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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泪膜与角膜的结构及功能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北京大学

推荐意见：                                                                  

    眼健康是关乎全民生活质量与社会效率的重大课题。泪膜与角膜作为眼球主要的

屈光介质和眼健康第一道防线，其生理特征以及疾病状态下的改变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切实符合《中国眼健康白皮书》和“近视防控国家战略”的要求。

项目组从社会需求出发，聚焦在泪膜与角膜的结构及功能，通过基础研究，剖析了

角膜缘干细胞的生理特性与自我保护的机制，拓展了关于角膜区域免疫的认知，为

角膜组织工程的构建与优化提供了依据。项目组紧密结合临床，通过泪液细胞因子

分析，率先阐明泪液生物学特征在眼表疾病及屈光手术中的改变及其临床意义，增

进了对眼表疾病的发病机制的认识，为屈光手术的优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分

析屈光手术前后角膜的生物力学状态改变的原因及其与屈光回退、视觉质量的关系，

为近视矫正的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个性化方案制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与

实践基础。研究成果显著，被国际国内同行引用 439 次，参与制定业界国际、国内

专家共识 2 部。

综上，鉴于项目组在眼表组织学与功能研究领域所做的突出成就，我单位同意推荐

该项目申报 2021 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中国眼健康白皮书》指出眼健康关乎全民生活质量与工作效率。眼表疾病由于

影响人群庞大、治疗效果显著，是促进眼健康的重要着力点。泪膜与角膜是眼球与

外界相联系的首层界面，是关乎眼表健康的核心组织。泪膜与角膜结构的特殊性和

功能的复杂性是眼科学界致力于解决的难题。基于此，本项目结合基础与临床研究，

历时 13 年对于泪膜与角膜的结构及功能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如下创新性工作：

（1）针对角膜的组织学与生理学特性，首次阐明神经营养因子及其受体在中央角膜、

周边角膜、角膜缘的分布，发现GDNF，NGF及其受体可作为角膜缘干细胞的标志物。

阐明 GDNF在角膜缘上皮组织及细胞中发挥促进生存，抑制凋亡的特性，为角膜组

织工程及角膜移植的优化提供了参考依据。首次发现角膜缘干细胞通过高表达GDNF

和低表达 IL-17A受体执行自我保护作用，为研究角膜缘的区域免疫提供了新的思路。

研究成果被 Progress in Retinal and Eye Research，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等杂志引用 179 次。

（2）聚焦泪液细胞因子的组成及其在临床疾病中的改变，率先发现干眼患者泪液中

Th17细胞相关炎症因子含量增多，为干眼的发病机制及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近 3

年他引 38次。首次通过泪液细胞因子分析，阐明糖尿病相关干眼以及不同角膜屈光

术后泪液生物学改变的特征，为认识系统性疾病对干眼的影响以及角膜屈光术式的

选择提供了参考。

（3）我国是近视和屈光手术大国，绝大多数屈光手术基于角膜开展。项目率先发现

角膜生物力学改变对屈光手术后屈光回退的影响，并阐明屈光手术方式与角膜生物



力学之间的关联与相互的影响，为屈光手术的改进与个性化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与实践基础。通过调整术中参数的设置，减少了屈光手术对角膜生物力学的不良影

响，解决了屈光手术后患者出现的不良视觉现象，极大提高了近视人群术后的生活

质量。

本项目通过基础与临床研究，对泪膜与角膜的结构与功能进行了立体的分析，拓展

关于角膜缘干细胞特征及功能的认知，揭示了泪膜成分的临床改变与意义，阐明了

角膜生物力学在屈光手术中的作用，为近视防控提供了参考依据。研究成果发表在

包括Stem Cells, American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Journal of Refractive Surgery

等权威期刊，总影响因子 55分，SCI他引 380 次，其中 4 项成果被眼科 TOP期刊

Progress in Retinal and Eye Research引用 8次。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支持。授权专利 3 项，出版专著 3 部，参与制定亚洲干眼共识及中国角膜地形图

引导个性化激光角膜屈光手术专家共识，发布 4 个专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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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齐虹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学术带头人和负责人，负责项目整体设计和实施。

总结既往理论与实践，提出研究方向及方案。搭建基础与临床研究平台，对角膜缘

干细胞与神经营养因子（创新点 1，见附件 1-1，4-5，4-6，4-7，4-8，4-9，4-

10，8-1，8-2）、泪液生物学分析（创新点 2，见附件 1-2，1-3，4-1，4-2， 4-

4，10-1）、角膜生物力学（创新点 3，见附件 4-11，4-12）研究进展进行质控分

析。负责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推广，参与制定亚洲干眼共识（见附件 4-3）。

姓名：陈跃国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负责人指导角膜生物力学（创新点 3，见附件 4-11，4-

12，4-13，4-14，4-15）、泪液生物学特征（创新点 2，见附件 4-4）与屈光手术

的相关研究，协助学术带头人进行研究质控。执笔制定中国角膜地形图引导个性化

激光角膜屈光手术专家共识（见附件 4-16），并发表专家述评与著书进行学术交流

与推广（附件 4-17，4-18，4-19，4-20，10-2，10-3）。

姓名：张钰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研究泪液生物学特征与屈光手术的相关性

（创新点 2，见附件 4-4），发现飞秒激光制瓣与角膜刀制瓣对角膜形态学的影响

（创新点 3，见附件 4-13），分析屈光手术前后角膜的生物力学的改变及其与视觉

质量的关系（创新点 3，见附件 4-15）。合作参与国自然立项（见附件8-1）。

姓名：马佰凯

排名：4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分析糖尿病相关干眼与非糖尿病相关干眼患者

泪液细胞因子含量的区别（创新点 2，见附件 4-2），改进干眼小鼠模型获批专利 1

项（见附件 1-3），协助撰写及出版《干眼 齐虹 2019 观点》（见附件 10-1）。

姓名：刘容均

排名：5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分析泪液炎症因子在不同类型干眼患者中的特

征性改变（创新点 2，见附件 4-1，4-2）。结合 GDNF在角膜中的保护性作用，获

批相关专利 2 项（见附件 1-1，1-2）。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完成单位，负责报账项目的整体实施与进展，提供开

展研究的必需场所、仪器设备，保存临床数据库，协调眼科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

沟通与交流。研究开展前，通过严格论证并审批临床伦理，为科学研究的有效性、

安全性和严谨性保驾护航。研究开展后，定期通过学术委员会监督项目进度，督促

研究人员高质量完成课题，并针对现有问题进行科学支持和实践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