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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月臣，山东省耳鼻喉医
院耳神经-侧颅底外科主任，
第十届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分会中青年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分会副主委，欧洲
耳科及耳神经学会(EAONO)
国际会员。

2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实
习大夫，那时候我们要学习给

患者抽静脉血。
虽然之前在脑子里模拟了

数百上千遍，但真正拿起针给
患者抽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紧
张。记得，那是一个中年女患
者，第一针下去，我因为手太抖
根本没抽出来。“你别紧张，你
没问题的。”她鼓励我。我又硬
着头皮下了第二针，还是没成
功。“再试试”她没有一句责难。

就这样，我大概第四次才
成功地给她抽出血来，但是她一
点都没有生气。我知道，那时候
她如果大吵大闹，要求换人，可
能对我作为一个医生起步阶段
的信心打击会非常大。但她给了
我成长的机会和信任。

多年之后，我还是会时时
想起她，我很想谢谢她。这些

年，有些时候可能存在一个医
患间信任度减弱的问题。但实
际上，病人更多的信任，也才会
有更多的医生更有勇气去挑战
一些可能承担风险的手术和治
疗，最终拯救更多的患者。我一
直觉得医生和患者应该是战友
关系，我们在面对共同的敌人
疾病，我们需要，肩并肩。

医师节，三代医生对患者深情“告白”

““这这一一次次，，换换我我们们来来说说谢谢谢谢””
8月19日，是第二个中国医师节。我们常常见到病人，在出院后通过各种方式各种平台表达对医生的感

谢和感恩，但少有机会听到医生对患者的心声。其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埋藏着对患者深切的情感。医师
节到来之际，国内著名耳鼻喉医院——— 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的老中青三代医生代表，说出对患者的“告白”。

樊兆民，山东省耳鼻喉医
院耳科中心主任，作为国内一
线耳科学家，樊兆民在显微耳
外科、耳神经外科和侧颅底外
科领域居国内领先水平。

从医几十年，常常有一些
病人会从很远的地方专门奔着
你来看病。有一个9岁的小女

孩，双耳都有先天性的胆脂瘤，
胆脂瘤穿破鼓膜，听骨都破坏
了，耳朵还流脓。这样一些生活
中小的声音她就听不到了，成
绩因此下降了。

她的父母带着她专门来找
我。我们分两次给她做了手术，手
术效果很好，她的听力基本上恢

复的和正常孩子一样了。有一天，
她很开心地跟我说“樊爷爷我一
定要亲自做一个礼物给你。”不
久之后，我收到了一张小卡片，，
上面稚嫩的笔触画了一些很可
爱的小花。

后来孩子出院了，需要定
期过来换药，她的家长还是坚
持来找我换。我劝他们换药找
年轻大夫也可以，但是她的家

长很坚持。这种从头至尾坚定
的信任，让我心有感叹，每每更
加体会到责任的意义。

我想说，感谢病人对我的
信任，我一定会尽我全力去治
疗病人。虽然我不能说百分百
一定能去除你们的病痛，但我
们肯定是百分百努力去医治你
们，这点我可以保证。

毛彦妍，山东省耳鼻喉医
院耳外科主治医师，山东大学
博士。师从著名耳科专家王海
波，主持并承担多项国家及省
部级科研项目。

我记得我那天特别忙，从
早上到了门诊外面就排着长长
的队伍。我连着看了四个多小

时，真是有点累得不行了。
我正与病人交流的时候，有

位中年男性进来等候。病人情况
复杂一些，年纪也大了，需要我
一遍遍给他解释，但我眼睛的余
光看到等候的那位病人的焦急。
跟眼前的病人交待完最后一点，
我闭上双眼长出了一口气，然后

睁开眼准备接待那位病人。
“大夫你喝口水，我等着

你。”我没想到他跟我说了这样
一句话。不是客套，他坚持等着
我打水，喝下了连续工作四个
小时之后的第一口水。

我一直记着这位病人，这
份理解和关怀，谢谢他。我一直
觉得，医生和患者之间，多一些

理解和情感的沟通，是很重要
的。医学界有句很有名的话：有
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
安慰。但现在的现状是，有时候
医生真的太忙碌了，没有那么多
的时间去跟患者细致交流。“治
愈”做的更多一些，希望我能有
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努力去做
到帮助和安慰他们。

抽血三次没抽出来，她还笑着鼓励我

那个9岁的小女孩，给我画了一幅画

他说大夫你喝口水，我等着你

山东省胸科医院结核内科主任高绪胜：

结结核核仍仍在在身身边边，，““耐耐药药””形形势势严严峻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焦守广

