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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璀璨的内镜黄埔　 一代宗师的镜路人生

游苏宁

　 　 在最近的学术会议上，笔者获赠李兆申院士主导翻译的

《镜路人生：Ｐｅｔｅｒ Ｃｏｔｔｏｎ 教授 ６０ 年内镜之旅》一书，读后感

触良多。 彼得·科顿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消化内镜学家，他将

毕生心血付诸于消化内镜学领域，系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

术（ＥＲＣＰ）的正式命名者与重要奠基人之一。 本书是他的

人生回忆录，记述了他从踏上学医之路开始近一甲子的心路

历程，从英国的圣托马斯医院、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到美国的

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 作者从其青年时

代初涉内镜诊疗领域写起，收尾于将 ＥＲＣＰ 技术在全世界推

广的辉煌成就，贯穿其整个行医生涯，ＥＲＣＰ 技术经历 ５０ 年

的发展，如今已成为胰胆疾病最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 他以

自己的耄耋人生见证了 ＥＲＣＰ 技术从筚路蓝缕到誉满全球

的发展历程，以追忆往事的平铺直叙向我们述说了一代消化

内镜学大师传奇而又朴素的精彩人生。 在本书中文版付梓

之际，身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科顿先生专门写了“致中国

友人”一文，追述了他与中国近半世纪的深厚情缘，表达了

他对中国的热爱和对我国医学事业未来的美好祝福。 作为

科顿教授惺惺相惜的挚友和杰出的学生，李兆申和沈祖尧两

位院士欣然为本书的中文版作序。 掩卷遐思，在全球喜庆

ＥＲＣＰ 技术问世 ５０ 周年之际，阅读本书的读者一定会开卷

获益，正如李兆申院士所言：“细细品读，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这位世界最著名的 ＥＲＣＰ 专家在学术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更能领略到他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上所秉持的严谨、
坚韧与友善的人生态度。 他是一位技术精湛、待人和蔼可

亲、对内镜演示充满信心的学者，他为今天中国 ＥＲＣＰ 事业

的辉煌做出了巨大贡献。 期待更多的中国消化内镜医生可

以从本书中汲取充分的营养，在了解 ＥＲＣＰ 技术发展经历的

同时，能够取得思想上的升华，携手推动中国 ＥＲＣＰ 和消化

内镜事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辛勤播种的人中骐骥

科顿教授是闻名于世的消化内镜学家，美国南卡罗来纳

医科大学教授。 他 １９３９ 年出生于英国，１９６３ 年毕业于剑桥

大学和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 １９７１ 年将 ＥＲＣＰ 从日本引入

英国， １９８６ 年离开英国，赴美国杜克大学任职。 １９９４ 年任

职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至今。 由于其在消化内镜领

域的杰出贡献，２００４ 年被美国消化内镜学会授予最高荣誉

鲁道夫·申德勒奖。 他发表论文 ９００ 余篇，主编消化内镜学

经典专著《实用消化内镜学》 《高级消化内镜：ＥＲＣＰ》等 １０
余部，其中《实用消化内镜学》在世界范围内好评如潮，已经

出了 ６ 个版本，被翻译成 ７ 种语言。 科顿教授从 １９７１ 年开

始来华传道授业解惑，膝下弟子无数，可谓“桃李满天下”。
昔日的学生已然成为今日的学科带头人，他的弟子沈祖尧院

士坦言：“他是胃肠病学有史以来非常杰出的内镜诊断专

家。 它能令弟子如沐春风，经他耳提面命者，无不为他精湛

的技艺、发人深省的洞见及其博学多闻、泱泱大度的学者风

度所折服。 多年来他待人以诚，对后学者知无不言而又和蔼

可亲，他的鼓励、忠告和隽永的妙语令无数的年轻医生为之

倾倒。” 科顿指出，治疗内镜的发展缩小了内外科之间的距

离，随着复杂治疗的越来越多，强大的消化病中心对于外科

一定大有裨益。 内镜新技术的研发过程细致而有科学性，并
且与外科合作紧密。 科顿认为，保持专业之间的平衡性和整

体性永远都是一种挑战。 消化学会与内镜学会的分裂是不

利的，会降低内镜治疗的基本水平，还会破坏在教学和科研

上与同行之间的合作。 直到现在，他始终觉得内镜技术是一

个工具，尽管其作用非凡，但也只是消化内科医生的一个工

具，不能代替医生。 因此，应该了解患者的整体情况，不要把

视线局限在患者身上的某个细节。 科顿引以为荣的是终生

都与其他专业的优秀团队携手共事，尤其是外科和影像科，
他通过跨学科合作建立并管理着消化疾病多学科联合诊疗

中心，其重要目标和需求之一，就是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都需要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紧密联合起来，从而有助于为患

