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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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简介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中国北方地区空气中致敏花粉浓度高、花粉过敏性疾病患病率高、规范诊治率低、专科医生极度

匮乏、公众认知严重不足、误诊误治现象普遍，建立精准防控体系迫在眉睫。项目组自2005年，

历时18年，创建花粉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

查、医生规范化培训、公众科普宣教），创新了中国花粉过敏性疾病综合防治的新模式，在中国

北方推广应用，取得良好成效，相继被各地区各部门列为重点民生项目。（二）主要技术创新点

1、创建中国北方气传花粉监测网络。在5省市设立175个花粉监测站，揭示不同地区主要致敏

花粉随季节飘散规律；研发花粉监测设备并实现成果转化；开发花粉日报APP，为临床诊疗和公

众防护提供科学依据。

2、首次建立致敏植物和花粉标本库。在中国北方花粉过敏性疾病高发地区开展植被调研，探明

中国北方地区主要致敏植被的分布规律，明确豚草不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主要致敏原，发现2种

新的致敏植物（蒺藜和沙葱）；出版国际首部中英蒙文专著《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研——花粉形态

及花粉过敏疑难病例》，成为业界重要工具书和医生诊治过敏相关疑难病参考用书。

3、首次提出花粉浓度高峰期前2周是预防的最佳窗口，获得中国北方花粉过敏性疾病的高质量

流行病学证据，明确花粉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和主要危险因素。过敏性鼻炎自报患病率32.4%，

花粉诱发过敏性鼻炎确诊患病率18.5%。蒿属花粉是最主要的致敏危险因素。

4、全球首次鉴定出蒿属花粉过敏原第 7组分，开创过敏原分子精准诊断新方法。揭示蒿属花粉

提取物以及 4个组分 IgE滴度值和阳性率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差异以及与过敏性疾病症状的关系，

证实蒿属花粉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发现了有效生物标志物，为花粉过敏性疾病的精准诊疗提

供新的技术方案和发展方向。

5、创建花粉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防治新模式。该模式实现“以治疗为主”到“预防为先，关口

前移”的转变。

（三）成果产生的价值

1、学术价值：发表论文322篇，SCI收录 119篇，总影响因子 705；授权专利 28项，主编著

作4部，牵头行业指南和专家共识 12项，培养研究生297名。

2、推广应用：在8省市自治区的158家医院应用。2014年内蒙古通辽、锡林郭勒地区建立市县

二级防治体系；2021年呼和浩特地区建立市县乡三级防治体系，实现分级诊疗。创新医务人员

培训模式，培训医护技7万余人次，学科骨干 1000余名；建立多学科交叉融合攻关模式；以点

带面推广“强专科、建基层”医疗服务新模式。

3、社会效益：使花粉过敏性疾病从“医院治疗为主”转变为“政府引导下的多领域、医院、患者和

公众广泛参与”的新防治模式。获北京医学科技奖一等奖、首都医科大学科学技术二等奖。为政

府提供决策建议 38份，1省7市政府颁布专项文件，科普宣教受益数亿人，为全球花粉过敏性疾

病防治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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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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牵头整个项目，在国内率先创建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新模式，并有相应成果产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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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致

敏植物和花粉标本库，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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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国地区积极推广应用，并收到良好效果，促进中国北方地区变态反应学科的发展，

为世界过敏性疾病防治提供了中国方案（附件 7.1-7.18）。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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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中国北方地区花粉监测（创新点 1）、过敏性鼻炎等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创新点 3）以及过敏性

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创新点 4）。作为通讯作者发表本项目流调论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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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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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联合撰写专家共识（附件 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婷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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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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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蒿花粉过敏原多组分分子鉴定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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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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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5-7.13，附件 7.15，附件 7.18）。参与多项课

题立项、专家共识（附件 7.1-7.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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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科名誉主

任

对本项目的 全程参与“五位一体”的推广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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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



贡献

（创新点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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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多地的

