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基于新型眼用植入材料的眼部结构整复与功能重建技术创新及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浙江大学

推荐意见：                                                                  

    项目团队长期从事眼肿瘤眼眶病、眼表疾病和白内障等眼科常见致盲眼病临床诊

疗和基础研究。目前眼用植入材料仍有不足，术后并发症等问题长期存在，项目团

队开展新型眼用植入物的构建和植入材料改性与生物相容性研究，从疾病的发病机

制，术后并发症发生原理和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新技术和新方法进行临

床推广应用，并成功开展了多种新型眼用植入物的构建和改性，掌握多项关键核心

技术。发表的 20 篇代表性论文中眼科学、材料学 TOP 期刊 7 篇，总他引次数 361

次，单篇最高他引 64 次。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出版论著

4 本。1 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1 人担任全国眼科主委，1 人担任候任浙

江省眼科主委。项目成果已在省内和全国范围内进行临床推广应用，获益患者 2000

例，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效应。

因此，同意推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眼居五官之首，健康的眼表系统和稳定的微环境、透明的屈光介质是维持视觉功

能的必要条件。眼肿瘤眼眶病、眼睑损伤畸形、眼表疾病、白内障为常见的影响外

观及视觉功能的眼病，手术治疗辅助应用眼用植入材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

针对现有的材料技术瓶颈进行改性或构建新型的功能性眼用植入材料，是当今眼用

生物材料研究领域的核心发展方向。

    本项目在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的支持下，历经十年系列研究，将基

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密切结合，从疾病的发病机制，术后并发症发生原理和预防措施

等方面开展了多种新型眼用植入材料的构建和改性技术创新，综合实现眼部结构整

复与功能重建，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应用，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原创性成果：(1)总结复杂眼眶损伤患者的眶骨生物力学形态规律，研发基于数字光

处理技术的高精度、结构化、个性化打印生物陶瓷眼眶支架材料，用于眼眶骨缺损

原位结构再生和功能恢复。(2)首先提出并阐明了眼表损伤修复与眼睑结构完整在稳

定眼表微环境中的作用，成功构建精细调控眼表微环境的仿羊膜功能型纳米纤维复

合膜和多尺度仿生人工睑板材料，用于眼表结构与功能重建。(3)提出“rectus-end-to-

end suture”眼座植入方法，研制具备促血管化/抗感染功能的新型眼座材料，首创三

维超轻超薄仿真义眼片，实现眼眶修复眼窝重建从手术方法到植入材料的整体创新。

(4)阐明眼睑畸形的基因突变及致病机理，设计并首先在国内推广应用用于治疗重度

儿童上睑下垂的微创额肌悬吊材料，填补国内治疗空白，最大程度促进畸形眼睑的

结构改善和功能重建。(5)深入研究全球白内障疾病负担辅助制定白内障精准防治策

略，采用酯化修饰和紫外光辐照技术，研发高生物相容性载药型人工晶状体降低后

发性白内障和术后感染性眼内炎发生率。

    本项目发表的 20 篇代表性论文中眼科学、材料学 TOP 期刊 7 篇，总他引次数

361 次，单篇最高他引 64 次，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出



版论著 4 本，其中 1 本获国家级图书大奖。1 人入选国家级“万人计划“领军人才，1

人担任全国眼科主委，1 人担任候任浙江省眼科主委。项目成果已在省内和全国范

围内进行临床推广应用，获益患者超过 2000 例，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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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hydrate Intake

and Dietary

Glycemic Index and

Risk of Ag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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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 要完

成 人情

况

姓名：叶娟

排名：1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眼科中心副主任、临床医学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制定研究方向，指导实验设计，组织项目

成员分工合作，完成研究计划。针对创新点一~ 四，以通讯作者公开发表代表性论

文:1-13，授权专利 2 项，主译著作 1 本，参编著作 2 本。多次在全国、各省市进

行大会报告与经验交流，并受邀在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国际会议上作专题报告，

推广本项目。完成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70%。

姓名：姚克

排名：2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眼科研究所所长，眼科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整体设计，主要组织项目成员分工合作完成构建高生

物相容性载药型人工晶状体的研究及推广工作，是项目的主要执行者之一。针对创

新点五以通讯作者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14 -20，授权发明专利 1 项。主编著作 1

本。多次在全国、各省市进行大会报告与经验 交流，并受邀在欧美等国际会议上作



专题报告，推广本项目。完成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总

量的 40%

姓名：高琪

排名：3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眼表损伤修复，眼睑仿生材料及眼睑修复的相关研究，主要

参与羊膜功能型纳米纤维复合膜和多尺度仿生人工睑板相关新材料研发工作。针对

创新点二-三，参与发表 代表性论文 4.3, 4.4, 4.8，完成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投

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

姓名：解佳隽

排名：4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构建新型个性化镁掺杂硅酸钙基生物活性陶瓷眼眶修复

材料的相关研究，承担基于数字光处理技术的高精度个性化打印生物陶瓷眼眶支架

新材料研发工作。针对创新点一，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4.3, 4.6, 4.12-13，完成人

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

姓名：宁晴瑶

排名：5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基于数字光处理技术的高精度个性化打印生物陶瓷眼眶支架

新材料研发工作。针对创新点一、四，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4.8及知识产权 1.1，

完成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

姓名：吴涵

排名：6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眼表损伤修复及阐明眼睑畸形的基因突变及致病机理研究

工作， 是 项 目 的执行 者 之 一 。 针 对 创 新点二 、四，参与 发 表 代 表 性 论 文

4.7，4.11。完成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姓名：王嫦君

排名：7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眼表损伤修复发生机理及利用表面改性技术构建新型眼

眶植入材料以改善材料生物相容性促进血管相关研究。针对创新点一、三，参与发

表代表性论文 4.2，4.12，完成 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

总量的 40%。

姓名：张惠娜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眼睑畸形的基因突变及致病机理、微创额肌悬吊材料用

于矫正上睑下垂相关研究。针对创新点四，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4.11，4.12，完

成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姓名：石鑫

排名：9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应用静电纺丝和表面修饰技术构建新型胶原/多糖复合

纳米纤维透明多孔薄膜材料促进眼表损伤修复的研究。针对创新点二，参与发表代

表性论文论文 4.10， 完成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的 30%。

姓名：徐佩芳

排名：10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胶原/肝素层层自组装修饰羟基磷灰石多孔义眼座原位

诱导支架孔道内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促进眼座血管血管化及眼表修复的相关研

究。针对创新点三、五，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4.15，4.18，完成人在该项技术研

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姓名：王静怡

排名：11

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无 

主 要完

成 单 位

情况

单位名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为本项目提供科研平台和技术设备支持。充



分发挥科技引导作用，高度重视临床学科与基础学科的多学科交叉领域研究，加大

科研资金配比力度，并积极促进成果转化，为本项目的开展实施和项目成果的推广

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