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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秘密”隐瞒不说，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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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妍 郜阳 文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大学生患者就诊时隐瞒怀孕事实，耽误抢救，
最终不幸离世。这是不久前发生在某地的一起悲
剧，引发了网友对“看病”话题的热议——作为患
者，你真的会看病吗？

很多人会说，自己因大病、小病没少去医院，有
些连医生都认识，怎么可能不会看病呢？其实，看
病也讲究方法，如果缺乏医学知识，对就诊流程不
够了解，那么很可能降低看病效率。学会看病，掌
握就医“窍门”，能让你更懂得医生们的想法。

一名30多岁的女子来到复旦大

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想让知名科普

达人“恩哥”邹世恩医生帮她看病。

患者自称尚未生育，但查体的时候，

邹世恩发现其下腹部有一道疤痕，

还有妊娠纹。询问之下，患者承认

曾经怀孕生子，悄悄地说：“我和第

二任丈夫刚结婚，不想让对方知道

自己有过生育史。”邹世恩表示理

解，但也告诉患者，在诊室尽量不要

有所隐瞒，因为有些事实对于疾病

的诊断和治疗起到相当重要的作

用，一旦被隐瞒，容易误导医生、引

发误诊，从而耽误治疗。

类似的“隐瞒”之事，容易发生

在未婚女性身上。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龙华医院中医经典病房魏华凤

副主任医师说，有年轻女孩因月经

延后前来就诊，问诊时由于母亲陪

同就医，为了避免遭受责骂，便隐瞒

病史，否认有性生活。此时，医生通

过详细的问诊和体检，不能排除怀

孕的可能，会建议患者查尿HCG。

“如果患者拒绝检查，会进一步告知

检查的必要性。”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心外科

李铁岩副主任医师也表示，曾遇到

患者或家属隐瞒病情的事，对于危

重患者、心脏病患者来说，这是非常

可怕的。“前几天，我们抢救了一名

蛋糕呛进气管需要抢救的心脏病术

后患者，当时家属并未告知误吸的

病史，我们做完支气管镜后凭临床

经验推测其有误吸经历，反复询问

家属后，对方才承认。”

有的病人甚至会隐瞒自己的身

份。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乔颖主任

医师告诉记者，十多年前，病人看病

会用假名，因为觉得病情羞于启齿，

或者不想被打上“精神病患者”的标

签。近年来，看病要实名制挂号，

上述情况已不复存在。但是，有的

人会故意隐瞒既往病史或者当下

的某些症状表现，有病耻感。其

实，现在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包容度

高了，而医生出于职业道德也会对

病人的病情和病史保密，因此患者

不必有顾虑。

在网上，常有患者“吐槽”，花好

几百元抢到了一个特需号，就诊时

专家竟然只开了一堆检查单？

这种情况的确存在。患者小莫

怀疑自己得了哮喘，抢到了400多元

的特需号去看病，结果专家只给她

开了过敏源、肺功能、心电图等一系

列检查单。专家解释，第一次就诊

需要通过相关检查、检验来明确诊

断，部分检查结果当天出不来，让她

等结果出来后再来一次。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

任范江是科普达人，人称“老范”。

病人多数是来找他开刀的，因此早

已完成许多检查。对于一般能认可

的结果，他不再重复要求检查，但

会根据患者情况再补充一部分有

针对性的检查，来确保手术的指证

与把握。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门诊部

主任邱智渊表示，从门诊类型上分，

普通门诊、专病门诊、专家门诊的功

能有一定的区别。要完成一次高效

的就诊过程，患者首先应明确自身

的诊疗需求是什么。比如，第一次

因为某疾病就诊，没有完善相关检

验检查，建议在普通门诊/专病门诊

完善检查。当检查结果出来而首诊

医生无法明确诊断时，就需要专家

登场了。已在外院完善部分检查、

希望到华山医院进一步明确诊断和

治疗方案的患者，建议选择专病门

诊/专家门诊；已在规范治疗或者定

期随访的患者，建议在普通门诊/专

病门诊完善随访所需检验检查，选

择原主诊医师（团队）或者专病门诊

随访评估。“看门诊不必追求贵，而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有些患者说，冲着特需门诊“服

务好”抢到了号，在讲述病史时却总

被“打断”，觉得专家特别“不耐

烦”。对于这样的评价，其实医生心

里也很“委屈”。

“患者经常诉说一大堆与病情

无关的内容，到了关键信息又模糊

不清。”邹世恩说，“最近遇到一名患

者，从10年前结婚时的故事说起，我

理解她可能是因为焦虑，但门诊病

人非常多，时间很宝贵，所以只能打

断患者。我们需要高效交流，不要

讲跟病情没关系的内容。”

