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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广 大 读

者 赐 稿。 欢

迎大家对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医师执业环境、

医患关系、医师职业道

德建设等行业热点问题

展开评论。投稿邮箱：

ysbjingb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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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金句

《王辰院士：呼吸

专科医师是内科危重症

主力 |CACP2023》

@ 医路潜行 不具备

重症救治能力的呼吸科不

是一个合格的呼吸专科。

回音壁

未来医学：在快速发展中实现人文精神回归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陈国强

医疗和医院高质量发

展只有理念是不够的，需

要认真行动，努力改变现

状，才是真正拓荒。回顾

过去 40 余年，医疗发生了

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可以

概括为内科外科化、外科

微创化、微创机器化、专

科精细化、医疗机械化、

诊断分子化、治疗精准化

乃至医学功利化。

未来医学
将继续获得变革性发展

如今，日新月异的科

技创新，时刻颠覆我们对

世界的印象，重塑我们对

未来的认知，正所谓“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潮

流中，医学的发展也极其

迅猛，现代化的诊疗设备

和药物可谓目不暇接。可

以期待，21 世纪的医学模

式将出现重要的战略转移。

只要将低价、快速的医疗

级的基因组测序技术、可

以评估我们的环境、日常

决策、生活方式等传感技

术和大规模运算能力结合

起来，我们就可能踏上 4P

医 学， 即 Predictive( 预 测

性 ) Personalized( 个 性 化 )

Preventative( 预 防 性 ) 和

Participatory( 参与性 ) 的康

庄大道。拥有了科技赋予

人类的强大力量，届时每

个人都有机会主宰自己的

健康，真正实现“个人是

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医学和医生永远存在局限性
医疗归根到底是需要

以人为媒介或工具去完成

的。但是，人脑处理信息

的速度是有限的，而医学

知识却是以指数形式增长

的，因此任何一位医生所

能了解的信息总是有限的，

根本不可能完全跟上知识

更新的步伐，更遑论精通

所有医学信息了。尤其是，

从医学院毕业 5 年后，你

之前所学的不少知识可能

被发现是错的，但是今天

我们没有人知道哪些是错

的。另一方面，无论医学

如何进步，也难以实现民

众对医疗保健系统的真正

满意，人们对健康的追求

无止境，医学对生命活动

的认识永远在路上。所以

医学和医生的局限性依然

是未来医学的确定性。

医学永远需要人文性
未来医学的确定性，还

在于其医学人文性。如果我

们对生命都不敬畏，医学技

术再发展进步也无济于事。

医者必须精诚。在快速发展

的未来医学中，医生人文精

神的回归更加重要。

在血液领域，我们遇

到的很多都是几乎无法拯

救的患者。但是，物质不

能湮没人性，科技不能替

代人文，而人文必须以为

科学为基础，科学必须以

人文为导向，没有人文导

向的科学技术，要么对人

类毫无价值，要么只能给

人类带来灾难。

今天的医学教育，我

们非常重视知识教育，而

往往忽视智慧培育，因为

能够说得出来的叫知识，

说不出来的叫智慧。智慧

恰恰是生活的艺术，是学

识、水平、能力的综合。

一个没有智慧的医者是不

会有希望的。同时，我们

重视科学，忽视人学；重

视实验，轻视经验；重视

技术、轻视人术；重视电

脑，轻视人脑；重视学历，

忽视经历；重视商品，轻

视人品；重视规格，轻视

人格…… 

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

要成就智慧，完善人格，

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

作为医者，尤其需要胸襟，

可胸襟或格局是看不见的，

看得见的地方叫胸围。

敬畏生命 回归医学本质
人文要回归，要靠文

化秩序的约束。作家梁晓

声说过，文化是什么？是

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

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

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

善良。如果我们的医生能

够做到这些，我们的医学

一定会复兴。

医学直接面对生命。

生命需要温度，生命需要

情怀。敬畏生命能让我们

面对名缰利锁时，始终不

忘医学的温度；能让我们

面对有限生命时，竭力拓

展生命的宽度；能让我们

面对迷茫前路时，依然坚

守医学的厚度。在快速发

展的未来医学中，我们应

该心存敬畏，从我做起，

从自己做起，呼唤人文精

神的真正回归。

（融媒体记者荆冰、

王丽娜根据陈国强院士在

2023 中国血液病大会开幕

式上所做主旨报告整理）

用交流化解心病
——有感“问诊是给患者更好的药”

▲评论员  王建生

最 近 看 到《 医 师 报》

时评版的一篇文章《询诊

是给患者更好的药》。这

篇译文说：“数以百万计

的德国人抱怨在医生诊疗

室里的时间太少。”“根

据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

德国诊所医生诊询每名患

者平均只有 7.6 分钟，远

远少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

家。这影响了医疗保健护

理。”

德国的医疗服务一直是

受称赞的，但他们自己似乎

还很不满意。“我认为这是

我的职责，现在是采取行动

的时候了”，德国联邦卫生

部长 Karl Lauterbach说， “询

诊不是给患者的奢侈品，而

是更好的药。”

是的，询诊——医生和

患者的交流是很重要的。有

的患者可能就是“心病”，

在交流中化解了，连药都不

用开；有的患者表现出来的

病情可能是表象，通过仔细

的询诊，找到了真正的病因。

但，询诊不仅需要耐心，

更需要时间。君不见，我们

不少专家，一上午就能看几

十个、上百个患者。打个不

恰当的比方，患者就像流水

线上的“产品”，医生就像

流水线上的“工人”，没有

一点多余的时间。如此询诊，

有多少“温度”？准确率有

多高？

但这又怪不得医生，患

者太多，他们甚至忙得连一

口水也喝不上，厕所也去不

了；更怪不得患者，为找专

家看病，他们不知等了多长

时间，赶了多少路程。

分级诊疗应该是个不

错的办法，但前提是基层

医生的水平能担此重任；

预约就诊，也是不错的办

法，但前提是全民健康素

养的提高，不乱投医。

最近采访了一位老专

家，他坦言：一直记得“6.26”，

它是毛主席当年发出“把医

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去”的号召纪念日。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依然任重道远。

在 合 理 的 范 围
内，医生和患者之间
存在着多种关系。

无非“有利”“多
利”或“无利”“少利”。

医生或医院选择
什么方法？

知识的考量、技
术的考量和经验的考
量很重要，但最重要
的、最根本的考量是
良心！

——北京协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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