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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手术超3000例
临床诊疗水平已和全国一流医院同专业拉齐

“肝胆胰疾病诊疗中心现开设床位150张，共有临床医疗和科研
人员32人，其中正高职称专业技术人员8名，副高14名，多位医师
曾先后在美国、日本、英国等著名大学留学或研修，梯队结构合
理，技术力量雄厚。”诊疗中心首席专家陆才德告诉记者。

2001年，陆才德教授因人才引进从浙二医院来到宁波市李惠利
医院，独立成功实施了市首例肝移植手术，开展了大量不仅填补多
项宁波外科学史上空白，也代表国内、国际一流水平的高难度肝胆
胰外科手术，并一步一步在宁波培养了一支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的肝
移植队伍。

为了能让宁波老百姓在“家门口”接受最好的治疗，陆才德和
团队一起开展临床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创新，成功克服了肝
移植等许多难关，主刀累计完成肝移植手术236例，其中近2年实施
的70余例肝移植中，术后30天的死亡率为0，手术成功率达到全国
一流水平。

“客观说，宁波市肝胆胰疾病的诊疗水平近年有了很大的提高，
无论是肝移植和复杂疑难的肝胆胰肿瘤手术，或是腹腔镜肝胆胰手
术，都已走在省内和全国的前列。”陆才徳向记者表示，在肝胆胰疾
病的临床外科诊疗上，李惠利东部医院肝胆胰外科已与全国一流医
院同专业水平拉齐。

据介绍，肝胆胰疾病诊疗中心现已能开展肝移植和各种复杂疑
难肝胆胰外科手术，常规开展腹腔镜下各种肝胆外科和胰十二指肠
切除等各类高难度腹腔镜肝胆胰手术，技术已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此外，消化内镜能开展各种消化系疾病的常规内镜诊治，在肝
硬化门脉高压出血的内镜治疗，胆道恶性梗阻和肝移植术后狭窄的
ERCP治疗，胰腺肿瘤超声内镜下细针穿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宁波市处于领先地位。

据统计，肝胆胰疾病诊疗中心近3年年均手术例次超过3000
例，其中三四类手术占比近40%。其中，年均完成肝脏手术300余
例，其中肝癌切除手术占50%以上，年均完成胆囊癌、肝门胆管癌
等复杂胆道肿瘤手术50余例，年均完成各种类型胰腺手术100余
例，年均完成腔镜下各类肝切除100余例，同时还具备综合应用肿瘤
射频消融和介入等多种治疗手段的能力。

发病率高、死亡
率高、治疗难度大，
这是压在肝胆胰外科
头上的“三座大山”。
由于历史原因，宁波
普外科特别是肝胆胰
外科发展较慢。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宁波
的病人只能转往上
海、杭州。

但近年来，随着
我市肝胆胰外科的发
展，诊疗水平有了很
大的提高，肝移植手
术、腹腔镜下十二指
肠切除等部分高难度
腔镜手术水平已走在
了全国前列，越来越
多的患者在“家门
口”就可以用到优质
医疗资源。

为了进一步推动
肝胆胰外科发展，5
月8日上午，宁波市
医疗卫生品牌学科
“肝胆胰疾病诊疗中
心”在李惠利东部医
院正式成立并启动。
该诊疗中心以肝胆胰
外科、中西医结合肝
病科、消化内科、放
化疗科等4个临床专
科为主体，并联合影
像科、病理中心等辅
助学科。

通过三年努力
力争进入省内第一方阵

陆才徳告诉记者，李惠利东部医
院肝胆胰疾病诊疗中心建设总体目标
是：通过3年的努力，在肝胆胰疾病
的临床诊疗和研究方面进入省内第一
方阵，达到省内和国内先进，并具有
一定国际影响，“市外患者比例力争
超过20%，在5家实力强大的省级综
合性医院中预期综合排名确保前4，
力争前3位，肝移植保持前2位。”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和符
合移植标准肝癌的有效手段，是21
世纪医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衡量
医院和地区整体医疗水平的一个重要
标志。”陆才徳说，中心将进一步扩
大供体来源，力争在移植数量上每年
递增10%，2020年超过50例，进入
全国移植医院前20位，保持省内第3
位 （公立第 2），肝移植围手术期
（术后 30 天内） 死亡率降到 2%以
下，总1、3、5年存活率分别达到
95%、85%和75%，肝移植质量进入
国内先进行列。

陆才徳透露，中心还将建立陈肇
隆院士工作站，并与市妇儿医院内外
儿科合作，实现10岁以下小儿肝移
植零的突破，并进一步开展亲体肝移
植。

而在科研建设方面，要针对临床
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提炼课题，争出原
创性成果。“为此，我们首先要重建
宁波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为临床
研究提供基本条件，其次要规范和完
善临床数据库和生物样本库的建设，
同时依托宁波大学医学院，继续完善
外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建设，为临床
科研提供人才基础。”

陆才徳表示，结合学科主攻方
向，力争3年内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市厅
级在完成现有项目基础上新增8项，
进入省内医院同专业科研第一方阵。

陆才徳还透露，学科人才队伍的
建设将以内部培育为主，适当引进外
部学有专长的创新人才，“我们将培
养4—6名第一层次人才，要求临床
上掌握相应专业复杂疑难手术技术及
相关术后并发症的处理能力，每人年
手术量要超过200例，3年内每人至
少获批省级及以上课题1项和SCI论
文2篇。”

受诸多原因限制
原创新成果缺乏品牌认知亟需提高

据了解，受地缘、平台及强大医学教育背景缺乏等限制，我市
肝胆胰疾病诊疗体系和省内外知名高校医院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
表现科研和教育上，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申请困难，科研体系缺乏
或不健全，实验室缺乏或很不完善。”陆才徳说。

陆才徳告诉记者，目前学科最大的短板是省部以上课题少或
无，原创性成果缺乏，高质量论文产出困难，肝胆胰疾病诊疗中心
作为品牌学科还难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导致相当部分的肝
胆胰疾病患者舍近就远，到杭州、上海就诊，耗费时间精力，更增
加就医成本，部分患者甚至因此延误病情。”

此外，陆才徳表示，肝胆胰肿瘤的治疗已从既往单一外科手术
转变为手术切除结合其他如放化疗等的综合治疗，介入、射频和内
镜在治疗中日益重要。现代医学发展在日趋专科化同时，呼唤和要
求建立以系统疾病为中心，整合相关学科技术力量和资源的综合诊
治体系。“在这种形势下，打造融合多学科背景、具有国内影响的一
流品牌学科肝胆胰疾病诊疗中心势在必行。”

陆才德向记者表示，宁波建设以肝胆胰外科为主的肝胆胰疾病
诊疗中心可以让宁波及浙东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受益，并可占领学科
建设的制高点，为下一步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申请打下基础，也可带
动其他学科的发展，为推动宁波整体医学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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