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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 12：00，CCTV12《生命线》栏目播出了“医心向党｜徐建国：面对疫情，

中国如何应对一次次挑战？”的节目，央视频、央视网、健康中国等平台同步播出。节

目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讲述了中国疾控人的奋斗故事。

鼠疫，甲类传染病中的“一号病”

鼠疫的危害有多大？鼠疫是一种严重

危害人类生命的急性传染病，是世界三大

检疫传染病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

从 1644-1899 年间，我国鼠疫发病

人数高达 144 万，死亡 137 万余人。1910

年末至 1911 年 3 月，我国近代史上最大

的一次鼠疫发生了，疫情首先发生在满洲

里，很快传播到哈尔滨，蔓延东北全境。

死亡 6万余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 年 7 月，内

蒙古发生了鼠疫， 10 月 25 日蔓延到张

家口，有疫区不断扩大和向首都蔓延的趋

势。

党中央迅速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和

中央防疫总队，响应及时、科学决策、措

施得力，动员群众，预防为主，抗击鼠疫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新中国经受住了第一

次重大传染病的严峻考验，这场斗争为新

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提供了值得借鉴和

学习的经验和启示。

医心向党｜徐建国：面对疫情，中国如何应对一次次挑战？

党建动态

传染病形势严峻，给中国人民的生命

健康造成重大损失，也影响到社会经济发

展。为了贯彻预防为主卫生的工作方针，

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预防和控制鼠疫、

霍乱等重大传染病疫情，1952 年 5 月，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掀起“爱国卫生

运动”高潮。

在预防控制传染病、保护人民生命健

康的斗争中，以纪树立为代表的老一代科

学家，把鼠疫防治与研究作为他们毕生的

事业，勤勤恳恳、奋斗一生。

年近七旬，他依然奋斗在卫生防疫的

一线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中央防疫委员会、

中央防疫总队、省地县防疫站为代表的防

疫机构的建立，拉开了新中国卫生防疫事

业的序幕，为我国传染病防控事业做出了

突出贡献。

徐建国，作为医学微生物学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40 多年来，他的名字和中

国传染病防控事业紧密关联在一起。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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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9 日至 12 日，由中国微

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业委

员会和重庆微生物学会共同主办的“2021

微生物与人体健康学术研讨会”在重庆

市渝北区重庆天来大酒店胜利召开。来

自全国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医院的代表 210 余人参加

了本次大会。会议共收到投稿论文 78 篇，

遴选了 16 篇进行大会交流。

本次会议围绕微生物与人体健康，特

别是临床感染性疾病诊疗和研究的新进

展、新形势及新挑战等主题展开了充分

交流和深度探讨。7 月 10 日上午 8:30，

专委会秘书陆军军医大学饶贤才教授主

2021 微生物与人体健康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持大会开幕式，专委会主任委员胡福泉

教授致开幕词，在对中国微生物学会、

专委会发展历史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做

了本届专委会的工作报告，得到与会代

表的一致认可。在开幕式上，还进行了

第十二届专委会的改选工作，改选的

投票、监票、计票由大会推选的总监票

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生陈则研究员

主持。开幕式后，新一届专委会主任委

员，上海交通大学郭晓奎教授以“噬菌

体、噬菌体组与健康”为题拉开了大会

报告的序幕，郭教授从大健康角度，结

合所在课题组研究成果，深入阐述了噬

菌体对健康的影响，受到参会者的一致

会议纪要

年后，为了迎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挑战，

徐建国院士带领疾控人员建立 80 多种病

原体检测技术和试剂储备。依靠这些技术

和人才储备，他们在突发不明原因的疫情

发生时，能够及时准确鉴定病原体，发挥

一锤定音作用，有效迎战了人感染猪链球

菌病等多次疫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国建立了坚强有效的卫生抗疫体系，

实现了政府主导、科学防疫、全民参与、

群防群治，逐渐构筑起严密的抗疫防线。

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一支遍布全国

的、能征善战的、斗志昂扬、技术精良、

经验丰富、勇于奉献的防疫专业队伍，积

极应对每一次疫情的挑战。中国人民不断

“抗疫”的历史，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不

断强大的时代缩影。我们要开拓创新、主

动出击、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发传染病

的挑战，把传染病的危害降到最小，为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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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解放军总医院沈定霞教授、军事

