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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

者 张玉辉 尹晗 杨瑞静）近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刘

翔峰案”在经过长达 2 年的

调查和审理后，迎来了一审

判决：刘翔峰因故意伤害、

受贿、职务侵占等罪名被判

处 17 年有期徒刑，并处以

42 万元罚款。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查明：被告人刘翔峰在

湘雅二医院工作期间，为牟

取额外手术费用，单独或伙

同被告人罗原灯夸大患者病

情、虚构患者病征，给 6 名

不具备相关手术指征的患者

实施手术，致 5 人重伤、九

级伤残，1 人轻伤；利用职

务便利，在引进医药产品上

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贿赂

66 万余元。刘翔峰利用主

持或参与手术的工作便利，

收受医药产品销售人员回扣

358 万余元，非法侵占价值

193 万余元的手术耗材。上

述手术耗材已被依法收缴。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翔

峰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影响

极其恶劣，应当依法从严惩

处；同时，刘翔峰有自首、

坦白、退缴违法所得等法定、

酌定从轻情节，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刘翔峰的涉案案情，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看后都

会感到震惊。”中国卫生法

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华卫律

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表

示，医生可能会因病情和医

学科学所限，无法百分之百

治愈患者，但“不伤害”是

医患关系的底线。枉顾医德

与基本道德做出危害患者的

事，则完全不可容忍。

医疗不端行为不仅损害

了患者利益，也严重破坏了

医疗行业的公信力。“刘翔

峰案”使我们不得不审视医

疗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其他不

端行为。为此，《医师报》

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医疗不

端行为案例，并邀请相关专

家深入剖析，以增强医务人

员对不端医疗行为的识别和

抵制能力，从而建立更加公

平、透明的医疗环境。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坚持检查和治疗的“必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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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四川省攀

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

原主任胡如华因犯受贿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

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15 万元。

2004 年，胡如华担任攀

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

主任一职，主要负责医院检

验科的检验、行政管理，审

签药品器材的请领、报销等

工 作。2011 年 至 2021 年，

他利用科主任的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

收受他人所送钱财共计人民

币 77.5 万元。

2024 年 8 月， 因 过 度

使用呼吸机，导致患者继

发多重耐药菌感染后死亡，

河北邯郸两名医生被吊销

医师执业证书 , 医院赔偿 26

万元。

司法鉴定认为，患者

住院期间症状一度好转，

后来在持续气道开放、使

用呼吸机后，肺部陆续感

染曲霉菌、鲍曼不动杆菌

等多重耐药病菌，诊断为

Ⅱ型呼吸衰竭、感染中毒

性休克等，因病情加剧转

至重症医学科，5 天后死亡。

邯郸市卫健委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显示，经查，邯

郸市第一医院呼吸二科主

任郭瑞霞、主治医师闫秀萍

两名涉事医生未遵守临床

技术操作规范，对患者使

用呼吸机的过程存在过错，

该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是导致患者

死亡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

过度医疗行

为严重违反了治疗规范和医

师的职业道德。张勇表示，《中

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以

下简称《医师法》）明确将

过度医疗行为纳入法条。作

为医师，对患者负有谨慎治

疗的责任，因私利而故意实

施伤害性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过度医疗现象不是某一

方造成的，患者、医院、医生、

监管部门……身处医疗环节

中的每一个人都负有一定的

责任。北京国振律师事务所

王冰此前在《医师报》发表

文章称，“过度医疗”的形

成原因，其中不乏医师参与

其中，或者是参与的一方当

事人的利益纠纷；或者是为

了个人私利超范围检查。

王冰建议，为维护医师

的合法权益，一定要坚持检

查和治疗的“必要”原则。

只要是与诊断和治疗相关并

且必要的，开具都是合乎情

理的、法律也予以认同。一

旦被认定为参与其中或谋取

私利，轻则受到警告，重则

陷于一起与自己根本没有关

系的医疗纠纷中。

在美国，并非所有接受

高精尖治疗的人都是真正需

要者。过度医疗的症结在于

能大量报销的医疗服务往往

容易被过度使用，而那些不

能报销的项目则全然相反。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原社长兼

总编辑游苏宁表示。

然而，有一种情况并不

属于过度医疗范畴。“很多晚

期肿瘤患者和家属只要有一

丝希望也不愿放弃治疗，四处

求医，他们更愿意尝试新药、

新治疗方式，这也意味着绝

大部分花费需要患者自费。”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

长马军教授曾接受《医师报》

采访时表示，国外医保体系具

有多元性和规范性，有很多新

疗法、昂贵药物都能进入医保

和商保的承保范畴，相当程度

上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而

在国内，由于很多抗肿瘤新药

和新疗法没有纳入医保，加上

商业保险没有普及，想既治疗

肿瘤又花费少就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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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张勇律师指出，除收受回

扣、商业贿赂外，医务人员向

患者及家属索要红包的案例

也屡有报道，索要红包的行为

严重违背了医疗行业的职业

道德，破坏了医患之间的信任

基础。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寻

求医生的帮助，而医生却利用

患者身心脆弱的状态索取财

物，这种行为无疑伤害了患者

及家属的感情，并损害了医疗

行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此外，利用职务之便谋

取私利，收取巨额财产，这

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医院的正

常采购和管理秩序，且构成

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胡如华的受贿行为主要涉及

检验科，尤其在药品和医疗

器械采购过程中。这种行为

不仅浪费医院资源，增加医

疗成本，还可能由于受贿行

为可能导致不合理药品和医

疗器械的使用，影响检验结

果的准确性，进而对患者的

诊断和治疗产生负面影响，

最终承担这些医疗成本的仍

然是患者。

“刘翔峰案”和“胡如

华案”的判决显示了我国对

医疗腐败的打击力度。也提

醒医疗机构需要加强内部管

理和监督机制，以防止职务

犯罪的发生。“莫伸手，伸

手必被抓！”

（下转 A3 版）

不端行为 一：收受红包和回扣

不端行为 二：过度医疗和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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