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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副校长、 中山一院
院长肖海鹏将这场合力救治盛赞
为“‘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
世’情怀的完美体现”，真正体现
了中山一院“一切为病人， 为病
人一切， 为一切病人” 的办院宗
旨。 作为一名从中山一院成长起
来的医生， 作为医院院长， 他早
已“习惯” 了这种通力合作救治
患者的模式。

“曾经，我们多名专家坚持十
几个小时， 帮一名断指的农民工
接指， 最后只收了几百元手术
费。 ”肖海鹏说，在医生眼里，不
会因为病人地位高低、 富贵贫贱
而区别对待， 对所有的病人都一
视同仁。

作为院长， 肖海鹏肩上担
着医院运营的重担，他说，从医
院创收的角度来说， 多学科会
诊并不赚钱，反而“亏钱”———
比如这一次 10 个学科会诊，是
医生们自己牵头组织， 并没有
收患者的会诊费用。 这一说法
也被老李亲口证实， 他除了挂
号看诊、检查、手术、住院等费
用外， 并没有就多学科会诊缴
纳额外费用。

肖海鹏从未在多学科会诊上
有过一丝“吝啬”，“因为生命是

无价的， 医生们自发而为的通力
合作， 应当鼓励和弘扬， 医疗本
身不应该是逐利的行为”。

据介绍，在中山一院，多学科
合作救治病例已成常态。 就在老
李出院后不久， 由神经内科姚晓
黎教授牵头， 为一名来穗求医的
新西兰籍“渐冻人”John� Birkett
组织多学科会诊， 解决了患者因
吞咽困难而造成的营养摄入难
题 。 经多位专家的共同努力，
John 的身体明显恢复。

在肖海鹏看来， 多学科会诊
形成机制， 不仅让患者获益，也
为医务人员搭建起了互相学习、
相互交流的平台。

体外循环科主任荣健教授深
有感触， 她所在的学科主要面对
疑难重症病例， 因此几乎所有大
型多学科会诊时， 都有她的团队
成员身影。 她说：“只有外科特别
强， 体外循环科的优势和能力才
能充分发挥出来。 也只有在好的
平台上， 学科间的合作才能真正
通畅， 医生也能在这样的协同作
战中积累经验，提升自己。 ”

麻醉科副主任冯霞教授也
说， 因为有了这样好的平台，每
天都和优秀的人一起工作、讨
论，让她不断成长，收获颇丰。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林洁 通讯员 彭福祥 刘星亮 梁嘉韵 蔡新洁

20 多位医生的
众志成城

中山大学名医、中山一院血管外
科学科带头人王深明教授是老李的
首诊医生。 见到老李时，王深明发觉
他的病很棘手。 于是，年过六旬的王
深明带着老李找到了肝胆外科的汪
谦和梁力建教授。“当时如果他再重
新排队挂号，肯定就看不上了，我带
着他去找有经验的教授，这是对病人
负责”。

也正是这样负责任的态度，让老
李安心了。 特别是住进中山一院后，
老李愈发相信这些医生一定会努力
救他。所以他十分配合医生治疗。“手
术成功是患者和医生共同造就的。 ”
肝胆外科副主任李绍强教授说，患者
和家属的信赖给了医生极大的鼓舞，
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医生们才
能够放手一搏。

最开始打算放手一搏的，是中山
大学资深名医、中山一院肝胆外科学
科带头人梁力建教授。 他是这场救治
的“主心骨”。 在接诊老李后，他第一
时间牵头启动了多学科会诊。 这位在
外科驰骋风云数十年的老教授很清
楚，这么大的手术并非一两个学科能
“扛”得起，但是他很想救这个患者，
干了一辈子的医生，“我能救一个算
一个。 ”梁力建坦言，他经历过不少更
惊险的手术，“可要动用到多个学科
最强的力量、最好的设备，这种规模
的救治不多见”。

“经过多次术前讨论，充分考虑
到了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最后确定了
手术方案。 ”在多学科讨论会上，梁力
建说得很明白： 这是一次团队作战，
手术成功了， 团队为医院创造新纪
录；手术失败了，就会导致病人死亡。
“值得高兴的是， 整个团队为了救治
病人，通力合作，收获了一个很好的
结果。 没有这个团队，这一生命奇迹
就不可能出现！ ”

