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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近 &%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眼科学基础研究项目的资助进行分析$探讨眼科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发展脉络$为眼科领域科研人员了解不同专业基础研究的进展和资助申请提供参考信

息)!方法!统计近 &%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眼科学领域的资助项目$对获得资助的项目类别(项目名称(项

目负责人(经费数额(项目依托单位(地域进行分析$利用 IO;R*-,-V软件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近

&% 年间$眼科学研究领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量和资助经费总体平稳$约占医学部立项数和经费总

量的 #M) 立项项目中代表前沿和热点研究领域和方法的关键词逐渐增多) 在各研究领域中$视网膜脉络膜

疾病(角膜和眼表疾病(青光眼视神经疾病立项数量占据前 5 位) 研究项目主要落户在我国经济和教育发达

地区) 高层次人才项目主要集中在科研实力和底蕴雄厚的依托单位)!结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持续稳定的

投入和支持在眼科学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立项项目反映了我国研究热点的变迁$眼科

学新技术及其与交叉学科的融合促进了学科发展*科研立项与经济(教育和科研的地域环境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眼科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础研究* 研究热点* 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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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是人体重要的感觉器官$大量的外界信息通过
眼传递进入视觉中枢进行加工和整合$进而影响人体
的生物学行为) 眼的解剖结构及病理生理涉及中枢神
经系统(血管系统(代谢(蛋白组学(基因组学(微生物
学(物理光学等复杂生物学机制$是医学研究的重要领
域之一) 眼科应用基础研究采用交叉学科知识探讨眼
病的发病机制和治疗靶点(从细胞生物学(分子遗传
学(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研究眼科疾病的致病机制和治
疗手段$提高对眼病的诊疗技术$相关研究是推动眼科
学发展的源动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_)S*80)+
_)S/V)+;7*-07-=8/0T)S*80$_;=H#的设立旨在资助创
新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鼓励科研人员聚焦
前沿研究工作$探索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相关研
究成果的临床转化) _;=H是推进医学科学进步的主
要手段$也是眼科科研工作者顺利开展重要研究项目(
获得重大新发现(研发和推广新技术的主要途径之一)
_;=H以其评审公平(公正(高效的特点而具有较高的
权威性$但科研人员的选题(写作(申报等过程均会影
响_;=H资助的成功率) 因此$分析_;=H资助的眼科
学项目(探讨眼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发展脉
络对眼科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了解基础研究的方向和

资助现状具有借鉴意义$但目前缺乏相关研究信息)
本研究对近 &% 年 _;=H资助的眼科学研究项目进行
总结和分析$为眼科科研工作者申请 _;=H资助的选
题和申报提供参考)

A9资料与方法

A6A!立项项目选题情况检索及分析
登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 " 2SSU%NN,,,6

01W76Z8R670#/项目检索与查询0栏目$选择面上项目(
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优青项目(杰青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际
"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检索 #%&%1#%&D 年眼科学领
域在 _;=H的立项项目$收集获得资助的项目类别(项
目名称(项目负责人(经费数额(依托单位(地域等信
息) 因地区基金(联合基金项目只针对特定省份$未做
统计)
A6B!立项项目关键词检索及分析

登陆科学网" 2SSU%NNW/0T617*-07-0-S670# /基金栏
目0$统计 #%&%1#%&D 年眼科学立项的 _;=H项目关
键词) 由于 #%&B 年和 #%&D 年系统中未检索到项目关
键词$因此根据项目名称和研究摘要进行人工赋词$并
请眼科专家对所有关键词进行复核和规范)

利用 IO;R*-,-V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共现聚类分
析) 将数据分为 #%&%1#%&A 年(#%&$1#%&D 年 # 个时
间段) 由于 &% 年内有 & 45$ 项 _;=H项目$其高频关
键词数量较少$如果共现聚类分析的阀值太高易导致
聚类主题数量较少$无法得到领域详细研究主题) 若
其阀值太低$如频率"& 次$则所有关键词均出现$无
法展示主要研究主题) 故本文仅对每年出现频次"#
次的关键词进行共现聚类分析)
A6H!_;=H资助高层次人才项目情况检索及分析

