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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刘珏，博士，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染病防控与

管理、传染病流行病学、妇幼健康、健康大数据研究及应用。主持科技部传染病防治科技重

大专项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项目等项

目 9 项，参与科技部十二五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 10 余项。近五年发表论文

90 余篇，研究成果（第一/责任作者）发表在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IF: 24.446）, Lancet 
global health（IF: 21.597）、GUT（IF: 19.819）、Bull World Health Organ（IF:6.96）等国际知名

期刊。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全国高等学校医学研究

生国家级规划教材《医学科研方法学（第三版）》编书秘书及编委；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预防母婴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软组织肿瘤分会青年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大数据工作委员会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科技管理与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妇幼健康研究会生育调控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预防医学会卫生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

《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通讯编委、《中国病毒病杂志》青年编委、《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外

部编辑、《World Journal of Diabetes》编委。担任 Lancet、Lancet global health、Hepatology、
Clinical Epidemiology、Annals of epidemiology、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等杂志审稿

人。获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2020 年），第 34 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2020 年）、北京大

学王选青年学者奖（2020 年）、2019 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第二完成人）、

2019 年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第二完成人）、北京大学优秀 SCI 论文、北京大学

学术创新奖、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奖励。 
 

主要研究方向 

传染病防控与管理、传染病流行病学、妇幼健康、健康大数据研究及应用 
 

代表性科研项目  

1.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新型冠状病

毒传播的流行病学及防控策略评价研究”子课题，2020-03 至 2020-12，主持 
2.科技部，“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基于核酸检测技术的病

毒性肝炎、艾滋病、结核等传染病检测系列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子课题，2020-01 至 2021-
12，主持。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卫生风险防范及其模式创新研究，

2020-01 至 2024-12，参与。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数据驱动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整合型乙肝防治策略建立与实

证研究，2019.1-2022.12，参与。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孕前 BMI、孕期增重与 AHSG/RBP4/FABP4 在妊娠

糖尿病发病中作用的前瞻性队列研究，2018.1-2020.12，主持。 
6.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项目，家庭、社区托育点标准及管理规范制定，2019-6 至 2020-
4，主持。 
7.公司合作，Research on Appropriate Preventive Anti-Epidemic Measures for COVID-19 Based on 
Cruise Ship Environment，2021.1-2021.5，主持。 
8.北京大学优博培育计划项目，妇女及儿童相关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影响因素及防控措施研

究，2016.8-2019.12，主持。 
9.科技部十二五重大专项课题，我国艾滋病流行趋势、疫情评估和预测数学模型研究，2012.1-
2015.12，参与。 
10.国家科技部 863 项目，社区发热和腹泻症状的早期识别和预警适宜技术研究,2008.12-
2012.12，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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