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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相连
共创光明未来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眼
科学分会主办! 浙江省医学会承办
的第二十三次全国眼科学术大会
""#$%&'(于 )月 '%*'+日在杭州
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据悉，本次
大会已有逾万名眼科医师出席，成
为 %&'(年度我国眼科学界最盛大
的学术会议。

本次会议以“开拓创新 合作
共享”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眼科领
域的专家学者、精英骨干，欢聚于
此，聚焦当今眼科各领域热点、难
点，展示科研创新成果，展望眼科临
床诊治现状及发展方向，分享交流
眼科医学的经验和前沿进展。

大会共收录学术论文 '&,)-

篇。作为横跨亚、美、欧三大洲，拥有
.&&余家专业眼科医院的眼科医疗
连锁机构，爱尔眼科共有 %.((篇论
文被大会录取，占比超 %&/，再创
历史新高。年会上近百名爱尔眼科
专家作出了逾百场精彩纷呈的学术
演讲和主持发言，成为今年眼科大
会上格外靓丽的一道风景。
大会聚集中外眼科专家交流诊

疗疑难点和复杂病例，意在通过紧
密的交流让世界相连，创造出中国
眼科医疗的光明未来。

把握新时代的脉搏
构建眼健康生态圈

%&'(年 0月 .&日（美国当地
时间），全球首个由中国研究团队—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团队主导，
并使用中国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人工智能产品“云夹”作为关键实
验设备的近视眼大数据多中心研究
项目在夏威夷正式启动。来自全球
'%个国家 ')支科研团队对全球 +

大洲 .大人种的近视眼大数据进行

采集与分析，有望阐明人类近视眼
环境因素的致病之谜。
家住上海的跃跃小朋友，这学

期便收到了一个新礼物———“云
夹”。这个由爱尔眼科参与研发的仅
+1 重的全球智能可穿戴近视防控
神器，成了近视 %&&度的小海荣改
正自己不良用眼习惯的“好伴侣”。
最近，位于沪上某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引入了一套新的人工智能诊断系
统。社区患者眼部拍完片后，智能诊
断系统能进行阅片，出具诊断结果
和建议，再远程传送给医生确认。
如今的眼科人工智能系统开始逐
步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不仅
给大众的日常带来了便利性，更以
创新性的方式打造一个全新的就
医生态链。爱尔眼科在全力打造科
技创新生态链上辛勤耕耘，只盼望
未来可以让千家万户轻松拥有光
明未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年 (

月，国务院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
组调整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更聚
焦科技事业的发展。这对未来中国
前沿科技创新将有重大促进作用。
作为“云夹”以及人工智能诊断

系统这些高科技成果的研发方，爱
尔眼科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的发
展。近年来，通过成立的“两院”（中
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湖北科技学

院爱尔眼视光学院）；“三所”（爱尔
眼科研究所、爱尔眼视光研究所、爱
尔角膜病研究所）；“两站”（ 院士专
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协作
研发中心），在“产学研”已成体系之
际，爱尔眼科“科教研一体化”实现
了飞跃式发展，涌现了众多前景可
观的科技项目和成果。然而，这些成
果背后，既离不开团队和个人的付
出与努力，更离不开爱尔科技创新
体系的支撑。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董事长陈邦

曾表示，“科学研究是需要不断探索
的，不太可能一次就取得成功，重大
的科研创新更是往往需要在不断的
试错中突围而出。学术研究是爱尔
眼科不断做强的必由之路。”

除了机制灵活与优良的科研
环境，爱尔全球科技创新孵化基
金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保
障。
“爱尔眼科正在全力打造一条

科技创新生态链。”中南大学爱尔
眼科学院院长、爱尔眼科研究所所
长唐仕波教授表示，生态链的一端
从以临床导向为主的基础研究开
始，中间包括临床转化研究，临床新
技术及方法的应用研究与临床多中
心研究，末端通过爱尔全球科技创
新孵化基金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
形成产品并推向市场。
据悉，爱尔眼科目前正在开展

的基础研究包括：视网膜变性性疾
病视觉损伤机制及保护、干细胞诱
导分化及应用、眼科疾病基因功能
及应用、眼科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的
研发与应用等方向。此外，依托爱尔
眼科遍布亚、美、欧三大洲，.&& 余
家医院，超 %&&&万庞大病例库，爱
尔眼科还积极开展多方面的临床多
中心研究。例如针对 2"3手术长期
安全性、有效性而开展的大样本临
床多中心研究等。“我们希望通过着
力构建这条完整的科技创新生态
链，推动我国眼科医疗行业迈向更

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唐仕波
教授强调。
科研经费是打造科技创新生态

链的基础和前提。据悉，爱尔眼科内
部设立了专项的科研基金。据统计，
截至今年 (月，爱尔眼科共获批各
类项目近 %&&项，集团资助科研基
金课题 '&&余项。近 ,年来，集团共
发表学术类文章近 -&& 篇，$"24
56789:6期刊收录 ',&篇，获得知识
产权 '-项，参编、主编 ,&余本学术
专著。

为大众更新多元化诊疗理念

唐仕波教授表示，“中国有全世
界最多近视眼人群与庞大的眼病患
者人群。我们希望通过开发‘云夹’、
人工智能诊断系统，启动全球近视
眼大数据多中心研究，与中科院、陆
军军医大学联合开展视网膜变性性
疾病研究等等，让我国拥有更多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眼科医疗技术成
果，从而为更多的眼病患者提供中
国眼病诊疗方案”。
多元化的眼病诊疗方案源于欧

美的定制化诊疗体系，近几年来逐
步影响到了亚洲，并对中国的传统
的诊疗模式产生了一些深远的影
响。眼病的诊疗不再以复明为立足
点，而是以实现患者更精准的要求
为导向，让患者有更多的可能获得
想要的视觉质量。

青少年近视;戴眼镜；干眼;滴
眼药水；老旧的白内障手术;复明，
不同于这样按部就班的传统治疗，
如今多元化的眼病诊疗理念更倾向
于让患者来提要求、提想法，并尽可
能将他思维所及的视觉质量呈现于
他。
让科技和科学真正贴合我们每

个病患的需求，才能让诊疗质量得
到质的提升。爱尔眼科希望，在未来
通过爱尔的创新研究成果，为‘健康
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爱尔眼科全力打造科技创新生态链
国际化科研路线促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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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仕波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视网膜脱离再次手术的原则与策略》

2015年，爱尔眼科研究所成立，累计投入5000万元，引进国际上先进实验设备和技术，拥有分子生物学、细胞生
物及形态分析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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