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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疑难罕见眼病的数字智能化诊疗技术体系的创研和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中山大学

推荐意见：                                                                  

    疑难罕见眼病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因早期诊断困难和治疗经验局限，致盲率极

高，严重影响患者全生命周期的生存质量。项目组在疑难罕见眼病领域历经 10 年

深耕，着眼于疑难罕见眼病防治的公共卫生难题，从“数字化”剖析和建立循证数据库

分别击破“疑难”眼病和“罕见”眼病，创研 21 个多模态、高清精准的眼部数字成像技

术，制定 8 项疑难罕见眼病的数字化诊疗规范和医学人工智能应用规范，建立了全

球范围规模最大、维度最广的疑难罕见眼病前瞻性队列 12 组，形成了国际上最大的

可共建共享的疑难罕见眼病循证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驱动实现多项疑难罕见眼病诊

疗技术创新，使患者视力平均提高 3 倍，使眼免疫疾病提升 50%的治愈率；并且还

创研了覆盖眼病队列管理、疾病预测和筛查诊治的全流程智慧医疗技术体系，形成

基于人工智能新型“三级诊疗”模式，使基层医疗机构筛查和三甲专科医院的诊疗效能

提高 10 倍。项目组产生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极大提升了我国疑难罕见眼病的防治水

平，并产生了广泛的学科示范效应和对医疗模式革新产生深远影响。

  成果代表作发表于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Lancet，Science，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封面）等学术期刊，获技术专利 6 项、软著 7 项，落地应

用 9 个智能平台，系列成果推广应用于全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5 家医疗机构，

完成超过 3000万人次的眼病筛查，有效提升了国内外疑难罕见眼病的防治水平，

受到了学界、业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评价，并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上述内容真实可靠，成果完成人排名按照对成果的贡献排列，无异议，鉴于此，同

意推荐申报 2021 年度中华医学会科技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疑难罕见眼病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因早期诊断困难和治疗经验局限，致盲率极

高，严重影响患者全生命周期的生存质量。项目组在疑难罕见眼病领域历经 10 年深

耕，解决了我国疑难罕见眼病病例难以集中、缺乏适宜筛诊技术和治疗方法等瓶颈

问题，建立了基于数字化智能技术的新型诊疗模式，制定了多项数字化智能医疗数

据标准和行业规范。系列诊疗技术成果向全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显著提升

了疑难罕见眼病的诊疗水平，产生广泛的学科示范效应，对医疗模式的革新带来深

远影响。

研究成果：

  1、提出用数字化剖析疑难眼病，并建立循证数据库让罕见病不罕见。项目组创研

21 个适宜的多模态、高清精准的眼部数字成像技术，制定 8 项疑难罕见眼病的数字

化诊疗规范和医学人工智能应用规范。在国际上首次剖析了从先天性罕见眼部发育

异常、隐匿性眼部感染到难治性免疫疾病等系列疑难罕见眼病的数字影像特征 22 个，

建立了全球范围规模最大、维度最广的疑难罕见眼病前瞻性队列 12 组，采集勾画涵

盖患者“临床表型-生物信息-全程诊疗”的完整“数字画像”，制定了 17 个疑难罕见眼病



循证数据库的建设标准，并采用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逐步形成了国际上最大可

共建共享的疑难罕见眼病循证数据库。

  2、基础与临床多维数据的流动和融合提升“数字画像”的完整性，驱动疑难罕见眼

病诊疗技术创新。项目组针对罕见先天性眼部发育异常，阐释了基因型与临床表型

数字化特征关联规律，并创建新型疾病分类系统，创新系列精准决策和超微创技术，

使患者视力平均提高 3 倍；针对难治性眼部免疫疾病，通过数字化技术精准分析病

理组织特征，揭示了髓样细胞触发受体等 4个新治疗靶点，应用新治疗策略可使眼

免疫疾病提升 50%的治愈率；针对隐匿性眼部感染的高清显微影像特征进行深度剖

析，制定精准高效的治疗方案，成果写入国内外专家共识。

  3、以疑难罕见眼病为突破口创新智能算法，建立人工智能诊疗体系，高效拓展医

疗资源。为解决传统医疗模式下疑难罕见眼病筛查效率和随访率低的困境，项目组

创研了覆盖眼病队列管理、疾病预测和筛查诊治的全流程智慧医疗技术体系，建立

国际上首个人工智能门诊和疑难罕见眼病智能服务云平台，形成新型“三级诊疗”模式，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筛查和三甲专科医院治疗的能力（筛诊效率提高 10 倍，随访率由

