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项目名称 小眼睛、大健康——同仁眼科系列科普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处

推荐意见

   近年来北京同仁医院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作出突出贡献： 1）致力于儿童青少年近视

科普及近视宣教。北京同仁医院充分利用学术及科普资源、渠道和经验，为社会组织或公众提供

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和开展科普活动。通过近视防控进校园、开展科普宣教、助力媒体传播、举办

主题活动等方式，将儿童青少年近视科普宣教作为基本职责和素养贯穿在医疗工作的全过程，建

立了医、教、研、防四位一体的健康促进模式。2）牵头开展儿童青少年校园近视筛查，综合调

查小学儿童用眼强度、用眼习惯，完成双眼视功能检查、验光、生物测量、彩色眼底照相、光学

相干断层成像扫描等眼部检测，针对性的给予包括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增

加户外活动等在内的综合屈光处方，有效延缓近视发生和发展，近视干预水平领先全国、近视防

治科研成果丰厚。3）北京同仁医院长期从事高度近视及病理性近视发病机制、防治的相关研究，

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

划）课题，首都医学发展基金联合攻关课题，卫生部公益行业专科等科研课题，出版学术专著多

部。2022 年，北京同仁医院成功申请为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同仁医院拥有丰富的专

家资源，有经验的科普创作团队，充分具备开展近视科普培训、创作科普作品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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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魏文斌教授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眼底病首席专家，入选国家健康科普专家

库第一批成员名单。多年来，魏文斌教授率领团队，围绕“小眼睛，大健康”，深入开展了多维度、

大范围、多样式的眼健康系列科普工作：

一、出版多部眼健康科普书籍，呵护全生命周期眼部健康

魏文斌教授团队根据丰富的临床经验，研究整理并创作出版了2部眼健康科普著作。面向婴幼儿

和少儿出版了《养出孩子炯炯有神好视力》，以实例引入介绍从宝宝出生到成年前常见的眼部问

题，陪伴新手家长的健康育儿之路。面向学龄期儿童出版了《眼球王国奇遇记》，将眼球幻化成

一个王国，组成眼球的结构（角膜、晶状体、视网膜等）具像成王国的标志性建筑，通过眼球王

国的变迁，以漫画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学龄期儿童讲解近视形成的相关知识和预防办法。同时，团

队面向全年龄段人群出版了中华医学会《健康世界》系列科普杂志，将近视、老视、青光眼、眼

睑痉挛、眼部医学美容等时下热点话题融入选题，全面展现了小眼睛所蕴含的大健康。多本科普

书籍累计发行量达三万余册。

二、多样活动助科普，近视防控进校园

近视防控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魏文斌教授团队组织完成了爱眼日宣传

活动，“小小眼科医生”院内体验、中小学及幼儿园健康教育师资培训、近视科普培训班等科普活

动，累计100余场次，获得了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健康科普材料征集大赛三等奖、首届“全国青少

年健康促进典型案例”优秀科普作品等奖项。魏文斌教授牵头在北京市东城区培新小学、广渠门

中学附属花市小学率先开展校园近视筛查和科普工作，完成双眼视功能检查、验光、生物测量、

眼底彩照等眼部检查，完善建立青少年屈光档案。通过大力培训校医、师生和家长，推动建设全

民爱眼观念；通过展板、科普讲座、科普视频等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向学龄儿童及

家长普及近视防控知识。 



三、借助广大媒体平台，扩大眼健康科普影响力

魏文斌教授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就疫情期间的科学用眼、预防近视等回答媒体

疑问，解决群众困惑。魏文斌教授通过中央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人民日报客户端、今日头条

网、凤凰卫视、网络直播平台、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等各种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平台，面向全年龄

段各行各业人群，进行眼健康科普宣传讲座 100余次，对学生用眼健康、近视防控、高度近视人

群眼底并发症风险及防控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和建议，辐射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累计收看人次

超 1亿。

多年来，魏文斌教授始终将眼健康科普作为眼科事业发展的重要战场，用多样性、趣味性的形式

推广专业眼健康知识，做百姓能看懂、能记住的科普，为全民健康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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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魏文斌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魏文斌教授， 现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常委兼眼底病学组副组长、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 入选首批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级及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卫生健康   委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眼底病领域专家，他是国内首位提出并成功实施眼 内肿瘤“保眼治疗”的领航

者，是“以眼底影像预测重 大慢病”的国际标准引领者， 推动国内眼底人工智能产业在重大慢病防控领域

的发展；作为同仁眼科的领航者，推动并支持了“同仁眼科中心十大国家级平台”的建设与发展。以第一或通

讯作者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563 篇，其中 SCI 196 篇， 累计影响因子 97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金琼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实施完成人之一，主要参与本项目的前期设计、 实施、完成及成果推广等工作，参 与本成果

相关项目的申报工作， 就眼病的表现、预防及治疗等方面的科普知识进行了系统分类、  整体评估及广泛

宣讲 ，在科学层面进行逐层、完整的评估和分析 ，并在推广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 作。主要组织编写了科

普书籍《寻医问药同仁眼科——老爸老妈的眼病有办法》、《养出孩子炯    炯有神好视力》，  在北京青

年报、健康世界等报纸和期刊上发表了多篇科普专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邵蕾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

副研究员,主治医

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作为主编创作出版近视科普读物《眼球王国奇遇记》，  并设计插图。该书由人民卫 生出版

社发行， 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普专项经费”资助； 首届“青少年健康促进典型案 例”年度优秀



图书奖；2017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健康科普材料三等奖。作为编委参与《健康世界》 近视防控专题内容撰写。

作为主要参与人，参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普专项科普项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雅斌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
主管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完成人之一参与屈光矫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课题临床研究， 做为主编助理参与编写 《健康世

界》医学杂志 2 本。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董力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完成人之一将人工智能在近视防控中的潜能和意义进行宣传；对全身重大慢病在眼部的表现 进行研究、

  整理、 归纳和科普， 将眼部对全身疾病的预警作用向大众进行宣传；积极响应儿童近 视防控的国家战

略，通过爱眼日活动和自媒体等平台对儿童、家长、老师进行近视防控的宣教； 参与编写近视专题科普读

物《健康世界》 。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殷世弈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完成人之一参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及流行病学调查相关课题研究， 并参与儿童近视筛查及科普工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瑞恒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完成人之一参加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课题的开展、整理汇总和相关校园健康宣教工作。在电视节目

和自媒体等平台参与对儿童、家长、老师的近视防控科普工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文达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参与北京市青少年近视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参于近视发病机制及近视与人工智能等研究，为近视防治提

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此外参与完成多篇科普短文，宣讲近视防控及眼外伤防控知识。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作为本项目唯一的完成单位，  拥有丰富的专家资源，有经验的科 普创作

团队 ，充分具备开展近视科普培训、创作科普作品的能力和水平。  医院充分利用学术及科 普资源、渠

道和经验 ，为社会组织或公众提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和开展科普活动 ，并牵头开展儿 童青少年校园近视

筛查 ，针对性的给予包括减少电子产品使用、 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  增加户外 活动等在内的综合屈光

处方 ，将儿童青少年近视科普宣教作为基本职责和素养贯穿在医疗工作的 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