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申报成果公示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云南边境消除疟疾及跨境疟疾防治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二）主要候选人: 周红宁、许建卫、孙晓东、林祖锐、张凤军、

邓艳、刘慧、杨恒林、杨锐、周兴武、周耀武、赵晓涛、梁赓、董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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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候选单位：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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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计划名称和编号（下表） 

序号 具体计划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30660160 

云南横断山区蚊类物种多样性大尺

度空间分布格局与疾病关系的研究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81660559 

云南省疟原虫多重药物抗性基因分

布特征及不同类群疟原虫的基因条

形码鉴定研究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81960579 

疟原虫 Pfhrp2 基因缺失致云南及周

边国家免疫诊断恶性疟失败的分子

流行病学与机制研究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82160637 

人细胞色素 CYP2D6 基因突变致云南

及周边国家伯氨喹根治间日疟失败

的遗传关联性研究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81673113 

云南及其境外周边科泰复治疗恶性

疟原虫无性体转阴时间延长分子基

础研究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H2609 

跨中缅边境疟疾感染危险因素和间

日疟根治难题研究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81960374 

云南边境地区疟疾消除后防止再传

播关键技术研究 

8 
澜湄合作专项基金

项目 
2020399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重要蚊虫传染病

联防联控防治监测与恶性疟原虫青

蒿素药物敏感性监测合作项目 

9 国家卫计委项目 
云卫发

[2010]402 号 

中国-大湄公河次区域边境地区疟疾

/登革热跨境联防联控项目 

10 
中国-东盟公共卫

生合作基金项目 

国卫国际亚

太便函

[2015]705 号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部分边境地区

疟疾/登革热跨境疫情联合处置技术

帮扶项目 

11 
中国-东盟公共卫

生合作基金项目 

国卫国际亚

太便函

[2015]710 号 

湄公河流域国家热带病实验室诊断

技术示范项目 

12 外交部项目 

国卫国际亚

太便函

[2016]640 号 

孟中印缅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合

作机制项目 

13 
云南省消除疟疾行

动计划 

云卫发

[2010]1256

号 

云卫疾控发

[2018]17 号 

云南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10-2020） 

云南省边境地区消除疟疾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2015-2020） 

14 
科技部常规性科技

援助项目 
KY2019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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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抗艾滋病、结核和

疟疾全球基金项目 

OPC/EAP/CHN
/1257/EB/nc 

加强中缅边境疟疾控制 

（五）项目起止时间: 2010.1－2021.12 

二、项目简介  

云南边境地区是我国消除疟疾最困难地区，急需研究边境疟疾跨

境传播规律，阻断疟疾跨境传播和解决消除疟疾关键技术问题。2010

年来，成果依托 15 项课题实现以下创新： 

（一）系统揭示边境疟疾流行特征及其疟疾跨境传播规律 

1.阐明云南边境地区疟疾流行特征：疟疾病例数高，缅甸输入为

主，4种疟原虫共存，间日疟和恶性疟为主；微小按蚊和中华按蚊等

多种疟疾媒介种类共存,媒介菊酯类杀虫剂抗性高，恶性疟原虫多种



药物抗性严重，但K13基因突变率低；间日疟原虫对氯喹仍然敏感。 

2.阐明疟疾跨境传播规律：缅甸边境地区疟疾流行严重（发病率

1/万以上），“人蚊”跨境传播风险高；恶性疟原虫多种药物抗性严

重，K13突变率高；越南间日疟原虫对氯喹敏感性降低。 

3.创建云南及周边国家边境地区消除疟疾监测大数据库：存储来

自云南、南亚、东南亚、非洲等疟原虫样本1.2万余份,蚊虫实物标本

50万余只；创建云南及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疟疾病例监测、媒介监测、

地理数据、遥感数据、气象因子及社会人文等数据库。                                 

（二）首创边境消除疟疾防控关键技术 

1.在云南及周边国家边境地区创建148个疟疾咨询服务站/疟疾

诊疗站、20个疟疾联合监测工作站、1个研究中心、21个监测哨点，

建立澜沧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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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实时动态预测预警。 

2.首创云南边境地区消除疟疾“三道防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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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纳入政府消除疟疾

决策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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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10-2020）》等系列技术方案充实了《中国消除疟疾技术指南（2019

