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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所在沪召开包虫病

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研讨会

    为提升中央转移支付地方包虫病防治项目的实施质量，科

学规范推进包虫病综合干预区工作，进一步推动包虫病预防控

制工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

带病研究中心）于2023年3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包虫病防治

暨综合干预区工作研讨会。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

办。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上海市卫生健康

委疾控处、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寄生虫病所、各包虫病流

行省（自治区、兵团）及包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的领导及专家

共计57人参加本次研讨会。

    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作开幕式致辞，会议由肖宁副所长

主持。包虫病室汇报了全国包虫病疫情分析及防治工作进展，

10个流行省份及10个干预区汇报了2022年防治工作进展，总结

了包虫病疫情、防治与监测、综合防治干预区等工作，对全国

包虫病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挑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深入探

讨了2023年包虫病防治和干预区年度工作计划，为推进落实年

度包虫病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周晓农所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要求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

加强人才培养，按时制定年度计划及总结，提升中央转移支付

包虫病防治项目的实施质量，要运用科学研究的思维进一步推

动包虫病防治工作。（包虫病室 薛垂召）

寄生虫病所召开全国黑热病

防治技术方案专家研讨会

         2023年3月8日-9日寄生虫病所在云南省大理州召开全国黑

热病防治技术方案研讨会。来自6个省（自治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7名黑热病及其媒介防控专家参加会议。中国疾控中心

传防处孙军玲研究员、郑灿军研究员、杨慧军研究员，中国疾

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所长、张仪研究员、大理州血防所刘

榆华所长等出席开幕式。

    会议首先研讨了当前黑热病的流行形势与面临的挑战，强

调了黑热病监测方案与防治技术方案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疾控传防处与各省专家对当前黑热病防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了交流，对全国黑热病监测技术方案和黑热病防治技术方

案进行了充分的研讨，提出了需要修订完善的内容。与会专家

一致建议，要在尽快下发黑热病监测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尽早

开展培训，统筹专业技术力量，积极规范做好黑热病监测，为

加强我国黑热病防治工作，遏制黑热病疫情回升态势提供技术

支持。（媒传热带病室 李元元）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成功

举办全健康与热带病防控高峰论坛

        2023年3月29日-30日，全健康与热带病防控高峰论坛在海

口隆重召开，论坛聚焦全健康理念推广、区域热带病防控、海

南省热带病防控领域影响力提升以及热带病控制及消除经验交

流与分享。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华伟出席本论坛并致辞，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杜建伟以及海南省发改委和海南

省科技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特邀国家疾

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沈洪兵（线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预防控制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前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

以及多名国内知名全健康和热带病防控领域的专家学者做论坛

特邀报告。此外，论坛还邀请来自国内多个省份以及澳大利亚、

新西兰、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线上）、柬埔寨

（线上）等亚太地区多个国家相关领域学者参与。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

主任周晓农研究员在开幕式上就分中心五年发展规划以及中心

成立2年来的工作进展向与会代表介绍，并在随后举行了国家

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专家委员

会成立及聘任仪式。

    本次论坛共分为大会主旨报告及澜湄流域热带病防控、全健

康策略在热带病防控的应用、输入性热带病防控3个分论坛，

分别针对澜湄流域热带病流行现状与防控策略、全健康策略在

重点热带病防控与研究应用进展与前景、输入性热带病病原体

防控策略与研究进展开展了专题交流，7个亚太地区国家，国

内7个省份以及特邀专家学者等20多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做了汇

报展示与交流，内容涉及人兽共患病、疟疾、登革热、被忽视

的热带病以及抗生素耐药及噬菌体治疗等。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国疾控中心以及国家热

带病研究中心指导，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国家热带病研究中

心海南分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

全球健康学院、海南省疾控中心、贫困所致传染病（英文）杂

志共同主办。论坛设线下交流、现场直播和线上注册观看等通

道，共计140多人线下参会，线上注册观看208人，视频直播观

看超1000人次，图片直播观看25800余人次。（海南分中心 吕

超）

热带病媒生物及其携带病原体现场调查

项目专家研讨会在海口举办

        2023年3月29-31日，重要媒介生物及其携带病原生物谱调

查专家研讨会在海南省海口市顺利召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等12家单

位的40余位专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李石柱副所长主持。

    周晓农所长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项目设立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并表示要加强各参与单位之间交流沟通，认真细化重要

媒介生物及其携带病原生物谱调查方案，确保项目工作在统一

标准流程下稳步推进。梁国栋研究员对调查项目实施前的方案

细化、工作统筹商讨的必要性表示肯定，并对后续进一步产出

的标志性成果表示期待。

     会上，李樊副研究员作为课题负责人围绕基础资源调查专

项的定位、特点，以及项目的基本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相关

分任务负责人及代表介绍了蚊、蜱等关联物种的资源调查和病

原生物检测方案，以及后期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思路。会议

期间，与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针对具体实施环节进行深入探

讨，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李石柱副所长代表项目任务承担单位对会议作了总

结。会议的召开为项目工作任务的分解，调查方案的优化，提

升各参与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为推动国内资源调查，共享长效

机制建设奠定良好基础。希望参与各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

用的原则，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进步，

为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健教中心 陈木新）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赴陕西省开展

疟疾诊断实验室现状调研

    为切实维持和强化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疟疾实验室检

测和质量控制能力，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疟疾室周水森研

究员、尹建海副研究员、燕贺副研究员、王思琪研究实习员等

组成的调研组一行四人于2023年3月21日-24日赴陕西省开展疟

疾诊断实验室现状调研。

    本次调研走访了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西安市第八医

院、安康市汉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电建医疗安康医院等医

疗卫生机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和现场走访等形式，了

解疟疾实验室工作现状，并通过盲样测试，评估各单位的疟原

虫显微镜镜检能力。

    针对本次调研中发现的陕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在疟疾实验室

诊断方面存在疟疾镜检专业人员缺乏，疟原虫镜检制片和阅片

能力不足，基层实验室受新冠疫情影响疟疾样本送检不够规范

等问题，调研组结合当地推进消除后疟疾实验室诊断能力建设

需求提出了建议。（疟疾室 王思琪）

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莱扎·霍尔研究所

Mueller教授赴海南及云南现场调研

    为加强中国热带病防治工作及讨论合作研究项目，澳大利

亚沃尔特和伊莱扎·霍尔研究所Ivo Josef Mueller教授和

Logan Blair Wu在2023年3月18日-4月4日访华期间，分别于3

月27和3月30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冯欣宇副研究员和上海家通大学-

国家热带病验机中心全球健康学院卡森和赵汉卿的陪同下先后

对海南省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海南岛疟疾防治研究毛阳

基地进行了现场访问和交流。期间，Ivo Josef Mueller教授一

行参观和学习了毛阳基地所保存的疟疾防控历史资料、医疗器

物、历史人物记录，并表示毛阳地区疟疾防控历程是中国消除

疟疾进程中的缩影，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学习中国疟疾消除

进程中的很好案例。

   在云南调研及现场工作期间，Ivo Josef Mueller教授和

Logan Blair Wu分别就间日疟血清学诊断和湄公河次区域消除

疟疾模型两个主题进行了汇报，并与当地疾控人员就消除后疟

疾挑战、疟疾诊断新工具和新方法、边境地区流动人员的管理

等热带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此外，Ivo Josef Mueller教授还

现场走访了乡镇卫生院以及村卫生所，并与全科医生就疟疾等

传染病的诊断和上报流程、病例的转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消除后疟疾能力的维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Ivo Josef 

Mueller教授一行在海南及云南现场调研工作对宣传我国疟疾消

除工作及推进国际间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疟疾室 冯欣宇）

土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终期评估方

案专家研讨会在沪举行

      2023年3月24日，寄生虫病所在上海组织召开土源性食源性

寄生虫病防治项目终期评估方案研讨会。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及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和防治

项目所在省份的省级疾病控制机构专家参加会议。

    周晓农所长肯定了防治试点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并指出

该项工作的开展为土食源寄生虫病相关标准的制定、土源性线

虫病传播控制与阻断达标考核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参考资料。同

时，应当认真总结土食源寄生虫病防治经验，制定符合世界卫

生组织的防控标准，与国际接轨，并输出中国土食源寄生虫病

防治经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处孙军玲研究员指出，

新冠疫情防控对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工作产生了一

定影响，需要认真总结该项工作的防控经验，制定相关标准，

为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控提供参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

副所长提出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工作可为土源性食

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应综合各位专家意见

，明确评估方案及结果的适用范围。

    与会专家分别对考核评估组织方式、考核指标、基线调查

数据、职责分工、加藤片复核工作可操作性等具体内容进行了

深入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会上，专家还就“土源性线虫病传

播控制与阻断达标考核方案（试行）”和“第四次全国人体重

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工作进行了讨论。（土食源室  刘剑峰)

寄生虫病所组织专家赴云南省

开展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

诊断参比实验室现场评审

    为规范各省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检测技术，持续推进全

国土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网络建设，2023年3月6日

-7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组织专家对云南省寄生虫病防

治所申报的省级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进行了

现场评审。评审组由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副所长、

钱门宝副主任、诸廷俊副研究员、王莹副研究员、郝瑜婉副研

究员、江西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曾小军副所长和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张红卫所长组成。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治所杨亚明副所长、吴方伟科长及实验室相关人员参

加了评审会。

    按照评审流程，云南省寄生虫病所首先介绍了土源性与食

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建设情况。评审组参观了实验室

环境、查阅了体系文件，发放十份盲样进行了技能考核。通过

仔细的评审和充分的讨论，评审组肯定了云南省土源性食源性

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的建设成效，同时对实验室在试剂存

放、仪器检定和原始记录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最后结合技

能考核的结果，评审组认为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实验室在

组织人员、实验条件，质量管理和检测能力方面均达到了省级

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准入标准。

    评审组组长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副所长最后强

调，云南省寄生虫种资源丰富，防治任务较重，建议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治所利用好参比实验室这个平台，持续推进和巩固参

