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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显微外科50年

裴国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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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过去、稳步的现在、创新的未来，这就是中国显微

外科50年的发展全貌与未来走向。50年来，中国显微外科

技术已在外科领域广泛深入开展，显微外科已达到至高的技

术水平，已由早期的外科技术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

外科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是国际上开展显微外科手术

数量最多的国家，在国际上一直处于前沿水平。1978年创

刊《中华显微外科杂志》(前身是《显微外科》)，1989年成立

了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专科技

术队伍。显微外科的兴起与发展无疑对临床医学、特别是外

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医学进步与人类健康

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显微外科发展的四个时期

从显微外科的形成、发展历史来看，显微外科的发展经

历了孕育期、创始期、发展期和成熟期等4个阶段。

1．孕育期(1960年以前半个世纪)：1902年Alexis Car—

rel首次提出了3定点连续贯穿缝合法，成功推动了大血管

端端吻合术；1921年，瑞典耳科专家Nylen使用自己设计的

单目显微镜进行内耳手术，这是外科医师开展最早的显微外

科手术。

2．创始期(20世纪60年代)：1960年，Jacobson和su-

arez在手术显微镜下对1．6—3．2 mm小血管进行吻合获得

了100％的通畅率，开创了小血管吻合的新纪元，奠定了现

代显微外科的发展基础。1963年，陈中伟在国际上首次报

道断肢再植成功；1966年，杨东岳等成功开展国际首例第二

足趾移植再造拇指。

3．发展期(20世纪70至80年代)：此期断肢(指)再

植、皮瓣移植、骨移植、第二足趾移植再造拇指等显微外科手

术相继开展。钟世镇针对临床实际需求创建了临床解剖学，

开展了系列的显微外科解剖学研究；1981年，杨果凡首次报

道了前臂桡动脉皮瓣，这是世界上最先报道的动脉干网状皮

瓣，被称为“中国皮瓣”；1986年，顾玉东又首创健侧颈7神

经移位术。在此期间吻合血管的关节移植、淋巴管静脉吻

合、肠段移植以及小器官移植相继开展，使显微外科技术在

外科的各个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国际上和国内相继

成立了显微外科学会、创办了显微外科学术刊物、出版了显

微外科学术专著、召开了显微外科学术会议、举办了各种显

微外科学习班，极大地推动了显微外科学术交流和人才培

养。

4．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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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外科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达到了相当普及、成熟的地

步，其技术甚至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若想再有新的、更大

的突破，实属艰难；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处在了一个历史的转轨期，医疗行业进入了市场经济，

从而对显微外科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不同程度的制

约、影响了显微外科的发展。然而，我国显微外科一些有志

之士，不畏艰辛、乐于奉献，仍默默地坚守在显微外科岗位继

续开拓，创造了显微外科新的辉煌，为显微外科仍然扮演着

外科领域的重要角色、继续保持我国显微外科的国际前沿地

位，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侯春林教授的“脊髓损伤后膀

胱功能重建”、徐建光教授的“胸腔镜下膈神经切取治疗臂

丛损伤”、程国良、方光荣、王增涛教授的“修饰性拇、手指再

造”、侯春林、张世民教授的“穿支皮瓣研究与应用”、裴国献

教授等的“异体手移植”和“组织工程骨构建”研究、朱家恺

教授的“许旺细胞和许旺细胞源神经因子系列研究”，以及

刘小林教授领衔团队成功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周围神

经缺损修复材料(神桥)获准临床使用与上市等，就是这一

时期的显微外科代表性新成就。

二、显微外科学会成立与杂志创办

1989年5月15日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在江西庐

山成立，迄今全国已有19个省(市)先后成立了显微外科学

会、手外和显微外科学会及显微外科学组。学会自成立以来

已换届7次，第一届学会主任委员(1989—1992)为朱盛修教

授；第二届主任委员(1992-1995)为朱家恺教授；第三届主任

委员(1995—1999)为朱盛修教授；第四届主任委员(1999—

2002)为陈振光教授；第五、六届主任委员(2002-2009)为侯

春林教授；第七届主任委员(2009—2012)为裴国献教授；自第

七届开始，学会根据中华医学会的要求，设前任主任委员、现

任主任委员及候任主任委员制度，现主任委员为刘小林教

授。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迄今已召开了九届全国显

微外科学术会议，期间举行了lO多次年会。国家及省市学

会的成立及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对组织、推动我国显微外

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组织上的保障及有力的推动作用，极大

地促进了我国显微外科事业的发展。

1974年黄恭康教授自行创办了内部交流读物《断肢再

植》，1979年更名为《显微外科杂志》。1978年朱家恺教授、

于国中教授、刘均墀教授和庞水发教授创办了《显微外科》，

1985年更名为《显微医学》，1986年更名为《中华显微外科

杂志》，成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之一。第一一五届总编辑

为朱家恺教授，第六、七届总编辑为庞水发教授，第八届总编

辑为刘小林教授。杂志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办刊宗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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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引导和导向学科的发展。数十年来，在历届编委的共同努

