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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医路

医学与科普

在现代行医，医生需要满

足诸多任务期待。除了医疗技

术，还有沟通。是否足够和蔼、

足够耐心、足够有同情心？当

然，眼下的中国医生还需要完

成另外一个任务：文要通晓足

够的法律知识，武要学会一身

防身本领，来保护自己。

医生形象期待  
最接近神父

如果众数世间诸种行业，

会发现：医生这一职业的标签

化、刻板化，极其明显。

可能在千万种职业中，人

们对医生职业形象的期待，最

接近的是神父。即便是灵魂的

工程师——教师这一职业，人

们都开始给予宽松的形象要求。

但医生，必须是严谨的、干净的、

和蔼的。违背这一大体形象的

医生，在第一时间，可能就让

患者开始在心里打鼓。即便医

术再高明，也难有可能获得“良

医”这枚标签。

在中国，这还与西医如何

融入中国就医文化有关。传统

的中国医患关系，主体是患者，

患者或全家自由择医求药，当

时的医生很难树立自己的文化

权威。西医进入中国后，改变

了传统的医患关系，界定了医

生对患者的“权威”。关键的

前提是，这个医生必须是能建

立起与“权威”匹配、患者可“托

付”和“信仰”的那种形象。

手机自拍  
刻板形象期待的黑白判断

如果关于“形象符合”的

任务是必须的，那回头看看我

们的医学教育，对这一职业的

培训中，并没有成系统的要求。

甚至，如果它是任务之一，是

否应在医学生录取时加入性格

测试和职业取向测试？筛选出

一类人，满足亲和力强的服务

性需求，其血管里流着尚存的

“神性”，血液里有一定水平

的“道德洁癖”，还有一些“古

道热肠”，愿意照顾别人，愿

意不计报酬多跑一趟路。他的

内心没有那么情绪跌宕，精神

世界的底盘坚稳，他的思想也

没有那么多的杂乱漫想。能够

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能够解决

别人的问题。如果要求再高一

些——能在冷静的大脑和温暖

的内心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甚至，他还必须拥有在凡

事动手（比如：手机自拍）之前，

思前想后、环顾周边方方面面、

滴水不漏的审慎周全性格。

2014 年 12 月 的“ 手 术 室

医生自拍”事件，除了“自拍”

这一动作置于医疗场景下不妥

之外，众人的反应，再次说明

各界对医生这种职业形象的唯

一期待，甚至是“刻板”期待——

不仅来自患者，还来自大众媒

体，来自医疗管理的政府机构。

此事件中，医务人员拍了

照片、面带微笑、背景还有患

者躺在手术台上……那就被公

众判为“不可原谅的坏形象”。

讨论中，愤怒情绪让事件升级，

更多的感受是对医生单一形象

期待落空的愤怒，基于刻板形

象期待之上的绝对黑白判断。

在当代环境下，因为大众

思想理性、自由、独立判断的

缺失，对医生单一职业形象的

期待仍强烈于西方。而对于承

载年轻一代医生来说，这样的

形象会越来越“刻板”“单一”，

失去活泼，失去生气。如果未

能在医学训练期间有足够的教

育和准备，上岗之后可能会战

战兢兢、如履薄冰而艰难喘气，

“思想的余裕”更无从谈起。

2015 年圣诞节，圣诞老人降临清华长庚医院，以快闪的形式，

拜访诊间、住院病房的医护人员和患者，为他们送上健康祝福和

小礼物！

这些圣诞老人，都是医院里的志愿者，平均年龄 65 岁，来自

医院周边社区的热心居民。目前，清华长庚医院已有北京市统

一平台实名注册志愿者 349 名。

清华长庚医院 袁晋程 韩冬野 摄影报道

对于从事医学科学普及的

工作者来说，如何精准健康传

播是摆在当代科普人面前的一

项重要命题。如何回答好这一

重要命题？怎样向时代与人民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无疑，

精准健康传播学也就成为医学

科普工作者终身要学习研究的

主要课目。笔者结合几十年来

医学科普的实践与思考，归结

出了精准医学健康传播“七则”。

因“人”制宜

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生理

与心理阶段，结合不同人群教

育背景实际需求与人们的接受

程度，制定精准健康传播内容，

谓之因“人”制宜精准健康转

播之原则。

美国等发达国家依据小学

生身心发育不健全，抵御伤害

能力薄弱的特点，将安全健康

教育始终放在首位，大大降低

了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率，这

就是把精准健康传播落到适宜

人群，而收获巨大效益的例证。

因“地”制宜

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流行病

学疾病谱分布，结合不同地域

实际需求与人们的接受程度，

制定不同地域的具有针对性与

实效性的精准健康传播内容，

谓之因“地”制宜精准健康传

播之原则。

我国长江流域以往多水灾，

血吸虫病流行祸及百姓，人民

政府当时依据这一地域流行病

学的特点，集中人力物力进行

全面防控，增进了抵御地域疾

病的综合能力，从而改变了“千

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

歌”的境地。

因“时”制宜

根据不同时期的季节变化，

结合不同的时节实际需求与人

们的接受程度，制定精准健康传

播内容，谓之因“时”制宜精准

健康传播之原则。

冬季早晚温度较低，温度

变化差异较大，户外运动导致心

脑血管意外发生率高（冬季死亡

“三联症”）。依据这一时节的

特点，精准健康传播与气候变化

紧密相接，大大减低了心脑血管

意外的发生率。

因“事”制宜

根据不同的公共卫生事件，

结合不同公共卫生事件的需求

与人们的接受程度，制定精准

健康传播内容，谓之因“事”

制宜。

SARS 疫 情 期 间， 我 们 对

SARS 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全过程进行了早、快、准的预

警信息及应对危机的防护举措，

避免了公众由于不了解其发病

原理及预防知识而产生的恐慌。

因“器”制宜

根据不同机体器官衰老的

发生发展过程，结合不同的组

织器官系统需求与人们的接受

程度，制定针对不同组织器官

系统的精准健康传播内容，谓

之因“器”制宜。

就人体器官中的肺脏而言，

其衰老变化的程度与大气污染、

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

业内俗称被“气”坏的器官。

依据这一器官衰老的全过程，

进行早期的预防干预的精准健

康传播尤显重要。

因“因”制宜

根 据 不 同 种 群 的 基 因 类

型，结合不同种群基因检测信

息需求与人们的接受程度，制

定不同基因组别的精准健康传

播内容，谓之因“因”制宜精

准健康之原则。

现在很多基因检测项目已

经有了针对癌症、慢性疾病等

的检测产品，我们就可根据人

群的检测基因预

知某些疾病发生的概率，

而做出因“因”而异的精准健

康传播指导，对促进我国人民

的健康必将事半功倍。

因“法”制宜

根据不同的国家法律法规，

结合不同医疗法规与政策需求

与人们的接受程度，制定不同

法规的精准健康传播内容，谓

之因“法”制宜精准健康传播

之原则。

老人跌倒扶与不扶，原卫

生部、民政部相关部门公布出

台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

南》。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

部针对老年人跌倒如何干预救

护的面向公众的一部公共卫生

指导性纲要法律文件，对于广

大民众倡导普及掌握正确的预

防与救护方法、降低老年人跌

倒导致的死亡和伤残发生率具

有重大的意义。

“电解医事”专栏⑤

医生  固化的刻板形象？
 ▲ 讴歌

精准健康传播“七则”
▲ 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主任委员 王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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