植被调研，参编《中国北方植物花粉调研》，参与 2个地区流行病学调查，全程参与项目推广地区的基层医

师培训和百姓科普宣教（附件 7.5-7.12）。参与“揭榜挂帅”等科研项目联合立项（附件 7.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程雷 5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参与该项目过程中积极参与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推广应用工作，参与花粉监测（创新点 1）、植被调研

（创新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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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6，附件 7-8、7-

9）；联合撰写专家共识。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高中山 6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蒿花粉过敏原多组分分子鉴定、定量分析和分子诊断方面做出开创性工作成就（创新点 4）。新鉴定了一

种蒿属花粉过敏原为半乳糖氧化酶，被世卫组织下属机构认定为第 7组分。建立了四种天然过敏原组分提取

分离方法和临床诊断应用方法。应用过敏原分子诊断技术，揭示了蒿花粉多种组分特异 IgE诊断有可预测过

敏性哮喘的风险。明确了中国 7种主要蒿属植物花粉中 4种主要过敏原在花粉中分布定位、序列多样性（被

世卫组织过敏原命名委员会认定）以及含量差异，发现黄花蒿具有较高的致敏性。对于北方最重要蒿花粉过

敏分子精准诊断提供科学依据，推动该领域发展和临床诊断产品研发应用。主持 2项蒿花粉相关课题（附件

7.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良录 7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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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2）、共同牵头专家共识（附件 7.1）；积极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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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5-7.8，附件 7.1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关凯 8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

变态（过敏）

反应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参与该项目过程中积极参与过敏性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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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8-7.9）；联合撰写专家共识（附件 7.1）。通过大样本血清学分析揭示中

国草花粉症患者的 IgE分子特征，解析大北京地区儿童呼吸道过敏原致敏谱及其地域分布规律，建立雷暴哮

喘与气象参数的流行病学关联模型；在治疗策略创新中，证实了集群免疫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创新点

4），为临床规范制定提供了循证依据，部分成果已转化为过敏原检测试剂盒及免疫治疗方案，实现了从流

行病学调查、机制解析到临床干预的闭环创新，推动了个体化过敏诊疗模式的进步。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俊晶 9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部分项目设计与实施，尤其在落地转化过程中，带领团队在王学艳教授指导下推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

一医院以及九个旗县区高质量完成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查、基层医师培训以及百姓科普等（创

新点 1-3，附件 7.8-7.10），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科布局实现与首府其他医院“错位发展”；系列工作得到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认可，助力内蒙古完成三级防控体系建立，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反应科

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组组长单位、专科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洪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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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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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花粉及过敏相关专利的发明人之一；牵头和参

与 7项专家共识（附件 7.1）；全程参与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建立和推广应用工作（附件 7.5-7.13，附件

7.18），多年来坚持每年参加到内蒙古的义诊、讲座、查房、带教、手术、植被调研等活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兆彬 11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建立了北京地区花粉总浓度和分类浓度与过敏人群之间的暴露反应关系，阐明了不同季节花粉总浓度和分

类浓度对不同性别、年龄人群的量化影响（附件 7.6）。

2.基于流行病学模型和机器学习技术，主持研发了我国首个格点化花粉浓度及健康影响业务预报系统，在过

敏性鼻炎高发的陕西北部地区业务化应用两年，填补了国内缺乏格点化花粉浓度及健康影响业务预报系统的

空白（创新点 1、创新点 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单广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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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中国北方多个地区过敏性疾

病证据等级最高的流调数据（创新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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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向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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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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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3），并协助发表相关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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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过敏北京实验

室”等科研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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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5-7.1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晓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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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花粉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防控策略设计实施。参加北方气传花粉监测、植被调研及花粉分析、论文撰

写（创新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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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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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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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5-7.8，附件 7.11，附件 7.13，附件 7.18）。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宁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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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协助王学艳主任建立 175个花粉监测点，统筹各监测点质量控制和技术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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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人次花粉相关过敏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创新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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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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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查、医生培训、百姓科普宣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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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 175个花粉监测点，掌握了气传致敏花粉种类、分布特征、飘散规律；研发了花

粉监测设备并成果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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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植物

花粉调研》。首次获得中国北方花粉过敏性疾病最高级别的流行病学证据，提出花粉高峰期前 2周是预防的

最佳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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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