33%提高至 83%）。

推广应用：

    项目依托单位在数字智能化诊疗技术体系的赋能下，每年诊治全国眼病患者逾

120万人次，其中疑难眼病超过 50%，引领我国眼病智能化诊疗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在全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 35 个医疗机构完成超过 3000万人次的眼病

筛查。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Lancet，Science，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封面）等期刊发表系列成果，受到中华医学会、亚非眼科学会、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哈佛大学等国内外权威机构的专家普遍认可和高度评价，被国家

各部委网站、CCTV、人民日报、新华网以及各级党媒报道和传播超过 10 万次。获

技术专利 6 项、软著 7 项，落地应用 9 个智能平台，技术推广至眼与全身常见疾病

的智能筛查（被列入国家重点研发“数字诊疗”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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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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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浩添

排名：1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中山眼科中心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的设计者和方案制定者，负责项目统筹管理、落实监督，

参与本项研究成果所有工作。是支撑本成果 3 项科研基金的负责人，作为主要完成

人完成了本项目所有代表性专利、软件著作权成果（共 10 项），以第一或通讯

（含共同）完成本项目大部分代表性论文（共 15 篇）。

提出解决疑难罕见眼病数据共享“中国方案”，主导建立了国际最大可共建共享的疑

难罕见眼病循证数据库；并基于此建立疑难罕见眼病新分类诊断系统，创新精准治

疗技术；同时，创研了疑难罕见眼病智能服务云平台和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门诊，形

成全流程智慧医疗体系，并与全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将成果进行推广应用，

有效提升了疑难罕见眼病诊疗水平。

姓名：刘奕志

排名：2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中山眼科中心主任、眼科医院院长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主要完成人，完成本项目 2 项代表性专利、软件著作权成

果，以通讯（含共同）完成 6 篇代表性论文，成果包括：

1、作为创始人之一建立疑难罕见眼病前瞻性队列，使用多模态、高精准数字成像

技术剖析疑难罕见眼病，指导先天性白内障患儿视力检查平台的研发；

2、指导疑难罕见眼病数据共享“中国方案”、疑难罕见眼病循证数据库及建设标准的

制定和建立；

3、创新疑难罕见眼病精准治疗技术，指导疑难罕见眼病治疗决策系统研发；

4、参与疑难罕见眼病智能随访管理系统CC-Guardian 和智能服务云平台的创研推

广，形成全流程智慧医疗体系。

姓名：陈伟蓉

排名：3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眼科医院副院长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是支撑本成果 1 项科研基金的负责人，完

成了本项目 2 项代表性专利、软件著作权成果，以通讯（含共同）完成 5 篇代表性

论文。参与研究成果第 1、2、3 项工作，具体如下：

1、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建立疑难罕见眼病前瞻性队列及相关循证数据库；

2、建立基于晶状体混浊位置和相关眼前节特征的婴幼儿罕见眼病先天性白内障分

类系统；

3、推动疑难罕见眼病新“三级诊疗”模式在广东省 64家基层医院的应用；



4、参与婴幼儿罕见眼病先天性白内障的视力检查操作平台和治疗决策系统研发。

姓名：梁凌毅

排名：4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眼科医院院长助理，角膜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完成人，是支撑本成果 1 项科研基金的负责人，以第一

或通讯（含共同）作者完成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5 篇。参与研究成果第 1、2 项工作，

