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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写的病历有灵魂吗？
▲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  张敏

一 份 优 秀

的 病 历 不 仅 要

有规范的格式、

完 整 的 内 容，

还 必 须 具 备 一

定 的 内 涵。 现

行 病 历 主 要 由

住院医师书写，

主 治 医 师 负 责

审 阅 签 字， 病

案 管 理 人 员 负

责 收 集、 整 理

和 保 护。 住 院

医 师 和 主 治 医

师 是 完 成 优 秀

病 历 过 程 中 最

重 要 的 人 物。

由 于 住 院 医 师

能 力 不 同， 主

治 医 师 对 病 历

质 量 的 监 管 把

控 程 度 各 异，

病 历 质 量 难 免

参 差 不 齐。 因

此， 住 院 医 师

在 完 成 符 合 规

范 的 病 历 后，

还 需 在 主 治 医

师 的 指 导 下，

不 断 提 高 病 历

的质量内涵。

住院医师是赋予病

历灵魂的第一人。书写病

历的过程同时也是住院

医师对患者和疾病进行

思考判断的过程，能够体

现出富有医生自身特色

的临床思维。尤其是首

次病程记录中的拟诊讨

论部分对诊断和鉴别诊

断的剖析，更需具有个

性特征。但如果抄文献、

抄以前的病历，那么所

有的病历都会千篇一律。

每位患者基于其临床特

点、入院目的、生活环境、

性格特点、就诊过程等

因素的差异而具有不同

特点，住院医师在书写

病历时应当充分思考和

挖掘出这些特点。

主治医师是另一位

重要的病历灵魂缔造师。

在查房时首先要达到在

实践中传授知识、指导

住院医师提高业务能力

的目的，所以主治医师

必须提高查房质量。其

次，主治医师应当对现

行病历进行监督和管理，

一方面需要按时、按规

范完成，另一方面需要

定期对住院医师的病历

进行修订和补充。再次，

主治医师应当指导住院

医师书写病历。一对一

辅导和集体小组讲课是

最常见的培训方式，此

外，让高年资住院医师

帮助修改低年资住院医

师的病历，或者让住院

医师修改实习医师的病

历也是一种好办法。

一 份 好 病 历 还 需 要

书写者具备一定的逻辑思

维能力和文字功底。这都

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不断认

识、训练和提高。

首先，住院医师在患

者诊治过程中应提高主动

性，参与病房团队对患者

的诊疗决策。这种不断思

考并与团队其他成员一起

讨论和修正自我决策的过

程，是一种非常好的提高

临床思维能力的方法。

其次，主治医师应多

为住院医师创造和提供机

会。住院医师应多汇报病

历， 阐 述 自 己 的 诊 治 意

见，培养良好的临床思维

能力。

再次，病历书写者应

重视病历语言的准确性，

注重逻辑严密，不可敷衍

了事。

病历书写如同练武，

一招一式必须反复揣摩。

练好基本功，在病历书写

中训练临床思维能力，未

来成为主治医师乃至教授

后才能在临床工作中见招

拆招、得心应手。

病历的内涵和质量

反映出了临床医师的工

作责任心。任何远大目标

的实现都需要从小事做

起。很难想象一位逻辑

混乱、错误百出的病历

书写者会成为医学大家。

因此，对待病历书写需

要临床医师高度的责任

心和一丝不苟的作风。

病历书写者和指导

者需提高工作效率，利

用充足的时间写出优质

病历。应将各种临床事

务按照重要、不重要、

紧急、非紧急进行分层

管理，合理

安 排 时 间，

在 应 对 压

力 的 同 时

确 保 病 历

的质量。

环环相扣  让病历拥有生命

注重逻辑思维和文字功底

从内涵与质量窥视责任心

陶寿淇：儒雅的高血压防治功臣
▲ 本报记者  张雨

“2000 年 3 月 6 日，

我前往探视陶教授。他

很激动，但因气管切开

无法和我们交谈。值班

护士为保证他的休息，

示意我们尽快离开。我

们和他依依告别，不想

这一别遂成永诀，3 月

20 日，陶寿淇教授与世

长辞。”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灏珠在回忆陶寿淇

教授时，甚为感慨。

陶教授历任中国医

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

会主任委员等。如今，

他已离开我们 14 年，但

留下的“遗产”是永远

的财富。

中美合作项目
大型研究的星星之火

1979 年中美两国建交

后，美国派出了心内科、血

管外科及流行病学的专家

组，来我国开展“中美合作”，

一合作就是 20 年。我国许

多流行病学研究专家就是

在这一时期培养和成长起

来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

大型的流行病学研究，它

将中国的心血管病流行病

学研究的技术和能力直接

提高到国际最高水平。后

来国内很多大型研究，都

是由中美合作项目这个“星

星之火”燎原起来的。

作为中美心肺疾病流

行病学合作研究的中方负

责人，在长达二十年的合作

中，陶寿淇始终以国家利益

为重，力争协议外的支持，

亲手选拔医生多达二十余

人送到国外培养。这些医

生中，绝大多数回国工作，

如今已成为我国心血管病

预防领域的中坚力量。

做研究就要有严谨的
治学态度

自 1985 年以来，北京

高血压研究所张新华和陶

教授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

间，对陶教授的敬佩之情

无以言表——“我最佩服

陶老的就是他在学术方面

的严谨。可以说，他是我

们见过的心内科学者中少

有的严谨的人。看过他写

的文章就会嗟叹，每一个

词都经过慎重推敲，都代

表了他对该领域在全球层

面进展的认识。他并不是

在得到一个数据后，靠大

放厥词吸引众人目光。对

于一些退回来需要返修的

稿件，他总是会一板一眼

地仔细修改，甚至用橡皮

擦去原有笔迹、再写新的

文字时，都看不出有丝毫

修改的痕迹。” 张新华说。

不管投稿给国内杂志、

国际杂志或是大会发言，

读者、编者、听众都会感

到他言辞的分寸拿捏得恰

到好处。陶教授常说：“一

个研究设计、一个数据分

析，得到的结论应该是客

观的，做事应该有严谨的

治学态度，而非浮夸。”

张新华说：“陶教授

对待他的研究生有时更像

是对待孩子一样，他经常

会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

虽然每次去陶教授家都会

把他原本安静祥和的家搞

得‘乌烟瘴气’，但他依

然很高兴。”

（节选自《医师报》

社出版《中国高血压防治

追梦半世纪》一书）

陶寿淇教授（左四）接待孟加拉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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