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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广州市病媒生物监测及相关传染病防制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广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广州市病媒生物监测及相关重点传染病防制研究，分析了登革热、恙虫病、流行

性出血热等媒介传染病的流行特征，提出了关注城市内城中村、公园等地的媒介传

染病风险，并基于上述分析进行了预警和预测研究，揭示了广州地区媒介传染病时

间、空间、人群分布和病毒变异情况，探索了其流行及变化规律。通过长期的研究

实践，构建和完善了广州市病媒生物监测和防制体系，解决了病媒生物监测与防控

中信息系统不完善、监测效率低下、处置流程不规范以及环境污染风险高的问题，

构建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实时监测平台以及市区蚊媒应急处置防制模式、并建立起

第三方效果评估标准等研究工作。项目研究有助于降低媒介传染病发病风险，减少

媒介传染病在人群中的流行,有着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

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

奖。

项目简介     在全球病媒生物传染病传播风险的严峻形势下，应建立新型的传染病监测与防控

体系，有效控制新发和再发媒介生物传染病。本项目对近年来病媒生物传染病的流

行趋势进行系统分析，比较并评估病媒生物传染病的危害程度，观察蚊虫密度及生

存变化，运用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强化应急防控机制，研究结果对政府机构部门进一

步制定并完善相关传染病的防治方案，防止或降低病媒生物传染病对人群健康危害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项目来源项目

      本项目共得到 8 项基金支持，其中 3项广东省自然基金项目（资助 25万，课题

名称:基于恙虫病东方体 Sta56基因分型及进化动力研究；人口流动在登革病毒传播

流行中的时空效应及病毒遗传变异研究；广州地区 IV型登革病毒进化动力及时空传

播规律的研究）；1 项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项目（资助 1万元，课题名称：广州地

区恙虫病流行过程的空间模式与风险因子研究）；4项广州市科技局项目，资助 45

万元（课题名称：广州恙虫病东方体 Std56基因分型与进化动力学研究；登革病毒

RNA3’非编码区调控影响其复制及改变重症登革热发病结局的机制研究；城市复杂环

境中无人机灭蚊的飞行参数及喷洒模式研究；登革病毒血清 I型新基因型入侵、遗传

变异与暴发流行的关联研究）      

2.成果基本信息

      成果交付物类别：方法

     研究形式：独立研究

3.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1）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及分子病毒学研究探索了登革病毒、恙虫病东方体、钩

端螺旋体、流行性出血热等病原体在广州的传播和进化规律。同时基于自然和社会

因素，分析环境、气候和人群易感性对登革热、恙虫病等相关传染病发病的影响。 



    （2）创建了新型病媒生物监测体系，基于移动信息技术构建了全国首个市级

《病媒生物移动实时监测信息平台》，提高了病媒生物监测信息传递效率；动态监

测并调查病媒生物密度情况，阐明近年来广州市的优势蚊虫种群及生存变化规律。

    （3）构建并完善了病媒生物防制体系，同时组建市区蚊媒应急队伍进行病媒生

物联合防控和评估机制。编制了政府购买病媒生物防制（蚊类）服务效果评估团体

标准，获得中华预防医学会立项并公开发表。探索病媒生物防制新型药物和施用方

式的实用指引和现场防控效果评价标准。

    （4）建设了广州首个病媒生物科普馆，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病媒生物科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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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姓名：罗雷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乡科级正职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导完成全部成果工作,主要完成代表性成果

3，5，6，7，8，10，12，18 以及移动监测系统开发和第三方效果评估标准。

姓名：魏跃红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乡科级副职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完成了恙虫病、出血热等鼠传疾病流行病学和病原学分析，完成

代表性成果，9-13，14，20 。

姓名：景钦隆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乡科级正职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完成了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分析，对登革热和出血热

的发病进行了预测预警，主要完成代表性成果：2，4，15.

姓名：蒋力云

排名：4

职称：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完成了登革热的病原学分析，主要完成代表性成果：1，7

姓名：李晓宁

排名：5

职称：主管技师

行政职务：科员级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构建了移动实时病媒生物监测平台和病媒生物科普馆；对登革热

和出血热的发病进行了预测预警，主要完成代表性成果：13，16，17，以及病媒

生物监测移动信息平台开发和和第三方效果评估标准。

姓名：刘远

排名：6

职称：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乡科级正职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完成了登革热的病原学分析，主要完成了代表性成果 4.

姓名：杨智聪

排名：7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县处级正职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学术(技术)贡献 构建了病媒生物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测平台，分

析了广州的登革热流行特征，对项目进行技术指导，主要完成了代表性成果：2-

15，17，18。

姓名：陈宗遒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构建了病媒生物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测平台

姓名：江毅民

排名：9

职称：副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构建了病媒生物监测网络开展了抗药性实验

姓名：刘杰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科员级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开展了 S-烯虫酯的现场评估和飞行监测研究

姓名：沈纪川

排名：11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乡科级正职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开展了气象因素对媒介传染病的预测预警工作，主要完成了代表

性成果：8.

姓名：汪慧

排名：1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开展了预警预测研究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为项目实施提供了现场和实验室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