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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及健康管理平台建设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广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我国是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糖尿病并发症高发，为社会家庭造成沉重负

担。本项目以糖尿病及常见并发症—视网膜病变（DR）的防治与监测为切入点，发

现了 DR 相关内皮损伤的机制和药物作用可能靶点、优化血糖管理和降低血管并发症

风险的降糖方案、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新诊断指标；通过“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方式，

构建糖尿病社区互联网健康管理平台，开展了全科医生、护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

底筛查管理培训课程和糖尿病知识及进展宣教；开发社区免散瞳眼底照相技术应用

系统、基层医务人员操作的可视化的免散瞳眼底照相机，搭建眼底影像云平台，首

创以 ETDRS 的定义级分级标准作为参考，根据患者病变程度不同及眼底影像采集方

式进行分级阅片的模式，以及眼底阅片分级质量控制技术，发布了《糖尿病性视网

膜病变眼底照相阅片中心建设规范》，实现了基层照相、远程阅片及出具诊断报告，

构建形成了“国际标准—国内最佳实践—发展中国家操作规范—示范推广”的国际标准

转化模式。通过该项目对 12 个省 76 个市（县）的近 10 万名成年 2 型糖尿病患者

开展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流行病学研究。目前，利用该项目建立的眼底照相图片

库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件对糖尿病筛查的有效率和准确率达 93%。项目对于加快推进

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于临床一线，惠泽更多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

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糖尿病防控形势日益严峻，本项目结合慢病防控发展策略以及社区特点，研究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机制和靶点、优化降糖方案、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新诊断指标等，

并推进区域的健康医疗资源产学研的深度对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1）项目

开发了一套社区免散瞳眼底照相技术的应用系统，并顺利搭建完成眼底影像云平台，

制定了 ETDRS 的 DR 分级标准，社区筛查指南和应用规范；（2）已在广州市内 15

家医疗机构（包括三级、二级、一级）、全国 100 多家社区医疗机构进行眼底照相

试点，为社区提供 300 万元的免散瞳眼底照相设备、开展了 8万多人次的眼底免费

筛查和健康教育、为试点社区全科医生提供继续教育培训；（3）建立了目前国内最

大的社区糖网眼底影像库，初步开发了糖网社区人工智能（AI）质控和阅片算法，

建立了基层医院与区域医院、三级综合医院的阅片机制和合作渠道，实现了基层照

相、远程阅片，出具诊断报告，构建了分级协同的互联网社区慢病服务模式和应用

导向的国际标准转化国内实践模式。

主要科学发现点：

发现点 1：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损伤机制与靶点

            确认 DR 的外周血炎症标志物 PEDF，发现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参与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DR）的关系及其参与视网膜内皮细胞损伤的机制，为舒洛地特或通

心络等也药物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提供了可能靶点。

发现点 2：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新诊断指标

            研究 HbA1c和颈围分别在糖尿病、代谢综合征诊断中的价值，并确定适用

于中国 50岁以上社区人群的最佳阈值。

发现点 3：优化降糖方案

            选择最佳的药物组合，减少血糖波动、降低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风险：血糖

波动可独立预测 HbA1c控制良好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十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基

础胰岛素联合口服药物有利于减少血糖波动）。

主要发明点：

       发明点 1：免散瞳眼底照相机辅助受力检查装置

       发明点 2：眼底图片分级系统

主要创新点：

       创新点 1：眼底影像的第三方分级阅片模式及基于眼底影像结果的上下级双相

转诊

            阅片首创以 ETDRS 的定义级分级标准作为参考，基于国际临床 DR 和国际临

床 DME严重程度分级的 DR 分类标准，进行分级阅片。

       创新点 2：眼底阅片分级质量控制技术

            采用抽样复读的方法进行质量控制管理，包括一级质控管理（双盲阅片质

控），指对所有医生的阅片进行 15%随机抽样，质控阅片医生进行双盲复读；二级

质控阅片（会诊阅片质控），指对阅片结果与质控阅片不一致的案例，系统自动提

交二级阅片质控。一级、二级阅片质量达不到要求的医生将取消阅片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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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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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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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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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4

