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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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病毒感染致病机制及诊疗抗体应急开发新策略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深圳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以SARS-CoV、MERS-CoV以及SARS-CoV-2为代表的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感染具有“发病

急、传播快、感染后诊治困难、重症率及病亡率高”等特点，亟需建立完整的应急研发策略。张

政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联合清华大学及厦门大学长期聚焦冠状病毒致病机制及诊疗抗体应急开

发，经过10余年的攻关研究，率先解析了SARS-CoV-2和MERS-CoV与其细胞受体复合物的

高分辨晶体结构；率先分离出全球首批最大量新冠单抗，并成功开发出国内首款抗体药物“安巴韦

单抗/罗米司韦单抗”，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十版）》；成功研发出全

球首个双抗原夹心法抗体检测试剂，被WHO优先推荐并被欧洲各国政府大规模采购；绘制出世界

首张新冠肺炎肺脏微环境单细胞转录组图谱并揭示了新冠重症化候选干预靶点。本项目原创性成果

的8篇代表性论文分别发表在Nature（2篇）、Cell research（2篇）、Nature Medicine 等国

际顶级期刊上，他引共计7692次，多篇论文被杂志配发专题评论或入选高被引论文。项目成果不

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还成功实现科技转化，在这次大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未来“X

病毒感染”的诊治抗体研发，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经验和可借鉴的范式。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报 2024年中华

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冠状病毒感染，尤以SARS-CoV、MERS-CoV以及SARS-CoV-2为代表的高致病性冠状病毒

感染，近20年内已引发3次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疫情，给全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打

击。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感染通常具有“发病急、传播快、感染后诊治困难、重症率及病亡率高”

等特点，因此亟需建立完整的应急研发策略，以快速阐明病毒感染致病机制、精准发现并证实疫

苗和药物的关键候选靶点，为疫情早期快速研发临床诊治及疫情防控新技术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抗体是人体免疫系统天然存在的重要抗病毒手段。精确解析冠状病毒感染机制以明确中和抗体作

用靶点、系统阐明感染早期抗体应答特征以精准鉴定高效广谱中和抗体等应急研发策略，可为快

速建立抗体诊断方法、研发强效抗体药物及疫苗提供坚实的底层科学依据。本项目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部应急攻关项目等资助下，自2012年开始聚焦MERS-

RBD蛋白与其受体DPP4的分子互作机制，并据此发现全球首批全人源抗MERS中和抗体。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初，项目组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率先解析了SARS-CoV-2-RBD与其受体

ACE2的互作机制，最早阐明了新冠抗体应答特征及候选中和抗体药物，并揭示了新冠肺炎重症化

分子机制和候选干预新靶点。本项目创建了“冠状病毒感染致病机制及诊疗抗体应急开发新策

略”，并据此研发出中国首款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药物及抗体诊断试剂盒，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

义，还成功实现科技转化，在这次大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高质量和高速度的源头创

新与转化应用，为针对未来“X病毒感染诊治防”的应急响应，特别是对重大病毒性传染病的诊断

和中和抗体药物研发，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经验和可借鉴的范式。

本项目8篇代表性论文分别发表在Nature（2篇）、Nat Med、Cell Res（2篇）和Sci
Transl Med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其中有4篇ESI高被引论文。8篇论文SCI他引总计7692次，单篇

SCI他引最高3540次，引文包括Nature、Science 和Cell 等一流/顶级期刊；特别是



领域内国际权威专家在Nat Rev Immunol 等期刊发表评述文章，给予本项目成果高度认可和评

价。基于本项目成果，成功推动转化了两个上市产品：1）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

韦单抗注射液和罗米司韦单抗注射液，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十

版）》，用于新冠肺炎治疗。2）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
国械注准 20203400198），用于新冠病毒感染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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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ies/Zhiwei Huang，

Jijie 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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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ss, Yara Park, Caitlin

E. Edwards, Eric Weimer, Erin M.

Scherer, Nadine Roup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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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skopf, Longping V. Tse,
Yixuan J. Hou,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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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iquanWang, Meng Yuan,

Huibin Lv, Jian Peng, Ian A.