比实验室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省、地州各级的检测水平和防

治能力，积极推动云南省土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监测与传播

控制与阻断达标工作。（土食源室 诸廷俊）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分会常务委

员会六届六次会议在合肥顺利举办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预防医学会“五个一”要求，总结

分会2022年工作并商讨2023年工作计划，医学寄生虫分会第六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2023年3月3日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中

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安徽省血防所汪天平所长

等15名常委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副主任委员李石柱研究员主

持。

    会上，常委会组织了专题业务学习，周晓农所长就全国重

点寄生虫病疫情形势和防治工作进展进行专题报告，并提出下

一阶段防治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展望；肖宁副所长通过回顾新冠

抗疫经历，分析了新冠疫情对寄生虫病防治科研的影响；分会

秘书处汇报了2022年分会工作总结和2023年工作要点。在此基

础上，与会专家就2023年重点工作计划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后，周晓农所长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分会要进一步推动

落实总会“五个一”要求，通过党建结合业务，开展党小组集

中学习，推动寄生虫病防治文化建设和业务传承，抓住改革机

遇，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好学会的构建平台、搭建桥梁、做好

参谋等方面工作，高质量推动寄生虫病防治与科研工作。（应

急办 陈怡君）

中非血吸虫病控制合作与技术援助培训

班顺利召开

    为积极落实“中非卫生行动”，提升援非工作质量，2023

年3月20日至2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在上海举办了中非血吸虫病控制合作与技术援助培训班。来

自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与专家、全国血吸虫病流行

省业务骨干，以及津巴布韦卫生部研究机构的专家40余人参加

了本次培训。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李石柱副所长出席开幕

式，培训班由寄生虫病所全球卫生中心吕山副主任主持。

    开幕式上，周晓农所长指出，过去三年来，中国和津巴布韦

在血吸虫病防控合作方面卓有成效。随着合作的深化，中国专

家将“走向非洲”，努力把中国血防的成功经验传播到非洲。

在分享成果的同时应看到项目实施中的困难和挑战，重视评估、

总结经验，为下一步行动作充分准备。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国

际发展合作研究所王泺所长介绍了中国卫生发展援助的现状、

挑战与展望，介绍了我国对外援助概况，卫生援外政策与进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健康战略与全球卫生研究部

副主任王云屏博士阐述了当今国际形势下中国援外工作的挑战

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非洲

研究院研究员吴传华博士曾在多个非洲国家的驻外使馆工作，

他从自身经历出发，详细地介绍了津巴布韦国家历史与文化。

培训班还邀请了湖南省血吸虫病所、江苏省血吸虫病所以及中

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分别就非洲血吸虫病流行情况、现

场调查技术等方面做了专题报告。寄生虫病所秦志强研究员，

钱颖骏副研究员和薛靖波副研究员分别就实验室检测、现场调

研以及数据管理等方面做了专题讲座。

    在会议讨论中，学员们与讲课老师进行了积极的讨论。与

会学员对中国援外工作、中非外交、非洲文化以及中津合作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李石柱副所长做了会议总结。他指出，开展中非血吸虫病防

控合作是中非卫生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输出“中国经验”、

“中国智慧”的重要体现。作为中非合作的重要切入点，应夯

实现有的血吸虫病与其他热带病的国际合作基础，强化顶层设

计与技术引领，深入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热带病防控合作。

（全球卫生中心 钱颖骏）

2023年3月重点寄生虫病舆情动态分析

      2023年3月，在“百度指数”中重点寄生虫病相关关键词搜

索量排名靠前的依次分别是“疟疾”、“弓形虫”、“血吸

虫”、“黑热病”、“肝吸虫”。

   国际上，肯尼亚卫生部6日宣布将在国内扩大全球首款疟疾

疫苗RTS,S接种范围，疫苗接种将从3月7日开始。世界卫生组

织在3月14日发布的《WHO Guidelines for malaria》报告中，

提出了两类具有不同作用模式的双成分蚊帐新建议:（1）拟除

虫菊酯-虫螨腈蚊帐结合了拟除虫菊酯和吡咯杀虫剂，以增强

蚊帐的杀虫效果；（2）拟除虫菊酯-吡丙醚将拟除虫菊酯与昆

虫生长调节剂(IGR)结合起来，IGR干扰蚊子的生长和繁殖。  

3月17-18日，中坦疟疾防控合作示范项目外部评估工作总结会

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成功举行。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

27-31日在瑞士日内瓦总部举办首届皮肤相关被忽视的热带病

全球会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于30日宣布发起新一轮联合资助项目，征集监管科学

新的体系、工具和方法，以促进中国疫苗开发和创新，保障疫

苗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世界卫生组织29日发

布声明，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获得国家消除疟疾认证。

    在国内，3月1日，全国包虫病防治暨综合干预区工作研讨

会在上海召开。1-3日，2023年云南省重点寄生虫病和虫媒病

毒性疾病防控工作培训暨研讨会在普洱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基于全健康理念的血吸虫病干预实证研究”项目干预

方案研讨会在江西都昌召开。2-3日，江西省卫生健康委血地

处赴信丰县开展肝吸虫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调研，实地了解

肝吸虫病防治情况。6-9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对云南

省寄防所申报的云南省土源性与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

室进行现场评审考核。3月8日-9日，寄生虫病所在云南省大理

州召开全国黑热病防治技术方案研讨会。12-14日，苏鲁豫皖

鄂五省疟疾联防联控经验交流会在南京召开。3月16日，全国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在岳阳召开。17日，安徽贵池区血防

办组织召开了血吸虫病螺点环境改造项目培训会议。云南省寄

防所于14-19日在普洱市举办传疟媒介鉴定与杀虫剂抗性监测

技术培训班。新疆和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和静一中开展中

小学生包虫病筛查。22-24日，2023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技

术培训班在景德镇市昌江区召开。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于3

月20—26日派员赴丘北县开展肝吸虫病监测工作督导和食源性

寄生虫病防治知识宣教。3月31日，江苏省血防研究所召开“一

带一路”全球卫生国际合作项目研讨会。（信息中心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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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所在沪召开包虫病

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研讨会

    为提升中央转移支付地方包虫病防治项目的实施质量，科

学规范推进包虫病综合干预区工作，进一步推动包虫病预防控

制工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

带病研究中心）于2023年3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包虫病防治

暨综合干预区工作研讨会。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

办。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上海市卫生健康

委疾控处、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寄生虫病所、各包虫病流

行省（自治区、兵团）及包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的领导及专家

共计57人参加本次研讨会。

    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作开幕式致辞，会议由肖宁副所长

主持。包虫病室汇报了全国包虫病疫情分析及防治工作进展，

10个流行省份及10个干预区汇报了2022年防治工作进展，总结

了包虫病疫情、防治与监测、综合防治干预区等工作，对全国

包虫病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挑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深入探

讨了2023年包虫病防治和干预区年度工作计划，为推进落实年

度包虫病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周晓农所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要求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

加强人才培养，按时制定年度计划及总结，提升中央转移支付

包虫病防治项目的实施质量，要运用科学研究的思维进一步推

动包虫病防治工作。（包虫病室 薛垂召）

寄生虫病所召开全国黑热病

防治技术方案专家研讨会

         2023年3月8日-9日寄生虫病所在云南省大理州召开全国黑

热病防治技术方案研讨会。来自6个省（自治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7名黑热病及其媒介防控专家参加会议。中国疾控中心

传防处孙军玲研究员、郑灿军研究员、杨慧军研究员，中国疾

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所长、张仪研究员、大理州血防所刘

榆华所长等出席开幕式。

    会议首先研讨了当前黑热病的流行形势与面临的挑战，强

调了黑热病监测方案与防治技术方案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疾控传防处与各省专家对当前黑热病防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了交流，对全国黑热病监测技术方案和黑热病防治技术方

案进行了充分的研讨，提出了需要修订完善的内容。与会专家

一致建议，要在尽快下发黑热病监测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尽早

开展培训，统筹专业技术力量，积极规范做好黑热病监测，为

加强我国黑热病防治工作，遏制黑热病疫情回升态势提供技术

支持。（媒传热带病室 李元元）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成功

举办全健康与热带病防控高峰论坛

        2023年3月29日-30日，全健康与热带病防控高峰论坛在海

口隆重召开，论坛聚焦全健康理念推广、区域热带病防控、海

南省热带病防控领域影响力提升以及热带病控制及消除经验交

流与分享。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华伟出席本论坛并致辞，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杜建伟以及海南省发改委和海南

省科技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特邀国家疾

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沈洪兵（线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预防控制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前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

以及多名国内知名全健康和热带病防控领域的专家学者做论坛

特邀报告。此外，论坛还邀请来自国内多个省份以及澳大利亚、

新西兰、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线上）、柬埔寨

（线上）等亚太地区多个国家相关领域学者参与。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

主任周晓农研究员在开幕式上就分中心五年发展规划以及中心

成立2年来的工作进展向与会代表介绍，并在随后举行了国家

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专家委员

会成立及聘任仪式。

    本次论坛共分为大会主旨报告及澜湄流域热带病防控、全健

康策略在热带病防控的应用、输入性热带病防控3个分论坛，

分别针对澜湄流域热带病流行现状与防控策略、全健康策略在

重点热带病防控与研究应用进展与前景、输入性热带病病原体

防控策略与研究进展开展了专题交流，7个亚太地区国家，国

内7个省份以及特邀专家学者等20多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做了汇

报展示与交流，内容涉及人兽共患病、疟疾、登革热、被忽视

的热带病以及抗生素耐药及噬菌体治疗等。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国疾控中心以及国家热

带病研究中心指导，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国家热带病研究中

心海南分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

全球健康学院、海南省疾控中心、贫困所致传染病（英文）杂

志共同主办。论坛设线下交流、现场直播和线上注册观看等通

道，共计140多人线下参会，线上注册观看208人，视频直播观

看超1000人次，图片直播观看25800余人次。（海南分中心 吕

超）

热带病媒生物及其携带病原体现场调查

项目专家研讨会在海口举办

        2023年3月29-31日，重要媒介生物及其携带病原生物谱调

查专家研讨会在海南省海口市顺利召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等12家单

位的40余位专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李石柱副所长主持。

    周晓农所长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项目设立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并表示要加强各参与单位之间交流沟通，认真细化重要

