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五次全国眼科学术大

会为期4天（11月19-22日），根

据抗疫工作的特殊情况，大会采

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并

缩 减 了 线 下 参 会 人 数 ， 即 便 如

此，仍有数千位眼科同仁，及数

百家参展商云集厦门，共赴一年

一度的眼科盛会。 

为表彰对中国眼科事业作出杰

出贡献的人才，在开幕式上还颁发

了2020年度中华眼科杰出成就奖、

中美眼科学会金苹果奖、中美眼科

学会金钥匙奖、中华眼科国际金

奖、中华眼科学会海外华人眼科学

及视觉科学杰出成就奖、中华医学

会眼科学分会何氏眼科创新贡献奖

和西部创业贡献奖等一系列奖项，

以及向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第十

一批专家会员颁发证书。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

赵明威教授主持。开幕式的第一个

环节，与会人员全体起立，

向李文亮烈士、梅仲明烈士

等在抗疫一线以身殉职的眼

科同事致敬默哀。

开幕式上，中国眼科学分会授

予李文亮烈士、梅仲明烈士“抗疫

先锋”特别荣誉称号，表达全国眼

科工作者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11月20日上午，2020年度中

国 眼 科 学 界 最 盛 大 的 学 术 会

议——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五次全

国 眼 科 学 术 大 会 在 厦 门 顺 利 召

开，眼科同仁们相聚在有“海上

花园”美誉的厦门，分享眼科学

术 的 最 新 进 展 和 动 向 ， 不 忘 初

心，肩负责任，展望未来！  

大会主席姚克教授代

表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和

大会组委会向大会的顺利召

开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前

出席大会的各位嘉宾、专

家、眼科同仁表示诚挚的欢

迎和衷心的感谢。

姚克教授表示：“过去

的四年，在中华医学会的领

导和指导下，在眼科学分会

各位委员的积极努力和全国

眼科同仁的支持下，眼科学

分会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在国内外眼科界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在这相聚的

时刻我们也更加怀念李文亮烈士、

梅仲明烈士等在抗疫一线以身殉职

的眼科同事！今年，受疫情影响，

国外眼科同道无法亲临大会，但是

国 际 眼 科 理 事 会 主 席 P e r e r 

Wiedemann教授，美国的前任眼

科主席 Narsing A Rao教授，以及

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马来

西亚、意大利和香港的眼科主席等

专家都远隔重洋，向在中国的眼

科大会的开幕发来视贺视频，在

此，向所有支持中国眼科发展的

国际同道和友人，表示诚挚的谢

意！”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五次全国眼科学术大会在厦门开幕





——访中华眼科杰出成就专家  赵明威教授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五次全国眼科学术大

会上，北京大学医学部眼视光学院执行院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眼病与视光医学

研究所所长赵明威教授摘得了含金量颇高的

“2020年度中华眼科杰出成就专家”称号。

其中，在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治疗策略的

建立与推广上，赵明威教授介绍到，“新生血

管性青光眼在过去是眼科当中最具有恶性度

的病，恶化到中晚期根本没法控制。我用了

15年的时间，对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做治疗策

略上的探索，最终找到了方法，按照现在新

的治疗策略，如果患者的依从性好，绝大多

数患者不仅能把眼压控制住，还能挽救回来

一定的视力。”

