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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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精准管理及视网膜病变筛查平台的建立和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广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我国是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糖尿病并发症高发，为社会家庭造成沉重负担。本项目

以糖尿病精准管理及常见并发症（即视网膜病变）的防治与监测为切入点，结合慢病防控发展策

略以及社区特点，在建立糖尿病精准管理行业的规范及标准、优化降糖方案、探寻糖尿病和视网

膜病变新机制、研究视网膜病变相关内皮细胞损伤的机制、以及探寻药物作用可能靶点中做了非

常有意义的探索。通过“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方式，构建糖尿病社区精准管理模式和创建互联网

健康管理平台；针对全科医生、护士开展了糖尿病精准管理知识和进展宣教，以及视网膜病变眼

底筛查管理培训课程；建立社区免散瞳眼底照相技术应用系统、基层医务人员操作的可视化的免

散瞳眼底照相机；开发糖尿病诊治智能辅助系统；搭建眼底影像云平台，首创以ETDRS的定义级

分级标准作为参考，根据患者病变程度不同及眼底影像采集方式进行分级阅片的模式，以及眼底

阅片分级质量控制技术；发布了《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眼底照相阅片中心建设规范》，实现了基

层照相、远程阅片及出具诊断报告，构建形成了“国际标准—国内最佳实践—发展中国家操作规范—

示范推广”的国际标准转化模式。通过该项目对12个省76个市（县）的近10万名成年2型糖尿

病患者开展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流行病学研究。目前，利用该项目建立的眼底照相图片库开发

的人工智能软件对糖尿病筛查的有效率和准确率达93%。项目对于加快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于

临床一线，惠泽更多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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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华医学奖（非基础医学类项目）。

项目简介     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高达 1.4亿，但知晓率、治疗达标率不足50%，形成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但各地区经济和医疗水平差异大，社区及基层医务人员对糖尿病防控知识缺乏、诊疗不规

范化、危险因素认识不足等，造成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严重。因此，糖尿病精准管理和并发症如视

网膜病变筛查是当前临床面临的难题。本项目组开发糖尿病诊疗及视网膜病变筛查相关的应用系

统，推进区域健康医疗资源产学研的深度对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1）开发了“糖尿病智能辅助诊断系统”、“糖尿病智能治疗推荐系统”、“糖尿病验证评价系统”，

以基层医生为主要使用对象，在医生诊疗过程的各个环节实时提醒和推送，辅助医生完成诊疗业

务，提升医生诊疗服务能力，规范诊疗行为、减少误诊漏诊，最终形成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规

范化诊疗体系；

（2）开发“基于临床科室对患者的管理和跟踪随访系统”，对患者病历资料进行智能的个性化管

理、提醒随访、监测患者病情进展等，减轻临床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为患者提供更好的临床咨询

和服务；

（3）建立面向基层医务人员的糖尿病防治及精准管理的培训平台，举办学习班、成立糖尿病营

养护士分会及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

（4）优化降糖方案、开发智能调整胰岛素注射剂量系统及便利胰岛素注射装置，为患者提供个

性化胰岛素剂量调整方案、提高患者自我管理水平，促进居家安全用药；

（5）建立分级协同的互联网社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新模式，并开发了一套社区免散瞳眼底

照相技术的应用系统，并顺利搭建完成眼底影像云平台，制定ETDRS 的视网膜病变分级标准，



社区筛查指南和应用规范。该系统已经在广州市内15 家医疗机构（包括三级、二级、一级）、

全国100 多家社区医疗机构进行眼底照相试点，为社区提供300 万元的免散瞳眼底照相设备、

开展了 8 万多人次的眼底免费筛查和健康教育、为试点社区全科医生提供继续教育培训；

（6）建立了目前国内最大的社区糖网眼底影像库，初步开发了糖网社区人工智能质控和阅片算

法，建立了基层医院与区域医院、三级综合医院的阅片机制和合作渠道，实现了基层照相、远程

阅片，出具诊断报告，构建了分级协同的互联网社区慢病服务模式和应用导向的国际标准转化国

内实践模式；

（7）探寻糖尿病及视网膜病变的发病机制，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高影响力期刊

Cellular ＆ Molecular Immunology （IF:22，JCR 1区）、Cell Death ＆ 

Differentiation（IF:12.1，JCR 1区）、Protein Cell（IF:15.3，JCR 1区）、

Cardiovascular Diabetology （IF:9.2，JCR 1区）、Diabetes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IF:8.1, JCR 1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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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

号
类别 国别 授权号

授权

时间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全部发明人

1 中国 T/GZYX 001-2019 2019-08-3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

底照相阅片中心建设

规范

陈燕铭，何志辉，

张容瑜，马淑雯

2 中国计算机软件 中国 2021SR1225906 2021-03-05 糖尿病智能辅助诊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



