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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应用基础与临床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推荐意见：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严重眼内并发症。玻璃体切割手术是晚期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方法，也是眼科最复杂的手术之一。该项目致力于不断改进

视网膜疾病治疗方案，并寻找新的治疗靶点和方法。该项目在基础研究中关注 α-

MSH，PSF，RC28-E 等多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候选药物的治疗机制，并创新性的提

出 VEGF 和 CTGF 双靶点干预提高两种药物的协同治疗作用，为临床应用提供重要理

论依据。该项目在临床应用方面，提出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以抗 VEGF 为基础的 PDR 药物和手术联合治疗模式和最小量化微创玻璃体切割手术

是对手术治疗方案的大胆革新，而免缝线硅胶环的设计大大提高了手术效率。免缝

线硅胶环具完全中国原创，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自主研发，已形成产业化产品，

在国内外广泛推广应用。

    该项目立足于临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运用跨学科的知识结合，在基础研究领

域聚焦多种候选药物，研究其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机制、新型治疗靶点和治疗

方法的应用基础。在临床应用方面，该项目对传统玻璃体切割手术方案进行改进，

并成功研制出一种先进的医疗器械"用于玻璃体手术的免缝线硅胶角膜环"，建立了

一种套管针硅胶角膜环一体化技术，具有原始创新性。

    该项目立题依据充分，设计严谨，结果可信，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

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 DR）是糖尿病的主要血管并发症，也

是主要的致盲性眼病。现有临床诊疗方案仍存在诸多局限，探索 DR 有效治疗方法是

眼科研究的焦点。针对 DR 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瓶颈，项目组在过去十年中，致力于

新型治疗策略和靶点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主要内容如下：

1）成功研制了"免缝线硅胶角膜环"，建立了“套管针硅胶角膜环一体化”技术用于玻

璃体切割术，简化了手术步骤，提高了预后，革新了 DR 手术模式。该产品为眼科手

术者提供了"免缝线硅胶角膜环"产品和"套管针角膜环一体化"技术。与缝线法固定

金属环比较，稳定性能一致，该产品的应用不仅简化了手术步骤，明显缩短了玻璃

体切割术的准备时间，降低了患者眼部损伤；而且在眼前后段联合手术中，实现了

手术者不移开角膜环，即可进行眼前段操作，可随时保证手术中眼底的安全；可让

手术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复杂的眼底手术操作上，有助于提高玻璃体手术的效果。

2）建立了抗 VEGF 药物和微创手术在增殖性 DR（PDR）中的应用模式，提出了最小

量化玻璃体手术的新理念。核心内容是为所有患者术前3天行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

普；以 27G+玻璃体切割系统完成标准三通道玻璃体切割术；术中不追求彻底清除增

殖机化膜，以解除牵拉为主；灵活应用 27G+玻璃体切割头来完成各种手术步骤，减

少器械进出眼内次数，降低医源性裂孔等并发症发生，减少硅油填充率；术中完成

主要区域视网膜光凝，缩短手术时间。术后随访结果显示最小量化玻璃体切割术能



够最大程度恢复严重 PDR 患者视功能，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并发症，以最小的创伤

获取收益最大化。

3）对 DR 发病机制、新型治疗靶点和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应用基础研究，关注 α-

MSH，PSF，RC28-E 等多种 DR 候选药物的治疗机制，并创新性的提出 VEGF 和

CTGF 双靶点干预提高两种药物的协同治疗作用，为临床应用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在

DR 患者血浆中观察到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水平下降，补充后视力有所提高，为进一步

研究视网膜病变新生血管的分子机制及其潜在治疗药物提供了重要依据。

    上述研究成果对 DR 治疗方法和理念的革新起到了积极且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

抗 VEGF 药物和微创手术在 PDR 中的应用、最小量化玻璃体手术的理念在全国广泛

推广，得到同行认可。免缝线硅胶环完全自主研发，质量通过了国家验证，形成产

业化，在全国多个眼科机构推广，惠及40万余例患者，已创造经济价值990万；

协助公司开发的 RC28-E通过国家新药审批，开始临床试验。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先后

在国内外重要会议汇报和推广 24次（包括美国眼科学年会、亚太眼科医生年会等重

要国际会议）。本研究团队共获47项课题资助，包括国家级 14项，天津市级课题

16项，横向基础与临床研究 17项。20篇代表性论文，其中 SCI期刊收录论文累计

影响因子39.506，共计他引302次。均为正面引用。主编专著 13部。 

    总之，上述研究成果的应用革新了现有的 DR 的临床治疗方法和策略，并提供了

可供选择的潜在治疗靶点和方法，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社会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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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筱荣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院长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项目进行总体设计，提供研究思路，对项目提供资金资助，在

