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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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眼底影像多维量化技术的心脑肾病智能化诊疗体系创建与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广东省医学会

项目简介

   心脑肾病是威胁我国居民生命健康的首要死因，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我国亟需实施心脑肾病早筛早治综合防控战略，然而现有检查包括

冠脉造影、脑血管造影、肾活检等存在有创、放射性、成本高、耗时长等瓶颈，难以作为普筛手

段。视网膜成像技术可无创观察活体神经血管，为研发心脑肾病防治工具提供新思路。本项目通

过“智瞳”眼底影像多维量化技术创新、“视网膜年龄”精准风险预测概念创新、心脑肾病远程智能

管理模式创新，开创性建立跨学科、多场景、全病程心脑肾病诊疗体系。

   一、技术创新：率先研制“智瞳”眼底影像多维量化技术和生成式图文报告系统

   本项目率先研制“智瞳”眼底影像多维量化技术，实现视网膜高清分辨（峰值信噪比提升

8%）、多模态图像智能融合（准确性96%）、视网膜血管自动分割与多维量化（392个视网膜特

征）。此外项目组在“智瞳”技术基础上，构建准确、专业、高效的生成式图文报告系统，实现影

像特征高效挖掘和诊疗数据可视化，并完成技术有效性验证。“智瞳”在眼底疾病诊疗中的应用达

国际领先水平（辅助诊断和疗效评估准确性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中为90%和87%，在黄斑裂孔中

为97%和95%），为基于“智瞳”技术的心脑肾病智能化诊疗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二、概念创新：首次构建基于“视网膜年龄”的心脑肾病智能预测体系

   本项目首次提出“视网膜年龄”概念并研发视网膜年龄计算器（平均误差＜3.55岁），突破

现有生物学年龄评价体系稳定性差、成本高昂、预测精度低等瓶颈；证实“视网膜年龄”与心脑肾

病发病和死亡风险高度关联（视网膜年龄差每增加1岁，心血管疾病、帕金森病、脑卒中和终末

期肾病发病风险增加 3%-10%），为疾病早期预警提供稳定、价廉、精准新型标志物；据此构建

心脑肾病预测体系，为大规模人群早筛早治及转归预测提供精准的量化工具，开创基于眼底影像

的全身健康风险评估新范式。

   三、模式创新：开创性搭建以“智瞳”为核心技术的心脑肾病远程智能管理云平台

   本项目开创性融合 5G互联网医院系统，搭建基于“智瞳”技术的心脑肾病远程智能管理云平

台，集成先心病疗效评估、动脉瘤发病风险预测、冠心病辅助诊断、脑卒中辅助诊断、糖尿病肾

病辅助诊断等模型（准确性分别为82%、80%、90%、96%、96%），通过远程会诊端口将基层医

院患者和高危人群纳入“互联网+”数字疗法管理体系，应用于大规模人群筛查与门诊机会性筛查、

老年健康日常监测等场景，打造跨学科、多场景、全病程心脑肾病诊疗新模式。

   本项目在 JAMA系列、PNAS等高水平期刊发表SCI论文 162篇，授权发明专利17项，登记

软著19项，构建大样本多组学眼与心脑肾病数据库（11万余例），受到国内外 128家媒体采访

报道，获国家卫健委主办的全国医学 AI大赛一等奖、广东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广东医院最强科

室医学创新转化优秀团队奖、广东优秀数据产品奖，签订 3,000万元科技成果转化协议，已在全

国210多家各级医疗机构进行了推广应用，服务人群超过270万人次，有力推动心脑肾病诊疗向

无创化、便捷化、高效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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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210661154.X 2023-07-04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

ROP图像分类系统及

方法

余洪华、杨小红、

吴乔伟、胡一骏、

张滨、方莹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010851829.8 2023-09-05

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

络对 DME分型进行处

理的方法和终端

余洪华、蔡宏民、

吴乔伟、张滨、刘

宝怡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110116261.X 2024-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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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鑫、董洲、凌赛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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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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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丹、林锦信、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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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黄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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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终端

