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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手术难度极高，虞先濬经常形象

地称之为“在豆腐上绣花”。“肠子像衣服，

胰腺是豆腐，胰管两毫米，胰液要流动，一

旦漏出来，后果很严重。”虞先濬打的这个

比喻，就是指胰头癌根治术的吻合环节。胰

腺外科是普外科中最复杂、风险最高的专科。

胰腺癌手术是腹部外科中范围最广、风险最

高、难度最大的术式，因此也被称为外科领

域“皇冠上的明珠”。教科书上写着：“手

术根治才能让胰腺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

而做好一台胰腺癌手术，又谈何容易？

外科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虞先濬师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终身教授倪泉兴教授，

从手术台上拉钩开始，不断磨砺医术，精进外

科手术技巧。从小手术起步，经过一步步训练，

最后才接触到胰腺手术。“第一天跟着倪老师

上台开胰腺癌手术，拉钩8小时，一动都不能动，

又累又饿、头昏眼花。”虞先濬回忆起他第一

次上台开胰腺癌手术，至今仍记忆犹新。

虞先濬身为一名外科医生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感恩我们的患者，

优秀的胰腺外科医生成长与养成一定会付

出‘血’的代价。面对有时不尽如人意的并

发症与治疗效果，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和家

属还是充分信任医生，甚至理解医学科学中

始终无法破解的难题。”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胰腺外科医生，一

定要“眼中有事，心中有思”，对于失败的

病例要总结经验教训，并要通过临床研究以

及科技创新，去解决问题，以“发现一个问题，

解决一类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做研究、去

创新，最终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方案”。

在十年磨一剑的耕耘和努力下，虞先

濬带着复旦肿瘤医院胰腺外科拿出的“上

海方案”已达到引领国际的水准。虞先濬

教授带领研究团队针对胰腺癌手术关键技

术和干预策略进行了一系列创新，通过开

展一系列基础临床转化研究，建立了个体

化手术和综合治疗策略，显著延长胰腺癌

术后生存期，胰腺恶性肿瘤患者 3 年生存

率达 56.8%，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相关成

果在全国 40 家三甲医院应用，累计 1.4

万余人次胰腺肿瘤患者获益，并获 2023

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手术切除是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治

疗的主要手段，近年来，关于 2 厘米左右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手术方式选择，是标

准切除还是肿瘤剜除存在争议。其中，是

否需要清扫淋巴结是核心问题。对于患者

根治术后如何随访复查是否需要辅助治

疗，治疗药物如何个体化选择？

虞先濬团队历时10年，从胰腺神经内

分泌肿瘤的手术方式选择、淋巴结清扫范围

以及复发转移预测三方面入手，形成了完善

的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个体化治疗新策略，

实现了术前精准预测淋巴结转移风险，术中

肿瘤微创精准切除，规范淋巴结清扫范围，

最大程度保留胰腺功能，术后甑别高危复发

转移人群，进行个体化随访治疗。

团队将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术后五年

生存率提升至90%，构建淋巴结转移及复发

风险预测预后模型，指导手术及术后治疗决

策。同时基于大样本病例临床病理特征及随

访数据，构建预测预后模型，指导手术方式

选择，提出对于病理分级为1的小肿瘤，可

行微创保留胰腺功能手术。相关研究项目获

得首届“上海市级医院临床创新奖”。

“医院正在创建国家癌症医学中心，作

为院长我将带领全院同仁，着力打造更多一

流学科，培养更多名医大家，解决肿瘤诊治‘卡

脖子’难题。”虞先濬表示，胰腺肿瘤学科

在短短14年间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和经验启

示，各个亚专科一定要在创新发展、人才

培育等方面打出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

通过培育和发展医疗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既

要培养会看病的“专家”，还要培育会研究

的“科学家”，力求在肿瘤临床研究中形成

更多可以改写国际指南的“中国方案”“上

海标准”，在

新的征程上，

进一步加快研

究型肿瘤专科

医院的高水平

建设。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张

艳萍 王丽娜） 10 月 23 日，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虞先濬濬

教授领衔研究项目《胰腺肿瘤外

科关键技术和干预策略的创新与

应用》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胰腺癌

号称“癌中之王”，虞先濬带领团队攻坚克难，

针对胰腺癌手术关键技术和干预策略进行了

一系列创新，将胰腺癌患者术后 3 年生存率

提升至 56.8%，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在胰腺癌临床及基础研究的道路上，虞

先濬带领团队始终“‘胰’路前行、勇攀高

峰、拥抱精准、走向卓越”，把复旦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胰腺学科打造成了规模最大、国

内领先、世界一流的胰腺癌诊治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虞先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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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优秀的胰腺外科医生做一名优秀的胰腺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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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黄