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全面负责本项目的调研、立项、论证等工作，是整个项目的发



起者和引导者，并参与技术应用的推广和技术指导。是已结题项目 8-5的项目组成

员，是代表性论文4-6、4-7、4-9~11、4-13~20 的通讯作者，4-1～5、4-8、4-

12 的共同通讯作者，4-16的第一作者，在主要科学发现 1.1.1、1.1.2 和 1.2 中作

出主要贡献。

姓名：张琰

排名：2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课题进行总体设计，对基础研究中发病机制和治疗靶点的探索

进行总体把控，指导论文的撰写。是已结题项目 8-3的项目申请人，是代表性论文

4-1～3、4-12 的共同通讯作者，4-3、4-5、4-6的共同第一作者，4-4的第二作者，

4-14的第三作者，1.2 中作出主要贡献。

姓名：邵彦

排名：3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防盲办主任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课题进行总体设计，对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部分研究内容提供

研究思路，对各部分研究数据及图像进行总体分析，并指导最后的论文撰写。是已

结题项目 8-5的项目申请人，是代表性论文4-4、4-14、4-19的第一作者，4-18 的

第二作者，4-16的第三作者，在主要科学发现 1.1.2 和 1.2 中作出主要贡献。

姓名：任新军

排名：4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急诊与眼外伤科负责人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临床实验的图像及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全程辅助玻璃体切割

手术，进行数据收集、处理和论文撰写。是代表性论文4-11 的共同第一作者，在

主要科学发现 1.1.2 中作出主要贡献。

姓名：胡博杰

排名：5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科室行政主任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术前、术后及随访患者的分组、眼部检查，并进行数据收集。

是代表性论文4-13的第一作者，4-6的共同第一作者，4-16、4-19的第二作者、

4-15的第三作者，4-14的第五作者，在主要科学发现 1.1.2 和 1.2 中作出主要贡献。

姓名：东莉洁

排名：6



职称：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基础研究、发病机制的研究，对研究数据和图像进行分析处

理和论文撰写。是已结题项目 8-1、8-2、8-4的项目申请人，8-5的项目组成员，

是代表性论文4-1 的第二作者，4-4的共同第一作者、共同通讯作者，4-14的共同

第一作者，4-1，4-7的第四作者，在主要科学发现 1.2 中作出主要贡献。

姓名：张晓敏

排名：7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基础研究中治疗靶点和转化医学的实验设计，提供实验技术

指导。是代表性论文4-11 的第四作者，4-1 的第六作者，4-4的第 8 作者，4-5的

第十一作者，在主要科学发现 1.2 中作出主要贡献。

姓名：刘巨平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设备科科长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全程辅助玻璃体切割手术，并对临床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和

解释。是代表性论文4-18 的第一作者，4-11 的第五作者，4-14的第五作者，在主

要科学发现 1.1.2 和 1.2 中作出主要贡献。

姓名：孙国玲

排名：9

职称：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科长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产品设计、模具制造、原料调制、产品的安全性检验。是代

表性论文4-17的第一作者，4-9的第三作者，4-10 的第五作者，在主要科学发现

1.1.1 中作出主要贡献。

姓名：杨千惠

排名：10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文献检索、对图像及数据的统计学分析、论文撰写。是已结

题项目 8-3的项目组成员，是代表性论文4-5的共同第一作者，4-12 的第二作者，

4-3的第七作者，在主要科学发现 1.2 中作出主要贡献。

主要完 单位名称：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成单位

情况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做为项目的唯一完成单位，承担了全部的研究内容和计划，对本

项目进行了人员、设备、临床和基础实验资源的各种支持。项目组主要完成人具有

丰富的临床、医学生物工程、病理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经验。本医院提供了完

备的实验条件，包括临床检查器械，手术器械和药物，临床数据的收集和基础实验

室、研究专员技术指导。在国内外率先建立了抗 VEGF 药物和微创玻璃体切割手术

在 PDR 中的应用模式，提出了最小量化玻璃体切割手术的新理念；同时研制“免缝

线硅胶角膜环”，在微创玻璃体手术中采用套管针锚定的固定方式，实现“套管针硅

胶角膜环一体化”手术技术，简化手术步骤， 缩短手术的准备时间，降低患者眼部

损伤，在眼前后段联合手术中，手术者不移开角膜环，即可进行眼前段操作，可保

证手术中眼底的安全，提高手术的效果。此外，针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病机制、

新的治疗靶点和治疗进行一系列的基础研究，为实现治疗多种致盲性疾病提供了科

学依据和技术平台，为未来临床应用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并被该领域的研究人

员广泛认可和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