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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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中国北方花粉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的建立和推广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处

推荐意见

花粉引起的过敏性疾病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影响着30%-40%的人群。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尤

其是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花粉播散量大，患病率高，规范诊治率低，变态反应专科医生少，百

姓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不足，抗生素、激素滥用，误诊误治现象普遍。因此规范过敏性疾病的诊

疗，加强基层医生培训和患者教育，提高大众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迫在眉睫。我们从2005到

2021年，历时16年，创新了过敏性疾病防治的新模式，创建了“五位一体”（花粉监测、植被调

研、流行病学调查、基层医生培训、百姓科普宣教）精准防控体系及关键技术，并一直积极推广

应用于中国北方，获得了良好效果。项目得到各级政府和同行的高度认可与支持，被多地政府列

为重点民生项目之一，实现了过敏性疾病“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疑难重症双向转诊”绿色通

道，践行了习总书记振兴乡村战略的要求。     

    该项目第一完成人王学艳主任同时担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过敏变态反应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该团队成员依托北京医学会等平台，依托公益内蒙行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边疆及少

数民族地区，持续 16年来致力于推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花粉相关过敏性疾病的精准诊疗、规范

化诊疗，通过防治结合的方法将花粉过敏的诊治提高了一个台阶。所形成的“五位一体”防治体系

取得了较高的科研产出，并在广大北方地区成功转化落地，是科技兴国的典范。

项目简介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花粉引起的过敏性疾病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影响着30%-40%的人群。中国北方草原地

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花粉播散量大，患病率高，规范诊治率低，变态反应专科医生

少，百姓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不足，抗生素、激素滥用，误诊误治现象普遍。因此规范过敏性疾

病的诊疗，加强基层医生培训和患者教育，提高大众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迫在眉睫。我们从

2005到2021年，历时16年，创新了过敏性疾病防治的新模式，创建了“五位一体”（花粉监测、

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查、基层医生培训、百姓科普宣教）精准防控体系及关键技术，并一直积

极推广应用于中国北方，获得了良好效果。项目得到各级政府和同行的高度认可与支持，被多地

政府列为重点民生项目之一，实现了过敏性疾病“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疑难重症双向转诊”

绿色通道，践行了习总书记振兴乡村战略的要求。 

（二） 主要技术创新点   

1、设立了175个花粉监测点，掌握了中国北方气传致敏花粉种类、分布特征、飘散规律；首次

创建了中国北方花粉监测网络；研发了花粉监测器并成果转化。 

2、对北方花粉症高发地区进行植被调研，首次发现2种新的致敏植物（蒺藜和沙葱），建立了

致敏植物和花粉标本库；对其中456种主要致敏植物和花粉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国际首部中

英蒙文专著，已成为业界重要工具书。

3、首次获得中国北方花粉引起的过敏性疾病最高级别的流行病学证据；过敏性鼻炎自报患病率

32.4%，花粉症确诊患病率18.5%；蒿属花粉是最主要的致敏原；花粉高峰期前 2周是预防的最

佳窗口。

4、验证了蒿属花粉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并发现了有效生物标记物，有效缩短了疗程，减少了

经济和社会负担。

5、从治疗为主提升到预防为主，创建的“五位一体”防治新模式比WHO推荐的“四位一体”治疗策



略更完善、更全面。

（三）成果产生的价值

1. 学术价值：发表论文 118篇，其中 SCI44篇,总影响因子 315.78分，总他引664次；获得

专利 12项（3项已转化），主编著作 2部，专家共识18项，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212名。

2. 推广应用：在 8省、28市县的158家医院推广应用，带领京津冀蒙变态反应协同发展，帮扶

成立 8个变态反应中心，18个变态反应科，132个变态反应门诊；培训基层医生 7万余人，培养

变态反应专业学科骨干 1000余名。

3. 社会效益：为各级政府建言献策 38条，1省7市人民政府发布专门文件，投资 5900万防治

过敏性疾病；通过央视等新闻渠道开展科普宣教，受益民众数亿人次；荣获第四届北京市社会组

织公益服务品牌铜奖、第三十一届北方十省市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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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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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全部发明人