者提供友好和经济高效的护理服务，为医生提供所需的培养

和研究平台。 这一联合诊疗中心在全美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连续十余年入选全美消化病 ３０ 佳医院，而且信誉评分均接

近满分。

群星璀璨的内镜黄埔

正是在科顿的杰出领导下，他工作过的英国圣托马斯医

院、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及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均成为全

球内镜医生培养的重要基地，他曾邀请到许多蜚声国际的内

镜专家前去传经送宝，从而使他的团队被誉为培训内镜操作

大家的摇篮。 科顿所在的培训中心的优势就在于能将内镜

方面的教育与培训延伸至全世界，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源源

不断地慕名前来，在这个多元文化的熔炉中能够感受到每个

人的热情与能量，而在这里收获的友谊也值得大家一辈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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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如今在全球群星璀璨的内镜大家中，很多人都出自这所

名副其实的黄埔军校。 他的学生梁永昌在 １９８４ 年学成回到

香港，并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了如今举世闻名的消化内镜中

心。 在科顿教授的悉心指教和曹世植教授的精心组织下，经
过科顿、梁永昌等国际大师和我国香港钟尚志等香港同道在

全国各地坚持不懈地开展内镜操作的“手把手”培训，已经

为国内培养出一大批钟爱内镜的可造之材，他们如今已成为

中国内镜操作的中流砥柱。 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与以李兆

申院士为首的中国内镜专家的鼎力配合，中国的消化内镜技

术发展一日千里，技术娴熟的 ＥＲＣＰ 操作高手人才辈出，使
得该技术在华夏大地上日臻成熟并被广为普及。 饮水思源，
我国现在已有千余家医院能开展 ＥＲＣＰ 手术，每年进行的

ＥＲＣＰ 操作量超过 ２０ 万例，这一成绩的取得，业界公认一代

宗师科顿、曹世植教授等人功不可没。 出于对内镜培训事业

的挚爱，科顿将这本回忆录带来的所有收益都会注入“彼
得·科顿内镜培训基金”，为美国和海外的消化内科医生赴

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进修高级内镜技术提供资金支持。 科

顿的终极目标是提供可以共享的设施和支持性的基础设施，
以促进多学科合作理念的传播。 他梦想中的消化系疾病诊

疗中心能够开展全方位的内镜检查和腹腔镜技术培训，从而

培养出在内外科中间地带的新型职业者———消化系统介入

治疗师。

如数家珍的陈年往事

也许很多非消化科的读者并不知道 ＥＲＣＰ，但是这并不

妨碍我们循着一位世界级大师的足迹去探寻全球消化内镜

的发展之路。 阅读本书也为我们了解消化内镜医学打开一

扇大门，并通过作者如数家珍地叙述那些难以忘怀的陈年往

事来追寻科顿的人生之旅。 作者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内镜诞

生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经历了 ７０ 年代的发展，在 ８０ 年代日

渐成熟。 内镜操作数量的迅猛增长，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随
之而来面临的就是无数的困难与挑战。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科顿将