为什么如此高规格的多学科会
诊、治疗能在中山一院成功完成？ 在
梁力建看来，这样的成功是必然的：
遇到困难病例时， 大家有着共同的
目标和积极参与治疗的态度， 这是
手术成功的前提； 各个学科都有着
高水平技术， 多个专科集中在一起
时，是“强强联合”，这是手术成功的
关键；此外，还有优良文化传统和底
蕴的支撑，“在中山一院， 一直有这
样的传统，当遇到疑难病例时，大家
一起坐下来， 专注于疾病本身展开
探讨，非常纯粹”。

负重前行的他们
为何甘愿坚守？

“今年 6 月，10 个学科、20 多位
顶级专家通力合作， 历时 9 小时接力
完成的，全球第二例、全国第一例通过
体外循环、体外肝切除、自体肝移植、

肾静脉切断重建、下腔静脉切除、人
工血管移植治疗下腔静脉平滑肌肉
瘤病例的救治， 充分彰显了中山一
院多学科协同合作的强大实力和敢
于攻坚克难的精神及决心……”8 月
15 日晚， 在医院庆祝第二个中国医
师节的晚会上，中山大学副校长、中
山一院院长肖海鹏特别介绍了这场
令他自豪的成功救治。 在他看来，这
是“大医精诚”的传承与实践，是“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真实写照。

也就在这一天，52 岁的老李再度
踏上求医之路，他将接受一段时间的术
后化疗。 手术的成功让他迈过了治疗途
中最大的“坎”，这一次他不再迷茫。

“为百姓祛除疾患，这是中山医
学院（中山一院）的医魂精髓，传承
至今并得到发扬光大。 ” 肖海鹏的
一席话，或许道出了这场救治的本
质所在。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林洁

在广东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尽管
陆续有人离开 ，可依然有更多人愿意坚守 ，还
有许多人不断加入进来。

广东省卫健委 2015 年曾经发布 《广东省
执业医师队伍现状研究报告 》。 报告显示 ，从
2005 年-2014 年，广东执业（助理）医师总人
数 从 12.1 万 人 增 加 至 21.7 万 人 ； 截 至
2018 年 ，全省执业 （助理 ）医师达到 27.8 万
人，比上一年增加 1.9 万人。

我国著名骨科专家 、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
附 属 医 院 骨 科 教 授 金 大 地 今 年 已 经 67 岁
了 ，如今还坚持出诊的他 ，同时还创办了一家
民营骨科医院 。 这位在骨科临床一线坚持了
近 50 年的老教授 ， 至今仍对专业有着执着
的追求 ：“要让病人以最少的代价 ， 最小的创
伤 ，获取最快速康复的医疗服务 。 ”他说 ：“做
医生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 在我还能发光发热
的时候 ，多培养一些优秀的骨科医生 ，传承好
的技术 ，救更多病人 。 ”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副主任医师苏
炜说 ，如果有机会再选择 ，他依然会当医生 ，
“再苦再累 ，病人出院时那一声感谢 ，是我坚
持的动力”。

在中山一院工作了 25 年的体外循环科
主任荣健教授并没有想过离开 ：“在中山一院
这个平台上 ，我踏实努力地工作 ，发挥自己的
能力，很有成就感。 ”

作为院长 ， 肖海鹏如今致力于创造更好
的平台 ，提供更多的机会 ，让更多优秀的 、有
医者情怀的人才拥有更好的发展环境 。 令他
感动的是 ， 许多人都愿意为医疗事业奋斗和
付出 ，“即使待遇不见得那么高 ， 可他们都自
觉把自己职业生涯融入到医院发展中 ， 这是
一种充分的认同感。 因为在这里，他们有良师
益友 ，一同学习进步 ；因为在这里 ，他们时刻
肩负着救死扶伤的使命 ， 坚守着当初许下的
誓言 ；因为在这里 ，他们能找到为这份事业努
力奋斗的动力，这些不是金钱能替代的”。