媒介生物及其携带病原生物谱调查方案，确保项目工作在统一

标准流程下稳步推进。梁国栋研究员对调查项目实施前的方案

细化、工作统筹商讨的必要性表示肯定，并对后续进一步产出

的标志性成果表示期待。

     会上，李樊副研究员作为课题负责人围绕基础资源调查专

项的定位、特点，以及项目的基本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相关

分任务负责人及代表介绍了蚊、蜱等关联物种的资源调查和病

原生物检测方案，以及后期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思路。会议

期间，与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针对具体实施环节进行深入探

讨，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李石柱副所长代表项目任务承担单位对会议作了总

结。会议的召开为项目工作任务的分解，调查方案的优化，提

升各参与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为推动国内资源调查，共享长效

机制建设奠定良好基础。希望参与各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

用的原则，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进步，

为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健教中心 陈木新）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赴陕西省开展

疟疾诊断实验室现状调研

    为切实维持和强化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疟疾实验室检

测和质量控制能力，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疟疾室周水森研

究员、尹建海副研究员、燕贺副研究员、王思琪研究实习员等

组成的调研组一行四人于2023年3月21日-24日赴陕西省开展疟

疾诊断实验室现状调研。

    本次调研走访了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西安市第八医

院、安康市汉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电建医疗安康医院等医

疗卫生机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和现场走访等形式，了

解疟疾实验室工作现状，并通过盲样测试，评估各单位的疟原

虫显微镜镜检能力。

    针对本次调研中发现的陕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在疟疾实验室

诊断方面存在疟疾镜检专业人员缺乏，疟原虫镜检制片和阅片

能力不足，基层实验室受新冠疫情影响疟疾样本送检不够规范

等问题，调研组结合当地推进消除后疟疾实验室诊断能力建设

需求提出了建议。（疟疾室 王思琪）

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莱扎·霍尔研究所

Mueller教授赴海南及云南现场调研

    为加强中国热带病防治工作及讨论合作研究项目，澳大利

亚沃尔特和伊莱扎·霍尔研究所Ivo Josef Mueller教授和

Logan Blair Wu在2023年3月18日-4月4日访华期间，分别于3

月27和3月30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冯欣宇副研究员和上海家通大学-

国家热带病验机中心全球健康学院卡森和赵汉卿的陪同下先后

对海南省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海南岛疟疾防治研究毛阳

基地进行了现场访问和交流。期间，Ivo Josef Mueller教授一

行参观和学习了毛阳基地所保存的疟疾防控历史资料、医疗器

物、历史人物记录，并表示毛阳地区疟疾防控历程是中国消除

疟疾进程中的缩影，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学习中国疟疾消除

进程中的很好案例。

   在云南调研及现场工作期间，Ivo Josef Mueller教授和

Logan Blair Wu分别就间日疟血清学诊断和湄公河次区域消除

疟疾模型两个主题进行了汇报，并与当地疾控人员就消除后疟

疾挑战、疟疾诊断新工具和新方法、边境地区流动人员的管理

等热带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此外，Ivo Josef Mueller教授还

现场走访了乡镇卫生院以及村卫生所，并与全科医生就疟疾等

传染病的诊断和上报流程、病例的转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消除后疟疾能力的维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Ivo Josef 

Mueller教授一行在海南及云南现场调研工作对宣传我国疟疾消

除工作及推进国际间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疟疾室 冯欣宇）

土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终期评估方

案专家研讨会在沪举行

      2023年3月24日，寄生虫病所在上海组织召开土源性食源性

寄生虫病防治项目终期评估方案研讨会。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及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和防治

项目所在省份的省级疾病控制机构专家参加会议。

    周晓农所长肯定了防治试点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并指出

该项工作的开展为土食源寄生虫病相关标准的制定、土源性线

虫病传播控制与阻断达标考核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参考资料。同

时，应当认真总结土食源寄生虫病防治经验，制定符合世界卫

生组织的防控标准，与国际接轨，并输出中国土食源寄生虫病

防治经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处孙军玲研究员指出，

新冠疫情防控对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工作产生了一

定影响，需要认真总结该项工作的防控经验，制定相关标准，

为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控提供参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

副所长提出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工作可为土源性食

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应综合各位专家意见

，明确评估方案及结果的适用范围。

    与会专家分别对考核评估组织方式、考核指标、基线调查

数据、职责分工、加藤片复核工作可操作性等具体内容进行了

深入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会上，专家还就“土源性线虫病传

播控制与阻断达标考核方案（试行）”和“第四次全国人体重

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工作进行了讨论。（土食源室  刘剑峰)

寄生虫病所组织专家赴云南省

开展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

诊断参比实验室现场评审

    为规范各省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检测技术，持续推进全

国土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网络建设，2023年3月6日

-7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组织专家对云南省寄生虫病防

治所申报的省级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进行了

现场评审。评审组由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副所长、

钱门宝副主任、诸廷俊副研究员、王莹副研究员、郝瑜婉副研

究员、江西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曾小军副所长和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张红卫所长组成。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治所杨亚明副所长、吴方伟科长及实验室相关人员参

加了评审会。

    按照评审流程，云南省寄生虫病所首先介绍了土源性与食

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建设情况。评审组参观了实验室

环境、查阅了体系文件，发放十份盲样进行了技能考核。通过

仔细的评审和充分的讨论，评审组肯定了云南省土源性食源性

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的建设成效，同时对实验室在试剂存

放、仪器检定和原始记录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最后结合技

能考核的结果，评审组认为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实验室在

组织人员、实验条件，质量管理和检测能力方面均达到了省级

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准入标准。

    评审组组长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副所长最后强

调，云南省寄生虫种资源丰富，防治任务较重，建议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治所利用好参比实验室这个平台，持续推进和巩固参

比实验室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省、地州各级的检测水平和防

治能力，积极推动云南省土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监测与传播

控制与阻断达标工作。（土食源室 诸廷俊）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分会常务委

员会六届六次会议在合肥顺利举办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预防医学会“五个一”要求，总结

分会2022年工作并商讨2023年工作计划，医学寄生虫分会第六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2023年3月3日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中

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安徽省血防所汪天平所长

等15名常委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副主任委员李石柱研究员主

持。

    会上，常委会组织了专题业务学习，周晓农所长就全国重

点寄生虫病疫情形势和防治工作进展进行专题报告，并提出下

一阶段防治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展望；肖宁副所长通过回顾新冠

抗疫经历，分析了新冠疫情对寄生虫病防治科研的影响；分会

秘书处汇报了2022年分会工作总结和2023年工作要点。在此基

础上，与会专家就2023年重点工作计划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后，周晓农所长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分会要进一步推动

落实总会“五个一”要求，通过党建结合业务，开展党小组集

中学习，推动寄生虫病防治文化建设和业务传承，抓住改革机

遇，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好学会的构建平台、搭建桥梁、做好

参谋等方面工作，高质量推动寄生虫病防治与科研工作。（应

急办 陈怡君）

中非血吸虫病控制合作与技术援助培训

班顺利召开

    为积极落实“中非卫生行动”，提升援非工作质量，2023

年3月20日至2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在上海举办了中非血吸虫病控制合作与技术援助培训班。来

自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与专家、全国血吸虫病流行

省业务骨干，以及津巴布韦卫生部研究机构的专家40余人参加

了本次培训。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李石柱副所长出席开幕

式，培训班由寄生虫病所全球卫生中心吕山副主任主持。

    开幕式上，周晓农所长指出，过去三年来，中国和津巴布韦

在血吸虫病防控合作方面卓有成效。随着合作的深化，中国专

家将“走向非洲”，努力把中国血防的成功经验传播到非洲。

在分享成果的同时应看到项目实施中的困难和挑战，重视评估、

总结经验，为下一步行动作充分准备。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国

际发展合作研究所王泺所长介绍了中国卫生发展援助的现状、

挑战与展望，介绍了我国对外援助概况，卫生援外政策与进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健康战略与全球卫生研究部

副主任王云屏博士阐述了当今国际形势下中国援外工作的挑战

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非洲

研究院研究员吴传华博士曾在多个非洲国家的驻外使馆工作，

他从自身经历出发，详细地介绍了津巴布韦国家历史与文化。

培训班还邀请了湖南省血吸虫病所、江苏省血吸虫病所以及中

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分别就非洲血吸虫病流行情况、现

场调查技术等方面做了专题报告。寄生虫病所秦志强研究员，

钱颖骏副研究员和薛靖波副研究员分别就实验室检测、现场调

研以及数据管理等方面做了专题讲座。

    在会议讨论中，学员们与讲课老师进行了积极的讨论。与

会学员对中国援外工作、中非外交、非洲文化以及中津合作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李石柱副所长做了会议总结。他指出，开展中非血吸虫病防

控合作是中非卫生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输出“中国经验”、

“中国智慧”的重要体现。作为中非合作的重要切入点，应夯

实现有的血吸虫病与其他热带病的国际合作基础，强化顶层设

计与技术引领，深入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热带病防控合作。

（全球卫生中心 钱颖骏）

2023年3月重点寄生虫病舆情动态分析

      2023年3月，在“百度指数”中重点寄生虫病相关关键词搜

索量排名靠前的依次分别是“疟疾”、“弓形虫”、“血吸

虫”、“黑热病”、“肝吸虫”。

   国际上，肯尼亚卫生部6日宣布将在国内扩大全球首款疟疾

疫苗RTS,S接种范围，疫苗接种将从3月7日开始。世界卫生组

织在3月14日发布的《WHO Guidelines for malaria》报告中，

提出了两类具有不同作用模式的双成分蚊帐新建议:（1）拟除

虫菊酯-虫螨腈蚊帐结合了拟除虫菊酯和吡咯杀虫剂，以增强

蚊帐的杀虫效果；（2）拟除虫菊酯-吡丙醚将拟除虫菊酯与昆

虫生长调节剂(IGR)结合起来，IGR干扰蚊子的生长和繁殖。  

3月17-18日，中坦疟疾防控合作示范项目外部评估工作总结会

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成功举行。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