“咱们国内的眼科学水平能够和国际的眼

科水平相结合，而且可以说我们几乎不落后，

是同步的在发展。全国眼科学术大会足以让参

会代表包括线上的同道们，同步享受国际前沿

的发展信息，我觉得在这种疫情的特殊时期非

常重要。我也会继续一如既往的协助组委会将

大会办好”，赵明威教授最后说。

此外，近年来，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科

研中，赵明威教授在光动力疗法（PDT）治疗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中浆）、特

发性黄斑孔手术预测及应用等临床科研领域中

也 取 得 重 要 进 展 ， 代 表 性 研 究 成 果 先 后 在 

JAMA Ophthalmology、 IOVS、Eye、RETINA等

杂志发表。

“二十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以临床实际需

求为研究方向，来解决临床实用的诊断治疗问

题。”赵明威教授认为，从医者要清晰的认识

到临床实际的重要性，开展的研究首要接地

气，贴合临床，找准方向，解决实际问题，让

患者受益。

作为大会的副秘书长，每年学术大会的

工作也一直牵绊着赵明威教授的心。今年在疫

情特殊时期，大会依然在众望所归当中顺利举

办，赵明威教授感慨良多。“其实大家参会的

热情非常高，即使参会代表受到严格限制，但

是在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情况下，我

们发现线上人数的报名非常多。”赵明威教授

介绍，这种线上的方式与传统的线上线下结合

不一样，线下会场同步到线上从继续教育的角

度，让我们更多的医生不用来到厦门现场就能

听到会议的内容。同时，在线下会议内容安排

上也做了很大程度的精简和精炼，在内容保留

精华部分。并且，整个眼科学术大会的学术内

容，都是经过全体常委、全体委员认真审稿，

留下的内容质量非常高，都是干货、热点。

着力开展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科研解决临床实用的诊断治疗问题

——访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毕宏生教授

毕宏生教授首创青少年近视防控“山

东模式”。疫情防控期间，山东中医药大

学附属眼科医院、山东省青少年视力低下

防治（近视防控）中心的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专家团队将走进全省16地市的34个县

（区），为300所学校近40万在校学生建

立视觉健康档案，全面筛查我省儿童青少

年视觉健康状况并给出个性化防控方案，

及时纠正居家学习、复学在校期间，儿童

青少年不健康的用眼习惯和行为。

近年来“小眼镜儿”越来越多，青少年

视力健康一直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4月2 1日 ， 习 总 书 记 在 陕 西 考 察 调 研 时

说：“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的隐

忧。”本次大会，我们就此热点话题采访

了毕宏生教授。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等

各方面携手共同努力、共同行动。我们这

次 提 出 来 疫 情 防 控 和 近 视 防 控 双 常 态

化。”毕宏生教授表示，近视已成为影响

中华民族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严重

影响国防安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近视

发病人数最高的国家，因此国家开展“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发布了未来十

年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战略任务。在

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接触电子产品时

间长、宅家时间长以及户外活动时间匮

乏，会加重儿童的眼疲劳，促进近视发

展。毕宏生教授提出，应构建后疫情时代

儿童近视“四化”防控：建立国家、省、

市、（区）县4级管理立体化；家-校-医-

社网络化；学生眼健康状况实时采集监控

信息化；防控措施中西医结合化。他指

出，疫情后要启动大规模近视流行病学研

究，并在疫情后加强基层防控人员培训，

提升近视防控专业能力。他希望，在后疫

情时代实现疫情和儿童青少年近视双防

控，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近视“双防控”  呵护光明未来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五次全国眼科大会学术活动全面启幕

一年一度的眼科盛事“全国眼科学术大会”在东方夏威夷厦门拉开帷幕，即

使是疫情特殊时期，但是本届大会将继续秉承高水平办会的宗旨，会议内容安

排虽然有所缩减，但每个学术内容都是经过全体常委、全体委员认真审稿后留

下的精华，仍然涵盖了眼科各个领域，既有许多精彩的高端论坛，也有很多接

地气的专场会议，还特别新增了“眼科抗疫特别报告交流单元”。群英荟萃、好

戏连台。开幕当天，不少抓眼球的精彩内容陆续在各单元会场陆续上演。

开幕式后特别邀请包括赵家良、黎晓新、赵堪兴、王宁利等历任主委，孙

兴怀候任主委以及谢立新院士眼科分会主委做精彩的主旨演讲，为大会的启幕

打开了新视界。会场上谢立新院士带来了《糖尿病与眼表病变》，姚克教授的

《白内障青光眼（ABiC）微创联合手术——两年结果报告》将他最早在中国

开展的微创的“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两年内的结果公布出来，孙兴怀教授

《从Xen的前生今世来看临床创新研究》讲述了他在澳大利亚从事最初参与青

光眼引流阀“Xen”的研究创新故事，赵堪兴教授《关注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建

设》，黎晓新教授带来《图像量化分析在活动性葡萄膜炎的探索》，王宁利教

授与赵家良教授共同关注“视觉2020”，王宁利教授《视觉2020：中国眼健康

事业的进展》主要围绕着《健康事业发展的白皮书》进行主题演讲，赵家良教

授《<视觉2020>在中国的实践与启示》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来介绍“2020视

觉中国”开展的过程，腾卫平教授同样关注糖尿病，带来了《我国糖尿病患病

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主旨演讲会场内容精彩引人入胜，吸引了众多参会者前来围观交流，参会

人员专心听讲、认真记录，现场人气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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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学组大会亮点
在第24届全国眼科大会结束后，青光眼学组在王宁利组长的带领