Wilson, Nicholas C. Wu

Immunity 2022年0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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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Threat/Bart L.

Haagmans, Albert D. M. E.

Osterhaus

ScienceTransl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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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8

The role of cell death in SARS-

CoV-2 infection/Cui Yuan,

Zhenling Ma, Jiufeng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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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 We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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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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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政 1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研究员,教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策划、设计新冠病毒相关项目、负责开展抗体制备和筛选、感染和致病机理研究、诊断和治疗新策略研发等

工作。从患者体内分离出首批新冠病毒中和抗体，并推动我国首个获批抗新冠病毒特效药安巴韦单抗/罗米

司韦单抗成功上市。最早阐明了新冠病毒感染早期血浆抗体应答规律，提出血浆总抗体是最佳早期诊断用抗

体。绘制出世界首张新冠肺炎肺脏微环境单细胞转录组图谱并揭示了新冠肺炎重症化分子机制和候选干预新

靶点。对重要科学发现 2.1、2.3和3均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2/3/5/6/8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林琦 2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设计策划抗体评估、结构分析及临床转化。完成MERS-RBD 蛋白与其受体DPP4 的分子互作机制，并据此

发现全球首个抗MERS 中和抗体。推进安巴韦单抗/罗米司韦单抗的临床前研究及在美国开展II 期/III 期临床

试验，最终上市。对重要科学发现 1、2.1、2.2 均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2/4/6/7 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新泉 3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教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对新型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受体结合结构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 RBD）与受体ACE2 复合物的晶体

结构，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刺突蛋白RBD与受体DPP4复合物的晶体结构，阐明了SARS-CoV-2与

MERS-CoV结合受体的结构基础与分子机制，为治疗性抗体药物开发以及疫苗的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重要科学发现 1、2.1、2.2 均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2/4/6/7 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鞠斌 4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利用抗原特异性单个B 细胞分选和单克隆抗体鉴定技术，从新冠肺炎康复者中成功获得 206 株识别新冠病毒

RBD 蛋白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及其编码基因。深入分析新冠病毒RBD 抗体的基因家系利用情况，发现并总



贡献
结 IGHV3-53/3-66 公共抗体对新冠病毒感染抗体应答的重要作用。对重要科学发现 2.1 有重要贡献，是代表

性论文2的第一作者、代表性论文 6的共同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绮 5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创建了新冠病毒抗体药物分选与评估系统，并对感染者体内的抗体反应进行全景动态分析，并成功从深圳市 第

三人民医院分离的抗体中筛选两株不同作用机制的中和抗体；发现不同患者均能产生相同基因家族的中和 抗

体，提出“公共抗体”概念。对重要科学发现 1和 2.1 均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2和 6的第一/并列作者、论

文1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兰君 6 清华大学 湖南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解析了新冠病毒（SARS-CoV-2）的受体结合域（RBD）与人细胞受体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胞外域

的复合物晶体结构，揭示了新冠病毒入侵宿主细胞的分子机制，为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提供了重要的结构基础。

对重要科学发现 1和2.1均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的第一作者、论文 2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娟娟 7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研究员 所长助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阐明新冠病毒感染早期血浆抗体应答规律，发现重症患者抗体应答更强。是单细胞和样本库平台建设的核心

骨干，参与解析新冠重症化机制及中和抗体筛选。对重要科学发现 2.1、2.3和3均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

文5的第一作者、论文 2/3/6的合作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苏迎盈 8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副教授
MPH教育中心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提出血浆总抗体是最佳早期诊断用抗体，参与研发出全球首个双抗原夹心法总抗体检测试剂。对重要科学发

现2.3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5的共同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廖明凤 9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新冠肺炎患者肺泡灌洗液进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分析，绘制出世界首张新冠肺炎肺脏微环境单细胞转录组

图谱。对重要科学发现 3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3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史宣玲 10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协助进行抗新冠病毒抗体的筛选、产业化及临床试验，参与新冠抗体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管理。参与抗

MERS-CoV高效抗体的筛选。对重要科学发现 1、2.1和2.2均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4的共同一作、代表

