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光逐梦不忘初心  抗击疫情使命担当
——专访大会主席姚克教授

致敬眼科抗疫英雄，“追光逐梦” 步履不停

年会采用新形式，线上线下结合举行

做好眼科科研工作，关键是建好团队专注自己

的专业领域

眼科发展，要牢记创新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梯队，是中国眼科的希望





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中的战役事迹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院医护人员听党指挥，积极报名，踊跃

参加，不辱使命，圆满完成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任务。

截止目前，眼科医院共抽调21名护

理人员、1名医师参加到抗击新冠肺炎的

一线工作中去，其中7名护理人员分两

批次到急诊预检分诊和急诊呼吸门诊进

行预检分诊工作，7名护理人员（含1名

护士长）分4批次进驻抗疫一线病房，

7名护理人员（含3名护士长）分四批次

进驻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进行排查新冠肺

炎输入性病例工作。抗疫期间2位同志

递交入党申请书，另有2位同志火线入

党。

一、负责操作培训：眼科医院4名

护士长负责院感知识、咽拭子采集、穿

脱隔离衣、防护服实操演练，并制作脱

防护服、隔离衣操作流程供参考，保证

每位进驻一线人员能够熟练掌握操作流

程，保障医护人员人身安全。

二、进行预检分诊：7名护理人员

支援急诊预检分诊和急诊呼吸门诊，她

们在抗疫的第一站为所有入院就诊的患

者 进 行 体 温 检 测 、 询 问 病 史 、 登 记 信

息、预检分流、避免人员聚集，一

旦发现发热患者，专人陪同，走发

热患者专用路线到感染发热门诊就

诊 ， 合 理 、 安 全 、 有 序 的 分 流 患

者，同时指导患者正确佩戴口罩，

减少交叉感染。

三、进驻新冠病房楼：7名护

理人员（含1名护士长）、1名副主

任医师进驻抗疫一线病房。在这里

她们全副武装，查房并协助患者做

好日常生活护理，规范为患者进行

各项专科技术操作，指导患者进行功能

锻炼，恢复训练，在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的同时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减轻患者

恐惧、害怕、紧张、焦虑的心理，有针

对 性 的 进 行 有 效 的 心 理 疏 导 ， 提 高 患

者 战 胜 疾 病 的 信 心 ， 精 心 照 护 好 每 一

位患者。

四 、 机 场 排 查 境 外 输 入 性 病 例 ：

7名护理人员（含3名护士长）进驻郑州

新郑国际机场排查境外输入性病例，协

助海关完成国际航班卫生检疫工作。为

所有境外输入人员进行血标本、咽拭子

标本采集，同时肩负血标本采集、咽拭

子 标 本 采 集 、 鼻 拭 子 标 本 采 集 培 训 任

务，为海关人员培训相关工作流程及注

意事项6次，并制定了《织物回收对接

流 程 》 、 《 咽 拭 子 标 本 采 集 流 程 》 、

《鼻拭子标本采集流程》。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

毒肺炎，弥漫着整个华夏大地，威胁着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眼科中心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医

院党委的指挥下，坚守在这场没有硝烟

战争的前沿阵地，投入到一线医疗战线

的疫情防控中。 

自1月21日起，眼科中心接到医院防

疫指挥部通知，三个病区共122张床位

相继被征用为隔离病房，收治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的肺炎患者。1月26日，我院光

谷院区成为武汉市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定点救治单位，光谷院区眼科也成为收

治重症肺炎患者的病区。在眼科中心主

任及各病区护士长的带领下，中心全体

医护人员迅速完成了病房改造、防护物

资请领、院感防控培训等工作，72名医

护人员投身一线红区。另外10人支援医

院发热门诊及日间病房、武昌方舱医院

等新冠肺炎救治工作。截止4月8日，中

心共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212余

人 次 ， 其 中 重 症 患 者2 8人 ， 均 痊 愈 出

院。救治工作达到零死亡，零差错，零

纠纷，零感染。眼科中心抗疫团队包括

中心主任及护士长以及保障后勤工作人

员 在 内 ， 共1 1 8名 眼 科 人 连 续 奋 战1 0 1

天，不分昼夜地战斗在抗击疫情的最前

线。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组

织领导下，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

冠疫情得以迅速控制，4月3日眼科中心

全面消杀后恢复住院、手术、检查等各

项专科医疗服务，并于5月4日全面恢复

眼科各病区日常诊疗工作。

此外，在疫情期间，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眼科中心全体成员都在竭尽自己所

能，为抗击疫情做出最大的贡献。发表

疫情相关论文十余篇，申请相关课题

2项；完成“武大云医”“丁香医生”

“好大夫”等网络平台看病800余人

次；完成网上会诊十余次；接受眼科患

者电话、微信复诊咨询600余人次；数

十名医生参与全国线上眼科研讨会。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眼科）抗击新冠肺炎中的战役事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中心抗击新冠肺炎中的战役事迹





