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一名什么样的医生？

我是一名重症病区的医生，每天会面对

很多危重病人，有老人也有孩子，有外伤的

也有自发疾病的，有家庭富裕的也有较为贫

困的，有可以治愈的也有病情复杂的。不论

何种情况，我都会尽心尽力的治疗，不让自

己后悔，不让家属担忧。即使超出了自己的

能力范围，也会跟患者及其家人讲明白，争

取理解，不留遗憾。作为一名医生，治疗的

是疾病，也治疗家属的情绪。

在此过程中，很多时候我都在思考一个

问题，我想成为一名什么样的医生？我能成

为一名什么样的医生？我应该成为一名什么

样的医生？是妙手回春的神医，还是流芳百

世的大医，亦或是悬壶济世的良医。在工作

的二十余年里，在查房、会诊、教学、病例

讨论等情况下，我无时无刻不在内心询问着

自己、寻找着答案。“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

圣洁和荣誉”，医学生的入职誓言犹在耳畔。

作为重症病区的一名医生，见证过生死、

悲欢，经历过喜悦、彷徨。当解决了一个个

棘手的临床问题，患者的病情得到好转时，

医生的荣誉感油然而生，内心抑或会有那么

一点小确幸；而当患者的病情出现恶化，自

己却无能为力时，则会发出无限的自责与失

落。多年的职业生涯，面对过越来越多的病

人、各种各样的病情后，我更加肯定了医生

不单单是治病，更重要的是“治心”，与病

人交心，与家属交心，成为一名有“温度”

的、普通而平凡的医生，这就是我的答案。

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重在沟通

温度，在大多数时间只是一个数字，以

大环境为参照，夏天都喜欢 26℃，冬天更喜

欢 42℃，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人的不同感受。

而作为医生，我认为应该首先了解患者、感

受患者的“温度”，然后将自己的“温度”

回馈给患者，这样才能更贴心、更暖心。

有一次会诊，一位 30 岁的年轻人，外伤

性颈髓损伤，术后怀疑感染，需要做腰穿治疗。

第一次见到他时，发现他情绪很低落，四肢很

懒散的躺在床上，“温度”处于冰点。在做腰

穿摆体位时，我就和他聊天：“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特倒霉，看不到希望了，不知道今后能不

能正常生活了？”听了我的话，他才斜着看了

我一眼，脸上写满惊讶，而我当时能深切地

感受到他困惑、迷茫而又期盼的心情。于是，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用太担心，你还年轻，

恢复快，即使感染了，用过抗生素也会好转的，

不会影响你今后的生活”。

当时交流的不多，但患者的脸上即刻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谢谢你医生，我以为躺

在床上起不来了呢！”这就是沟通与回馈，

用“温度”感受“温度”的过程，过程很简

单很短暂，但对于患者的治疗却至关重要，

只要学会换位思考就都能做到。

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重在倾听

医生又被称为医匠，关键区别就在于对

患者医疗之外的倾听。正如上述类似的患者，

他们躺在床上，承受着疾病的困苦，内心充

满了悲伤，对于自己家人的解释可能理解为

欺瞒，虽然是善意的。但是这时的他（她）

们更愿意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也应该知道

他（她）们担心什么、心结在哪里，通过沟

通才能帮助他（她）解开心结、融化坚冰。

针对不同人的不同想法，除了了解病情以外，

还要了解其他方面，例如有人担心预后、有

人担心费用、有人担心家人、有人担心影响

工作……总之，只有了解他们的内心真实想

法，给于其恰当的帮助和安慰，才能更好的

提高诊疗效果，做到事半功倍。

正如当前科室的一个老年病人，做的是

心脏瓣膜手术，因为术后出血、肺部感染、

撤机困难而转到重症监护病房，已经住了两

个月。当每一次病情变化时，我们都要和其

家属交流，倾听他们的诉说。虽然他们家庭

经济很困难，但是老人家的家属都表示愿意

“闯一闯”，去争取最好的治疗结果。令人

欣慰的是，在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的共同努

力下，老人一次一次“闯”了过来。现在老

人身体还有点弱，但是每天查房时，他都表

示希望能够做轮椅出去遛遛；而当每次听到

我们说以后可以回家继续放羊时，他则是一

脸慈祥的笑容，高兴的像个孩子。

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重在关心

医者的温度不一定只在看病，更多的是

在他需要的时候有个恰当的关心！记得在一

次门诊值班结束回科室的路上，碰到一个人

问路：“医生，请问复印病历在哪里？”

我说：“在病案室，下午两点半上班。”

“那病案室又在哪里？我办慢性病需要

复印病历。”他紧接着又问。

因为医院病案室位于 1 号住院楼夹在四

楼、五楼之间一层，很难找。于是我问他：“你

什么时候住的院？什么病？在哪科室住的？”

