相关工

作参见创新点一、二，参见附件 4-3、4-8、4-13、4-16、4-18。

姓名：杨扬

排名：12

职称：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1、首次对 MERS-CoV 结构蛋白和附属蛋白拮抗天然免疫的功能

进行了全面分析，成功的筛选出了具有拮抗干扰素活性的病毒蛋白； 2、系统阐述

了 MERS- CoV 病毒蛋白 ORF4b拮抗Ⅰ型干扰素反应的分子机制； 3、构建了能够

表达 GFP蛋白 HCoV-OC43 感染性克隆，建立了反向遗传学操作方法； 相关工作参

见创新点一、二，参见附件 4-4、4-5、4-7、4-16。

姓名：蓝佳明

排名：13

职称：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开展了 MERS-CoV灭活疫苗、重组 RBD和 NTD亚单位疫苗、病

毒样颗粒疫苗等新型疫苗研发； 在全球首次报告了重组 RBD亚单位疫苗在恒河猴

模型体内诱导的免疫应答和免疫保护效果，为冠状疫苗研发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



技术支撑。 相关工作参见创新点二疫苗研发，参见附件 4-3、4-6、4-10、4-

11、4-13、4-16、4-19。

姓名：申梁

排名：14

职称：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1. 首次在国际上建立了基于海肾荧光素酶基因的重组 HCoV-

OC43 的药物筛选平台和小鼠活体成像模型； 2. 利用药物筛选平台获得了多个广谱

抗冠状病毒候选药物； 3. 利用重组 HCoV-OC43 病毒筛选到了 3 种 HCoV-OC43易

感细胞系； 相关工作参见创新点二药物筛选平台的建立，参见附件 4-5。

姓名：牛培华

排名：15

职称：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1. 建立了 6种 HCoV 核酸检测荧光定量 PCR方法，包括针对

MERS 输入病例的核酸快速鉴定方法。 2. 成功获得了 MERS-CoV 人源单克隆抗体

库；成功获得 22株超强中和活性的人源单克隆抗体并分析了免疫遗传学与体外生

物学特性；进一步研究了 2株超强人源单克隆抗体（MERS-GD27和 MERS-GD33）

的生物学功能及作为候选治疗方案的潜力，探讨了 MERS-GD27中和作用的结构机

制。研究为阻断 MERS-CoV 感染提供新的理论借鉴与技术支持。 3. 探索了冠状病

毒广谱中和抗体及中和表位，为联合免疫疗法提供技术支持。 相关工作见创新点一、

创新点二，参见附件 4-14、4-17、4-19。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1. 主持、参加了科技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传染病应急处置

检测技术平台（子课题：人冠状病毒与痘病毒组合筛查检测技术）

（2011ZX10004-001）”、973计划“重要病毒跨种属间感染与传播致病的分子机制:

冠状病毒等在不同宿主中的复制机制（2011CB504704）”、中澳卫生与艾滋病综

合项目“北京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人中人冠状病毒与相关病毒病原监测的试点研究

（FA15EID07）”、自然科学基金“成人上呼吸道感染病人中人冠状病毒病原谱及生

物学特性研究（81100062）”、“人冠状病毒 HKU1 在 HAE细胞模型中的复制和生

物学特性研究（81301430）”项目的研究，这些项目是本研究的关键支撑项目。

2. 负责所研究的课题设计并全面组织实施，包括独立完成 2015年我国 MERS 输入

病例的快速鉴定，建立人冠状病毒的核酸、抗体检测方法，以及病毒分离鉴定平台，

建立人冠状病毒的药物筛选及疫苗研发平台，完成手把手培训班。

3. 为本项目研究提供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对本项目的实施进行及时组织、有

效管理和协调。

单位名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1. 完成 MERS-CoV 感染后病人诱导特异性 T细胞应答规律研究，

确定 MERS 病人抗体和 T细胞应答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性

（Sci Immunol, 2017）；该研究成果有助预测感染病人的预后，发现漏诊病人；

首次阐明冠状病毒气道记忆性 CD4+T细胞清除病毒感染，促进疾病转归机制，同时

CD4+ T细胞表位在不同呼吸道冠状病毒间保守，可诱导产生针对 MERS 和 SARS 冠

状病毒的交叉保护性 T细胞应答（Immunity, 2016），此发现为未来人类多能型呼

吸道冠状病毒疫苗的开发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分离国内首例（也是唯一）中东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毒株 ChinaGD01，填补了我国 MERS-CoV 种毒资源的空缺，为后

期MERS 疫苗、治疗、诊断试剂开发奠定了基础。

2. 本单位负责研究内容的设计并全面组织实施，建立了 MERS-CoV易感的动物模型，

可用于疫苗保护效果评价。

3. 为本项目研究提供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对本项目的实施进行及时组织、有

效管理和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