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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对我进行抢救了，把医疗资
源用到更需要的人身上吧！”这是黄志强
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2015 年 4 月 24 日 9 时，我国肝胆外
科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
总医院专家组原组长黄志强，在他抢救
过无数肝胆胰重症病患的解放军总医
院，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 93岁。

生死相托 永不言弃

黄志强一生挽救过多少生命？没有
人能够计算清楚。但是，重症监护科的
医生和护士告诉记者，90 多岁高龄的黄
老，依然坚持每周来重症监护室查房，直
到他再也走不动了⋯⋯

最终找到黄志强看病的，大多都是
无路可走的重症病人。8 年前，年仅 17
岁的王楠遭遇车祸，十二指肠被撞破，出
现严重的腹膜炎并导致休克。当地医生
诊断说，就算手术顺利，患者也很难怀孕
了。好心人说，解放军总医院有个黄志
强，你们找他试试吧。就这样，已经 85
岁的黄志强又一次走上手术台。

后 来 ，王 楠 顺 利 结 婚 、生 子 ，并 在
2012 年带着儿子来看她的救命恩人。
看着黄志强风尘仆仆地查房回来，王楠
忍不住问：“爷爷，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
么还要这么拼？”“病人相信我，我不能让
他们失望。”黄志强笑着说。

“生死相托，永不言弃”，这是黄志强
一生恪守的座右铭，更是他对每一个患
者的庄严承诺。

一次，一位来自内蒙古身患重症急
性胰腺炎的患者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入
院前，患者曾在当地医院进行过紧急剖
腹检查手术，腹部切口已经大部分裂开，
胰腺体尾部和周围组织已经坏死，生命
危在旦夕。

很多医生认为这是一台没有希望的
手术。黄志强一言不发，反复研究病人
病历并通过电话咨询此前手术情况。第
二天，双眼布满血丝的黄志强组织紧急
会诊，斩钉截铁地说：“有希望！”

后来，这台手术在医学界传为佳
话。原来，在此之前，我国胰腺手术都
是从腹腔正面开刀切除胰腺坏死组织。
可是那一次，黄志强独辟蹊径，从背侧
开刀切除。这一改变对引流腹腔内坏死
组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去除残余
死角的坏死组织效果更加明显，同时还
避免了手术在同一位置对病人造成的二

次伤害。
成功并非偶然。“黄教授每次查房

时，在患者床头一站就是 20 多分钟。”黄
志强的学生、肝胆外科副研究员张爱群
说，“他对病情仔细、全面的洞察超乎常
人的想象。”

“多思考、多看片，从心理学、生物
学、生理学和病例生理学等各个相互关
联的学科中分析思考、去伪存真，同时规
划几种方案，有备无患，这样的手术才能
够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获得最大的成功。”
黄志强经常这样告诉学生们。

在查房讨论或授课时，他常常能脱
口而出多年前诊治过的疑难病人的姓
名、病情特征以及手术方式。90 岁的他
思路依旧清晰，每当遇到疑难杂症，他常
常会把头一天看过的片子留下来，第二
天、第三天继续研究、反复琢磨。他还会
主动联系病人，询问、了解他们的病情。

每天慕名而来的患者很多，黄志强
从不拒绝任何一位病人。他说，病人没
有高低贵贱之分，医生应该尽心尽力对
待每一位患者。

胆道之父 躬身行医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黄志强立
志学医报国。好不容易穿过日军封锁区
到达云南昆明的医学院后，学校又在日
寇的侵扰下迁至贵州镇宁。6 年中，学校
频频搬迁，日子不得安宁。在那战火纷
飞、朝不保夕的年代，黄志强对国家和民
族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上世纪 50 年代初，在重庆行医的黄
志强发现，在临床工作中实际接触到的
病人与他原来在课本里看到的病例有很
大不同。这是因为，受历史、地域、饮食、
习惯、环境、人种等影响，我国的疾病谱
与西方国家的疾病谱存在诸多差异。

