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儿童眼病精准诊疗技术与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天津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项目首先为国内首次覆盖不同群体儿童青少年视力筛查，关注特殊群体，树立全新防治理念。其

次提升斜视病因诊断与手术干预精准性，依靠影像学与分子生物学手段明确斜视解剖病因，精准

选检查手段与手术方式提高手术成功率，改善术后双眼视功能。另外，率先揭示不同弱视 STDP

时间窗再可塑性机制及弱视患者脑皮层活性特征性变化与眼底血流的变化特征，树立全新防治理

念。开展国内群体覆盖面最广的儿童屈光状态与斜弱视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强化对特殊儿童

群体如发育异常，精神障碍儿童的视功能筛查必要性，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流行病学基础，推广

应用斜视、弱视精准治疗技术，带动国内外斜视、弱视精准治疗水平的提高。结论的提出使经筛

查的特殊儿童视力干预提升到 80%，矫正视力提高近 4 行；行斜视精准后患者术后双眼视功能

出现极大提高，惠及万余斜弱视患者，让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回归工作，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项

目创新点新颖、应用广泛、取得的效益显著！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推荐申报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

奖！

项目简介

儿童眼病已成为重大国家公共卫生问题，项目组在开展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同时深挖疾病机制，联

合应用神经影像学,神经电生理学等先进方法在精准的儿童眼病病因诊断与手术干预等方面取得

了多项突破性成果：一、研究天津地区普通儿童与特殊儿童屈光状态分布及影响因素:学龄期青

少年近距离工作和户外时间、教育程度、居住环境等与近视发病率相关,首次提出不同学制大龄

青少年屈光状态异常；首次报道自闭症合并智力障碍患儿的视力均低于健康儿童，屈光不正、斜

视、弱视等眼病的患病率和未矫正率均高于健康儿童。同时，精神障碍青少年相较正常斜视与弱

视的发病率高，上述结果为针对不同儿童青少年群体实现精准诊疗提供流行病学基础;二、揭示

不同类型斜视的发病机制，有效评估斜视术后视功能状态：通过神经肌肉影像学方法,我们创新

性研究 pully 结构在各类斜视中的作用,关注颅神经发育异常儿童中枢的颅神经核及神经束发

育异常的神经影像特征性改变,观察了不同类型斜视患者眼外肌和与眼球运动中枢的联系；团队

开展斜视手术后患者双眼视功能与生活质量评估,上述研究为针对不同类型斜视开展精准治疗,准

确预测术后结果提供可靠理论和临床依据。三、率先提出弱视 STDP 时间窗再可塑性机制及弱

视患者眼底血流的变化特征：借助神经电生理与光遗传等先进研究方法，揭示弱视 STDP 时间

窗再可塑性机制,兴奋与抑制性通路的改变，为精准治疗提供治疗药物靶点;发现弱视患者黄斑区

血流异常等特征,丰富了弱视患者的诊断与治疗效果的评价手段。项目组在京津地区开展大样本

青少年人群视力普查约 10 万余人，予屈光干预治疗 2 万余人次；项目组采用神经影像技术,

开展疑难斜视手术 2 万余例；项目组获国家专利 2 项;编译专著 1 本；项目组发表国内外论

著 56 篇（SCI19 篇，中文核心 37 篇)；项目组对弱视STDP 时间窗再可塑性机制研究为中

华医学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十大亮点工作；项目组牵头国家级共识 2 项；项目组举办国家级继续

教育及各级进修医生培训班百余次；美国斜视与小儿眼科学会与中国唯一合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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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伟 1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市眼科医院 教授,教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课题设计、病例采集及影像学检查，数据统计及成果撰写工作。为科技成果第 1完成人，在本课题 3个

创新点做出贡献，技术评价证明材料中第 1-8篇通讯作者。获国家专利 2项;编译专著 1本；主持和参加完成

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弱视 STDP 时间窗再可塑性机制研究为中华医学会十大亮点工作；牵头国家共识 2项；

参编《斜视弱视学》《眼科学新进展》及《中华眼科学》。开展儿童眼病技术进展培训进修班百余届，指导

全国多家医院治疗效果良好。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郭雅图 2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市眼科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科技科科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从事眼科临床及科研工作十余年，本课题中参与课题设计，参加研究天津地区普通 儿童与特殊儿童屈光状

态分布及影响因素，率先提出弱视 STDP 时间窗再可塑性机 制，在弱视神经电生理机制及弱视患者眼底血

流的变化特征等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郝瑞 3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市眼科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从事眼科临床及科研工作十余年，本课题中参与研究天津地区普通儿童与特殊儿童 屈光状态分布及影响因

素，揭示不同类型斜视的发病机制,有效评估斜视术后视功能 状态等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月平 4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市眼科医院 教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从事眼科临床及科研工作二十余年，本课题中参与揭示不同类型斜视的发病机制,有 效评估斜视术后视功能

状态研究中做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谢芳 5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市眼科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从事眼科临床及科研工作 7 年，本课题中参与揭示不同类型斜视的发病机制,有效评估斜视术后视功能状态

研究中做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腾月 6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市眼科医院
主治医师,主治医

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从事眼科临床及科研工作 10余年，本课题中参与揭示不同类型斜视的发病机制,有效评估弱视患者 OCTA 眼

底特征性改变研究中做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丽萍 7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市眼科医院
主治医师,主治医

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从事眼科临床及科研工作 7 年，本课题中参与揭示不同类型斜视的发病机制,有效评 估斜视术后视功能状

态研究中做出贡献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天津市眼科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提供该项科研项目的技术平台，从大规模青少年屈光状态流行病学筛查，眼部具体检查，患者标本获

取、实验动物的制备检测、实验平台搭建，应用转化等多个层面给予全力支持。下设的眼科研究所，为本项

目的基础及临床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在课题进展期间，天津市眼科医院从人力、科研经费、科研技术方面都

给予全力支持，以天津市眼科医院为依托，为该科研项目申请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天津市自然科学

基金，科研经费数百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