1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121346416.0 2021-12-21 一种花粉监测采样器

王学艳，庄严，马

婷婷，王洪田，宁

慧宇

2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922074078.9 2020-07-28 一种新型花粉采样器

王学艳，张东海，

尹金淑

3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120420498.2 2021-11-30

一种变态反应科用新

型抗花粉口罩

马婷婷，王学艳，

王洪田，石海云

4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021622389.0 2020-12-25

一种自动更换载玻片

的孢子采集装置

宁慧宇，王学艳，

王洪田，石海云

5 中国实用新型专 中国 ZL201821655020.2 2019-12-06 急救用药剂盒 王学艳，张罗



利

6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922074092.9 2020-07-28

一种花粉重力式采集

器

王学艳，张东海，

尹金淑

7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821665209.X 2019-08-02

一种多功能硅胶眼镜

防护罩
王学艳，张东海

8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020529362.0 2021-02-19 一种防过敏口罩

石海云，王学艳，

王洪田，庄严，马

婷婷

9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020529361.6 2021-01-08 一种注射器定位支架

石海云，王学艳，

王洪田，郑长波，

庄严

10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221706989.4 2022-07-04 一种拉栓式点刺笔

马婷婷，王学艳，

王洪田，郑凯莉，

索爽，石海云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学艳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世纪坛医院
主任医师

变态反应中心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建立 175个花粉监测点和中国北方第一个花粉监测网络（创新点 1）；对北方花粉症地区进行植被调研，建

立了致敏植物和花粉标本库（创新点 2）；出版了国际首部中英蒙文专著（创新点 2）；设计并组织实施花

粉过敏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明确了花粉症患病率（创新点 3）；验证了蒿属花粉特异性皮下免疫治疗的疗

效并发现了有效生物标记物（创新点 4）。全程牵头整个项目，在国内率先创建了“五位一体”防治新模式，

促进了北方地区变态反应学科的发展（创新点 5）。主持多项专家共识、课题立项（附件 7.19）。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婷婷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世纪坛医院
主任医师

变态反应科副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帮扶建立花粉点及花粉监测网络，积极设计实施了花粉监测器成果转化（创新点 1）；协助进行植被调研，

参与《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研》书稿的编写及修改校对工作（创新点 2）；参与并主要实施了 10793例过敏

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创新点 3）；参与验证了蒿属花粉免疫治疗的疗效和有效生物标记物的研究（创新点

4）；积极参与基层医生规范化培训和百姓科普宣传，协助在多地深入推广花粉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

防控策略（创新点 5）。参与多项课题立项、专家共识（附件 7.19）。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琳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医院
主任医师 皮肤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全程参与“五位一体”的创立和推广应用，包括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查、基层医师培训和百姓科

普。作为核心人员，参与内蒙古、新疆等地的花粉监测点的建立和检测网络搭建（创新点 1），以及多地的

植被调研（创新点 2），参编《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研》（创新点 2），参与 2个地区流行病学调查（创新

点 3），全程参与项目推广地区的基层医师培训和百姓科普宣教（创新点 5）。参与“揭榜挂帅”等科研项目

联合立项（附件 7.19）。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晓艳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世纪坛医院
副主任医师

变态反应科副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花粉过敏流行病学调查实施、数据整理及英文论文撰写工作（创新点 3）。作为《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

研》编委，重点负责第二、三部分撰写及审校（创新点 2）。参与花粉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防控策略设计

实施（创新点 5）。参加北方气传花粉监测、植被调研及花粉分析、论文撰写。参与北京市科委课题等相关

免疫治疗研究、参与专家共识（附件 7.19）。参与了基层医生培训和百姓科普宣教，推动该项目的成果推广

（创新点 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罗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开展了中国北方地区花粉监测、过敏性鼻炎等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过敏性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作为通讯作者发表本项目流调论著（创新点 1，创新点 2，创新点 3）。通过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和培训班培

