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语言不刺耳

一天，门诊来了一位

外地患者，女性，六十多

岁。我检查发现，直肠癌

确诊无疑。患者反复问我：

“大夫，我这个病是良性

还是恶性？”家属们都低

头默不作声。据我观察，

家属要是不想让患者知道，

通常都会做出暗示或表情。

今天却没有。看来他们是

希望我告诉她。

我回答：“您的病不

像是良性的。”老人好像

听懂了，重复了一句。

有时候，医生的语言

对患者很重要，怎么说让

患者不感到恐惧、刺耳，

这是一门艺术。例如，检

查患者“脱裤子”就不如“老

人家把裤子退下来，我们

得给您查查”，听起来更

舒服。冬天给患者检查，

手很凉，说一声“我的手

有点凉”患者会倍感关爱。

老人的家族史中，常有老

伴不在了，我们通常会问

“老伴挺好的？”，“不

在了”让家里人说。如果

直接问“您老伴还在吗”

老人会很不高兴。还有的

老年患者，刚进来有点紧

张，可先拉几句家常：“老

人家，多大岁数了？”这

样一来，老人会放松一些。

多讲讲 患者也许会选
择信任

  还有一次，门诊遇到一

位女生意人，直肠癌，距肛

门三厘米。许多医院看了，

让她手术，但不保肛门，要

带粪兜。患者拒绝，情绪极

度低落，说自己活不了了。

我检查发现，患者病

灶仅在局部，没有远处转

移。于是，建议她先放化疗，

有百分之二十的机会肿瘤

会完全消失，如果真的如

此，可不手术。此刻患者

双眼发亮。我进而告诉她，

“如果肿瘤还在，也不要

紧，可以选择手术，保肛

与否看放疗疗效。如果肿

瘤缩小，也可局部切除，

仍然可以保肛。再退一步，

不能保肛，生命更重要吧？

您不要悲观，我有办法！”

她听后，很激动地和我

说“顾大夫，我的生命就交

给你了！您说咋弄就咋弄，

全听你的！”。

有 时 候 和 患 者 多 讲

讲，利弊说清，患者会选

择信任，同时我们也得到

了尊重。

维 廉· 奥 斯 勒 医 生

（William Osler）是约翰

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四位创

始人之一，他在那里开创

了住培模式，该模式早已

成为国际通行的医生培训

必由之路。国内也正大力

推行“住培”，却引发广

泛讨论，甚至遇到阻力。

想对住培有充分认识，不

妨了解其根源。

奥斯勒出生在加拿大

偏 远 地 区 一 个 英 国 移 民

家 庭。 在 加 拿 大 获 得 医

学 博 士 学 位 的 奥 斯 勒，

有 着 欧 洲 培 训 经 历， 并

参与组建美国医师协会。

他 对 现 代 医 学 的 最 大 贡

献 在 于 将 医 学 教 育 规 范

化：一是坚持并最终成功

推行床边教学模式（“临

床”一词的原始含义）；

二 是 建 立 住 培 系 统。 最

让 奥 斯 勒 引 为 骄 傲 是 他

开创的医学生见习制度，

让 第 三 ~ 四 年 的 医 学 生

到 病 房 直 接 接 触 患 者。

奥斯勒认为，“学医没有

教科书，等于航行没有航

路图，而学医不看患者干

脆等于没学”。奥斯勒名

言，“聆听你的患者，他

在告诉你诊断结果”，这

句话使得采集病史成为建

立病历的第一步，也是最

被强调的一步。

奥斯勒还将英国与德

国 的 经 验 融 合 成 美 国 医

学 教 学 体 制。 英 国 医 学

教 育 的 最 主 要 特 征 是 在

床 边 进 行 医 学 教 学。 奥

斯 勒 认 为“ 临 床 ” 教 学

应 该 发 生 在 病 床 旁 边。

书 本 课 堂 只 是 临 床 教 学

的 工 具。 而 学 院 后 培 训

则 是 来 源 于 德 国 体 制。

学 院 后 培 训 在 完 成 一 年

实 习 后， 继 以 若 干 年 的

住 培。 培 训 期 间， 住 院

医 承 担 的 责 任 必 须 要 逐

年 增 加， 为 独 立 行 医 做

准备。

在奥斯勒倡导的住培

系 统 中， 在 培 医 生 是 教

学医院医生队伍的主力。

由 一 名 住 院 总 总 负 责，

带 领 数 名 住 院 医， 多 名

实 习 医 生（ 即， 第 一 年

住 院 医）。 在 当 时 的 霍

普 金 斯， 住 院 医 确 实 住

在 医 院， 全 天 值 班， 且

不 设 期 限， 往 往 耗 时 七

年 以 上， 一 直 过 着 修 行

般的生活，直到结业。

奥斯勒从根本上改变

了北美的医学教育模式。

此 教 学 模 式 至 今 仍 被 全

球 几 乎 所 有 医 学 院 继 续

照搬。

奥斯勒被尊为医学巨

人。他编写的教科书作为

医 学 主 要 教 科 书 长 达 50

年。今天，霍普金斯、牛

津，与麦基尔等著名医学

学府都还保有其雕像与命

名建筑。他对医学科学也

做出多项贡献，例如亚急

性细菌性心内膜炎时所见

的 奥 斯 勒 结 节、Rendu-

Osler-Weber 病（ 即，

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

张 ），Osler-Vaquez 病

（即，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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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随感