版）》内容，并在澜湄流域、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非洲等国家推广应

用。 



（三）边境消除疟疾防控关键技术推广应用成效显著 

1.云南边境地区消除疟疾关键技术在澜湄流域等国家及时推广

应用，加快了周边国家消除疟疾进程，实现了中国消除疟疾目标，为

我国国门卫生安全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保障。 

2.创建了云南省虫媒传染病防控研究重点实验室等 3 个研究平

台及“一带一路”专题研究栏目；出版专著 5 部、论文 73 篇、授权

专利 2项、著作权 6项，多项防控模式、对策建议和技术方案得到国

家和云南省政府采纳；入选云南省万人计划 3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

技术带头人 2名、省医学高层次人才 2名，培养省、州市、县业务骨

干 10000 余人次等。 

主要科技创新 

2010 年以来，本成果在 15 项课题支持下，历经 11 年开展了云

南边境地区疟疾流行特征与边境消除疟疾及其跨境疟疾防治关键技

术的研究及应用，实现了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的创新： 

（一）系统阐明了云南及其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疟疾流行特征及跨

境传播规律 

1.通过对云南及其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疟原虫虫种多样性、媒介按

蚊重要生态学习性及其疟疾与社会因素关系等研究，阐明了边境疟疾

流行特征 

1.1 揭示了边境疟疾疫情特点：云南边境地区疟疾病例数高，主

要集中在中缅边境地区，周边国家疟疾流行严重，特别是缅甸边境地

区。 

1.2 阐明了边境地区疟疾媒介种类、重要生态学习性与疟疾流行



关系特征：云南边境地区疟疾媒介种类丰富，多种媒介共存特点明显，

“人蚊”跨境传播风险较高，周边国家疟疾媒介种类复杂，其中微小

按蚊、大劣按蚊属于缅甸、老挝和越南主要疟疾媒介种类，多种媒介

共存特点也较明显。 

1.3 揭示边境地区疟原虫虫种多样性与耐药性分子标记特征： 

云南边境，4种疟原虫均有发现，其中以间日疟原虫和恶性疟原

虫为主，  polyA 微卫星在单倍体的 113、134、149、151、166、167

等 6个基因座存在，且 polyA 主要出现在 151位点，占 46.88%；TAA-87

微卫星具有 3 个单倍体等位基因，等位基因位座大小为 107、113、

175，等位基因频度主要出现在 113 位点，占 64.29%。恶性疟分支内

已形成 2 个小的亚分支，间日疟原虫 CSP 基因型主要为 PV-I 型温带

族、PV-I 型热带族、PV-II 型和 PV-I 型温带族/PV-I 型热带族混合

感染型。Pfcrt 基因的第 76 号氨基酸的变异检出率为 74.05%

（117/158）,其编码子的突变率达到 95.73%（112/117）,提示云南

边境地区的恶性疟原虫对氯喹的耐药程度仍然较高；云南恶性疟原虫

K13 基因突变检出率较低，仅在 446 号氨基酸编码检出 1例 F446I 变

异。恶性疟原虫对双氢青蒿素哌喹片及间日疟原虫对氯喹敏感有效。 

周边国家：澜湄流域恶性疟原虫青蒿素类抗性标记以 pfk13 基因

中，以 580 号氨基酸的 Cys580Tyr 变异为主；恶性疟原虫哌喹抗性与

Plasmepsin2 基因扩展相关，并与恶性疟原虫氯喹耐药性标记抗

Pfcrt 基因的 76 号氨基酸呈 Lys76Thr 突变相关；甲氟喹耐药性标记

pfmdr1 的单核苷酸多态出现频率较高。其他疟原虫特征与云南边境

地区基本相似。 

2.创建云南及其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疟疾监测大数据库 



（1）建立了具有南亚东南亚特色疟疾样本标本库：共存储疟疾

病例复核阳性样本 3,550 份，其中云南 64 份、缅甸 2,683 份、非洲

620 份、老挝 138 份、柬埔寨 4份、泰国 2份、巴基斯坦 3份、孟加

拉国 36份；疟疾血样 1,000 余份、滤纸血膜和玻片各 6,948 份。（2）

建立了边境地区完整的消除疟疾资料档案库：包括云南及其周边国家

边境地区疟疾流行病学、联防联控合作、消除疟疾策略及措施等资料，

出版专著 5部等。（3）建立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疟疾相关数据库：

共收集了 100 万余条疟疾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云南、老挝、缅甸、

越南、柬埔寨 21个联合监测哨点及 17个监测工作站疟疾病例监测数

据、媒介监测数据、区域高程 DEM 数据，和气温、降水、风力、风向、

湿度等气象数据，30 米 Landsat 土地利用数据，老挝 ISO 国际地理

编码、行政区人口数据（含国家、省、县三级行政）等。 

（二）首创云南及周边国家边境地区消除疟疾防控关键技术体系 

1.以边境疟疾流行特征为基础，首创具有边境特色的疟疾监测、

检测、预测预警技术体系，包括边境地区疟疾监测网络体系、边境地

区疟疾实验室诊断技术与外部质量控制体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

疟疾等重要虫媒传染病预测预警模型等。 

2.以中缅边境地区为试点，首创和推广应用云南边境地区消除疟

疾“三道防线”防控模式和“3+1”防控模式，即 2011-2014 年，按

照《国家消除疟疾技术方案》要求，根据本地感染病例发病率，把云

南 129 个县划分为 3类疟疾流行区，不同疟区采取有针对性的疟疾防

治策略及措施；2015-2018 年，针对云南（边境地区）是我国持续有

本地感染病例报告的省份，境外病例输入风险较高，且输入病例比例

逐年增大，急需解决外防输入和内防传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在边



境地区采取“线索追踪，清点拔源为核心的 1-3-7 策略”基础上，增

加“三道防线”防控对策及措施，加强边境消除疟疾；2019 年至今，

针对中缅边境地区无自然屏障有效阻断人、蚊跨境传播输入关键科学

问题，在中缅边境地区采取“1-3-7”消除疟疾工作规范基础上，创

建了“3+1”边境地区消除疟疾模式，阻断疟疾跨境输入或防止疟疾

输入再传播。 

3.以建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机制为出发点，创建了中国云

南省疟疾等重大虫媒传染病跨境联防联控合作模式，主要包括与对应

的缅甸、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每年定期召开双边卫生官员协调会，签

署疟疾等重要虫媒传染病防治合作备忘录，举办信息交流会议；每年

定期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泰国举

办省级以上疟疾等重要虫媒传染病联防联控合作研讨会及信息交流

会，每月定期分享疟疾疫情信息，每年定期举办 1-2 期疟疾防控技术

培训班和派出 2-3 批专家组进行技术帮扶，建立疟疾等重要虫媒传染

病联防联控联合监测工作站及其联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等活动。 

4.以人才培养和技术帮扶为契机，创建了具有边境特色的消除疟

疾关键技术培训模式，包括定期举办消除疟疾关键技术培训班，编制

消除疟疾防控培训教材，开展跨境周边国家消除疟疾关键技术帮扶，

开展西藏消除疟疾技术帮扶等。 

5.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疟疾联防联控合作平台和“4.25 世界疟

疾日联合宣传活动”为依托，创建边境消除疟疾防控应急与宣传平台,

包括风险评估、联合宣传、实验室检测等。 

6.以云南及其周边国家边境疟疾流行特征为基础，制定出具有边

境特色的消除疟疾技术方案，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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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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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应用推广及其社会或经济效益显著 

1.成果的应用推广，提升了我国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

力：该成果从边境或跨境疟疾流行病学调查、媒介控制、监测与检测

和处置等关键技术方面上丰富了我国及国际疟疾防控研究技术体系，

创立了云南省边境地区消除疟疾“三道防线”防控模式、“3+1”防

控模式、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疟疾跨境联防联控模式，出台了一系列

预测预警防控、培训、处置、宣传平台及其系列方案，为我国国门卫

生安全及其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奠定了基础，为解决国家间边境地区传

染病防控提供了借鉴。 

2.成果的创新内容，丰富了我国一带一路国家边境消除疟疾防控

技术体系内涵：在该成果基础上，创建了云南省虫媒传染病防控研究

重点实验室、云南省虫媒传染病防控关键技术创新团队和面向南亚东

南亚热带病国际科技人才教育培训基地，该三个科研培训平台为疟疾

分子流行病学、药物抗性基因监测检测、病例和媒介监测等关键技术

及其今后的成果转化奠定了基础。出版专著 5 部、论文 73 篇，授权

专利 2 项，授权著作权 6 项，专利受理 1 项；培养硕士研究生 70 余

