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弓形虫病流行特征、致病机制与防治基础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南方医科大学

推荐意见：

    　　弓形虫是一种专性胞内寄生原虫，能感染几乎所有的温血动物，包括人

类；可引起人兽共患的弓形虫病，造成重大的疾病负担和经济损失，具有重要的

公共卫生学意义。本项目集成了近 10余年的研究成果，具体如下：      

1.　分析了中国（乃至全球）人兽弓形虫病流行特征，阐明了中国野生、家养动物

弓形虫感染的虫株谱系，为该病的预警和精准防控奠定了基础。

2.　发现弓形虫速/缓殖子相互转化、感染引发宿主细胞信号通路变化、细胞骨架

重组和与宿主互作的分子机制，为免疫预防和新药研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3.　创制了弓形虫病诊断与防治技术，筛选了动物与人弓形虫药物靶标，以期实现

该病人兽同防的目标。

成果意义：本项目对我国经济动物和特殊人群弓形虫感染率进行了调查，对其感

染特点进行了文献数据的荟萃分析；从弓形虫毒力因子的宿主靶标筛选鉴定、弓

形虫感染后宿主细胞反应以及弓形虫-宿主互作方面研究了弓形虫的感染致病机制；

对弓形虫感染潜在的优质诊断靶标、诊断方法进行了探索，对弓形虫疫苗、治疗

药物疗效、可能的药物靶标及治疗方案进行研究，获得了创新性的成果。本项目

为中国人兽弓形虫病的防控提供了流行病学、致病机制和综合防控技术等方面的

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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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推荐其申报2020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弓形虫是一种专性胞内寄生原虫，能感染几乎所有的温血动物，包括人类；

可引起人兽共患的弓形虫病，造成重大的疾病负担和经济损失，具有重要的公共

卫生学意义。本项目集成了近 10余年来在弓形虫病流行特征、感染致病机制与诊

断治疗方面的研究成果，具体如下：

1. 分析了中国（乃至全球）人兽弓形虫感染率与流行特征，阐明了野生、家养动

物中弓形虫感染的虫株谱系，为该病的预警和精准防控奠定了基础。用ELISA法检

测了癌症患者弓形虫 IgG与 IgM阳性率，分别为23.8%与2.25%，高于正常人群的

6.08%与0.68%，显示弓形虫感染与某些癌症，特别是鼻咽癌与直肠癌可能存在相关

性。检测孕妇血清抗弓形虫 IgG阳性率为 5.6% ~ 10.6%, 不孕症患者血清 IgG阳性率

为15.9%，有显著性差异。用荟萃分析研究了弓形虫型别与人群感染临床症状的关

系。发现孕妇感染弓形虫后垂直传播的合并率为20%，垂直传播的发生率在妊娠的

前、中、后期逐渐有所增加；单用螺旋霉素、螺旋霉素联合 PC（乙胺嘧啶+克林霉

素）或PS（乙胺嘧啶+磺胺嘧啶）、或其他治疗组的垂直传播率无显著差异。发现

爱滋病患者中弓形虫感染的总流行率全球为35.8%，亚太地区为25.1%，比其他地区

都更低（非洲44.9%、拉丁美洲49.1%、北非和中东60.7%）。证明免疫力低下患者

感染弓形虫的几率较普通人群高，建议对这些易感人群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控制措

施。对野生、家养动物进行弓形虫感染率的调查，证明中国野生、家养动物中的

弓形虫基因分型以 ToxoDB#9型占主导，在人兽公共卫生领域均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2. 发现弓形虫速/缓殖子相互转化、感染引发宿主细胞信号通路变化、细胞骨架重

组和与宿主互作的分子机制，为免疫预防和新药研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发现了弓

形虫 DNA存在低甲基化水平，对速/缓殖子的相互转化起着调节作用；阐明了弓形

虫入侵时通过调控宿主细胞磷酸化蛋白质谱与细胞骨架，以及毒力因子与宿主细

胞蛋白互作网络，调节宿主细胞的免3. 创制了弓形虫病诊断与防治技术，筛选了

动物-人弓形虫药物靶标，实现该病人兽同防的目标。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

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MS）技术，建立了一种基于磁珠的血清肽谱分析诊断

新方法；应用GRA1、GRA7、TSA-ELISA方法检测动物血清，GRA7-ELISA显示出最

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表达弓形虫保护性抗原的伪狂犬病疫苗、DNA疫苗、60%的

小鼠获得抗弓形虫 RH株的致命攻击的保护力。由于弓形虫激酶与哺乳动物激酶在

结构和功能上的巨大差异，我们研究证实弓形虫激酶是具有潜在价值的药物靶标。

本项目对我国经济动物和特殊人群弓形虫感染率进行了调查，对其感染特点进行

了文献数据的荟萃分析；从弓形虫毒力因子的宿主靶标筛选鉴定、弓形虫感染后

宿主细胞反应以及弓形虫-宿主互作方面研究了弓形虫的感染致病机制；对弓形虫

感染潜在的优质诊断靶标、诊断方法进行了探索，对弓形虫疫苗、治疗药物疗效、

可能的药物靶标及治疗方案进行研究，获得了创新性的成果。本项目为中国人兽

弓形虫病的防控提供了流行病学、致病机制和综合防控技术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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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彭鸿娟

