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的环境与其他公

共场所有很多不同，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脏”。

最近，加拿大科研人

员分别在周末和工作日，

采集了三家医院的 120 部

电梯的按钮和 96 个厕所墙

面的样本。结果发现，电

梯按钮比厕所墙面还要脏，

电梯按钮的细菌繁殖量为

61%，远高于厕所墙面的

43%。

研究中，电梯按钮的

细菌培养组中最常见的为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其

次是链球菌属，肠球菌及

绿脓杆菌并不多。

值得庆幸的是，电梯

按钮上的细菌多为与皮肤

共生的细菌，通常不会致

病，没有分离出金黄色葡

萄球菌等毒性较强的细菌。

其实，大多数在医院

内获得的感染并不一定来

自于医院里残存的毒性非

常高的细菌，很多也是由

存在于一般人群中的微生

物引起。但这类微生物在

健康人群中通常不会引起

疾病，或仅出现轻微症状。

根 据 WHO 的 数 据，

美国每年有 200 万例医院

获得性感染，其中 8 万例

致死或促进死亡，每年会

产生 45 亿 ~57 亿美元的额

外医疗负担。

毫无疑问，医院是个

“大毒窝”，是获得性感

染的危险之地。在医院，聚

集着来就诊或住院的携带

感染原的患者，由于做检

查或转其他科室，患者也

会频繁地流动，加之中国

的三甲医院常常熙熙攘攘，

异常拥挤，很可能使得体

质虚弱的患者（如新生儿、

烧伤患者、重症患者）感染。

对于医生而言，白衣

是神圣的象征，但也是有

害病原体的传播媒介之一。

有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

白衣、制服以及领带常潜

藏着大量有害病原体，可

分离出的细菌包括金黄色

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金

黄色葡萄球菌和耐万古霉

素肠球菌等。

为了降低患者发生感

染的潜在风险，美国医疗

保健流行病学会甚至建议

医生在查看患者前，应该

考虑脱下白大褂或采取其

他防护措施，以防止感染

通过服装进行传播。

《感染控制和医院流

行病学》上还有一项研究

发现，6 岁或 6 岁以下儿童

在常规体检后，孩子及其

家人感染类似流感疾病的

概率会增加 3.2%，预测每

年增加的可预防的类似流

感的感染病例高达 70 万例。

总之，抵抗力下降的

人尽量少去医院。尤其是

自己去看病时，别带着孩

子一起去医院。另外，得

了病的医生，还是在家里

休息吧，这时去上班，真

不知道是救人，还是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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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有话要说

热点观察 留声机

医院是个“大毒窝”？
▲ 本报评论员  杨进刚

深圳林女士刚出

生 不 久 的 女 儿 因 患

先天性心脏病，在深

圳做介入手术后，出

现 封 堵 器 降 到 了 主

动脉的并发症，随后

又做了三次手术，并

且仍需进一步治疗。

让 林 女 士 感 到 蹊 跷

的是，孩子转往广州

住院期间，深圳的主

治 医 生 给 了 她 2000

元的红包，而封堵器

生产厂家也退给了她

12500 元的器材钱。

当事医生称，“只是

看 孩 子 开 刀 受 苦 可

怜，没有别的意思。”

院 方 表 示 医 院 是 否

有 责 任 需 要 第 三 方

鉴定来明确。

2014 年被称为“史

上最难就业季”，但是

广州十余家市属大型医

院却出现招不满人的情

况。227 个 来 自 广 州 市

第一人民医院、市妇儿

医疗中心等医疗机构的

医生、护士、技师等岗位，

因无人报名，或报名人

数不足被取消、调减。

在媒体和公众舆论

的轮番“关照”下，近

10 余年来医患矛盾突出，

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越

来越恶劣，甚至人身安

全都得不到保障，医护

人员喋血工作岗位的案

例层出不穷。当舆论还

在奚落“九成医务人员

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学医”