医学研究院周冬生研究员、中科院上海

巴斯德研究所陈昌斌研究员、陆军军医

大学饶贤才教授、贵州医科大学康颖倩

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钟照华教授、扬

州大学殷月兰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欧阳

松应教授、成都医学院贾旭教授、空军

军医大学柏银兰副教授、扬州大学李求

春副教授、贵州衣壳大学崔古贞副教授、

陆军军医大学李倩副教授等先后做了大

会报告；大会还邀请了 Front Microbiol

编辑部张严予博士就如何在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成功发表文章进行了系统介

绍，给与会者以新的启迪。大会报告精

彩纷呈，时间紧凑，内容丰富、详实，

既涉及微生物感染的临床检验与诊疗，

也涵盖了微生物致病与防护的基础研究，

既涉及“白酒对肠道微生态及脏器功能

影响”，也涉猎学科前沿“巨型病毒与

噬病毒体”等知识的传播，可谓基础与

临床相结合，理论与实践共发展。

7 月 11 日上午，专委会各学组进行

了交流，新当选的专委会委员在天来大

酒店三楼贵宾厅举行了第一次全会，选

举产生了副主任委员，与会委员在相互

介绍的基础上，还就专委会未来 5 年的

发展进行了深入讨论，为今后专委会的

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与免

疫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普通微生物学专

业委员会、农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微生物教学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大学生

物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贵州师

范大学、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省微

生物学会承办的“第十八届全国微生物

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 -8 月 2 日在贵州省贵

第十八届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会
会议纪要

阳市圆满召开。

本次会议有来自全国 26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企

业的 200 多名专家和代表参加，共收到

会议论文、摘要72篇，编印了论文摘要集。

研讨会首先举行了开幕式，由黔南民

族师范学院副校长翁庆北教授主持。贵

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乙引教授代表承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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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致辞，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教学工

作委员会主任陈向东教授、普通微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李越中教授和农业微

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孙明教授代表

主办单位致辞。

研讨会邀请20位专家做了大会报告。

7 月 31 日上午，浙江大学华跃进教授分

享了耐辐射奇球菌的极端辐射抗性与高

效 DNA 损伤修复机制；华中农业大学孙

明教授分享了学科交叉融合促进研究生

微生物教学；武汉大学陈向东教授谈了

微生物学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的个人体

会；山东大学李盛英教授向大会报告了

微生物细胞色素 P450 酶的机构和功能；

上海交通大学陈峰教授与参会代表探讨

了教学质量的革命——什么样的课程才

是一流课程？；8 月 1 日上午武汉大学唐

晓峰教授分享了体验”和探索微生物的

世界——结合信息技术，推动课程教学

质量革命；云南农业大学闫刘雅婷教授

分享了《微生物学》（双语）课程创新

教育探索与实践；华南理工大学任源教

授分享了《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全英文

线下一流课程的设计及教学实践；山东

师范大学戴美学教授分享了“《微生物学》

混合式课程建设的一点体会”；华中科

技大学范雄林教授分享了《医学微生物

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与实践。

华中农业大学何进教授结合自己的科研

经历，介绍了从微生物学到合成生物学

的发展历程；华南师范大学张松教授报

告了智慧课堂环境下微生物学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的设计与实践；西南大学谢

建平教授以自己的教学实践介绍了对本

科生《微生物学》全英文教学的体会和

思考；8 月 1 日下午，华中农业大学陈雯

莉教授分享了打造微生物学一流课程 培

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一些个人看法；南开

大学潘皎副教授介绍了“微生物生理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的建设中的一

些经验；贵州师范大学姜山教授展示了

自己课题组关于小立宛藓和病原微生物

的互作关系中一些科研成果；华东师范

大学张美玲教授分享了微生物学类通识

课程混合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江西师

范大学龙中儿教授讲述了《微生物学》

课程“两性一度”的实现路径。南京师

范大学戴亦军教授通过录制的视频分享

了他在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微生物学

模块化实验》的建设与实践的一些成果；

此外，除了大会报告，大会还设立了

三个分会报告和一个青年论坛，一共有

32 位代表及研究生展示了他们在微生物

学教学改革、教材建设、科学研究以及

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报告内

容丰富，学术水平较高，会场现场提问

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厚。

研讨会最后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推

选出下一届研讨会的承办单位为吉林农

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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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组织工作严密、细致、认真、

精心，会务工作人员热情、周到、负责。

与会代表认为本次研讨会为大家提供了

很好的研讨、交流平台，收获甚多。研

讨会达到预期目的，圆满成功。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贵州师范大学、贵

州省微生物学会、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的

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教学工作委

员会 供稿）

2021 年 9 月 26-28 日，“第十四届全

国病毒学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武汉现代病

毒学国际研讨会”在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

心顺利举办 , 大会参会人数超过一千人。

本届大会由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微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中华

医学会医学病毒学分会主办。饶子和院士、

舒红兵院士、高福院士、陈化兰院士、郭

德银教授、袁正宏教授、石正丽教授、黄

爱龙教授等专家受邀进行了大会报告，同

时本届大会也特邀了 Micheal Diamond、

Stanley Perlman、荣立军、郑志明、陆蒙

吉等国外学者做专题报告。所有会议报告

分为四个主题在三个分会场分别举行，其

中包括：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病毒致病

机理与免疫、诊断技术疫苗与抗病毒药物、

病毒遗传多样性与进化等方向，共有 80

多场精彩报告和近 100 份壁报展示。

第十四届全国病毒学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武汉现代病毒学
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