排名：1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病原生物学系主任

工作单位：南方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1. 发现了弓形虫 DNA存在低甲基化水平，对速/缓殖子的相互

转化起着调节作用；阐明了弓形虫入侵时通过调控宿主细胞磷酸化蛋白质谱与细

胞骨架，以及毒力因子与宿主细胞蛋白互作网络，调节宿主细胞的免疫及凋亡，

实 现 成 功 的 入 侵 、 增 殖 、 逸 出 与 播 散 。

2. 通过文献数据荟萃分析，发现孕产妇感染弓形虫，垂直传播的合并率为

20%，垂直传播的发生率在妊娠的前、中、后期均有所增加。单用螺旋霉素、PSF

或 PS 联合应用螺旋霉素或其他不典型治疗组的混合传播率无显著差异。

完成了代表性论文：3，4，5，13

姓名：刘全

排名：2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　　确定了我国主要家养动物及野生动物弓形虫感染本底与感

染虫株谱系，首次明确了蝙蝠弓形虫感染规律；建立了弓形虫血清学诊断技术以

及 重 组 疫 苗 。

　　完成与合作完成了代表性论文：2，6， 7， 8，10，12，15，18，19，20



姓名：袁子国

排名：3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１.检测了癌症患者弓形虫 IgG 与 IgM阳性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

显示弓形虫感染与某些癌症，特别是鼻咽癌与直肠癌可能存在相关性。

2. 针对弓形虫脑损伤过程，发现了与宿主大脑发育调节蛋白（Drebrin）互作的

弓形虫蛋白（HSP60、TUBA1、Rab2等），为弓形虫与脑细胞的信息的交换与认知

障 碍 机 制 研 究 提 供 了 新 的 靶 标 分 子 。 针 对

ROP13、ROP16、ROP18、MIC6、perforin-like蛋白 1，设计了单基因和复合基因疫

苗，及犬二型腺病毒重组活载体疫苗，并在动物体验证了其免疫保护效果。有效

筛 选 了 抗 弓 形 虫 单 方 和 组 方 药 物 。

完成与合作完成了代表性论文：1， 9，11，14，16, 17，18

姓名：朱兴全

排名：4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确定了我国主要家养动物及野生动物弓形虫感染本底与主要虫

株 分 型 ， 首 次 明 确 了 蝙 蝠 弓 形 虫 感 染 规 律 ； 针 对

ROP13、ROP16、ROP18、MIC6、MIC13、perforin-like 蛋白 1、SAG1，设计了单基

因 和 复 合 基 因 疫 苗 。

完成与合作完成代表性论文：2，7， 8， 10，11，14，16，17，18，19

姓名：范泉水

排名：5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完成了缅甸蝙蝠中弓形虫流行率与虫株特性的分析。

合作完成代表作：12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南方医科大学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1. 发现了弓形虫 DNA存在低甲基化水平，对速/缓殖子的相互

转化起着调节作用；阐明了弓形虫入侵时通过调控宿主细胞磷酸化蛋白质谱与细

胞骨架，以及毒力因子与宿主细胞蛋白互作网络，调节宿主细胞的免疫及凋亡，

实 现 成 功 的 入 侵 、 增 殖 、 逸 出 与 播 散 。

2. 通过文献数据荟萃分析，发现孕产妇感染弓形虫，垂直传播的合并率为

20%，垂直传播的发生率在妊娠的前、中、后期均有所增加。单用螺旋霉素、PSF

或 PS 联合应用螺旋霉素或其他不典型治疗组的混合传播率无显著差异。

代表性论文3，4，5，13由本单位完成。

单位名称：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兽医研究所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确定了我国主要家养动物及野生动物弓形虫感染本底与主要虫

株分型，首次明确了蝙蝠弓形虫感染规律；建立了弓形虫血清学诊断技术以及重

组 疫 苗 。

完成了代表性论文：2，6， 7， 8，10，12，15，18，19，20由本单位完成或合作

完成。

单位名称：华南农业大学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针对弓形虫脑损伤过程，发现了与宿主大脑发育调节蛋白

（Drebrin）互作的弓形虫蛋白（热休克蛋白 HSP60、微管蛋白 TUBA1、小 GTP酶

Rab2等），为弓形虫与脑细胞的信息的交换与认知障碍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靶标

分子。针对 ROP13、ROP16、ROP18、MIC6、perforin-like 蛋白 1，设计了单基因

和复合基因疫苗，及犬二型腺病毒重组活载体疫苗（CAV-2-ROP16 和 CAV-2-

ROP18），并在动物体验证了其免疫保护效果。有效筛选了抗弓形虫单方和组方药

物 。

确定了我国主要家养动物及野生动物弓形虫感染本底与主要虫株分型，首次明确

了蝙蝠弓形虫感染规律；针对 ROP13、ROP16、ROP18、MIC6、MIC13、perforin-

like 蛋 白 1 、 SAG1 ， 设 计 了 单 基 因 和 复 合 基 因 疫 苗 。

代表性论文 1，7， 8，9， 10，11，14，16，17，18，19，20由本单位完成或合作

完成。

单位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排名：4

对 本 项 目 的 贡 献 ： 首 次 明 确 了 蝙 蝠 种 群 中 弓 形 虫 感 染 规 律 。

代表性论文12由本单位合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