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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社出品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年会 2017
暨第十六届中国呼吸医师论坛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年会 2017 暨第十六届中国呼吸医师论坛将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 -25 日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会议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主办，将秉承“促进职业发展与

行业管理” 的宗旨与职责，着眼于全国呼吸医师的职业发展与行业管理，专业规范化培

训，兼顾前沿性与实用性，紧跟国际呼吸病学发展的步伐和方向，以提高呼吸医师的医

疗技能和服务水平，促进中国呼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本届年会将邀请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专题报告，操作示范演示，主要内容除了

涉及呼吸专科知识与技术进展，呼吸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版块外，还包括呼吸疾病研究，

呼吸疾病预防，基层呼吸疾病防治，呼吸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毕业后医学教育（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呼吸与危重症医学（PCCM）专科医师培训），呼吸相关职业规划

与发展，法律法规与医疗政策，科室管理、医学人文等主旨论坛。期间还将设立院长论坛，

科主任研修班，探讨呼吸学科发展方向与途径，传播思想，凝练文化，探求学术，培育

人才，促进呼吸学科发展。

会议时间：2017 年 6 月 22-25 日

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

承办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协办单位：四川省医师协会

大会网站：http://www.cacpchina.org

联系人：刘雪菲   代华平 

电话：010- 52800700     手机：18601208209     邮件：cacp2017@126.com

培养青年医师的首要目标：科学临床思维
医学是一门有关“不确定性”的科学和概率的艺术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刘先胜

注重细节是提高临床

思维的最为重要也是最根

本的途径。作为临床医生，

在临床诊断及临床决策过

程中，如何遵循原则，把控

细节？第十四届中青年呼

吸学者论坛上，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健教授

带来《谈谈临床思维的几个

原则与细节》专题报告。

科学的临床思维是提

高临床决策水平的基础。

康健教授将抽象的临床思

维形象地视为高超的临床

艺术，功夫深厚的临床医

师就像一位才华横溢的音

乐大师，可以用枯燥的数

字音符谱写出一首首旋律

优美的华章 。

临床医学教育之父奥

斯勒说：医学是一门有关“不

确定性”的科学和概率的艺

术。这种“不确定性”实际

上是由临床问题本身的特

征所决定的。面对复杂的临

床表象，必须具备正确的临

床辩证与思维能力，青年医

生需要培养敏锐的思维和精

准的决策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临床思

维与临床经验不同，后者需

要积累、沉淀和长期的培养，

而前者明显不同，青年医生

必须在临床初期就要开始正

确培养，一旦养成错误的思

维方式及经验，不仅改变难

度极大，而且会导致医疗过

程中的惨痛教训。因此，掌

握科学的临床思维方式是青

年临床工作者的首要目标。

无论科技如何发展，

检查技术如何先进，病史

及体检在临床诊断中至高

无上的地位仍无可替代。

采集病史并非漫无目的地

瞎问，“问谁，怎么问，

问什么”，都体现出一名

临床医师的基本素质。

康 健 教 授 曾 在 2016

年的中青年呼吸论坛中

专门对此做了专题报告。

他提到一例年轻患者，经

检查诊断为“双肺间质性

肺炎，伴有明显的纤维

化”，通过仔细询问病史，

逐一排查，怀疑与其在工

厂用了长达数年的“黑心

棉被”有关，继发性间质

性肺炎可能性大，同时又

巧妙的问到患者当时有

一位同居女友，虽然已是

前女友，仍然颇费周折的

取得联系并说服她前来

就诊，经询问得知前女友

同样有咳嗽，也有双肺间

质性病变，进一步证实当

初对病因推断的可能性。

在今年的中青年论

坛年会中，康健教授提到

另一病例，更好的诠释了

病史采集中应该“问谁，

怎 么 问， 问 什 么”。17

岁女性患者，高中在读，

恶心、呕吐3周，入院1周，

做了很多检查，请多科会

诊，逐一排除了引起呕吐

的各种中枢性和周围性

原因，依然无果。康教授

看患者时，询问其母亲得

知该患者无男友，就诊前

一个月例假正常。再单独

询问患者更知心的姐姐，

最终了解到她确实有男

友。最后超声显示“宫内

早孕”。

由于忽视病史询问或

体格检查而造成诊断延误，

甚至让患者付出生命代价

的案例不在少数。目前，

某些医生过度依赖临床广

撒网式的检查，导致基本

知识与技能的贫乏与萎缩，

这种现象令人深思。

详细而又不失重点

的病史资料和体格检查

是临床思维的根本。

康健教授特别提到

诊断学的几个基本思维

原则，并结合真实案例，

生动地阐述了遵循科学

思维原则的重要性。包

括：（1）能常见病解释，

不少见病解释；不能圆

满解释时，不可忽视少

见病；（2）能一元论解

释，不多元论解释；（3）

能器质性解释，不功能

性解释。

同时经过缜密思维

与推理，厘清内在可能

的逻辑关系，包括现象

与本质、共性与个性、

局部与整体、主要矛盾

与次要矛盾等。

“如何站在巨人的

肩膀之上看得更高更远，

是青年医生需要掌握的

基本才能。”

近 年 来， 呼 吸 专 科

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

及时了解专科领域的前

沿信息，方能做出最佳

诊断和决策，制定更好

的治疗方案为患者服务，

临床医学也是一门与时

俱进的学科。

实践告诉我们，对某

一 疾 病 进 行 判 断， 从 多

学 科 的 角 度 出 发 往 往 比

从单一学科出发更科学，

不仅需要纵向看，还需要

横向看。

此次会议中由西京医

院提供的一例淋巴结肿大

病例可知，初诊过程中，

将思维局限在淋巴结本身

疾病，诊断陷入死胡同，

历经数次淋巴结活检仍未

能确诊。后通过阅读学习

大量相关文献，通过横向

思维分析，并向相关科室

请教学习，最终明确是由

于浆细胞异常，IgG4 异常

增多导致的系统性疾病。

由于青年医生认知能

力及判断能力有限，缺少

因时空差别引发的相关改

变的认识，导致决策能力

相对缺乏，容易陷入直线

思维方法。如对于前后两

次 CT 提示，同一肺节段

性实变影，前后影像显示

有缓慢增多趋势。前后时

间如果分别是 5 d 或 5 个

月，临床考虑的病因将会

完全不同。最能说明此思

维方式的就是关于影像发

现的肺结节诊治问题。结

节在不同的时间段的大小

变化，特别是体积倍增时

间均是反应结节性质的重

要指标。在空间上与胸膜、

肺血管、肺门、纵膈淋巴

结之间的关系变化也是判

断其性质的重要依据。

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观

念已不仅仅单纯局限于疾

病，并非患有疾患的个体

不仅是一个生物人，而且

是一个生活在一定自然和

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因此，

在对患者诊治决策中，定

要综合考虑其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和心理因素等。

临床思维的根本  

诊断学的基本原则

及时跟进专业领域的前沿信息 

加强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的联系  

加强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思维能力

加强人文医学与生物医学的结合

刘先胜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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