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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 

填写说明 

1. 描述被推荐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

（3000 字以内），填写 2-3 项反映被推荐人系统的、创造性

的学术成就和体现重大贡献和学术水平的主要工作。说明在

学科领域所起的作用、在学术界的影响和评价，以及（或）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系统引用代表性论

著和附件 5、附件 6 等材料）。 

2. 字体格式要求：中文字体仿宋，西文字体 Times 

New Roman，字号小四，1.5 倍行距。 

3. 请在下一页方框内填写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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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桂珍研究员数十年致力于生物安全和重大传染病防控研究，是我国实验室生物

安全技术体系的主要策划和创建者，强力支撑新冠等重大疫情高效应对，为维护国家安

全做出重大贡献。现任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亚太生物安全协会主席（首位

中国籍）、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安全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女

医师协会公共卫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修订 10 部国家生物安全技术标准与行

业规范，主持国家 863 计划、重点研发计划等 12 项重大科研项目，以通讯（含共同）

作者在 Nature、Science、Cell、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Lancet 等期刊发

表论文 86 篇，代表作 SCI 他引 19353 次
附 5.1。2022 年 1 月，入选全球顶尖前 10 万科学

家（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领域国内排名第 1）。创编国内首部生物安全专业杂志 Biosafety 

& Health，主编 17 部生物安全专著。以重要合作者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省部

级科技奖 6 项。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创新争

先奖章等荣誉。 

1. 创建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体系 

针对 2004 年 SARS 实验室感染事件暴露出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体系的缺失，

通过开创性研究，系统性解决微环境污染检测和监测等关键技术瓶颈。 

1.1 创建实验室生物安全“全过程”风险量化评估与风险控制技术体系 

在实验室生物安全领域率先提出并开展风险量化研究，建立生物安全实验微环境

生物污染检测和监测技术，研发生物安全风险评估软件系统，研制集质量和生物安全一

体化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
附 3.6，附 5.4，附 5.3.2；基于以上研究，制定生物安全三

级（简称“P3”）实验室运行管理规范和 SOP，提出实验室生物安全六级分层管理模

式，构建“金字塔”式全过程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文件体系，主编首套高等级生物安全实

验室管理体系文件（约 150 万字），牵头完成我国首个 P3 实验室认证认可
附 5.5（省部级

二等奖 2 项、国家特等奖）
附 6.1，附 6.2，附 6.3。 

1.2 创建感染性物质保藏、运输及实验室活动“全链条”保障技术体系 

研发病原微生物标准化鉴定和保藏关键技术，研制菌毒种保藏管理系统，构建我国

菌毒种保藏技术体系，主导建立首个国家级菌毒种保藏中心和“1+6”国家病原微生物资

源库；针对我国感染性物质运输管理空白，建立运输包装关键技术，创建感染性物质运

输审批模式及多部门协同管理机制；基于病原微生物种类、污染对象和污染程度等，研

究建立消毒灭菌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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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创建实验室生物安全“全要素”技术标准与规范体系 

通过上述实验室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主持起草或修订《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标识》《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保藏机构设置技术规范》等 10 部技术标准与行业规范。 

创建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体系，应用于全国 70 余家 P3 实验室及海外首个固定

P3 实验室（塞拉利昂国家级生物安全培训中心和参比实验室）建设运行
附 5.3.9，实现实

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

标准体系（省部级三等奖）
附 6.5。 

2. 强力支撑新冠疫情等历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 

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体系的建立及系统应用，为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2020 年

新冠等国内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处置，2014 年埃博拉出血热、2019 年圭亚那荚膜

组织胞浆菌疫情等援外和输入性重大疫情应急处置，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9 年国庆

阅兵等重大国事活动生物安全保障任务提供强力技术支撑
附 5.3.3。尤其是，牵头构建新冠

病毒“鉴定-溯源-监测-防护”技术体系，为打赢武汉、东北、北京等疫情保卫战发挥重大

作用。 

2.1 取得新冠病毒序列测定、核酸检测试剂研发和病毒分离三大全球首创成果 

聚焦病原鉴定关键科学问题，带领团队 1 天获得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迅速锁定

病原并与国际分享数据（Lancet）
附 3.2，使世界疫苗研究提速

附 5.3.10，2 天研制核酸检测

试剂并应用一线，5 天率先成功分离毒株（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附 3.1，

建立首个动物感染模型（Nature）
附 4.1.1.3，为各国快速及时研制疫苗、药物和诊断试剂

提供根本依据附 5.2。上述成果被列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国新办）

附 5.3.13，并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百年党史展览。 

疫情之初主持完成我国《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并迅速下发一线，规

范实验活动，首创在 P2 实验室进行新冠检测“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三级防护”新模式，

