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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0世纪以来，医学抛弃了黑暗，驶入了光明的快车道。
现代医学起始于近代的“工业大革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发展。
20世纪初期，医学以治疗的手段为界线分为内科与外科，人们按照这种逻辑将疾病分为内科疾病和外
科疾病。
现代医学诊断和治疗高新尖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原有内、外科认识的局限性，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疾病
治疗模式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胆道病学》正值这一关键时刻出版，无疑反映了新时代医学发展趋势。
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加深，医学知识的积累以几何级倍数地增加。
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新器械的不断更新促进了临床医学学科的进一步系统、完善、规范、细化
，这使过去在一个大学科里游刃有余的医师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医师专科化的趋势越来越为明显。
专科化使医师可以专注于某一器官、系统，甚至某一疾病的研究，使治疗方案越来越精确到个人，给
患者带来了福祉。
《胆道病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本书的出版在胆道外科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临床医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他们的行为和活动与人们的健康密
切相关。
所以，临床医师是一个需要终身接受医学继续教育的群体。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医学生在完成大学本科教育后，仍要接受专科医师的培训和考核，取得相应专
科的行医执照后方可行医，这种制度成功地保障了临床医师的质量，从而保护了患者的利益。
为了适应医学教育的发展，我国专科医师培训工作已在全国展开。
专科医师应对本专业认知的深度与广度要求非常高，专科医师的培训离不开高质量的专科参考书，这
是所有参与培训工作专家的共识。
《胆道病学》是以黄志强院士为主审，邹声泉教授担任主编，集合全国老、中、青百余位专家共同编
写。
本书内容丰富，写作形式新颖，以中青年胆道外科专家为主撰写现代临床医学的认知，老一辈胆道外
科专家给予述评，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评价。
这种写作模式发挥了不同专家的优势，不仅保持了各位胆道外科专家的学术独立性，又保持了对同一
问题的认识多样性，使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胆道疾病认知和理解。
这本书无疑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本优秀胆道外科专业参考书中的一本。
《胆道病学》完全符合胆道外科专业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要求，是外科医师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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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总结我国胆道外科专家几十年来在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丰硕成果及经验，在我国胆道外科
创始人之一黄志强院士的倡导下，成立了《胆道病学》编写委员会。
编委会由老，中、青三代胆道外科学专家组成，共36位，包括8位院士。
为了创造学术争鸣的气氛，全书还设置了“述评”栏目，由资深专家对各胆道疾病和学科的发展进行
评价。
本书分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两篇，共46章。
编写内容着重介绍当今胆道外科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新信息。
同时，编者还结合自己几十年丰富的临床经验，阐述临床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疑点，以满足开阔读
者视野，适应外科发展的需求。
全书重点突出、层次清晰、文笔流畅、图文并茂。
书后还有医学索引，编者个人信息和重要医学网络信息资料。
便于读者加深对重点章节内容和手术操作的认知和理解。
满足广大读者的学习要求。
    本书主要作为外科各级医师、胆道外科专科医师，研究生、进修生和专科医师培训及相关专科，科
研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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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志强，1922年生于广东省新会县。
1944年毕业于前国立中正医学院医疗系，就职于原重庆中央医院。
曾任重庆大学医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第三军医大学外科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西南
医院副院长。
现为解放军总医院及军医进修学院主任医师、特级专家、教授，解放军总医院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所
长，解放军总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所长。
历任中华外科学会常委，中华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组主任委员、解放军医学科技委员会荣誉委员，国
际外科学会会员，中国医学基金会理事，《美国医学》杂志（JAMA）中文版总编辑。
中国工程院院士。
邹声泉，1943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69年毕业于原武汉医学院六年制医疗系，毕业后在原武汉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工作。
曾任原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助教、讲师、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教授、主任医师，外科
学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
任卫生部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学科组委员，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员会学科组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评审专家，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常委、副主任委员，中华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组副组长，湖北
省医学会普外科分会荣誉主任委员，《中华外科杂志》副主编、《临床外科杂志》总编辑、《中华普
通外科杂志》、《中华肝胆外科杂志》、《中华实验外科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等26种医学
类核心期刊的副主编、常务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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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目前，肝内胆管结石的外科治疗多种方法中，首推肝叶切除术能获得最好的结果。
对肝内局限性结石，单纯肝叶切除术的治疗效果优于肝切除并附加胆肠吻合术。
然而，肝切除虽然能清除当时肝内的病灶，但不能预防在有慢性的胆道系统炎症改变时于他处重新出
现肝内结石。
因此，对肝内胆管结石形成机制和预防措施的研究仍为当务之急。
在肝内胆管结石等慢性增生性胆管炎的基础上，发生肝胆管癌已是确定的事实，但近年内从国内报道
的病例有增多的趋向。
在一组68例肝叶切除术中，6例在切除肝标本内发现肝胆管癌，占8.8 ％。
在一组83l例肝内胆管结石手术患者，10例合并有胆管癌，占手术总数的1.2 ％。
关于慢性肝内胆管结石与迟发性肝胆管癌的关系，国内曾经用特殊染色、流式细胞仪技术详细观察了
肝内胆管结石时胆管黏膜上皮的非典型增生，而在肝胆管癌时，可见从非典型增生到癌的移行性现象
。
早期手术，切除病灶，有可能减少迟发性胆管癌变的发生。
当前肝内胆管结石治疗上的严重问题是合并急性肝胆道化脓}生感染，病死率高；另外尚有不少的晚期
患者，因治疗延误，发展至终末期胆病及胆汁性肝硬化，需要肝移植。
肝内胆管结石的急症处理，特别多见于一些较接近农村或基层医院，多于50％的患者常是在发展至重
症胆管炎（ACST）时才住院。
例如在全国的4197例肝内胆管结石手术病例中，手术前已有严重并发症的约占30％。
合并ACST的肝内胆管结石患者，死亡率是高的，有的高达28％，其原因常与对肝内胆管的ACST的特
殊表现认识不足有关。
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肝胆管炎有更突出的全身性感染、低血压、多器官功能损害的表现而无胆总管下端
阻塞时的明显黄疸，而后期出现的黄疸亦多与严重的肝功能损害、肝细胞坏死有关。
在曾作过胆肠内引流术的患者，临床症状常表现得更为严重，多器官衰竭常见，特别是急性肾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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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胆道病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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