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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中國新聞

「夜班，太平無事，半夜一點，搶救室門開，
一老頭一路小跑進來，邊跑邊喊：我要死了，我要
死了！然後一頭栽倒在搶救床上，呼吸心跳停止，
三分鐘後搶救成功。心電圖提示大面積心梗。總結
：第一，要有自救意識。第二，要熟悉醫院的地形
。第三，簡明扼要的有效溝通異常重要，尤其生死
攸關時！」

這條風格幽默詼諧的微博瞬間被轉發過萬，在
于鶯的微博中，每條的轉發量幾乎都在三位數以上
。連她自己也沒有想到，只是跟風開通的微博會讓
她成為網絡爆紅的明星醫生。三個月來，于鶯發布
了600多條微博，吸引了43萬粉絲，創下三天之內
收粉11萬的紀錄。

在她的微博中，有對工作趣事囧事的 「爆料」
，也有對醫院形式主義的不滿；有對醫療知識的科
普，也有對生活瑣事的嘮叨；有對病人無理取鬧的
直斥，也有對患者傷病不治的哀慟。看慣了冷冰冰
的白大褂的網友們，在她的微博中看到了一個有喜
有怒、會搞笑耍寶又會專業治療的全新的醫生形象。

面對患者指責 不動真氣
作為一名急診科的主治醫師，被患者誤會遷怒

是于鶯的家常便飯。
「我覺得醫生的心態，尤其是急診科醫生最牛

的就是─就算家屬、患者指着你鼻子罵娘，你也
要波瀾不驚的問診、寫病歷、查體、開藥，然後微
笑着告訴他拿着就診卡去交費，在哪裡抽血，在哪
裡檢查。如果大夫動了真氣、心慌、手抖、嘴哆嗦
，那你就輸了！如果因此開錯化驗、開錯藥，那你
就徹底的輸了！謹記！」

不過即使身處醫療糾紛最為高發的險地，于鶯
卻常常在微博上主動發表麻辣觀點。

「整整 2 周前做的淋巴結活檢，一周時告訴我
要討論，十天前告訴我要做免疫組化，今天告訴我
要加做四項免疫組化。親！千萬別在下周一告訴我
還要做T細胞重排！最後出個沒有診斷治療價值的

報告─反應性增生！您就不能一氣呵成全做
了呢？病人等得焦急脾氣自然暴躁，這不增加

矛盾麼？不行，要和病理科討論去！」
微博一發出，立刻引發了網友對於

醫院過度醫療和手續繁複的大討
論。有網友評論說： 「一天
可以檢查的東西非要五天來

檢查，長時間的病痛折

磨加上高額的醫療費用，病人的煩躁心理到達了臨
界點就必須找出一個發泄對象，醫生成為第一個挨
罵的對象。」

三個小時之後，于鶯又發了第二條微博
： 「找到了病理科的老師，真是非常困難
的病例，考慮 T 細胞淋巴瘤……冷靜下來
想想，診斷惡性腫瘤，尤其是年輕患者，
的確需要慎之又慎。辛苦了，病理科老
師！」

這條有理有據的回應，讓這個最易
引爆患者焦慮和不信任的問題被成功紓
解。有網友在評論中表示理解： 「如果2
周能對一個疑難的病理弄明白，那已經
很不容易了！並非所有的病都能看透
。」

率真性情微博 不火也難
打開于鶯的微博，每一條下面幾乎都可以

看到這樣的評論。
「一直在看你的微博，很喜歡你的睿智，

幽默，灑脫……顛覆了我對醫生的看法。」
「女大夫微博火了，值得慶祝！我就得意

這些有血有肉的真性情微博，沒有大道理，談
談心裡話，有點小幽默。」

「喜歡于醫生這份直率，這份職業心。醫院
這個治病救人的非常地帶，在當今物質世界裡被
腐化……當你的身影掠過，能再見做一個醫生的
良知。」

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莊一強接受大公報採
訪時表示，女醫生的微博熱折射出現實中醫患之
間的溝通不暢。 「現實中，醫生總是以一種高高
在上的形象出現，一開口就是患者聽不懂的專業
術語，嚴肅不近人情，和病人有距離感。于鶯的
微博直率、真誠，說話詼諧幽默，給人親切的感
覺，讓大家知道原來醫生也和我們普通人一樣：
醫生也會怕胖、也會操心女兒的教育，也會因為
校車事故而難過、因為公車濫用而憤怒。這種微
博體現出的共情，讓醫生和患者拉近了距離。」

莊一強說，因為率真，于鶯並不刻意偽裝自
己，好的壞的都在公眾面前表示出來，還經常自
曝其短，把自己工作的辛苦、憤怒都表現出來。
大家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普通的醫生，就會理
解醫生並不是救命的神，也有無能為力的時
候，也有疲勞和委屈。

在她的微博裡，大家似乎又找
回了那個久違的白衣天使的形象。

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莊一強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
示，醫患矛盾是社會矛盾的一部分，必須建立一個真正
互信的關係，醫患矛盾才能得到根本解決。沒有互信，
即使事件的情景、最終的結果是相同的，但對事情的看
法也可能被解釋成完全不同的企圖。