27-31日在瑞士日内瓦总部举办首届皮肤相关被忽视的热带病

全球会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于30日宣布发起新一轮联合资助项目，征集监管科学

新的体系、工具和方法，以促进中国疫苗开发和创新，保障疫

苗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世界卫生组织29日发

布声明，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获得国家消除疟疾认证。

    在国内，3月1日，全国包虫病防治暨综合干预区工作研讨

会在上海召开。1-3日，2023年云南省重点寄生虫病和虫媒病

毒性疾病防控工作培训暨研讨会在普洱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基于全健康理念的血吸虫病干预实证研究”项目干预

方案研讨会在江西都昌召开。2-3日，江西省卫生健康委血地

处赴信丰县开展肝吸虫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调研，实地了解

肝吸虫病防治情况。6-9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对云南

省寄防所申报的云南省土源性与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

室进行现场评审考核。3月8日-9日，寄生虫病所在云南省大理

州召开全国黑热病防治技术方案研讨会。12-14日，苏鲁豫皖

鄂五省疟疾联防联控经验交流会在南京召开。3月16日，全国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在岳阳召开。17日，安徽贵池区血防

办组织召开了血吸虫病螺点环境改造项目培训会议。云南省寄

防所于14-19日在普洱市举办传疟媒介鉴定与杀虫剂抗性监测

技术培训班。新疆和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和静一中开展中

小学生包虫病筛查。22-24日，2023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技

术培训班在景德镇市昌江区召开。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于3

月20—26日派员赴丘北县开展肝吸虫病监测工作督导和食源性

寄生虫病防治知识宣教。3月31日，江苏省血防研究所召开“一

带一路”全球卫生国际合作项目研讨会。（信息中心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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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所在沪召开包虫病

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研讨会

    为提升中央转移支付地方包虫病防治项目的实施质量，科

学规范推进包虫病综合干预区工作，进一步推动包虫病预防控

制工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

带病研究中心）于2023年3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包虫病防治

暨综合干预区工作研讨会。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

办。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上海市卫生健康

委疾控处、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寄生虫病所、各包虫病流

行省（自治区、兵团）及包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的领导及专家

共计57人参加本次研讨会。

    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作开幕式致辞，会议由肖宁副所长

主持。包虫病室汇报了全国包虫病疫情分析及防治工作进展，

10个流行省份及10个干预区汇报了2022年防治工作进展，总结

了包虫病疫情、防治与监测、综合防治干预区等工作，对全国

包虫病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挑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深入探

讨了2023年包虫病防治和干预区年度工作计划，为推进落实年

度包虫病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周晓农所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要求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

加强人才培养，按时制定年度计划及总结，提升中央转移支付

包虫病防治项目的实施质量，要运用科学研究的思维进一步推

动包虫病防治工作。（包虫病室 薛垂召）

寄生虫病所召开全国黑热病

防治技术方案专家研讨会

         2023年3月8日-9日寄生虫病所在云南省大理州召开全国黑

热病防治技术方案研讨会。来自6个省（自治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7名黑热病及其媒介防控专家参加会议。中国疾控中心

传防处孙军玲研究员、郑灿军研究员、杨慧军研究员，中国疾

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所长、张仪研究员、大理州血防所刘

榆华所长等出席开幕式。

    会议首先研讨了当前黑热病的流行形势与面临的挑战，强

调了黑热病监测方案与防治技术方案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疾控传防处与各省专家对当前黑热病防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了交流，对全国黑热病监测技术方案和黑热病防治技术方

案进行了充分的研讨，提出了需要修订完善的内容。与会专家

一致建议，要在尽快下发黑热病监测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尽早

开展培训，统筹专业技术力量，积极规范做好黑热病监测，为

加强我国黑热病防治工作，遏制黑热病疫情回升态势提供技术

支持。（媒传热带病室 李元元）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成功

举办全健康与热带病防控高峰论坛

        2023年3月29日-30日，全健康与热带病防控高峰论坛在海

口隆重召开，论坛聚焦全健康理念推广、区域热带病防控、海

南省热带病防控领域影响力提升以及热带病控制及消除经验交

流与分享。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华伟出席本论坛并致辞，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杜建伟以及海南省发改委和海南

省科技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特邀国家疾

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沈洪兵（线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预防控制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前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

以及多名国内知名全健康和热带病防控领域的专家学者做论坛

特邀报告。此外，论坛还邀请来自国内多个省份以及澳大利亚、

新西兰、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线上）、柬埔寨

（线上）等亚太地区多个国家相关领域学者参与。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

主任周晓农研究员在开幕式上就分中心五年发展规划以及中心

成立2年来的工作进展向与会代表介绍，并在随后举行了国家

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专家委员

会成立及聘任仪式。

    本次论坛共分为大会主旨报告及澜湄流域热带病防控、全健

康策略在热带病防控的应用、输入性热带病防控3个分论坛，

分别针对澜湄流域热带病流行现状与防控策略、全健康策略在

重点热带病防控与研究应用进展与前景、输入性热带病病原体

防控策略与研究进展开展了专题交流，7个亚太地区国家，国

内7个省份以及特邀专家学者等20多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做了汇

报展示与交流，内容涉及人兽共患病、疟疾、登革热、被忽视

的热带病以及抗生素耐药及噬菌体治疗等。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国疾控中心以及国家热

带病研究中心指导，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国家热带病研究中

心海南分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

全球健康学院、海南省疾控中心、贫困所致传染病（英文）杂

志共同主办。论坛设线下交流、现场直播和线上注册观看等通

道，共计140多人线下参会，线上注册观看208人，视频直播观

看超1000人次，图片直播观看25800余人次。（海南分中心 吕

超）

热带病媒生物及其携带病原体现场调查

项目专家研讨会在海口举办

        2023年3月29-31日，重要媒介生物及其携带病原生物谱调

查专家研讨会在海南省海口市顺利召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等12家单

位的40余位专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李石柱副所长主持。

    周晓农所长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项目设立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并表示要加强各参与单位之间交流沟通，认真细化重要

媒介生物及其携带病原生物谱调查方案，确保项目工作在统一

标准流程下稳步推进。梁国栋研究员对调查项目实施前的方案

细化、工作统筹商讨的必要性表示肯定，并对后续进一步产出

的标志性成果表示期待。

     会上，李樊副研究员作为课题负责人围绕基础资源调查专

项的定位、特点，以及项目的基本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相关

分任务负责人及代表介绍了蚊、蜱等关联物种的资源调查和病

原生物检测方案，以及后期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思路。会议

期间，与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针对具体实施环节进行深入探

讨，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李石柱副所长代表项目任务承担单位对会议作了总

结。会议的召开为项目工作任务的分解，调查方案的优化，提

升各参与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为推动国内资源调查，共享长效

机制建设奠定良好基础。希望参与各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

用的原则，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进步，

为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健教中心 陈木新）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赴陕西省开展

疟疾诊断实验室现状调研

    为切实维持和强化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疟疾实验室检

测和质量控制能力，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疟疾室周水森研

究员、尹建海副研究员、燕贺副研究员、王思琪研究实习员等

组成的调研组一行四人于2023年3月21日-24日赴陕西省开展疟

疾诊断实验室现状调研。

    本次调研走访了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西安市第八医

院、安康市汉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电建医疗安康医院等医

疗卫生机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和现场走访等形式，了

解疟疾实验室工作现状，并通过盲样测试，评估各单位的疟原

虫显微镜镜检能力。

    针对本次调研中发现的陕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在疟疾实验室

诊断方面存在疟疾镜检专业人员缺乏，疟原虫镜检制片和阅片

能力不足，基层实验室受新冠疫情影响疟疾样本送检不够规范

等问题，调研组结合当地推进消除后疟疾实验室诊断能力建设

需求提出了建议。（疟疾室 王思琪）

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莱扎·霍尔研究所

Mueller教授赴海南及云南现场调研

    为加强中国热带病防治工作及讨论合作研究项目，澳大利

亚沃尔特和伊莱扎·霍尔研究所Ivo Josef Mueller教授和

Logan Blair Wu在2023年3月18日-4月4日访华期间，分别于3

月27和3月30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冯欣宇副研究员和上海家通大学-

国家热带病验机中心全球健康学院卡森和赵汉卿的陪同下先后

对海南省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海南岛疟疾防治研究毛阳

基地进行了现场访问和交流。期间，Ivo Josef Mueller教授一

行参观和学习了毛阳基地所保存的疟疾防控历史资料、医疗器

物、历史人物记录，并表示毛阳地区疟疾防控历程是中国消除

疟疾进程中的缩影，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学习中国疟疾消除

进程中的很好案例。

   在云南调研及现场工作期间，Ivo Josef Mueller教授和

Logan Blair Wu分别就间日疟血清学诊断和湄公河次区域消除

疟疾模型两个主题进行了汇报，并与当地疾控人员就消除后疟

疾挑战、疟疾诊断新工具和新方法、边境地区流动人员的管理

等热带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此外，Ivo Josef Mueller教授还

现场走访了乡镇卫生院以及村卫生所，并与全科医生就疟疾等

传染病的诊断和上报流程、病例的转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消除后疟疾能力的维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Ivo Josef 

Mueller教授一行在海南及云南现场调研工作对宣传我国疟疾消

除工作及推进国际间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疟疾室 冯欣宇）

土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终期评估方

案专家研讨会在沪举行

      2023年3月24日，寄生虫病所在上海组织召开土源性食源性

寄生虫病防治项目终期评估方案研讨会。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及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和防治

