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工民主党社会服务基地”揭牌仪式

  云南大理州卫生健康管理干部培训班开班

  医学院成功举办海南国际医学中心项目概

  国家水利部督察组来医学院开展节水工作

  2022年医学院学生会组织大会顺利召开

学院快讯

  Neuron封面文章|基础医学院黄菊团队揭示

  Advanced Science | 全球健康学院环境健

  Environ Sci Technol | 公共卫生学院王慧

  Nature Immunology | 李华兵课题组及合作

  专家点评Cancer Research封面文章 | 沈瑛

科研动态

  李春波名师工作室开展第六次学习活动助

  医学院学业分享中心（闵行）召开2022级

  第六届“医帆启航”生物医学科学创新论坛

  闵凡祥教授做客“医史微鉴”线上讲座讲述

  “营造良好环境，共助心理健康”——医学

菁菁校园

  【澎湃新闻】二十大时光｜收看开幕会后

  【东方网】二十大时光｜把健康使命勇担

  【新民晚报】中国太保与上海交大医学院

  【上观新闻】中国太保发布“源申康复”医

  【新华社】答好健康中国建设的太保“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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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国际教育培训项目“澜湄区域热带病防治技术培训班”成功举
行

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五国山水相连，地处热带区域，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极高，亟需通过

带一路”合作机制，助力于澜湄区域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此，由上海交通

学医学院和中华预防医学会全球卫生分会联合主办的“澜湄区域热带病防治技术培训班”于6

3日成功在云端举行。培训班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及全球顶级高

研究院所等多位专家授课，探讨新冠疫情对全球和区域热带病控制和消除的影响，并分

全健康的知识与经验，探索有效、创新的合作方式加强监测与响应体系的运行机制。本次

训班也是医学院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共吸引了中外近300名全球热带病防治青年业

骨干，进一步提升了医学院国际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助力“世界一流、中国特色、上海风

交医特质”医学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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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施建蓉对中外嘉宾及学员出席本次“澜湄区域

带病防治技术培训班”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在致辞中指出，2021年由上海市科委资助的中

联合建设的“热带病防治澜湄联合实验室”成功启动，希望依托该实验室，各参与单位能够

本次培训班为契机，以全健康为核心理念，进一步加强对重点热带病的诊断、防控和监测

术进行联合攻关，培养高水平人才，为我们与东南亚国家的卫生合作提供支持，保障东南

公共卫生安全。

培训班首日的专家主旨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全健康理念及实践案例分享。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全球健康学院张晓溪老师，以“全球全健康指

全健康绩效评估工具探索”为题，在培训班上分享了全球全健康指数（Global One

alth index, GOHI）的研究成果。GOHI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全

健康学院周晓农研究员、郭晓奎教授研究团队牵头，联合国际国内多家单位共同开发的系

评价全球全健康发展绩效的分析工具，其创新价值和应用前景近期报道于Nature等国际高

平学术刊物。来自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的吕山副研究员以中国血吸虫防治为例，介绍了我

的全健康实践与经验。他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历程及综合防治策略

演变，剖析多部门合作在中国血防中的核心作用，并建议积极探索当前疫情形势下新的多

门合作机制，利用“全健康”的经济学评价手段建立经济有效的策略，为实现2030年血吸虫

消除目标做出积极贡献。来自日本九州大学亚洲·大洋洲研究教育机构的Fumihiko Yokota

授作了题为“日本福冈全健康实践”的汇报，介绍了日本福冈县的全健康法律、行动计划和

及包括人兽共患病、抗菌素耐药、环境保护、人与动物和谐社会、健康促进、人-动物-环

关系改善、全健康实践基础建立等7个方面的实践活动。



其次是关于人工智能及信息化技术手段在热带病防控中的应用。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

与技术学院史本云教授分享了人工智能在疾病防控中的优势与应用，他重点介绍了其研究

队在我国云南省腾冲县间日疟原虫传播风险评估方面的工作。同时史本云教授指出，人工

能算法将继续对解决非洲国家的新冠疫情和疟疾流行起到重要作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全球公共卫生中心副主任戚晓鹏研究员介绍了全球新冠疫情数据集成与风险分析平台

World的设计与应用。该平台具有数据实时更新、多元化、标准化、可视化等特点，并且

有数据分析与建模的功能，其未来还将在提高数据和技术储备，提供民众出行建议以加强

入病例管理这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副所长杨坤分享了主题为“信

化疾病监测与应对体系案例-江苏血吸虫病监测”的专题报告，他从血吸虫病的地理分布特

信息化血吸虫病监测体系的建设框架、组织架构与运作机能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期望

未来进一步加强自动探测设备的研发，实现血吸虫病监测预警运作的全面化、自动化与专

化。

第三部分则聚焦热带病防控的国际合作经验分享。来自世界卫生组织被忽视的热带病控

司技术官员的郭家钢博士作了题为“热带病防治现状与挑战”的专题报告。他从其所在部门

工作内容上总结了疟疾、血吸虫病、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利什曼病、黄热病几个主要热

病的流行情况和防治现状。郭家钢博士以湄公河血吸虫病防控为案例进行了生动细致的讲

并指出疾病防治需要应用全健康的思维，从人类、动物和环境整体角度出发，制定全

综合的防治措施以阻止热带病的传播与反弹。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周红宁教

分享了登革热的跨境传播与国际联合防控的经验。周教授从中国云南及澜湄国家登革热流

现状、边境登革热传播高风险因素、澜沧江－湄公河地区登革热防控项目、项目产出以及

来计划等方面，分析了现有的登革热防控措施和经验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对于未来登革

的防控，周教授强调应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合作，推进合作平台的建设，推动与各

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提升专业团队规模和防控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国家热带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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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全球健康学院夏尚副研究员汇报了“中缅边境疟疾防治新策略”。他表示，我国在本土疟

消除阶段实施的“1-3-7”监测响应工作规范和监测预警系统成效显著，全健康理念为现阶段

疟疾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建立“人与动物”、“人与环境”、“动物与环境”三个模型分析

究中缅边境疟疾传播情况，可为我国输入性疟疾防治和全球疟疾消除提供保障。来自强生

司登革热领域化合物全球研发负责人Tine De Marez博士分享了登革热药物创新的最新进

本次培训班共持续3天，其中第二天的主题为“热带病控制和消除的挑战”，主要包括贫困

染病IDEA论坛：全健康行动和评估、中国热带病防治历程介绍及“新冠疫情对全球被忽视

热带病控制的挑战和影响”的相关报告及讨论。第三天的主题为“热带病控制和消除的新策

和新技术”，主要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控制和消除人类血吸虫病指南介绍、大数据及人工智能

热带病控制中的应用、全健康的经济评价与实践、全健康方法在媒传热带疾病控制中的应

后Covid-19时代的热带病控制与创新的讨论等内容。该培训班为全球热带病防治专家及

员提供了信息分享、学习、讨论和合作的平台，为进一步加强澜湄区域热带病防控能力，

有效构建“热带病防治澜湄联合实验室”打下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将中国的经验、技术、理

输出，形成国际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