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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德国汉堡—埃普多夫大学医学中心、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和军事医学

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等单位主导完成的德国致病性大肠杆菌国际合作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杂志

《新英格兰医学》（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上在线发表。 

 

德国致病性大肠杆菌研究项目首次展示了快速的基因组测序技术和及时的数据共享给全球各科研领

域所带来的巨大贡献，证实了信息数据的快速共享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

应对全球重大突发性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 

 

在此次疫情中，华大基因和德国汉堡—埃普多夫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对致病

菌的基因组测序及分析并向全球免费公开所有数据，并声明在公共领域许可证范围内，所公开的数据没

有使用限制。该数据库的公开使得整个科学界在第一时间共享了相关数据信息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32/6035/1249.full)，省去了从数据产生到文章发表的时间，

为了尽快控制疫情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 

 

据了解，华大基因的相关研究人员在收到样品后，3天内完成了大肠杆菌基因组的测序和初步组

装，确定该菌株属于血清型O104，并及时将相关基因组序列数据公开分享，促进了全球生物信息学家的

通力合作；在数据发布的24小时之内，完成了对该大肠杆菌的基因组组装；在数据发布的2天后，研究

人员发现引起此次爆发的菌株与2001年在欧洲分离的菌株01-09591及2002年的中非分离株55989有高度

相似性并展开进一步分析比较；5天后，研制出该大肠杆菌的诊断试剂盒并向全球范围内无偿提供检测

实验方案及所需引物序列信息；2周内全球的研究人员在维基百科中公开了24篇关于该菌株的毒力、抗

性基因、进化等方面最新的研究报告。 

 

华大基因微生物项目负责人覃俊杰博士说：“为尽快揭示德国大肠杆菌的致病机理及控制疫情的恶

化，我们与合作方共同决定采用这种快速的数据共享方式，及时公开我们获得的相关数据，希望能够为

全球生物信息学家及流行病研究学者的广泛合作提供基础支持，加速对该致病性大肠杆菌的研究进

程。”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全军微生物检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973”首席科学家、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负责人杨瑞馥教授补充说：“该研究成果不仅对德国致病性大肠杆菌的进化起源和

致病性等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为全球其他传染性疾病的应对机制提供了一个新

的国际协作模式。” 

 

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王俊教授表示：“基因组测序为鉴定和了解新型病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信

息数据的免费、快速发布及共享能够极大地加速疾病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对大规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的快速应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国负责传染病监督及预防的罗伯特-考赫学院7月26日宣布，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在德国的爆发

已经结束。这场疫情最终导致德国范围内50人死亡，仅汉堡医院就有3496名病人被诊断为感染肠出血性

大肠杆菌，在德国以外的欧洲地区也发现了76名患者。（来源：生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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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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