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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浙江某媒体为验证医

生医德和医术，导演出“茶水尿检”

事件。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茶

水发炎”事件引发的关于医德发炎，

还是记者良心发炎相关的网页飙升

到 195 万个。

全国近百家三甲医院的

检验医师自发组织，设计相同的实

验，再次对茶水进行检验，希望用

结果告诉媒体和大众，并不是医院

和检验医师出了问题，而是少数媒

体的“胡闹”。在第一时间，本报

记者兵分多路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

脉、最新进展，呈现了全方位、科学、

权威的深度报道。

影响：事后原卫生部表态，与

《医师报》的立场一致。我们对整

个事件的报道把握准确，有始有终。

该事件被认为是医患关系走向恶

化，尤其是媒体被视为走向对立面

的真正开端。

与国外记者的专业背景不

同，我国医药卫生记者缺少门槛，

很多进入这个领域的都是刚毕业

的新闻专业学生。因此，常常会

有类似“茶水事件”的报道发出，

让人啼笑不得，严重者更影响行

业发展，影响医疗环境。

为此，本报特别策划了这篇深

度报道，探访医学界、法律界、新

闻界、教育界人士，共同呼吁尽快

为医学新闻立法，加强对新闻记者

执业操守的引导，把好医学专业媒

体从业人员的关口，杜绝不实事件

的发生。

影响：尽管至今仍未实现，但

医学新闻立法报道在读者中产生了较

大影响，被央视、新华网、新浪、搜

狐、人民网等国内主要媒体网站转载。

医卫界从没有一部法律，如此

广泛的征求意见，也没有一部法律

做到如此系统和细致。从 2002 年

的“出生”到 2010 年实施，《侵

权责任法》整整经历了 8 年的时间。

2009 年，《侵权责任法（草案）》

三审稿第七章删除了“举证责任倒

置”的条款，《医师报》邀请法律

界和医卫界相关人士作了法条梳理

和分析，帮助广大医生更好地理解

法律、应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记者手记：从举证责任倒置实

施到删除，期间《医师报》所做报

道不下 20 次，每一次都与医学、

法学专家共同不遗余力地呼吁。

救命药、罕见药、便宜药，

往往是最对症的药，而医务人员

面对疾病恶魔的挑战，有时却因

为没有合适的“武器”而败下阵

来，这让医生无奈，让患者痛苦。

从 2010 年 21.74 元的甲氨蝶呤、

0.21 元 的 麦 角 碱、60 元 的 BT-

PABA、0.3 元的青霉素，到 2011

年鱼精蛋白，再到 2015 年的抗蛇

毒血清，《医师报》一遍又一遍

地呼吁，政府要发挥调控职能，

既要防止某些药品暴利，又要调

整某些零利润或者过低利润的药

品，使其利润合理化。规范“紧

缺药品”的定价机制，做到公开化、

规范化、科学化。

记者手记：尽管此类药物还面

临着“消失”的命运，但《医师报》

对此的关注从未间断，并将不断关

注下去，期待更多媒体同行为挽救

救命药和便宜药的命运出力。

2014 年，部分省市医疗机构

只招收博士的招聘信息集中出现，

《医师报》记者对此现象进行了

报道。

文章刊登后，有医师爆料，博

士医生在市级三甲医院被“排挤”

的现象严重。于是，本报记者深入

当地采访，发出了《被“驱逐”的

博士医生》和《博士出走：怨“种

子”还是怨“土壤”》两篇文章，

力图找到博士医生出走之因，并为

博士医生如何应对自己当前处境作

出解答。

影响：该系列报道发出后，网

络上多家媒体进行转载，当地市级

领导约谈医院院长，事件也引起了

医院管理层的重视。而系列报道也

获得了省部级新闻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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