余洪华、蔡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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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伟、刘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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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赛广、董洲、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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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洲、凌赛广、柯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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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22SR0964789 2022-01-31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和视网膜图片的视

广东省人民医院



网膜生物学年龄预测

系统 V1.0

9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2SR1408877 2021-09-01

基于深度学习和眼底

彩照的全身性疾病智

能诊断系统 V1.0

杨小红、余洪华、

胡一骏、刘磊、梁

会营、梁盈盈、全

悟秀、曾晓敏、梁

安怡、吴冠蓉、方

莹

10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2SR0964420 2021-09-01

基于视网膜影像的慢

性糖尿病肾病智能诊

断系统 V1.0

华南理工大学、广

东省人民医院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余洪华 1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眼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与第二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立深度协同创新机制，成功研发视网膜影像智能分析

核心技术；联合第三完成单位依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发在心脑血管及肾脏健康智能评估系统中的应用。合

作期间与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发表相关论文 42篇，与依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申请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3项。

是代表性论文 1、4、6、7的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5、8、10的参与作者，发明专利 1、2、4、5的第一发

明人，软著 9的第二著作权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小红 2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研究员
广东省人民医

院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第二完成人，与第二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立协作机制，在研究设计、项目实施中发挥关键支撑

作用，合作期间与第二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发表相关论文 45篇。重点参与视网膜影像智能分析技术

研发，参与提出"视网膜年龄"创新概念，联合第三完成单位依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开发心脑肾病智能评估

系统。是代表性论文 4、5、6、7、8的通讯作者，发明专利 1的第二发明人，软著 9的第一著作权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何明光 3 广东省人民医院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视觉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与第二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协作开展关键技术研发，重点攻关视网膜影像智能

分析技术和多组学数据整合技术，包括视网膜动静脉自动化分割网络及视网膜超分辨技术等，协同创建了基

于视网膜影像的眼病 AI 应用平台，重点参与心脑肾病智能化诊疗系统的构建与推广，合作期间与第二完成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发表相关论文 9篇。是代表性论文 6、7、8的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4、5的参与作

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蔡宏民 4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未来技术学院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参与视网膜影像智能分析技术研发，重点攻关动静脉分割网络与超分辨率成像算

法，协助优化眼病 AI 应用平台核心模块。与第一完成单位广东省人民医院协作完成多组学数据融合分析，

支撑智能诊疗系统技术验证，合作期间与第一完成单位广东省人民医院合作发表相关论文 9篇，申请发明专

利及软件著作权 3项。是代表性论文 2、9的通讯作者，是发明专利 2的第二发明人，发明专利 5的第二发明



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覃泳杰 5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联合第二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牵头完成糖尿病黄斑水肿及全身性疾病诊断系统

的多中心数据采集与标准化处理，支撑构建智能诊断模型训练数据库。参与系统功能优化及临床应用推广，

是代表性论文 3、10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夏茵 6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重点负责建立“视功能和眼部疾病”与身心疾病关联体系，并负责联合与协助第二

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进行相关应用体系的建立、应用与推广，是代表性论文 4的第一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1的参与作者，是发明专利 4的第五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柯鑫 7 依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依未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其他 总经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联合第一完成单位广东省人民医院攻关视网膜影像智能分析技术工程化实现，深

度参与协作优化《基于深度学习的 ROP 图像分类系统》算法架构，与第一完成单位广东省人民医院合作申

请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3项（其中一项签订 3000万元科技成果转化协议）。是发明专利 3的第一发明人，

发明专利 6、7的第三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卓婷 8 广东省人民医院 澳大利亚眼科研究所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重点参与提出“视网膜年龄”概念，协同第二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构建"视网膜

年龄"理论框架，主导心脑肾病相关性分析模型设计，支撑该理论在智能评估系统中的临床转化，同时负责

“视功能和心脑肾病相关性分析”的项目设计、数据分析及文章撰写等，是代表性论文 6的通讯作者，代表性

论文 5、7的第一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8的共同第一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4的参与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乔伟 9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重点参与第二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合作的 ROP及DME 智能系统开发，重点优

化早产儿病变分级算法临床适配性，支撑系统在 8家妇幼专科医院示范应用重点参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及糖

