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器官移植是医学对人类最重大的贡

献之一，而大器官移植由于涉及的学科

繁多，常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综合医疗水平。肝移植是大器官移植

的代表，是治疗晚期肝病患者的唯一有

效措施。我国是肝病负担最重的国家，

但肝脏移植技术却一度远远落后于西方

国家。老一辈外科专家在 20世纪 70年

代后期到 80年代中期曾尝试性地开展

过人体肝脏移植工作，但由于诸多原因，

没有一位患者能够长期生存。随后十余

年间，肝移植成为中国外科医生的一大

“禁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

院（以下简称北京佑安医院）肝移植

中心主任栗光明主攻肝移植近 30

年，经历了肝移植手术从暴风骤雨的

攻坚战到临床常规手术的曲折历程。

他每年完成肝癌手术超过 500 例

次、肝脏移植手术 180 例次，被患者

亲切地称为“小栗飞刀”。接受肝脏移

植手术的患者中，年龄最小的仅 15

个月，年龄最大的超过 90 岁，其中不

少移植患者驰骋在世界移植运动会

的赛场上。

面对患者全力以赴

常年奋战在临床一线的栗光明，

凭借精湛的医术让数千人重获新生。

出生在农村的他，曾亲眼目睹疾病给

家人和乡亲们带来的痛苦。从小他便

在心中暗暗埋下了当医生的种子，最

终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医科

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

大学毕业后，栗光明就职于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1994 年 5 月，天津第

一中心医院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例

长期存活的肝移植手术。作为肝胆专

业的医生，他想办法通过朋友介绍去

天津观摩了一例肝移植手术，“取回

来的是褐色的肝，装上就变成了鲜红

色。”这次经历让他印象深刻。返回北

京后他便提出申请，组织包括麻醉科

医生、护士在内的人员去天津观摩学

习。从天津学习回来不久，他们便开

始在实验猪身上做试验。试验成功后

又针对手术的基本操作接受了专业

培训。

2000 年 5 月 18 日，栗光明完成

了他从业以来第一例肝移植手术。患

者因肝癌由栗光明主刀做过两次手

术，第三次复发时依然找到栗光明，

并主动要求做肝移植，他说他这条命

是栗光明给的，如果手术失败就捐献

遗体为医学事业做贡献。栗光明说，

“面对患者的信任我必将全力以赴。”

该患者术后恢复很顺利，不到一

个月就出院了。但出院不久他却因为

肝脏脓肿再次入院，术后 3 个月，该

患者还是去世了。根据患者遗愿，栗

光明对他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最后发

现，移植的肝上面有两根动脉，一根

动脉接好了，但是另外一根动脉却因

为种种原因不慎损坏。这次病理解剖

对栗光明的打击非常大，正是因为这

次手术，他读硕士研究生时的课题选

择了肝移植胆道合并症的防治。经过

此事，栗光明经手的手术再也没有出

现因为动脉不慎损坏导致手术失败

的案例。

2001 年，栗光明的肝移植手术越

做越熟练，但他发现自己有很多更新

的知识没有掌握，于是选择继续学习

深造。他发邮件给国际著名肝脏移植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上达。范上

达被他的诚意打动，接收他到香港大

学医学院玛丽医院肝胆胰外科及肝

脏移植中心进修学习。“因为是我自

己联系的，所以这期间学习生活的费

用都是我自己承担。不过只要能学到

本事，我就觉得很值得。”栗光明说。

此后，栗光明又先后到意大利国家癌

症中心、日本红十字会总医院、韩国

现代集团医院等世界著名肝胆胰外

科及肝移植中心学习。

不断攀登移植高峰

2021 年 1 月 16 日，腊月初四，当

大多数人正期待新春到来的时候，北

京佑安医院的手术室正在同时进行

两台肝移植手术。这并不是普通的肝

移植手术，而是有肝移植“巅峰”手术

之称的劈离式肝移植手术。

“劈离式肝移植是将一个供肝劈分

为两部分，分别移植给两位受者，实现

‘一肝救两命’。”栗光明表示，这样能最

大限度利用有限、宝贵的供肝

资源，增加供肝数目，从而为

更多终末期肝病患者带来生

存希望。

由于对供体要求的特殊

性，劈离式肝移植手术应尽

可能在维持肝脏血供的前

提下完成，即在体原位劈离式

肝移植。这不仅需要高超的手

术技巧，更需要高水平医院多

学科高度合作方能顺利完成。

一方面，手术要保证供肝劈离

精确无误；另一方面，又要确

保移植物功能正常。因此，劈离式肝移

植手术被公认为肝移植手术中最复杂、

技术含量最高的手术之一，对肝脏移植

医师围手术期全面评估水平、手术策略

制定以及操作技巧精湛程度提出了更为

严苛的要求。

尽管手术难度极大、风险更高，

但栗光明与团队经过连续 10 多个小

时的不懈奋战，将捐献的肝脏一分为

二，成功挽救了一位肝衰竭患者和一

位晚期肝硬化患者的生命。

手术成功后，栗光明在“复盘”时

强调，手术的成功得益于专家团队精

准细致的术前讨论、完美的手术规划

和完善的应急预案；得益于外科医护

团队技术、速度和体力的超长发挥；

得益于麻醉科、重症监护病房和输血

科等诸多前勤后勤科室的大力支持

和精诚合作。

加强团队建设

栗光明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同时

十分重视团队建设，希望让更多的年

轻医生掌握过硬的本领。为保证手术

的成功，也为了给年轻医生更多的手

术机会，他时常会站到手术台前观看

并给予年轻医生悉心指导。

“年轻医生的成长除了靠手术的

反复磨练，也离不开理论对实践的指

导作用。”栗光明表示。2021 年，在各

级领导的支持下，首都医科大学肝癌

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落户北京佑安

医院，并被国家癌症中心评为国家第

一批肝癌规范诊疗质量控制试点单

位。“这类平台的搭建，能够帮助年轻

医生接触到更前沿、更权威的信息，

通过分析、理解指导手术实践，从而

救治更多的肝癌患者。”

对于手术，栗光明说，“我已经不

需要证明我自己了。”目前，他更注重

团队的成长，“因为一个人的强大不

算什么，一个团队的强大才算真正的

强大，也能造福更多患者”。

栗光明所在的科室曾被国家医管局

评为群众满意的科室。在分享自己的管

理经验时，他说，“无论何时何地，群众满

意不满意、患者满意不满意，疗效是关

键。态度再好，疗效却不行，患者是绝对

不会满意的，所以我们要从各个方面提

升疗效。”栗光明经常组织科内医生学

习领域里前沿研究进展，精益求精。例

如，疫情期间无输血肝移植技术的提升、

新药应用的研究学习、创新的血管重建

技术、自体肝移植等。

其中自体肝移植就是在没有供体且

患者肝脏肿瘤灶原位切除困难的情况下

开发的技术，此类患者往往病灶与血管

关系密切，在体切除易发生大出血。术

者将患者的肝脏从体内取出，在无血供

的情况下切除病灶后再移植回体内，其

中涉及很多技术上的创新。“这些都是

在我们不停的学习和临床经验的积累中

探索出的能让患者获益的方法。患者活

的时间长了、活得好了，他自然就会对我

们满意。”栗光明说。

无影灯下，栗光明带领北京佑安

医院肝胆外科团队开展亲体、劈离、

自体、二次肝移植等多种高难度肝脏

外科手术，为了更多生命的重生续写

肝胆相照的动人篇章。

栗光明：拯救肝病患者的“小栗飞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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