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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学与防疫技术体系研究”重点专项 

2024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病原学与防疫技术体系研究”2024 年度重点专项总体目标

是：通过专项实施，加强病原学、免疫学与临床科学之间的联系，

开发急慢性传染病免疫治疗、生物治疗、广谱药物和通用疫苗等

新一代救治与防控产品。形成贯穿溯源预警、致病传播机制到临

床救治和预防的科技储备与联动体系，大幅提升对未知和突发病

原的发现与抵御能力。打通研究成果从实验台到临床救治和预防

之间的导向通路，有效支撑新发突发和慢性传染病防控与诊治需

求。 

2024年度指南部署坚持根据任务紧迫度，持续关注新冠疫情

不同阶段暴露出来的临床与防控中的科学问题，按照架通路、重

应用、补缺失的原则/要求，围绕重大传染病传播致病机制与靶点

发现，重大传染病病原体的发现、溯源及预警预测，新型疫苗设

计及平台体系研究，重大传染病临床防治，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

防控一体化体系建立等 5个技术方向，按照基础研究、共性关键

技术和应用示范，拟启动 25 项指南任务，拟安排国拨经费 1.69

亿元（其中，拟支持青年科学家项目 3 个，拟安排国拨经费 900

万元，每个项目 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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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申报。每个项

目拟支持数为 1项，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

必须涵盖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基础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4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

超过 6 家；共性关键技术类和应用示范类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5

个，项目参与单位不超过 10家。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

每个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 

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

家。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

男性应为 198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1984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 

每个指南任务原则上支持 1项，特殊情况下，在同一研究方

向下，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

不同的情况时，可考虑支持 2 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赛马制方

式分两个阶段支持。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

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本专项 2024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重大传染病传播机制与靶点发现 

1.1新冠等重要呼吸道病原共感染谱及人群免疫特征研究（基

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针对新冠病毒、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支

原体等常见呼吸道病原，开展区域特征的高危人群多病原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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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筛查，分析不同人群的多病原共感染的病原谱特征；建立我

国区域代表的临床队列，研究不同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多病原共

感染的免疫反应特征；挖掘共感染引起的年龄相关重症病例的免

疫抑制的关键宿主因子，并解析其作用机制。  

考核指标：完成我国至少 3个地区特征的高危人群呼吸道多

病原感染谱系分析报告；建立不少于 1000人的临床队列，完成 1

份高危人群相关共感染病原特征性免疫反应报告；揭示 2-3 个与

高危人群相关的宿主免疫抑制关键宿主因子，阐明 2-3 个高危人

群中优势 T细胞受体免疫特征；完成 1份不同人群对共感染风险

分析报告，并提出防控方案。  

关键词：呼吸道病原、共感染、人群免疫、宿主因子  

1.2百日咳免疫应答特征和机制研究（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开展我国百日咳流行菌株变异、变迁研究，阐明

我国百日咳菌株的人群和时空流行特征；开展百日咳流行菌株的

粘附定植、毒力因子等与致病相关性分析；评估百日咳流行菌株

与疫苗免疫保护性，开展疫苗的保护能力减弱及免疫逃逸机制研

究。揭示其毒素蛋白在重症感染中的作用机制，筛选广谱抗菌靶

点，研发中和抗体等生物制剂，为百日咳的治疗和防控提供新策

略。 

考核指标：建立百日咳流行菌株的菌株资源库及其基因组数

据库，要求样本时间跨度 5-10 年，容量不少于 1500 份；阐述人

群流行菌株的变异特征，包括关键毒力因子及免疫原变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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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代表性临床流行株，开展致病特征与保护性免疫应答规律研

究，揭示百日咳至少 3种致病毒素的作用机制及其抗体的保护机

制；筛选至少 3种针对百日咳感染尤其是大环内酯类耐药百日咳

鲍特菌株的有效的中和抗体或抗菌肽。  

关键词：百日咳、毒力因子、免疫应答、广谱靶点  

1.3 高耐药且高毒力病原菌感染的免疫应答特性及新型抗菌

治疗手段研究（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针对严重威胁民众健康的高耐药且高毒力病原菌，

