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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专栏⑥

指导：中国医师协会
主办：《医师报》社
协办：张博士医考中心

奖项设置：

一等奖：3 名，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

二等奖：5 名，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

会学术会议。

三等奖：10 名，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

友会全国大会。

纪念奖：10 名，2016 年全年《医师报》。

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 2016 年全年

《医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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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考之路

医患情深

年透析 8.5 万例次，20 多年

来无一例重大并发症记录，透析

患者生存 28 年，血透患者 5 年

生存率高达 77.3%、10 年以上存

活率 40.5%……第二军医大学长

征医院肾内科血液透析中心取得

如此成绩的背后，是其全方位照

顾患者的价值理念。

尿毒症患者是一个特殊的患

者群体，只要与尿毒症一“结缘”，

就相当于出具了一张慢性死亡通

知书，为了生存，必须每两、三

天血透一次。

在长期与疾病对抗的过程

中，患者身体上、心理上、经济

上都早已疲惫不堪，很多人都曾

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个

别患者对病情缺乏理性的认识，

由于极度的悲观、恐惧，形成了

自闭、自我中心意识，容易情绪

激动、脾气暴躁。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这

是长征医院肾内科梅长林教授经

常鼓励肾友们的一句话。

在外企工作的沈雁波 2002

年患上尿毒症，第一次透析就因

过敏呕吐到正做护理的护士身

上、脸上，情绪崩溃地大叫：“我

要下机，不做了！”医护人员握

着她的手、抚着她的头，鼓励她：

“坚持一下，就会好的！你还这

么年轻，以后还能回去上班！”

如今，10 多年过去，沈雁波依

然是神采奕奕的外企白领，不自

我介绍，很难相信她是患者。

为了在医患之间架起一座

桥梁，血透中心筹办了肾友会。

肾友会每年定期组织一些活动，

为患者举办一些深入浅出的医学

讲座，解答患者的疑难问题，让

患者成为自己的“医生”。病友

们相互敞开心扉，许多患者纷纷

走上“讲台”以自己切身体会，

向病友讲述长期同病魔抗争的经

验、体会、心得。

一天，几个患者来到肾内科

梅长林主任的办公室，吞吞吐

吐地表达了想外出旅游的愿望，

这对于血透患者来说无疑是一

次“冒险”之旅。然而为了满

足患者的愿望，梅长林与护士

长立即与旅游点驻地的医院取

得联系，并在患者临走前加晚

班为他们透析，让他们“轻松”