创新平台，让医生发光

在这台手术中，中山一院副
院长、器官移植科学科带头人何
晓顺教授参与了重要环节———体
外肝切除和自体肝移植，整个过
程复杂而繁琐， 他带着团队在 1
个小时内全部顺利完成。

从医多年，何晓顺也是第一
次遇到这样的病例，“手术难度
高，涉及学科多，风险巨大，但
手术是挽救病人生命的唯一手
段。 ”在何晓顺看来，医生的本
职是治病救人， 病人的病情就
是号角，“这么多医生一起努力
救他，这是中山一院的传统，是
中山一院人的本能， 是百年老
院的文化积淀， 我们有着共同
的理念，无需太多的语言，大家
自发而为”。

何晓顺认为，这场救治不仅
得益于各学科通力合作，更得益

于医生们精湛的医术。
综合实力在华南地区排行第

一的中山一院，创造过无数“生
命奇迹”。 以肝移植为例，这些年
来，许多新技术在中山一院率先
成功完成。 2005 年 9 月，我国首
例自体肝移植手术在新疆获得
成功，主刀的是时任卫生部副部
长黄洁夫和董家鸿院士，和他们
一起参与手术的，就有包括何晓
顺在内的中山一院的医生。 2017
年 7 月，由何晓顺教授领衔开创
的世界首例无缺血肝移植手术
在中山一院成功完成，引发全球
轰动，被誉为开启“器官移植新
时代”。

“我们有技术储备， 有临床
经验， 术前也做好了详细计划，
把 可 能 考 虑 的 变 数 都 考 虑 到
了。 ”何晓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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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 20 多位顶级专家冒着巨大风险“接
力”救一位普通患者？ 他们用医者仁心给出答案：

开创多项“第一”的 精湛医术

常态多学科会诊的通力合作

职业荣光，让人很满足
让老李非常感动的是 ，7 月 19 日出

院当天 ，中山大学资深名医 、中山一院肝
胆外科学科带头人梁力建教授叮嘱他 ，一
定要按时回院复查，“不用担心挂不上号，
来了就找我加号。 ”70 多岁的梁力建教授
至今仍然奋战在临床一线 ， 每周看门诊 ，
做 4-5 台疑难病例的大手术 ， 把许多像
老李这样的危重患者从 “死神 ”手里拉了
回来 。 曾经为了救一个术后并发症的患
者， 他和团队从下午奋战到第二天凌晨 ，
成功救治回病人。

“我做了这么多年手术 ， 能救一个就
算一个。”在梁力建心里，做医生带来的满
足感无法用金钱衡量 ，“当一名医生全身
心投入这份职业时，职业荣誉感会让人很
满足。 既然从事了这份职业 ，那就好好努
力，充分享受这份满足感”。

医生的满足 ，来自祛病除疾 。 这些年
来 ，无数危重 、疑难和罕见病例在中山一
院成功获得救治———国内首例肾移植后
手术 、首例断趾再植手术 、国内首例连体
婴分离术、 国内首例第三代试管婴儿 、全
球首例“不中断血流”肝移植术等等，创造
了一个个生命奇迹。

在中山一院工作 23 年的肝胆外科副
主任李绍强教授至今无法忘怀 ，含辛茹苦
带大他的祖母在他高考那年因病离世 ，他
毅然从医 ， 努力让更多人避免同样的遗
憾。“当医生很辛苦，但刀下能救人的满足
感，是对自己莫大的鼓励。 ”

医生的坚守 ，基于文化传承 。 孙中山
先生行医时，每周必抽出一天时间为病人
义诊；中山医“八大教授”（8 位国家一级教
授 ）之一的陈心陶教授 ，与疫区人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 ，最终消灭了血吸虫病 ；当年
“帕金森圣斗士”刘焯霖教授，为病人上门
随访长达半世纪；至如今，还有 32 年坚守
急诊一线却 “零投诉 ”的 “最美医生 ”詹红
教授 ；也有跪地 1 小时 ，勇救倒地少年的
中国“最美实习医生”万雅兰……是他们一
代代传承，谱写出一曲曲生命赞歌。

