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专家论坛·

“解除梗阻、去除病灶、通畅引流”至今

仍是治疗肝胆管结石病的基本原则

梁力建

　　【摘要】　肝胆管结石病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良性
疾病。黄志强院士通过毕生的深入研究和总结，提出了“解

除梗阻、去除病灶、通畅引流”的治疗原则。他不断强调，肝

内胆管结石治疗应以去除病灶为中心环节，应向更早的诊

断，更早的切除性治疗和更少的胆肠吻合治疗观念转变。

直至今日，广大的肝胆外科医师对此病的治疗仍然遵循这

一原则。笔者重新阅读黄志强院士提出的治疗肝胆管结石

病原则的相关著作，能进一步加深认识和理解黄志强院士

对胆道外科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不愧为中国的“胆道

外科之父”。

　　【关键词】　胆石症；　肝切除术；　胆肠吻合术；　微
创外科

　　基金项目：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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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胆管结石病是黄志强院士毕生研究的重要课
题。６０多年来，他深入研究肝胆管结石病的病因、
诊断与治疗。正如裘法祖院士为黄志强院士的巨

著———《黄志强胆道外科》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我国外科学者中对胆道外科最有研究的，无论在

临床实践或在理论基础方面，是黄志强教授，这是众

所公认的，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１］。在该书中，黄

志强院士提出治疗肝胆管结石病“解除梗阻、去除

病灶、通畅引流”的治疗原则，直到今天仍然指导着我

国广大肝胆外科医师成功治疗该常见病和多发病。

１　肝胆管结石病的外科治疗原则
　　由于发病原因不清楚，虽然肝胆管结石病发病
率在大城市有了明显下降，加上胆囊结石患者数量

增加，导致肝内胆管结石患者比例下降，但肝内胆管

结石患者的绝对数量并未减少［２］。肝内胆管结石

患者残留和复发结石的比例是增加的，结石主要成

分仍是色素性结石。正如黄志强院士指出的肝胆管

结石病仍然不是一个消失中的疾病，至今仍然影响

着无数患者的健康和生命［３］。不同级别的医院都

有着治疗肝胆管结石病的经验，但每一例治疗的成

功都离不开黄志强院士提出的治疗原则。背离了这

个原则，不管治疗了多少患者，可能总不能获得满意

的疗效。目前，胆道外科学者在此原则基础上更细

化为“去除病灶、取尽结石、矫正狭窄、通畅引流、防

治复发”［４］。或总结为：（１）尽量取尽结石，去除病
灶。（２）解除梗阻，矫正狭窄。（３）通畅引流，防治
复发。但客观事实是，肝胆管结石病几乎不可能取

尽所有结石，尤其是末梢胆管内的小结石［５］。三级

以上胆管的微小结石，因其影响肝脏范围小，一般无

临床意义［６］。

　　肝胆管结石病直接引起胆管炎反复发生，主要
病理学改变是胆管狭窄，进一步影响胆汁流的通畅，

使病变进入恶性循环。早在３０多年前黄志强院士
就指出：反复发作的化脓性胆管炎是肝胆管结石病

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相同的原因亦导致肝胆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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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狭窄，故结石和狭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二

者又常常相互加重。忽视对肝胆管狭窄的有效处理

常是影响肝胆管结石病外科治疗效果的主要原

因［７］。因此，只有矫正狭窄才能解除胆道梗阻，才

能达到通畅引流、防止胆管炎发作的目的。目前，肝

胆管结石病的发病原因仍不清楚，仅能治疗胆管结

石引起的胆管炎症，而且，也无从估计结石何时复发

以及复发的严重程度。纵观文献，尚难以搜索到关

于防止肝胆管结石病复发具体方法的文章。因此，

外科治疗中“防治复发”仅仅是理念上的原则，一旦

复发，仍需针对复发原因按照黄志强院士提出的原

则进行治疗。

２　肝胆管结石病的肝切除术治疗
　　黄志强院士认为：肝胆管结石病治疗应考虑以
下几方面：（１）最小创伤的手术。（２）根除病灶。
（３）恢复胆道生理状态。（４）减少复发。（５）预防
病变扩展。（６）预防后期胆管癌变。他提出的肝胆
管结石病治疗原则中，特别指出：肝内胆管结石治