首次鉴定出黄花蒿过敏原第 7组分的蛋白类型和氨基酸序列，揭示蒿属花粉提取物以及四个组分 IgE 滴度值

和阳性率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差异以及与过敏疾病发生关系，证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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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花粉过敏性疾病的精准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技术方案和发展方向。“五位一体”防治新模式

从治疗为主转为治疗预防并重的模式，比 WHO 推荐的“四位一体”治疗策略更完善、更全面。项目目前在

全国 158家医院推广应用，推进强专科、建基层医改新模式，以点带面促进全国变态反应学科协同发展，为

全球花粉过敏性疾病防治提供了中国方案。

单位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排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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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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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首次鉴定出黄花蒿过敏原第 7组分的蛋

白类型和氨基酸序列，揭示蒿属花粉提取物以及四个组分 IgE 滴度值和阳性率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差异以及与

过敏疾病发生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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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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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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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首次鉴定出黄花蒿过敏原第 7组分的蛋

白类型和氨基酸序列，揭示蒿属花粉提取物以及四个组分 IgE 滴度值和阳性率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差异以及与

过敏疾病发生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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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的王良录教授、关凯教授参与过敏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并积极参与过敏性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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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排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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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年，

创建了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并在北京和中国北方 8省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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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的程雷教授积极参与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推广应用工作，参与

花粉监测、植被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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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撰写专家共识。

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 排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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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高中山教授团队在蒿花粉过敏原多组分分子鉴定、定量分析和分子诊断方面做出开创性工作

成就。新鉴定了一种蒿属花粉过敏原为半乳糖氧化酶，被世卫组织下属机构认定为第 7组分。建立了四种天

然过敏原组分提取分离方法和临床诊断应用方法。应用过敏原分子诊断技术，揭示了蒿花粉多种组分特异

IgE诊断有可预测过敏性哮喘的风险。明确了中国 7种主要蒿属植物花粉中 4种主要过敏原在花粉中分布定

位、序列多样性（被世卫组织过敏原命名委员会认定）以及含量差异，发现黄花蒿具有较高的致敏性。为选

择诊断和免疫治疗提供重要参考依据。蒿属花粉过敏也可以引起水果等食物过敏，特别是第三组分-脂质转

移蛋白，交叉反应与序列相似度以及含量密切相关。不同桃品种因为过敏原含量多少差异会引发不同程度的

过敏反应，鉴定出一些低过敏桃品种。对于北方最重要蒿花粉过敏分子精准诊断提供科学依据，推动该领域

发展和临床诊断产品研发应用。

单位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排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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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团队组织、领导和实施的该项目。该项目历

时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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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首次鉴定出黄花蒿过敏原第 7组分的蛋白类型和氨基酸序列，

揭示蒿属花粉提取物以及四个组分 IgE 滴度值和阳性率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差异以及与过敏疾病发生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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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28市县、158家医院积极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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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培训、百姓科普宣教等工作方

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为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及全国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单位名称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排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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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落地转化实践过程中，丰富了项目的内涵。积极参与内蒙古地区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

病学调查、基层医师培训以及百姓科普宣教工作，并在专家团队指导下建立省（自治区）、市、县（旗、

区）三级防控体系，不仅为过敏性疾病的防控在卫生领域树起标杆，同样也为其他慢性病的防治提供借鉴。

本单位依托本项目进行的系列工作得到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认可，为完成内蒙古自治区民生项目

做出了贡献，同时也验证了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单位名称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排名 8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建立了北京地区花粉总浓度和分类浓度与过敏人群之间的暴露反应关系，阐明了不同季节花粉总浓度和分类

浓度对不同性别、年龄人群的量化影响。基于流行病学模型和机器学习技术，研发了我国首个格点化花粉浓

度及健康影响业务预报系统，在过敏性鼻炎高发的陕西北部地区业务化应用两年，填补了国内缺乏格点化花

粉浓度及健康影响业务预报系统的空白。

单位名称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排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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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年，

创建了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并在北京和中国北方 8省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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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怀柔区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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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