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者仁心最根本的就是责任

心，而责任心则来源于医生对职业

的追求与敬畏。

白文佩：患者是医生最好的“教科书”

人物2022年 5月 13日 星期五

Medical Science News 7

白文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大学、首都医科

大学妇产科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全科医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系副

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委员、北京中

西医结合学会更年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

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妇科内分泌与生育力促进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名医简介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因岳佩红

主委访谈

凌晨两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响起，白文佩迅速拿起接通。电话那头

值班的同事焦急地说：“主任，您赶紧

来趟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

院妇产科主任白文佩十分清楚，如果

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值班医生不会

夜里“骚扰”她。不过，她并没有着急

出门，而是先与值班医生仔细了解患

者的情况。“有时候，患者出现紧急情

况，其实并非紧急，可能只是情况少

见或疑难，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冷静地

分析。”

手机从来不关机、不离身，且音量

和振动调到最大。

从事妇产科工作 30 多年，白文佩

每天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早上六点

起床，七点半准时到科室开始工作，

查房、门诊、讨论病例、手术……虽然

忙忙碌碌，但非常充实。

要“快”一点

谈到妇产科工作的性质，白文佩

用孕育希望、瞬息万变、灵活机动三个

词概括。

白文佩说，医院里没有任何一个

科室像妇产科一样，充满着期待、孕育

着希望，洋溢着喜庆。“来医院的时候，

一个人。出院的时候，则经常是多一个

人甚至两个、三个。迎接新生命的喜悦

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替代与比拟

的。于家庭，孩子的出生是许下了一个

未来；于社会，新的生命使得人类繁衍

生息、代代相传。”

而瞬息万变则主要指孕妇分娩是

难以预料的事情。纵然每个产妇都有

预产期，但很少有“小天使”是预产期

当天出生的，基本上都会提前或延后

几天。

“生命诞生的惊喜，是不允许提前

预知的，医护人员即便做好万全准备，

依然如履薄冰，唯恐遗漏。因为产妇在

分娩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各种情况。”

白文佩说。

灵活机动则是指妇产科的医护人员

需要做好随时处理突发事件的准备。

“所以，她们说话、走路、吃饭都很快。踏

进科室的那一刻，就好比穿戴好盔甲的

勇士，坚定而果断。”白文佩说。

要“勇”一点

回顾从医历程，白文佩有过辛酸

与泪水，但收获更多的是职业的幸福

感与满足感。她坦言，一名合格的妇产

科医生首先要勇敢、有担当。

“年轻医生要‘勇’一点，要敢于挑

战自己，遇到事情就‘蒙了’‘退缩了’

是不行的，特别在急诊和遇到紧急情

况的时候，要担起来，做到临危不乱，

果断决定，切忌举棋不定，这样耽误的

是患者生命。”白文佩说。

白文佩表示，助产士并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接生婆”，而是经过正规培训和临床

实践的专业医护人员，每位妇产科医生也

需要经过系统的助产士培训考核。

采访中，白文佩特别强调妇产科

“内外兼顾”的特色。妇产科医生除了

掌握妇科、产科、生殖医学以及基本外

科的知识，还需要了解内分泌、血液、

心血管等相关内科知识。

近年来，随着医学检测筛查水平的

提高，很多妇科疾病能够得到及时的治

疗，甚至能够提前预防。妇产科医生更

加需要职业精神。

有一次，白文佩发现一位六十多

岁患者的住院条上写着“初步诊断黄

体破裂”。她当即找到接诊医生，并对

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黄体是育龄期女性特有的组织，

患者年逾花甲，已经过了育龄期，是不

可能出现黄体破裂这种情况的。”白文

佩说，医者仁心最根本的就是责任心，

而责任心则来源于医生对职业的追求

与敬畏。

从医三十多年，白文佩炼就了一

双“火眼金睛”。而这得益于她长期在

一线形成的临床思维，也源于她始终

以患者的健康需求为中心的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患者是我们

的‘教科书’，因为患者的疾病各种各

样，一定是患者的问题在前，我们的

解决手段在后。要以患者的健康需求

为中心，才能切实解决

患者的实际问题。”白

文佩说。

要“全”一点

随着患者对生活质

量与品质的不断追求，

妇产科的关注点也不再

仅仅是某种疾病，而是

关注患者的全生命周期

的管理。

近年来，白文佩所

在的妇产科联合内分泌

科、药剂科、营养学等学

科，开展多学科诊疗，创

立全国首家“更年期综

合管理一日门诊”“月经

病综合管理半日门诊”