综合运用基因组、普通转录组、单细胞转录组、代谢组、细胞和

分子免疫学技术手段，深入研究病原菌感染所致机体动态应答规

律和免疫损伤特性，揭示机体免疫应答关键通路和因子的作用机

制，发现关键治疗靶点；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生物纳米等新型抗

菌剂的发现与结构优化技术，研发抗菌肽及其类似物、微环境响

应型纳米复合物等新型广谱抗菌剂，发展针对性抗菌治疗新手段，

有效阻断微生物致病和耐药。  

考核指标：针对侵袭性念珠菌、致肺炎性诺卡菌、高致病性

多重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代表性高耐药且高毒力病原菌至少 3

种，构建感染动物模型至少 3种，构建感染后机体动态应答图谱

至少 3 套，鉴定感染后机体免疫应答关键通路和因子至少 3 个，

揭示机体炎症反应、细胞亚群分化、免疫调节等作用机制至少 3

种；研发抗菌肽及其类似物、小分子化合物、及其微环境响应型

纳米颗粒复合物等替代传统抗生素的新型广谱抗菌剂至少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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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胞和动物水平上验证有效性和安全性，发展针对性抗菌治疗

新手段至少 3种。  

关键词：高耐药且高毒力病原菌、宿主免疫、关键通路和因

子、新型抗菌治疗 

1.4 尼帕病毒等感染引起炎症的免疫应答机制研究（基础研

究类、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针对尼帕等的高致病性病毒，研究感染引起的免

疫应答动态，基于蛋白质组、代谢组等多组学方法筛选并鉴定与

感染免疫密切相关的宿主因子和标志物；利用动物感染模型，阐

明其在机体多器官中调控病原感染、免疫应答和导致炎症反应与

器官损伤的生物学基础与机制，为相关病毒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提供潜在靶点。  

考核指标：揭示尼帕等高致病性病毒感染引起的免疫变化特

征，鉴定 2-3种与病原感染相关的宿主因子或标志物，筛选 1-2种

病毒特异性细胞免疫识别靶点，阐明 1-2 种免疫途径调控病毒感

染与导致炎症及器官损伤的机制。  

关键词：尼帕病毒、免疫应答、炎症性器官损伤、标志物  

1.5HIV-猴痘等共感染免疫特征和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基础

研究类）  

研究内容：建立HIV与猴痘病毒共感染人群、HIV感染人群、

猴痘感染人群和痘苗疫苗接种人群队列，采用流行病学、免疫学、

蛋白组学、单细胞测序、生物信息学等方法，揭示不同感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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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疫苗免疫后 T细胞、B细胞和 NK细胞亚群等免疫细胞的频率

和表型、免疫细胞的功能和分子特征的动态变化；阐明 HIV-猴痘

病毒共感染对 HIV感染者的免疫重建、HIV病毒储存库以及抗病

毒治疗效果的影响；揭示不同免疫状态对猴痘病毒免疫记忆形成、

维持和应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猴痘病毒引起持久细胞免疫

记忆的关键抗原表位；研究艾滋病病毒与猴痘病毒等重要病毒长

期共存共进化后，对病毒毒力及细胞噬性等方面的影响及分子机

制；为猴痘病毒等重要病毒建立免疫缺陷动物的感染模型，表征

各项病毒感染的关键指标；基于上述细胞和动物感染模型，评价

不同病毒干预措施的效果。  

考核指标：揭示 HIV-猴痘病毒共感染的特异性抗原、受体、

细胞亚群及细胞免疫反应特征，发现特征性免疫细胞亚群 3-5个；

发现猴痘病毒影响 HIV病毒储存库、抗病毒治疗及免疫重建的重

要免疫因子 3-5 个；阐明不同感染状态及康复后猴痘病毒免疫记

忆形成、维持的重要分子和作用机制；揭示 2-3 种猴痘病毒和猴

痘疫苗诱导免疫应答差异化特征；发现猴痘病毒引起持久细胞免

疫记忆的 2-3 个关键抗原表位。建立 1-2 种免疫缺陷动物感染猴

痘病毒等重要病毒的感染模型，完成评价 3-4 种抗病毒化合物及

被动免疫的干预效果。  

关键词：猴痘病毒、HIV、共感染特征、免疫机制、干预手段 

1.6重要和新发病原真菌耐药性进化规律及风险预警研究（应

用示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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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利用临床和非临床来源菌种资源，分析重要感染

