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2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及关键技术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推荐意见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是2012年新发现的一种能感染人类的重要冠状病

毒，因其致病性较强引发全球广泛关注。项目团队长期致力于MERS-CoV的研究工作，建立了先

进的MERS-CoV研究平台。2015年我国发生输入MERS疫情后，团队反应迅速，力求创新，在

病原诊断、机制研究、疫苗研发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先锋作用，取得了一系

列国际领先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2015年我国发生来自韩国的输入性MERS疫情后，该项目团队率先完成MERS病例病毒

（ChinaGD01）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并提交Genebank数据库，先于韩国确定其MERS疫情来源

和分子变异事件，阻断了MERS在中国的传播，为我国及WHO制定相关疫情防控策略提供了关键

科学依据；成功分离MERS-CoV毒株（ChinaGD01），并对其致病性与传统病毒株的差异进行

了首次描述；清晰阐述我国首例输入MERS病例抗体动力学变化特点；首次阐明了MERS康复者

的病毒特异性T细胞应答特征，以及T细胞应答和抗体应答与病人预后的相关性；首次发现

MERS-CoV的M、ORF4a、ORF4b和ORF5是有效的干扰素拮抗剂；完成RBD蛋白在恒河猴中的

免疫保护效果验证，开展基于细胞免疫反应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阐明N抗原特异性的气道记忆

性CD4+T细胞的保护作用机制，并鉴定出保守交叉保护性CD4+T细胞表位，为开发广谱呼吸道

冠状病毒疫苗提供了候选表位和免疫策略；体外研究发现吐根碱抑制MERS-CoV病毒进入细胞。

经审核所提交推荐书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同意推荐2022年中华医学会科学技术奖。

  

项目简介 2012年发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引发全球广泛关注。项目团队在SARS冠

状病毒等研究基础上，建立了先进的MERS-CoV研究平台。2015年，面对突如其来的输入性

MERS疫情，项目团队在病原鉴定、免疫机制研究、疫苗研发和药物筛选方面展开攻关研究，取

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1.病原的快速鉴定：率先测定MERS病例病毒（ChinaGD01）全基因序列并及时提交

GeneBank数据库，该毒株与中东沙特地区毒株序列高度同源，未发现与病毒传染性增强相关的

明显证据，但是其存在明显的基因重组现象。这是韩国MERS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一条病毒全基因

序列，不仅为我国疫情防控争取到主动权和时间，也为韩国疫情的源头以及WHO疫情防控策略制

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成功分离中国首株MERS-CoV（ChinaGD01），填补了我国MERS-CoV毒