眼底拍照映像传输系统

[简称：影像传输系

统]V1.0

无

8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18SR373

834

201

7-

09-

01

基于临床科室对患者的

管理和跟踪随访系统

（ISO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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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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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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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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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

2012;

14(1):

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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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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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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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cated

haemoglobinA？c for

diagnosing diabetes

in Chines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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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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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crinol

(Oxf)

2014;

80(5):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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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曾龙驿 4 6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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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 Clin

Pract

2015;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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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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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in

metabolic control

than acarbose in

aged typ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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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dequately

controll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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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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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o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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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Diabetes

Ther.

2018;

9(3):9

63-

971

3.17

9
陈燕铭 0 0

否

9

Utility of Neck

Circumference for

Identifying Metabolic

Syndrome by

Different Definitions

in Chinese Subjects

over 50 Years Old: A

Community-Based

Study.

J Diabetes

Res.

2018;

2018:

37089

39

2.96

5
 曾龙驿 4 4

否

10 Glycemic variability

evaluated by

Clin Chim

Acta.

2016;

461:1

2.61

5

陈燕铭 25 28 否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is

associated with the

10-y cardiovascular

risk of diabetic

patients with well-

controlled HbA1c.

46-

150

11

活化转录因子4 参

与高糖诱导的人视网

膜微血管内皮细胞炎

症.

新医学

2017,

48(7):

455-

460

0 陈燕铭 0 1

否

12

舒洛地特对高糖诱导

的人视网膜微血管内

皮细胞功能紊乱的作

用及其机制.

中山大学学

报(医学科

学版)

 2016,

37(3):

376-

383

0 陈燕铭 0 4

否

13

外周血单核细胞表达

PEDF在 2 型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中的意义.

中山大学学

报(医学科

学版)

2015,

36(1):

114-

119

0 陈燕铭 0 9

否

14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患者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中 PEDF与 TNF-

α水平的变化

中国病理生

理杂志

2014,

30(2):

308-

312

0 陈燕铭 0 13

否

15
血糖波动对糖尿病微

血管病变的影响

中华内分泌

代谢杂志

2016,

32:79

5-798

0 陈燕铭 0 28

否

16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患者血清炎症因子

和脂联素水平的变化.

中国病理生

理杂志

2011,

27(6):

1154-

1158

0 曾龙驿 0 40

否

17

通心络对同型半胱氨

酸损伤的内皮细胞的

基因表达谱的影响

中国病理生

理杂志

2011,

27(1):

42-47

0 钱孝贤 0 35

否

18

糖尿病患者移动医疗

服务的使用意愿及其

影响因素调查

中国全科医

学

2017,

20(13)

:1619-

1625.

0 张容瑜 0 24

否

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姓名：陈燕铭

排名：1



况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负责人提出了本项研究的整体计划，主持了项目的总体

实施，参加了项目的主要研究工作.是第 1、2篇代表性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第

15-17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第8、10、11-15篇代表论文的通讯作者，第

3、5、6篇代表论文的主要作者；是发现点 1、3 的主要完成人，创新点 1、2 的主

要指导者，是本项研究的领导者和最主要贡献人。从事本项研究占本人工作量的

60%以上。

姓名：张容瑜

排名：2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首席卫生事务官

工作单位：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对硬件技术的创新以及糖尿病社区互联网健康管理模式的创

新的主要研究者，是创新点 1、2 的主要执行和参与者，是第 1-3 发明专利的第一

发明人，1-4、1-5、1-6 和 1-7 项软件著作权的主要开发者，是第 19篇代表性论文

的通讯作者。从事本项研究占本人工作量的 50%以上。

姓名：穆攀伟

排名：3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第 3、8代表论文的第一作者，第 6篇代表论文的通讯作者，

第4、5、7、9、10、13-15篇代表论文的主要作者；发现点 3 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主要完成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优化治疗方案的系列临床研究。

