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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国人碘安全摄入水平与个体碘营养评价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天津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张万起教授团队承续我校老校长朱宪彝教授在碘缺乏病防治和碘营养改善的研究

工作，二十余年致力于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的基础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

标准、指南和碘营养测评技术。主持修订 2013 版《中国居民膳食碘参考摄入量》

标准，后续形成国家卫生行业标准（WS/T578.3-2017—碘元素），并参与编写首

部《中国居民补碘指南》。系列成果被 WHO 等多家专业机构在制订标准、指南和风

险评估中引用。为满足新时期公众更高的健康诉求，该团队在个体精准碘营养评价

方法上积极探索，获得专利、软著等多项成果。主动应对社会公众对食盐补碘的疑

惑积极开展微信科普宣传。研究结果为“减盐”与“食盐补碘”两大公共卫生政策协调做

出了重要贡献，助力实现全民精准科学补碘。

项目简介

    缺乏“国人碘安全摄入水平数据”和“个体碘营养精准评价方法”是目前食盐加碘策略

和实现全民碘营养健康面临的主要挑战。本项目在不同人群碘安全摄入水平基础研

究与应用中取得了系列进展。第一部分：不同人群碘 DRIs 的研究及标准制定：1.成

人碘可耐受最高摄入量（UL）：历时 8 年开展成人双盲随机对照（RCT）实验，得

到我国成人最高碘安全摄入水平。2.孕妇碘安全摄入水平：发现我国高水碘暴露孕

妇尿碘浓度大于 250μg/L 时，亚甲减发病率增加。3.儿童碘安全摄入水平：累计开

展 3000 余名高水碘地区儿童流行病学调查，得到我国 7-10岁和 11-14岁儿童碘安

全摄入水平为 250μg/d和 300μg/d。推广应用：1.主持修订 2013 版《中国居民膳

食碘参考摄入量》标准。2.后续形成国家卫生行业标准（WS/T578.3-2017—碘元

素）。3.参编完成我国首部《中国居民补碘指南》。4.研究结果为两次“中国居民膳

食碘风险评估”提供重要研究数据支撑。第二部分：个体碘营养评价指标的研究：探

讨了尿碘、尿肌酐、甲状腺功能、碘专用食物频率问卷 I-FFQ评价个体碘营养的应用，

为精准碘营养评价提供了更多方法。推广应用：基于 I-FFQ构建了“互联网+”个体化

碘营养评价体系，实现科学补碘的新途径。以上研究结果服务于协调“减盐”与“食盐

补碘”两大公共卫生策略，为保证居民碘营养适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现途径。

发表科研论文多篇，系列成果被 WHO、国际碘营养联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

国甲状腺学会、欧洲甲状腺学会、中国营养学会和国家卫健委等专业机构在制订标

准、指南和风险评估中引用。2013 版《中国居民膳食碘参考摄入量》标准、《中国

居民补碘指南》等成果被国家卫健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地病中心等多

个政府、学会应用。“互联网+”个体化碘营养评价体系已在天津、山东等地进行了推

广应用。创新点：1.成人 RCT 研究较美国同类研究的 8倍志愿者、4倍剂量分组和 2

倍观察周期，得出国人证据度更高的碘安全水平数据；2.孕妇儿童研究克服特殊人

群伦理研究限制，利用了我国自然暴露高水碘现场，得到了首个孕妇和国际首个儿

童碘安全摄入水平；3.首次采用循证营养方法对我国 2013 版碘 DRIs 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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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职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负责全部研究设计、实施、分析和总结，

对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及个体碘营养评价指标研究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碘 DRIs

标准与补碘指南。对“主要科学发现、科技发明或技术创新”所有内容均作出了重大

贡献。

姓名：沈钧

排名：2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部分研究组织实施、实验室质控、部分实验结果分析和总结，