检索 #%&%1#%&D 年获得的优青(杰青和创新研究
群体等高层次人才项目$按姓名在 _;=H共享服务网
"2SSU%NN8/SU/S601W76Z8R670NW/0T*0Zd/-V.#进行追踪检
索$分析 _;=H对人才及团队培养的支撑作用)

B9结果

B6A!_;=H资助的眼科学基础研究主题聚类情况
#%&%1#%&A 年$_;=H资助的眼科基础研究项目

中高频关键词首先是视网膜和细胞$其次为基因(血
管(角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然后是青光眼(白内障(
干细胞(视神经(视网膜节细胞(信号通路$还有近视(
视网膜色素变性(内皮细胞(突变(免疫(损伤(功能(机
制等 "图 &#) #%&$1#%&D 年$_;=H资助的眼科基础
研究项目中研究热点依然为细胞和视网膜$其次为基
因(角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蛋白(干细胞(变性(损
伤(机制(通路$白内障(黄斑变性(晶状体(新生血管(
视网膜节细胞(受体(免疫(功能等$近视(视神经(上皮
细胞(小胶质细胞(内皮细胞(视网膜色素上皮(线粒
体(移植(调控(自噬(修复(再生等也是研究主题比较
集中的领域"图 ##)

这些关键词体现的相关领域在研究主题的基础上

相互交叉和融合$利用近年来的先进研究手段(技术和
仪器作为技术支撑$构成了眼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的选题和研究网络)

!$4B!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5B 卷第 &% 期!H2*0 ]'̂U OU2S2)+(8+$O7S8X-V#%#%$I8+65B$_86&%

Q2xvdWRWZXJzaW9uLQo?



图 A9BWAW$BWA4 年 VE@>项目关键词聚类分析
@(85'-A9>35),-'&*&3/)()#+7-/ 2#'0)(*VE@>+5*0-0%'#;-",)05'(*8 BWAW$BWA4

图 B9BWA9$BWAX 年 VE@>项目关键词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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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医学部和眼科学 VE@>不同资助项目类别数量变化"!#
C&13-A9C6-*5$1-'#+VE@>+5*0-0%'#;-",)(*$-0("&3)"(-*"-

&*0#%6,6&3$#3#8/"!#

年度
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 重点(重大(国际项目 优青(杰青项目

医学部 眼科学 医学部 眼科学 医学部 眼科学 医学部 眼科学

#%&% 5 &45 45 & @%5 A% 44 5 #$ &
#%&& 5 445 @@ # D%& 4@ BB $ #$ &
#%&# A #%% BA 5 %%@ @# D% 5 #$ &
#%&5 A %@# B@ 5 5&4 B& D% 4 #$ %
#%&A 5 B%% @$ 5 $%# @5 &%# $ #$ #
#%&$ A &%# B& 5 4B% @$ &%# 5 @@ 5
#%&4 A &%# B$ 5 @#% @4 &%@ & @@ &
#%&@ A A$$ BB A #%% D& &&# D @A %
#%&B A $&$ BB A ### B$ &#% 5 @A &
#%&D A $BA D$ A 5#$ DD &#$ 5 &&5 &

!注%未检索到医学部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故医学部只统计了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
_;=H%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_8S-%<-.UV8P-7S1)0T ()P8VUV8P-7S18W(-T*7)+17*-07-)0T 8U2S2)+(8+8Z.W/0T-T X._;=H,-V-
78/0S-T$)0T ?0S-V0)S*80)+H88U-V)S*80 )0T '̂72)0Z-UV8P-7S1,-V-08S)R)*+)X+-! _;=H%_)S*80)+
_)S/V)+;7*-07-=8/0T)S*80 8WH2*0)