性和高致病性真菌的耐药特征，整合流行病学、临床医学、生态

学数据，分析耐药谱及变异规律。研究关键耐药物种或谱系的组

学特征、耐药机制以及新发耐药真菌的遗传演化机制，建立病原

检测及临床诊断新方法，研制治疗策略。研发重要和新发耐药真

菌病原学预警系统，开展应用评价。  

考核指标：从环境和临床，系统收集曲霉、念珠菌、隐菌球、

镰刀菌、诺卡菌、马尔尼菲篮状菌、球形孢子丝菌及高致病性真

菌等 6000株，其中耐药菌株 2000株；明确 600株以上耐药真菌

的谱系基因组学特征、耐药特征及关键耐药元件传播机制；明确

关键 5 种以上病原真菌耐药性进化的重要选择压力及作用机制；

明确提出 3种以上的耐药真菌病原检测、临床诊断、感染治疗的

新策略。  

关键词：真菌耐药谱、变异规律、耐药特征、治疗策略  

1.7 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寄生虫病多价疫苗研发（应用示

范类）  

研究内容：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危害严重的包虫病、血吸虫病

和疟疾等寄生虫病缺乏有效疫苗的重大需求，筛选并鉴定包虫、

血吸虫和恶性疟原虫在宿主体内实现有效感染的关键免疫原，建

立多价疫苗关键技术路线；优化上述寄生虫的转基因动物感染模

型以及疫苗评价体系，解析其在宿主体内寄生的免疫逃逸机制，

阐明重要寄生虫病多价疫苗的免疫保护和长效防护机理，优化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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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免疫方案，部分品种完成临床前研究并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

 考核指标：鉴定包虫、血吸虫和恶性疟原虫等寄生虫在机体内

不同感染时期的关键免疫原至少 6种，建立多价疫苗关键技术路

线至少 3种，阐明刺激机体肝脏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应答的分子

机制，研发包虫病、血吸虫病和疟疾的多价疫苗至少 3种，完成

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免疫保护效果和长效性优于现有文献报道，

至少 1种寄生虫病多价疫苗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需要至少在

一个一带一路（需包括非洲）国家开展联合研究或临床实验。 

关键词：寄生虫、非洲、疫苗、临床实验  

1.8 儿童重症 EB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免疫致病机制和诊治关

键技术研究（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针对儿童重症 EB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存在的关键

科学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儿童 EB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 T 细

胞免疫致病机制研究。获得儿童 EB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患者外周

血多功能 T 细胞特征、CD8+T 细胞的单细胞转录组谱和 TCR 组

库的特征和 CD8+T 细胞 TCR 大克隆所识别 EB 病毒特异性抗原

等；EB病毒实验室诊断标准方法的建立和应用。建立不同 EB病

毒相关疾病的 EB病毒 DNA检测方法，提出慢性活动性 EBV感

染等标准；儿童重症 EB 病毒感染疾病的诊治研究。重点是儿童

慢性活动性 EBV感染和 EBV相关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

症的基因突变筛查和规范精准分层诊疗研究；EBV感染预防性抗

体和疫苗研究。筛选 EB病毒特异性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研制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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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蛋白和 mRNA疫苗。 