种资源空白，并首次证实不同时期亚型的MERS-CoV在致病性和基因组特征方面具有明显差异，

提示监测冠状病毒的致病性和演变对疫情防控的具有重要意义。

   2.病毒感染的免疫应答特点研究：建立基于MERS-CoV假病毒中和抗体检测技术及基于重组

蛋白的ELISA检测技术，系统阐述了我国首例输入MERS病例的抗体动力学。首次阐明了MERS

康复者细胞免疫应答特性及抗体与T细胞免疫在冠状病毒感染保护中的作用，填补了MERS免疫

反应研究中的空白。有助于预测临床转归、监测疫苗免疫效果、及时发现轻症病例。首次发现

MERS-CoV的M、ORF4a、ORF4b和ORF5具有拮抗干扰素作用，其中ORF4a具有最强的干扰素

抑制作用并在体外阐明其分子机制。MERS-CoV多个蛋白拮抗宿主早期的抗病毒免疫反应可能是



其重要发病机制之一，研究结果为开展抗病毒药物筛选提供了重要参考。

   3.疫苗研发和药物筛选：国际上率先验证了重组RBD蛋白亚单位疫苗在恒河猴中的免疫原性

与免疫保护效果，发现 rRBD蛋白亚单位疫苗诱发的免疫应答有助于改善恒河猴肺部组织的损伤

程度、减轻肺炎症状、抑制病毒的复制，为冠状病毒的疫苗研发提供了重要参考。证实了呼吸道

记忆性CD4+T在感染后第一时间通过分泌γ干扰素激活抗病毒天然免疫应答和增强抗病毒CD8+

T细胞免疫反应，从而有效清除病毒感染细胞，促进疾病恢复；并发现对MERS和SARS具有交

叉保护作用的保守 T细胞表位。建立了多系统的高通量抗冠状病毒药物筛选和药效评价平台，从

含 2000种化药的药库中筛选到7种化学药物，可以在体外有效抑制多种冠状病毒复制，其中吐

根碱具有抗MERS-CoV病毒作用。上述研究为冠状病毒疫苗和广谱抗病毒药物研发提供了重要技

术支撑。

    项目团队在 Immunity、Sci Immunol、Protein Cell等期刊发表 MERS相关论文 40

余篇，本次提交的 8篇论文他引共905次。团队科技创新成果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效益，指导了国

内乃至全球的MERS疫情防控，也为新发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健康中国的建

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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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引文目录

序

号

被引代表性

论文序号
引文名称/作者 引文刊名

引文发表时间

（年 月 日）

1 1-1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s 

to covid-19/Sewell HF, 

Agius RM, Stewart M, 

Kendrick D

BMJ 2020年0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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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rome/Memish ZA, 

Perlman S, Van Kerkhove 

MD, Zumla A

Lancet 2020年03月 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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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i X, Sun L, Cao T, 

Wang P, Zhou C, Zhang R, 

Liang P, Guo H, Wang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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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Cheng WC, Chein RJ, 

Mao SS, Liang PH, Ma C, 

Hung SC, Wong CH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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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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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ZL

Nat Rev Microbiol 2019年03月 01日

8 1-8

SARS and MERS: recent 

insights into 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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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unster VJ

Nat Rev Microbiol 2016年08月 01日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谭文杰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 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带领团队在 MERS-CoV 病原鉴定、致病机制及疫苗与抗病毒药物研究等方面开展科研攻关。率先测定我国

首例输入性 MERS 病例的全基因序列并及时提交全球共享GenBank 数据库；系统阐述我国首例输入 MERS

病例的抗体动力学；首次发现 MERS-CoV 的M、ORF4a、ORF4b 和ORF5具有拮抗干扰素作用，ORF4a具

有最强的干扰素抑制作用并阐明了其分子机制；国际上率先验证了重组 RBD 蛋白亚单位疫苗在恒河猴中的

免疫原性与免疫保护效果；建立了高通量抗冠状病毒药物筛选和药效评价平台，筛选了 7种小分子药物。见

重要科学发现 1至 3，附件 1-3至 1-8、5-1至 5-14、5-16、5-17、5-19、5-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金存 2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教授

呼吸疾病国家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 首次证实MERS 和 SARS 冠状病毒感染过程中，气道记忆性 CD4+T 细胞发挥重要的保护作用，为开发

广谱呼吸道冠状病毒疫苗提供了候选表位和免疫策略，见重要科学发现 3中MERS-CoV 免疫机制研究和疫

苗研发，参见附件 1-1、5-18；

2、 首次阐明 MERS-CoV 感染人体后诱导特异性 T细胞免疫应答特征，以及 T细胞应答和抗体应答与病人

预后的相关性，填补MERS 研究领域空白，见重要科学发现 2中MERS-CoV 免疫机制研究，参见附件 1-2。

3、 指导我国首个MERS-CoV本土毒株 GD01 分离，见重要科学发现 1中MERS-CoV 毒株分离，参见附

件 5-1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文玲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 室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参与 2015 年我国 MERS 输入病例的快速鉴定和处理，见科学发现 1中的MERS-CoV 序列测定。