训专科临床和技术人员。作为主编撰写《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研》（创新点 2）。内蒙古鄂尔多斯“揭榜挂

帅”项目共同负责人、联合撰写专家共识（附件 7.19）。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白永飞 6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积极参加了内蒙古草原植物花粉和植被调研，参加了《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研》专著的设计、花粉图片的拍

摄、校对等工作（创新点 2）；参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王学艳教授团队组织、领导和实施的

中国北方花粉过敏疾病流调的顶层设计和文章撰写讨论工作（创新点 3）；参与了“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

的顶层设计，为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创新点 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单广良 7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

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

学研究所
教授 学系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参与该项目过程中，参与设计了“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的顶层设计，设计了严格的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

的研究方案，该顶层设计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获得了中国北方过敏性疾病证据等

级最高的流调数据，同时在数据总结和报告论文等撰写方面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创新点 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洪田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世纪坛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编写《中国北方花粉植物调研》专著（创新点 2、附件 7.19）；3项花粉及过敏相关专利的发明人之一

（创新点 1、附件 2.1，2.3，2.4）；牵头和参与 5项行业指南（附件 7.19）；全程参与“五位一体”建立和推

广应用工作；多年来坚持每年参加到内蒙古的义诊、讲座、查房、带教、手术、植被调研等公益活动（创新

点 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宁慧宇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世纪坛医院
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协助王学艳主任建 175个花粉监测点，培训花粉监测员 400余人，受聘呼市花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统筹各

监测点质量控制和技术指导（创新点 1）。参与设计花粉监测器 2项，1项成果转化（创新点 1）。参加植被

调研，采集植物标本，制作花粉标片，建立植物和花粉标本库，对《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研》456 种植物和

花粉的形态特征拍摄、测量和描述（创新点 2）。参与完成内蒙古 5个地区 5000余人次花粉过敏相关性疾病

流行病学调查（创新点 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良录 10 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

变态反应科常

务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参与该项目过程中，作为编委协助进行《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研》撰写工作（创新点 2）；参与了该项目

两次流行病学调查（创新点 3）；与项目主要完成人共同完成科技部行业公益基金重大课题（子课题）合作、

共同牵头专家共识（附件 7.19）；全程参与“五位一体”推广应用工作，协助在中国北方地区深入推广基层医

生培训和百姓科普宣教工作（创新点 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东东 1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
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医师 科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参与该项目过程中，参与花粉监测和植被调研的顶层设计，按照“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要求，120个花

粉监测点全方位对呼和浩特地区的致敏花粉种类和流行趋势进行监测，并通过内蒙古气象中心进行播报，让

居民提前做好预防（创新点 1，附件 7.14）。花粉监测和植被调研的数据汇总分析为该顶层设计为本项目的

顺利实施和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获得中国北方过敏性疾病证据等级最高的流调数据统计和分析等完成

了大量的工作（创新点 2，创新点 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德云 1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世纪坛医院
教授 科研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积极参与了内蒙古草原植物植被调研，并参与了《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研》专著的设计等工作（创新点

2），参与了花粉过敏疾病流调的顶层设计和文章撰写讨论工作（创新点 3）；参与筛选评价蒿属花粉特异性

免疫治疗疗效的有效生物标记物（创新点 4）；参与了“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的设计，并参加了深入推广

工作，包括学术交流、患者宣教、基层医生培训等工作（创新点 5）。为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石海云 1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世纪坛医院
主任医师

变态反应药理

基地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参与内蒙及河北过敏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包括项目设计、项目实施及论文撰写工作（创新点 3）。

协助进行植被调研，建花粉监测点，参与《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研》编写及校对工作（创新点 1，2），验证

了蒿属花粉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效果及有效标志物（创新点 4）。积极申请并获得相关专利。参与多项专家共

识、共同申报获得相关课题（附件 7.19）。积极参加百姓科普、 义诊、学术讲座、医生培训（创新点

5）。为花粉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 防控策略在内蒙古、河北、新疆等地深 入推广应用贡献了力量。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向东 1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