同样在中山一院待了 20 多年的麻醉
科副主任冯霞教授，也无比热爱着这份每
天忙碌而充实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很累 ，
但我觉得幸运和快乐 ，因为每天我和一群
优秀的同事一起工作 ，一起守护着每一个
病人，是最有意义的事”。

医生的担当 ，源自高尚品格 。 在抗击
“非典 ”一线 ，在抗震救灾前线 ，在援非 、
援藏、援疆、援岛国的艰苦环境中，处处都
有中山一院医护人员的身影 ，他们克服重
重困难 ，在艰险中救死扶伤 ，身体力行地
诠释着“大爱无疆”。

刚刚结束援助多米尼克医疗队生涯
的心血管内科医生杨震教授 ，一手写下多
米尼克医疗史上多个“第一”：开设第一个
心血管病门诊 、 首次进行多学科诊疗等
等。 回到中山一院后 ，他主动请缨到最苦
最累的急诊一线，继续发光发热。

依然坚守，让病人安心
他们只是广东近 28 万名医生的缩影。 在

广东 ， 还有许许多多医生坚守在平凡的岗位
上，守护人民的健康。

要当医生不容易。 早在学生时代，就有着
上不完的课 、看不完的书 、考不完的试 ；工作
以后 ，除了每天繁重的日常工作外 ，还得夜夜
挑灯看文献 、写论文 ，学习最新诊疗指南 ，时
刻更新知识储备。 肩负救死扶伤使命的医生，
面对的远不止 “996”的工作压力 ，可他们却依
然坚守，只为了给病人带去安心。

为了让更多乙肝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89
岁高龄的 “乙肝斗士 ”骆抗先教授如今还坚持
看门诊 ，从早上 7 点一直看到下午一两点 ；同
时他还要写科普博客 、编书等 ，每天工作超过
10 个小时 ；此外 ，他每两周还要到 200 公里
外的阳山县人民医院接诊患者 ， 做乙肝病人
筛查随访 。 数十年了 ，他几乎没有休过假 ，他
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病人 ， “只要活一天 ，我
就要好好干一天。 ”骆抗先说。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黄利娟
多次答应女儿假期出游 ， 可妇产科的工作实
在太忙了 ，忙到她根本无法抽出身来 。 于是 ，
她一次又一次地 “爽约 ”，女儿也早已习惯了 。
说起此事 ，这位医生妈妈内疚得潸然泪下 ，她
对女儿道出了心里话 ：“宝贝 ， 请原谅妈妈的
每次失约，因为有更多的宝宝需要我。 ”

中山六院麻醉医师郭婧今年当上了住院
总医师 ，她笑称自己的工作是 24 小时 “总住
在医院”。 她和同事们已经很久没有准时下班
过了 ，因为需要手术的病人太多了 ，这些年他
们一个个都熬成了 “熊猫 ”，可说起刚刚成功
平稳处理完的危重病人 ， 或是出现特殊情况
被抢救回来的患者 ， 成就感会瞬间点亮他们
自豪的脸庞。

8 月 27 日， 羊城晚报推出
“大医精诚深调研” 系列稿件之
《性命相托 17 天，惊心动魄 9 小
时》， 深度报道了中山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10 个学科 20 多位顶
级专家接力手术，救治身患下腔
静脉平滑肌肉瘤患者老李的故
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有读者
不禁问道：“这位患者有什么背
景？ 为何能让这么多专家联手为
他治疗？ ”

事实上，老李自己也曾有过
这样的疑问。 他一直清楚地记
得，20 多位专家坐在一起，为他
的病情展开讨论的情形。 当时有
人告诉他，坐在那里的每一位都
是中山一院各学科的顶级专家，
他十分惊讶：“来看病之前，我都
不认识他们！ ”

如今， 这些疑问变成了感
激。 专家们接力 9 小时，抽丝剥
茧般为老李做手术。 手术难度
大，风险高，任何一点小瑕疵都
可能让他下不了手术台， 可 20
多位专家却义无反顾，施展毕生
绝技，靠着默契配合，成功地摘
除了那颗藏身于他体内的“定时
炸弹”，让他平安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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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位顶级专家接力为老李做手术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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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识你
却想全力以赴

救你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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