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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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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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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

第一作者

刊期、

刊号
页码

1
Intensive surveillance, rapid response
and border collaboration for mal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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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聚合的蚊
媒传染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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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方法

中国
CN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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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云南
省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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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宁,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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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梯
度提升树的
蚊媒传染病
疫情预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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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CN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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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02-02

第423167
号

中国科学
院软件研
究所

张凤军, 邱
晓慧, 周红
宁, 杜龙飞,
梁赓, 王鑫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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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方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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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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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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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
治所

云南省寄生
虫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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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摄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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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与个案调

查
中国

国作登字
-2019-I-
0072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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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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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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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病防治所

有效



6

电影和类
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
作的作品

疟疾的规范
治疗

中国
国作登字
-2019-I-
00725628

2019-
02-19

国作登字
-2019-I-
00725628

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
治所

云南省寄生
虫病防治所

有效

7

电影和类
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
作的作品

疟疾监测技
术方案

中国
国作登字
-2019-I-
00725627

2019-
02-19

国作登字
-2019-I-
00725627

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
治所

云南省寄生
虫病防治所

有效

8

电影和类
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
作的作品

消除疟疾监
测响应体系
建设和考核

评估

中国
国作登字
-2019-I-
00725511

2019-
02-19

国作登字
-2019-I-
00725511

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
治所

云南省寄生
虫病防治所

有效

五、候选单位：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德宏州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临沧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普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保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怒江

州傈僳族白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山州壮族自治州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红河哈尼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作为项目承担单位，主要负责边境消

除疟疾流行规律研究，开展边境疟疾消除及其跨境疟疾防治监测、检

测、预警等关键技术研发，创建边境消除疟疾“3+1”模式及其澜沧

江-湄公河流域跨境疟疾联防联控合作模式，制定《云南省消除疟疾

行动计划（2010-2020 年）实施方案》、《云南省消除疟疾工作方案

（2016-2020 年）》和《云南省消除疟疾后防止输入再传播技术方案》

等系列防控方案，开展全省及其周边国家疟疾业务骨干培训，并及时

把上述关键技术与模式应用推广，2015 年 5 月实现了全省最后一例

本地恶性疟，阻断了恶性疟在我省的传播；2016 年 4 月全省最后一

例本地间日疟病例，阻断了间日疟在我省的传播，至今已连续 6年全

省无本地病例报告，2020 年 6 月顺利通过了国家消除疟疾技术评估

和终审评估， 2021 年 5月接受 WHO 消除疟疾技术评估组对中国消除



疟疾的现场评估，6 月 30 日 WHO 发布“中国无疟疾国家”，为中国

消除疟疾做出了重大贡献等。

2.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作为成果主要完成单位，主要负责中

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课题“澜湄流域重大虫媒传染病大数据监测与

预警服务平台”在云南边境地区及其老挝、缅甸边境地区建立了虫媒

传染病症状监测点17 个，建设了“澜湄次区域虫媒传染病联防联控

数据中心”，收集了包括环境、气象、传染媒介、病例、人文地理等

5 大类15 种数据，创建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疟疾监测预测预警平台

2.0，并实时动态预测预警；获得2项授权专利和1项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等。

3.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作为成果主要完成单位，主要负

责云南边境口岸出入境发热人员或回国劳务人员进行疟疾监测、检

测，对口岸附近地区开展疟疾媒介监测；与周边国家边境口岸开展消

除疟疾联防联控合作，定期开展疟疾疫情交流、人员培训及其技术帮

扶等，有效防止境外输入再传播。

4.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德宏州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临沧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普洱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保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怒江州傈僳族白族自治州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文山州壮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红河哈尼族

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均为成果主要完成单位，主要负责协助成

果承担单位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开展中缅、中老、中越边境地区疟

疾流行规律研究，边境消除疟疾监测、检测、预警等关键技术研发及

其边境消除疟疾模式和跨境疟疾联防联控合作模式创建，并对上述消

除疟疾关键防控技术与策略向对应老挝、缅甸、越南边境地区进行应



用推广等。

六、主要候选人:

