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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外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东院大外

科主任，肝胆外科主任。从事普通外科工作30余年，曾在加拿大Mc

Gill University(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美国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re(美国西南医学中心)从事肿瘤研究和外科临床学习，在肝胆脾

胰各种常见疾病和疑难危重症的手术技巧和围手术期管理等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现为广东省肝脏病病学会胆胰疾病专业委员

会主委、综合素质治疗委员会副主委、外科手术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

省医学会肝胆胰外科学分会围手术期管理及加速康复学组副主委，广

东省健康管理学会肝胆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抗癌协会转移癌

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医师协会肝病分会常委，消化肿瘤杂志编委，

民革中山大学北校区副主委。

中山一院东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何强：

勤学苦练强内功 悬壶济世铭心中
从医30多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外科、东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何强始终致力于肝脏肿瘤、胆道肿瘤、胆道结石、

胰腺肿瘤及门静脉高压症的诊断、治疗和研究。他不断创新外科手术治疗手段，面对复杂疑难重症患者，准确研判，手起刀
落，穿插纵横，从容不迫地施展精准的手术技能帮助患者解除肝胆胰脾疾患。

面对工作，总是坚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面对患者，总是坚持淳朴善良，耐心细致；面对同事，总是乐于分享，敢于探
讨。“刀光下冲锋，仁心中行医”是他的真实写照。“时刻谨记努力为患者追求更好疗效的初心，希望每个病人都是带着希望
来，带着健康走，这是我作为医生的终身使命！”何强说。

新快报：好医生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何强：医生是一门高风险的职业，风险来自于服务的对象——

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压力也是巨大的。只有更细致、更扎实、更

全面的工作，才能去化解风险。哪怕是最基础的工作，都应该用最

严谨、最科学的方法去对待。“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医生需要

不断学习，不断历练，不断吸取别人的长处和经验教训，从而让自己

快速成长。

人物简介

何强告诉新快报记者，“全球新发肝癌

病人以及死亡病人超过 50%发生在我国，

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据世界卫生组

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2020 年肝

癌高居我国癌症发病率第5位，死亡率第2
位，形势非常严峻。”

“很多人在肝脏出现不良信号时，并不

会太在意，延误了治疗时机，给诊治带来了

很大的挑战。”何强分享道，“记得有个小伙

子，才 20 岁出头，经历了 3 次肝脏肿瘤手

术，反复复发，并且进行免疫靶向治疗 1
年。那个肝已经饱经沧桑，还跟其他脏器

黏连一起，实在是一团糟。小伙子自己也

是垂头丧气，想放弃治疗了。”

何强及其团队安慰小伙子不要轻言放

弃，并将他收治入院。经过检查评估，判断

复发肿瘤全部位于右肝范围。在如此复杂

的情况下，何强及其团队多次召开多学科

MDT，制定了精细手术方案，凭着高超的

临床技术、扎实的解剖功底和精准的术中

操作，最终顺利把右半肝切除，整个手术过

程出血仅仅为 200ml，完全不用输血。在

术后第三天小伙子已经可以下床走路，恢

复情况良好。

“肝脏是一个血供非常丰富的复杂器

官，在外科手术中，一旦出血超过 800ml，
就可能危及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这小伙

子的手术可以说是我的一次谨慎又大胆

的尝试，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他年纪轻轻就

这样失去生命！”何强接着说，“小伙子下

床第一天，就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要赶紧养

好身体回家吃香喝辣。看到他重拾希望，

更让我觉得作为医生，治病和医心都是我

们的职责！”

治病医心都是我们的职责

谈起现代医学日新月异的发展时，何

强感慨道：“现在的外科体系越来越讲究

精准治疗，要求我们对病情要有正确、细

致的评估。除了满足定性诊断外，还要进

行临床分级诊断，然后再为病例设计一个

恰当的手术方案，精准评估病人的整体情

况和具体器官的功能状态，要在手术当中

进行精准的手术实施，还有良好的处理及

掌握风险及并发症的能力，并且在术后进

行全程管理，防止并发症的发生。同时，

要预判到恢复期间各种状况的发生，及时

应对变化。”

50 多岁的梁女士（化名）刚刚退休没

几年，发现自己全身变黄后找到了何强，经

检查后诊断为肝门部胆管癌。胆红素高达

198umol/L，CA-199等肿瘤指标升高了数

百倍。面对如此糟糕的肝功能，经过20多

天多学科共同治疗后，胆红素恢复到了安

全手术范围，并顺利完成了高难度手术，肿

瘤病灶被彻底清除。就在大家都以为能松

一口气的时候，又一个检查结果让大家再

次揪心，术中的病理结果不太理想，清扫下

来的淋巴结发现共有 3处转移，这预示着

梁女士复发几率非常高。

“一开始，梁女士或许是出于侥幸心

理，或是对治疗的恐惧，拒绝了术后辅助治

疗。术后第 4个月返院复查时，我观察到

她明显消瘦，精神极差，脖子上摸到一个鹌

鹑蛋大小的硬块，考虑肿瘤为复发，而且基

因检测也找不到相关靶向药使用证据。就

在这多重打击下，我们还是决定不放弃，经

过讨论决定施行免疫治疗方案。2期疗程

后，她病情明显好转，能吃得下东西了，人

也精神了，复查发现肿瘤指标下降明显，淋

巴结明显缩小，脖子的小硬块也缩小到只

有绿豆大小。”何强说。

何强表示，“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的全

程管理，试想想，如果我们在她入院的时

候就放弃？如果我们在她不愿接受术后

治疗的时候就放弃？如果我们在基因检

测结果不如意的时候就放弃？后果将不

堪设想，那就是枉顾生命！所以我常说，

精准治疗和全程管理是对患者负责任的

体现。”

对患者精准治疗全程管理

“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做医生，在父母

亲的劝导下，走上了从医这条路。四年的

基础理论学习确实枯燥乏味，但真正引起

我对医学感兴趣，坚定从医之路是在走向

实习的时候。当经历了各个科的轮转学习

后，看到医院的医务人员能把患者治疗好，

让病人健康出院，深深感到医学的伟大。”

何强回忆道。

从医 30 多年，他始终觉得，外科医生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责任感，有担当：“所谓

责任感，那是因为医生所面对的是病人的

健康，生命都交给你了，你需要负责。所谓

有担当，那是因为医疗到目前为止还不是

完美的学科，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但是作

为医生不能一味地退，要敢于面对它、克服

它、战胜它。此外，还要努力修好自己的内

功。不仅仅要在手术中做出努力，在手术

前、手术后的管理当中，都要做好系统性的

工作，才能保证患者的安全。”

回顾这么多年从医之路，他直言：“医

生是经历生死最多的职业，却永远都是视

生命为第一要义的职业。我最大的遗憾来

自于病人延误病情而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我最大的快乐来自于成功救回一条条鲜活

的生命。我感恩病人的理解与信任，因此，

我会更加努力地提升技术，去回报他们。

希望未来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让他们

回归正常的生活，享受人生！”

要有责任感有担当修内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