考核指标：明确慢性活动性 EBV感染和 EBV相关噬血细胞

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的细胞免疫机制和确定 1-2 个新致病基因；

建立 EBV感染实验室诊断标准方法；建立儿童重症 EBV感染诊

治方案并推广；获得 1-2种 EBV特异性中和抗体或疫苗。  

关键词：EB病毒、免疫应答、诊断  

2. 重大传染病病原体的发现、溯源及预警预测 

2.1 X 病原体和超级细菌的智能化多重检测技术体系研究

（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针对 X-病毒及MRSA、碳青霉烯类耐药革兰阴性

菌等新发 X-细菌，利用原代细胞、类器官、微流控培养芯片等手

段，创建病原高效、靶向分离新技术；建立基于新型测序、MALDI-

TOFMS、生物传感器以及 AI模式识别等的病原智能甄别新技术；

创建以多组学、超敏量子点、上转化荧光标记化学发光等新技术

为核心的多重、超快速、高灵敏、多场景应用的病原诊断、表型

验证及分子分型产品；开发融合病原特征和宿主生物标志物的感

染重症早期智能预警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 X-病毒及临床重要超级细菌全国性监测网及

不少于 15 种相应病原的实体库，创建病原体快速识别及感染重

症预警新技术平台；研发 3-6 种快速、高灵敏、多场景应用的病

原多重检测、分子分型、表型分析、感染重症早期预警等技术和

产品，获医疗器械注册证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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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X病原体、超级细菌、多重检测、智能诊断 

2.2重要虫媒病毒感染的免疫特征及关键靶点（基础研究类、

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以登革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等具有高

传播风险、高致病性的重要虫媒病毒为研究对象，利用动物感染

模型和真实样本分析，整合多组学技术，发现病毒感染宿主的免

疫关键通路、细胞免疫识别靶点及分子标志物，阐明重要免疫或

代谢信号调控病原感染的生物学基础；挖掘病毒参与宿主代谢和

免疫调控、免疫识别、导致机体致病的关键机制；在明确机制的

基础上发现有效的免疫干预靶点，为建立新型的干预策略奠定基

础。  

考核指标：阐明登革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等感染

引起的免疫变化特征，鉴定 2-3 种重要虫媒病毒感染相关的动物

宿主因子或者标志物，并揭示其机制；阐释 1-2 种相关通路调控

宿主免疫反应及病毒感染致病的分子机制。  

关键词：虫媒病毒、免疫应答、分子标志物、免疫干预 

2.3 鼠疫菌种群适应和变异及鼠疫疫源性减弱措施研究（应

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围绕鼠疫的病原环境适应、不同疫源地病原致病

性差异和防控新技术，应用基因组学、代谢组学方法研究不同鼠

疫疫源地鼠疫菌毒力差异和变异机制，应用生态基因组学方法研

究鼠疫菌适应不同生态生境和生态平衡促进鼠疫生态健康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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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研发噬菌体微生态制剂并用于消减鼠疫疫源地疫源性，开展

现场应用和评价，研究治疗鼠疫的链霉素和其他抗生素联合用药

的效果和耐药性监测。  

考核指标：应用组学方法及模型阐释世界不同鼠疫疫源地鼠

疫菌毒力差异的机制，提供能监测和评价鼠疫菌毒力变异的实用

技术 1套；利用生态基因组技术阐释鼠疫菌适应不同生态生境的

机制，提出不同疫源地鼠疫生态健康监测的技术方法 1套；研发

能用于鼠疫治疗的噬菌体微生态制剂 1套，在至少 4类鼠疫疫源

地开展消减鼠疫疫源地疫源性的现场应用，确定鼠疫噬菌体微生

态制剂对消减自然疫源地鼠疫菌持续有效；确定鼠疫菌对包括首

选抗生素（链霉素）在内的 5大类抗生素的联合用药配伍方案并

评价其联合用药抗性；建立一体化、高通量鼠疫菌鼠疫毒力变异、

鼠疫种群变异、耐药变异的鉴定系统，实现临床治疗过程中鼠疫

菌耐药和毒力变异的实时监测。  

关键词：鼠疫、知识图谱、预警预测  

2.4 口岸重点关注传染病多病同防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应

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构建多病同防的出入境旅客智能医学排查系统；

研究黄热病、埃博拉等烈性传染病病原体超快速检测方法；建立

滑动式微流控芯片一体化多靶标核酸检测等多病同防检测方法；

研制检测方法评价用标准品和质控物质；研发病原体基因数据智

能化实时分析报告系统，建立基于实时测序的多病原体快速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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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研究成果在典型口岸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多病同防智能医学排查系统 1 个，查全率≥95%；

