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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本周热议 域外传真

一周热点

患者家属登报向医生致歉

医生病历留手机号获赞

家属选择在媒体上道歉，在一定程度上挽救段医生自尊和名誉的同

时，也向社会传达了不能将自己的悲伤转嫁给医生的信号。与私下里道

歉相比，影响面更大。不过，不应忽略的是，面对医院管理者是医务人

员安全保障第一责任人的规定，医院管理者是否也应对医师们有所交待呢？

一个手机号码，让本来冷冰冰的病历本瞬间就拥有了人文关怀的温

度。贠医生的行为应该大力赞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留手机号是医

生的爱心之举，并非职责义务。如果医生不留手机号，社会也不能以此

为由对医生说三道四，毕竟医生下班后也需要独立的私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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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 在 绍 兴

当地的报纸上，出现了一

则短短 100 多字的《道歉

书》，内容如右图所示： 

事情追溯到今年 1 月

26 日，徐惠的爱人李女

士因为发热、腹痛到绍兴

二院就诊，当时段医生是

李女士的主治医生。诊治

过程中，李女士病情恶化

转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徐慧等家属无法接受李女

士死亡的事实，强行将段

医生拉到死者面前，让其

下跪，时间长达 10 多分

钟，并对段医生进行殴打。  

“考虑到徐惠他们毕

竟失去了亲人，而且他们

也已经登报道歉，让段医

生恢复了一定的名誉，事

情已经发生了，最好以不

激化矛盾的方式调解。”

段医生的代理律师说，等

事情解决后，段医生将重

新回到岗位工作。（据 9

月 12 日《现代快报》报道）

15 年 来， 杭 州 第 三

人民医院肛肠外科主任医

师贠健坚持在病历上留下

他个人手机号码。

最近几天在医生与患

者间、媒体和网络上引发

热议，贠健医生身上传递

出的正能量感染着无数人。

最早向当地报纸爆料

的患者沈女士称，“我就

是想说，能把自己的手机

号码写在病历本上留给患

者的医生，真的不多见啊。

我不是说让所有医生都给

患者留手机号，但起码这

位医生细致入微的精神是

值得赞扬的。”

一江西网友留言说，

“我遇到很多语贵似金

的 医 生， 舍 不 得 多 说 一

句 话， 这 个 医 生 的 举 动

真可贵，坚持这么多年，

值 得 尊 敬。”（9 月 16

日《东方早报》报道 ）

过度医疗一直以来是老百姓和

学者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如何促进

规范诊治，严防过度医疗，恐怕临

床医务人员最具发言权。30 条诊疗规范规定得

十分细致，但是否有照顾到医生的现实需求，

可行性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

武汉 30条诊疗规范：
严防过度医疗

“普通门诊首诊

时 间 原 则 上 不 得 低

于 5 分钟 / 人次，专

家 门 诊 首 诊 时 间 原

则 上 不 得 低 于 10 分

钟 / 人 次 ……”9 月

9 日，为了减轻患者

看 病 就 医 负 担， 武

汉 市 卫 计 委 在 其 官

网 上 发 布《 规 范 诊

疗 30 条》（ 以 下 简

称《30 条 》）， 对

该 市 医 疗 机 构 的 诊

疗行为一一开具“清

单”。 

《30 条 》 内 容

涵 盖 合 理 检 查、 合

理用药、合理治疗、

规 范 服 务 四 大 方

面。 过 度 检 查、 大

处方、输液“挂水”

普 遍 等 备 受 关 注 的

过 度 医 疗 问 题， 成

为《30 条 》 出 台 着

力解决的“顽疾”。

武汉市卫计委还

在下发通知中要求，对

《30 条》落实情况适

时抽查，对突出问题

整治力度不大、整改

不到位、屡改屡犯的

单位和个人通报问责。

（据 9 月 10 日《楚天

金报报》道）

微博大 V 发起诊脉挑战赛

中医科学性不应成为闹剧赌注
本报讯（记者 宋攀）

9 月 11 日，微博大 V@ 烧

伤超人阿宝的微博引起一

场网络口水战，中医再一

次成为支持派与反对派的

赌注。事情原委如下：

21:01 分，阿宝发出微

博，“中医不是号称能号

脉号出怀孕甚至男女么？

可以选三组人，每组十名。

一组是怀孕妇女，一组是

味（疑为“未”之别字）

孕妇女，还有一组是手臂

白皙无明显男性特征的帅

哥。受试者躲在屏风后面，

只露出手腕。不知道有没

有人敢应战？”

