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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疫苗接种大大降低了传染性疾病的负累。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仅有洁净水可在降低传染性疾病负

累方面起到比疫苗更显著的作用。为了降低疫苗可预防疾病带来的死亡率，疫苗覆盖率，即接种

某种疫苗的人群比例，必须得到提高。尽管疫苗接种十分重要，但是在许多资源贫乏的环境下，

疫苗覆盖率仍然低得无法接受，有时甚至低至个位数。只要更好地利用（医疗中心、医院、外展/
流动服务等）现有的疫苗接种网点，减少错失疫苗接种的机会，将很可能提高免疫覆盖率。但是，

许多疫苗接种需要一系列医疗中心互动，而且提高覆盖率不仅仅是确保第一剂的高覆盖率。 

疫苗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接种时机，过早、推迟或者没有按照建议接种都无法达到最优效果。为了

最大程度地防止疫苗可预防疾病，儿童应在建议的间隔时段接受全面免疫。即便覆盖率逐渐提高，

延迟接种疫苗还是增加了人口中未受保护的儿童数量。这在引入新疫苗时尤其成问题。不过，有

少数经过检验、证实有效的方法可提高常规免疫的及时性。 

挑战 

我们征求提高常规免疫及时性的创新设想。我们尤其需要提出创新方法的申请，这些方法能成功

提高及时性，同时降低错失疫苗接种的机会，尊重性别和权益平等，面向难以覆盖的人群，例如

游牧或偏远人群。成功的提案应在申请中包含对方法设计和初步试验的详细说明。应在第 1 阶段

评估提高及时性的提议方法的有效性，如果获得后续资金，应在第 2 阶段评估一个阐述该方法对

疫苗及时性、全面性和覆盖率影响的明确计划。  

我们期待的提案：  

成功提案应包括：  

• 一个明确假设，该假设支持提高及时性和改进及时性记录的提议方法（例如通过女性/儿
童建卡、通过可以跟踪已接种疫苗的女性/儿童个人姓名的医疗机构注册）；  

•  采用现有衡量指标，对提高及时性的方法进行有效性评估的计划； 
• 设计简介，概括介绍提高有效性的提议方法；以及 
• 如果给予第 2 阶段资金，还需包括一个评估计划，以评估该方法对全面性和覆盖率的影响。  

此外，我们还将考虑这样的提案，即：能够确定并检验在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提高疫苗及时性的

方法，从而支持： 

• 想要克服常规免疫及时性和全面性障碍的母亲和家庭； 

http://www.who.int/bulletin/volumes/86/2/07-040089.pdf


• 涉及以现有系统为基础、打破或改造现有系统的创新。成功的提案应说明如何在现有卫生

系统内进行运作的方法，或者卫生系统需要进行什么改革，才能使其方法奏效；以及 
• 能够对及时性有改造性地提高而不是逐渐地提高，且可在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开展并扩大规

模的项目。 

以下提案恕不考虑： 

• 创新设想没有明确阐述且可检验的方法； 
• 与低收入环境没有直接关联的方法； 
• 无法在探索大挑战第一阶段奖金范围内（18 个月 100,000 美元）证明其概念验证的方法； 
• 对现有研究的二次分析或系统性回顾疫苗及时性、全面性或覆盖率的方法； 
• 没有明确考虑资源贫乏的医疗卫生环境下，现有金融系统和基础设施现状的概念验证研究。

例如，需要使用昂贵的设备检验或在身份证拥有率很低的国家要求人们使用政府颁发的身

份证的设想； 
• 完全避开公共部门的方法； 
• 有重大数据安全风险的方法（对于移动解决方案，这些风险不得高于发达国家移动支付系

统固有的相关风险）； 
• 需要捐赠方长期资金支持才能维持的方法；或 
• 重复传统方法，没有新应用的创新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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