成为我国新冠疫情精准高效防控保证。 

2.2 提出新冠溯源全新技术体系，主导中国新冠溯源 

科学提出动物、人群、环境、分子、大数据五条溯源技术路径
附 5.3.6，带队前往武汉、

绥芬河与北京新发地等疫情暴发地开展溯源（Nature）
附 3.3。首次从冷链物品外包装检

出并分离病毒，全球首提冷链传播引入病毒（Biosafety & Health）
附 3.4；在动物溯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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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证实猫与雪貂对病毒易感（Science）
附 4.1.1.4，为世卫组织-中国联合溯源专家组提出“冷

链引入”“动物起源”等科学结论提供有力支撑
附 5.3.1，附 5.3.12。 

2.3 科学揭示新冠病毒变异规律，明确其对疫苗接种效果等的影响 

构建全球新冠病毒基因组变异监测系统，揭示变异株生物学特性，评估对疫苗防

护、药物治疗等效果的影响（Cell） 附 4.1.1.14，附件 5.3.11，明确我国疫苗对变异株的有效性、

安全性，为我国新冠疫苗序贯免疫、变异株疫苗迭代研发等防控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技

术支撑
附 5.3.7-8。 

2.4 主持全球首个新冠灭活疫苗临床前研发与 I/II 期临床试验，牵头起草疫苗生产

车间生物安全标准，支撑并实现灭活疫苗全球率先上市 

在新冠疫苗研发生产中创新生物安全技术体系应用，解决新冠灭活疫苗种子选育、

病毒灭活和规模生产等系统性技术难题，鉴定疫苗生产用敏感细胞，选育疫苗原始种子

株，主持全球首个新冠灭活疫苗 I/II 期临床试验（Cell）
附 4.1.1.5，联合开展 III 期临床试

验，已在全球接种数十亿剂次。 

疫情早期，创新性将 P3 实验室转化为临时性疫苗生产车间，突破 P3 实验室中篮

式反应器超高密度培养、病毒快速适应性传代与滴度测定等重大技术难题，全球首次在

P3 实验室进行新冠灭活疫苗大规模制备及纯化探索研究并取得成功，科学化解巨大生

物安全风险，为疫苗尽早上市争取数月时间，促成我国新冠疫苗跻身世界第一梯队。牵

头起草《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通用要求》，建立首个新冠疫苗生产设施标准及生物安

全体系文件，保障新冠灭活疫苗规模化生产
附 5.3.2，附 5.3.5。该设施可为应对潜在的生物战、

生物恐怖袭击提供关键战略支撑。 

3. 创新丰富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规划实施体系 

实验室生物安全是国家生物安全重要组成。通过数十年实验室生物安全研究及实

践，为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规划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3.1 主编系列专著，创办我国首个生物安全专业英文期刊，强力推动生物安全学科

发展 

主编我国首部《国家生物安全学》（约 200 万字）附 3.7、首部《实验室生物安全手

册》
附 3.8，以及国内首部集实时培训与考核为一体的《实验室生物安全 DVD 教材》

附 3.9

等系列专著，为数万个实验室累计培训数十万人次；创办我国首个生物安全专业英文期

刊 Biosafety & Health 并担任主编，创刊三年 CiteScore 达 6.7，已具备广泛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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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提升我国生物安全国际地位 

作为我国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后选派的首批专家，深度参与公约核查议定书

谈判对策制定，引导国际学术界认可和支持生物安全领域“中国倡议”；2019 年就任并

于 2021 连任亚太生物安全协会主席，大幅提升我国生物安全治理国际话语权
附 5.3.1。 

3.3 深入参与顶层设计，推动国家生物安全布局优化升级 

作为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国家生物安全领域重

大举措提供咨询
附 3.5，附 3.1，附 5.3.1，提出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建设的相关建议，

被中央领导有关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重要讲话所采纳
附 5.3.4；作为重要审

议人，参编首部《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国家生物安全政策》《生物安全法》
附 5.3.2。 

 

武桂珍同志政治立场坚定、治学严谨、敦本务实，怀着对生物安全事业炽热的情怀，

数十年潜心研究、殚精竭虑、守正创新，是享誉国内外顶尖生物安全专家，为维护国家

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