性论文 1/2/6/7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程林 11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建立活病毒中和试验平台，评估项目组筛选的两株不同作用机制的中和抗体及其临床试验受试者血浆对新冠

病毒不同流行突变株活病毒的中和活性。对重要科学发现 2.1和3均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6的并列第

一作者、论文 3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廖雪姣 12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建立新冠患者临床队列并长期随访，参与新冠病毒感染早期血浆抗体应答规律的研究。对重要科学发现 2.3

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5 的共同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汪海燕 13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管理新冠患者生物样本库，参与新冠病毒感染早期血浆抗体应答规律的研究。对重要科学发现 2.1 和2.3 有

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5的共同第一作者，代表性论文 2/6的合作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袁静 14 感染科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新冠病人临床治疗、研究队列建立和临床标本的获取，参与新冠致病机制研究、新冠抗体发现及血浆抗体动

力学研究。对重要科学发现 2.1、2.3和3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3的共同一作，代表性论文 2/5的合作作

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兵 15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抗体分离评估技术建立，参与新冠中和抗体的筛选和生物学特征及功能鉴定。对重要科学发现 2.1 有重

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2/6的作者。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牵头单位，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与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合作，长期聚焦高致病性冠状病毒

（SARS、MERS、SARS-CoV-2 等）感染致病机制和新型诊疗方案研究。

我院研究团队建立了快速筛选鉴定高效中和抗体的技术平台，在新冠肺炎流行早期率先从SARS-CoV-2感染

者体内分离出全球首批最大量单克隆抗体并阐明其抗病毒机制，提出“靶向不同表位的单抗鸡尾酒疗法”新

策略，并优选出 2株优势组合单抗，与清华大学等合作开发出国内首款获批新冠肺炎抗体药物“安巴韦单抗/

罗米司韦单抗”，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十版）》，广泛应用于Omicron大流行期

间新冠肺炎临床救治。

我院研究团队与厦门大学合作最早阐明了新冠病毒感染早期血浆抗体应答规律，提出血浆总抗体是最佳早期

诊断用抗体。该发现指导了新冠肺炎总抗体早期诊断试剂的成功研发，并获批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书，被

WHO优先推荐被欧洲各国政府大规模采购用于流行病学调查，有力地支援了全球抗疫工作。我们还率先绘

制出世界首张新冠肺炎肺脏微环境单细胞转录组图谱，揭示了新冠病毒诱导炎症因子风暴的机制及重症治疗

靶点。

该项目创建的新技术、新策略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还成功实现科技转化，在这次新冠大疫情防控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为未来“X病毒”感染诊治防应急技术研发，特别是重大病毒性疾病的诊治疗抗体研发，提

供了珍贵的第一手经验和可借鉴的范式。

单位名称 清华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在 2012年MERS暴发之后快速解析了MERS-RBD与人受体DPP4 复合物的三维晶体结构，



贡献

并建立了快速筛选鉴定高效中和抗体的技术平台，在世界上首次报道了抗MERS病毒的人源单克隆中和抗体；

率先解析了SARS-CoV-2和MERS等冠状病毒与其细胞受体复合物的高分辨晶体结构，揭示了RBD识别受

体介导病毒感染的分子特征及机制，为研发疫苗和抗体药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合作，集多方力量在 20个月以内完成新冠抗体组合药物的国内外临床试验，成功开发出抗新冠单抗组合药

物安巴韦单抗/罗米司韦联合疗法，广泛应用于国内Omicron 大流行期间新冠肺炎临床救治。

单位名称 厦门大学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与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合作，最早阐明了新冠病毒感染早期血浆抗体应答规律，发现重症患者抗体应答更强，

提出血浆总抗体是最佳早期诊断用抗体，并据此成功研发出全球首个双抗原夹心法总抗体检测试剂，获批国家

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并在全球多个抗体试剂对比中性能均列第一，是 35种抗体诊断试剂中唯一一种达到WHO

TPP期望性能的试剂，被WHO优先推荐并被欧洲各国政府大规模采购用于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有力

地支援了全球抗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