在現實社會中，由於政府投入不足，一些醫院必須
「自力更生」 ，依靠賣高價藥甚至過度醫療賺取利潤，
一些醫生收取 「紅包」 ，這些都深深傷害了原本就十分
脆弱的醫患信任。對於患者來說，因為是自己掏腰包看
病，對醫生的要求就會特別高。病人把醫療行為當做一
種消費行為，認為 「我給你錢了，你就要把病看好，看
不好就對你有意見」 ，但醫學並不是給錢就一定能看好
的，還有一個概率問題和自然科學規律的問題。

在當前優質醫療資源嚴重匱乏的條件下，許多醫生
每天要接待幾十位患者，有時與每位患者的交流時間不
過幾分鐘。患者在苦等十幾個小時甚至是幾天之後，往
往無法接受三兩分鐘就被打發的結果；而一旦治療效果
不能如意，很容易將怒火發泄到醫生身上。醫患之間缺
乏有效溝通，醫生特有的專業性也常常令病人敬而遠之
。于鶯的微博在將一個真實的自己展現給粉絲的同時，
坦誠地同粉絲交流，用直白詼諧的語言答疑解惑，贏得
粉絲的歡迎，為醫患關係趨向和諧打開了 「一扇面向春
天的窗」 。

❶ 「內科大夫出急診，最怵就是肚子疼。隔着肚皮，誰也看不見
哪裡出問題。說疼就疼，一眨眼貌似又不疼。說拉稀就拉稀，說不拉
屎，乾脆連個屁都不放。有時就是一泡屎鬧的！育齡女性需警惕宮外
孕，老年人需考慮心梗，高血壓的需留神動脈夾層，小孩需思考腸套
疊……患者只要肚子疼，大夫就開始頭疼。」

點評：現實中人們對醫學的認識存在誤區，總覺得什麼病醫生一
瞧就都清楚了，不然就是水平低、沒責任心，事實上診斷並沒有那麼
簡單。于鶯用風趣詼諧的語言讓網友了解，小小的肚子疼卻是醫生急
診中最頭痛的問題。

❷ 「一餐飲界好友，體檢查出重度脂肪肝，惴惴不安！問我脂肪
肝咋回事？我流着口水對他說：你天天跟吃喝打交道，總知道鵝肝吧
，不停灌食物又不讓鵝運動，才能養出肥美的鵝肝，估計您老的肝也
是那樣又肥又膩，脂肪顆粒嘩嘩的，口感應該很不錯滴喲，聽的那兄
弟一身白毛汗……」

點評：醫生經常用一些艱深的醫學術語對病人進行解釋，但病人
聽了也不懂；于鶯的科普通俗直白又生活化，讓大家很容易接受。

❸ 「今天有一件激動死鳥的消息！就是12月22日我要去獻血！我
以鮮血為代價換來三天休假！三天！整整三天啊！72小時啊！打了三
個電話給醫務處，第一個電話報名！第二個電話核實！！第三個電話
確證！！！激動的我要語無倫次了！不就是一次不尋常的量大的 『大
姨媽』 麼！！！」

點評：在于鶯特意的詼諧誇張下，人們看到了醫生的辛苦勞累。
最後重口味的比喻則讓網友們紛紛感嘆： 「沒想到啊，醫院也是藏龍
臥虎之地，也有這麼好玩的女醫生。」

❹ 「這個月第二個類似的病人。30歲，吃不下飯，消化道全程擴
張，每天從胃管裡引流出三千的胃液和膽汁，極度消瘦。上一個是低
分化腺癌，極惡，診斷明確無法手術，也耐受不了化療。這個恐怕也
是一樣的結局。所以當有人問我，為毛每天那麼high？那我問你，面對
無法預知的明天，你還有什麼理由不high？」

點評：即使每天面對死亡和病痛，于鶯表示依然要high起來。她
的豁達和灑脫讓人們看到了撲面而來的朝氣和更多熱愛與珍惜生活的
理由。

❺ 「早晨剛進辦公室，跟進來一群家屬，噗通跪倒在地嚎啕大哭
，然後開始指責我們見死不救。拉不起來，我說什麼也根本聽不進去
，搞得我一頭霧水。於是，我退後兩米大吼一聲：你們多鬧十分鐘，
病人就耽誤十分鐘！這才不哭，說是想把周三的檢查挪到今天做。後
來順利解決，可要是加不上呢？接着該怎麼鬧？」

點評：于鶯用幽默婉轉的方式敘述尖銳的醫患矛盾，讓人們能體
會到醫生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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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10月7日開通微博至今，北京協和醫
院急診科于鶯的粉絲數從幾千暴漲到43萬，成為了
名副其實的明星醫生。言語麻辣活潑的她在微博上嬉
笑怒罵，向大家展示醫生不為人知的無奈與辛苦。時
不時抖出的中國版 「急診室的故事」 ，更是深受網民
熱捧。在醫患矛盾為人關注的今天，于鶯的微博熱被

看作 「為醫患和諧打開了一扇面向春天的窗」 。然而這種狂熱追捧背後，
卻恰恰是現實中醫患溝通不暢的體現。 本報記者 吳昊辰
{ }

專專家點點評

一扇面向春天的窗
急診科女超人于鶯微博摘錄

▲元旦期間，于鶯做客江蘇衛視健康服務類節目《名醫》

◀于鶯和病
人交流

▲上班前，于鶯在協和醫院的休息室裡陪女兒玩
新華社

▲于鶯和同事查看掛在牆上的病人情況記錄，以便安排
下一步工作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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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大夫看來，醫患溝通是一門藝術，是每個醫生的必修
課 孟浩強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