周红宁、许建卫、孙晓东、林祖锐、张凤军、刘慧、杨恒林、杨

锐、周兴武、周耀武、覃卫红、赵晓涛、梁赓、魏春、段凯霞、田鹏、

丁春丽、陈柒言、徐艳春、李建雄、吕全、毛祥华、董学书、杜龙飞、

姜进勇、杨亚明

（一）第一候选人贡献情况：

周红宁，主要负责云南边境消除疟疾及其周边国家疟疾防治研

究，主持与成果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卫计委项目、澜

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基金项目等，建立了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区域及其滇藏疟疾联防联控

合作机制，创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疟疾监测预测预警平台 2.0，开

展了云南边境消除疟疾及其跨境疟疾防治关键技术探讨，撰写的《云

南应对周边国家重大虫媒传染病防控对策及建议》被国家和云南省政

府采纳，此外，作为实验室主任和学科带头人创建了云南省虫媒传染

病防控研究重点实验室和云南省虫媒传染病防控关键技术创新团队，

培养了大量的疟疾专业人才，发表了一批论文、专著及其专利等。

（二）第二候选人贡献情况：

许建卫，主要负责云南边境地区消除疟疾及其中缅边境疟疾防治

研究，主持或参与与成果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抗艾滋病、

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项目等，揭示出了云南及中缅边境疟疾流行特征

及其疟疾跨境传播规律，开展了云南边境消除疟疾“3+1”模式和澜

沧江-湄公河消除疟疾跨境联防联控合作模式探讨，发表了一批高质

量学术论文和专著，培养了大量的疟疾专业人才等。



（三）第三候选人贡献情况：

孙晓东，主要负责云南边境地区消除疟疾及其中缅边境疟疾防治

关键技术研究，参与边境疟疾三道防线和“3+1”策略的组织和实施，

参编《云南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 年）实施方案》、《云

南省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2020 年）》和《云南省消除疟疾后防

止输入再传播技术方案》等系列防控方案，参与培训全省消除疟疾业

务骨干近千人，培训云南、宁夏和河南等援助非洲医务人员近 100 余

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云南边境地区疟疾消除后防止再传

播关键技术研究》，研究中缅边境线西段跨境疟疾联防联控策略和技

术，探明缅甸拉咱市疟疾流行和药物敏感性特征，引进捕获与结合探

针 PCR 技术，助力云南边境地区实现消除疟疾，发表相关论文等。

（四）第四候选人贡献情况：

林祖锐，主要参与云南边境地区消除疟疾及其缅甸边境地区疟疾

防治研究和方案制定及现场研究。参与制定和组织实施《云南省边境

地区消除疟疾行动计划方案（2015-2020 年）》《云南省消除疟疾工

作方案（2016-2020 年）》《云南省边境高风险地区消除疟疾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云南省防止疟疾再传播工作方案》《云南省消除疟疾

后防止输入再传播技术方案》等系列防控方案；参与编著《云南消除

疟疾历程》和《云南疟疾的控制与消除》；参与创作作品《疟疾监测

技术方案》和发表相关论文等。

（五）第五候选人贡献情况：

张凤军，主要负责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疟疾监测预测预警平台2.0

研发，并实现了实时动态预测预警，获得 2项授权专利和 1项计算机

著作权等。



（六）第六候选人贡献情况：

刘慧，主要负责云南边境地区消除疟疾及其中缅边境疟疾治疗及

其间日疟、恶性疟原虫药物敏感性监测等。主持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参与疟原虫样本资源库建立、消除疟疾人才技术培训、疟疾