上路。那天，10 多位病员及家

属在 2 名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兴

高采烈地登上了飞往海南的飞

机。一张张灿烂的笑容，一时很

难令人将他们与尿毒症患者联

系 在 一 起。 这 也 是

国内首次组织血透

患者走出家庭，回

归社会的活动。

梅 长 林 坦

言，医生对待慢

性 肾 脏 病 患 者

的治疗手段绝

不能仅凭一张

处 方， 更 需

要 调 动 患 者

自 身 的 积 极

性，一方面配

合治疗，一方

面帮助并鼓励

他们回归社会。

医护工作者不仅

要帮助更多患者

活下去，而且还

要让他们活得有

尊 严， 重 新 实 现

自己的价值。

期待与意外

一天，正当我在门

诊室忙碌不堪，护士走过

来塞给我一个信封。信来

自安卓娅，我的一位中年

女患者。 

安卓娅早该来复诊了却

一直没有露过面，连我亲自

催促她复诊的电话留言，也没

有得到回音。患者不来复诊，

有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好了不

需要再看医生，也许因为是换了

保险，当然也可能是对医生失去

了信任。可是安卓娅不来却肯定

不是这些原因。我赶到前台，却已

不见安卓娅的踪影。接待员告诉我，

那位女士留下信封后就立刻离开了。 

我心中难免涌起了些失望与纳

闷。打开信封一看，我不禁微微一笑，

好像安卓娅这位患者就在我的眼前。 

曲折诊断后的惊喜 

安卓娅因剧烈咳嗽，症状持续六

个多月不见好转，经私人医生介绍

找我会诊。接诊后 CT 检查发现她

的半个右下肺状如蜂窝，基本上已

经完全纤维化；我推断发病机制

在于局部堵塞压迫。病情分析合

理，感觉安卓娅对我非常的信任。

气管镜检查果然发现“肿

物”。谁知，经历一番曲折的

诊断历程，这貌似严重的病理

真凶竟然是一片吸入的菜叶。

菜叶卡在了右下支气管为时

已久，被纤维蛋白包裹形成

了肿瘤状异物。 这样的“肿

物”缺乏依附，被活检钳连

根取下。我们歪打正着，

不仅建立了诊断而且实行

了一次完整的切除术，根

治了安卓娅的病情。

作为医生，作为一

个专门处理危重症与复

杂病例的医生，能有几次皆大欢喜的

完美结果？我因此非常期待将这一惊

喜在复诊时当面告诉安卓娅。

孰知，安卓娅却取消了复诊预订，

而且她从此竟然就再也没有回来看我

的门诊。我甚至曾试图反省自己在什

么地方可能给她留下过误解，可临床

繁忙，时间一长这个患者已经在我的

记忆里逐渐失去了清晰生动，只留下

了对一个有意思的病例的模糊印象。

没想到，时隔许久，又有她的信落到

了我的手里。 

意想不到的原因

那信封信纸并不十分讲究，但信

封与信却都是用淡蓝色的笔手写的。像

所有认真负责的老师一样，安卓娅的字

迹整齐而好认。也许是我带着些想象，

我觉得那字体里还透着淑女端仪和安

卓娅特有的鲜活。于是，我仔细的把

安卓娅的信折好，郑重的收藏起来。 

“Q 医生，你好吗？我已经全好

了。你彻底地治好了我的病。我已经

恢复了工作，给我的孩子们讲课，讲

一上午也没有一点咳嗽。我感觉好极

了。我想让你知道我好感激你的照顾。

可我不敢回去看你，因为，我管不住，

又开始抽烟了。对不起，我不想听你

骂我。你亲切的，安卓娅。”

我这才算幡然醒悟，想起了初诊

安卓娅时的几句对话。

那是在问诊生活习惯时，当我得

知安卓娅抽烟，顺口带了点儿责备：“咳

成这样你还吸烟？”

当时安卓娅像是被人揭了短，立

刻变得非常局促，忙着解释：“没有，

没有，我都好长时间没有抽烟了。咳

嗽得没法抽。而且，你知道……”

我半打趣儿的打断了她，“哈，

是不抽啦，还是不能抽了呀？”

谁曾想我一席并不很经意的话作

用这么大，可要是真促着安卓娅戒了

烟又该有多好。

拿到医师证，是我多年一直追

寻的梦想。人生路上，我追寻的梦

想的脚步从未停歇。

我是一名乡村赤脚医生，虽然

我的诊所在地方取得注册，但因为

自己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工作

经常是提心吊胆，唯恐出现意外情

况，面临司法起诉。

也许对有的人来说，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对我来说，它就像一座山，很难

逾越。2014 年是我参加医考的第四

年，前三年不是败在实践技能考试

上，就是理论成绩与分数线有十几

分的差距。

痛定思痛，我才发现，之前对

医学学习的抱怨源于没有掌握到学

习方法，学的时候知识太杂，虽然全

部学完了，但脑子却像是一堆杂草。

复习中，一次偶然的机会，我

打开了张博士的讲课视频。只听了

一会儿我就被深深吸引了，张博士

深入浅出地讲解、幽默风趣的讲课

风格以及他自己在工作中积累的经

验，让我忽然又看到了希望，重燃

了斗志。看视频、看书、做题，每

天坚持学习两小时，成了我雷打不

动的安排。

在复习中，我越发觉得，评价

一本辅导书的优劣，

最重要的是，要看其

能否帮助学生厘清鉴别

诊断的思路。例如，对

一名呼吸科医生而言，

要熟悉各种呼吸类疾病，

但是这些疾病的症状又有

很多交集，临床上，鉴别

诊断非常重要，尤其是急诊

患者的初步鉴别诊断。在我

复习的张博士系列参考书里，

这方面的条理非常清楚。

更难能可贵的是，学习中，

我被张博士对于从医的诠释和

讲课的风格所洗礼，让我懂得

作为医生，要拥有朴实的行业道

德观和价值观。医生的价值，其

实不在于看病，而在于提高改善

患者的人生质量，给予慰藉和信心。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王根华 安卓娅

不再来
▲ 美国南加州大学临床医学教授  乔人立

图片来源 / 文汇报

追寻梦想的脚步不能停
▲ 江苏  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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