2.建立优化了多个血清抗体(包括中和抗体)和核酸检测技术，见科学发现 2中血清学检测技术建立和抗体动

力学变化特点阐述； 

3.参与MERS 疫苗研发，见科学发现 3中疫苗研发和药物筛选。

参见附件 1-3、1-5至 1-7、5-1至 5-14、5-16、5-17、5-19。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肇静娴 4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以共一作者（第二位）身份首次证实MERS 和 SARS 冠状病毒感染过程中，气道记忆性 CD4+T 细胞发挥

重要的保护作用，为开发广谱呼吸道冠状病毒疫苗提供了候选表位和免疫策略，见重要科学发现 3中

MERS-CoV 免疫机制研究和疫苗研发，参见附件 1-1；

2、以第一作者身份首次阐明 MERS-CoV 感染人体后诱导特异性 T细胞免疫应答特征，以及 T细胞应答和抗

体应答与病人预后的相关性，填补MERS 研究领域空白，见重要科学发现 2中MERS-CoV 免疫机制研究，

参见附件 1-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陆柔剑 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主任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2015 年对我国广东出现的一例 MERS 输入病例进行核酸检测，第一时间确定病原，并利用一代测序技术获

得其全基因组序列并分析基因组特点。 参与冠状病毒的分离鉴定、致病机制研究及检测试剂盒研发，对基

层疾控人员进行冠状病毒检测手把手培训。见重要科学发现 1。

 相关工作参见附件 1-7、5-1至 5-14、5-16、5-17、5-19。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邓瑶 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输入性病例的咽拭子进行核酸提取，血清中和抗体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分离冻存及多肽筛选。建立

MERS-CoV假病毒平台，用于筛选检测MERS-CoV 中和抗体。 研发了多个MERS-CoV 疫苗并完成临床前

评价。

 相关工作见重要科学发现 1、2、3。参见附件 1-3至 1-8、5-1至 5-14、5-16、5-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延群 7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 完成 2015 年韩国 MERS 输入性病例病毒全基因组测序溯源工作，确定 MERS 进化重组特征（附件 1-7） 

2. 2017 年成功分离我国首例（也是唯一）MERS-CoV 毒株 ChinaGD01，填补我国MERS 种毒资源空缺，相

关工作见重要科学发现 1，参见附件 1-7、5-13至 5-1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保英 8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建立了 MERS-CoV培养技术、基于细胞病变法和病毒空斑形成的病毒滴度测定技术以及病毒中和抗体检测

技术；

完成了 MERS-CoV 疫苗的体外保护效果评价；

完成了 MERS-CoV 人源单抗的体外中和效果评价；

完成了 MERS-CoV 70多种抗病毒药物的体外抗病毒效果评价；

作为主要组织者协助完成冠状病毒检测技术手把手培训班，培训全国疾控及医疗工作者近 1000 人。

上述工作为 MERS-CoV 等人冠状病毒应急防控技术研究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相关工作见重要科学发现 2、3，参见附件 1-4、1-6、5-1至 5-14、5-16、5-17、5-19、5-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扬 9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首次对 MERS-CoV结构蛋白和附属蛋白拮抗天然免疫的功能进行了全面分析，成功的筛选出了具有拮抗

干扰素活性的病毒蛋白；

 2、系统阐述了 MERS- CoV 病毒蛋白 ORF4b 拮抗Ⅰ型干扰素反应的分子机制。

相关工作参见重要科学发现 2，参见附件 1-4、1-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申梁 1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首次在国际上建立了基于海肾荧光素酶基因的重组 HCoV-OC43 的药物筛选平台和小鼠活体成像模型，利用

药物筛选平台获得了多个广谱抗冠状病毒候选药物。

相关工作见重要科学发现 3药物筛选平台的建立，参见附件 1-6、5-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慧娟 1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主任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参与完成 MERS血清学抗体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应用、抗冠状病毒药物筛选。

相关工作见重要科学发现 2、3，参见附件 1-3、1-6、5-1至 5-14、5-16、5-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娜 1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 副处长

