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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预警体系的建立及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深圳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围绕腹泻性传染病防控多病原检测需求，针对多重荧光 PCR 技术检测通量

低和病原菌分子分型监测体系灵敏度低等技术瓶颈问题，开展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

子诊断和预警体系的研究，对研究技术产业化和监测数据产品化，实现研究数据向

公众健康防护的转化，做到监测数据服务于人民群众，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病原学

监测引领传染病精准防控的典范，为我国开展基于实验室的腹泻病原体监测和传染

病病原体分子监测预警体系提供范例。

        该项目目标明确，方法得当，设计严密合理，资料详实，数据准确可靠，技术

水平先进，创新性突出，实施效果显著，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推广

应用价值。

        我单位同意推荐该项目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在我国 39 种法定传染病中，感染性腹泻病例报告数历年居前五位， 2020 年全国

病例数为 1062277 例,年发病率为 75.67/10 万,易引起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社会危害大，疾病负担重，各大医院都开设腹泻门诊进行救治。引起感染性腹泻的

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 40 余种，及时准确检测病原、识别暴发和采取精

准的预防控制措施是控制感染性腹泻病的有效手段。

        1、研究 31 种腹泻病原体的高通量快速检测方法并产业化。

        发明了探针编码和探针熔解曲线技术，可实现 3 个反应管同时检测细菌、病毒

和寄生虫等 31 种病原体的 50 个靶基因，克服了多重荧光 PCR 检测通量不足等的技

术瓶颈，实现了腹泻病原的精准诊断，指导临床治疗。该技术获得 14 项中国国家发

明专利、1 项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和 2 个国家医疗器械 III 类证书，制定了 1 项国家卫

生行业标准，成功实现产品转化，在全国 29 个省 492 个单位推广使用，产生

8888.5 万元的经济效益。

        2、创建感染性腹泻/食源性疾病病原菌分子分型监测预警体系，早期识别暴发

疫情。

        建立了我国腹泻头号病原菌“副溶血弧菌”全新的多位点熔点分型（MLMT）快

速检测方法，3小时即可完成。建立了标准化的MLVA、CRISPR 和全基因组测序等

9 种肠道致病菌分子分型方法，率先建立了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在内的感染性

腹泻/食源性疾病分子诊断与预警体系，阐明了超大都市感染性腹泻病原谱的构成及

主要病原菌的变迁规律和耐药特征，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成功识别 300 余起食源性

疾病和肠道传染病暴发并及时处置。

        3、发现 3 种病原菌新变异体/新血清型。

        国际首次分离缺失毒力岛 1 的山夫登堡沙门菌野生株，研究证实该菌株是引起

食物中毒的致病菌，为沙门菌新的致病机制理论提供证据。首次报道了非典型大肠

埃希菌 O112ac:H19 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发现鼠伤寒沙门菌 ST34 具有多重耐药



和生物被膜能力强的特征，揭示了链霉素诱导鼠伤寒沙门菌形成小菌落及回复突变

的机制。

        4、开展副溶血弧菌流行规律和危险因素研究，降低副溶血弧菌感染的发病率。

        在深圳市感染性腹泻病原谱的构成及变迁规律研究基础上，发现宝安区是深圳

市副溶血弧菌的高发地区，制定了针对性的西乡河治理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成功地

使深圳市副溶血弧菌的阳性检出率降低 6倍（从 2007 到 2018年）。

        5、发布感染性腹泻易感指数。

        建立的感染性腹泻/食源性疾病分子诊断与预警体系纳入深圳市公共卫生质量

绩效管理，依托该监测体系，创新性开发了感染性腹泻易感指数，成为政府发布的

公共卫生产品进行健康预警，引导公众做好自我防护，减少感染性腹泻的发生，实

现腹泻病研究数据向公众健康防护的转化。

       本项目历时 14 年，研发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快速检测

试剂和成功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腹泻病病原菌分子监测预警体系，广泛应用于细菌性

食物中毒、肠道传染病以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等领域的检测监测以及腹泻预警。在

Nucleic Acids Res、 Emerg Infect Dis等国内外期刊共发表 79篇论文，其中 SCI 收

录 23篇，他引 609次，举办全国技术培训班 3期，累计培训人数 6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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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 人情

