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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特别报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尹大龙

用精湛医术和创新科研厚培医院发展沃土
师从我国著名的肝胆外

科专家刘连新教授，尹大龙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领

域里，一干就是二十余年。

这二十年里，他见证了我国

肝胆外科从国际上的跟跑

者，逐渐成长为并跑者，乃

至在某些领域引领风骚的辉

煌历程。而他自己，也从一

名青涩的医学生，成长为了

一名在肝胆外科领域小有知

名度的专家。

现在的尹大龙及其团队

在整个腹腔镜肝脏段切除方

面几乎没有禁区，包括过去

认为最难的尾状叶手术，现

在都可以通过腹腔镜完成。

“甚至一些难度较大的7段、

8段手术，我们也能通过微

创技术完成，效果甚至优于

开放手术。这不仅让患者创

伤更小、恢复更快，也让更

多患者受益。”

尹大龙并没有止步于

此，他紧跟时代步伐，不断

引入新技术，推动肝胆外科

的发展。从常规的腹腔镜到

3D、4K再到荧光技术，他都

带领团队一一攻克，为患者

提供了更加安全、有效的治

疗方案。如今，他们又开始

涉足机器人肝胆手术领域，

为微创肝胆技术的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尹大龙深知，医学的进

步离不开科研的推动。因此，

他始终秉持着“从临床问题

出发，最终归根于临床，应

用于临床”的科研理念，带

领团队在肝胆外科领域进行

了一系列深入而富有成效的

研究。团队首次尝试了单孔

经胸腔入路腔镜肝切除术，

这一创新性的手术方式为肝

胆外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

径；他们还在荧光导航技术

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

践，不仅在国内较早开展了

荧光导航的肝脏切除手术，

还与企业合作研发了4K荧光

的腹腔镜，为肝胆外科的精

准治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过去我们在手术中常

会遇到那样的情况，术前明

明知道有肿瘤，但是在手术

的时候，切了一块又一块但

就是找不到病灶。这不仅会

使手术时间延长，还增加了

患者的负担。”荧光导航，

就是为了避免这一情况所应

运而生的技术。尹大龙将带

有肿瘤的肝脏比喻成一个

“红枣馒头”，荧光染料的

作用就是定位馒头里红枣的

具体位置。目前临床应用的

荧光染料穿透力仍较差，如

果“红枣”在馒头以下5毫

米乃至更深，就无法进行定

位了。近年来，近红外二区

荧光显影技术已在临床应用

获得进展，其与近红外一区

荧光显影技术比较，在显现

肝脏肿瘤和胆道系统中具有

更高成像质量、肿瘤敏感性

和深层显像能力。尹大龙及

其团队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工、材料相关专家合作，

计划开发一种新型染料，使

其能够在肝癌靶向成像、胆

管灌注评估和远端胆总管显

像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指

引临床手术方向，减少肿瘤

的残留、复发，使患者生存

获益。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王璐）一位治“家”