在成人补碘实验和孕妇、儿童流行病学调查中参与了调查对象样品的采集和测定，

对“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技术创新”中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的 1、2、3、4部

分作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桑仲娜

排名：3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部分研究实施、实验结果分析，在成人补碘实验和孕妇、儿

童的流行病学调查中组织和协调调查对象的采集和测定工作，并为多篇代表性论文

的第一作者，对"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技术创新"中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方面

第 1、2、3、4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谭龙

排名：4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部分研究设计并组织实施、实验结果分析和软件著作的申报

等，具体工作包括成人补碘实验、孕妇和儿童碘营养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软件著作

的申报，对“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技术创新”中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中的

1、2、3 及个人碘营养评价指标第 1、2、3、4、5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陈雯

排名：5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部分研究组织实施、实验结果分析和总结，DIRs 修订，参与

项目中食物碘含量的测定，参与多篇代表性论文的撰写，对“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



技术创新”中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中的 2、3点及 DRIs 修订和个人碘营养评价

指标研究中第 1、2、3、4、5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蒋雯

排名：6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所长

工作单位：山东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提供山东水碘数据，在儿童、孕妇项目的流行病学调查中负责现

场选择及组织协调调查对象的采集工作，对“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技术创新”中不

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中第 2、3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陈利琴

排名：7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碘元素与部分神经递质的富集分析及国家发明专利申报，对

“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技术创新”中个人碘营养评价指标研究中的第 3点作出了重

大贡献。

姓名：邵平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我市妇幼体系中协调调查现场工作的开展，对“主要科技发现、

发明或技术创新”中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中第 2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郭文星

排名：9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部分研究实施、实验结果分析，对“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技

术创新”中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中第 1、2、3点作出了重大贡献和个人碘营养

评价指标研究中第 1、2、3、5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潘子赟

排名：10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部分研究实施、实验结果分析，为部分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

者，对“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技术创新”中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中第 1、2、3



点和个人碘营养评价指标研究中第 1、2、3、5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王崇丹

排名：11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妇产科主任

工作单位：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妇产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天津市妇幼体系中协调调查现场工作的开展，配合招募研究对

象及生物样品检测工作。对“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部分中不同人群

碘 DRIs 的研究及标准制定方面的第 2点做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王晓明

排名：1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山东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部分研究实施、实验结果分析，为部分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

者，对“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技术创新”中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中第 1、2、3

点和个人碘营养评价指标研究中第 2点作出了重大贡献。作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王伟

排名：13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讲师

工作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部分研究实施、实验结果分析，为部分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

者，对“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技术创新”中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中第 1、2、3

点和个人碘营养评价指标研究中第 1、2、3、5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崔庭凯

排名：14

职称：讲师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部分研究实施、实验结果分析，为部分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

者，对“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技术创新”中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中第 1、2、3

点和个人碘营养评价指标研究中第 1、2、5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姓名：高敏

排名：15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其他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部分研究实施、实验结果分析，对“主要科技发现、发明或技

术创新”中不同人群碘安全水平研究中第 1、2、3点和个人碘营养评价指标研究中



第 1、2、5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主 要完

成 单 位

情况

单位名称：天津医科大学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天津医科大学作为本成果的主要依托单位，为本成果的实施提供

了重要的支持，在硬件和软件方面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其主要贡献包括：提供良好

的科研资源、科研环境及其他支撑条件，并为研究人员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工

作环境，定期检查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帮助解决项目进展中出现的各种困难、

问题，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及学术交流等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

单位名称：山东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提供山东水碘数据，在儿童、孕妇项目的流行病学调查中负责现

场选择及组织协调调查对象的采集工作。

单位名称：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天津市妇幼体系中协调调查现场工作的开展，配合招募研究对

象及生物样品检测工作。

单位名称：天津市塘沽区妇幼保健院

排名：4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部分研究实施工作，在孕妇项目的流行病学调查中负责提供

了调查地点、负责招募研究对象、协调项目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