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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两大主要视力损伤性眼病防治体系的建立和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四川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眼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内障和近视是两大主要视力损伤性眼病,也

是研究热点。白内障患病率高和医疗资源有限的矛盾亟待解决；近视低龄化现象及

高发病率、高度近视所致严重视力损伤等都给眼健康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

项目着眼于白内障、近视两大导致视力损伤的主要眼病。通过对多个高度近视基因

的研究，为深入了解其病理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近视综合防控奠定了分子生

物学基础；通过开展大数据、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青少年眼健康中的应用和

集成创新，建立了四川省青少年眼健康互联网平台；通过构建融合多专业、多层次、

多环节、多阶段于一体的近视防控平台，大力开展青少年近视筛查，建立《四川省

中小学生视觉健康档案》。通过创新改进手术技术，首次将表面麻醉方式及聚维酮

碘液结膜囊消毒应用于大规模白内障防盲手术，扩大了防盲手术适应证、提高了手

术安全性；对大规模白内障防盲手术流程、手术器械及耗材配备、人工晶体度数配

置等进行了优化，提高了手术效率。

对白内障防盲策略及近视遗传分子机制、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建立进行相关技术研

究和应用推广：在国内外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60521 台；培训了大量基层医生及学

生；代表性论文 20 篇，总影响因子 25.476，总引用频次 138 次；我省 CSR 提高四

倍；近视筛查 239140 人，科普宣传 123250 人次；促进了国内外防盲技术的进步，

带动了应用单位眼科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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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内障和近视是目前两大主要视力损伤性眼

病，两种疾病发病机制一直是全球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我国近视的低龄化趋势、居

高不下的发病率、高度近视相关并发症所带来的严重视力损伤等都给眼健康工作提

出了严峻挑战。白内障目前的有效治疗方式是手术，但人口老龄化、白内障患病率

高和医疗资源、手术量有限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眼健康工作尚任重道远。

    针对以上热点难点问题，本项目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四川省科技厅

等多部委项目支持下，着眼于白内障、近视两大导致视力损伤的主要眼病，对近视

遗传分子机制、近视综合防控和白内障防盲技术作了深入研究与推广。主要成果如

下：

    1.通过遗传学方法综合评价了基因多态性与高度近视的关系，探讨了中国大陆汉

族人群与高度近视易感基因的关联性，利用外显子测序数据、功能相互作用网络、

基因本体和路径富集技术对高度近视候选基因进行了系统的突变分析，为揭示高度

近视分子遗传机制和病理机理提供理论依据，也为近视的综合防控奠定了分子生物

学基础。

    2.开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青少年眼健康研究中的应



用创新和集成创新，建立了四川省青少年眼健康大数据平台，实现了行业资源高度

共享，通过创新模型和算法，为眼健康服务应用提供决策支持。

    3.积极开展青少年近视筛查及科普宣传，构建融合多专业、多层次、多环节、多

阶段于一体的近视防控平台，推动建立《四川省中小学生视觉健康档案》等工作，

全方位推进近视防控工作科学、专业的进行。

    4.在大规模白内障防盲手术中，实现手术方式转变和流程优化。首次将表面麻醉

下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及聚维酮碘结膜囊消毒应用于流动手

术车大规模防盲手术，从而扩大了手术适应症、提高了手术安全性；对大规模白内

障防盲手术流程、手术器械及耗材配备、人工晶体度数配置等进行了优化，减少了

晶体度数配置不合理导致的术后屈光不正发生率，提升了防盲手术效率及手术效果。

    5.创新并完善了白内障防盲手术项目的培训机制，应用创新手术模式在国内外实

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60521 台；推广了先进的白内障防盲技术经验及流程，为当地群

众节约大量费用，促进了我省乃至国内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大大提高了四川省每

百万人口白内障年手术率（CSR），促进了国内外白内障防盲技术的发展。

    项目推广范围覆盖四川省、我国中西部地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非洲几

内亚比绍共和国和亚洲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获得多国高度评价并致谢。代表性

论文 20 篇，总影响因子 25.476，总引用频次 138 次；获得 9 项专利；参加国际学

术交流 35 人次，国内学术交流 1000 人次；培训基层眼科医护人员 3344 人次、研

究生 66 人、进修医师 147 人、实习生 400余人。四川省 CSR 实现了四倍增长；应

用单位眼科新技术开展达到 45 项，年门诊量和年手术量均大幅上升；进行眼病筛查

117170 人，开展青少年近视筛查 239140 人次，进行白内障及近视科普宣传

123250 人次，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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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

691

1.03

6
万灵 0 4

否

17

5%聚维酮碘预防白

内障手术后眼内炎的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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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吴峥峥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眼科主任、眼研所所长、省眼科医学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总的设计管理、全程督导