和“输卵管不孕超声诊

断和微创治疗一日病

房”，并率先成为“国家

更年期保健特色专科”。

此外，白文佩在北

京大学开设首个临床医

学慕课———《更年期综

合管理》。“多学科共同联合才能解决

患者的问题，我们积极倡导多学科会

诊，未来疾病诊疗模式甚至可能是跨

学科共同研讨。”白文佩表示，随着医

学的进步和发展，多学科联合会诊才

能够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方案。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白文佩还一直关注基层妇产科医

生的培养，甚至在业内形成了“白文佩

模式”，各地的进修医生慕名而来。她

表示，任何一名医生的培养都不是一

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学习、锻炼、

总结经验，而妇产科医生更需要系统

化、规范化的培训。

为此，白文佩团队总结并形成了

一套严格规范的、以学员需求为中心

的个性化培养模式。“现在的各种资

讯和资源很多，如果全盘接收，容易

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主次；如果

断章取义开展工作，就会‘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为了满足各地进修生的不同需

求，白文佩团队根据每位进修生的需

求，制订了个性化的培训计划，目的就

是让他们学有所长。

近年来，妇科内分泌与生育力促进

备受关注。白文佩作为中国人体健康科

技促进会妇科内分泌与生育力促进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直积极推动女性更

年期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和全生命周期

的健康管理，重视女性生活质量的提高，

多年来坚持举办更年期多学科（M D T）

管理大会，以针对更年期临床难点，分享

特色诊疗经验，帮助拓展更年期保健全

方位知识体系。

“相比于对肿瘤、心脑血管等常见

疾病的了解，大众对女性健康及女性

疾病的认知还很浅显。”白文佩希望越

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女性的全生命周

期健康，不仅仅是妊娠期、哺乳期，还

包括青春期和更年期。女性每一个阶

段的健康都应该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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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和医学发展的需要，临

床工作中的男护士数量逐年增多，社

会对护士这一职业中固有性别角色的

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很多医疗机构

愿意招聘男性进入护理职业。

“男护士在医院里正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重症监护

IC U 、手术室、急诊科、精神科等科

室。”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男护士

李尊柱说。

《2021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

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我国注册护

士总人数为 4445047 人，其中男性占

2.6% ；至 2020 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

数增至 4708717 人，其中男性占比增

至 2.9%。

不过，与女护士相比，男护士普遍

存在职业认同感低、心理压力较大等

问题，部分医院的男护士离职率在

48.8% ~83.3%。

世界各国的男护士情况虽然同样

不容乐观，但仍然优于我国男护士占

比。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美国注册护士

中男护士占比已达 9.6%。日本男护士

大约有 7 万人左右，约占护士整体的

6.8%。

男性身份是把“双刃剑”

相对于女护士，男护士缜密的逻

辑思维和较强的抗压能力，使他们在

特殊事件处理以及医疗应急救援中具

备明显优势。另外，男护士的灾害护理

准备度水平显著高于女护士，对职业

暴露风险、时间风险与组织因素风险

感知较为敏感，能够从容处理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公开报道显示：在 2020 年新冠肺