项目所在省份的省级疾病控制机构专家参加会议。

    周晓农所长肯定了防治试点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并指出

该项工作的开展为土食源寄生虫病相关标准的制定、土源性线

虫病传播控制与阻断达标考核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参考资料。同

时，应当认真总结土食源寄生虫病防治经验，制定符合世界卫

生组织的防控标准，与国际接轨，并输出中国土食源寄生虫病

防治经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处孙军玲研究员指出，

新冠疫情防控对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工作产生了一

定影响，需要认真总结该项工作的防控经验，制定相关标准，

为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控提供参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

副所长提出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工作可为土源性食

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应综合各位专家意见

，明确评估方案及结果的适用范围。

    与会专家分别对考核评估组织方式、考核指标、基线调查

数据、职责分工、加藤片复核工作可操作性等具体内容进行了

深入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会上，专家还就“土源性线虫病传

播控制与阻断达标考核方案（试行）”和“第四次全国人体重

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工作进行了讨论。（土食源室  刘剑峰)

寄生虫病所组织专家赴云南省

开展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

诊断参比实验室现场评审

    为规范各省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检测技术，持续推进全

国土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网络建设，2023年3月6日

-7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组织专家对云南省寄生虫病防

治所申报的省级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进行了

现场评审。评审组由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副所长、

钱门宝副主任、诸廷俊副研究员、王莹副研究员、郝瑜婉副研

究员、江西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曾小军副所长和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张红卫所长组成。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治所杨亚明副所长、吴方伟科长及实验室相关人员参

加了评审会。

    按照评审流程，云南省寄生虫病所首先介绍了土源性与食

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建设情况。评审组参观了实验室

环境、查阅了体系文件，发放十份盲样进行了技能考核。通过

仔细的评审和充分的讨论，评审组肯定了云南省土源性食源性

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的建设成效，同时对实验室在试剂存

放、仪器检定和原始记录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最后结合技

能考核的结果，评审组认为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实验室在

组织人员、实验条件，质量管理和检测能力方面均达到了省级

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准入标准。

    评审组组长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副所长最后强

调，云南省寄生虫种资源丰富，防治任务较重，建议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治所利用好参比实验室这个平台，持续推进和巩固参

比实验室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省、地州各级的检测水平和防

治能力，积极推动云南省土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监测与传播

控制与阻断达标工作。（土食源室 诸廷俊）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分会常务委

员会六届六次会议在合肥顺利举办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预防医学会“五个一”要求，总结

分会2022年工作并商讨2023年工作计划，医学寄生虫分会第六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2023年3月3日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中

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安徽省血防所汪天平所长

等15名常委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副主任委员李石柱研究员主

持。

    会上，常委会组织了专题业务学习，周晓农所长就全国重

点寄生虫病疫情形势和防治工作进展进行专题报告，并提出下

一阶段防治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展望；肖宁副所长通过回顾新冠

抗疫经历，分析了新冠疫情对寄生虫病防治科研的影响；分会

秘书处汇报了2022年分会工作总结和2023年工作要点。在此基

础上，与会专家就2023年重点工作计划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后，周晓农所长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分会要进一步推动

落实总会“五个一”要求，通过党建结合业务，开展党小组集

中学习，推动寄生虫病防治文化建设和业务传承，抓住改革机

遇，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好学会的构建平台、搭建桥梁、做好

参谋等方面工作，高质量推动寄生虫病防治与科研工作。（应

急办 陈怡君）

中非血吸虫病控制合作与技术援助培训

班顺利召开

    为积极落实“中非卫生行动”，提升援非工作质量，2023

年3月20日至2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在上海举办了中非血吸虫病控制合作与技术援助培训班。来

自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与专家、全国血吸虫病流行

省业务骨干，以及津巴布韦卫生部研究机构的专家40余人参加

了本次培训。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李石柱副所长出席开幕

式，培训班由寄生虫病所全球卫生中心吕山副主任主持。

    开幕式上，周晓农所长指出，过去三年来，中国和津巴布韦

在血吸虫病防控合作方面卓有成效。随着合作的深化，中国专

家将“走向非洲”，努力把中国血防的成功经验传播到非洲。

在分享成果的同时应看到项目实施中的困难和挑战，重视评估、

总结经验，为下一步行动作充分准备。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国

际发展合作研究所王泺所长介绍了中国卫生发展援助的现状、

挑战与展望，介绍了我国对外援助概况，卫生援外政策与进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健康战略与全球卫生研究部

副主任王云屏博士阐述了当今国际形势下中国援外工作的挑战

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非洲

研究院研究员吴传华博士曾在多个非洲国家的驻外使馆工作，

他从自身经历出发，详细地介绍了津巴布韦国家历史与文化。

培训班还邀请了湖南省血吸虫病所、江苏省血吸虫病所以及中

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分别就非洲血吸虫病流行情况、现

场调查技术等方面做了专题报告。寄生虫病所秦志强研究员，

钱颖骏副研究员和薛靖波副研究员分别就实验室检测、现场调

研以及数据管理等方面做了专题讲座。

    在会议讨论中，学员们与讲课老师进行了积极的讨论。与

会学员对中国援外工作、中非外交、非洲文化以及中津合作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李石柱副所长做了会议总结。他指出，开展中非血吸虫病防

控合作是中非卫生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输出“中国经验”、

“中国智慧”的重要体现。作为中非合作的重要切入点，应夯

实现有的血吸虫病与其他热带病的国际合作基础，强化顶层设

计与技术引领，深入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热带病防控合作。

（全球卫生中心 钱颖骏）

2023年3月重点寄生虫病舆情动态分析

      2023年3月，在“百度指数”中重点寄生虫病相关关键词搜

索量排名靠前的依次分别是“疟疾”、“弓形虫”、“血吸

虫”、“黑热病”、“肝吸虫”。

   国际上，肯尼亚卫生部6日宣布将在国内扩大全球首款疟疾

疫苗RTS,S接种范围，疫苗接种将从3月7日开始。世界卫生组

织在3月14日发布的《WHO Guidelines for malaria》报告中，

提出了两类具有不同作用模式的双成分蚊帐新建议:（1）拟除

虫菊酯-虫螨腈蚊帐结合了拟除虫菊酯和吡咯杀虫剂，以增强

蚊帐的杀虫效果；（2）拟除虫菊酯-吡丙醚将拟除虫菊酯与昆

虫生长调节剂(IGR)结合起来，IGR干扰蚊子的生长和繁殖。  

3月17-18日，中坦疟疾防控合作示范项目外部评估工作总结会

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成功举行。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

27-31日在瑞士日内瓦总部举办首届皮肤相关被忽视的热带病

全球会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于30日宣布发起新一轮联合资助项目，征集监管科学

新的体系、工具和方法，以促进中国疫苗开发和创新，保障疫

苗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世界卫生组织29日发

布声明，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获得国家消除疟疾认证。

    在国内，3月1日，全国包虫病防治暨综合干预区工作研讨

会在上海召开。1-3日，2023年云南省重点寄生虫病和虫媒病

毒性疾病防控工作培训暨研讨会在普洱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基于全健康理念的血吸虫病干预实证研究”项目干预

方案研讨会在江西都昌召开。2-3日，江西省卫生健康委血地

处赴信丰县开展肝吸虫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调研，实地了解

肝吸虫病防治情况。6-9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对云南

省寄防所申报的云南省土源性与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

室进行现场评审考核。3月8日-9日，寄生虫病所在云南省大理

州召开全国黑热病防治技术方案研讨会。12-14日，苏鲁豫皖

鄂五省疟疾联防联控经验交流会在南京召开。3月16日，全国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在岳阳召开。17日，安徽贵池区血防

办组织召开了血吸虫病螺点环境改造项目培训会议。云南省寄

防所于14-19日在普洱市举办传疟媒介鉴定与杀虫剂抗性监测

技术培训班。新疆和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和静一中开展中

小学生包虫病筛查。22-24日，2023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技

术培训班在景德镇市昌江区召开。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于3

月20—26日派员赴丘北县开展肝吸虫病监测工作督导和食源性

寄生虫病防治知识宣教。3月31日，江苏省血防研究所召开“一

带一路”全球卫生国际合作项目研讨会。（信息中心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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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所在沪召开包虫病

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研讨会

    为提升中央转移支付地方包虫病防治项目的实施质量，科

学规范推进包虫病综合干预区工作，进一步推动包虫病预防控

制工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

带病研究中心）于2023年3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包虫病防治

暨综合干预区工作研讨会。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

办。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上海市卫生健康

委疾控处、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寄生虫病所、各包虫病流

行省（自治区、兵团）及包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的领导及专家

共计57人参加本次研讨会。

    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作开幕式致辞，会议由肖宁副所长

主持。包虫病室汇报了全国包虫病疫情分析及防治工作进展，

10个流行省份及10个干预区汇报了2022年防治工作进展，总结

了包虫病疫情、防治与监测、综合防治干预区等工作，对全国

包虫病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挑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深入探

讨了2023年包虫病防治和干预区年度工作计划，为推进落实年

度包虫病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周晓农所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要求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

加强人才培养，按时制定年度计划及总结，提升中央转移支付

包虫病防治项目的实施质量，要运用科学研究的思维进一步推

动包虫病防治工作。（包虫病室 薛垂召）

寄生虫病所召开全国黑热病

防治技术方案专家研讨会

         2023年3月8日-9日寄生虫病所在云南省大理州召开全国黑

热病防治技术方案研讨会。来自6个省（自治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7名黑热病及其媒介防控专家参加会议。中国疾控中心

传防处孙军玲研究员、郑灿军研究员、杨慧军研究员，中国疾

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所长、张仪研究员、大理州血防所刘

榆华所长等出席开幕式。

    会议首先研讨了当前黑热病的流行形势与面临的挑战，强

调了黑热病监测方案与防治技术方案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疾控传防处与各省专家对当前黑热病防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了交流，对全国黑热病监测技术方案和黑热病防治技术方