B6B!近 &% 年间医学部和眼科学项目在_;=H立项情况
#%&%1#%&D 年$每年医学部和眼科学研究领域资

助的各类项目数量基本稳定 "表 &#) 从面上项目来
看$#%&@ 年医学类与 #%&4 年比较项目数量增加$#%&4
年医学类项目数量与 #%&$ 年比较显示为零增长$#%&5
年和 #%&A 年医学类资助项目数量与 #%&# 年比较呈负
增长*眼科学 #%&A 年与 #%&5 年比较呈负增长) 与
#%&% 年比$#%&& 年医学类和眼科学 _;=H青年项目增
长较快$增幅分别达 @%C5M和 4@C$M$但随后年份增
长数量出现起伏$整体上青年项目立项增长率高于面
上项目) _;=H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和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眼科学 &cD 项$占医学
类总数的 &McBM) 关于优青项目和杰青项目$医学
类 #%&$ 年比 #%&A 年增加了 $# 项$增加 4@C$M$随后
微幅波动$ #%&D 年比 #%&B 年增加了 5D 项$增幅为
5AC$M$但 #%&%1#%&D 年眼科学每年立项 %c5 项$占
医学部比例 %cAM) #%&%1#%&D 年眼科学 _;=H立项
占医学部的 &CBMc#C&#M$眼科学项目获得资助经费
占医学部的 &C@4Mc#CB$M) #%&@ 年眼科学获得重点
项目 5 项(重大项目 $ 项及国际合作项目 & 项$此外眼
科学还获得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 项$总经费为 A D4%
万元$故 #%&@ 年获得经费最高*其他年份经费基本与
立项数量保持稳定"图 5#)
B6H!各类眼科疾病领域获资助情况

_;=H对眼科学的资助体系$眼部疾病分类共有
&& 个资助代码) 对 #%&%1#%&D 年各类眼科疾病立项
数量进行统计$获得立项数量最多的是 \&#%$ 视网
膜(脉络膜及玻璃体相关疾病$其次是 \&#%& 角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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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9BWAW$BWAX 年眼科学立项数量和经费占医学部的比例!
_;=H%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5'-H9M-'"-*,&8-#+,6-*5$1-'&*0+5*0(*8)#+VE@>%'#;-",)
#+#%6,6&3$#3#8/ (*$-0("&3)"(-*"-+'#$ BWAW ,# BWAX ! _;=H%
_)S*80)+_)S/V)+;7*-07-=8/0T)S*80 8WH2*0)
!

眼表疾病和 \&#%A 青光眼(视神经及视路相关疾病$
\&#%# 晶状体与白内障( \&#%B 眼遗传性疾病和
\&#%4 视觉(视光学与近视(弱视及眼肌病) \&#%5 巩
膜(葡萄膜(眼免疫$\&#%@ 全身疾病眼部表现(眼眶
病$\&#%D 眼组织移植$\&#&% 眼科疾病诊疗新技术和
\&#&& 眼科疾病其他科学问题获得立项数量较少$但
\&#%5 葡萄膜研究领域杨培增教授分别在 #%&& 年和
#%&D 年获得 # 项重点项目立项$总经费 $@@ 万$\&#%@
领域范先群教授分别在 #%&5 和 #%&D 年获得 & 项国际
"地区#合作项目和重点项目"图 A:#)

从各类疾病研究获得资助经费来看$经费与研究
领域立项数量密切相关$立项最多的视网膜(脉络膜及
玻璃体相关疾病资助经费最多$将近 # 亿元*青光眼相

关研究立项数量低于角膜$但经费与
角膜相关研究持平*眼遗传性疾病的
资助经费增加较快$表明近年来遗传
性眼病相关研究增多$这与国际上致
病基因检测及细胞和基因治疗遗传

性眼病的研究增加趋势一致
- &"A. *其

他各类疾病的资助经费与立项数量

每年基本持平) \&# 代码立项包括
优青项目(杰青项目(重点项目(重大
项目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仅有 & 项
优青项目获得立项$经费 &%% 万$其
他代码立项经费在 #%% 万以上$经费
总额较多$其中范先群教授 #%&5 和
#%&D 年分别获得 & 项国际"地区#合
作项目和重点项目$经费为 $@@ 万
"图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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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9眼科学 VE@>优青杰青创新群体获得情况"!#
C&13-B9M'#;-",)+5*0-01/ VE@>+#'-Y"-33-*,)"6#3&')$0(),(*85()6-0)"6#3&')