ＥＲＣＰ 技术从日本引入英国，他们的第一篇 ＥＲＣＰ 论文 ６ 个

月后刊登在《柳叶刀》上。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研发的

第一台胃镜竟然是侧视的，而非现在用的前视镜。 随着科技

的进步，正是前视镜的快速发展使得食管、十二指肠和胃等

部位的检查成为可能。 １９７１ 年，他领衔成立了英国消化内

镜学会。 １９７４ 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科顿提议

的名词 ＥＲＣＰ 正式被国际组织所接受。 科顿首创了现场演

示教学培训班，并于 １９７６ 年进行了第一次现场演示，同年，
他们通过计算机实现了首次的多中心 ＥＲＣＰ 审核。 由于早

期经费捉襟见肘，有几年科顿在英国完全靠每 ６ 个月为美国

人办一次为期 １ 周的 ＥＲＣＰ 学习班来维持科室的正常运转。
作为一位内科出身的内镜大家，他倡导合作与共进，反复强

调应该感念外科，志在整合，为此他们组成了一个杰出的团

队。 他一直认为手术演示应该由熟悉当地环境的本土医生

团队完成，因为这能证明一个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科顿不仅

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而且将趣味性融入一流的医疗工作

中去，在轻松的氛围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病例讨论和读

片。 关于如何掌握新的内镜操作技术，作者介绍了自己循序

渐进的实践心得：首先，完成了“我做到了”；其次，我做了很

多（比大多数人更多、更好）；最后，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这样

做”，有时候是“我真后悔这么做了”。 尽管 ＥＲＣＰ 技术日趋

完善，但科顿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ＥＲＣＰ 和乳头括约肌切

开术仍然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如胰腺炎、出血和穿孔，所以

它们基本上仍是消化病学家所做的最有风险的常规手术。

刻骨铭心的雪泥鸿爪

科顿出生于医学世家，他的父亲在穷乡僻壤之地独自从

事全科医学很多年。 由于父亲整天忙于诊所工作，儿时的耳

濡目染使得他从小就对医学抱有浓厚的兴趣。 接近 ２０ 岁的

时候，他决定从医，前 ３ 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后 ３ 年

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及医学院接受临床训练。 科顿是一位

勤于动手的能工巧匠，从父亲给他的木工和工程启蒙开始，
一直延续到后来做飞机和船模。 内镜操作成功的喜悦使其

发现了自己的爱好，他非常享受通过自己的双手做一些有挑

战性、充满乐趣、可能有价值的事情。 科顿不仅详细记述了

自己与 ＥＲＣＰ 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他所实施的第一例内镜下

乳头括约肌切开术，而且准确记录了对作者而言刻骨铭心的

历史时刻：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他在日本成功完成了自己第一

例 ＥＲＣＰ 操作；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他完成了自己封镜之前的

最后一例 ＥＲＣＰ 操作，为自己从事 ＥＲＣＰ 技术 ４０ 年画上了

完美的句号。 作为内镜操作的高手，他在书中还独出心裁地

介绍了内镜在日常生活中的多方面应用。 如使用内镜给各

种动物取异物，用内镜检查旧的小提琴内部是否有损坏，借
助内镜观察汽车发动机的内部构成等。 其中内镜最为奇葩

的功能是协助警察解救人质，通过内镜从窗台边窥探餐厅里

劫持人质案件的事态发展。 有人质疑科顿教授的国籍，他在

本书的最后给出了明确的回复：“官方而言，我现在是美国

公民。 我虽已身不在英国，但我心依然是英国心。 此生能同

时品位到这两个国家的精妙之处，我深感荣幸。”时至今日，
尽管封镜之后，烈士暮年的他心有不甘，但充满乐观主义精

神的他以“这不是退休，仅仅是换一段行程，变一种步速”的
想法聊以自慰。 科顿坦言：“回首人生，我感到非常开心，因
为我们培养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消化病学和消化内镜学

专家，其中的一些人回国后成为学科带头人，我希望他们能

够把真理薪火相传。”

医生与企业合作共赢

尽管医生和医疗企业之间的关系常常饱受人们诟病，同
时也受到政府相关部门更为严格的审查和监管，但批评的声

音往往针对的是制药企业。 科顿坦言：顶尖的内镜医生和相

关医疗器械公司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合作关系。 内镜配

件生产公司的成立得益于治疗性内镜的发展。 内镜医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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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仪器及配件生产商之间的通力协作，促进了内镜领域的

不断发展。 如奥林巴斯公司一直是美国消化内镜学会的重

要合作伙伴，它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内镜培训中心提供支持。
库克公司热衷于教学，在早期提供了很多奖学金，并通过赞

助研习会与内镜医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随着时代的发展，
目前的医商关系正在改变，并且变得日益重要。 现在绝大多

数的医学院校意识到专利和许可证潜藏的巨大利益，而且医

商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愈加重要和正规化。 科顿在美国的

“阿波罗计划”中亲眼见证了这一转变。 这项计划正是源于

几位来自五大学术机构的好友对未来共同的梦想，通过与器

械及配件公司勠力同心的鼎力合作，他们最终梦想成真。 经

过多年的努力，他们用自己的理念和奥林巴斯公司的成功产

品顺利获得大学的理解和批准，在成立了拥有专业的管理团

队和工程师的独立公司———阿波罗内镜外科公司之后，这个

项目真正开始全速运行。 近年来，我们国内由李兆申院士领

衔的医工结合产品———磁控胶囊内镜的大力发展，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这与科顿倡导的理念不谋而合，并与他们的

