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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 年代，年轻军医吴孟超

在门诊中不时地会接诊肝癌患者。患

者痛苦的面容、求生的眼神，令他深表

同情却无计可施。当时对肝癌的治疗，

国际医学界一致认为，凡有手术指征

的，最理想的治疗方案是手术切除。然

而，由于血管分布与走向复杂，手术中

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大出血，出血过多

或渗血不止是导致术中或术后患者死

亡最主要的原因。

心怀大爱，
创建肝胆科研“三人小组”

想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了解肝脏

的生理解剖结构和血管分布，然而，当

时国内只有“肝脏内有四种管道，肝分

左右两叶”等很肤浅的描述，并没有提

供有关肝脏内各支血管的走向或血流

分布规律等信息。

仁医的大爱与知识的滞后，让吴孟

超揪心与焦灼，也催生出更强烈的救

死扶伤情感和创新的原动力。受恩师

裘法祖教授指点，他主动请缨，组建第

二军医大学肝胆科研的“三人小组”，

梦想尽快改变我国肝癌外科治疗一筹

莫展的现状与窘境。

吴孟超带领团队所跨出的第一步

便是基础科研———掌握肝脏的解剖结

构。从鲜有的文献资料中，他们兴奋地

发现，1951 年瑞士专家乔尔茨吉曾首

次构建肝脏管道铸型腐蚀标本和胆管

造型的研究方法，但那时由于西方对

我国科技情报的封锁，没有更详细的

步骤，吴孟超只能自己动手来制作肝

脏管道的铸型标本，以彻底弄明白肝

脏的解剖结构。

正是由于吴孟超从事肝胆医学是

从基础理论研究着手的，从传承前人

的思路和理念出发，这就使得他日后

的一系列创新有了成功的底气，也由

此迈出肝胆医学科研与临床相结合的

坚实步履。

从 1958年起，吴孟超所带领的“三

人小组”在简陋的动物实验房里，利用

法医检验所解剖无名尸体后剩下的肝

脏器官，十分投入地策划制作肝脏管

道铸型标本的具体细节。

首先遭遇的难题便是所灌注的该

是哪种塑料，他们曾用各种办法将各

种液化塑料配上颜色后，灌注到肝脏

相应的管道内，等到标本成型后放入

酸液试图腐蚀掉管道外围的肝组织

时，问题就出现了———管道周边的肝

组织被腐蚀掉了，但灌注在管道内的

塑料也同时被软化了，整个标本都坍

塌了。

上百次的失败让三位业余从事科

研的年轻军医都消瘦了十来斤，但他

们全然不顾，只希望能从屡试屡败的

困境中闯出一条新路来。实验室紧挨

着实验犬饲养室，狗吠不断，吵得他

们心烦。尤其是实验室中充满塑料溶

解后难闻的气味，在闷热的上海，更

令人觉得难熬……要不是他们都有一

股对科研的好奇心和闯劲，恐怕早就

放弃了。

永不言败，
美丽“珊瑚”与“五叶四段”

生来就有股倔劲的吴孟超，凡自己

认准的事，哪怕再难也不会轻言放弃。

转眼到了 1959 年的 4 月，春寒料峭的

校园里播出了一条振奋人心的喜讯：

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第 25 届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荣获男子单打冠

