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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个好医生
因郎景和

做了 60 年医生，时至今日，我依

然觉得做医生很好，做一个好医生很

好，但也很难。我认为，做一名好医生

必须要有“四个追求”，即求善、求真、

求实、求学。

时刻谨记 个“敬畏”

患者无论男女老幼、穷富美丑，医

生无论年长年少、胖瘦高矮，彼此在人

格上都是平等的。医生给患者以关爱，

患者给医生以尊重。做医生要心地善，

心气和；说真话，办实事；既动脑，又动

手；活到老，学到老。

心地善良、心路清晰、心情平静是

临床工作的三条基线，也是对医生的三

大考验。医生给患者开出的第一张“处

方”应当是关爱，医生要以善良为出发

点，关爱患者的身体和心理。在诊疗过

程中，医生需要依靠自己丰富的专业知

识储备在繁杂的病理现象中找到疾病

的真相，明确诊断，确定治疗方案。当面

对各种难治的疾病、各种难以相处的患

者时，医生还需努力保持心灵的平静和

情绪的稳定。

我们要时刻谨记———敬畏自然、

敬畏生命、敬畏患者、敬畏疾病、敬畏

医学、敬畏医生，这 6 个“敬畏”是我

的座右铭。我当了这么多年医生，依

然有很多病治不好。虽然不能保证能

治好每一位患者，但是要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去医治患者。敬畏是整个社会

得以良性运转的底线，有敬畏之心，

大家才会遵守规则。医患互相尊重才

能建立起和谐的医患关系，共同对抗

疾病。

医生应该有一颗友善又乐于助人

的心，时常帮助别人，无论是日常生活、

旅行外出，不管身处何地，遇到何种情

况，医生都应该奋不顾身，毫不犹豫，迎

难而上，这是从事这个职业所必须具备

的素养，乐于助人应当是医生的职业本

能与行为习惯。

人文关怀是医生的
重要职业价值所在

医学发展到今天，医生救治患者多

数是在医院，医生帮助患者的手段和方

法变了，技术更先进，治疗更科学，但对

患者的担忧、牵挂和关怀却应当是永恒

不变的。这种人文关怀是医生的重要职

业价值所在，任何人工智能、机器人技

术都不能替代。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浪潮已经袭来，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

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但人工智能

不能也不应该代替医生给患者看病，医学

是有温度的，这种温度体现在医生对患者

的同情、关爱和高度负责上。医学需要医

生求真务实，容不得半点虚假，从基础研

究到临床实践都是如此。

竭尽全力救治患者是医生的本分，

但医学终究是有局限性和风险的，医

生不可能治好所有疾病，也不能保证

一定会取得令患者满意的效果。所谓

局限性，是指尽管医学发展日新月

异，但我们对生命、对人体、对疾病的

认识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所谓风险，

即治疗是有风险的，没有医生可以保

证自己万无一失，患者不会出现并发

症甚至危及生命的意外。医生的行为

关乎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做医生，必须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正如张孝骞医生

所说，做医生要“戒、慎、恐、惧”。“戒”

指严格遵守规范，“慎”指非常谨慎，

“恐”与“惧”皆为畏与怕，指当医生越

久越害怕，会更加敬畏生命。

医学的进步总是伴随着无数失败，

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才是真理。前额叶脑

白质切除术虽让许多狂躁的患者安静

下来，但也导致很多患者术后出现严重

的并发症，变得反应迟钝，性格大变，甚

至失智。

学医无法速成

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这要求

医生“务实”。这里的“实”除了指实

践，还指实在。医生的成长要经历一个

漫长的过程，从医学生到住院医师再到

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一步

步把书本知识转化为临床技能，再在临

床中吸收营养，发现新的问题，寻求新

的突破，不断精进医术，最终蜕变为可

以帮助更多患者的好医生。

国外知名医学杂志曾做过一项测

试，结果表明，培养一名相对成熟的外

科医生至少需要 10 年时间，再聪明的

人都不能“速成”。

医事无小事。切除肿瘤是大事，缝

合伤口也是大事；助孕是大事，避孕也

是大事。好医生做事不拖拉，不敷衍，

答应患者的事情必须放在心上，尽快

去办。我当了 7 年院长、20 年科主任，

无论工作多么忙，有 3 个地方来的电

话我从来不敢怠慢，立刻接听处理，必

要时还要去现场看一看才放心。这 3

个地方就是手术室、急诊室和产房，因

为这 3 个地方的事很多是紧急的、性

命攸关的。

一台完美的外科手术不仅需要技

巧，更需要决策，通常决策占 75%，技

巧占 25%。临床决策的基本原则可以

归纳为：充分的事实和证据、周密的设

计和方案、全面的考量和评估、审慎的

实施和操作、灵活的应急和应变。决

策是一种思维，是医生对疾病的判断、

对手术的设计，需要对患者和疾病的

情况进行综合考量，然后谨慎周全地

处置。在实践中不断磨炼，外科医生

的临床决策能力才会逐渐提高。

尽管从医需要历经长时间的学

习，进入临床后也需要很长时间的锤

炼，当医生并不容易，但医学的成就是

终身成就，医生对患者的关怀是终极

关怀。好医生不该仅仅关注疾病本

身，还应当关注患病的人。

关心、理解、爱人，防病、看病、救

人，撰文、著书、度人，教书、带教、立人，

科普、宣传、为人，是为良医。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编者按

近日，在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举办的人文大讲堂专题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郎景和以“当医生真好———如何做个好医生”为题作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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