况

姓名：扈庆华

排名：1

职称：主任技师,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所长

工作单位：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和组织实施。负责 31 种病原体靶基因的筛

选、检测方案的优化；负责卫生行业标准的制定；组织技术推广，组织完成腹泻病

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预警体系的建立，负责副溶血弧菌、肠炎沙门菌等致病菌的

MLVA、CRISPR 分子分型方法的评估、优化；分离、证实缺失毒力岛 1 的山夫登堡

沙门菌是引起食物中毒的致病菌，发现鼠伤寒沙门菌 ST34 型呈现高耐药和生物被



膜能力强的特征以及耐链霉素小菌落的形成机制；组织开展副溶血弧菌的危险因素

研究；参与感染性腹泻易感指数的研制。对应“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

新”所列的第 1、2、3、4、5 项。

姓名：李庆阁

排名：2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厦门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关键技术荧光探针编码技术、多重荧光探针熔解曲线分析

技术和二维实时荧光 PCR 的主要发明人和多项专利的第一发明人。指导本项目的多

重腹泻病原体检测体系设计和构建，并为体系的产业化提供专业性意见。对应“四、

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1 项。

姓名：石晓路

排名：3

职称：主任技师,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副所长

工作单位：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 9 种致病菌的靶基因筛选、检测方案的优化，负责沙门菌、

志贺菌双色光 PCR 方法的建立，负责致泻性大肠菌方法的建立；作为主要完成人，

参与卫生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完成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预警体系的建立，

参与肠炎沙门菌MLVA方法的评估、优化；参与分离、证实缺失毒力岛 1 的山夫登

堡沙门菌是引起食物中毒的致病菌；参与感染性腹泻易感指数的研制。对应“主要科

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1、2、3、5 项

姓名：李迎慧

排名：4

职称：副主任技师,副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贡献包括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

诊断与预警体系的建立及运行管理,具体包括技术指导、网络维护、信息反馈等；负

责副溶血弧菌、致泻性大肠埃希菌的 PFGE、MLVA和 CRISPR 方法优化及评估；作

为主力完成副溶血弧菌和致泻性大肠埃希菌的流行特征研究、副溶血弧菌感染危险

因素研究；参与完成毒力岛 1缺失山夫登堡沙门菌的特征研究等。对本项目做出的

贡献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2、3、4 项。

姓名：江敏

排名：5

职称：副主任技师,副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预警体



系的建立，主要包括系统的维护管理，哨点医院的督导，样本的处理和结果的分析，

每年负责定期开展对哨点医院的培训；负责副溶血弧菌 MLVA方法的评估；作为主

要负责人，参与研究感染性腹泻易感指数，统筹前 5 年的感染性腹泻监测数据，结

合大疫情网的数据和爆发疫情数据制订风险级别，每个月组织发布感染性腹泻易感

指数，截止 2017 年底，共发布感染性腹泻易感指数 32期。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

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2、5 项。

姓名：马汉武

排名：6

职称：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中心副主任

工作单位：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策划、计划、经费筹集与管理；组织管理、项目推进、督导；

协调各有关单位、对外交流与合作等。

姓名：廖逸群

排名：7

职称：副教授,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厦门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关键技术多重荧光探针熔解曲线分析技术和二维实时荧光

PCR 的发明人之一。参与本项目的多重腹泻病原体检测体系设计和构建，并辅助体

系的临床评价和产业化。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1 项。

姓名：姜伊祥

排名：8

职称：主管技师,主管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本项目所涉及的改良分子信标 -多重荧光 PCR 技术检测 5 种

肠道病毒和 3 种腹泻原虫体系和探针熔解曲线技术检测 10致病性弧菌体系，以上

两部分内容，本人参与设计了引物、探针及体系构建、优化、评估等工作。对应“主

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1 项。

姓名：金玉娟

排名：9

职称：主任技师,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微生物检测科负责人

工作单位：深圳市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估；

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利用本项目建立的分子分

型监测体系，首次报道了非典型大肠杆菌 O112ac:H19 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对本

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2、3 项。



姓名：许增生

排名：10

职称：副教授,副教授

行政职务：预防保健科主任

工作单位：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估；

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参与人群感染副溶血弧菌

的危险因素研究，协调现场调查并组织撰写深圳宝安区西乡河治理的建议。对本项

目做出的贡献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2、4 项。

姓名：刘丽红

排名：11

职称：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防保科长

工作单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估；

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组织全院各部门开展感染

性腹泻监测，运行良好的室内质量控制体系，保证标本采集、存放、运输、检测和

阳性菌株上送等关键环节高效顺畅。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

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2 项。

姓名：林一曼

排名：12

职称：主任技师,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 31 种病原体检测方法的评估：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