&*0"'-&,(.-'-)-&'"68'#5%)"!#

序

号

姓

名

优青

项目

杰青

项目

创新

群体

项目

面上

项目

重点

项目

重大

项目

国际

合作

项目

青年

项目

应急

管理

项目

总计

经费

总额

"万元#

& 杨正林 N & N & & & N N # 4 D$@

# 薛天 & & N & N # N N N $ D$$
5 赵晨 & & N # & & N N N $ BB#

A 周翔天 & N N A N N N N N $ 5@@

$ 林浩添 & N N & N # N & N $ #4#

4 刘奕志 N N & & & N & N N A & 4@A

@ 孙晓东 N & N # & N N N N A B#4

B 侯胜平 & N N 5 N N N N N A #D5

D 金子兵 & N N 5 N N N N N A #@D

&% 何明光 N & N N N N & N N # $%%

&& 欧阳宏 & N N & N N N N N # &D%

!注%_;=H%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未获得立项
!_8S-%_;=H%_)S*80)+_)S/V)+;7*-07-=8/0T)S*80 8WH2*0)!N%_8S)UU+*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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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BWAW$BWAX 年眼科学资助类别数量和经费情况!:%资助项目数量!!G%资助项目经费
@(85'-49C6-*5$1-'&*0+5*0(*8 #+%'#;-",)(*#%6,6&3$#3#8/ +'#$ BWAW ,# BWAX!:%Q2-0/(X-V8W
W/0T*0ZUV8P-7S1*0 8U2S2)+(8+8Z.!G%Q2-W/0T*0Z18WUV8P-7S1*0 8U2S2)+(8+8Z.

B64!高层次人才类项目立项情况
#%&%1#%&D 年眼科学领域获得 _;=H高层次人才

项目 &5 项$其中国家优青项目 @ 项(杰青项目 $ 项)
#%&@ 年中山大学刘奕志获得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 项$
南京医科大学赵晨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薛天均获得优

青项目和杰青项目) 电子科技大学杨正林获得 _;=H
立项 4 项$在人才类项目排序第一$总经费 D$@ 万)
#%&%1#%&D 年其他优青杰青获得 _;=H立项均在 # 项
以上$总经费在 #%% 万以上) 这 && 位高层次人才类项
目负责人 &% 年间共获得 _;=H项目 A4 项$总经费
@ &D$ 万元"表 ##)
B69!眼科获得 _;=H资助的依托单位

#%&%1#%&D 年眼科学获 _;=H资助的依托单位共

&%% 个$前 &% 名机构立项
D#A 项$占眼科领域立项的
$@M) 中山大学立项数量
排名第一$超出第二名上
海交通大学 @D 项$经费超
上海交通大学 4 %D4 万)
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

获得项目均超百项$温州
医科大学(中南大学和天
津医科大学均超过 4% 项)
中南大学立项数量超过天

津医科大学$但是经费总
数少于天津医科大学$浙
江大学与首都医科大学也

存在类似情况"表 5#)

表 H9AW 年间眼科学获 VE@>排名前 AW 的依托单位
C&13-H9C6-,#%AW #%6,6&3$#3#8/ (*),(,5,(#*)+5*0-01/ VE@>

序号 依托单位 项目数" '# 经费数"万元#

& 中山大学 ##5 &# BDB
# 上海交通大学 &AA 4 B%#
5 复旦大学 &5D @ D$D
A 温州医科大学 B$ 5 $5D
$ 中南大学 @% # 4B&
4 天津医科大学 4$ # BAB
@ 浙江大学 $@ # $5@
B 首都医科大学 $A # 4B%
D 重庆医科大学 AA # @$D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A5 & @@@

!注%_;=H%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_8S-%_;=H%_)S*80)+_)S/V)+;7*-07-=8/0T)S*80 8WH2*0)