炎患者的救治中，男护士占援鄂护理

人员总数的 14% ，且多工作于重症隔

离病房，凭借过硬的专科技术及性别

优势成为抗疫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基于上述优势，IC U 、急诊、手术室等

护理单元对于男护士有较大的需

求。”李尊柱说道。

不过，男护士在护理工作中也有

一定劣势。女性在现代护理发展过程

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护理工作要求

护士具备细心、耐心、责任心以及同理

心，这些多为女性的特质。

有着 16 年护龄的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的徐勇军是一名精神科男护士，

多年的精神科护理工作让他在这方面

有了自己的感悟。他强调，精神科是特

殊的科室，精神科病人是特殊的患者，

时常有伤人、毁物、冲动等行为，作为

护士应该大胆地面对他们，细心地观

察病人的病情、动态，为患者提供更好

的诊疗和护理。

同时，他也提到，在与患者、家属

打交道时，护士要通过良好的沟通技

巧得到患者和家属的信任，从而缩短

彼此的距离，拉近医患的关系，为他们

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其实，像徐勇军这样在护理工作

中具备细心、责任心等特质的男性并

不在少数。而在现实中，公众对护理工

作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固有观念及偏

见，这必然会影响到男性对护理专业

的认可度。

另外，男护士职业发展与规划制

度的缺失，也导致男护士的职业发展

定位模糊。李尊柱指出，男护士在临床

工作中承担着大量护理、教学及管理

工作，其工作量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而

薪资、福利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男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使其职业获益感降低。

在医疗机构硬件设施方面，大部分

病房未设置男护士值班室及更衣室，也

影响男护士的职业幸福感。此外，在个

人婚恋问题上，有调查数据显示，87%的

男护士因职业原因感受到组建家庭的压

力。这些现实因素都导致我国男护士离

职意愿较高。

全方面改善我国男护士现状

那么，如何提升男护士职业稳定

性、改善我国男护士现状呢？对此，北

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主任、北京协和医

学院护理学院副院长吴欣娟提出了以

下几点建议。

第一，发挥男护士性别优势，促进

职业发展。护理管理者应根据男护士

的性别特点及工作需求，调整其工作

内容，充分发挥男护士的优势。同时，

男护士也应主动挖掘自我潜能，主动

与管理者沟通，创造适合自我发展的

工作环境。

第二，加大男护士形象宣传力度。

通过纪录片、网络自媒体等途径向公

众展示男护士的工作日常、专业内涵

以及优秀事迹等，让公众更全面、客

观、深入地了解到男性从事护理工作

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大需要，使

男护士的职业形象得到认可和接纳，

减少男性从事护理工作的束缚，提高

职业认同感。

第三，加强男护士职业规划教

育，促进身份认同。男护士在校教育

阶段是形成职业认同的关键时期，护

理教育者应给予男护士正确的专业

教育和引导，树立从业信心。同时，学

校应该为男护士提供更多的临床实

践机会，根据其性别特点安排相应的

临床科室，及早接触临床护理工作，

适时调整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在课

程设置方面，根据男性的特点调整教

学方案，制定适合男护士学习的教学

策略。

第四，改善男护士负性工作体验。

医院应加强对男护士的培训，提高其

综合能力，提升男护士的职业价值感。

同时，根据工作能力调整薪酬，构建激

励机制，并通过提高家庭对男护士的

支持度来增强男护士的职业认同感。

医院可以通过专科护士培养和临床教

学培养等为男护士提供合理的发展路

径，也可以根据男护士的自身特点和

科室需要开展技能培训、科研训练，提

升护理管理能力，使男护士的发展更

加个性化和多样化。

第五，发挥男护士特长，增加职业

成就感。例如，灾害救援应急队伍增加

男护士比例，灾情发生后能够迅速抽

调以男护士为主的多学科、多层次护

理人才。

此外，医院可以要求男护士有计

划、有目标地进行呼吸科、创伤外科、

感染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等科室的

轮转，掌握各专科护理知识和技能，提

高救治工作效率。同时男护士也需要

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和自我调节能力。

护理管理者应采用多种培训方

案，培养男护士理论结合实际、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提高男护士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

值得高兴的是，当前我国男护士

群体日益壮大，人数占比不断增加，在

急危重症、精神科、手术室等专科领域

逐渐显露锋芒，同时公众对男护士的

认可度和需求度逐渐提高，也愿意接

受男护士的护理。

2014 年中华护理学会男护士工作

委员会成立，致力于为男护士搭建发展

平台，对树立男护士群体形象、提升男护

士的影响力和归属感有极大的促进作

用。目前，5.6%的男护士在各级专业委

员会任职；在各级护理学术团体开展的

专科护士培养与认证中，21.2% 的男护

士取得了专科护士资格认证。

“因此，男护士要抓住历史机遇，

规划职业发展道路，不断培养专业思

维和视角，勇担护理工作的重任。”吴

欣娟对此充满期待。

护士队伍中不可忽视的“他”
因丁思月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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