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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军：开辟外科精准微创新时代

“外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

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造福患者。”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

院院长蔡秀军在接受《医学科学报》

采访时表示，以患者为中心解决临床

难题，是对一名医生的最低要求，也

是最高要求。

从医 40 年来，蔡秀军一直致力于

外科学的微创化与精准化，在该领域

持续求索创新，开辟外科精准微创的

新时代———为不断拓展腹腔镜手术的

适应证，他发明新器械，创建新术式，

创立了腹腔镜肝切除技术体系；创建

支架法肠吻合术及支架法肠转流术；

开创 5G 远程机器人微创手术新时

代，解决机器人手术外科医生力感知

缺失的世界性难题。

创立腹腔镜肝切除技术体系

上世纪 80 年代，腹腔镜作为外科

新兴技术，开始传入国内，开启了外科

病人从“开膛破肚”到“打孔手术”的微

创新纪元。

但腹腔镜一开始并没有专用的

切肝手术器械，开腹用的切肝器械无

法在腹腔镜下灵活应用，也一度导致

许多疑难肝癌切除成为腹腔镜手术

的禁区。

如何蹚入这一禁区，成为摆在蔡

秀军面前的一道难题。

每次腹腔镜手术后，蔡秀军都要

沉思好久。“有时候灵感就是那么一瞬

间，你要抓不住，它就稍纵即逝。”他用

了将近 3 年时间，早已经忘记画了多

少张样稿图，凭借着一股“钻劲儿”，终

于将腹腔镜多功能手术解剖器“死磕”

出来。

据悉，这是国际上第一种专门用

于腹腔镜肝切除的手术器械。手术者

可在术中完成刮吸、解剖、电凝、电切

等动作，效率高，术野清晰，缩短手术

时间，同超声刀等进口器械相比，对硬

化肝脏具有切肝速度快、出血少等优

势，且造价便宜。

随后，沿着这一创新路径，蔡秀军

在腹腔镜外科领域开启了“拓荒”之

路———创建腹腔镜刮吸解剖断肝法，

创建腹腔镜区域性血流阻断技术、腹

腔镜冲吸钝性解剖法显露“三管”结构

技术，首创完全腹腔镜绕肝带法二步

肝切除术等。

当前，腹腔镜多功能手术解剖器

及创建的腹腔镜刮吸解剖法切肝技术

已在国内外 300 多家医院推广应用；

作为除美国本土外唯一的外国发明成

果被编入《美国外科学院多媒体手术

图谱》教科书。

创建支架法肠吻合体系

腹腔镜肝切除体系逐渐成熟后，

蔡秀军创新的脚步并未停止。

2005 年 3 月，蔡秀军团队完成国

内第一例完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

术，术后患者恢复顺利，没有发生任何

并发症。这是当时文献报道的唯一一

例没有并发症的此类手术，但手术时

间长。

在进行回顾性分析时，蔡秀军发

现其症结在于术中缝合技术———在开

腹状态下，对肠段进行缝合，一针只需

要几秒钟，但在腹腔镜下，医生缝一针

需要 5 分钟。

如何缩短缝合时间真正达到微创

的目的？蔡秀军想到的方向是不缝或

少缝。于是他又开始了在别人看起来

“异想天开”的研究。

他带领团队历经十六年的动物

实验研究、临床模拟研究、临床试验

研究，发明了可降解肠吻合支架，创

建了支架法肠吻合术，彻底改变了临

床上长期应用的肠缝合术及肠钉合

术，大大简化了手术流程，提高了吻

合效率，增强了手术安全性；此外，该

技术可用于战地肠破裂及肠瘘发生

时一期处理，大大减轻病人痛苦，缩

短治疗的周期。

创建支架法肠转流术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创新

更青睐爱思考的人。

一位浙江大学退休教授因患低位

直肠癌来邵逸夫医院求诊，手术需要

常规行预防性回肠造口，但老人家对

造口深有顾虑。

当时，低位直肠癌术后为了避免吻

合口瘘的发生，临床上通常采用德国人

发明的“回肠造口术”，这

一方案全球已经沿用了

168年。

“患者看似‘不合理’的

诉求，正是我们医生创新的

发力点。”蔡秀军一直思考，

是否有既可以避免做造口，

又能预防肠癌术后吻合口

瘘发生，还能避免二次手术

的全新方法。

很快，一个“无中生

有”的大胆想法诞生了，

在第一代吻合支架产品基

础上，蔡秀军设计了一个

隔断，研发出转流支架，

创建了支架法肠转流术。

该技术可以在实现肠内

容物转流的同时，有效保

护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有

望成为传统的回肠造口

术的可替代方式。

据悉，这一创新成果

打破了临床沿用 168 年的

常规手术，既保护远端直

肠吻合口，又避免 3~6 个

月的人工肛门留置及二次

回纳手术，显著减轻患者

生理心理的痛苦，同时降

低了诊疗费用。

一次次迎难而上解决

微创外科难题的创新，也

让这些中国方案不断被国

内外同行所认可，推动我

国微创外科的发展。

开创微创外科“数智”时代

近年来，随着手术机器人、磁导航技

术、AI人眼追踪技术、AI手术辅助决策

技术、4K荧光超高清技术等先进技术落

地应用，微创外科正在与前沿科技进行

深度融合。作为以技术为核心的学科,微

创外科的未来发展需要紧密结合科技创

新，抓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机遇。

在这一背景下，通过 5G 技术的加

持、AR 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医疗

领域的不断应用，邵逸夫医院精准微

创诊治的新技术不断拓展至山区、海

岛、边疆等地，在国内开创 5G 远程机

器人手术新时代。

蔡秀军团队接连成功完成中国首

例 5G 远程国产机器人胆囊切除术、

全球首例 5G 远程国产机器人肝脏切

除手术。随后，该院又成功实施难度极

大的 5G 远程机器人保留脾脏胰腺肿

瘤切除手术。

“目前，国内机器人手术主要还

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开

展，其实基层也有很大的需求。”蔡秀

军希望，通过常态化的 5G 远程机器

人手术模式，让精准微创技术辐射到

更多基层百姓。 （下转第 8版）

蔡秀军：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微创器械创新

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外

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微创外科

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临床

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

状、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项、国家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 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 项、浙江省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 1项、浙江省科学技术奖重大

贡献奖 1项、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谈

家桢生命科学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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