那时，西南地区患肝内胆管结石的
病人较多，患者常突发右上腹绞痛、寒
颤、高热，当结石堵塞总胆管时，临床上
可见明显黄疸和广泛的肝实质损害。随
着疾病的反复发作，病情逐渐加重，发作
间隔期越来越短，发作症状一次比一次
严重，棘手难治。

“既然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需要有
我们自己的材料。医学科学领域里也应
该有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黄志强先后
多次对西南地区进行小范围调研，对于
临床重症，经常连续几天几夜守候在病

床旁，积攒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宝贵的
临床经验，为他寻找治疗肝内胆管结石
病的医疗方法夯实了基础。1957 年，他
首创应用肝部分切除术治疗胆管结石
病，在世界范围内为此病的治疗方法揭
开了崭新的篇章。

1958 年，黄志强在《中华外科杂志》
上发表题为《肝部分切除术治疗肝内胆
管结石病(病例报告)》的文章，这是在国
际上见到的最早应用肝外科技术解决胆
道问题的文章。黄志强治疗肝胆管结石
的肝脏部分切除法，也登上了国外的教
科书。

此后，随着在临床上的积累和研究
上的深入，黄志强对肝内胆管结石病的
治疗不断提出新的认识。

1962 年，黄志强创建了我国第一个
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体的肝胆外科专
科，由他提出的关于肝门部胆道外科的
一系列独创性的诊疗技术与原则，已成
为有关肝胆外科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指南
和规范，居世界领先水平。

1964 年，他在国际上第一个为病人
成功实施肝动脉结扎术，使肝内胆管大
出血不再是不治之症。

1973 年，黄志强围绕肝内胆管结石
外科治疗，提出两个著名论断，在国际胆
道外科领域引起极大震动，使国内胆道
外科领域面目一新，改变了以往我国外
科学教科书中仅引用国外以胆囊结石及
胆囊外并发症为主的胆道外科学概念，
为我国胆道外科制定自己的教材和研究
我国胆道疾病的有效治疗措施提供了理
论和实践原则。

1983 年，由黄志强倡导成立的中华
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诞生，
黄志强任首届组长。

此后，黄志强多次代表我国出席世
界外科学术大会并在大会作学术报告，
在国际上奠定了我国肝胆外科学的学术
地位。凭借对肝内胆管结石病的诊断和
治疗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黄志强开创
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有关肝内胆管结石病
一整套独特有效的诊治理论、技术和方
法，使其跨入世界领先行列，在国际肝
胆外科领域占领了一席之地，东方常见
的肝胆管结石病已经不再是“不治之
症”。

当人们把“中国胆道之父”的美誉送
给黄志强时，他却说，“医学事业的兴旺
发达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还需
要人才梯队的接续奋斗。”

一次，一位医生把自己的硕士论文
送给黄志强教授审阅。黄教授并非他的
导师，这位医生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没
想到黄教授不仅逐字逐句通读全文，给
出详细修改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
一改过，并重新为他的论文绘制了一幅
插图，令这名医生感动不已。

弯 下 腰 是 一 座 桥 ，站 起 身 是 一 架
梯。黄志强教授从医 70 多年的时间里,
选拔培养了 100 多名医学顶尖人才，亲
自培养博士后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及高
级研修人员 300 多名，促进了中国肝胆
外科学事业的发展。

精业爱岗 医术高超

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突破中，黄
志强仿佛忘记了时间，而时间也忘记了
他。

66 岁时，黄志强为了开展肝门胆管
癌扩大根治术，常常从早忙到晚，终于使
我国肝门部胆管癌的手术切除率提高
到 64%，5 年生存率由 0 达到 13.3%,居
国内领先和世界先进水平。

84岁时，黄志强还在主持翻译《希夫
肝脏病学》，经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
经他主编和自著的书籍已经出版的就有
24 部，共计 2000 余万字。其中《黄志强
胆道外科》、《黄志强胆道外科手术学》、