力下，在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支持下，《中华显微外科杂志》不

仅成为科技核心期刊，也多次连续获得优秀期刊奖的殊荣。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不仅为我国显微外科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与重要载体，而且在我国显微外

科事业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

三、显微外科重要历史人物与杰出学者

中国显微外科走过了50年的辉煌历史，中国显微外科

的发展凝聚着显微外科前辈们艰苦创业的艰辛、开拓进取的

足迹；记载着他们卓越的学术思想、重大的学术成就与杰出

的历史贡献。显微外科及其相关领域先后涌现出陈中伟、张

涤生、王澍寰、钟世镇、顾玉东、卢世璧等6位院士，这些大师

们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显微外科造就出了一大批杰

出的知名专家，他们之中有的已担任重要的领导岗位、大学

校长、医院院长、学科主任及重要学术组织的负责人。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屠开元教授、王志先教

授、汤钊猷教授、陈中伟教授、王澍寰教授及陆裕朴教授等前

辈们已开始了断肢再植、小血管吻合的动物实验研究。前辈

们的这些开拓性研究，为1963年陈中伟院士的断肢再植成

功及我国显微外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中伟

教授1963年在国际上最早报道断肢再植成功；1966年杨东

岳教授成功开展了世界首例第二足趾移植再造手指；1986

年陆裕朴教授等报道了首例10指离断再植成功；钟世镇院

士开创了显微外科解剖学研究的先河；1979年杨果凡教授

率先报道了前臂皮瓣，被国际上誉为“中国皮瓣”；于仲嘉教

授率先报道了“再造手”；顾玉东院士1970年首创隔神经移

位术、1986年又首创健侧颈7神经移位术，为国际臂丛损伤

治疗的领军人物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都作出了标志性的

显微外科成就，如王成琪教授的0．2 mm微小血管吻合技

术、朱家恺教授的淋巴管静脉吻合技术、陈振光教授的骨瓣

移植、程国良教授的手指再植再造、侯春林教授的带蒂组织

瓣移植等。周礼荣教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县医院显微外科，

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作了大量开创性工作，被授予“人

民的好医生”荣誉称号，并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他们

的功绩必将永远载人中国显微外科的史册!

为了弘扬老一辈专家为中国显微外科建设与发展所作

出的历史贡献、铭记功绩、激励后人，在新时期进一步推进我

国显微外科的可持续发展，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于

2010年10月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2010年中国显微

外科学术年会”上举行了隆重的“中国显微外科终身成就

奖”和“中国显微外科杰出贡献奖”颁奖盛典。荣获“中国显

微外科终身成就奖”的专家12位(6位已故)，均为我国显微

外科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开拓性、里程碑性贡献、在国

际上享有盛誉的第一代著名专家、院士；他们是屠开元、张涤

生、陈中伟、陆裕朴、杨东岳、钟世镇、顾玉东、朱盛修、杨果

凡、朱家恺、王成琪、于仲嘉。获得“中国显微外科杰出贡献

奖”的专家30位(6位已故)，均为我国显微外科事业的建设

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取得了学界公认的重大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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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曾在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担任过重要学术职务的

著名专家；他们是程绪西、黄恭康、黄硕林、郭恩覃、田奉宸、

孙弘、潘达德、孙雪良、罗永湘、王炜、鲁开化、周礼荣、李主

一、侍德、陈振光、沈祖尧、董吟林、韦加宁、程国良、杨志明、

罗力生、洪光祥、侯春林、蔡林芳、曾炳芳、蔡锦芳、范启申、贺

长青、黄宏前、寿奎水。学会的这一弘扬前辈、激励后人的举

措，赢得了前辈及同仁们的一致认同与广泛赞誉。

四、我国显微外科重要学术成就

50年来，我国显微外科领域取得了卓越的系列学术成

就，荣获了一大批高等级成果奖，其中于仲嘉教授“手或全

手指缺失再造技术”获国家发明一等奖(1979年)，是迄今医

学领域获得的惟一的一项国家发明一等奖；朱盛修教授“火

器性周围神经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顾玉东院士“健侧颈7神经移位治疗臂丛根性撕脱”