门诊的语言艺术
 ▲ 北京首钢医院院长  顾晋

在美国专栏

光影医路·

初涉医坛

近日，“爱的见证”摄影大赛作品评审会召开。从

200 余幅作品中，共评出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 名；

三等奖 20 名。评审会由中国医师协会以岭关爱医师健

康基金主办。

 住院医规培始祖：奥斯勒
“聆听患者   他在告诉你诊断结果”
   ▲ 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  乔人立

点评：很显然，奥

斯勒创建住院医培训一

事发生在100多年以前，

在大洋彼岸，西方文化

与社会的氛围之下。毫

无疑问，今天的医学知

识与诊断手段早非奥斯

勒所能想像。就是在霍

普金斯医学院之内，医

学教育培训体制也发生

了很大的，本质性的改

变。反而在中国的“协

和传统”乃至北医等多

处，迄今坚持的住院总

长时间连续值班等带有

极强“传统性”的体制

特征，还反映着奥斯勒

理念对中国，对今天的

中国的医学教育仍然发

挥着巨大影响。

那么，住院医培训

体制是否必要？奥斯勒当

时的医学教育理念是否已

经过时？他的培训是否符

合中国国情？接下来几篇

将逐一进行讨论。

顾晋在门诊看诊

“爱的见证”摄影大赛结果揭晓

临床医生做科研的“困惑”
▲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毕永华

作品 作者

《为爱领跑鸣枪启动》

《在这里，重获“心”生》组图

《为爱领跑激情飞越》

《鲁川同心》

《跟生命赛跑》

《健康教育进寺院》

《医师业余生活风采》

《援外义诊》

《勇于拼搏，超越自我》

《别样节日义诊》

《无影灯下》

《门诊》

《上班前的准备》

《病房里的欢笑声》

《无影灯下手术忙》

血浓情更浓

无影灯下忙碌的身影

以爱之名，身体力行	

卡瓦心脏中心手术

恪尽职守，踏实工作

清晨

二龙戏珠

她们心中充满爱

风彩

野外拓展

查阅病例

接诊

32 年如一日的坚守

蓝色梦想

护士节的白衣天使

天鹅展翅	天鹅雄姿	日出天鹅湖		

晚霞映天鹅	天鹅美

擎起危重患者生命的蓝天

门诊瞬间

健康生活，为爱领跑

轻松一刻

健康时报摄影记者	 牛宏超

湖北省武汉市协和医院	 刘坤维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王丽颖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陈宪海

苏州相城第三人民医院	 马庆华

青海省海西州卫计委	 李祖业

湖北省黄石中心医院	 刘克雄

广东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陈世洪

河南省宝丰县中医院	 王东海

青海省医师协会	 李建宁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师廷明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吴				辉

湖北省黄石中医院		 杨				玲

沈阳市桃仙机场气象中心	杨				红

辽宁省	 王佩武

徐州市铜山人民医院			柳杨青青

宁夏关节外科	 吴				勇

山西省忻州区	 王				琦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薛朝阳

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	 霍				敏

宁夏第五人民医院	 张				瑞

江苏句容市天王卫生院		郝德顺

江苏沭阳县人民医院	 薛宇坤

宁夏第三人民医院	 陈文莉

宁夏医科大学心脑血管医院	刘志军

宁夏石嘴山市朝阳医院	 孙宝江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慧茹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许洁莲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胡				浩

石嘴山市燕子墩卫生院	 徐				波

山东省东营市合德医院	 李甲臣

徐州市铜山人民医院	 张山泰

宁夏人民医院	 袁吉祥

咸宁市中心医院	 张			帆

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郭			华

一
等
奖

二
等
奖

三
等
奖

前不久，中日医院王

辰院士发文《科研实力决

定医院品质》，呼吁国人

冷静思考科研的重要性及

使命感。晚辈看后心情澎

湃，倍受鼓舞之余，想结

合自身体会，谈谈临床医

生做科研的困惑。

其一，临床如何与科

研 平 衡？ 我 去 年 成 功 申

报了国自然项目，可我丝

毫没有喜悦之情，在繁忙

临床工作的之余，如何完

成 课 题 成 了 压 在 我 肩 上

的重担，难以释怀。现在

整天不停地写病历、下医

嘱、做手术，根本没精力，

也没心情继续科研工作。

我想，只有科研团队合理

分工与协作，每个成员高

效务实地完成相应工作，

才 可 能 确 保 临 床 与 科 研

双赢。

其二，科研等于申报

基金发论文？目前，各大

医院纷纷出台奖励政策鼓

励医生做科研。有些“劳

模”发表多篇 SCI 论文，

并成功申报各种基金。这

就是真正的的科研？！我

想，两者只不过是科研的

外衣，科研的灵魂是“创

新”、“求真”。

其三，医院科研管理

虎头蛇尾。如今，当下医

院存在着重基金申报，轻

监管、服务；重论文数量

与档次，轻数据审查的管

理作风。要知道，申报基

金、发表论文不难，难在

养成良好的科研素养，敢

于质疑，求真探索。

临 床 工 作 繁 重 的 医

生，若完全不搞科研，这

该多么“安逸”。但正如

王辰院士所言，“科研实

力决定医院品质”，临床

医生做科研尽管艰苦、孤

独，但应把科研作为自己

的理想与追求，舍弃安逸

的小日子应该是值得的、

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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