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 究其奥秘，科顿一语中的：医药生产

企业和内镜医生之间专业且符合道德规范的协作尤为重要，
它可以为内镜领域的持续性创新提供专业指导和动力源泉。

浪迹天涯的杏林大家

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国际内镜大师，他所救治的患者

中，不乏国王显贵、名媛公主，但高尚的情操和医生的良知使

得他在治病救人时，对帝王将相与普罗大众的患者一视同

仁。 他的从医生涯无异于以学术交流、培养人才、救治患者

为导向的环球之旅。 作者坦言：“写这本书的动力源于朋友

们的提议，应该记录下我在世界各地做讲座，以及现场演示

所积累下的经验，以此与大家分享。 我先后走访了 ５０ 多个

国家，书中记述了旅行的酸甜苦辣，还包括了不少的奇闻轶

事，无疑也经历了不少有趣或难以忘怀的事情。” 书中不仅

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消化内镜的有关知识和发展历程，更是生

动描绘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其中还闹出不少“笑话”。
尤其刻骨铭心的是“９·１１”恐怖袭击发生之时，科顿乘坐正

在飞回美国途中的飞机，被迫临时降落在加拿大，在经过 ８９
个小时的旅途之后，最终平安回到自己的家中。 毋庸讳言，
本书是一幅图文并茂的史诗画卷，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中国，描述之幽默诙谐，不乏风趣。 书中

的图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式题材各异，最多的图片是涉

及人物的珍贵历史事件和肖像照片；也有学术质量高、画面

清晰的内镜下照片图；还有与患者谈话时用来展示相关解剖

结构的示意图；不乏极度夸张、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漫画；也
有令人羡慕的风景如画的户外彩照，充满亲情的家庭欢聚留

影，以及作者自己独享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汽车牌照的照

片。 科顿的汽车牌照为“ＥＲＣＰ １”，凸显了作者对 ＥＲＣＰ 的

情有独钟。 作者在年逾古稀后蓦然回首，自觉真是难以置

信，令其引以为豪的是内镜已经成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
是世界各地消化病学家不可或缺的诊疗工具。 作为浪迹天

涯的学术大家，他对中国情有独钟并赞誉有加。 １９７８ 年他

首次造访中国，１９７９ 年在英国接待了以陈敏章教授为首的

进修团队。 通过自己 ４０ 年来对中国的无数次访问，加之与

中国同道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他动情地写到：近几十年来，
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我对这些变化并不感到意

外，因为在我所到之处，都能感受到中国同行那充沛的活力

与高尚的医德，正是这些品质为中国医学事业的进步带来了

不竭动力。

内镜未来的大胆预言

在书的扉页上，科顿的题词为：仅以此书献给在我人生

之旅中倾情相助的人们，施助者不胜枚举，但我们彼此心有

灵犀，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作为具有深谋远虑的不世

之才， 科顿对内镜的未来给出 ３ 个预言和 １ 个请求。 他坦

言：首先，我们的内镜会变得越来越智能化。 未来的内镜一

定能够识别它们在患者体内的位置、时长、何时以何种方式

从体内清除，甚至它们能控制自己的方向。 最终，它们甚至

能依据庞大的知识储备做出诊断，至少是给出诊疗建议，并
能在关键时刻提供视频片段。 胶囊内镜可能会快速发展，以
后就能通过它们来采集病灶组织样本并进行远程治疗。 未

来的内镜医生将舒适地坐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操控机器人，
并借助激光完成肠道疾病的治疗。 其次，技术的进步，尤其

是胶囊技术和机器人工业的快速发展。 将加快实现由“非
医生”完成手术，即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护士和技术人员完成

手术。 第三，思维方式的转变会使我们的专业向意想不到的

方向发展。 因此，我们要保持头脑灵活，抑或准备好随机应

变。 他的请求是：保持并加强对质量的苛求，在内镜操作过

程中把它作为核心内容。 我们需要坚持以“做正确的事，并
把他们做好”的原则来更好地完成工作。 他正在尝试通过

报告单和行业标准等途径来提高内镜医生的责任意识。 他

指出，导致一些不良事件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手术指征

比较模糊，不足以判断潜在的危险，二是术前和术后没有与

患者进行充分沟通。 他认为只要了解风险程度，掌握规避风

险以及风险出现时的控制方法，就可最大限度地降低不良后

果的严重程度。 掩卷遐思，科顿对学问一丝不苟、对生活充

满热爱的杏林大师形象跃然纸上。 无论何时，我们永远都不

会忘记曾经多次来中国传经送宝、推广 ＥＲＣＰ 技术的科顿先

生。 正如沈祖尧院士所言：“科学是一门不断衍生的学问，
而在预计的将来，技术也会迅速地发展。 我们昔日的认知，
有可能再站不住脚，而我们今天的作为，也很容易会被淘汰。
但伟大的良师和他们的教泽，势将永垂不朽。”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１２）

（本文编辑：唐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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