案进行了充分的研讨，提出了需要修订完善的内容。与会专家

一致建议，要在尽快下发黑热病监测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尽早

开展培训，统筹专业技术力量，积极规范做好黑热病监测，为

加强我国黑热病防治工作，遏制黑热病疫情回升态势提供技术

支持。（媒传热带病室 李元元）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成功

举办全健康与热带病防控高峰论坛

        2023年3月29日-30日，全健康与热带病防控高峰论坛在海

口隆重召开，论坛聚焦全健康理念推广、区域热带病防控、海

南省热带病防控领域影响力提升以及热带病控制及消除经验交

流与分享。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华伟出席本论坛并致辞，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杜建伟以及海南省发改委和海南

省科技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特邀国家疾

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沈洪兵（线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预防控制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前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

以及多名国内知名全健康和热带病防控领域的专家学者做论坛

特邀报告。此外，论坛还邀请来自国内多个省份以及澳大利亚、

新西兰、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线上）、柬埔寨

（线上）等亚太地区多个国家相关领域学者参与。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

主任周晓农研究员在开幕式上就分中心五年发展规划以及中心

成立2年来的工作进展向与会代表介绍，并在随后举行了国家

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专家委员

会成立及聘任仪式。

    本次论坛共分为大会主旨报告及澜湄流域热带病防控、全健

康策略在热带病防控的应用、输入性热带病防控3个分论坛，

分别针对澜湄流域热带病流行现状与防控策略、全健康策略在

重点热带病防控与研究应用进展与前景、输入性热带病病原体

防控策略与研究进展开展了专题交流，7个亚太地区国家，国

内7个省份以及特邀专家学者等20多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做了汇

报展示与交流，内容涉及人兽共患病、疟疾、登革热、被忽视

的热带病以及抗生素耐药及噬菌体治疗等。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国疾控中心以及国家热

带病研究中心指导，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国家热带病研究中

心海南分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

全球健康学院、海南省疾控中心、贫困所致传染病（英文）杂

志共同主办。论坛设线下交流、现场直播和线上注册观看等通

道，共计140多人线下参会，线上注册观看208人，视频直播观

看超1000人次，图片直播观看25800余人次。（海南分中心 吕

超）

热带病媒生物及其携带病原体现场调查

项目专家研讨会在海口举办

        2023年3月29-31日，重要媒介生物及其携带病原生物谱调

查专家研讨会在海南省海口市顺利召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等12家单

位的40余位专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李石柱副所长主持。

    周晓农所长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项目设立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并表示要加强各参与单位之间交流沟通，认真细化重要

媒介生物及其携带病原生物谱调查方案，确保项目工作在统一

标准流程下稳步推进。梁国栋研究员对调查项目实施前的方案

细化、工作统筹商讨的必要性表示肯定，并对后续进一步产出

的标志性成果表示期待。

     会上，李樊副研究员作为课题负责人围绕基础资源调查专

项的定位、特点，以及项目的基本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相关

分任务负责人及代表介绍了蚊、蜱等关联物种的资源调查和病

原生物检测方案，以及后期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思路。会议

期间，与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针对具体实施环节进行深入探

讨，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李石柱副所长代表项目任务承担单位对会议作了总

结。会议的召开为项目工作任务的分解，调查方案的优化，提

升各参与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为推动国内资源调查，共享长效

机制建设奠定良好基础。希望参与各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

用的原则，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进步，

为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健教中心 陈木新）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赴陕西省开展

疟疾诊断实验室现状调研

    为切实维持和强化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疟疾实验室检

测和质量控制能力，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疟疾室周水森研

究员、尹建海副研究员、燕贺副研究员、王思琪研究实习员等

组成的调研组一行四人于2023年3月21日-24日赴陕西省开展疟

疾诊断实验室现状调研。

    本次调研走访了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西安市第八医

院、安康市汉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电建医疗安康医院等医

疗卫生机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和现场走访等形式，了

解疟疾实验室工作现状，并通过盲样测试，评估各单位的疟原

虫显微镜镜检能力。

    针对本次调研中发现的陕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在疟疾实验室

诊断方面存在疟疾镜检专业人员缺乏，疟原虫镜检制片和阅片

能力不足，基层实验室受新冠疫情影响疟疾样本送检不够规范

等问题，调研组结合当地推进消除后疟疾实验室诊断能力建设

需求提出了建议。（疟疾室 王思琪）

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莱扎·霍尔研究所

Mueller教授赴海南及云南现场调研

    为加强中国热带病防治工作及讨论合作研究项目，澳大利

亚沃尔特和伊莱扎·霍尔研究所Ivo Josef Mueller教授和

Logan Blair Wu在2023年3月18日-4月4日访华期间，分别于3

月27和3月30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冯欣宇副研究员和上海家通大学-

国家热带病验机中心全球健康学院卡森和赵汉卿的陪同下先后

对海南省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海南岛疟疾防治研究毛阳

基地进行了现场访问和交流。期间，Ivo Josef Mueller教授一

行参观和学习了毛阳基地所保存的疟疾防控历史资料、医疗器

物、历史人物记录，并表示毛阳地区疟疾防控历程是中国消除

疟疾进程中的缩影，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学习中国疟疾消除

进程中的很好案例。

   在云南调研及现场工作期间，Ivo Josef Mueller教授和

Logan Blair Wu分别就间日疟血清学诊断和湄公河次区域消除

疟疾模型两个主题进行了汇报，并与当地疾控人员就消除后疟

疾挑战、疟疾诊断新工具和新方法、边境地区流动人员的管理

等热带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此外，Ivo Josef Mueller教授还

现场走访了乡镇卫生院以及村卫生所，并与全科医生就疟疾等

传染病的诊断和上报流程、病例的转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消除后疟疾能力的维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Ivo Josef 

Mueller教授一行在海南及云南现场调研工作对宣传我国疟疾消

除工作及推进国际间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疟疾室 冯欣宇）

土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终期评估方

案专家研讨会在沪举行

      2023年3月24日，寄生虫病所在上海组织召开土源性食源性

寄生虫病防治项目终期评估方案研讨会。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及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和防治

项目所在省份的省级疾病控制机构专家参加会议。

    周晓农所长肯定了防治试点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并指出

该项工作的开展为土食源寄生虫病相关标准的制定、土源性线

虫病传播控制与阻断达标考核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参考资料。同

时，应当认真总结土食源寄生虫病防治经验，制定符合世界卫

生组织的防控标准，与国际接轨，并输出中国土食源寄生虫病

防治经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处孙军玲研究员指出，

新冠疫情防控对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工作产生了一

定影响，需要认真总结该项工作的防控经验，制定相关标准，

为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控提供参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

副所长提出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工作可为土源性食

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应综合各位专家意见

，明确评估方案及结果的适用范围。

    与会专家分别对考核评估组织方式、考核指标、基线调查

数据、职责分工、加藤片复核工作可操作性等具体内容进行了

深入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会上，专家还就“土源性线虫病传

播控制与阻断达标考核方案（试行）”和“第四次全国人体重

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工作进行了讨论。（土食源室  刘剑峰)

寄生虫病所组织专家赴云南省

开展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

诊断参比实验室现场评审

    为规范各省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检测技术，持续推进全

国土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网络建设，2023年3月6日

-7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组织专家对云南省寄生虫病防

治所申报的省级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进行了

现场评审。评审组由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副所长、

钱门宝副主任、诸廷俊副研究员、王莹副研究员、郝瑜婉副研

究员、江西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曾小军副所长和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张红卫所长组成。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治所杨亚明副所长、吴方伟科长及实验室相关人员参

加了评审会。

    按照评审流程，云南省寄生虫病所首先介绍了土源性与食

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建设情况。评审组参观了实验室

环境、查阅了体系文件，发放十份盲样进行了技能考核。通过

仔细的评审和充分的讨论，评审组肯定了云南省土源性食源性

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的建设成效，同时对实验室在试剂存

放、仪器检定和原始记录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最后结合技

能考核的结果，评审组认为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实验室在

组织人员、实验条件，质量管理和检测能力方面均达到了省级

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准入标准。

    评审组组长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副所长最后强

调，云南省寄生虫种资源丰富，防治任务较重，建议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治所利用好参比实验室这个平台，持续推进和巩固参

比实验室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省、地州各级的检测水平和防

治能力，积极推动云南省土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监测与传播

控制与阻断达标工作。（土食源室 诸廷俊）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分会常务委

员会六届六次会议在合肥顺利举办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预防医学会“五个一”要求，总结

分会2022年工作并商讨2023年工作计划，医学寄生虫分会第六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2023年3月3日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中

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安徽省血防所汪天平所长

等15名常委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副主任委员李石柱研究员主

持。

    会上，常委会组织了专题业务学习，周晓农所长就全国重

点寄生虫病疫情形势和防治工作进展进行专题报告，并提出下

一阶段防治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展望；肖宁副所长通过回顾新冠

抗疫经历，分析了新冠疫情对寄生虫病防治科研的影响；分会

秘书处汇报了2022年分会工作总结和2023年工作要点。在此基

础上，与会专家就2023年重点工作计划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后，周晓农所长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分会要进一步推动

落实总会“五个一”要求，通过党建结合业务，开展党小组集

中学习，推动寄生虫病防治文化建设和业务传承，抓住改革机

遇，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好学会的构建平台、搭建桥梁、做好

参谋等方面工作，高质量推动寄生虫病防治与科研工作。（应

急办 陈怡君）

中非血吸虫病控制合作与技术援助培训

班顺利召开

    为积极落实“中非卫生行动”，提升援非工作质量，2023

年3月20日至2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在上海举办了中非血吸虫病控制合作与技术援助培训班。来

自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与专家、全国血吸虫病流行

省业务骨干，以及津巴布韦卫生部研究机构的专家40余人参加

了本次培训。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李石柱副所长出席开幕

式，培训班由寄生虫病所全球卫生中心吕山副主任主持。

    开幕式上，周晓农所长指出，过去三年来，中国和津巴布韦

在血吸虫病防控合作方面卓有成效。随着合作的深化，中国专

家将“走向非洲”，努力把中国血防的成功经验传播到非洲。

在分享成果的同时应看到项目实施中的困难和挑战，重视评估、

总结经验，为下一步行动作充分准备。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国

际发展合作研究所王泺所长介绍了中国卫生发展援助的现状、

挑战与展望，介绍了我国对外援助概况，卫生援外政策与进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健康战略与全球卫生研究部