下，响应国家“大健康”的号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学组各成员单位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本年度，学组各单位共发表SCI论文68篇，10分以

上文章7篇，最高分数15.3分，5-10分文章10篇；出版专著5本，申请专

利5项；王宁利教授2019年连续蝉联ELSEVIER中国高引用者榜单，获得

2019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第13届光

华工程科技奖。

本届大会青光眼学组精心组织，细心安排，在把国外最新的青光眼

研究进展带给国内的眼科同道的同时，重点集中在我国青光眼专家的研

究成果展现给大家。近年来随着青光眼学组各单位的发展，科研成果也

相继在国际著名刊物发表。本次大会青光眼学组收到投稿962篇，设置专

题发言44项，自由发言47项，电子壁报249项，继教21项。专题发言中

青光眼基础研究包括青光眼小梁网schlemm氏管研究，青光眼视神经损

伤的免疫机制，非编码RNA视神经损伤新机制，视神经保护药物，新型

降压药药物的研制等均提出了新的思路，为探讨青光眼的发病机制和治

疗提供了新的方法；临床研究方面青光眼诊断新的参数，深度学习在青

光眼诊断中的作用，青光眼视盘血流和视盘形态特点，急性闭角型青光

眼治疗时间窗的提出，先天性青光眼新的手术改进，新型手术方式如

CLASS和shlemm氏管手术的评价，滤过手术瘢痕化的研究，滤过泡瘘的

治疗均为青光眼的临床诊疗提供了全新的思考；医工结合的成果包括新

型连续眼压检测设备，新型角膜生物力学测量设备的研发为青光眼研究

的发展提供了助力。焦点论坛是本届大会的亮点，集中在包括正常眼压

性青光眼、青光眼视神经损伤、青光眼筛查等几个青光眼热点问题，通

过专家的辩论和讨论，将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指明方向。每次大会最热烈

的是疑难病例讨论，四个经过精挑细选的病例必将会带给广大眼科同道

一次思辨大餐。继教项目仍然集中在青光眼的最基本的检查法，提高大

家对于基本检查如房角镜、视野、OCT等的判读，基本手术及并发症的

处理，提高基层眼科医生的处理能力。



以近视普查的“温州经验”

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化预警，营造护眼社会氛围 

——访中华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瞿佳教授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每年都会在全国年会期间对中国眼科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的国内外专家给予荣誉称号，今年共有 42 名专家获奖。大会开幕式上，分别向中

美眼科金苹果奖、金钥匙奖，中华眼科国际金奖，海外华人眼科学及视觉科学成就

奖，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何氏创新贡献奖，中华眼科西部创业贡献奖，中华眼科

学会工作奖获得者颁奖，向第11批眼科专家会员颁发证书。受疫情影响，中华眼科

国际金奖，海外华人眼科学及视觉科学成就奖获得者以及中美眼科学会的颁奖嘉宾

无法亲临现场，但是他们依然热情不减，向大会发来了精彩的获奖感言，表达了中

外眼科事业友好发展的美丽愿景。疫情期间，这场眼科大奖盛宴的如期举行，调动

了广大眼科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推动我国眼科事业的发展繁荣。

●抗疫先锋特别荣誉称号 

　李文亮烈士   梅仲明烈士

●中华眼科杰出成就专家 赵明威教授、叶剑教授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何氏眼科创新奖专家 孙兴怀教授

●海外华人眼科学及视觉科

    学杰出成就奖获得者

    周雷教授

●中美眼科学会金苹果奖

    获得者　吕帆教授

●中美眼科学会金钥匙奖

    获得者 魏文斌教授

●中华眼科杰出国际学者

　Peter Wiedemann 教授

●中华眼科杰出国际学者

　Narsing A Rao 教授

●新增选眼科学分会专家会员 陈 蔚、邓应平 、徐 雯 、

    张美芬 、赵 晨 、郑广瑛

●中华眼科学会工作积极分子获得者胡亮、黄小勇、贾松柏、李慧丽、秦莉、

    沈玺、王峰、王平宝、魏瑞华、 吴峥峥、徐梅、许宇、余涛、张广斌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西部创业贡献专家 孟永安、王为农、王克长、王丽

丽、王明举、区显宁、刘黎明、 孙汉军、严廉清、李颖、张旭东、张作明、

周希瑗、赵燕麟、崔守信、曾石美、温子让、雷秉江、廖世煌、 熊全臣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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