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在大会期间举办8个单元专题会场， 

44个专家讲座、44个大会自由发言，病例讨论单元中7个疑难病历

分享讨论；举办3个继续教育专场，共12个专题讲座。讲者报告精

彩，参会代表学习热情高涨，会场座无虚席。

本届会议学术亮点包含来自国内多个领域的著名专家带来的

各自领域内的新技术、新理念和新知识。赵堪兴教授针对先天性

眼外肌纤维化上的临床诊疗思路深入讲解，规范了临床诊断、治

疗；张伟教授针对当前新手术方式的进展和合理谨慎开展进行专

业解析。瞿佳教授做了关于温州全市域、超百万、高时效的四次

近视普查分析及特色的精彩讲座；杨培增教授关于复发性多软骨

炎伴发的葡萄膜炎的讲座深入浅出；范先群教授对儿童眼恶性肿

瘤进行深入讲解；许讯教授详细解析了高度近视眼底改变；颜华

教授针对儿童机械性眼外伤的诊断和治疗深入解析；叶剑教授对

儿童白内障的早期诊断和手术治疗予以讲解；赵培泉教授对常见

小儿视网膜疾病（非皱襞类）的鉴别诊断讲解详细深如；史伟云

教授做了关于角结膜皮样瘤的治疗的精彩讲座；魏世辉教授探讨

了视神经脊髓炎的新发现；李世迎教授重点提出儿童视觉电生理

检查需注意的几个问题；王利华教授对规范进行儿童验光与配镜

深入讲解；亢晓丽教授针对垂直直肌部分后徙术在治疗垂直斜视

中的应用深入报告；刘虎教授关于南京儿童眼病研究的新进展进

行详尽报告；赵晨教授外斜视三联征的诊治的报告精彩详尽。

本次大会共收到斜视小儿眼科专业投稿717篇，择优选取其中

44个大会自由发言。论文发言涉及斜视诊疗的临床研究、儿童眼

病的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儿童屈光问题和近视防控的相关研究

等等。

本届大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的学术单元亮点纷呈，既给斜

视小儿眼科医生带来学术上的享受，又给临床、科研和教学带来

极大启发。

视觉生理涉及眼科与多

学科交叉，本学组会议在前几

届已经形成的特色专题基础

上,瞄准国际前沿、发挥本专

业特点，继续邀请国内眼科及

视觉科学专家在视功能和形态

检测综合应用、干细胞研究进

展和眼科疾病基因诊治进展方

面展开重点交流，同时新增客

观视功能鉴定及相关临床研究

单元和视觉生理与屈光交叉单

元，并开设内容丰富的继续教

育课程单元。

在功能和形态检测在眼

科的综合应用专题里，将针对

视 觉 电 生 理 和

OCT、OCTA等眼科影像学

新技术，在视网膜疾病、视神

经疾病、眼眶疾病诊断和随访

中的综合运用进行深入的讨

论；在干细胞研究进展方面，

将针对目前眼科基础研究和临

床转化，对胚胎干细胞、视网

膜前体细胞、再生晶体等在眼

部疾病中的研究和应用展开深

入的讨论；在眼科疾病的基因

诊治进展方面，既有基因诊断

和治疗研究最新进展的专题大

餐、又有多家单位在中国人各

类眼病的基因研究的最新成

果；在新设立的客观视觉功能

鉴定及相关临床研究方面，将

对视觉电生理技术在司法鉴

定、医疗鉴定中的正确应用、

以及视觉电生理报告准确解读

等方面进行探讨，本次会议特

邀了国家技术规范的起草人-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

王旭院长、司法部司法鉴定科

学研究院夏文涛主任进行精彩

讲座和交流。在视觉生理与屈

光交叉单元中，视觉生理学组

将与屈光学组合作，就电生理

检查和屈光检查矫治、视觉发

育等做深入探讨。

继续教育课程单元将分

为两个单元，内容包括视神经

病变的病理生理及临床诊治，

眼的机械性或光损伤、斜视手

术、点状内层脉络膜病变等的

生理学基础和临床规范，由国

内知名专家结合临床病例进行

精彩的授课。

本学组学术活动既有专

家的精彩讲座，也有密切结合

临床和最新进展的众多专题和

自由讨论。通过这些专题讲座

和交流，将极大的帮助广大眼

科工作者加深对视觉电生理、

以及更多的视觉生理在眼科临

床和研究方面的理解和应用。

视觉生理学组供稿

视觉生理学组 

会 议 亮 点

［�斜视与⼩⼉眼科 ］会场亮点

本次全国眼科年会角膜病学组共

收到稿件900余篇。角膜专业医生投

稿热情高涨，稿件质量不断提高。内

容涉及感染性角膜炎、角膜和眼表手

术治疗新进展、角膜屈光手术新技术

和并发症防范、干眼诊断治疗、新型

生物工程角膜临床应用新进展等各个

方面。经过细致严格的审稿，最终录

用 大 会 发 言 101篇 ， 书 面 交 流 195

篇，电子及纸质壁报530篇，稿件数

量、质量实现双丰收。

本次大会中角膜病学组在会议内

容方面有以下几个亮点：

1、学术大餐精彩纷呈。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今年角膜组没有邀请外宾参加会议，

但国内的各位专家精心准备契合我国

眼科医生的专题，精彩纷呈。角膜病

学组前任组长谢立信院士在全体大会

上做题为《糖尿病与眼表病变》的大

会专题报告；角膜病学组现任组长史

伟云教授做《蠕形螨相关角膜病变的

诊疗》的专题发言和《眼表手术的技

巧》的继续教育；角膜病学组副组长

刘祖国教授做《蓝光对角膜内皮的影

响》和《角膜神经痛的进展》的报

告；徐建江教授带来《角膜病变合并

白内障的手术治疗》的报告；李莹教

授带来《不宜盲目扩大眼内屈光手术

的适应症》的专题；潘志强教授带来

《角膜移植的供体之殇》的报告。这

些发言高屋建瓴，对中国眼科以及角

膜领域的的创新发展之路进行回顾和

展望，精彩纷呈。

2、大会发言紧扣临床。

角膜病学组委员的大会报告以眼

科临床的需求为主，着力于解决眼科

医生最关注的临床常见问题，设立不

