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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肝胆管结石诊治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湖南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在湖南省科技厅基金的支持下,开展了胆石病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实践研究。

首次提出“以肝静脉为界标，充满胆石的胆管为指引，狭窄环为断肝平面”的解剖性肝

切除治疗肝胆管结石的理念，是“切除病肝，取尽结石”治疗原则的最新成果。原创性

提出肝胆管结石的诊断应全面系统的包括 4 个方面：结石（定性）、狭窄（定位）、

变异以及并发症，是肝胆管结石病进入“个体化”治疗时代的基础和核心；项目提出入

肝的“14 条路径”、1-3 级胆管切开的“12 字技术”，解决了肝内胆管结石如何入肝显

露胆管及切开胆管的难题；国内首次报道了单独保留尾状叶解剖性肝切除在肝胆管

结石治疗中的应用，为全肝结石提供新的治疗策略，总结了累及肝尾状叶病变的精

准外科治疗经验，并在多中心推广应用；项目组于国内首次提出循肝静脉入路的解

剖性肝切除，并证实了其相对于传统半肝切除的优越性。在临床上诊治肝胆管结石

患者 2 万例，其中难治性胆石病 4000 余例，经随访残石率从 17%降至仅 7％，再手

术率从 20%降至不足 5％。并开展多形式推广应用，促进了胆石病理论的创新和临

床应用的发展。 项目组发表论文 20 篇，出版肝胆管结石相关专著 2 部，培养研究

生百余名。 推荐参评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胆石病是肝胆外科最常见的顽疾之一，其中以肝内胆管结石处理尤为棘手。项目

组在肝胆管结石诊断和治疗上进行长达 12 年的临床实践和技术创新研究，并逐渐形

成系统、规范、紧密结合临床实际的个体化诊治体系，取得良好效果。

        原创性提出肝胆管结石的诊断应全面系统的包括 4 个方面：结石（定性）、狭

窄（定位）、变异以及并发症。该理论的提出，使肝胆管结石的诊断具有鲜明特色，

系统规范，能更“有的放矢”地指导临床，是肝胆管结石病进入“个体化”治疗时代的基

础和核心。国内首次提出“以肝静脉为界标，充满胆石的胆管为指引，狭窄环为断肝

平面”的解剖性肝切除治疗肝胆管结石的理念,是 “切除病肝，取尽结石”治疗原则临床

应用的最新成果。原创性提出入肝的“14 条路径”、1-3 级胆管切开的“12 字技术”，

该手术入路解决了肝内胆管结石如何入肝显露胆管及切开胆管的难题。提出肝圆韧

带是解决肝胆管结石手术相关问题的法宝。

        肝萎缩肥大多因肝胆管结石病程长，解剖结构变化大，多次手术治疗造成，项

目组总结了肝萎缩肥大综合征的临床分型及相应的术式选择，有效减少了残石率；

国内首次报道单独保留尾状叶解剖性肝切除在肝胆管结石治疗中的应用，为全肝结

石提供新的治疗策略；肝尾叶位置深在，进入其内的胆管及血管不易显露，无固定

手术方式可循，项目组总结累及肝尾状叶病变的精准外科治疗经验，并在多中心推

广应用；国内首次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比较解剖法与非解剖法肝切除在肝胆管

结石治疗的效果，为解剖性肝切除治疗肝胆管结石提供循证学依据；探讨循肝静脉

入路的解剖性肝切除，首次提出以肝中静脉、肝后下腔静脉为引导的解剖性半肝切

除，并证实了其相对于传统半肝切除的优越性；胆总管壶腹结石嵌顿如处理不当常



引起严重并发症，项目组针对这一难题，提出相应的经验策略。

        该课题组在省科技计划的支持下，项目历时 12 年，项目组出版了国内 2 部肝

胆管结石相关专著，在本领域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培养研究生百余名。在临床

上诊治肝胆管结石患者 2 万例，其中难治性胆石病 4000 余例，经随访残石率从

17%降至仅 7％，再手术率从 20%降至不足 5％。并开展多形式推广应用，促进了胆

石病理论的创新和临床应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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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彭创 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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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肝中静脉的解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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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普通外

科杂志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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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

2.86 田秉璋 6

否

8

解剖法与非解剖法肝

切除在肝胆管结石治

疗中的应用与近期效

果分析

中国普通外

科杂志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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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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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成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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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彭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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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2.04 吴金术 8

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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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治疗经验

肝胆胰外科

杂志

2009,

21(1):

18-20

2.04 吴金术 25

否

13
肝圆韧带在肝胆外科

手术中的应用

肝胆胰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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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5):

371-

372

2.04 吴金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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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浅谈目前对肝胆管结 中国医师杂 2015, 1.25 彭创 6 否



石的处理 志

17(3):

321-

323

16
肝胆管结石综合诊治

体系

中国医师杂

志

2007,

9(9):1

153-

1155

1.25 吴金术 9

否

17
肝胆管结石 50 年诊

疗巨变

中国医师杂

志

2016,

18(12)

:1782-

1784

1.25 吴金术 2

否

18

以肝中静脉、肝后下

腔静脉为引导的半肝

切除

中国医师杂

志

2012,

14(12)

:1639-

1641

1.25 周力学 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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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肝胆管盆式