脑膜炎久治不愈，原

是结核作怪

高绪胜自1994年参加工作
以来，一直从事结核病临床诊
疗和控制管理工作。26年来始
终战斗在结核病防治一线，他
与结核病可以算得上“老熟
人”，面对“白色瘟疫”他毫不畏
惧，治愈了无数结核病患者，让
许多几近绝望的结核病人重新
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作为一所省级专科医院，
山东省胸科医院收治了来自全
省乃至全国的危重症结核病患
者。28岁的吴磊(化名)是一名
乡村医生，因为休息不好，过度
劳累，患上了肺结核，继而引发
结核性脑膜炎。结核性脑膜炎
主要表现为高热、头疼、呕吐，
严重可致昏迷，不及时治疗可
危及生命。

吴磊在当地医院被确诊为
脑膜炎，治疗一段时间仍不见
好转，随即被转到了山东省胸科
医院。“来的时候非常严重，整个
人是昏迷的。”高绪胜告诉记者，
对吴磊经过颅脑CT、胸椎穿刺、
抽血化验等一系列检查后，确认
是结核引发的脑膜炎。“凶手”
找到了，也就明确了治疗方向。
可喜的是，经过一周左右的治
疗，吴磊便恢复了意识。

结核性脑膜炎属于中枢神

经系统结核病，大约占所有结核
病例的1%。即使接受过治疗，结脑
的死亡率仍然在10%～36.5%，因
此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十分重
要，但由于结核性脑膜炎复杂多
变，缺少特异性，又缺乏有效的检
测手段和统一的标准，因此鉴别
和诊断是结脑面临最大的难题。

“耐药性结核”成结核

防治重点

“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
高绪胜告诉记者，目前在我国，
结核病还是一个严重危害人们
健康的传染病，尽管发病率逐
年下降，但结核病防治工作仍
然任重道远，尤其是对耐药性
结核的防控。

“结核病很特殊，无论是医
生还是患者，无论是预防还是

治疗，必须都要做到规范规
律。”高绪胜介绍，耐药结核病
治疗难度大、费用高、成功率
低，一旦发生耐药，临床治疗的
难度将大大增加。

作为山东省胸科医院结核
内科主任，高绪胜还兼职山东
省结防中心临床指导科主任和
山东省结核病质量控制中心副
主任，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便是
为各个地市医疗机构提供结核
病临床规范诊疗指导，促进耐
药结核病的防治。

对一种以上抗结核药物耐
药的结核称为“多耐药结核”，那
么耐药结核是如何发生的呢？高
绪胜介绍说，这主要与结核病的
治疗管理不善有关，包括患者用
药不规律甚至擅自停药等。抗菌
药物的不适当或者不正确使用，

或者使用无效药品配方，以及过
早中断治疗，都可以引起耐药
性，并可进而造成传播。

据了解，目前耐多药结核
病的治疗正变得愈加困难。治
疗选择方案数量有限且费用高
昂，某些药物紧缺，且病人会遇
到许多药物副作用。某些情况
下，甚至可能会出现更为严重
的耐药结核病——— 广泛耐药结
核，它有效可用药物更少，治疗
难度更大。

“假设我是患者我会

怎么想”

比起一般病人来说，结核
病人承受的心理压力更重，很
容易产生自卑、自暴自弃等情
绪。面对结核病人，高绪胜总会
站在患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
全方位地了解病人的身心需
求。“作为医生要学会换位思
考，假设我是患者我会怎么想，
我希望医生怎么和我交流，需
要得到哪些帮助。”

曾经有一位外地的病人长
时间高烧不退，慕名来到医院治
疗。住院三天，不见退热，家属产
生了焦躁情绪，对值班医生大发
雷霆。高绪胜得知后，放弃周末
休息，到医院认真听取家属的陈
述，耐心解释疑惑。在治疗的过
程中，患者及其家属们由衷地
说：“高主任，你的话说到我们的
心坎里了，比药物还管用。”

心中装着病人，注重换位
思考，理解病人的难处，主动、热

情与病患沟通，得到患者的理解
与信任，才能为有效治疗铺平道
路，构建温馨和谐的医患关系。
高绪胜创建的“无投诉病房”，做
到了病房常年无患者投诉，社会
美誉度和患者满意度大大提高。
曾被省卫生厅授予“山东省服务
优秀示范病房”。

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大传
染病之一，主要以肺结核
为主。虽然我国肺结核报
告发病率、死亡率明显下
降，但在高绪胜看来，结核
防治工作依旧面临着诸多
挑战，目前我国仍是全球
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
一。特别是因为治疗不规
范、服药不规律，耐药性结
核病有上升趋势。

高绪胜为病人检查病情。

◇专家简介

高绪胜，
山东省胸科医
院结核内科主
任、主任医师。“山

东省卫生计生系统医德标兵”
“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
得者“齐鲁先锋”、“山东省卫生
系统‘三好一满意’服务明星”

“抗震救灾”二等功获得者“优
秀援疆工作者”。中华医学会结
核病分会委员、国家CTCTC临
床专家、山东医学会结核病分
会副主任委员、山东医师协会
结核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专业
特长：擅长肺结核、各种肺外结
核及其并发症的诊断、鉴别诊
断及治疗。耐药结核病的治疗;
肺部病变的疑难杂症的诊断及
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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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孔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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