诊断与预警体系的建立：参与副溶血弧菌的危险因素研究：参与感染性腹泻易感指

数的研制。对应“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1、2、4、5 项

姓名：邱亚群

排名：13

职称：主任技师,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 31 种病原体检测方法的评估：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

诊断与预警体系的建立：参与副溶血弧菌的危险因素研究：参与感染性腹泻易感指

数的研制。对应“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1、2、4、5 项

姓名：谢旭

排名：14

职称：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所长

工作单位：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参与全市感染性腹泻监测网络系统的

流行病学监测与分析、系统运转协调、暴发疫情的调查与处置工作；参与深圳市感

染性腹泻易感指数的编撰、修改与发布工作。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四、主要科

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2、4、5 项。

姓名：陈健

排名：15

职称：副教授,副教授

行政职务：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深圳市福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估，

31 种腹泻病原体快速检测方法的推广应用；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监测

预警体系的建立；对应“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第 1、2 项

主要完

成 单 位

情况

单位名称：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持项目的制订及组织实施：组织完成腹泻病原体的靶基因筛选、

探针和引物设计及腹泻病原体高通量检测新方法的建立；组织举办技术培训班，推

广应用新方法；组织制定“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检查-沙门菌、志贺菌检验方法”国家

卫生行业标准；组织评估、优化和建立标准化的 9 种腹泻病原菌一代、二代分子分

型方法；组织建立感染性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监测预警体系，组织利用监

测数据开展相关研究，包括开展主要病原菌的分子流行病学、人群感染副溶血弧菌

的危险因素和感染性腹泻易感指数等领域的研究。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人员、

场地和设备条件，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单位名称：厦门大学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制订和实施，腹泻病原体高通量检测方法的技术指导，

组织发明了探针编码技术和探针熔解技术，组织研究单管检测 21 种靶基因的方法、

基于熔解曲线的副溶血弧菌分子分型方法和参与研究 31 种腹泻病原体高通量检测

方法，在腹泻病原体高通量检测方法的研究中提供人员、场地和设备条件，保证项

目顺利实施。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估；

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组织全院各部门开展感染

性腹泻监测，运行良好的室内质量控制体系，保证标本采集、存放、运输、检测和

阳性菌株上送等关键环节高效顺畅；参与人群感染副溶血弧菌的危险因素研究，协

调现场调查；在这些项目的研究中提供人员、现场和设备条件，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单位名称：深圳市福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排名：4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估，

在 31 种腹泻病原体快速检测方法的推广应用中提供设备和人员条件，联系哨点医



院制定样品收集、保存和运输的具体方案并开展检测；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

诊断与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在这些项目的研究中提供人员、现场和设备条件，保

证项目顺利实施。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排名：5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估；

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组织全院各部门开展感染

性腹泻监测，运行良好的室内质量控制体系，保证标本采集、存放、运输、检测和

阳性菌株上送等关键环节高效顺畅；在这些项目的研究中提供人员、现场和设备条

件，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单位名称：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排名：6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估，

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在这些项目的研究中提供

人员、现场和设备条件，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单位名称：深圳生科原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7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实施，组织系列检测试剂盒的产品化和 2 个国家医疗器

械注册证的申报，组织生产和销售试剂盒，发明了多功能采样器，参与“从业人员预

防性健康检查-沙门菌、志贺菌检验方法”国家卫生行业标准的制定，在试剂盒产业

化和推广应用中提供人员、场地和设备条件，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单位名称：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

排名：8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估；

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组织全院各部门开展感染

性腹泻监测，运行良好的室内质量控制体系，保证标本采集、存放、运输、检测和

阳性菌株上送等关键环节高效顺畅；参与人群感染副溶血弧菌的危险因素研究，协

调现场调查并组织撰写深圳宝安区西乡河治理的建议，在这些项目的研究中提供人

员、现场和设备条件，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排名：9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估；

参与腹泻病原体高通量分子诊断与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发现、证实了非典型大肠

杆菌 O112ac:H19 是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的致病菌；在这些项目的研究中提供人员、

现场和设备条件，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