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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怎样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离就医误区，让你就医时不为分科过细所迷惑，不为程序复
杂所烦躁，在与医生零距离接触时，学会叙述病史等就医指南知识。
    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给走进医院大门的病人一根手杖，帮助他们在就医过程中明智一点，灵活一
点，冷静一点，和医生进行良好的沟通，共同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远离就医误区>>

作者简介

　　蒋泽先，南昌大学-附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口腔医学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40年，是江西省口腔颌面外科学术带头人之一，主编医学专著
数部，发表医学论文80余篇，报告文学10余部，计400余万字，被多家报纸、网站媒体转载或连载，其
医学科普作品更是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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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选择医院的另外一些参考条件　　（1）医院就诊者是否过多？
　　当今从购物到就餐，人们常要看看环境如何。
生病后都希望能在一个既清洁又安静、病人不太多、医疗技术好、服务也周到的医院里进行诊治。
　　有些人则不然，遇事先看别人，吃饭要看哪家“火爆”，购物也挑人多的地方去，得病后则打听
哪个医院大、病人多，认为病人越多，挂号越难，看病质量就越好，头天晚上就去排队挂第二天的号
。
这些想法多是由于“从众”心理造成的。
其实，病人太多的医院里，医生忙不过来，只能缩短医患交流的时间。
这样，病人难于把病症介绍完全，医生也无更多时间仔细了解病情全部，解释工作也只能三言两语。
当本应得到的医疗服务未得到时，有的病人可能还察觉不到。
因为选医院时就认定要去大医院，哪怕只看很短时间也都认了。
其实，看病全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病情越复杂需要的时间越长。
无论大病、小病都挤在一个医院，医生看病时间很短，诊断欠准、治疗欠细就有可能发生，患小病者
几分钟就看完了，而挂号、候诊花费的时间更多，你说合算吗？
大城市里医院很多，一般常见病都能得以治疗。
如果不是病情需要，过于拥挤的医院应该不是首选的医院。
　　有的单位参加了“医保”，大家互相比都选大医院，结果造成某些医院过度拥挤。
这种失衡状态，除了靠医疗行政部门进行有效管理和合理疏导外，病人也要心中有数，勿让“从众”
心理影响自己对医院的选择。
　　（2）检查、化验是否过多？
用药是否对症、便宜？
　　疾病诊治需要一个过程。
复杂的、不典型的或少见的病例更不可能看一次门诊就完成。
所以，一次门诊就开出一大堆化验和检查单，势必会造成浪费。
可先做几项检查，然后根据病情再逐步补充进行，这样可能更合理、省钱、省事。
　　现在有一些医疗机构（诊所、研究中心）登出广告，免费做无痛苦、无创伤的“高级检查”，总
能检查出几种病，然后让病人购买他们自配的药，往往开出的药量大，药费高达几百元甚至过千元。
当遇到检查单开出太多、药费过高的情况时，病人需谨慎行事，尽快换个医院作比较。
　　（3）医生解释工作如何？
　　经治医生在诊治疾病的某个时段有责任向病人介绍病情，告知如何调理疾病和服药方法等，也要
答复病人提出的与疾病相关的一些问题。
这样的医疗服务是选医院的参考条件之一。
　　（4）这个医院是否住院难？
　　有些大医院门诊、急诊病人过多，想要住院十分困难。
当患了重病、急病而住不上医院时，将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和苦恼。
所以，选医院时要了解住院难不难。
其实你自己也可判断，若门诊病人过度拥挤时，住院难度往往会很大。
　　（5）医院窗口服务如何？
　　看病过程中常会遇到挂号、抽血、输液、化验及诸多项目的检查，要看一看每个窗口等候时间、
服务情况等，这些窗口往往是医院整体服务状态的反映。
　　咨询资料：　　（1）医院的历史和办院成长过程。
在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的综合医院均有百年历史，短的也有50年以上历史。
它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医院文化和医疗特色。
　　一个综合医院水平可以从几个方面看：一是病人，就诊病人较多，就诊病种较多；二是专家人数
（专科医院例外），各类型、各病种专家较多；三是设备是否先进，是否为全国领先或该省该市县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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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2）病人口碑和社会舆论。
有些医院住院的医疗质量、服务态度几十年如一日，评价一直是优秀，即使看到或听到这家医院发生
了医疗纠纷也要辩证地去看，不能因为一粒老鼠屎毁了一锅汤。
医院本质是好的，、大多医生是好的，不能因发生一起不良事件就全盘否定一家有悠久历史的医院。
　　医学是经验学科，一是要多看，二是要多做。
例如对某一个难度大的手术，一个最好医院的’老医生一年只做三四次，而省里大医院的年轻医师可
能一个月就可以做七八次。
例如做手术，县级医院可能做四个小时，省级医院可能只要2小时就可完成手术。
再例如在县城或基层医院认为是疑难病，也许在省城不是；也许在省城是疑难病，在北京、上海、长
沙、武汉诸大医院也许不是。
同样一种病，省城专家诊断可能只要半小时，而基层医院多次会诊还难有结论。
所以有时不能以看病时间多少论医生态度好坏，这叫少见多怪，多见不怪。
医生的水平就体现在多见、多闻、多做、会总结、多总结的水平上，所以不能以笑脸的多少去评价一
个医生的好坏，不能以看病的快慢去评价一个医生的医疗质量好坏，医生治病的功夫在“病”外。
一个医学博士说得好，为了弄懂这个病，他读了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
而诊断这种病，也许只要花10分钟。
医生经验的积累需要知识，更需要实践。
病人在选医院选医生时要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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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就医指南！
远离就医误区！
少花钱，明白就医！
解决医患矛盾！
　　就医是一门学问：如何选医院？
如何选科室？
如何选医生？
如何做一个聪明的病人？
如何和医生更好地沟通？
如何远离就医面临的误区？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些就医知识，《远离就医误区：做自己的健康顾问》为你揭密！
远离就医误区，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愿你读完这本书有所获益，愿这本书成为你就医时的朋友。
一旦在手，就医无忧；拥有本书，牵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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