在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形式

下，本届病毒学大会的胜利召开，充分展

示了我国科学家在人类抗病毒领域做出的

突出贡献，为解决疫情难题提供了全面的

科研思路，为全球抗疫成功的道路指明了

方向。本届大会大伽云集，精彩纷呈，为

国内外专家学者和青年研究人员提供了良

好的交流平台，也是为建党百年纪念的一

份献礼。

此外，在本届大会期间召开的中国微

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上进

行了委员换届，推举了袁正宏教授作为新

一届病毒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感

谢了郭德银主任委员和老委员们多年来对

学会和中国病毒学的发展作出的突出贡

献。

为了加大对青年学子的激励，会议遴

选了 “优秀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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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中国微生物学会接到中

国科协生命科学联合体转发的中国科协

办公厅有关通知。通知提到，中国科协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科协十大精神，进

一步提高中国科协决策信息质量，更好

的服务党和国家科学决策，面向各学会

征集 2021 年度决策信息选题，征集时间

截止到 9 月 8 日。当日，学会办公室向

学会常务理事和十大代表转发该通知，

学会组织专家撰写 2021 年度决策信息选题

多位专家积极撰写了政策建议。经报送

中国科协初审，杨谦教授的选题“攻坚

卡脖子生物技术 助力我国生态文明 如期

实现碳中和”被遴选为重点决策信息选

题，将参加下一步的遴选。

杨谦教授是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

和黑龙江省推选的中国科协十大代表。

最终被中国科协选定的决策信息成果

将会呈送中央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

简  讯

2021 年 9 月 16 日，新学期刚刚开始，

应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的邀请，经

中国科学院行管局老师联系，受中国科

学院老科学家科普团演讲图案的委派，

中国微生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

员杨海花研究员来到学校，为高一的同

学们做了一场微生物主题的科普讲座。

朴素的校园隐藏在居民小区里，简普但

整洁的报告厅在学校进门的位置。听课

的是 115 名高一的同学，他们求知欲强、

微生物科普讲座走进中科院附属学校

充满活力，但也善于管理自己。一个多

小时的讲座，同学们凝神静听，20 多分

钟的互动时间，同学们从开始的羞涩腼

腆不敢提问到争相举手发言，问题既有

对讲座本身所涉及的知识点和科学奥秘

的探究，又有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质

询和探讨。这场讲座开拓了在座同学和

老师的科学视野，激发了他们对生物学

和微生物学的兴趣。在互动交流中授课

老师了解到，这所学校目前只有高一和

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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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现学会服务创新驱动的目标，调

动会员从事微生物学科学研究和技术开

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表彰奖励成绩突出

的个人，陕西省微生物学会于 2020 年 11

月设立科学技术奖并制定评选办法。

今年 8 月，学会启动首届科技奖的申

报、评审工作。经项目申报、资格审查、

会议评审、结果公示及常务理事会表决通

过，空军军医大学张芳琳等申报的《急性

病毒病感染致病机制及防控关键技术研

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沈锡辉等申报的

《细菌六型分泌系统的新功能》获得陕西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设立“科学技术奖”

省微生物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陕西师范

大学孙燕等申报的《两栖类抗菌肽的构效

关系研究及抗菌肽资源开发应用》、西北

大学马艳玲等申报的《油田绿色无害化处

理技术》及西北工业大学尚晓娅等申报的

《基于植物活性多糖和寡糖天然免疫调节

剂的研制与应用》获得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科学技术二等奖。

在评奖期间，专家教授还就进一步完

善评奖办法、通过评奖活动进一步调动会

员参与学会活动的积极性等提出了意见

建议。

地方学会动态

高二，均是小班制，每个班不到30名同学，

可以明显看出这所高中部刚成立不久的

学校对同学们精心培养的成效。

2021 年 9 月 28 日，“陕西省暨西安

市 2021 年全国科普日主场示范活动”在

西安市临潼区渭北远秦双创科技园举行。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会员、西北工业大学尚

晓娅教授带领 4 名师生代表学会参加此次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组织会员参加 2021 年“全国科普日”
活动

活动。我省学会以“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

为主题，通过科普知识展板宣传、发放主

题宣传材料、现场咨询、模型展示与互动、

视频播放、有奖应答等方式，围绕肠道益

生菌群的种类及其促进机体健康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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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结构与肠道菌群的相关性、益生元

的概念及特点、益生元与人体健康的相关

性、低压低氧环境下益生元与肠道菌群的

特点等几个方面，阐述肠道菌群及益生元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制作展板、挂图 6 个，

发放宣传资料数百份。为增强宣传效果，

现场还通过游戏环节和有奖问答的形式

增加现场气氛，提高群众的参与度。活动

过程中虽然遇到下雨、降温的天气，但是

全体参会人员始终坚守岗位，热心为群众

答疑解惑，达到预期活动目标。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