龙华医院心病科/心脏康复中

心马子霖副主任医师也坦言，门诊

时间并不充裕，在有限的时间里要

完成一次良好的就诊过程，需要医

患之间相互配合，尤其是问诊环

节。他建议患者提前做好功课，把

发病过程整理清楚，包括如何起病、

如何进展、如何缓解，以及现在的症

状，如果口述会遗漏，最好记录成文

字。这样可以提高就诊效率，也可

以帮助医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诊疗

方案的设计和调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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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之间需要坦诚相见、充

分沟通

● 红房子医院 邹
世恩：过去看病查百度，

现在看病上抖音。我的

病人有七八成是看了我

的视频来的，对疾病的

认知有所提升，沟通起

来很顺畅。

● 龙华医院 魏华
凤：遇到过抖音或小红

书上追随而来的患者，

他们会根据网上的描述

自行对号入座甚至配

药。就医前做功课可

以，但临床上诊断疾病

需要先根据病史、临床

表现、体征及相应检查

结果等作出鉴别和综合

分析，不能盲目下结论。

● 东方医院 李铁
岩：一个科室有那么多

医生，怎么选？其实，年

轻医生和老医生各有优势——老

专家经验丰富，在临床诊断、鉴别

疾病和治疗方案的选择上，经验

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年轻医

生有创新性，而且精力充沛。

● 华山医院 邱智渊：针对

不知道挂什么科的患者，华山医

院官方挂号入口已设   预问

诊。同时，医院提供“长者快捷入

口”“罕见病快捷入口”“上班族快

捷入口”“爱美者快捷入口”“青少

年快捷入口”等，方便患者找对科

室和医生，解决“知症不知病、知

病不知科”的难题。

● 肿瘤医院 董枫：我们医

院门诊量在过去十几年里翻了十

倍以上，因此提升就诊效率相当

重要。目前，来院就诊的患者的

网上预约率相当高。为了减少等

候时间，我们多年前已实现精准

分时段预约，覆盖所有常见肿瘤

疾病，大幅降低了患者的平均等

候时间。

听医生怎么说

很多医院的诊室里会贴有类似

的“提醒”：未经允许，请勿录音拍照

和录像。诊室也是公开场合，为何

不能拍照和录视频？对此，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门急诊办公室主任须冰表示，在诊

室里录音、拍照甚至摄像的行为，在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医生的出诊状态

和接诊效率，也是不尊重、不信任医

生诊疗的表现，更会让医生担忧是

否有人会在后期对录音、录像进行

恶意剪辑、合成。

当然，部分患者可能只是为了

将医生的医嘱或者健康宣教更好地

记录下来。“患者想在诊室里录音、

录像，请先和医生坦诚沟通，征得同

意后再录。一般情况下，当得知患

者的难处和需求后，医生也会理解

的。”须冰说。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来

自外地的肿瘤病人占了大多数。因

肿瘤疾病的特殊性，很多患者无法

亲自到医院就诊。肿瘤医院门诊办

公室主任董枫表示，非本人就医可

能会影响判断和诊疗的效果。但如

果患者身体条件不允许，确实不支

持面诊，代诊的家属需注意以下几

点：带好患者的身份证/医保卡；明

确患者最想解决的不适症状，将患

者饮食、二便、睡眠等一般情况了解

清楚，并收集好患者的既往病史、既

往辅助检查资料等。此外，由于很

多患者存在长期用药的情况，代诊

者需要将患者的每日用药情况和是

否有不良反应等情况了解清楚后，

准确告知医生。

如果问医生在微信上最怕看到

什么信息，恐怕相当一部分人会说

“是‘在吗’”，因为这代表对方可能

要问诊了。

“医生，我的肺结节要开刀吗？”

像这样的问题，并非一个“是”或

“否”就可以回答的。范江告诉记

者：“熟人来咨询，多半是医务人员，

有时会在微信上稍微分析一下给点

建议；但是对于非医务人员，一般不

会在微信上给予解答或建议，因为

仅凭一点点信息，容易造成误解，医

生也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去解释，还

是建议到线下门诊来看。”

乔颖身为精神科医生，很“怕”

在微信上给人“答题”。她表示，精

神心理类的疾病，不适合在线问诊，

更别说微信上了。微信上的文字交

流过程无法感知对方的表情、语言

表达、情绪变化，会干扰医生的判

断。心理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更

多是依赖医生的经验，因此需要通

过面对面的询问来分析。

董枫遇到的各类微信咨询就更

多了。多年的工作经历让他感受

到，其实很多患者并不怎么会看

病。去年，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和肿瘤医院牵头，联合华山医院、

儿科医院、妇产科医院、眼耳鼻喉科

医院，共同编著了一本《数字化时代

的智慧门诊》，教大家做“聪明的病

人”。他说，现在资讯发达，各家医

院的智慧医疗工作也让患者享受到

了更多的便利。就诊前做好功课，

可以在就医时做到心中有数，尽量

不走弯路。

花几百元抢特需号，值吗？

微信最怕看到“在吗”，为啥？

■ 了解就诊流程能让

就医之路更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