是一种“集体撒娇”的

时候，医科院校陆续出

现第一志愿招不满人的

现象，继而出现招生分

数线下移。

除此之外，当前医

疗行业劳动强度大、晋

升难和收入低的现状，

也让大批的医科毕业生

转身投入到其他行业的

怀抱，加剧着医疗行业

的“贫血”。在很多医院，

医生护士都处于超负荷

工作状态。

在广州某三甲医院

工作 9 年的一位年轻医

生，每年最长的假期是

春节放假 3 天，平时每周

最多只能休息 1 天。如此

繁重的工作，换来的薪

酬却并不光鲜，在广州

这样的城市，仅能解决

温饱问题。面对收入与

付出的失衡，有人选择

考公务员，图个相对轻

松；有人转战医药行业，

至少薪金具有诱惑力；

还有人选择出国，为“世

界人民”服务去了……

尽管广州市属的医

院招不满人，还有招聘信

息公布较晚等客观原因，

但当医生不再是理想的

职业已经是一种事实。

如果医疗执业环境继续

恶化，医护人员的合理

薪酬得不到解决，医护

人员的流失会越来越快。

在很多医院，医护

人员每年补充的速度远

远赶不上辞职的速度，

护士尤为明显，除了改

行之外，出国执业的护

士也越来越多。长此以

往，“当现在的医生老

去，谁来为我们看病”，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现实

的问题。

《 医 师 报》 曾 于 7

月 31 号刊登了《医疗剧

热 黄金之路还是错误之

路》的评论。的确，随

着前一段时间《产科医

生》的热播，医疗剧大

有占据荧屏之势。但由

于电视剧制作者对医疗

服务的理解与认识并不

全面，因而也出现了一

些并不符合实际的描绘，

让人们产生了一些新的

误解。

作为一名救死扶伤

的医生，当他们面对身

心都极端痛苦的患者时，

患者对医生的期盼与渴

求必然会让医生体会到

自己的社会位置和社会

责任。

因此，在现代社会

的医院中，每一名医生

在接诊患者时，无论在

门诊还是在病房，患者

无助的期盼，祈求的眼

神，殷殷的述说，无一

不是在唤醒医者的道德

与良心，无一不是在荡

涤医生的灵魂，因此，

医生的医魂、书本上的

说教，不是外来的硬加

的基因，也不仅仅是历

史传统的承继。 只要是

从事医疗服务的医生，

他们每天每时都在和患

者密切的接触，他们每

天都在医疗行为中感受

着自己的社会责任，他

们的心灵时时处处都受

到荡涤、提纯。

这种由职业带来的

灵魂荡涤和塑造，才是

医生职业的根本，才是

他们能在职业生涯中克

服个人私利私欲的根本

原因。

医生送患者红包更要慎重
▲ 解放军 181 医院  罗志华

看惯了患者给医生

送红包，再看医生反过

来送红包给患者时，不

仅觉得稀奇，也让人产

生疑问。倒送红包，会

不会带着其他目的？

红包引发猜疑，可

以理解。小孩的病情反

复无常，三次手术仍没

有达到预期的疗效，再

加上医患互信基础薄弱，

医生的反向行为难免引

发猜疑，给人的印象仿

佛是在打情感牌。

质疑或许有理，但若

质疑成了惯性思维，也容

易错伤无辜，毒害到医患

关系。对于医生而言，当

质疑无处不在时，诊疗则

会首选自保，其次才会考

虑病情需要。若医生执业

不 慎， 不 管 责 任 是 否 在

己，也容易成为“出头的

椽子”。

在当前的大环境下，

患者和医生之间，不管谁

给谁红包，都不算正常。

也 许 良 好 的 医 患 关 系 并

不排斥两者的礼尚往来，

但一定要出于真心，且不

为外力驱使，才不会引发

猜疑。

此次医生反送红包，

不仅没有赢得患者家属的

好感，反而激活了一次纠

纷。此事提醒人们，医患

关 系 远 没 有 达 到 互 不 猜

疑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势

下，超出常规的举动即使

再 良 善， 也 可 能 节 外 生

枝。可见，建立医患互信，

在于点滴积累，也需要立

足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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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医生仍是当务之需
▲ 首都师范大学  陈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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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医院为何招不满人？
▲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梁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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