获国家发明二等奖。陆裕朴教授、钟世镇院士、卢世璧院士、

顾玉东院士、杨果凡教授、王成琪教授、李主一教授、侯春林

教授、程国良教授、罗力生教授、蔡锦芳教授、范启申教授、徐

达传教授、裴国献教授等学者均先后荣获了1项和多项有关

显微外科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些国家级高级别成果

奖的获得，代表着中国显微外科事业发展的突出成就，标志

着对我国医学事业的杰出贡献。

五、国际学术组织任职与国际学术交流

陈中伟院士为国际显微外科学会创始委员，曾担任国际

显微重建外科学会执行委员，第九届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会

主席；张涤生院士曾被推选为1989年拟在上海召开的第10

届国际显微外科大会主席(后因故取消)；裴国献教授曾担

任国际复合组织异体移植学会首任秘书长(现为该学会执

行理事)。我国留美学者张峰教授现担任《Microsugery))杂志

总编辑，王欢、裴国献、赵德伟、刘小林、张世民、张长青等教

授先后担任该杂志编委。

我国陈中伟院士、张涤生院士、钟世镇院士、顾玉东院

士、朱家恺教授、于国中教授、于仲嘉教授等一大批学者先后

被邀请到国外讲学、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增进了了解，扩大了

我国显微外科的国际影响。同时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

会先后组织召开了“国际显微外科研讨会”(2006年6月青

岛)、“中美显微外科学术交流会”(2008年10月上海)。我

国许多单位亦与国外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常年开展国际

间的学术交流与技术合作；我国显微外科学者亦积极参加相

关国际显微外科学术会议。201 1年6月中华医学会显微外

科学分会首次组织了中国显微外科代表团(34人)参加了

在荷兰赫尔辛基召开的第6届国际显微重建外科会议，大会

发言34篇，壁报展示17篇，再次彰显了我国显微外科的实

力与水平，充分展示了我国显微外科的新成就，受到了与会

各国学者的关注。

六、显微外科的发展对医学的贡献

显微外科是20世纪外科领域的一个里程碑。显微外科

的创建与发展使外科技术从宏观进入微观，使外科手术进行

得更精细、更准确，能完成许多过去在肉眼下无法完成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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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大大拓展了外科手术的范围与适应证，从而极大地推动

了骨科、整形外科、神经外科、创伤外科、手外科、颌面外科、

耳鼻咽喉科、眼科、妇产科、移植外科、实验外科等多个学科

的发展。显微外科学对外科学、乃至整个医学的发展都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为医学的发展与人类的健康事业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七、显微外科的未来

显微外科过去的发展历程与时下现实提示我们，我国显

微外科未来的发展对策必须走“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之路。

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

程，往往表现为发明新技术、形成新观念、提出新方案和决策

及创建新理论；只有创新才能形成非对称，只有非对称才能

形成优势，只有优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显微外科

的未来要从时间、空间、观念上全面创新，以此架构显微外科

的发展未来。从时间上不仅要承前、更要启后，不仅要继往、

更要开来；从空间上要建立国际观念，拓展国际学术交流与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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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新渠道；从观念上要探讨新形势下显微外科新的发展模

式，赋予显微外科新的学科内涵，谋求跨学科、跨领域的发展

空间与架构。应创新思维、多学科融汇，为显微外科注人新

活力。与现代科学新技术如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组织工程

与再生医学技术、内镜辅助显微外科手术、视频显微外科技

术、数字化显微外科技术、机器人显微外科技术、虚拟显微外

科技术、导航技术、生物技术、智能技术、微创技术等紧密结

合，拓展显微外科新的发展空间，探寻显微外科新的研究方

向，使显微外科的发展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实现我国显微外

科的可持续发展，重铸我国显微外科新的辉煌。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五十年辉煌发展历史的显微外

科，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必将与微创技术、智能技术、数字技

术、生物技术等现代前沿技术一样，仍将作为外科领域的重

要技术共同引领外科学的不断发展。

(收稿Et期：2012—11—15)

·大家介绍·

裴国献，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第四军医大学西

京骨科医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

员、国际复合组织异体移植学会首任秘书长(现为执行理事)、国家

科技进步奖评委、中华医学科技奖励评委、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

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数字骨科学组组长、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总编辑、《中华显微外科杂志》副总编辑。在

国际上率先报道四肢同时离断再植成功；首创下肢严重创伤避免截

肢的“双桥式皮瓣移植”修复新技术；开创亚洲异体肢体移植的先

河，成功开展了亚洲第1、2例(世界第3、4例)异体手移植术，被评

为2000年度“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为国内最早从事骨组织

工程研究者之一，并在国际上最先提出了“血管、神经与组织工程

化组织、器官同步构建的理论，并在大动物(山羊)体内构建成功，

目前已进入临床前期阶段。主编专著16部，发表论著156篇(其中
SCI 32篇)；主持国家863项目、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军队杰出中青年人才基金、军队重点研究基金等课题17项；

以第一完成人共获得各类科技成果奖14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1项、省(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2项，国家发明专利6项。先后被授予“全

国首届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人

选”、“军队科技金星”、首批“总后院士后备人选”、“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被中央组织部批准为“中央

直接掌握联系的高级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