同的手术单元与眼病诊治单元。手术

单元包括角膜、眼表、角膜屈光手术

等内容，旨在通过培训提高广大眼科

医生的手术技能，这些手术培训中既

有国际最先进的内皮移植手术、深板

层角膜移植手术、全飞秒屈光手术、

人工和复杂角膜移植手术等，有包括

最常见的诸如羊膜移植、胬肉手术等

眼科手术。针对角膜医生特别关注的

热点增设了感染性角膜炎、内皮移

植、生物工程和人工角膜、圆锥角膜

等专题单元，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与

讨论。

3、继续教育关注临床基础。

按照角膜病学组传统，将一如既

往的设置角膜病继续教育单元，针对

临床最基础和眼科医生最关注的问

题、命题邀请本领域在临床上具有丰

富经验的高年资专家教授作为讲者来

开展深度的继续教育课程。

角膜病学组
会场
亮点

角膜病学组供稿

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供稿



神经眼科会场亮点
初冬时节，眼科嘉宾汇聚鹭岛，美丽的厦门温暖如春，CCOS大会的神经眼科内容在学会的大

力支持下，在本次大会共设立6个学术单元， 4个继续教育单元。亮点纷呈：

神经眼科学组供稿

亮点二

亮点一

亮点三

亮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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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疫情防控须知
一、健康排查和健康监测（排查日期范

围：11月5-19日）

1、存在以下情形的人员，不得参会：确

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

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近14天有发热、咳嗽

等症状未痊愈的，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

者；14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

旅居史和接触史的；居住社区21天内发生疫

情的。 

2、符合参会条件的人员，从11月5日开

始连续开展14天自我健康监测。每天采取自

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早、晚各进行1次

体温测量。一旦发现发热、乏力、咳嗽、咽

痛、打喷嚏、腹泻、呕吐、黄疸、皮疹、结膜

充血等疑似症状，应尽快就诊排查，未排除疑

似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会。

3、会议期间，参会人员一旦发现发热、

乏力、咳嗽、咽痛、打喷嚏、腹泻、呕吐、黄

疸、皮疹、结膜充血等疑似症状，应及时向会

议医疗点（馆内C3厅门口101医务室）曾鹭旭

13799737299报告，并尽快就诊排查，未排

除疑似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会。

二、民航健康申报：

为配合疫情防控，您乘坐飞机需要填写旅

客健康信息申报。

目的地为：福建省 厦门市 思明区 莲前街

道会展路198号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三、健康通行码核验

下载闽政通App，抵达厦门时点击“八闽

健康码”，录入个人信息获得“八闽健康码”

绿码，方可参会。健康码为黄码或红码的人员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不得参会。

四、进馆流程（以下环节出现黄码和红码

人员、体温超过37.3人员不得入场）

所有参会人员需佩戴本人胸卡持身份证验

证入场。

参会代表可在进入会场前获得“八闽健康

码”绿码，截屏保存备查。

会展中心B1馆入口：

① 未取得胸卡代表通道

进行 “八闽健康码”核验 → 测量体温 →

在注册台交本人“健康声明书”报到领取胸卡 

→ 在C馆、B2馆入口查验胸卡和身份证 → 进

行安检后进入会议区广场

② 已取得胸卡代表通道

进行“八闽健康码”核验 → 测量体温 →

在C馆、B2入口查验胸卡和身份证 → 进行安

检后进入会议区广场

其他相关管理规定

③ 所有参会人员需签署“健康声明书”

（附件1），可在大会网站首页下载，请打印

签字后随身携带。会议代表及参展商凭“健康

声明书”进行现场报到领取会议资料；搭建商

凭“健康声明书”办理施工证。

④所有参会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参

会代表、参展商、搭建商、工作人员等）全部

施行胸卡实名制，不得传递/冒用他人胸卡或

其它会议相关证件。一经发现，没收胸卡/证

件，取消入场资格，后果自负。

⑤ 会议期间，在会场及展厅内，所有人

员需佩戴胸卡，无胸卡者不得在会议场所内

逗留。

⑥ 会议期间所有人员必须按照防疫要求

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不聚集等。

⑦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以上规定严

格执行，敬请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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