黄热病等烈性传染病快速检测方法 1种，时长≤10min，检出限≤200

拷贝/mL；疟疾等虫媒传染病多靶标微流控芯片方法检测限≤400

拷贝/mL，检测时间≤25分钟；标准品或质控物质≥10种；多病同

防测序技术试剂盒 1套，准确率≥99%，6小时可完成全流程检测；

制定行业标准或技术规范≥3个，申请专利≥3项，发表文章≥3篇；

在≥5个口岸开展示范应用。  

关键词：多病同防、智能排查、超快速检测、一体化多靶标

检测  

有关说明：由海关总署推荐申报。 

2.5 野鸟携带病毒检测研究（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以流感疫源动物特别是流动性较强的迁徙候鸟如

雁鸭类、鸥类等为研究对象，建立以野鸟为主体的野生动物重大

流感病毒溯源与遗传演化进程；掌握重要疫源野鸟的迁徙规律，

揭示流感病毒传播的生态学机制；构建多时空维度候鸟禽流感、

寄生虫以及疫情和环境相关数据库；研发流感病毒快速检测技术，

构建重要流感病毒多区域多因素感染与传播风险甄别标准，提出

有效分级管控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 1套适用于不同场景的流感病毒的快检技术，

查明野生动物 5-8株重大流感病毒溯源及遗传演化进程；掌握 15-

20种重要疫源野生动物活动迁徙规律，揭示至少 2个重要疫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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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生态学机制；建立 1套野生动物禽流感、寄生虫以及疫情相关

环境数据库；构建 1套重要疫病多区域多因素风险甄别标准，提

出 1套针对野生动物流感病毒多生态位时空分级管控体系。  

关键词：疫源野鸟的迁徙规律、禽流感、寄生虫、快检技术 

3. 新型疫苗设计及平台体系研究 

3.1高发传染病的新型疫苗候选品种研发（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针对当前严重危害民众健康的高发传染病，鉴定

新型保护性抗原蛋白，基于重组蛋白疫苗、病毒载体疫苗、核酸

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研发特异性疫苗、多联多价疫苗、治疗性

疫苗等新型候选品种，揭示佐剂增效、抗原呈递、B细胞和 T细

胞应答反应、免疫记忆和长效防护等作用机制，优化疫苗免疫方

案，部分品种完成中试制备和临床前研究，并进入临床试验。  

考核指标：针对百日咳杆菌、呼吸道合胞病毒、肠道病毒、

带状疱疹、立克次体等病原体，鉴定保护性抗原至少 6种，阐明

刺激机体产生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应答的分子机制；研发疫苗候

选品种至少 4种，验证动物水平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明确机体免

疫应答和免疫保护的详细机制，建立优化的免疫策略；至少 2种

疫苗完成中试制备和临床前研究，其中 1种疫苗成功进入临床试

验阶段。  

关键词：免疫原靶标、免疫保护机制、临床实验批件 

有关说明：其他来源经费（包括但不限于地方财政经费、单

位出资、企业匹配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不低于 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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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面向无机金属颗粒佐剂和重组抗原蛋白的纳米尺度免疫