姓名：林硕

排名：4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第5、7、9篇代表论文的第一作者，第 6篇代表论文的并列第一

作者，第8、10 代表论文的主要作者，是发现点 2 的主要完成人。明确了颈围

（NC）可作为一个有用工具诊断代谢综合征和预测评价多发性血管硬化，以及

HbA1c在中国 50岁以上社区人群糖尿病诊断中的价值。

姓名：何志辉

排名：5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室主任

工作单位：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软件著作 1-8、1-9 的主要开发者，是创新点,1、2 的参与者。主

要贡献在于开发基于临床科室对患者的管理和跟踪随访系统，促进基层糖尿病患者

管理。

姓名：钱仕雄

排名：6

职称：主管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发明点的完成人，1-1 发明专利和 1-2 实用新型专利的第一

发明人，创新点 1、2 的参与人。开发了辅助受力机构及含有该辅助受力机构的检

查装置，搭载到免散瞳眼底照相机，非常适合基层医生学习和使用。

姓名：唐喜香

排名：7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第 10篇代表论文的第一作者，第 11-16篇代表论文的主要作者；

是发现点 1、3 的主要参与完成人。主要贡献在于与明确了 HbA1c波动对糖尿病心

脑血管病变风险的预测作用，发现高糖诱导炎症对视网膜血管内皮的损伤作用和机

制。

姓名：曾龙驿

排名：8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学科带头人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第4篇代表论文的第一作者，第 3、5、7、9 代表论文的通讯作

者；是发现点 2 的主要指导者和参与完成人。引领和指导完成中国 50岁以上社区

人群HbA1c诊断糖尿病、颈围评判代谢综合征、初诊断 2 型糖尿病胰岛素优化治疗

方案等的系列临床研究。

姓名：邓娟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第 18代表论文的主要作者，是创新点 1、2 的指导者和参与者。

参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炎症的相关性研究，以及指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社区筛

查。

姓名：邓雪晖

排名：10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门诊负责人

工作单位：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 1-3 发明专利的第三完成人。参与健康管理平台开发，社区糖

网眼底影像库建立，培训基层医护人员和为社区全科医生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参与

管理妊娠期糖尿病及更年期妇女合并糖尿病的患者。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贡献在于开展了糖尿病及其血管并发症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危

险因素、发现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相关内皮损伤的机制和药物作用可能靶点、优化

血糖管理和降低血管并发症风险的降糖方案、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新诊断指标；作

为项目试点（示范）单位，是糖尿病管理云阅片系统的眼底影像诊断中心之一，参

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分级阅片，并牵头制定和发布《糖尿病性网膜病变眼底照相

阅片中心建设规范》团体标准和阅片标准；搭建社区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组织对

基层医生进行糖尿病诊疗规范化培训，和患者教育；指导基层医生进行包括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在内的糖尿病并发症筛查及随访， 作为上级单位与基层医院开展双向转

诊转治和区域医疗远程会诊。

单位名称：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贡献在于开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的创新性软、硬件，开

展社区筛查服务和远程阅片服务体系。创新改良适于社全科医生操作的免散瞳照相

机搭载自主开发的糖尿病管理云平台上的云阅片系统在社区医疗机构应用。阅片首

创以 ETDRS 的定义级分级标准作为参考，根据患者病变程度不同及眼底影像采集方

式进行分级阅片的模式，创新分级眼底照相质控管理模式。组织对眼底照片进行基

于神经网络及深度学习的计算机训练、开发人工智能阅片系统，对拍摄的眼底图像

质量自动判别，以及对糖屎病视网膜病变预测。

单位名称：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贡献在与于开发糖尿病管理的软件系统平台，推进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筛查及健康管理平台应用在社区中的普及。其开发的基于临床科室对患者

的管理和跟踪随访系统促进项目实现糖尿病防治，协助上下级医疗机构对接，开展

双向转诊转治和区域远程会诊，及开展基层医生培训和患者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