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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ang C, Liu H, Luo J, Chen L, Li M, Su W, Zhao N, Liu 

SL, Xie L, Jia YX, Ding H, Wan XF, He HX**. HA Triggers 

the Switch from MEK1 SUMOylation to Phosphorylation of the 

ERK Pathway in Influenza A Virus-Infected Cells and 

Facilitates Its Infection. 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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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禽类和人类的关系 .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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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春萍,丁华,杨旭辉，刘牧文，王婧等. 杭州市人感染 H7N9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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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2018,35(5):720-722. 

○4  程庆林, 丁华, 孙昼，考庆君，杨旭辉等。 列线图在人感染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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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意见 

该成果主要取得以下成绩：1）通过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

实验研究等方法率先提出并验证了人 H7N9禽流感“活禽交

易市场小生境假说”，揭示了小生态环境可促使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的进化和产生，为政府制定相关措施提供

了科学依据。2）通过 H7N9 禽流感病原生态学研究发现野

生鸟类可能为 H7N9 流感病毒提供基因库，且野鸟源 H9N2

病毒的内部基因能够增强 H7N9病毒的致病性，关键位点的

突变赋予其在哺乳动物间经空气传播的能力，率先从病原

生态学的角度揭示 H7N9 流感病毒与宿主协同进化及宿主

的适应性过程，为建立长效的禽流感病毒生态学监测体系

提供了科学依据。3）通过 H7N9 禽流感早期预警技术的探

索与研究，构建了相应的预警指数模型，建立了风险等级

评估的方法，有效预警了杭州市 2016 年 H7N9 禽流感疫情

发生的风险等级，为相关部门制定流感防控策略和措施提

供了科学支持。以上成绩对人感染 H7N9禽流感的防控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该项目在 Cell reports、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BMC infectious disease 等国内外

优秀期刊发表论文 27 篇，其中 SCI 论文 16 篇，国内核心

期刊文章 10 篇；已举办 10 余期国家级、省级继教及培训

班，参加国际交流 10 余次，形成的有关技术和方案已在省

内外得到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推荐该项目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提名该成果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