副主任王云屏博士阐述了当今国际形势下中国援外工作的挑战

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非洲

研究院研究员吴传华博士曾在多个非洲国家的驻外使馆工作，

他从自身经历出发，详细地介绍了津巴布韦国家历史与文化。

培训班还邀请了湖南省血吸虫病所、江苏省血吸虫病所以及中

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分别就非洲血吸虫病流行情况、现

场调查技术等方面做了专题报告。寄生虫病所秦志强研究员，

钱颖骏副研究员和薛靖波副研究员分别就实验室检测、现场调

研以及数据管理等方面做了专题讲座。

    在会议讨论中，学员们与讲课老师进行了积极的讨论。与

会学员对中国援外工作、中非外交、非洲文化以及中津合作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李石柱副所长做了会议总结。他指出，开展中非血吸虫病防

控合作是中非卫生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输出“中国经验”、

“中国智慧”的重要体现。作为中非合作的重要切入点，应夯

实现有的血吸虫病与其他热带病的国际合作基础，强化顶层设

计与技术引领，深入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热带病防控合作。

（全球卫生中心 钱颖骏）

2023年3月重点寄生虫病舆情动态分析

      2023年3月，在“百度指数”中重点寄生虫病相关关键词搜

索量排名靠前的依次分别是“疟疾”、“弓形虫”、“血吸

虫”、“黑热病”、“肝吸虫”。

   国际上，肯尼亚卫生部6日宣布将在国内扩大全球首款疟疾

疫苗RTS,S接种范围，疫苗接种将从3月7日开始。世界卫生组

织在3月14日发布的《WHO Guidelines for malaria》报告中，

提出了两类具有不同作用模式的双成分蚊帐新建议:（1）拟除

虫菊酯-虫螨腈蚊帐结合了拟除虫菊酯和吡咯杀虫剂，以增强

蚊帐的杀虫效果；（2）拟除虫菊酯-吡丙醚将拟除虫菊酯与昆

虫生长调节剂(IGR)结合起来，IGR干扰蚊子的生长和繁殖。  

3月17-18日，中坦疟疾防控合作示范项目外部评估工作总结会

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成功举行。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

27-31日在瑞士日内瓦总部举办首届皮肤相关被忽视的热带病

全球会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于30日宣布发起新一轮联合资助项目，征集监管科学

新的体系、工具和方法，以促进中国疫苗开发和创新，保障疫

苗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世界卫生组织29日发

布声明，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获得国家消除疟疾认证。

    在国内，3月1日，全国包虫病防治暨综合干预区工作研讨

会在上海召开。1-3日，2023年云南省重点寄生虫病和虫媒病

毒性疾病防控工作培训暨研讨会在普洱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基于全健康理念的血吸虫病干预实证研究”项目干预

方案研讨会在江西都昌召开。2-3日，江西省卫生健康委血地

处赴信丰县开展肝吸虫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调研，实地了解

肝吸虫病防治情况。6-9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对云南

省寄防所申报的云南省土源性与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

室进行现场评审考核。3月8日-9日，寄生虫病所在云南省大理

州召开全国黑热病防治技术方案研讨会。12-14日，苏鲁豫皖

鄂五省疟疾联防联控经验交流会在南京召开。3月16日，全国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在岳阳召开。17日，安徽贵池区血防

办组织召开了血吸虫病螺点环境改造项目培训会议。云南省寄

防所于14-19日在普洱市举办传疟媒介鉴定与杀虫剂抗性监测

技术培训班。新疆和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和静一中开展中

小学生包虫病筛查。22-24日，2023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技

术培训班在景德镇市昌江区召开。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于3

月20—26日派员赴丘北县开展肝吸虫病监测工作督导和食源性

寄生虫病防治知识宣教。3月31日，江苏省血防研究所召开“一

带一路”全球卫生国际合作项目研讨会。（信息中心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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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所在沪召开包虫病

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研讨会

    为提升中央转移支付地方包虫病防治项目的实施质量，科

学规范推进包虫病综合干预区工作，进一步推动包虫病预防控

制工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

带病研究中心）于2023年3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包虫病防治

暨综合干预区工作研讨会。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

办。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上海市卫生健康

委疾控处、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寄生虫病所、各包虫病流

行省（自治区、兵团）及包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的领导及专家

共计57人参加本次研讨会。

    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作开幕式致辞，会议由肖宁副所长

主持。包虫病室汇报了全国包虫病疫情分析及防治工作进展，

10个流行省份及10个干预区汇报了2022年防治工作进展，总结

了包虫病疫情、防治与监测、综合防治干预区等工作，对全国

包虫病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挑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深入探

讨了2023年包虫病防治和干预区年度工作计划，为推进落实年

度包虫病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周晓农所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要求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

加强人才培养，按时制定年度计划及总结，提升中央转移支付

包虫病防治项目的实施质量，要运用科学研究的思维进一步推

动包虫病防治工作。（包虫病室 薛垂召）

寄生虫病所召开全国黑热病

防治技术方案专家研讨会

         2023年3月8日-9日寄生虫病所在云南省大理州召开全国黑

热病防治技术方案研讨会。来自6个省（自治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7名黑热病及其媒介防控专家参加会议。中国疾控中心

传防处孙军玲研究员、郑灿军研究员、杨慧军研究员，中国疾

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所长、张仪研究员、大理州血防所刘

榆华所长等出席开幕式。

    会议首先研讨了当前黑热病的流行形势与面临的挑战，强

调了黑热病监测方案与防治技术方案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疾控传防处与各省专家对当前黑热病防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了交流，对全国黑热病监测技术方案和黑热病防治技术方

案进行了充分的研讨，提出了需要修订完善的内容。与会专家

一致建议，要在尽快下发黑热病监测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尽早

开展培训，统筹专业技术力量，积极规范做好黑热病监测，为

加强我国黑热病防治工作，遏制黑热病疫情回升态势提供技术

支持。（媒传热带病室 李元元）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成功

举办全健康与热带病防控高峰论坛

        2023年3月29日-30日，全健康与热带病防控高峰论坛在海

口隆重召开，论坛聚焦全健康理念推广、区域热带病防控、海

南省热带病防控领域影响力提升以及热带病控制及消除经验交

流与分享。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华伟出席本论坛并致辞，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杜建伟以及海南省发改委和海南

省科技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特邀国家疾

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沈洪兵（线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预防控制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前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

以及多名国内知名全健康和热带病防控领域的专家学者做论坛

特邀报告。此外，论坛还邀请来自国内多个省份以及澳大利亚、

新西兰、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线上）、柬埔寨

（线上）等亚太地区多个国家相关领域学者参与。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

主任周晓农研究员在开幕式上就分中心五年发展规划以及中心

成立2年来的工作进展向与会代表介绍，并在随后举行了国家

热带病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专家委员

会成立及聘任仪式。

    本次论坛共分为大会主旨报告及澜湄流域热带病防控、全健

康策略在热带病防控的应用、输入性热带病防控3个分论坛，

分别针对澜湄流域热带病流行现状与防控策略、全健康策略在

重点热带病防控与研究应用进展与前景、输入性热带病病原体

防控策略与研究进展开展了专题交流，7个亚太地区国家，国

内7个省份以及特邀专家学者等20多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做了汇

报展示与交流，内容涉及人兽共患病、疟疾、登革热、被忽视

的热带病以及抗生素耐药及噬菌体治疗等。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国疾控中心以及国家热

带病研究中心指导，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国家热带病研究中

心海南分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

全球健康学院、海南省疾控中心、贫困所致传染病（英文）杂

志共同主办。论坛设线下交流、现场直播和线上注册观看等通

道，共计140多人线下参会，线上注册观看208人，视频直播观

看超1000人次，图片直播观看25800余人次。（海南分中心 吕

超）

热带病媒生物及其携带病原体现场调查

项目专家研讨会在海口举办

        2023年3月29-31日，重要媒介生物及其携带病原生物谱调

查专家研讨会在海南省海口市顺利召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等12家单

位的40余位专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李石柱副所长主持。

    周晓农所长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项目设立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并表示要加强各参与单位之间交流沟通，认真细化重要

媒介生物及其携带病原生物谱调查方案，确保项目工作在统一

标准流程下稳步推进。梁国栋研究员对调查项目实施前的方案

细化、工作统筹商讨的必要性表示肯定，并对后续进一步产出

的标志性成果表示期待。

     会上，李樊副研究员作为课题负责人围绕基础资源调查专

项的定位、特点，以及项目的基本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相关

分任务负责人及代表介绍了蚊、蜱等关联物种的资源调查和病

原生物检测方案，以及后期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思路。会议

期间，与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针对具体实施环节进行深入探

讨，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李石柱副所长代表项目任务承担单位对会议作了总

结。会议的召开为项目工作任务的分解，调查方案的优化，提

升各参与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为推动国内资源调查，共享长效

机制建设奠定良好基础。希望参与各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

用的原则，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进步，

为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健教中心 陈木新）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赴陕西省开展