《黄志强肝胆外科手术学》被认为是肝胆
外科领域的经典著作,其专著曾荣获全
国科学大会著作大奖，《肝胆胰外科聚
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90 岁时，他仍时刻关注着外科学科
的发展,把握学科的发展方向。他提倡
大力发展“微创外科”，并提出 21 世纪的
外科应具有“最佳的内环境稳定状态、最
小的手术切口、最轻的全身炎症反应和
最小的瘢痕。”

他 敏 锐 地 觉 察 到 3D 技 术 必 将 对
微创外科产生巨大影响,撰写了论文《从
阿 凡 达 电 影 看 微 创 外 科 3D 时 代 的 到
来》；他连续 12 次出席“北京微创外科论
坛”，作了题为《SPA：外科的今昔观——
以患者为中心的多科协助》的主旨演讲，
讲稿全部由自己完成⋯⋯

黄志强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心态。电
脑开始普及时，年过古稀的他毫不畏惧
地去学习那些复杂的按键和操作步骤，
无论是手写输入板、光盘刻录机还是数
码相机，只要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教学效
果的东西，他都愿意尝试。

晚年的黄志强像个慈祥的老爷爷，
经常和科室医护人员在一起歌唱、跳舞、
郊游、过节。每次聚会都不忘带上相机
拍照，并为每张照片配上这样一些文字:

“行走在春天的大路上”、“兔年，我们一
起度过”⋯⋯然后打印成册送给年轻人。

照片中的黄志强经常西装革履、身
姿挺拔地和年轻人站在一起，还不忘摆
出“V”字手势。他笑得很幸福，因为他见
证了肝胆外科学在中国的日渐成熟和崛
起，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医疗事业。

披 肝 沥 胆 大 爱 为 民
——追记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原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志强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王继荣 罗国金

从医 77年，黄志强把毕生心血献给

了祖国的医学事业。弥留之际，他还向

党组织请求放弃治疗，节省医疗资源，遗

体用作解剖，为医学事业尽最后一份力

量。他用忠诚擎起一位医学大家爱党报

国的光辉旗帜，用无私奉献铸就了大医

为民、德技双馨的人生传奇。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黄志强的

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了理想信仰

而奋斗的人是多么斗志昂扬、活力四

射。从黄志强立志学医报国后，他奋

斗的脚步就一刻也没有停止。无论是

青年有为还是老当益壮，一颗为党的

事业奉献终生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

因为他明白，到达梦想的彼岸没有捷

径，唯有肯干、实干。他把“生死相

托，永不言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时刻勉励自己尽心尽力救治每一位病

人，即使 90 岁高龄无法再做手术时，

他也坚持到手术台前进行指导。就是

在 他 拯 救 的 一 个 又 一 个 生 命 的 过 程

中，他才能够不断超越前人、超越自

己，登上了令人敬仰的事业高峰。也

正 是 在 拯 救 一 个 又 一 个 生 命 的 过 程

中，他才能忘记时间、忘记年龄，为

祖国医学事业奋斗至生命最后一息。

奋斗需要仰望星空，奋斗也需要

脚踏实地。黄志强用他令人感佩的人

生经历告诉我们，崇高的理想信念应

与 本 职 岗 位 紧 密 相 连 ， 要 靠 坚 韧 不

拔、开拓进取的革命干劲一步一步实

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黄志强用

忘我工作、献身使命的价值追求和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为全体医务人员树

立了榜样，他的崇高品格更值得全社

会尊重和学习。

永远保持奋斗姿态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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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滨是上海铁路局上海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
一名普通的施工队长。熟悉铁路施工企业的人都知道，
施工队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岗位，张海滨打趣地说：“施
工队长就是企业的细胞，我就要做那个最活跃的细胞！”

开拓进取的“闯将”