晶 秦苗）2009 年 3 月 4 日，中

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脊柱外科

成立。这个重要的日子，中山大学中山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院长、骨科学科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骨科学科带

头人戎利民头人戎利民仍清晰记得。16 年间，戎利民在

国内首创超声融合导航脊柱内镜手术，在亚

洲首创轴向腰椎椎体间融合术（AxialLIF)；

打造了集手术、干细胞治疗、脊髓功能康

复、科研为一体的综合诊疗体系，进而形

成个体化、精准化的蛛网膜下腔移植干细

胞修复脊髓损伤“中国方案”。从科室创

建到发展壮大，戎利民始终在线，现在，

他仍坚守在临床与科研前线，带着三院脊

柱外科不断征服新的高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戎利民

脊柱外科16 年逆袭路脊柱外科16 年逆袭路

1990年，戎利民从中山医学院毕业留

校，如愿来到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外科。入职的第二年，三院骨科成立，那

时还只是大骨科，直到2009年 3月 4日，

脊柱外科成立。为了提升医院脊柱外科的

医疗水平，戎利民先后三次出国学习，在

德国脊柱外科中心、巴塞罗那儿童医院脊

柱外科、美国UCLA脊柱外科中心等地学习

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

2001 年，戎利民开始在医院开展脊

柱微创手术。中山三院首次引入椎间盘镜

微创设备，主要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椎管狭窄等症。不同于传统手术为了满足

肉眼视野的大切口，微创手术借助电子镜、

器械臂、同步显示屏等仪器，在小切口下

也能看得更清楚，做得更稳妥。

在学习微创治疗之初，戎利民查阅了

丰富的资料，反复学习，在脑海中一遍一

遍地演练手术操作流程。在主刀第一台手

术前，手术操作流程已经印刻在他的脑海

中，对手术中的突发状况都做好了预案。

新手需要4~5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手术，戎

利民1个小时就顺利完成。

此后，他又在国内首创超声融合导航

脊柱内镜手术，在亚洲首创轴向腰椎椎体

间融合术（AxialLIF)，完成全球首例3D内

镜辅助下极外侧腰椎体间融合术，为更多

患者提供了多样的治疗选择。

在临床手术方面达到国际领先后，

戎利民又带领团队在科研领域发起进攻。

脊柱脊髓损伤常引起瘫痪，救治难度大，

被称为脊柱外科最难攻克的“珠穆朗玛

峰”。为了攻克这一难题，2015 年，戎

利民带领团队开始做脊髓损伤的基础与

临床研究，发现部分患者在输注干细胞

后，受损的脊髓功能能够得到恢复。戎

利民意识到，干细胞可能会为脊髓损伤

患者的治疗带来新希望。

2017年，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支

持下，通过国家卫健委和药监局备案，团队

牵头国际规模最大、病程覆盖最全的“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脊髓损伤”的临床研究。

戎利民表示，该项目目前已完成干细胞

治疗脊髓损伤的临床前剂量探索及安全性、

有效性研究，发表相关临床研究方案，完成

短期临床随访等系列研究，证实干细胞可有

效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团队长期致力于脊柱脊髓损伤的救治

及研究，正在打造集手术、干细胞治疗、

脊髓功能康复、科研为一体的综合诊疗体

系，进而形成个体化、精准化的蛛网膜下

腔移植干细胞修复脊髓损伤“中国方案”，

努力提高与改善脊柱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

疗效与预后。相关成果获广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华夏医学科技二等奖、中山大学

芙兰奖等。

作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细胞类产品

质量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戎利民

还牵头发布了“蛛网膜下腔移植人间充质干

细胞治疗创伤性脊髓损伤的临床技术规范”

全国团体标准，为推动干细胞临床治疗走向

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了重要支撑，造福广大

脊髓损伤患者。

“没有炎症，就没有修复。”但是脊柱

脊髓损伤患者的炎症反应过大，阻碍了疾病

的修复。戎利民对脊髓损伤涉及的炎症、瘢

痕等病理生理变化进行深入研究，相关成果

发表在Science Advances、Cell Reports上，为

探寻脊髓损伤治疗的新靶点和新策略提供了

理论依据。因为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认

可，团队还受邀在国际权威杂志The Lancet 

Neurology发表了特邀评论。

除了干细胞治疗外，戎利民认为脑控

外骨骼机器人是治疗脊髓损伤的另一个突破

口。患者通过头戴式脑电读取设备，读取患

者脑活动信号，解码后变成电信号，从而驱

动机器人带动肢体运动。

作为国际脊柱内镜外科学会（ISESS）执

行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脊柱微

创学组组长、广东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任

委员，戎利民正

带领团队不断进

取，打造国际知

名的一流脊柱外

科团队，为患者

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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