疟疾诊断实验室现状调研

    为切实维持和强化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疟疾实验室检

测和质量控制能力，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疟疾室周水森研

究员、尹建海副研究员、燕贺副研究员、王思琪研究实习员等

组成的调研组一行四人于2023年3月21日-24日赴陕西省开展疟

疾诊断实验室现状调研。

    本次调研走访了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西安市第八医

院、安康市汉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电建医疗安康医院等医

疗卫生机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和现场走访等形式，了

解疟疾实验室工作现状，并通过盲样测试，评估各单位的疟原

虫显微镜镜检能力。

    针对本次调研中发现的陕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在疟疾实验室

诊断方面存在疟疾镜检专业人员缺乏，疟原虫镜检制片和阅片

能力不足，基层实验室受新冠疫情影响疟疾样本送检不够规范

等问题，调研组结合当地推进消除后疟疾实验室诊断能力建设

需求提出了建议。（疟疾室 王思琪）

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莱扎·霍尔研究所

Mueller教授赴海南及云南现场调研

    为加强中国热带病防治工作及讨论合作研究项目，澳大利

亚沃尔特和伊莱扎·霍尔研究所Ivo Josef Mueller教授和

Logan Blair Wu在2023年3月18日-4月4日访华期间，分别于3

月27和3月30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冯欣宇副研究员和上海家通大学-

国家热带病验机中心全球健康学院卡森和赵汉卿的陪同下先后

对海南省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海南岛疟疾防治研究毛阳

基地进行了现场访问和交流。期间，Ivo Josef Mueller教授一

行参观和学习了毛阳基地所保存的疟疾防控历史资料、医疗器

物、历史人物记录，并表示毛阳地区疟疾防控历程是中国消除

疟疾进程中的缩影，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学习中国疟疾消除

进程中的很好案例。

   在云南调研及现场工作期间，Ivo Josef Mueller教授和

Logan Blair Wu分别就间日疟血清学诊断和湄公河次区域消除

疟疾模型两个主题进行了汇报，并与当地疾控人员就消除后疟

疾挑战、疟疾诊断新工具和新方法、边境地区流动人员的管理

等热带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此外，Ivo Josef Mueller教授还

现场走访了乡镇卫生院以及村卫生所，并与全科医生就疟疾等

传染病的诊断和上报流程、病例的转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消除后疟疾能力的维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Ivo Josef 

Mueller教授一行在海南及云南现场调研工作对宣传我国疟疾消

除工作及推进国际间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疟疾室 冯欣宇）

土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终期评估方

案专家研讨会在沪举行

      2023年3月24日，寄生虫病所在上海组织召开土源性食源性

寄生虫病防治项目终期评估方案研讨会。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及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和防治

项目所在省份的省级疾病控制机构专家参加会议。

    周晓农所长肯定了防治试点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并指出

该项工作的开展为土食源寄生虫病相关标准的制定、土源性线

虫病传播控制与阻断达标考核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参考资料。同

时，应当认真总结土食源寄生虫病防治经验，制定符合世界卫

生组织的防控标准，与国际接轨，并输出中国土食源寄生虫病

防治经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处孙军玲研究员指出，

新冠疫情防控对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工作产生了一

定影响，需要认真总结该项工作的防控经验，制定相关标准，

为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控提供参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

副所长提出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试点工作可为土源性食

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应综合各位专家意见

，明确评估方案及结果的适用范围。

    与会专家分别对考核评估组织方式、考核指标、基线调查

数据、职责分工、加藤片复核工作可操作性等具体内容进行了

深入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会上，专家还就“土源性线虫病传

播控制与阻断达标考核方案（试行）”和“第四次全国人体重

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工作进行了讨论。（土食源室  刘剑峰)

寄生虫病所组织专家赴云南省

开展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

诊断参比实验室现场评审

    为规范各省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检测技术，持续推进全

国土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网络建设，2023年3月6日

-7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组织专家对云南省寄生虫病防

治所申报的省级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进行了

现场评审。评审组由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副所长、

钱门宝副主任、诸廷俊副研究员、王莹副研究员、郝瑜婉副研

究员、江西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曾小军副所长和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张红卫所长组成。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治所杨亚明副所长、吴方伟科长及实验室相关人员参

加了评审会。

    按照评审流程，云南省寄生虫病所首先介绍了土源性与食

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建设情况。评审组参观了实验室

环境、查阅了体系文件，发放十份盲样进行了技能考核。通过

仔细的评审和充分的讨论，评审组肯定了云南省土源性食源性

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的建设成效，同时对实验室在试剂存

放、仪器检定和原始记录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最后结合技

能考核的结果，评审组认为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实验室在

组织人员、实验条件，质量管理和检测能力方面均达到了省级

土源性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室准入标准。

    评审组组长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李石柱副所长最后强

调，云南省寄生虫种资源丰富，防治任务较重，建议云南省寄

生虫病防治所利用好参比实验室这个平台，持续推进和巩固参

比实验室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省、地州各级的检测水平和防

治能力，积极推动云南省土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监测与传播

控制与阻断达标工作。（土食源室 诸廷俊）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分会常务委

员会六届六次会议在合肥顺利举办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预防医学会“五个一”要求，总结

分会2022年工作并商讨2023年工作计划，医学寄生虫分会第六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2023年3月3日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中

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安徽省血防所汪天平所长

等15名常委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副主任委员李石柱研究员主

持。

    会上，常委会组织了专题业务学习，周晓农所长就全国重

点寄生虫病疫情形势和防治工作进展进行专题报告，并提出下

一阶段防治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展望；肖宁副所长通过回顾新冠

抗疫经历，分析了新冠疫情对寄生虫病防治科研的影响；分会

秘书处汇报了2022年分会工作总结和2023年工作要点。在此基

础上，与会专家就2023年重点工作计划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后，周晓农所长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分会要进一步推动

落实总会“五个一”要求，通过党建结合业务，开展党小组集

中学习，推动寄生虫病防治文化建设和业务传承，抓住改革机

遇，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好学会的构建平台、搭建桥梁、做好

参谋等方面工作，高质量推动寄生虫病防治与科研工作。（应

急办 陈怡君）

中非血吸虫病控制合作与技术援助培训

班顺利召开

    为积极落实“中非卫生行动”，提升援非工作质量，2023

年3月20日至2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在上海举办了中非血吸虫病控制合作与技术援助培训班。来

自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与专家、全国血吸虫病流行

省业务骨干，以及津巴布韦卫生部研究机构的专家40余人参加

了本次培训。寄生虫病所周晓农所长、李石柱副所长出席开幕

式，培训班由寄生虫病所全球卫生中心吕山副主任主持。

    开幕式上，周晓农所长指出，过去三年来，中国和津巴布韦

在血吸虫病防控合作方面卓有成效。随着合作的深化，中国专

家将“走向非洲”，努力把中国血防的成功经验传播到非洲。

在分享成果的同时应看到项目实施中的困难和挑战，重视评估、

总结经验，为下一步行动作充分准备。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国

际发展合作研究所王泺所长介绍了中国卫生发展援助的现状、

挑战与展望，介绍了我国对外援助概况，卫生援外政策与进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健康战略与全球卫生研究部

副主任王云屏博士阐述了当今国际形势下中国援外工作的挑战

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非洲

研究院研究员吴传华博士曾在多个非洲国家的驻外使馆工作，

他从自身经历出发，详细地介绍了津巴布韦国家历史与文化。

培训班还邀请了湖南省血吸虫病所、江苏省血吸虫病所以及中

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分别就非洲血吸虫病流行情况、现

场调查技术等方面做了专题报告。寄生虫病所秦志强研究员，

钱颖骏副研究员和薛靖波副研究员分别就实验室检测、现场调

研以及数据管理等方面做了专题讲座。

    在会议讨论中，学员们与讲课老师进行了积极的讨论。与

会学员对中国援外工作、中非外交、非洲文化以及中津合作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李石柱副所长做了会议总结。他指出，开展中非血吸虫病防

控合作是中非卫生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输出“中国经验”、

“中国智慧”的重要体现。作为中非合作的重要切入点，应夯

实现有的血吸虫病与其他热带病的国际合作基础，强化顶层设

计与技术引领，深入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热带病防控合作。

（全球卫生中心 钱颖骏）

2023年3月重点寄生虫病舆情动态分析

      2023年3月，在“百度指数”中重点寄生虫病相关关键词搜

索量排名靠前的依次分别是“疟疾”、“弓形虫”、“血吸

虫”、“黑热病”、“肝吸虫”。

   国际上，肯尼亚卫生部6日宣布将在国内扩大全球首款疟疾

疫苗RTS,S接种范围，疫苗接种将从3月7日开始。世界卫生组

织在3月14日发布的《WHO Guidelines for malaria》报告中，

提出了两类具有不同作用模式的双成分蚊帐新建议:（1）拟除

虫菊酯-虫螨腈蚊帐结合了拟除虫菊酯和吡咯杀虫剂，以增强

蚊帐的杀虫效果；（2）拟除虫菊酯-吡丙醚将拟除虫菊酯与昆

虫生长调节剂(IGR)结合起来，IGR干扰蚊子的生长和繁殖。  

3月17-18日，中坦疟疾防控合作示范项目外部评估工作总结会

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成功举行。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

27-31日在瑞士日内瓦总部举办首届皮肤相关被忽视的热带病

全球会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于30日宣布发起新一轮联合资助项目，征集监管科学

新的体系、工具和方法，以促进中国疫苗开发和创新，保障疫

苗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世界卫生组织29日发

布声明，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获得国家消除疟疾认证。

    在国内，3月1日，全国包虫病防治暨综合干预区工作研讨

会在上海召开。1-3日，2023年云南省重点寄生虫病和虫媒病

毒性疾病防控工作培训暨研讨会在普洱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基于全健康理念的血吸虫病干预实证研究”项目干预

方案研讨会在江西都昌召开。2-3日，江西省卫生健康委血地

处赴信丰县开展肝吸虫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调研，实地了解

肝吸虫病防治情况。6-9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对云南

省寄防所申报的云南省土源性与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参比实验

室进行现场评审考核。3月8日-9日，寄生虫病所在云南省大理

州召开全国黑热病防治技术方案研讨会。12-14日，苏鲁豫皖

鄂五省疟疾联防联控经验交流会在南京召开。3月16日，全国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在岳阳召开。17日，安徽贵池区血防

办组织召开了血吸虫病螺点环境改造项目培训会议。云南省寄

防所于14-19日在普洱市举办传疟媒介鉴定与杀虫剂抗性监测

技术培训班。新疆和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和静一中开展中

小学生包虫病筛查。22-24日，2023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技

术培训班在景德镇市昌江区召开。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于3

月20—26日派员赴丘北县开展肝吸虫病监测工作督导和食源性

寄生虫病防治知识宣教。3月31日，江苏省血防研究所召开“一

带一路”全球卫生国际合作项目研讨会。（信息中心 王心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