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报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进步奖公示

我单位下列项目拟申报教育部 ⒛” 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特进行公示。公示期:⒛”

年 4月 13日 至⒛” 年 4月 19日 ,公示期内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 ,

请您向科技处反映。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佘慧芸 ∞1-54⒛ %95

附:公示内容

项目名称:全球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演化及大流行风险

评估

提名单位 (提名专家 )∶ 复旦大学

主要完成人情况:

1.第 一完成人:余宏杰 教授;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完成单位:复

旦大学;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系 统设计并组织开展全球人

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演化及大流行风险评估,揭示了人感

染禽流感H5N1、 H7N9和H5N6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严重性的

演化规律,以及禽流感H5N1和H7N9病毒的大流行风险及其差异。

2.第二完成人:王微;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完成单位:复旦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对人感染禽流感H7N9和H5N1病毒的

大流行风险评估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血清学角度证实了人群禽流感

H7N9和H5N1病毒的感染风险及差异,并定量测算了人感染禽流感

H7N9病毒从禽到人以及其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风险。



3.第 三完成人:吴蓬 助理教授;工作单位:香港大学;完成单位 :

香港大学;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在人感染禽流感H5N1、

H7N9和H5N6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变化和大流行风险评估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明确了人感染禽流感H5N1、 H7N9和H5N6病毒的流行特

征及危险因素,揭示了人感染不同亚型禽流感病毒的年龄和临床严重

性差异。

4.第 四完成人:王锡玲 副教授;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完成单位 :

复旦大学;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在人感染禽流感H7N9病

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演化及大流行风险评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 定了

2013-17年人感染禽流感H7N9病毒的时空分布、人口学特征、临床严

重程度和人际传播能力的变化。

5.第五完成人:赖圣杰 研究员;工作单位: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完

成单位:复旦大学;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在人感染禽流感

H5N1和H7N9病毒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大流行风险评估中做出了重要

贡献,揭示了人感染禽流感H5N1和H7N9病毒流行以来的时空分布特

征、人口学特征和临床严重程度变化,并重`点参与人群禽流感H7N9

和H5N1病毒的感染风险评估。

6.第 六完成人:姜慧 昌刂研究员;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胸科医院;完成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对本项目主

要科技创新的贡献:对人感染禽流感H5N1、 H7N9和H5N6病毒的流

行病学特征演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开展禽流感H7N9重症病例的

长期医学临床预后结局研究,并参与人感染禽流感H5N1、 H7N9和



H5N6病毒的流行特征、疾病严重性和人际传播能力评估等。

7.第七完成人:高立冬 主任医师;工作单位:湖 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完成单位: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

的贡献:在人感染禽流感H5N1和H7N9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大流行

风险评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重
`点参与禽流感H5N1和H7N9病例的流

行特征和人际传播风险评估。

8.第八完成人:何剑锋 主任医师;工作单位:广 东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完成单位:广 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

的贡献:对人感染禽流感H5N1、 H7N9和H5N6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

演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重
`点

围绕禽流感H5N1、 H7N9和H5N6病例的

流行病学特征变化开展研究。

9.第 九完成人:陈恩富 主任医师;工作单位: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完成单位: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

的贡献:对人感染禽流感H5N1和H7N9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演化和大

流行风险评估做出了重要贡献,重
`点

围绕禽流感H5Nl和H7N9病 例的

流行病学特征和人际传播风险评估开展研究。

10.第 十完成人:欧剑鸣 主任医师;工作单位:福建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完成单位: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本项回主要科技创

新的贡献:在人感染禽流感H5N1和H7N9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演化及

大流行风险评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开展人感染禽流感H5N1和

H7N9病毒的流行特征和人际传播风险评估研究。

11.第 十一完成人:陈鑫华;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完成单位:复旦



大学;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对人感染禽流感H7N9和H5Nl

病毒的大流行风险评估做出了重要牡献,参与完成人群禽流感H7N9

和H5N1病毒的感染风险评估。

12.第 十二完成人:汪千力;工作单位: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

全研究院;完成单位:复旦大学;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在

人感染禽流感H7N9病 毒的临床严重性评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系 统

分析禽流感H7N9重症病例的长期医学临床预后结局。

13.第 十三完成人:张娟娟 研究员;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完成单

位:复旦大学;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在人感染禽流感H7N9

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演化及大流行风险评估中发挥了作用,参与人感

染禽流感H7N9病毒的流行特征、临床严重性和人际传播风险评估。

14.第 十四完成人:杨娟 副教授;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完成单位 :

复旦大学;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对人感染禽流感H5N1和

H7N9病毒的大流行风险评估做出了贡献,参与人感染禽流感H7N9病

毒的流行特征研究以及人群禽流感H7N9和H5N1病毒的感染风险评

估。

15.第 十五完成人:王岩;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完成单位:复旦大

学;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对人感染禽流感H5N1和H7N9病

毒的大流行风险评估做出了贡献,参与人群禽流感H7N9和H5N1病毒

的感染风险评估。

16.第 十六完成人:邓晓伟;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完成单位:复旦

大学;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牡献:在人感染禽流感H7N9病毒的



临床严重性评估中做出了贡献,参与禽流感H7N9重症病例的长期医

学临床预后结局研究。

17.第 十七完成人:任凌霜;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完成单位:复旦

大学;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牡献:在人感染禽流感H7N9病 毒的

临床严重性评估中做出了贡献,参与禽流感H7N9重症病例的长期医

学临床预后结局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复旦大学、香港大学、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

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建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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