尿病性黄斑水肿智能应用系统的构建与推广。是代表性论文 1的共同第一作者，发明专利 1的第三发明人，

发明专利 2的第三发明人， 发明专利 4的第九发明人，发明专利 5的第五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聪 10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牵头先心病围术期预测模型多中心数据采集，负责先心病项目的数据收集、分析

及文章撰写等，联合第二合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进行先心病围术期转归预测技术的开发、应用与推广工作，

是软著 8、10的主要贡献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一骏 11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协助第二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完成视网膜影像分析技术验证，参与多模态平台

数据接口标准化开发。支撑构建跨病种分析模型训练体系，重点参与研发视网膜影像智能分析技术并搭建相

关应用平台，同时在研究设计、项目实施、数据分析和技术推广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持，是代表性论文 1的共

同第一作者，代表性论文 4的参与作者，发明专利 1的第四发明人，发明专利 4的第六发明人，软著 9的第

三著作权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曾晓敏 12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重点负责视网膜影像与慢性肾脏病关联分析项目的数据收集、分析及文章撰写，

同时协同第二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参与全身性疾病智能诊断系统的构建、应用和推广，是代表性论文 1的

参与作者， 软著 9的第八著作权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赖春然 13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负责糖尿病黄斑水肿智能应用项目和全身性疾病智能诊断系统的数据收集，同时

协同第二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进行全身性疾病智能诊断系统的构建、应用和推广，是发明专利 4的第十一

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珊 14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负责糖尿病黄斑水肿智能应用项目和全身性疾病智能诊断系统的数据收集，同时

协同第二完成单位华南理工大学进行全身性疾病智能诊断系统的构建、应用和推广，软著 8的主要贡献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方莹 15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协同合作第二完成单位进行全身性疾病智能诊断系统的构建、应用和推广，负责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及糖尿病黄斑水肿智能应用项目的数据收集，是代表性论文 1的参与作者，是发明专利 1

的第八发明人，发明专利 4的第十发明人，软著 9的第十一著作权人。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广东省人民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广东省人民医院全面保障和支持本项目相关课题的顺利实施、促进相关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快速推广应用。主

要贡献体现在：1）与华南理工大学合作，率先研制了以视网膜影像为核心的智能化分析标准技术工作流，

在此基础上创建基于视网膜影像的眼病 AI 预测平台，为创建眼观心脑肾病智能化诊疗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2）首次提出并构建了基于“视网膜年龄”的心脑肾病诊疗预测体系；3）融合 5G 互联网医院系统，在国内

开创性搭建了以眼为观测窗口的心脑肾病智能化诊疗云平台。相关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 SCI 期刊

上，并在国内外多家大型医院进行推广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广东省人民医院是发明专利

1、2、4、5和软著 8、9、10的完成单位，是代表性论文 1、4、5、6、7、8、10的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 华南理工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华南理工大学与广东省人民医院于 2014 年合作共建医学院，双方长期密切合作。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重点负责研发视网膜影像智能分析处理技术，创新性开发了视网膜动静脉自动化分割网络、视



网膜超分辨技术等一系列视网膜影像分析技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数据预处理、特征挖掘和模型构建的技术

工作流，打破海量数据的碎片化利用现状，为创建基于视网膜影像的心脑肾病智能化诊疗体系提供了技术支

撑，和第一完成单位共同完成了发明专利 2、5，软著 10和代表性论文 1、2、9的研发工作。

单位名称 依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依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广东省人民医院双方长期密切合作。公司致力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领域，

为项目提供了先进的AI算法支持，尤其在眼底影像数据的智能化分析和多维量化技术的自动化处理方面做

出了重要贡献；且深入参与了图像识别、特征提取和疾病诊断模型的开发，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提升了眼底影

像的自动分析能力，大幅度提高了诊断的效率和准确性。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完成了发明专利

3、6、7；与第一完成单位合作研发了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智能诊断与自动图文报告系统，并取得全国医学人

工智能大赛一等奖；第一完成单位成功转让科技成果《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 ROP 图像分类系统及方法》给

依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