B6K!眼科获 _;=H资助的地域分
布情况

#%&%1#%&D 年全国有 #5 个省
和直辖市的眼科医疗机构获得

_;=H资助$上海市(广东省(浙江
省(北京市眼科学 _;=H立项均为
&%% 项以上$重庆市(山东省(湖南
省均超过 @% 项$天津市(四川省(湖
北省(江苏省为 4% 项以上$江西省(
河北省(山西省(云南省和贵州省的
立项是个位数$海南(甘肃(青海(新
疆(宁夏(广西(内蒙古(西藏等省份
或自治区尚未有立项"不包括地方
联合基金#"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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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BWAW$BWAX 年眼科学 VE@>项目地区分布
C&13-49=-8(#*&30(),'(15,(#*#+VE@>+5*0-0%'#;-",)

(*#%6,6&3$#3#8/ 05'(*8 BWAW$BWAX

序号 地区 项目数" '# 序号 地区 项目数" '#

& 上海市 554

# 广东省 #B$

5 浙江省 &$&

A 北京市 &5@

$ 重庆市 B@

4 山东省 @A

@ 湖南省 @&

B 天津市 44

D 四川省 45

&% 湖北省 4#

&& 江苏省 4&

&# 陕西省 $5

&5 福建省 $%

&A 河南省 55

&$ 黑龙江省 5&

&4 辽宁省 5%

&@ 吉林省 #&

&B 安徽省 &&

&D 江西省 A

#% 河北省 5

#& 山西省 5

## 云南省 #

#5 贵州省 &

!注%_;=H%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_8S-%_;=H%_)S*80)+_)S/V)+;7*-07-=8/0T)S*80 8WH2*0)

H9讨论

H6A!从近 &% 年 _;=H立项看眼科学基础研究热点的
变迁

眼科学基础研究的热点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
与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本研究从
近 &% 年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分析来看$与 #%&%1#%&A
年相比较$#%&$1#%&D 年视网膜(细胞(基因(角膜(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晶状体(白内障(近视(视网膜节细胞
等相关内容的研究方向有较小的变化$但 #%&$1#%&D
年眼科干细胞(损伤(变性(信号通路(免疫等领域的研
究数量增加较多) 蛋白及蛋白组研究是新的(增长较
快的研究方向$表明眼科基础研究进入更深层次的分
子水平) 黄斑变性(上皮细胞(小胶质细胞(线粒体(自
噬(修复(再生等领域也是近 $ 年快速发展的研究方
向$这些研究均为近年来生物医学研究的热点$但青光
眼(视神经(角膜移植(突变(视网膜色素变性(微环境
等相关研究逐渐减少) 本研究结果提示$眼科研究人
员应该关注和跟踪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步$有
效利用最新方法和技术进行选题$提高 _;=H立项成
功率)
H6B!从近 &% 年 _;=H立项看新技术(多学科与眼科
学的融合发展

随着近 $ 年来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技术(计算机辅
助技术(生物信息学(光介导超声技术(OHQ技术(组
织修复和再生医学的快速发展$眼科学研究呈现出医
学(理科(工科等跨学科融合趋势$这些应用研究的进

步促进了产学研紧密结合研究方向) 近几年来出现了
眼科手术机器人治疗视网膜静脉阻塞(光介导超声手
术抗视网膜新生血管(人工智能技术黄斑水肿诊疗中
的应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等)
此外$Hf?; f̀NH)1D 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同时对多个基
因进行特异和有效编辑的可能$为一些遗传性眼病的
治疗带来了希望

- $. ) 各种组学研究技术(类器官培
养(非编码 f_:等$以及多学科与眼科学的跨学科交
叉融合使我国眼科基础研究在眼科疾病的发病机制研

究和治疗措施研发方面进行了更深层面的探索$多学
科与眼科学的交叉融合以及前沿技术在眼科诊疗中的

应用研究成为 _;=H关注的方向)
H6H!_;=H加速了眼科学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

近 &% 年来对 _;=H国家优青(杰青(创新群体人
才类项目立项情况表明$高层次人才获得 _;=H支持
的项目均在 # 项以上$大部分研究者成功申请 A c4
项$项目经费 $%% 万以上者有 4 人) 这些高层次人才
项目获得者多年围绕稳定的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