对本项目的 参与MERS-CoV 免疫机制研究和抗冠状病毒药物研发。

相关工作见重要科学发现 2、3，参见附件 1-5、1-6、5-1至 5-14、5-16、5-17。



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蓝佳明 1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全球首次报告了重组 RBD亚单位疫苗在恒河猴模型体内诱导的免疫应答和免疫保护效果，开展 NTD 疫苗

效果研究，参与MERS检测技术建立，为冠状疫苗研发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相关工作参见重要科学发现 2、3MERS检测技术及疫苗研发，参见附件 1-3、1-8、5-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叶飞 1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MERS-CoV 免疫机制研究及抗病毒药物筛选。

相关工作见重要科学发现 2、3，参见附件 1-5、1-6、5-1至 5-1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耿合员 1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副主任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首次在国际上建立了基于海肾荧光素酶基因的重组 HCoV-OC43 的药物筛选平台和小鼠活体成像模型，利用

药物筛选平台获得了多个广谱抗冠状病毒候选药物。

相关工作见重要科学发现 3药物筛选平台的建立，参见附件 1-4。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单位为本项目研究提供技术、设施设备和人员等条件，是本项目成果的主要完成和组织申报单位，负责所

研究的课题设计并全面组织实施。

1. 率先获得我国输入性 MERS-CoV 基因序列并提交 GenBank，早于韩国疫情序列的公布，为我国疫情防控

争取到主动权和防控时间，也为韩国疫情暴发确定了源头，为WHO 制定疫情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2.建立基于假病毒系统的 MERS-CoV 中和抗体检测方法以及基于重组蛋白的 ELISA检测方法，完整阐述我

国首例输入 MERS 病例抗体动力学变化。首次发现 MERS-CoV 的M、ORF4a、ORF4b 和ORF5 是有效的干

扰素拮抗剂。ORF4a具有最强的干扰素抑制作用，其主要通过抑制 IFN-β启动子活性、抑制干扰素调节因子

（IRF）-3/7 和NF-κB活化以及抑制 ISRE启动子元件信号通路，进而抑制 IFN产生。ORF4b通过与细胞质

中 IKKε/TBK1直接相互作用抑制 I型 IFN 的产生。

3.完成 RBD 蛋白在恒河猴中的免疫保护效果验证，RBD 能免疫诱发强且长效的免疫反应，有助于降低体内

病毒载量、减弱组织受损程度和肺炎症状。抗冠状病毒药物筛选中发现吐根碱可以抑制MERS-CoV假病毒

进入细胞。研究结果为研发 MERS-CoV 疫苗和抗冠状病毒药物提供了基础数据，为全球 MERS 疫情防控做

出巨大贡献。

参见附件 1-3至 1-8、5-1至 5-14、5-16、5-17、5-19、5-2

单位名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 完成MERS-CoV 感染后病人诱导特异性 T细胞应答规律研究，确定 MERS 病人抗体和 T细胞应答水平与

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性

（Sci Immunol, 2017），该研究成果有助预测感染病人的预后，发现漏诊病人；首次阐明冠状病毒气道记忆



性 CD4+T 细胞清除病毒感染，促进疾病转归机制，同时 CD4+ T 细胞表位在不同呼吸道冠状病毒间保守，

可诱导产生针对MERS 和 SARS 冠状病毒的交叉保护性 T细胞应答（Immunity, 2016），此发现为未来人类

多能型呼吸道冠状病毒疫苗的开发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分离国内首例（也是唯一）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毒株 ChinaGD01，填补了我国 MERS-CoV 种毒资源的空缺，为后期 MERS 疫苗、治疗、诊断试剂开发奠

定了基础。

2. 本单位负责研究内容的设计并全面组织实施，建立了 MERS-CoV易感的动物模型，可用于疫苗保护效果

评价。

3. 为本项目研究提供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对本项目的实施进行及时组织、有效管理和协调。

参见附件 1-1、1-2、5-15、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