著作权 系统 V1.0

医院（中山大学肝

脏病医院），广州

天鹏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3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1SR1225905 2021-03-15

糖尿病智能治疗推荐

系统 V1.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中山大学肝

脏病医院），广州

天鹏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4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1SR1225900 2021-03-26

糖尿病验证评价系统

V1.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中山大学肝

脏病医院），广州

天鹏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5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2SR0393977 2021-09-20

智能化基础胰岛素剂

量调整系统 V1.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中山大学肝

脏病医院）

6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17SR152637 2014-10-10

云康在线质控管理系

统 V1.0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

7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17SR152644 2015-01-01

糖尿病眼底病变防治

系统 V1.5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

8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19SR1419162 2019-01-04

眼底拍照映像传输系

统 V1.0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

9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18SR373834 2017-09-01

基于临床科室对患者

的管理和跟踪随访系

统（IOS版）V3.2.9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

究院，广州薏生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10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18SR493529 2017-09-01

基于临床科室对患者

的管理和跟踪随访系

统（Android

版）V3.2.9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

究院，广州薏生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燕铭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第一完成人，牵头成立华南区域糖尿病防控专科联盟、糖尿病精准管理的培训平台、优化降糖方案、主

持开发糖尿病诊疗相关的智能辅助系统及随访系统。此外，还牵头建立了眼底影像的第三方分级阅片模式及

基于眼底影像结果的上下级双相转诊模式，开发智能诊断软件和改良拍照设备，解决了仪器限制和基层医生

资质不齐和经验不足等难题（“四、科技创新一、二、三、四”；证明材料 1-1、1-3、1-4、1-6、1-7、2-

1、2-2、2-3、2-4、7-2、7-2、7-3、7-4、7-5、7-6、7-14、7-17、7-18、7-19、7-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石国军 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研究员
内分泌代谢病

学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第二完成人，参与了糖尿病治疗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机制的研究，以及广州市肥胖症分子机理和转化研

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与建设（“四、科技创新二、四”；证明材料 1-1、1-10、7-15、7-16、7-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苏文如 3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教授,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研究视网膜病变的分子机制以及干细胞治疗眼病领域，有非常亮眼的建树，为本项目组研究视网膜病变提

供了宝贵的指导。还与第一完成人陈燕铭合作，成功申报了 2017 年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旨在探索干细胞治

疗糖尿病和相关眼病的机制及潜力，并作为第二完成人获得 2022 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糖尿病精准

管理及视网膜病变筛查平台的建立和推广应用”（“四、科技创新四”；证明材料 1-2、7-1、7-3、7-8、7-

1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蔡梦茵 4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科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所有 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优化管理。在糖尿病精准管理平台、优化降糖方案研究中起重要作用。参与

推进华南区域糖尿病防控专科联盟的建立。并且，参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分级阅片、指导基层医生进行视

网膜病变筛查、追踪和随访（“四、科技创新一、二、三”；证明材料 1-6、2-2、2-3、2-4、7-3、7-6、7-

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延华 5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治医师
内分泌科二区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 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优化管理及糖尿病精准管理平台的建设。参与推进华南区域糖尿病防控专科联盟的

建立，并指导基层医生进行视网膜病变筛查、追踪和随访；参与起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照相阅片中心

建设规范”（“四、科技创新一、二、三”；证明材料 2-1、2-2、2-3、2-4、2-5、7-3、7-6、7-15、7-16、7-

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鲁岩 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副研究员
临床免疫学中

心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持糖尿病发病机制的研究，并参与广州市肥胖症分子机理和转化研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与建设（“四、科

技创新二”；证明材料 1-1、7-3、7-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何学敏 7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糖尿病与视网膜病变发病机制、靶点的研究，以及广州市肥胖症分子机理和转化研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

与建设（“四、科技创新二、四”；证明材料 1-1、1-10、7-14、7-15、7-16、7-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穆攀伟 8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任医师
内分泌科岭南

院区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 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优化管理及糖尿病精准管理平台的建设中起重要作用。参与推进华南区域糖尿病防控

专科联盟的建立，并指导基层医生进行视网膜病变筛查、追踪和随访（“四、科技创新一、二、三”；证明材

料 1-5、1-6、1-8、2-2、2-3、2-4、2-5、7-3、7-4、7-5、7-6、7-7、7-14、7-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何志辉 9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主任医师 科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持开发患者的管理和跟踪随访系统；参与设计糖尿病智能辅助诊断、推荐和评价系统；参与起草“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眼底照相阅片中心建设规范”（“四、科技创新一、三”；证明材料 1-7、2-1、2-2、2-3、2-4、2-



5、2-9、2-10、7-3、7-4、7-6）。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容瑜 10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