虽是一项挑战邀请，

但从“号称”二字不难看出，

阿宝更想以此褪去中医被

神化的形象。

果不其然，3 分钟后，

阿宝发出另一条微博，补

充到“我们西医也可以参

加，采用西医最简单方法：

验孕试纸。大家比较一下

准确性。”字里行间蕴含

着中、西医的较量。

阿宝的动作被中医相

关人士视为挑衅，遂受到

@ 国医东方的还击：“某

虽驽钝，愿来应战！ 辨孕

脉及男宝女宝～若准确率

不超过80%，终身不业中医。

但若有幸赢你，劳阿宝老

师来长安街裸奔十分钟。”

火药味爆浓。两者迅即开

始一场口水战（如右图）。

截止作者发稿时，骂

战不仅没有结束。更加让

人咋舌的是，阿宝贴出的

“ 若 胜 利， 阿 宝 将 提 供

奖 金 五 万 元 并 终 身 不 称

中医为伪科学”的挑战中

医脉诊大师公告成为置顶

微博。

医学的目的是治病救人。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医在保卫人民群众健康中的作用。

只要有疗效，中医的价值历史自有评价。在人民群众的口碑中，个别人的相信与

否对中医而言毫无意义。因此，对于阿宝发起的这样“以一次试验结果”论定中

医是否为伪科学的比赛，大家做以饭后的谈资，坊间的笑谈足矣。

                                                                     ——本报编辑部

日前，英国布里斯托

尔一家医院引进一批机

器人“送餐员”，这些“送

餐员”可为院内千名患者

运送食物，还能在厨房内

自动为冷冻的食物加热。

负责院方饮食服务的

经理韦金斯表示，这些机

器人每天早上 10 点 15 分

“起床”工作，由于设有

红外线扫描仪，它们会依

据虚拟路线在院内行走，

而行走期间会同时比较内

置的医院地图。它们设有

安 全 装 置， 当 感 应 到 前

方行走路线有障碍物时，

便会自动停下来。完成任

务后便返回充电中心“休

息”，准备执行另一次的

送食物任务。

这些机器人还能自行

进行准备工作，如运送冷

冻的食物至厨房加热，打

开大门及操作升降机也无

需人类协助。（据近日《信

息时报》报道）

9 月 12 日， 日 本 理

化 研 究 所（RIKEN） 研

究 小 组 宣 布， 他 们 利 用

iPS 细胞制成视网膜细胞，

并于当日移植到一名渗

出型老年黄斑变性女患

者的右眼中。这是世界首

例利用 iPS 细胞完成的移

植手术。

iPS 细胞是体细胞经

诱导因子处理后转化而成

的干细胞，其功能与胚胎

干细胞类似，能发育成多

种组织和器官。

研究人员指出，这项

技术拥有远大的前程，因

为它具有与胚胎干细胞类

似的功效，同时在伦理与

安全性方面又没有那么多

的争议。

在 长 达 2 小 时 的 手

术 中， 医 疗 小 组 首 先 清

除了患者视网膜 上 的 异

常血管和损坏组织，随

后 将 1.3×3.0 毫 米 的 视

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层移

植到患者眼中。如果患

者恢复正常，她有望在

大 约 1 周 后 出 院， 而 评

估手术安全性及疗效将

花费约 1 年时间。（据 9

月 15 日《中国科学报》

报道）

英国：送餐机器
人为患者送饭

日本：完成世界
首 例 iPS 细 胞
移植手术

临床上有男性用孕棒测出“怀孕”的病例，这就是所谓盲法诊断的后果。我

国对误诊分析中，发现过度依赖仪器检验结果，忽视门诊的询问和查体，是重要

原因之一。诊断应是多方面信息综合结果。诊脉是“检验的一种”，没有一个诊

断仅仅依赖一个手段？所以，此事局中有局，中医们进退两难。 

  ——@ 吹口琴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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