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强院 “金字塔”结构释放创新动能

位于徐汇区吴中路的上海爱尔眼科医
院（上海总院）参照三级眼科医院标准设
置，是集医疗、教学、科研和学术于一体的
大型专业化眼科医院。医院设有眼底病专
科、老视白内障专科等多个临床和医技科
室，并在科研领域持续发力——2019年获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资格，成为国家临床药物试验基地
（GCP）；2022年成立上海爱尔眼科研究所，
通过科学实验与临床研究推动新药、医疗
器械研发及眼科医疗技术创新，为患者提
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在屈光手术领域，上海爱尔眼科医院

堪称行业创新标杆。自2005年引进中国
首台飞秒激光设备并实施首例飞秒激光手
术以来，现已构建起包含全飞秒（全飞秒
4.0）、半飞秒（精雕、全光塑等）、全激光和
ICL晶体植入术（含TICL、飞秒ICL等）的
全系屈光矫正技术体系，可针对不同患者
需求提供个性化方案，截至目前已助力十
万余名患者重获清晰视界。
俄罗斯留学生PavelMaksimenkov的

经历便是生动案例：因频繁往返中欧，他选
择该院国际医疗部，不仅得益于全球各地
免费复查的便利服务，更感受到全流程英

文交流的专业温度——主刀医生上海爱
尔眼科医院副院长李霞为其定制手术方
案，术后双眼视力分别恢复至1.0与
1.2。“语言无障碍、服务跨国界”，成为他
推荐爱尔眼科的关键理由。
面对不同人群的眼健康需求，医院

通过精细化专科建设实现精准服务。这
里既有针对儿童的斜弱视门诊、近视防
控门诊、眼球震颤门诊，也有面向中老年群
体的糖尿病眼病门诊、老花白内障门诊、干
眼诊疗门诊，以及应对复杂病症的高度近
视门诊、眼外伤门诊等10余个专病门诊。
这些门诊不仅优化了诊疗流程，更以定制
化方案提升服务精准度。
百岁老人周奶奶十年前因白内障几乎

失明，医院专家团队为其制定高龄适配手
术方案，术后视力维持在0.5水平，如今
106岁的她仍能清晰视物，其家族多位成
员也因此选择来院就诊。
作为全球最大眼科医疗连锁集团的

重要节点，上海爱尔眼科医院在国际化布
局中持续突破。如今，“上海爱尔疑难眼
病国际远程会诊中心”正式揭牌，依托爱
尔眼科“1+8+N”全球战略布局（覆盖亚欧
美30国、国内900余家医疗机构），整合全

国1/6优质眼科专家资源，构建“国内国际
双循环”诊疗体系。爱尔眼科上海特区首
席专家胡运韬教授表示，未来将以“技术
—资源—人才”三维驱动，探索“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
级诊疗模式，让优质眼科医疗资源更公平
可及。
从屈光技术的全周期覆盖，到专病门

诊的精准触达，再到国际医疗网络的协同
创新，上海爱尔眼科医院以学科建设为根
基，正逐步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眼健康管
理体系。无论是青少年的近视防控、中青
年的屈光矫正，还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
眼诊疗，抑或是复杂眼病的跨国会诊，这里
都能提供贯穿预防、诊疗、康复的一体化解
决方案，让每一双眼睛都能沐浴在专业、温
暖且可及的医疗阳光中。

上海爱尔眼科医院将人才视为学科发
展的核心驱动力，构建起层次清晰、系统完
备的“金字塔”型人才体系，通过“引育用
留”全链条生态，为眼科医学创新与临床服
务注入持续动能。
医院依托集团“眼科人才北斗计划”，

着力搭建高端人才蓄水池。目前已汇聚
一批国际学术组织核心成员、留美学者及
硕博导师，形成以领军人才为引领的专家
矩阵。这些学科带头人不仅具备深厚的
学术造诣，更在临床技术革新中发挥关键
作用，如胡运韬教授主导的疑难眼病国际
远程会诊体系，推动医院诊疗能力与国际
接轨。
在内部人才培养层面，医院构建了“理

论—临床—科研”三位一体的培育路径。
针对青年医师，实施“菁英托举”工程，选拔
中层骨干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与重大临床

课题，同时建立“双导师制”，由资深临床专
家与科研导师联合指导，助力青年医生同
步提升诊疗水平与学术能力。以李霞为
例，这位角膜病专业出身的青年医生，初入
医院便展现对屈光手术的钻研热情。医院
为其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支持她在全飞
秒、ICL晶体植入等前沿领域深入实践，仅
用一年时间便全面掌握各类术式，凭借过
硬技术与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从普通医
生逐步成长为副院长，成为医院人才快速
成长的典型样本。
“人才梯队的可持续发展，是医院保持