姓名：雷春涛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设计并负责实施、应用推广

姓名：万灵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设计并负责实施、推广应用

姓名：张瑞帆

排名：4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白内障防盲相关策略的研究和应用推广。参与大量大规模白

内障防盲手术项目，并开展与手术方式转变和流程优化有关的研究。与项目组成员

合作，将表面麻醉下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应用于大规模防盲

手术，从而扩大了防盲手术适应症、提高了手术安全性；对大规模白内障防盲手术

流程、手术器械及耗材配备、人工晶体度数配置等进行了优化，减少了因为携带晶

体度数配置不合理导致的患者术后存在屈光不正的发生率，提高升了防盲手术效率

及手术效果；将聚维酮碘应用于大规模防盲手术，有效预防了术后感染性眼内炎，

提升了手术安全性，确保了防盲手术效果。

姓名：龚波

排名：5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科技部副部长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等身份参与发表了相关文章 8 篇，其中主

要学术贡献如下：

1、发现 rs17648524 和 rs7084402与中国汉族人高度近视相关；

2、揭示了MMP2 基因在中国大陆汉族高度近视人群中可能不起主要作用；

3、研究中国汉族人群高度近视与 COL11A1 基因和 COL18A1 基因共同多态性在高

度近视的遗传易感性中的作用；

4、研究了 COL1A1 rs2269336 和高度近视的关联性，发现 COL1A1 rs2269336 和



亚洲人群高度相关。

姓名：段贵多

排名：6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电子科技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四川省青少年眼健康大数据平台架构设计和算法研究。对大

数据平台架构设计、大数据加速结构构建技术和基于 UAe-Network的病变分割技术

做出了贡献。主要包括：授权专利ZL 201610505712.8 和代表性论文 1 篇。

姓名：石毅

排名：7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科技部部长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等身份参与发表了相关文章 8 篇，其中主

要学术贡献如下：

1、发现 rs17648524 和 rs7084402与中国汉族人高度近视相关；

2、揭示了MMP2 基因在中国大陆汉族高度近视人群中可能不起主要作用；

3、研究中国汉族人群高度近视与 COL11A1 基因和 COL18A1 基因共同多态性在高

度近视的遗传易感性中的作用；

4、研究了 COL1A1 rs2269336 和高度近视的关联性，发现 COL1A1 rs2269336 和

亚洲人群高度相关。

姓名：杨吟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在本项目中，作为核心工作者之一，参与了四川省青少年近

视预防与控制领域相关的临床工作及研究，包括：协助完成构建融合多专业、多层

次、多环节、多阶段于一体的近视防控平台；积极参与开展视力筛查和视觉发育相

关指标监测，协助建立《四川省中小学生视觉健康档案》；参与“面向四川省青少年

眼健康大数据关键技术研究”的项目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及模式大力开展科普、眼视

觉健康宣传教育，普及全民视力保健知识，提高近视防控知识的知晓率。

姓名：杨绍伟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设计并负责实施，推广应用

姓名：李冬锋



排名：10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实施、推广及统计

姓名：魏敏

排名：11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实施及应用推广

姓名：余曼

排名：1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实施及推广应用

姓名：樊映川

排名：13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任眼科主任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策划和实施。

姓名：邓铂林

排名：14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实施及应用推广，参与白内障防盲手术项目的培训，为

基层医院培训医护人员，促进了白内障防盲技术的发展。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四川省人民医院眼科是四川省首批甲级重点学科，在前辈先贤打

下的良好基础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在我省范

围内初步建立了有效的眼病防治策略和机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省眼病诊疗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及我省初步构建了“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基本形

成了适合我国国情及我省省情的眼病防治工作模式，白内障、沙眼、青光眼等眼病

的防治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是，面对“2020 年前消除可避免盲”（视觉 2020）目

标，我省的眼健康工作在很多方面都亟待提高。本项目在既往我院眼科取得的大量

研究成果及初步建立的四川省三级防盲网络基础上，聚焦于白内障和近视两大主要



视力损伤性眼病进行设计，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四川省科技厅等课题

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在国内外范围内推广。本单位在应用和推广过程中提

供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对项目的设计、研究、推广、管理和协调等环节实施

综合管控。

单位名称：电子科技大学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电子科技大学创建于 1956 年，是教育部直属、国家“985 工程”

“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该成果组围绕四川省青少年眼健康大数据平台，从基础

理论、关键技术、系统研发、系统实施等方面展开工作。突破了基于联邦学习的分

布式大数据分析架构、大数据加速结构构建和基于 UAe-Network的病变分割等技术，

形成了一整套眼健康数据服务产品。此外，形成了一系列专利、专著、论文、软件

著作权等，并培养了一大批相关领域的博士及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