防护新技术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高致病性流感、鼠疫等传染病重组蛋白疫苗

研发重大需求，研发可与重组抗原蛋白配伍使用的无机金属颗粒

佐剂，以及可共递送佐剂和重组抗原蛋白的纳米颗粒疫苗；建立

射线价态分析、高分辨荧光活体成像、多尺度时空可控分子传感、

载体蛋白冠分析等关键技术，评价纳米颗粒有效性和安全性，揭

示纳米颗粒中多组分的时-空协同效应，探究靶向递送和免疫增效

机制，建立面向新型颗粒佐剂和重组抗原蛋白的纳米尺度免疫防

护关键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研制含无机金属元素等的新型颗粒佐剂至少 3种，

研发同时包裹无机金属佐剂和抗原蛋白的纳米颗粒疫苗至少 3种，

完成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建立 X射线价态分析、高分辨荧光活

体成像、多尺度时空可控分子传感、载体蛋白冠分析等关键技术

至少 4种，实现对佐剂、抗原蛋白、机体免疫应答分子等多重靶

标的体内平行检测，动态示踪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等过

程，分辨率达到亚细胞结构。 

关键词：疫苗佐剂、无机金属颗粒佐剂、重组蛋白疫苗、纳

米生物效应 

3.3 传染病疫苗免疫效果评价技术和真实世界评价体系研究

（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针对国内免疫规划疫苗或应用广泛的非免疫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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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中，没有抗体检测技术方法或已有检测抗体技术方法但未形

成全国统一标准的，研究抗体检测方法和替代流行病学保护终点

的抗体检测终点；研究基于医院便利血清标本替代全国调查获得

标本的检测结果的可行性和科学性，研究血清学标本的共用共享

机制；研究疫苗有效性的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问题确定、方案制

定、数据源选择、适用性评价、数据治理、数据分析方法等，形

成科学有效的技术规范和操作流程。  

考核指标：针对流脑等至少 4种重要传染病疫苗，建立免疫

效果评价的抗体检测技术，确定替代流行病学保护终点的抗体检

测终点，并通过同行专家评议；提交便利标本替代调查标本科学

评估报告，构建标本共用共享机制，并通过同行专家评议；制定

我国疫苗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技术规范和操作流程，并通过同行

专家评议；完成百日咳等至少 1种疫苗有效性的真实世界数据研

究，提出科学免疫策略。  

关键词：真实世界证据、疫苗、血清学标本、抗体检测技术

 3.4 面向黏膜免疫增效的疫苗递送系统研究（应用示范类、青

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针对黏膜免疫增效需求，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计

算机模拟计算技术等，开展新佐剂及新疫苗研究，开展面向黏膜

多尺度递送过程研究，揭示递送过程机制和免疫增效规律，建立

起理性构建新型递送系统的方案，以黏膜免疫增效为目标开展新

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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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面向喷鼻、吸入疫苗黏膜免疫增效，创建 1-2 种

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黏膜递送系统，应用于至少 1种重组亚单位

蛋白、裂解或核酸类疫苗免疫增效；阐明疫苗在鼻黏膜、肺黏膜

等的递送过程，建立至少 1项面向疫苗时空递送过程的数据资源

库；建立至少 2种黏膜疫苗递送系统的制备工艺、质控和效果评

价体系，完成 1-2种新型黏膜疫苗的临床前研究，争取临床转化。 

关键词：黏膜免疫、疫苗递送、递送过程的数据资源库、临

床前研究  

3.5超级耐药细菌疫苗关键技术及品种研究（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疫苗、肺炎

克雷伯菌等超级耐药细菌，整合感染流行病学、细菌感染免疫应

答组学等大数据信息，建立人工智能驱动抗原设计与优化、多抗

原疫苗快速研发等关键技术；面向快速增效、偏向广谱免疫保护

应答的耐药细菌疫苗特殊应用需求，建立抗原-佐剂复合共递送技

术、多靶标复合疫苗评价与质量控制等关键技术；开展超级耐药

细菌 1.1 类创新疫苗成药性和临床前研究，阐明其免疫增强、应

答和保护机制。  

考核指标：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疫苗、铜绿假单胞菌疫苗、

肺炎克雷伯菌疫苗等，建立人工智能驱动抗原设计与优化、多抗

原疫苗快速研发、抗原-佐剂复合共递送、多靶标复合疫苗评价及

质量控制等关键技术至少 4种，完成至少 2个超级耐药细菌疫苗

的成药性研究，完成至少 1个耐药细菌疫苗的临床前研究，获得



浙
江

大
学

 kyy
hs

 