“不知道，就是治脑子的，我现在也记

不住了，我自己来的，下午要回家”。

我下意识的感觉到他的反应有点迟钝，

即说不清科室，也说不清疾病，更不会那么

容易找到病案室，估计到了下午也不一定能

找到，等坐车回家都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于是，我看了他的身份证，根据身份

证号找到了他的住院信息，然后带着他到

当时住院的科室，将所需要的病历打印出

来。当时他非常开心，嘴里不停地嘟嘟：“今

天遇到好人了。”当我走在回科室的路上，

虽然已经误了午饭时间，但内心很满足。

这件事非常小甚至不值一提，但是当我每

每想到当时他那心存感谢的目光，我相信

他会记得亳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很热情，

这就足够了。

在同一时空，疾病是无限的，而医学是

有限的。作为一名医生，我治不了所有的病，

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人，但只要尽到“谓

我不愧君，青鸟明丹心”的责任，让有交集

的人感受到一个医者的真心，用最大的努力

和付出，给他们带来健康的希望和一些温暖，

那就是莫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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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我不愧君，青鸟明丹心”——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  颜秀侠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看完你就懂
▲ 潍坊市人民医院  刘艳

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

复杂，但它其实是女性健康中很常见的一种

问题。通俗来说，它是指子宫内膜组织“跑

错了地方”，从子宫内壁跑到了不该去的地方，

比如卵巢、盆腔等。这个“误闯”的内膜不仅

会引起剧烈的疼痛，还可能导致不孕，让很

多女性身心俱疲。好消息是，随着医学的发展，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样化。

本篇文章将为大家简明扼要地讲解治疗方法，

让你轻松了解如何应对这个“捣蛋鬼”。

药物治疗：用“药”管住症状

药物治疗是应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第

一梯队”，较为适合症状较轻或暂时没有生

育计划的女性。这一方法以缓解疼痛和抑制

病灶活动为主要目标，常见的药物包括非甾

体抗炎药（NSAIDs）和激素类药物。

以布洛芬为代表的 NSAIDs，能够迅速减

轻由病灶引起的炎症和疼痛，尤其适用于痛

经或慢性盆腔痛的患者。然而，止痛药只能

缓解症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病灶的生长，

因此它通常是短期应急的辅助方案。相比之

下，激素治疗在抑制病灶活动方面更具针对

性。这类药物可通过调节体内激素水平，降

低或阻断雌激素对病灶的刺激，进而减少病

灶的增生。例如，口服避孕药能稳定雌激素

和孕激素的比例，减少月经量并缓解症状，

适合长期使用。孕激素类药物则可通过模拟

孕激素的作用，减少病灶活动。

手术治疗：精准打击病灶

当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或者子宫内膜异

位症引发严重疼痛、不孕等问题时，手术治

疗则成为患者的最佳选择。手术的主要目标

是清除异位的病灶，改善症状，并为患者恢

复生育能力创造条件。目前，手术治疗主要

包括腹腔镜手术和开腹手术两种方式。

腹腔镜手术是最常用的微创手术，通过

腹部的小切口插入摄像头和手术器械，精准

定位并切除或烧灼病灶。这种手术创伤小、

恢复快，通常术后几天就能下床活动，对改

善慢性盆腔疼痛和提高怀孕几率效果显著。

开腹手术则适用于病灶范围较广、盆腔

器官严重粘连或复发病例。这种手术虽然创

伤较大，但在复杂病情下具有更高的处理能

力，例如切除深部浸润性病灶或重度粘连。

手术中，医生通常会尽可能保护患者的生育

器官，但对某些特殊病例（如子宫严重受损）

可能需要考虑切除部分器官，以减轻病灶对

健康的长期影响。

辅助治疗：内外结合的管理方式

在应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时，辅助治疗是

提升生活质量和缓解症状的重要手段，而饮食

调整和心理支持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

饮食调整不仅需要关注食物种类，还需

注重日常的合理搭配和饮食习惯的养成。首

先，每周至少保证 2~3 次深海鱼类的摄入，

如三文鱼或沙丁鱼，以增加 omega-3 脂肪酸

的摄入量。如果不方便获取鱼类，可以选择

亚麻籽油、核桃或奇亚籽等植物来源作为替

代品。其次，减少高脂、高糖食品的摄入，

比如少吃油炸食品、甜点和碳酸饮料，可以

通过增加清淡菜肴、烤制或蒸煮方式的食物

来满足日常热量需求。最后，尽量将水果和

蔬菜纳入每一餐中，例如早餐搭配一份混合

水果，午餐和晚餐增加绿叶蔬菜或根茎类食

物，如菠菜和胡萝卜。

心理支持需要建立在长期的意识培养和

实践中。首先，患者可以尝试定期参加心理咨

询，学会通过深呼吸、冥想或正念练习来缓解

情绪压力。可以每天抽出 15~20 分钟，在安

静的环境中进行，从而减少焦虑感和抑郁情绪

的积累。其次，如果可能，建议加入患者支持

小组，与其他患者分享应对经验和治疗心得，

互相鼓励。这种同伴支持不仅能增强心理韧

性，也能为患者提供一些实际的生活建议。

子宫内膜异位症虽然难缠，但它并非不可

战胜。无论是药物、手术，还是辅助治疗，均

可以有效减轻女性疼痛，改善其生活质量。治

疗的关键在于，女性要勇敢面对，不可忽视身

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并及时寻求医生的帮

助。希望这篇文章能为你打开一扇了解子宫内

膜异位症治疗的窗口，让你更从容地应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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