具体如下：

1、在国际上首次剖析多种先天性眼部发育异常的疑难罕见眼病，并建立多个疑难

罕见眼病前瞻性队列；

2、基于疑难罕见眼病数据库，通过高清显微影像深度剖析，挖掘隐匿性眼部感染

的发病原因，发现治疗新靶点，并制定精准高效的治疗方案，显著提高疗效，相关

成果写入国内外专家共识。

姓名：林铎儒

排名：5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完成 1 项专利、3 项软著，以第一作者发

表 3 篇代表性论文。参与研究成果第 1、2、3 项工作，具体如下：

1、参与完成剖析疑难罕见眼病疾病特征的数字技术研发；

2、作为主要完成人，创建基于基因型与临床表型关联的先天性白内障新分类系统；

3、参与完成先天性眼病的人工智能预测、诊断和手术治疗决策辅助系统的研发。

姓名：凌士奇

排名：6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眼科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以通讯作者发表 1 篇代表性论文。参与研

究成果第 2 项工作，具体为利用数字化技术精准分析难治性眼部免疫疾病的病理组

织特征，阐明其重要病理基础，揭示 4个新治疗靶点。

姓名：吴晓航

排名：7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了 3 项代表性专利、软件著作权成果，以第一作者（含

共同）完成 3 篇代表性论文。



参与研究成果第 1、2、3 项工作，具体如下：

1、以先天性白内障为突破口，创新性使用动态时序算法，阐释了形觉剥夺下的罕

见先天性眼部发育异常的模式与潜在机制；

2、研发疑难罕见眼病的人工智能筛查和诊治技术，推动了人工智能门诊和疑难罕

见眼病智能服务云平台的转化应用。

姓名：龙尔平

排名：8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了 3 项代表性专利、软件著作权成果，以第一作者（含

共同）完成 4篇代表性论文。参与研究成果第 1、2、3 项工作，具体如下：

1、以先天性白内障为突破口，创新性使用动态时序算法，阐释了形觉剥夺下的罕

见先天性眼部发育异常的模式与潜在机制；

2、研发疑难罕见眼病的人工智能筛查和诊治技术，推动了人工智能门诊和疑难罕

见眼病智能服务云平台的转化应用。

姓名：梁小玲

排名：9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中山眼科中心副主任、防盲办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以通讯作者发表 1 篇代表性论文。参与研究成果第 1、3 项的工

作，具体如下：

1、使用眼部数字成像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剖析了隐匿性眼部感染等疑难罕见眼病；

2、作为防盲办负责人参与疑难罕见眼病数字化诊疗技术体系的落地转化和规范化

使用。

姓名：刘臻臻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以第一作者（含共同）完成 2 篇代表性论文。参与研究成果第

1、2、3 项工作，具体如下：

1、作为骨干成员，共同研发先天性白内障等罕见眼病的人工智能筛查、诊治技术；

研究婴幼儿形觉剥夺导致的行为模式异常及其潜在机制；

2、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全球最大的疑难罕见眼病前瞻性队列的建立和完善；

3、推动人工智能门诊的建立，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评估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和

疑难罕见眼病智能服务云平台的应用效果。

姓名：陈睛晶

排名：11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了 2 项代表性专利、软件著作权成果，以第一作者（含

共同）完成 2 篇代表性论文。

参与研究成果第 1、2、3 项工作，具体如下：

1、参与建立全球最大的先天性白内障循证数据库；

2、共同研发先天性白内障智能诊断分型和治疗决策辅助系统，针对婴幼儿检查难

点发明辅助检查设备；

3、推动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门诊建立，助力眼病智能预测筛查技术在基层医疗

单位落地应用。

姓名：晏丕松

排名：1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研究成果第 1 项工作，以第一作者完成 1 篇代表性论著。

主要是利用高清精准的眼部数字成像技术展示并剖析眼病临床表型特征，为眼病智

能化诊断、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和依据；推动眼病智能预测筛查技术在

基层医疗单位落地应用。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研究成果主要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完成。本项目实施过程

中，单位组织各部门在人力、物力、研究设备、场地等给予了全力配合和支持。

单位名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研究成果部分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完成。本项目实施过程

中，单位组织各部门在人力、物力、研究设备、场地等给予了全力配合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