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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控制城市血吸虫病传播的关键技术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武汉大学

推荐意见：                                                                  

    该项目：

1.建立了以 GPS 为基础的高精确度钉螺定位技术，并研制了数据处理方法，极大地

提高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科学性和工作效率。

2.首次完成了以控制血吸虫钉螺为目的的汉口江滩血防工程项目，改造后的江滩做

到了水退坡干，达到了控制血吸虫钉螺不宜滋生的工程目的。

3.建立了以“云存储”为基础的数字化与图像化螺情信息数据库，具有直观、精确的展

示结果的特点，实现了“数字+图像”的螺情 GIS 系统。

4.创新了血吸虫传播的风险评估方法，从可能性、危害性和可控制性三个维度对血

吸虫感染进行量化建模，增加风险评估结果对于血防工作开展的实际意义。

5.研制了江滩的血吸虫病工程施工验收标准，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参数，弥补国内对

于血防工程和维护的技术标准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

6.提出的靶向灭螺技术充分利用了信息化查螺结果，最大限度利用螺情调查信息，

可保证灭螺效果，同时减少工作量，节约人力物力，降低灭螺药物残留造成的环境

与生态负荷。为控制湖北省血吸虫传播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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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城市血吸虫病传播的关键技术”研究属于预防医学与卫生学领域。

主要内容：自 2012 年始，该项目组为控制城市血吸虫病的传播风险，以武汉市汉

口江滩为基础，研制了以 GPS 空间定位为基础的信息化查螺与数据处理新算法技术、

突破了血吸虫传播的风险评估技术、实行了以血防控制钉螺为目的大型江滩血防灭

螺工程，建立了血防工程施工验收标准以及靶向灭螺等技术，并将上述技术推广到

全国，为控制、消除城市血吸虫病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特点：

1. 建立了以 GPS 为基础的高精确度钉螺空间定位技术，并研制了数据处理新算法，

极大地提高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科学性和工作效率（请见附件专著论文）。

2. 在武汉市政府的支持下，首次完成了以控制血吸虫钉螺为目的的汉口江滩血防工

程项目，改造后的江滩做到了岸高江低、水退坡干，达到了控制血吸虫钉螺不宜滋

生的工程目的。（请见政府批文与工程验收材料）

3. 建立了以“云存储”为基础的数字化与图像化螺情信息数据库，具有直观、精确的

展示结果的特点，实现了“数字+图像”的螺情 GIS 系统。（请见出版专著）

4. 创新了血吸虫传播的三维定量风险评估方法，从可能性、危害性和可控制性三个

维度对血吸虫感染进行量化建模，增加风险评估结果对于血防工作开展的实际意义。

风险矫正后风险值的三维可视化处理使结果更加直观。（请见附件论文）



5. 研制了江滩的血吸虫病工程施工验收标准， 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参数，弥补国内对

于血防工程和维护的技术标准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请见附件结题报告）

6. 提出的靶向灭螺技术充分利用了信息化查螺结果，最大限度利用螺情调查信息，

可保证灭螺效果，同时减少工作量，节约人力物力，降低灭螺药物残留造成的环境

与生态负荷。（请见附件中应用证明）

应用推广情况：

1. 汉口江滩自 2013 年起至今运用了该项目查、灭螺技术与控制钉螺血防工程后，

有效改变了钉螺滋生环境，灭螺效果好，有效地保障了江滩地区居民与游客的安全。

2. 该项目中的部分技术已经在全省和省外疫区使用，为血吸虫钉螺地图的研制和防

控打下了科学基础。

3. 2019年 1月 1日前，该项目共发表了中英文学术论文9篇，学术专著 2部，

《长江江滩汉口段血吸虫病工程防治研究》获得湖北省社会出版公益奖。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交流 5 人次，国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交流，培养了研究生 25余名。

4. 2016、2017年时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和省市级领导多次到达现场

视察，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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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谭晓东

排名：1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1.本人作为课题的第一负责人参与了本研究的设计、实施和总结

全过程，并领衔主持了钉螺空间定位技术、血防工程的设计、评估。请见本人主编

的专著《钉螺空间定位技术应用指南》、《长江江滩汉口段血吸虫病工程防治研

究》。



2.提出了新时代血吸虫钉螺控制的新思路：靶向灭螺技术原理。

3.将本研究的主要学术成就系统总结后在中英文杂志上发表。请见《中英文学术论

文清单》本人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部分论文。

姓名：胡艳芳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中心书记

工作单位：武汉市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组织开展江滩血吸虫三维风险评估；组织计划 GPS 信息化查螺技

