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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學院外科學系系主任、中大姚連生外科
講座教授及威爾斯親王醫院內鏡中心榮譽總監劉潤
皇教授在本年度裘槎基金會中獲頒裘槎優秀科研者
獎。在成功背後，有多少人明白劉教授其實是付出
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毅力和堅持，才能獲得今日的成
就呢？ 

走上醫學之路 

  在求學時代，劉教授已對生物科產生了濃厚興趣。
前往澳洲讀中學時，成績優異，所以選修醫科。劉教授
坦然承認當時亦受到中國家庭觀念的影響，在法律與醫
科當中選擇了醫科。事實證明，劉教授的選擇並沒有錯 
，現在，他在醫學界大放異彩。 

  劉教授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診症之外，還會投放時間
在教學方面，為醫學界培養更多未來的棟樑。身為中大
外科講座教授，劉教授經常帶學生看診，他享受與學生
進行交流的過程。在與學生的互動中，他能觀察學生的
思維，並引導著學生在透過看病歷、檢查病人身體中得
出結論。劉教授希望學生能夠通過不斷的思考，不斷的
堅持，發掘出每個問題的癥結。而且，他認為凡事應多
思考，不要只盲目相信書本上的知識，要多方面思考，
把從不同方面所獲得的知識融合。同時，劉教授亦認為
凡事都要多問問題，很多時候，這些問題就是研究的開
始。 

漫長的堅持 

  除了診症和教學外，劉教授還投放不少心血在研究
工作方面。他認為研究與教學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
比起教學中的互動，研究是需要漫長時間的工作。從一
開始的推論，然後設計研究的各方面，到最後獲得成果 
，一個研究所耗費的時間至少兩年。正因為劉教授的堅
持，令他處理消化器官潰瘍問題的研究項目在2014至
2015年度裘槎基金會中獲頒裘槎優秀科研者獎。 

  此項研究劉教授深入探討介入性治療對內視鏡手
術的輔助功用，成功利用纖維狀線圈讓潰瘍傷口止血 
，將手術後再出血比率由逾 20%減至 4%。他創出了 
在內視鏡治療配合抑制酸劑，以維持胃部處於中性酸
鹼值以外，再加入纖維狀線圈的介入性治療，有效將
潰瘍傷口周邊的血管堵塞，幫助止血。 

成功的秘訣 

  劉教授謙稱自己之所以獲頒裘槎優秀科研者獎，
並非因為單一的研究，而是他多年來在醫學界發表的
文章和其他在醫學界所付出的努力。劉教授在九十年
代初已在中文大學進行上消化系統的研究，直到現在 
，他還不斷地進行各種臨床研究。劉教授認為現時的
治療仍有不足之處，就如一般的內視鏡治療都存在著
限制，他認為這只能處理大部分病人的潰瘍傷口，因
為仍有部分病人的血管太大。所以，他期望能借不同
的臨床研究，找出更好的治療方法，降低病人的死亡
率。 

  可是，劉教授的研究並非一帆風順，他曾在研究
途中遇過不少困難，他認為其中最大的困難是讓研究
團隊裏所有人都有着共同的理念。要令到研究團隊能
發揮到團結精神，必須要各方的配合，可是，這是一
件不容易的事，因為所有人本身都有著屬於自己的工
作。面對困難，堅持和無比的耐性是支撐劉教授繼續
進行研究的主要因素。同時，這亦是劉教授的人生座
右銘，凡事需要耐性、恆心、努力，再加上清晰的思
維，對任何問題都能有徹底的分析，才能成功。 

  除了研究方面，劉教授身為醫生亦都有他自身的
觀點，他每作治療時都會把自己放在病人的角度，從
病人角度作出發點，與病人保持良好溝通和得到他們
信任。有時候，劉教授面對著病人一些不如意的結果
時，亦會把這些轉為正面的動力，敦促自己去研究更
多有效的治療方法，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