Roux-en-Y术(附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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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杂

志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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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5

48

1.25 吴金术 1

否

20

难治性胆石病的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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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外科学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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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83-85

2.11 彭创 3

否

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彭创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科室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研究的发起人之一，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诊疗思路，逐渐

形成了系统、规范、紧密结合临床实际的个体化的诊治体系，完成了累及尾状叶的

肝胆管结石精准治疗以及保留尾状叶的等相关项目的主要研究，在项目持续研究发

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完成了单独保留尾状叶解剖性肝切除治疗肝胆管结石

项目的策划、实施以及材料整理工作，参与多项基础与临床科研课题研究。创新点

1-5、8-10 的主要完成人，代表性论文 7.4-2、7.4-3 的第一作者，代表性论文 7.4-

1、7.4-5、7.4-6、7.4-10、7.4-15、7.4-16、7.4-20 的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7.4-4、7.4-7、7.4-13 的作者。

姓名：吴金术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名誉院长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研究项目的发起者之一，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诊疗思路，探索了

许多改良的手术方式和技巧，并形成系统、规范、紧密结合临床实际的诊疗体系。

在项目的发起阶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主要学术贡献：主编解剖性肝切除及肝

胆胰外科复杂手术技巧专著 2 部。创新点 3、4、6-9的完成人，代表性论文 7.4-

11、7.4-12、7.4-13、7.4-14、7.4-17、7.4-19的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7.4-

1、7.4-2、7.4-3、7.4-4、7.4-5、7.4-7、7.4-8、7.4-9、7.4-15、7.4-16、7.4-

18、7.4-20 的作者。

姓名：成伟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科室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课题设计，完成解剖法与非解剖法肝切除治疗肝胆管结石及

胆总管壶腹结石嵌顿等项目研究、策划、实施以及材料整理工作；主要科学贡献：

创新点 7、8、10 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代表性论文 7.4-4、7.4-8的通讯作者，代表

性论文 7.4-1、7.4-13、7.4-20 的作者。

姓名：毛先海

排名：4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解剖法与非解剖法肝切除在肝胆管结石治疗中的应用、肝

萎缩肥大综合征的项目研究、策划、实施，参与多项学术会议，并将循肝静脉入路

肝切除术在省内多家医院推广应用。创新点 10 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代表性论文

7.4-8的作者。

姓名：易为民

排名：5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参与肝内胆管结石并肝萎缩肥大综合

征的外科治疗研究，完成了尾状叶解剖性肝切除在肝胆管结石、累及肝尾状叶病变

外科治疗等项目的新型胆道手术方法和技巧，参与多项基础与临床科研课题研究，

参与多项学术会议并将胆管结石关键技术推广应用。主要学术贡献：创新点

1、2、3 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代表性论文 7.4-2、7.4-3、7.4-5、7.4-6的作者。

姓名：蒋波

排名：6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参与腹腔镜下解剖性肝切除治疗肝胆

管结石、累及肝尾状叶病变以及保留尾状叶的解剖性肝切除治疗肝胆管结石项目的

研究、策划、实施以及材料整理工作，参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诊疗思路，参与创

立了一系列的新型手术方法和技巧，参与多项基础与临床科研课题研究，参与多项

学术会议并将解剖性肝切除术推广应用；参与发明胆道相关专利两项，创新点

1、2、3主要完成人之一，代表性论文 7.4-2、7.4-3 的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7.4-

6、7.4-12 的作者，知识产权 7.1-1、7.1-2 的发明人。

姓名：田秉璋

排名：7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完成了循肝中静脉、肝后下腔静脉的解剖性半肝切除项目部分研

究、策划、实施工作，临床科研课题研究，参与多项基础与临床科研课题研究。创

新点8、9主要完成人之一，代表性论文 7.4-7、7.4-9的通讯作者，7.4-4、7.4-

18、7.4-19、7.4-20 的作者。

姓名：周力学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提出了以肝中静脉、下腔静脉为引导的解剖性半肝切除治疗肝胆

管结石的新的诊疗思路，完成了解剖性肝切除治疗肝胆管结石等相关项目的主要研

究，创立了相关新型手术方法和技巧，参与多项基础与临床科研课题研究。主要学

术贡献：创新点9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代表性论文 7.4-18的通讯作者。

姓名：张红辉

排名：9

职称：副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护士长

工作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课题设计，完成大量项目实施及术后护理工作，参与肝胆管

结石患者术后胆汁引流的临床研究工作，发明胆汁引流相关专利两项，主要学术贡

献：胆道引流相关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发明人和专利权人，知识产权

7.1-1、7.1-2 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1、湖南省人民医院仁术基金为本项目实施提供了资金支持。 

2、湖南省人民医院为本项目多学科合作提供了平台，举办国家级教育培训班，利



于项目推广。 3、湖南省人民医院对本项目的立项、审查、进展监督起了重要作用，

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4、湖南省人民医院对本项目的伦理委员会进行

了严格审查及不定期监 督，确保了项目顺利进行。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是湖南

省重点学科、省胆道疾病研究中心、省胆道疾病防治临床医疗技术研究中心及湖南

师范大学肝胆外科重点实验室，为临床实验的开展提供了必备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