术的实际应用；参与研讨并实施了《江滩血防工程建设实施方案》；《长江江滩汉

口段血吸虫病工程防治研究》副主编；申报《汉口江滩血防工程与维护技术研究标

准的研制》，全程参与并通过区科技局验收。

姓名：徐明星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所长

工作单位：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组织开展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评估、实际应用和全市血吸虫防治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参与研讨并撰写了《钉螺空间定位技术应用指南》（副主编）；

《长江江滩汉口段血吸虫病工程防治研究》（副主编）。

姓名：彭峥

排名：4

职称：医师,护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市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配合开展江滩血吸虫三维风险评估；

参与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的实际应用；《长江江滩汉口段血吸虫病工程防治研究》

编委；具体实施《汉口江滩血防工程与维护技术研究标准的研制》项目，该项目已

通过区科技局验收。

姓名：王浩

排名：5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血防所主任

工作单位：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切实实施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的推广工作，并将该技术与多名血

吸虫防治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推广对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参与编写《钉螺空

间定位技术应用指南》，对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的优化起着关键作用。

姓名：吴凯

排名：6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市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江滩血吸虫三维风险评估；组织并参与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

的实际应用；参与研讨并实施了《江滩血防工程建设实施方案》；《长江江滩汉口

段血吸虫病工程防治研究》副主编；参与《汉口江滩血防工程与维护技术研究标准

的研制》项目开展，并通过区科技局验收。

姓名：白杨

排名：7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市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配合开展江滩血吸虫三维风险评估；参与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的

实际应用；《长江江滩汉口段血吸虫病工程防治研究》编委；具体实施《汉口江滩

血防工程与维护技术研究标准的研制》项目，该项目已通过区科技局验收。

姓名：谢耀飞

排名：8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制定了江滩血防工程改造的指标体系和维护指标体系的研

究和制定；

2.参与了靶向灭螺工作的研究和实践。

姓名：朱然

排名：9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市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开展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的实际应用；参与《江滩血防工程

建设实施方案》；具体执行《汉口江滩血防工程与维护技术研究标准的研制》，项

目已通过区科技局验收；负责控制江滩血吸虫传播的关键技术研究的数据收集、整

理。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武汉大学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武汉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设计、组织、

牵头：

1.建立了以 GPS 为基础的高精确度钉螺定位技术，并研制了数据处理方法，极大地

提高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科学性和工作效率。

2.首次完成了以控制血吸虫钉螺为目的的汉口江滩血防工程项目，改造后的江滩做

到了水退坡干，达到了控制血吸虫钉螺不宜滋生的工程目的。

3.建立了以“云存储”为基础的数字化与图像化螺情信息数据库，具有直观、精确的



展示结果的特点，实现了 “数字+图像”的螺情 GIS 系统。

4.创新了血吸虫传播的风险评估方法，从可能性、危害性和可控制性三个维度对血

吸虫感染进行量化建模，增加风险评估结果对于血防工作开展的实际意义。

5. 研制了江滩的血吸虫病工程施工验收标准，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参数，弥补国内对

于血防工程和维护的技术标准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

6.提出的靶向灭螺技术充分利用了信息化查螺结果，最大限度利用螺情调查信息，

可保证灭螺效果，同时减少工作量，节约人力物力，降低灭螺药物残留造成的环境

与生态负荷。

单位名称：武汉市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控制城市血吸虫病传播关键技术研

究”项目中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血吸虫工程防治技术的主要实施单位及应用单位。

1. 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 2013 年始就积极推动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在江岸区

江滩的应用，为此项技术的主要应用单位。同时，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武

汉大学健康学院每年对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的精确性、便捷性等性能指标进行优化，

提高该项技术的成熟性。

2. 江岸区江滩血防工程于 2015 年开始启动，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血防工程

的主要负责和实施单位，承担了血防工程实施前期的血吸虫钉螺环境测评、血吸虫

钉螺基线数据测评，还参与了血防工程可行性论证。血防工程施工完成后，江岸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武汉大学对血防工程的防治效果进行了测评，推动血防工程

的验收工作。最后，江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联合武汉大学首次提出血防工程标

准，为今后的血防工程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单位名称：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控制城市血吸虫病传播关键技术研

究”项目中的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血吸虫工程防治技术的主要实施单位及推广单

位。

1、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 2012 年参与“控制城市血吸虫病传播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以来，积极推进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和 Google Earth 建库方法。同时，武汉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武汉大学健康学院对 GPS 信息化查螺技术进行优化，进一步

促进该技术的成熟。

2、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多次就 GPS 查螺技术开展全市血吸虫防治专业技术人

员培训，已将此项技术推广到武汉市所有的血吸虫钉螺的查螺中，为编制钉螺地图

提供了技术支持，极大地提升了血吸虫防治专业的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