公司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

有限公司
其他

首席卫生事务

官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持开发质控管理系统、糖尿病眼底病变防治系统和眼底拍照映像传输系统；参与视网膜病变筛查平台的建

立和推广应用；参与起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照相阅片中心建设规范”（“四、科技创新一、三”；证明

材料 1-7、2-1、2-6、2-7、2-8、7-3、7-4、7-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曾龙驿 1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学科首席专家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持 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优化管理及糖尿病精准管理平台的建设；参与推进华南区域糖尿病防控专科联盟的

建立（“四、科技创新一、二、三”；证明材料 1-5、1-8、1-9、2-2、2-3、2-4、2-5、7-3、7-4、7-5、7-6、7-

7、7-11、7-14、7-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唐喜香 1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糖尿病与视网膜病变发病机制、靶点的研究；参与视网膜病变筛查平台的建立和推广应用（“四、科技

创新二、三、四”；证明材料 1-3、1-4、1-6、1-7、7-3、7-4、7-5、7-14、7-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林硕 13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 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优化管理及糖尿病精准管理平台的建设；参与推进华南区域糖尿病防控专科联盟的

建立（“四、科技创新一、二”；证明材料 1-6、1-8、2-2、2-3、2-4、2-5、7-4、7-5、7-6、7-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细玲 14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副主任护师 内科副护士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 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优化管理；主办糖尿病护理及胰岛素使用学习班；主办体重管理和营养管理学习班

（“四、科技创新一、二”；证明材料 2-5、7-3、7-6、7-7、7-9、7-10、7-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叶方全 15
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限公

司

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工程师 副总经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持开发糖尿病智能辅助诊断、推荐和评价系统（“四、科技创新一”；证明材料 2-2、2-3、2-4、2-5）。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结合中国慢病防控发展策略以及社区特点，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建立了糖尿病精准管理的培训平台、优化

降糖方案、开发糖尿病诊断相关的智能辅助系统及随访系统，建立了面向基层医生和护士的糖尿病精准管理

模式。2019 年中山三院联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等

18家医疗机构作为理事单位，以广东省、福建、江西等 64家专科联盟成员单位为支撑，建立华南区域糖尿

病防控专科联盟，加强各医院间专科协作、促进资源共享、推动糖尿病防治事业发展。此外，针对视网膜病

变筛查的实际问题，联合达安临床检验中心开发了免散瞳眼底照相技术的应用系统，并建立了眼底影像的第



三方分级阅片模式及基于眼底影像结果的上下级双相转诊模式，解决了仪器限制和基层医生资质不齐和经验

不足等难题。开发了智能化基础胰岛素剂量调整软件，可根据糖尿病患者自身情况，为其提供个性化胰岛素

剂量调整方案，明显改善糖尿病患者知识水平、自我管理水平等，对糖尿病患者的居家安全用药有着重要借

鉴意义。

单位名称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慢性低度炎症性疾病，炎症反应和内皮功能障碍参与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发展，并且独立

于视网膜病变的其他危险因素。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在揭示视网膜免疫调控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临

床转化应用工作，并与第一完成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合作申请并完成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齿龈间充

质干细胞治疗 1 型糖尿病和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研究”，为开发治疗 1 型糖尿病新治疗方式提供重要的理论

和临床支持。

单位名称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开发了分别适用于 IOS 系统和 Android 系统的“基于临床科室对患者的管理和跟踪随访系统[简称：虚拟医生

助手]V3.2.9”，对患者病历资料进行智能的个性化管理、提醒随访、监测患者病情进展等，减轻临床医护人

员的工作量，为患者提供更好的临床咨询和服务。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合作，协助糖尿病精准管理和视

网膜筛查系统在社区医院的推广应用。

单位名称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达安临检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同起草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照相阅片中心建设规范”行业标准，为

社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阅片中心的设置要求和质量管理要求提供了参考标准。开发的“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防治系统”，可以进行上下级医疗机构对接，开展“双向转诊转治”“区域医疗远程会诊”“社区医生继续教

育”等服务。平台产生医疗数据为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险因素、关键影像因子进行分析奠定基础，对糖网早

发现早治疗，提高社区医生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实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预警，守护患者健康。开发基

于深度卷积网络的眼底图片打分系统，可以辅助基层医护人员获得更高质量的眼底照片，并辅助基层医生对

于视网膜病变进行诊断，提高视网膜病变筛查率和早发现。

单位名称 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 5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同开发了“糖尿病智能辅助

诊断系统”、“糖尿病智能诊疗推荐系统”和“糖尿病验证评价系统”。服务以基层医生为主要使用对象，在医

生诊疗过程的各个环节实时提醒和推送，辅助医生完成诊疗业务，提升服务能力，规范诊疗行为、减少误诊

漏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