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雨）12 月

20 日，一组医生在手术台上自

拍的照片火遍网络，在引发公

众不适的同时，也引起了大家

的热烈讨论。12 月 21 日，针对

事发医院西安凤城医院“医生

手术台上玩自拍”一事，西安

市卫生局通报：该照片拍摄于

今年 8 月 15 日，因手术室即将

搬迁，在完成手术后拍照留念。

给予常务院长闫某记过处分留

职察看 1 年，并免去分管副院

长陈某等 3 人职务；所有参与

拍照人员给予记过处分、扣发 3

个月奖金。

然而“手术室自拍”事件

的主刀医生郑晓菊却感到甚为

委屈。8 月 15 日是该手术室使

用近十年后的最后一次“服役”，

郑晓菊所在科室在该手术室开

展了近 2 万台手术，大家对于

手术室非常有感情，于是便提

议合影留念。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此台手术从早上 10 点一直持

续到下午 5 点半，近 8 个小时

的手术为一名患者保住了已经

被其他医院宣布要截至的腿，

这是大家胜利的果实。

事实上，国外类似的手术

室照片并不少见，最著名的当

属 1987 年 Zbigniew Religa 博

士经 23 小时心脏移植手术后在

手术室拍摄的照片，该照片更

是荣获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年度最佳照片二等奖。正如北

京 军 区 总 医 院 刘 端 祺 教 授 所

言：“舆情应该对此抱有宽容

的态度。”

有人质疑，相关部门对拍

照医生们做出如此严重的惩罚，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媒体舆论

的绑架。在这个公众注意力成

为媒体活力重要保证的时代，

花费力气博取公众眼球本也无

可厚非，然而对人性善良的忽

视暴露了不少网络媒体还缺乏

作为大众媒体所应具备的社会

责任心。

《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

真实和善意是媒体的底线。失

去真实性的新闻即使再新鲜也

名不符实，失去善意的媒体即

使有再多关注也有负社会瞭望

者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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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医 师 报 》 微

信 公 共 平 台（ 微 信 号：

DAYI2006） 收 到 众 多 医 生、

医学生读者发来的关于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相关问题的咨

询，本报选取其中读者关心的

有代表性的问题予以解答，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规培工作
医生最关心啥？

中国腹透
受世界瞩目

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余学清教授等在《美国肾

脏病杂志》撰文阐述了中国腹

透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余教授等多位中国学者曾

在《国际腹膜透析》杂志发表

专刊，介绍了中国腹透的发展

和进步，彰显了中国腹透在国

际腹透界的引领作用。然而中

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腹透

发展状况仍有很大差异。
上图：本次引发舆论风波的“手术室自拍”图片

下图：老者手中拿着 1987 年 Zbigniew Religa 博士经过 23 小

时完成心脏移植手术后的照片，手术台上的患者正是老者本人，

该照片所蕴含的温情感动了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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