方向潜心钻研$并密切跟踪生物医学交叉学科的发展
动向$将最新的基础研究技术与个人的研究方向和课
题紧密结合) 这些带头人及团队研究方向清晰$研究背
景比较深厚$在国内外眼科学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
力) _;=H的资助在推动我国眼科基础研究不断进步的
同时也培养出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科学家)
本研究还提示$个人稳定的研究方向(敏锐的学术洞察
力和丰厚的研究背景也是 _;=H成功立项的基础)
H64!研究力量的地区高度集中趋势

眼科学获得 _;=H资助的依托单位分布反映了研
究力量的地区不均衡性) 获得 _;=H资助课题较多的
单位高度集中在沿海(直辖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同时地
区间(科研机构间受资助项目数量悬殊较大 - 4. ) 立项
排名前十的机构立项数量占总量的 $@M$一些重点(
重大高层次项目高度集中在广东省(上海市(浙江省(
重庆市(四川省(安徽省(北京市和江苏省$科研经费集
中在一些规模和影响力大(研究能力强(人才聚集的医
疗科研机构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力量强的单位
获得项目立项多$_;=H立项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东强
西弱的状态$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地区分布基本一
致$也与不同地域机构科研底蕴和长期积累有关)
H69!眼科学资助率呈下降趋势

眼科立项数量保持平稳增加$整体占医学部的比
例约为 #M$但立项资助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面
上项目中标率低于青年基金项目) 这种现象一方面说
明 _;=H的申请竞争愈来愈激烈$另一方面也说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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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域 _;=H倾向资助青年基金项目) #%#%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制定了申报政策$限制申请人最多申
报 # 个项目$这一政策是否会改变眼科领域的资助率
值得关注)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各类眼科疾病的研究
中$视网膜(脉络膜及玻璃体相关疾病的研究 _;=H立
项项目最多$这与实际工作中眼底病是主要的眼科疾
病并且诊疗技术更为复杂相符) 角膜与眼表疾病(青
光眼(视神经及视路相关疾病(晶状体与白内障(眼遗
传性疾病和视觉(视光学与近视(弱视及眼肌病等方面
的研究相对较多$其他各类疾病的研究相对较少$这种
情况大体与各类眼病的发生率和当前是否存在重要科

学问题有关) 此外$虽然一些眼科亚专业立项数量较
少$但因为有全国知名的学科带头人获得的大项目立
项较多$形成了特色专科)

&% 年来$随着新技术的融入和多学科交叉$眼科
学基础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一些变化) _;=H鼓励自由
探索$同时也要考虑侧重对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研
究) 基础研究的开展有助于阐明我国常见眼病的发病
机制$提高眼病的预防和诊疗水平$其最终目的是解决
临床存在的科学难题) 因此$应更注重研究创新和成
果转化$如加速人工假体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基础研
究和转化

- B"&%. ) 美国 =F:已经批准了首个治疗遗传
性视网膜病变的基因治疗产品

- &&. $我国应注重选择优
势项目作为突破口) 应鼓励支持眼科转化性研究 - &#. $
促进发展学科交叉和医(理(工的结合$鼓励产学研管
的有机结合$加快眼科新型科技产品的产业化)

我国研究机构的科研能力和地域分布不均$总体
呈东强西弱态势) 为促进经济和科研欠发达省份的发
展$_;=H委员会设置地区基金(联合基金加大对中西
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对这些地区的科研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中西部地区更需要培育优秀的中
青年骨干学术带头人) 对于依托单位$要增加眼科学
领域研究经费的投入$做好学科布局和规划) 需要根
据单位传统优势和发展特色$凝练研究方向$围绕重点
发展方向集中科研资源进行攻关) 眼科基础研究人员
要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形成长期稳定系统的研究方

向) 有研究创新和突破$才能为促进我国眼科学发展
和繁荣做出贡献) 另外建议 _;=H规范申报项目的关
键词$申请者可以在申报系统中根据研究内容选择关
键词$减少自由赋词的随意性$提高规范性)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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