军。作为乒乓球迷的他由此获得灵

感———乒乓球不也是一种塑料吗？何

不用它来试验一下呢？说干就干，吴

孟超带领“三人小组”，使用液态赛璐

珞灌注技术，在克服灌注液的浓稠

度、灌注推进压力等困难后，终于成

功制成了犹如珊瑚般美丽的肝脏管道

铸型标本。

吴孟超深情地注视这朵“珊瑚花”，

透过泪水的折射所看到的立体肝脏管

道走向的架构，似乎在闪光，似乎在跃

动。由于在赛璐珞里预先调入了四种

不同的颜色，分别灌注进肝动脉、肝静

脉、门静脉和胆管，把纵横交错、攀缘

缠绕的大小管道有区别地、清晰地呈

现了出来，缤纷的色彩令清晰的管道

走向一目了然。肝脏内部各种管道的

脉络，至此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三位年

轻军医的面前。这就是吴孟超梦寐以

求要打开的肝脏科研之门的第一步，也

是他从事肝胆外科最关键的创新之举。

吴孟超从各个角度细致观察，用笔

尖循着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和胆管

的走向，分析它们各自的管径变化，以

推测其流量，并寻找它们在肝叶中的分

布规律。细细研究着大大小小不同年

龄段中国人的肝脏结构，还用三视图分

别画出了相应管道的分布。他对肝脏

血管的走向和分布规律从摸索到了如

指掌，进一步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在

此基础上，他见解独到地提出了我国肝

脏解剖学上的“五叶四段”创新理论：

将人体肝脏分成“左外、左内、右前、右

后和尾状”五叶，又将左外叶及右后叶

各分成两段，共四段。

1960年 6 月在郑州召开的第七届

全国外科学学术会议上，吴孟超的这一

创新理论的报告获得了与会专家的普

遍认同。之后他与团队成员相继发表

了 “

”及

《我国正常人肝内解剖的观察》等系列

中英文论著，提出了一整套崭新的有关

人体肝脏解剖学的新理论。以后 60年

的临床实践充分表明“五叶四段”理论

为我国乃至世界肝脏手术的成功提供

了关键性的解剖标识。

接连创新与多方位创新

作为我国肝胆医学创始人和学术

泰斗，吴孟超不断学习、不断质疑、不

断前行，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实现了创

新。在接连创新后，吴孟超的科研步伐

迈得更大了，理论与技术创新成了他的

人生乐趣，因为他要努力“把病人一个

个都背过河去”、要尽早“攻克癌症”，

实现这项神圣使命与担当，也确实要求

他必须不断有所创新。

自 20世纪 80年代起，吴孟超相继

为十几位中外婴幼儿（最小的仅 4 个

月）成功切除了比他们脑袋还大的肝母

细胞瘤，在国际上开创了婴幼儿肝胆外

科的系列理论与技术……以后又在肝

癌标志物、肝癌细胞化疗药物敏感试

验、肝移植模型的建立、半离体肝切

除、肝癌基因寻找及癌症的细胞免疫治

疗等方面不断有新的发现和创新成果。

老人家恳切地说：“我吴孟超哪怕

是千手观音，天天在手术台前劳作，又

能帮助多少患者？再说，癌症的最终攻

克，绝不是靠外科医生，要靠医学基础

理论的突破……”自 1978年起，他亲自

带教了数百名硕士博士，还培训了大量

各地来院的进修医师，将创新理念与成

果传承并播扬。

数十年来，他不辞劳苦地给学生

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从长海医院外

科内设立的肝胆外科到医院中设立的

“全军肝胆外科研究院”，再到创建完

全独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东方

肝胆外科研究所”的“院所结合”创新

平台。 2015 年，吴孟超又创建了有

1500 张床位“大专科小综合”的安亭

新院和国家肝癌科学中心。而支撑他

不断做出这些创新成果的是创新理念

的支撑，如 2006 年他超前提出“与疾

病共生存”的理念，2012 年提出“精准

医学”的理念……

难怪天津南开医院吴咸中院士会

说：“在 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中国还有

一些外科医生同时向肝脏外科进军，但许

多人一开始就浅尝辄止了，还有一些人中

途知难而退了，真正几十年坚持下来，并

且带出一支队伍、形成一门新学科、变成

一所新医院的唯吴孟超院士一人。”

(方鸿辉供稿，选自《科学家精神

创新篇》略有删减)

吴孟超：肝胆医学创始人的创新灵感

吴孟超（1922 年 8 月—

2021 年 5 月），肝胆医学家、

医学教育家和医院管理专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相继

荣获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在内的国家和省部级

一等奖 10 多项。先后荣获

中央军委“模范医学专家”

等荣誉 70 多项，曾被授予

军功（包括一等功）10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