大型养路机械技术是铁路线路养护现代化的重要象
征。由张海滨负责的 P-95 大修列车和 AMH R800 路
基整治处理车是国内首次引进的两类车型,具有世界领
先水平。为掌握核心技术，张海滨放弃个人休息时间，几
乎跑遍了上海市的各大书店，查找大型路基处理车相关
专业资料。为找到故障根源，他废寝忘食、钻研思考，在
车上经常一待就是一整夜。为迅速形成生产力，他长时
间在一线钻研施工技术，快速掌握操作流程、消化吸收关
键核心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开始排查简单故障需
要一个多小时，到处理隐蔽的主断故障用时不到 10 分
钟，张海滨逐渐成为大型路基处理车检修技术骨干。

张海滨带领他的团队积极开展科研攻关，通过长时
间探索，他结合不同的施工条件，不断优化施工组织方
案，挖掘大修列车、路基处理车等机型的施工生产潜力。
经过不懈努力，在他的带领下分别创造了 P-95 大修列
车单位天窗隧道换轨换枕施工进度 751 米、标准线路
1000 米和 AMH R800 路基整治车单位天窗全断面路
基换填铺设施工进度 232米的世界施工纪录。

严抓安全的“大拿”

“领导和同事信任我，我就要干出名堂，这样才对得
起大家。”在京九线机械化维修集中施工现场，人们常常
见到张海滨忙碌的身影。

为及时消除设备安全隐患，张海滨每周带领施工队
管理人员对装置进行一次细致的安全隐患综合检查。仅
去年就排查、整改事故隐患达 80 多项（次），通过隐患整
改，机械化施工设备装置逐步达到“优质安全”水平。

张海滨多年来一直奋战在铁路线路维修施工一线，
他带领机械化大修施工队 199 名职工转战上海局、柳州
局、太原局、济南局等,足迹遍布全国，克服了施工点多、
面广，大机转移频繁、施工质量要求高、施工条件差等诸
多困难和考验，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2
年来，由该队管理运用的大修列车完成隧道换枕 261216
根，路基处理车完成路基换填铺设 21.57 公里，线路捣固
3589 公里，道岔捣固 1397 组，线路稳定 1631.454 公里，
配砟 1062.385 公里，并确保了施工开通正点率 100%，验
收合格率 100%。

上海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党委书记李京有一次
说：“我到工地上一见到张海滨，心里就踏实多了。”

技能培训的“良师”

安全是铁路机械化野外大修施工的生命线。张海滨
的保安全“名言”是“怎么抓安全都不过分”。他结合机械
化施工现场实际制订了独具特色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条
例，并要求施工队全体职工集中学习和考试。通过安全
质量形势教育宣传、安全质量党课、安全质量知识培训、
安全生产监督岗、每天 10 分钟班前警示教育等有效方式
和载体，不断增强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安全生产长效机
制稳步建立。

对于作业人员的岗前安全教育工作，张海滨更是坚
决不放松。他要求作业人员必须做到“不教育不上岗，教
育不合格不上岗”。为让每一位职工都深刻领会到安全
的重要意义，他和党总支书记阚辉、4 名副队长等与各职
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工班长层层签订安全责任
状，让“人人懂安全、人人管安全”的氛围渗透到施工队的
各个层面。

张海滨组织施工队职工利用班后的休息时间进行从
理论到实践、从安全到设备的全方位的集中培训，将他
21年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知识与职工共同探讨分享。

目前，施工队 85%以上的职工取得了高级工、技师、
高级技师资格。

做企业里最活跃的细胞
——记上海铁路局上海大型养路机械

运用检修段施工三队队长张海滨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通讯员 杨 军

图① 黄志强正在教学。 孔令占摄
图② 黄志强（右二）在查房。 孔令占摄
图③ 黄志强在做学术讲座。王燕生供图

张海滨（中）在现场指导安全防护工作。

（资料图片）

黄 志 强 是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原组

长。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集医

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肝胆外

科专科，多次代表我国出席世

界 外 科 学 术 大 会 并 作 学 术 报

告，在国际上奠定了我国肝胆

外科学的学术地位。从医 70 多

年的时间里，他选拔培养了 100

多名医学顶尖人才，经他主编

和自著的书籍已出版的就有 24

部，共计 2000余万字。

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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