名、培育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2名、省医学高层次人才 2名，

省万人计划 3 名，省、州市、县业务骨干 5000 余人次。目前云南及

其周边国家边境消除疟疾防控体系已帮助政府制定应对周边国家重

大虫媒传染病防控对策及措施。 

3.成果的应用推广，提升了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效益：在



云南边境地区，疫情未出现向周边地区扩散； 特别是通过与周边国

家边境地区开展消除疟疾联防联控合作以推广应用中国云南消除疟

疾防控关键技术，助力周边国家疟疾防控，成效显著。2020 年，在

与云南直接相邻的边境地区，除缅甸拉咱市外，其它与我国相邻的老

挝、缅甸和越南边境地区疟疾流行已控制在低度流行区范围，并进入

了消除疟疾阶段，为周边国家 2030 消除疟疾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4.成果的应用推广，为中国实现消除疟疾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消除疟疾看云南，云南消除疟疾看边境”，云南边境地区是国

内外公认疟疾流行因素最复杂，消除疟疾最困难的地区，也是我省消

除疟疾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制定执行一系列具有边境特色的消除疟疾

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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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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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了

一个数千年来严重危害我省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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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消除疟疾为中国

消除疟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候选人对项目的贡献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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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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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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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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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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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邓艳 主要负责边境消除疟疾病例检测、复核等，参与跨境联

防联控、参与疟原虫药物敏感性监测跨境联合监测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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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及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撰写等。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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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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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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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周耀武 参与了《云南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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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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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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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董莹 负责疟原虫多样性研究，参与边境消除疟疾病例检测、

复核、跨境联防联控、参与疟原虫药物敏感性监测跨境联合监测和研

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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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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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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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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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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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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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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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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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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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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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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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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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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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杨亚明 参与云南边境消除疟疾关键技术研究，论文发表等。 

四、候选单位对项目的贡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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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挝、缅甸、越南边境地区进行

应用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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