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

所
主任医师,教授

北京市耳鼻咽

喉研究所副所

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积极参与了本项目的过敏性鼻炎等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协助发表相关论文（创新点 3）。积极参与

《中国北方花粉植物调研》专著编写工作（创新点 2）。共同参与专家共识、“过敏北京实验室”等科研合作

（附件 7.19）。全程参与花粉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防治体系在内蒙古，河北，新疆，北京郊区县的推广应

用工作（创新点 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尹金淑 1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世纪坛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完成过程中，主要参与了《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研》专著设计和编写工作（创新点 2）；参与了流

行病学调查及文章的撰写工作（创新点 3）；联合申请北京市科委重大课题，联合验证蒿属花粉特异性免疫

治疗疗效及发现有效生物标记物，共同参与专家共识，协助王学艳主任深入推广基层医生培训和患者健康宣

教工作（创新点 4，创新点 5；附件 7.19）。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单位王学艳专家团队设计、组织、领导和实施了本项目。历时 16年，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创

建了过敏性疾病的“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通过花粉监测首次创建了中国北方花粉监测网络；掌握了气传

致敏花粉种类、分布特征、飘散规律；研发了花粉监测器并成果转化。通过植被调研，首次发现 2种新的致

敏植物（蒺藜和沙葱），建立了致敏植物和花粉标本库；对其中 456 种主要致敏植物和花粉进行了深入研究，

出版了国际首部中英蒙文专著。通过流行病学调查首次获得中国北方花粉引起的过敏性疾病最高级别的流行

病学证据，明确花粉症患病率 18.5%，蒿属花粉是最主要的致敏原；并提出花粉高峰期前 2周是预防的最佳

窗口；“五位一体”防治新模式从治疗为主提升到预防为主，比WHO 推荐的“四位一体”治疗策略更完善、更

全面。项目目前在 8省、28市县的 158 家医院推广应用，促进了京津冀蒙变态反应协同发展。真正实现了过

敏性疾病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疑难重症双向转诊绿色通道，践行了习总书记振兴乡村战略的要求。

单位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积极参加了首都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王学艳教授团队组织、领导和实施的该项目。该项目历时 16

年，首次创建了中国北方花粉监测网络；出版了国际首部中英蒙文专著；首次获得中国北方花粉引起的过敏

性疾病最高级别的流行病学证据；验证了蒿属花粉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并发现了有效生物标记物。在 8省，

28市县积极推广应用，获得良好社会效益。我单位的马琳教授团队在花粉监测、植被调研、基层医生培训、

百姓科普宣传等工作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为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奠定了基础。

单位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积极参加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王学艳专家团队组织、领导和实施的该项目，并给予全

力支持。该项目历时 16年，第一次获得中国北方花粉过敏性疾病的证据等级最高的流调数据，首次对花粉

症高发地区进行了植被调研，出版了国际首部中英蒙文专著，验证了蒿属花粉特异性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

并发现了有效生物标记物，有效缩短了疗程。创建了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关键防控技术并在北京乃至中国

北方积极推广应用，获得良好效果。本单位的张罗教授带领团队成员进行了花粉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过敏

疾病的基础、临床研究，获得了北京和中国北方地区的重要数据，为建立中国北方花粉过敏疾病关键防控技

术和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积极参加了首都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王学艳专家团队组织、领导和实施的该项目。该项目历时 16

年，首次获得了中国北方花粉过敏疾病的证据等级最高的流调数据，率先开展了草原花粉动态监测和植被调

研，出版了国际首部中英蒙文专著，创建了关键防控技术并在北京及内蒙古、新疆等边疆和边远地区推广应

用，获得良好社会效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白永飞研究团队在流行病学调查、花粉监测、草原植被调

研等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为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奠定了基础。



单位名称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排名 5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积极参与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主持的该项目，并给予了大力支持。该项目历时 16年，

创建了关键防控技术和体系并在北京和中国北方 8省、28市县，158 家医院积极推广应用，获得良好社会效

益和技术效益。本单位的单广良教授团队主持设计并质控了内蒙古和河北省张北地区最严格的流行病学横断

面调查研究，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