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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和医生各有独

特的、超乎常人的辛苦。

医学生的学业非常繁

重。我认为，医学专业在

所有大学专业里是最难读

的，书的厚重、每学期要

考试的知识量，是别的专

业没法想象的——人体实

在太复杂且神秘了！

作为医学生，读书时

间漫长，从本科到临床博士后，再到正

式成为医生，还有规培、专培、考级、

考证等等，十几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学出

来一个医生！此外，如何把理论知识、

书本知识用于临床实践又是一道高坎。

医生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工作压力

大，同时，医生光会看病还远远不够，

还得会管理，甚至会算账，讲求绩效，

应对各方面的管理考核，掌握卫生经济

学的一些概念理念和相关法律知识等，

真可谓一个“杂家”。医生直接关系到

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人命关天，治

病不能出错，责任非常重大。

医学在发展，疾病一直在不断被

攻克，但还是有很多病无法被治愈，怎

么办呢？唯有不断地、持续地学习、进

步——学习新的医学知识技术，才能适

应医学的快速发展。此外，一些基层医

生毕业后要到大型教学医院等进修学

习、提高，这也是对他们的要求。

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医学生还是医

生时期，都有独特的辛苦之处。现在，

很多同行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去学

医，但有的孩子可能因为父母的影响潜

移默化，偏偏就要去学医，这是可喜的，

不过我们还是很心疼这些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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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优秀的骨科医生需要具备多方

面特质，这些特质不仅关乎医学专业技

能本身，还涉及体格、心理、情商等方

方面面。

从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专业知识的角

度来说，我认为骨科专业是一个知识量

绝对值最高的专科。我常举一个例子：

今天复习一个晚上，明天就考骨科解剖，

我敢说，大多数人，甚至我们工作了一

辈子的医生，很可能都会不及格。做一

个优秀的骨科医生，光是解剖学、生理

学、病理学等都是不容易的，更别说还

要有很深入的临床专业知识。创伤、脊

柱、关节……在进入亚专业之前要把所

有的专业都搞明白，更不用说急重症、

疑难病、罕见病也非常多。

骨科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手术

器械、各种设备几乎是所有专业当中最

繁多、最复杂的。要掌握这些，不是容

易的事。我们常说，骨科大夫就是各种

匠——木匠、铁匠、石匠、泥瓦匠，甚

至是车工、电工，总而言之就是手艺人。

也正是骨科手术的这种独

特性，对骨科医生的体能、

技能要求极高，还包括围

手术期相关的一切知识、

技术、理念、并发症处理

等及其更新方法，都非常

具有挑战性。更有甚者，

除技术、药物、器械的发

展，还有假体的发展、生

物力学的发展甚至新近出

现的数字骨科、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不去持续学习、

掌握新的东西，就会被淘汰。

我对于骨科医生要具备基本能力、

特质，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标准，即“四

能”：能吃、能饿、能睡、能熬。但无

论骨科手术、治疗，都是一个“大工程”，

靠个人能力是不行的，需要团队合作精

神。此外，骨科医生还需要有敏锐的观

察力、判断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唯有

如此，才能让骨科学持续发展。

最后，骨科医生还要有良好的沟

通能力，要有同理心。有人会说，哪个

专科医生不都是这样吗！是的，但骨科

患者更注重功能的康复效果和外形的改

善，故很容易不满意。这就需要医生深

入了解患者病情之后，进行深入沟通、

解释，保持同理心，这样患者才能够理

解，医生和患者才能在情感上互相支持，

甚至相互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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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医学     剖析医事     服务医师     科普健康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某医科大学

多位在职博士通过毕业答辩，却因不

符合 1998 年颁布的《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

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中相关规定而无法毕

业的新闻。

从严规范学位教育，特别是在职

学历教育是大势所趋，也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

位法》）的要求。但在职医学学历教

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晋升之间

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梳理。

1998 年，我国尚未实行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或者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而且当时高学历医师较少，也没有那

么多三甲医院以学历作为晋升高级职

称的前置条件或者加分项。但现在，

博士学位已经是很多发达地区三甲医

院的招聘起步条件，因此，很多以全

日制本科或者学术型硕士毕业的医务

工作者也选择在职攻读硕士或者博士

学历以提高自身竞争力。

时过境迁。笔者认为，应该进一

步对照《学位法》要求，进一步统合

“规定”及 7 月 1 日上海市公布的《上

海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法》，

尽快试点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与

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衔接改

革，畅通在职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与专

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之间的关系。可参

考 7 月 10 日启用的浙江卫生健康人

才服务一站式平台中“医护职业生涯”

选项，建立一键式查询医师个人职业

生涯信息的方法——不仅包括学信网

学历学位信息，也包括职称资格考试

及职称评聘信息，甚至包括病历首页

提取的每一个医生的病种手术及工作

量统计。如果全国的住培、专培、专

业型医学教育、临床轮转及职称晋升

工作量都可以全面打通，定能大大促

进王辰院士在全国“两会”上发出的“应

将毕业后医学教育与医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并轨施行”的呼声落地。

成长之路成长之路

医者必备：勤劳手 人文心 科学脑
▲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林进 

我从医至今年正好 40 年了。说实话，我当年并不想选择学医，但家长更希望我学习自然科学，而最朴

素的“方案”就是学医，去救死扶伤。当然了，一般说来，很多人选择学医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以

及对人类健康的关注等，我又何尝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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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进在进行手术林进在进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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