病例数据整理与分析，论文发表等。

（七）第七候选人贡献情况：

杨恒林，主持开展了云南边境地区消除疟疾策略与措施研究和边

境地区恶性疟原虫对抗疟药敏感性与青蒿素抗性基因研究等。主持出

版了《云南疟疾控制与消除》（2021）专著，制定了云南省边境地区

消除疟疾“三道防线”策略与措施，撰写制定了《云南省边境地区消

除疟疾技术方案》、《云南省消除疟疾技术方案》、参与制定了《云

南省防止疟疾再传播技术方案》等。

（八）第八候选人贡献情况：

杨锐，开展全球基金疟疾项目及其跨境疟疾/登革热联防联控项

目研究。参与疟疾监测、检测、预测预警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出版专

著 1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消除疟疾联防联控突发疫情处置技术》

及其发表论文 5 篇。

（九）第九候选人贡献情况：

周兴武，参与开展全球基金疟疾项目及其跨境疟疾/登革热联防

联控项目研究。参与疟疾监测、检测、预测预警技术体系建设工作，

发表论文等。

（十）第十候选人贡献情况：

周耀武，参与《云南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实施方（2010-2020）》

《云南省边境地区消除疟疾行动计划方案（2015-2020 年）》《云南



省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2020 年）》《云南省边境高风险地区消

除疟疾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方案制定；参与《媒介监测与控制》制

作及其发表论文 3篇等。

（十一）第十一候选人贡献情况：

覃卫红，负责云南边境口岸出入境发热人员或回国劳务人员进行

疟疾监测、检测，对口岸附近地区开展疟疾媒介监测；与周边国家边

境口岸开展消除疟疾联防联控合作，定期开展疟疾疫情交流、人员培

训及其技术帮扶等，有效防止境外输入再传播。

（十二）第十二候选人贡献情况：

赵晓涛，参与全省边境消除疟疾行动计划的实施及其方案制定，

参与疾控、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教学培训；发表论文 5 篇等。

（十三）第十三候选人贡献情况：

梁赓，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疟疾监测预测预警平台 2.0 研发，

主持科技部常规性科技援助项目“中老重大虫媒传染病智能化监测预

警平台建设与示范项目”，获得 2 项授权专利等。

（十四）第十四候选人贡献情况：

魏春，负责消除疟疾人才技术培训、疟疾病例数据整理与分析，

论文发表等。

（十五）第十五候选人贡献情况：

段凯霞，参与消除疟疾人才技术培训，疟疾病例数据整理与分析，

论文发表等。

（十六）第十六候选人贡献情况：

田鹏，参与传疟媒介按蚊监测，消除疟疾人才技术培训，疟疾病

例数据整理与分析，论文发表等。



（十七）第十七候选人贡献情况：

丁春丽，参与边境消除疟疾“清点拔源”，消除疟疾人才技术培

训、疟疾病例数据整理与分析等。

（十八）第十八候选人贡献情况：

陈柒言，参与边境消除疟疾“清点拔源”，消除疟疾人才技术培

训、疟疾病例数据整理与分析等。

（十九）第十九候选人贡献情况：

徐艳春，参与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检测，样本采集、数据收集、

整理与分析和论文发表等。

（二十）第二十候选人贡献情况：

李建雄，参与制定《云南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 年）

实施方案》、人才培养及其论文发表。

（二十一）第二十一候选人贡献情况：

吕全，参与制定《云南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 年）实

施方案》、人才培养及其论文发表。

（二十二）第二十二候选人贡献情况：

毛祥华，参与周边国家疟疾人才培养、信息交流，数据分析等，

发表论文 5篇。

（二十三）第二十三候选人贡献情况：

董学书，负责蚊虫标本资源库建设，人才培养，编著出版了《中

国按蚊分类检索》《云南蚊虫名录》专著。

（二十四）第二十四候选人贡献情况：

杜龙飞，参与完成“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虫媒传染病联合防控

平台 1.0”研发，澜湄次区域虫媒传染病数据中心数据库创建，参与



完成 2 项专利和 1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

（二十五）第二十五候选人贡献情况：

姜进勇，主要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疟疾联防联控合作、西藏

消除疟疾技术帮扶、《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消除疟疾联防联控突发

疫情处置技术》编写等。

（二十六）第二十六候选人贡献情况：

杨亚明，参与云南边境消除疟疾关键技术研究，论文发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