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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离院=请假？
 ▲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患关系办公室 樊荣 

新闻背景

近日，在国内某知名报纸刊登《住院患者要请假，别轻易“亮绿灯”》一文。文中讲述，科里

一位 53 岁的女性患者应某在住院做基础检查期间，按程序请假回家，在返程路上因赶公交车跌倒，

造成髌骨骨折。

那么住院患者离院是请假手续吗？医务人员可以准假吗？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风险？

消失的血袋  40 万代价
▲ 北京金栋律师事务所 唐泽光

几年前，患者高某因腹泻到北京某医院就诊。医生以“消化

道出血，消化性溃疡”将患者收入消化科住院治疗。

当天下午 15 时，医务人员为患者输入悬浮红细胞，几分钟后患

者突然出现焦躁不安、不能平卧的症状，并自行将输血管拔出，家

属紧急呼叫医生。

15 时 20 分 , 患者呼吸、心跳骤停，经医生抢救后，患者

心跳恢复，但自主呼吸始终未恢复。17 时 10 分，患者被转入 

ICU，靠呼吸机维持生命。8 天后患者死亡，死亡诊断为“高敏

反应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焦点一  患 者 输 血 时 发 

生 心 跳停止，医院没有当场封

存血液制品和输液器 , 而是拿

到护士站。下午 17 时医生拿来

一袋血给家属看，随后装在塑

料袋中封口。当晚患者家属要 

求正式封存病历和血液 , 医院

回绝。

焦点二  7 月 15 日家属在

血液科再次见到医院保存的一

袋血，发现塑料袋口被打开过，

里边又被装进一个输液器，此

时，医院才同意医患双方共同

对这袋血液和输液器正式封存。

患方认为，根据医院血液科

《取血登记表》记载，2008 年 7

月 12 日，消化科为患者领取两

袋血，编号分别为 203 和 903。

7 月 15 日封存的血液编号

为 203。患者出现输血反应后，

医院对 203 血 液进行了复检，

血型配合，但未对 903 袋血液

复检。同时，被告未当场封存

引起输血反应的血液制品 , 不

除外护士将其他患者的血液输

给被告，从而发生严重的过敏

性休克。

焦点三  医院辩称，封存

的 203 血液为输入患者体内血

液，经过复检血型完全配合，

患 者 死 亡 于 输 血 超 敏 反 应。

903 血液未输入患者体内，已

按医疗垃圾退回血液。但医院

血液科表示 903 血液未退回血

液科，也没有按照医疗垃圾处

理的记录。

2008 年 8 月患者家属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到医院

及司法鉴定中心了解了相关情

况后，认为：被告对鉴定送检

材料的《输液、输血反映情况

登记》存在涂改、添加的痕迹

情况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亦不

能举证证明其客观真实性。被

告也无证据证明其封存的输血

器和血制品符合相关规定。此

外，本应由被告正常保管且为

患者配置的另一袋血制品查无

下落，庭审中被告不能说明去

向，故被告所提交的病历材料

和申请调取的输血袋中的血品

和输血器均不能直接佐证被告

抗辩理由。

法 院 作 出 一 审 判 决， 被

告北京某医院赔偿患者 40 余

万元。

证据的保留是维权的手段

本案中，患者死于输血，

关键证据材料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实物证据，即输血袋、输

液器和内存血液；二是病历材

料，主要内容包括《取血登记

表》《输液输血反应情况登记》。

只有上述书证和物证材料真实

有效的情况下，才能作为解决

医疗争议或纠纷的证据使用。

在实物证据收集和保管方

面，北京某医院在患者输血反

应后 3 天才正式封存一袋血液，

并且将另一袋血液丢弃或隐匿，

存在重大过错。有关部门制订

严密的规定，就是为了规范临

床医疗行为，避免错误输血，

同时妥善保存证据，以便查明

事实真相。

医生不但要将临床诊疗工

作做得精益求精，在发生医疗

意 外 时 还 要 注 意 及 时 收 集 和

保存证据，特别是涉及输血、

输 液、 手 术、 抢 救 等 重 要 诊

疗 操 作， 更 应 及 时 封 存 现 场

实物和病历资料，为医生的诊

疗不存在过错提供关键证据，

这 也 是 维 护 自 身 合 法 权 益 的

正确方法。

案例回顾

争议焦点

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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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识清楚的成年患者，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身自由是其基本的权利。

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无权限制他人的人身

自由。

而且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建立医疗服

务合同关系，患者一方有权宣布合同解除

而出院。此时，医疗机构并无权利阻止合

同的解除，因而也无权阻止患者出院。

2010 年 10 月，中国医院协会发布了《医疗

知情同意书参考指南》。其中设计了《住院患者

外出告知书》，将医务人员的告知、劝阻义务及

执行签字，与患者的知情、承诺签字结合在一起。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住院患者入院时就

向其明确告知了入院须知。其中规定不得擅自离

院或外宿。院方已经尽到了说明告知义务。患者

本人表示理解，并且入院须知上有患者本人的签

字。

患者执意要求离院，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无

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在其离院之前就对其进行了

正确的病情评估、充分的风险告知并签署《住院

患者外出告知书》进行劝阻。患者明知违反入院

须知相应要求，并理解医务人员告知的风险，但

坚持离院的，属于不配合医疗机构诊疗的行为。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即使患者有损害

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医务人员虽不能限制患者的自由，但

笔者认为在任何时候均不应同意患者的请

假。患者确有重要原因需要离院的，则应

签署离院知情承诺书，而医务人员应该充

分告知其风险、注意事项，并劝阻其离院。

根据《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

（2011 年版）》中《患者入院须知》，“6. 办

理住院手续后，服从病房床位按排，患者

不得擅自离院或外宿。擅自外出者，按自

动出院处理，确有重要原因必须离院者，

需签署离院知情承诺书，由此产生的一切

不良后果，责任自负。”

患者请假离院与自动出院类

似。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医疗服

务合同是否解除。当患者确有重

要原因需要离院的，则应签署离

院知情承诺书。

有请假申请，则必然有是否

同意的意见，从法律定性上看，

更多地类似于一种双方对医疗服

务合同的一份补充协议。有协议

内容，双方意见签字，同时还包

括协议的注意事项。在某些医院，

患者外出所签署的文书名称就是

叫做《患者住院期间外出请假协

议书》。

承诺书与协议书不同，并非

双方的协商同意。承诺书是患

者单方向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

的承诺，医务人员并未同意患

者的离院，是医疗服务合同的

中止履行。

当患者明知违反入院须知相

应要求，并理解医务人员告知的

风险，但坚持离院的，签署了承

诺书后，属于不配合医疗机构诊

疗的行为。即使患者有损害的，

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限制患者离院  谁有这个
权利

离院患者 责任自负

一律不准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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