严格的医院管理者，一位敏思笃行的科研工作

者，一位仁心仁术的普外科医生——这是《医

师报》记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尹大龙教授的印象。尹大龙告诉记者，

医学的道路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学习和探索，

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对于初入行业的青年医

生和刚刚走上管理岗位的医务工作者，尹大龙

引用前辈裘法祖院士的话勉励大家：“德不近

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

可以为医。”他强调，医德和医

术同样重要，只有德才兼备的医

生才能成为真正的医者。

医术之路  微创肝胆的匠心独运

某 天 清 晨， 尹 大 龙

的车刚一停好，就收到了

医院收发室的通知，自己

收到了一封信。要知道，

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

收到一封信可以称得上稀

奇了。尹大龙怀着好奇的

心情拆开了这封信：“尹

大夫您好，我们已经带着

父亲出院了，很遗憾没

能在出院前见到您最后一

面。我们既不知道您的具

体联系方式，也不想平白

挂号占用了别人的就诊资

源，所以写了这封信，其

实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只想表达下我们对您的感

谢……”慢慢地，一位 90

多岁的老年患者在尹大龙

的脑海中渐渐清晰……

这位老人是由于肝内

胆管结石前来就诊，因其

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病，

多家医院都因风险太大而

不愿收治，但是反复的消

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当时他的两个子女

在我的诊室里，恳切地表

达了不忍看父亲反复遭罪

的心情。”尹大龙回忆，“最

后他们说：‘我们把父亲

交给您，无论什么风险我

们都承担，我们无条件地

信任您。’”尹大龙表示，

除了和自己的团队为这位

老年患者做好一系列充分

的诊疗预案外，没有什么

可以回应这样一份沉甸甸

的情感。

除 了 常 规 的 患 者 救

治外，尹大龙还特别关注

特殊群体的健康需求。从

2021 年开始，他带领团队

为艾滋病患者提供肝胆手

术服务，尽管面临着职业

暴露的风险和诸多困难，

但他始终坚守着医者的初

心和使命。从医者本身的

职业角度讲，尹大龙觉得

大家都是一样的，艾滋病

患者仍然享有其健康权，

生了病也有享受救治的权

利。“恰恰因为这部分人

在某一方面是弱势群体，

如果我们都不去为其救治，

那么不仅不能保障他们的

健康，还可能影响其心理

健康。”此外，由于艾滋

病患者本身存在免疫缺陷，

即便面对同样的疾病，对

其造成的伤害就会更大，

因此，更应当对其进行积

极的诊疗。

尹大龙的医者之心，

如同冬日里的阳光，温暖

而明亮。他用自己的爱心

和耐心，为每一位患者带

来了希望和光明。

作为医院的管理者，

他深知，管理岗位不仅是

一个职务和职位，更是一

种责任和使命。他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管理

者的真谛和内涵。在医院

管理方面，尹大龙注重流

程的优化和堵点的解决。

他通过深入调研和分析，

找出了医院管理中的瓶颈

和障碍，并采取了一系列

有效的措施进行改进和优

化。尹大龙强调服务的重

要性。“无论是科研管理

还是医院管理，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患者

和员工。”在科研管理方面，

尹大龙注重政策的引导和

氛围的营造。他通过一系

列的政策调整和措施实施，

激发了医院科研人员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

改变科研导向  强化政

策引领  尹大龙指出，医

院在过去科研底子相对薄

弱，在 2020 年担任科研处

处长以来，他深刻认识到

改变科研导向的重要性。

他强调，政策是科研导向

的“指挥棒”，必须在政

策上强化和突出科研的重

要性。“我们不唯论文、

奖项论，但在很多考核维

度和指标上要赋予科研体

系一定的权重。”为此，

医院制定了一系列科研导

向政策，鼓励医务人员积

极参与科研工作，提高科

研意识和能力。

营造科研氛围  激发参

与热情  科研氛围的营造

是科研工作的基础。尹大

龙介绍，医院每年都会举

办科研活动周，以科技活

动周的名义设计一系列科

研活动，贯穿全年。从上

半年到下半年，基本上一

两个月就会有一个主题的

科研活动，让更多人参与

到科研中来。“通过这些

活动，不仅让参与者了解

了科研工作，还激发了他

们的参与热情。”尹大龙

说，“从旁观者到当事人，

这种角色的转变对科研工

作的发展至关重要。”

搭建科研平台  提供资

源支持  科研平台的搭建

是科研工作的重要保障。

“在医疗用房紧张的情况

下，我们仍然拿出一栋楼

作为科研楼，让没有自己

实验室的人也能利用医院

的资源做科研。”此外，

医院还通过多种渠道为科

研人员提供科研经费支持。

例如，对于应届博士毕业

生，如果表现优秀，上班

即可获得 100 万的科研启

动经费。同时，医院还与

学校、企业合作设立联合

基金，为科研人员提供更

多的科研项目和经费支持。

注重人才引进与培养  

打造科研团队   人才是科

研工作的核心。为此，尹

大龙尤其强调人才引进和

培养，为人才提供好的待

遇和发展机会。“我们常说，

再好的种子，土壤不行也

长不好。医院就是这片土

壤，我们要为人才提供好

的环境。”为此，医院采

取量身定制、量体裁衣的

方式，针对不同的人才需

求提供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通过这些措施，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孵

化了很多国家级的项目和

省里的重要项目，医院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项目

从个位数增长到了三位数。

调整科研政策  注重质

量导向  科研政策的调整

是科研工作持续发展的关

键。尹大龙根据医院科研

工作的实际情况，对科研

政策进行了两次调整。“刚

接手时，医院科研数量较

少，我制定了一个相对宽

松的科研导向政策，鼓励

大家科研产出。在数量上

来之后，我又收紧了关口，

更强调质量导向。”只有

高质量的产出和成果，才

能在考核中得到认可。

医者之心  以患者为中心的温暖关怀

尹大龙 副院长尹大龙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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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道  以服务为核心的智慧引领

尹大龙教授（左一）正在查房尹大龙教授（左一）正在查房

尹大龙教授进行机器人手术训练尹大龙教授进行机器人手术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