疗应以去除病灶为治疗的中心环节［６］。１９５７年，黄
志强院士首次完成肝部分切除术治疗肝内胆管结

石获得成功，并逐渐总结为规则性肝切除术，其理

论基础是肝内胆管结石基本是肝内胆管的节段性

病变，有其严格的分布范围［８－９］。此后，肝切除术

成为肝胆管结石病外科治疗的核心。不少大宗病

例的文献报道：采用肝切除术治疗肝胆管结石病获

得了良好效果［１０－１３］。

　　对于肝切除术的具体施行，黄志强院士多次强
调，肝胆管结石病应尽量行规则性肝切除术；对左肝

胆管狭窄的患者，行肝左外叶切除术常遗留肝Ⅳ段
病变，应行肝左叶切除术；肝右叶病变应行肝右前叶

（肝Ⅴ、Ⅷ段）及肝右后叶（肝Ⅵ、Ⅶ段）规则性切除
术，才能彻底治愈患者。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他提

出的“肝门上径路肝切除术”，避免了术中大出血，

为治疗困难的患者提出了新的治疗途径。肝胆管结

石病晚期常合并终末期肝病，黄志强院士认为：最有

效的方法是行肝切除＋同种异体肝移植。终末期肝
病患者赖以生存的几个重要因素为：（１）正常的括
约肌功能，防止上行性胆道感染。（２）增生代偿的
肝尾状叶，作为一个“后备肝脏”。（３）有功能的胆
囊，调节胆道压力。因此，也可施行肝门上径路的有

限干预，肝门上径路肝切除术及胆管狭窄纠正，改善

肝尾状叶胆管流出通道。这些措施也能获得较好的

效果［９］。近５０年来，有大量行肝切除术治疗肝胆管
结石病的报道。这已成为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受

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推崇和应用。

３　肝胆管结石病的微创外科手术治疗
　　随着微创外科的进步，如何利用微创外科技术
治疗肝胆管结石病，以减少创伤，一直是黄志强院士

关心的问题。他认为：胆道外科从胆囊切除术到肝

胆管结石病的肝切除术治疗，采用数字化虚拟人体、

腹腔镜、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等完全可以处理肝

内、外的胆道外科问题，且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行

肝切除术治疗肝内胆管结石的２００８例患者中，腹
腔镜手术占 １２．２％［１４－１５］。经过选择的病例，完全

可以采用腹腔镜技术行肝切除术治疗肝胆管结石

病，其安全性及治疗效果是肯定的［１６］。临床研究结

果证明：肝切除术虽然能清除当时肝内的病灶，但不

能预防胆道系统有慢性炎症改变时在其他部位重新

出现肝内胆管结石［６］。因此，行肝切除术中仍可能

不能完全清除胆管结石。胆道镜手术作为主要的辅

助治疗方法，无论是术中还是术后，可协助尽量取尽

结石；术后还可多次施行，以最大限度取尽结石。

４　肝胆管结石病的胆肠吻合术治疗
　　胆肠吻合术曾经在手术治疗肝胆管结石病的历
史进程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不同的年代中有

过各种方法的改进和改变。但是，随着对治疗肝胆

管结石病经验的总结和认识的加深，黄志强院士也

提出：胆肠吻合术无论采用什么吻合方法，都是非生

理性的手术［１７］。胆肠吻合术后，胆道系统细菌感染

常有加重，每毫升胆汁内细菌数量增加，特别是厌氧

菌的数量增加，使胆汁内与结肠内的菌谱近似。因

而在有梗阻及感染时，患者临床症状明显加重，易发

生败血症、低血压、严重肝功能损害等［１８］。对胆管

远端Ｏｄｄｉ括约肌功能障碍的患者，胆肠吻合术在解
除吻合口以上部位的狭窄后，在维持胆汁通畅引流

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胆肠吻合术不应成为治疗肝胆

管结石病的主流手术，且外科医师应严格掌握手术

适应证，选择合理手术方法［１９］。为了防止胆肠吻合

术后因为错误的吻合而再次手术的可能，最好能有

行选择性ＰＴＣ后的照片，直接显示肝内胆管分支，
避免发生错误［１８］。黄志强院士指出：治疗肝胆管结

石病的观念应向更早的诊断，更早的切除性治疗和

更少的胆肠吻合术转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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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黄志强院士提出的“解除梗阻、去除病灶、通畅
引流”十二字治疗方针，直到他的晚年，一直没有改

变，现在仍指导着肝胆外科医师有效治疗肝胆管结

石病。他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逐步深入

总结和发展的。尽管在他提出的治疗原则基础上，

不少专家也提出了更加完善的治疗方法，包括精准

治疗的理念，新方法、新设备的应用，新科学成果的应

用等，但这些都离不开黄志强院士总结的治疗原则，

都只是对这一原则的进一步理解、阐述和发展。在纪

念黄志强院士开创胆道外科成就的同时，每一位后辈

都应牢记黄志强院士的教导：“对一个未知的前程，往

往始终是未知；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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