创新活力的关键。”上海市医学会会长邬惊
雷指出，上海爱尔眼科医院通过“领军人才
领航、中青年骨干突围、青年医师储备”的
金字塔结构，形成“引进一个、带动一批、培

育一代”的良性循环。这里既有像爱尔眼
科上海特区副总院长李文生教授这样的国
际学者带来前沿理念，也有李霞团队等中
生代骨干推动技术落地，更有“双导师制”
下快速成长的青年力量，构成老中青结合、
临床科研并重的人才格局。
从高端人才的战略引进，到青年医师

的精准培育，再到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上
海爱尔眼科医院的人才体系始终紧扣“临
床需求导向、学术创新驱动”的主线。正如
邬惊雷所言，这种“人才—学术—公益”的
三维联动模式，既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核心支撑，更通过人才辐射效应，带动区
域眼科诊疗水平提升，为我国医疗卫生事
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提供了
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 医生在手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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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势力

质控护航 标准化精细化人性化设定质量指标在爱尔眼科医疗管理中心的数据大
屏上，一组手术质量指标格外醒目：白内
障术后眼内炎发生率0.0166%，低于全国
三甲医院平均水平；玻切术后眼内炎发生
率 0.0088%，优于国内外0.05%的统计
值。这串数字的背后，是上海爱尔眼科医
院以患者为中心、贯穿“标准化、精细化、
人性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在持续发力。

2017年，茹茹小朋友在幼儿园意外遭
遇角膜穿通伤，辗转求医后在上海爱尔眼
科医院接受治疗。当孩子步入小学，新的
难题接踵而至：医院常规下班时间与小学
放学时间冲突，可能导致视觉训练中断。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医院主动调整服务流
程，为茹茹延迟下班进行专属训练。经过

持续治疗，茹茹的视力从受伤时的0.04提
升至0.9，接近正常水平。“工作人员牺牲
休息时间，全程配合孩子的时间，这种以
患者需求为导向的服务，让我们全家感受
到了医者的温度。”茹茹妈妈感慨道。
这样的人性化服务并非个例，而是医

院质控体系的缩影。上海爱尔眼科医院
将集团“追求有‘质’的量”理念融入诊疗
全流程：通过标准化建设，让屈光、眼底、
白内障等核心诊疗环节均有章可循；借助
信息化系统，实现病历质控实时预警，避
免漏诊误诊；建立多学科会诊（MDT）制
度，为疑难病例制定个性化方案。数据显

示，医院年门诊量超12万人次，手术量万
余例，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三级眼科医院
标准，先后获“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信用
评价AAA级”“上海市文明单位”等荣誉。
“医疗质量是医院发展的生命线。”上

海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会长闫东方指出，
上海爱尔眼科医院连续三届获评上海市
社会医疗机构“先进集体”，其核心竞争力
在于将标准化的“硬度”与人性化的“温
度”有机融合，这种“刚柔并济”的质控模
式，不仅让其在“一城六院”分级诊疗体系
中发挥标杆作用，更成为社会办医提升服
务品质的参考样本。

上海爱尔眼科医院

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亚
洲医学中心城市进程中，上海爱尔眼
科医院积极践行“健康中国2030”战
略。作为上海市儿童基金会“慧眼看
未来”近视防控公益行动合作方，其眼
健康科普馆累计开展200余场沉浸式
科普活动，服务超1900组家庭，为
5000余名儿童建立动态眼健康档案，
创新推行“家庭为单元、家长为责任
人”的防控模式，推动近视防控从医疗
干预向全民参与延伸。
作为上海市首批国际医疗旅游试

点机构，医院依托国际前沿设备，构建
“多语种服务+商保直付”体系，吸引
全球30余个国家上万名患者。从儿
童验光配镜到老年复杂眼病，其全周
期管理覆盖生命各阶段，而“24小时
视网膜脱离绿色通道”“上海首家眼内
注药中心”等服务创新，更将急重症响
应效率提升至行业前列。医院以患者
体验为核心，在服务流程优化与全周
期管理上的探索，为社会办医树立了
标杆。
站在二十周年新起点，爱尔眼科

医院集团董事长陈邦提出战略规划：
“我们将对标国家眼科医学中心标准，
在眼底病基因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
断等前沿领域深化研究，加强与长三
角健康联盟合作，力争2030年建成华
东区域眼科医学中心，让优质资源惠及更多
人群。”这一愿景依托于医院已形成的“技术
—公益—国际化”三轮驱动模式——既有近
视防控公益项目的社会价值，也有国际医疗
旅游的服务能级，更有临床科研转化的创新
势能。

打造华东区域
眼科医学中心

20年前，上海爱尔眼科医院从长宁区虹桥路启航。
如今，经过20年深耕，医院已发展成“一城六院”格局，构
建起“1个区域眼科中心+5个地区领先的眼科医院”网格
化服务网络，包括徐汇、金山、嘉定、青浦、松江、浦东六大
院区，优质眼科资源突破地域壁垒，实现“家门口的全球
眼科智慧”，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全病种、全场景的眼
健康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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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基石 眼健康管理体系覆盖“全生命周期”

■ 医生为病人看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