—17— 

临床试验批件 1项，申请 1.1类新药证书 1项。  

关键词：耐药菌、新型抗菌治疗、疫苗、临床实验批件  

4. 重大传染病临床防治 

4.1 非洲重点地区主要传染病的病种分布及综合防治技术研

究（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与我国联系密切的非洲重点地区常见与潜在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分布规律和综合防治技术。利用我国现有生物

医学和临床救治新技术，形成对非洲地区传染病的防控策略。对

比不同人种的遗传特性对感染病发生、发展及预后的影响和疫苗

预防策略。对可能影响我国的非洲重大传染病进行诊治防系统研

究。  

考核指标：绘制非洲重点地区主要传染病的病种分布图及风

险参数；对 4-5 种当地重要传染病提出基于现场研究的救治方案

和防控策略；发现 1-3 个对临床有指导意义的免疫标志物，观察

1-2 种针对性抗病原治疗药物，用于非洲重点地区主要传染病的

诊治或写入专家共识，并实际推广应用 2-3 项，联合非洲国家开

展研究或临床实验至少一项。  

关键词：非洲、分布图、传染病、疫苗预防  

4.2 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新策略建立和 HBV 病毒关键诊

断技术研发（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针对儿童和成人慢性乙型肝炎体内 HBsAg 产生

和清除的关键问题，阐明影响 HBsAg产生和消除的关键因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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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抗 HBV特异性免疫应答）、以及后者与病毒蛋白互作网络，鉴

定关键靶标分子并构建相应的临床干预策略；开发高灵敏度

HBsAg的定量检测方法，为慢性乙肝临床治愈的判定提供高质量

国产化替代产品。 

考核指标：从整合的 HBVDNA 和 cccDNA 等途径鉴定 2-3

种调控 HBsAg 产生和清除的关键分子并阐明其调控机制；阐明

成人和儿童慢性乙肝患者肝脏组织中 cccDNA 和整合的

HBVDNA的特点以及与临床治愈的关系；构建 2-3种靶向 HBsAg

的抗 HBV 治疗的新策略；开发 2-3 种高灵敏度针对 HBsAg、

HBcrAg等的国产定量检测试剂盒。  

关键词：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诊断技术、乙肝表面抗

原 

 4.3CAR-T免疫细胞治疗艾滋病的研究（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基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临床样本，开发 HIV储存

库分析方法并挖掘 CAR-T免疫细胞治疗的新型靶向分子标志物；

基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样本，筛选抗艾滋病病毒广谱中和活性抗

体；开展 CAR-T、TCR-T等多种细胞免疫治疗策略研究，突破艾

滋病病毒储存库识别、清除的技术屏障；面向艾滋病功能性治愈，

开展 CAR-T免疫细胞治疗新策略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考核指标：开发 1种艾滋病病毒储存库分析方法；建立艾滋

病病毒储存库的分子标志物；开发不少于 2种针对艾滋病的免疫

细胞治疗方法；完成临床前研究并开展 CAR-T 细胞治疗随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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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临床试验。 

关键词：细胞治疗、艾滋病、CAR-T、病毒储存库 

4.4 结核病早期诊断干预关键技术与耐药结核病治疗体系研

究（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针对结核潜伏感染者和亚临床结核病患者，采用

多组学技术筛选特异性标志物组合，并分析其作用机制。对潜伏

感染者进行短程化学预防方案和免疫治疗方案效果评价研究。开

展耐药结核病新型药物治疗方案的研究。全面描绘我国结核耐药

谱，构建基于耐药结核快速检测新技术的耐药预测预警系统。开

发耐药结核病全程智能管理系统，形成高风险患者（失访风险大、

治疗预后不良）精确识别和全程管理的共识。 

考核指标：获得不少于 2000人亚临床结核病队列 1个；筛选

用于诊断结核潜伏感染和亚临床结核病的生物标志物不少于 4组；

建立针对潜伏感染和亚临床结核病的新型预测/诊断技术不少于 2

项；评价针对潜伏感染的短程化学治疗方案和免疫预防方案不少

于 2项；绘制覆盖全国的结核耐药谱 1套；开发耐药结核病快速

分子诊断技术不少于 1项目；开展耐药结核病新型药物治疗方案

队列研究不少于 2 项；建立耐药结核全疗程管理智能系统 1 套，

形成耐药结核防治专家共识 1项，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关键词：结核病、潜伏感染、耐药、早期诊断  

5. 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一体化体系建立 

5.1 样本宏基因组测序病原鉴定和新病原识别国家级参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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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构建及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建立多病原感染快速、精准鉴定的国家级病原高

质量参比数据库；针对目前我国重要传染病的感染特征，建立相

关症候群的基线数据，从而系统建立主要感染症候群的时空动态

病原谱；结合病原体的重要特征如耐药、毒力、免疫逃逸、致病

力等数据并进行趋势推演和复杂因素条件下基于人工智能的预

测；建立基于海量数据的人工智能的精准鉴定、耐药检测等数字

化平台。  

考核指标：建立整合不少于 1000 种以上病原体的高质量全

基因组数据库及不少于 500种以上重要病原细菌、真菌的泛基因

组参比数据库，形成国家级高质量参比数据库建设及临床监管标

准 2-3 个；建立 5-8 种主要感染症候群的病原基线数据以及高精

度时空动态病原谱；开发 8-10种复杂病原检测，耐药评估等人工

智能模型，形成多因素动态风险评估的传染病防控预警系统并实

现在我国主要传染病监测网络的应用。 

关键词：病原体、国家/行业标准、全基因组、参比基因数据

库、人工智能模型  

5.2 重大研究成果数据库建立以及在传染病防控中的示范应

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建立病原体的全球数据风险监测及评估系统，建

立可视化、系统化病原研究数据汇交、成果展示系统；研发出先

进的新算法、新计算模型，搭建多源数据风险识别因素的数据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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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体系，实现高风险病原体系统化监测、风险评估、临床诊疗、

风险应对、技术科普、应用评估成果汇集；实现重大传播风险的

病原体全球监测和风险评估技术选择，形成病原风险评估报告。 

考核指标：建立 1 个针对 50 种以上病原体的全球数据风险

监测及评估系统，建立 1 项可视化、系统化病原研究数据汇交、

成果展示系统；研发出先进的新算法、新计算模型，申请 5项以

上核心技术发明专利，15项以上相应的软件著作权；形成 8-10份

病原风险评估报告。 

关键词：病原体监测、风险识别、数据整合汇集、数据安全

技术  

5.3 核心超大城市新发突发传染病早期识别、快速鉴定及防

控一体化体系（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以流感病毒、冠状病毒、虫媒病毒、鼠疫耶尔森

菌、高耐药菌及相关种属内其它病原体等为原型株，创新建立覆

盖核心超大城市污水网络、城市绿地公园动物群落（涵盖猬科、

臭鼬科、松鼠科以及流浪宠物等多宿主类型）等的病原学（包括

未知病原）早期识别体系；开发建立综合运用包括各类靶向测序、

宏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等在内的检测技术，建立核心超大城

市新发突发病原体的快速鉴定策略；采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

型训练并构建病毒基因组突变的时序发展与评估模型。采用自然

语言模型解析疫苗、防疫政策等因素对病原体演化的选择压力，

预测基因变异方向和演化规律，筛选疫苗候选抗原表位；应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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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动力学模型、智能体模型、神经网络模型（CNN，RNN，LSTM

等）及混合模型，评估核心超大城市不同场景下新发突发传染病

适宜防控干预措施；建立超大城市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关键技术

工具包。 

考核指标：建立可迁移可推广的核心超大城市重大呼吸道传

染病（包括未知病原）、新布尼亚病毒和鼠疫等新发突发传染病

病原学早期识别监测体系模式；建立核心超大城市新发突发病原

体综合快速鉴定技术策略，提高准确度和及时性；掌握核心超大

城市新发突发病原体基因演化规律，为疫苗研发提供候选病原毒

株和关键表位；建立核心超大城市新发突发传染病干预措施关键

适宜技术工具包。  

关键词：超大城市、呼吸道传染病、早期识别监测、干预措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