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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职称，看团队
近日，81 岁 高 龄 的

北京师范大学老教授张
静如出了一本回忆录，他
在书中总结了一生看病的
经验——求诊看病找专
家，别看职称。先看 看
医生生病都找谁，同行
最知功夫深浅；再看 看
医院领导推荐 谁，领导
信任的都是数一数二的。
另外，看病最好找 35 ～
45 岁的副主任医师，一
般不要找主任医师。

这一说法，得到了不
少医生和患者的认可。一
名在湘雅医院住院长达
10 年的老太太告诉记者，
多年前，自己曾花了不少
钱找名医治病，挂 过不
少教授号，“基本上与主
任医师对话的时间不超
过 1 分 钟 ”。“ 哪里不舒
服”、“吃过什么药”、“去
照 B 超吧”，是大多数主
任医师的三句台词。

“奔 波于各 个城市，
辗转多年，最终确诊是
在湘雅医院一名副主任
医 师 手上。” 老太 太 说，
患 病 10 年 熬 出了经 验，
看专家职称靠不住。

对于老太太的这类
情况，湖南省妇幼保 健
院儿童康复科副主任医
师王益超认为国内非常多
见。“外行看职称，内行
看团队。” 王益 超认 为，
医生求诊，从不会 考虑
职称高低，而是挑医疗

团队，比如哪个医院的
某某科特别厉害，而科室

“领军人”很可能不是主
任医师。

王益 超 说， 将 副主
任医师比喻成“经济适用
男”有一定 道 理。因为
相对主任医师、大专家
而 言，副主任医师的号
一般不会太紧俏，更 好
挂，也更便宜。

然 而 到 底 是 否“ 适
用”，王益超认为副主任
医 师 一 般 对 于 常见 病、
多发病以及一些少见病
的典 型病例，临床水平
和经验已经足够应对。因
为要成为一名副主任医
师并不容易，要在临床
上干很多年，“一般一名
本 科毕业的医学生，在
一切顺利的情况下，至少
要在临床工作 10 年才能
成为一名副主任医师。”

据湖南省人民医院
乳腺甲状腺外科副主任
医 师 张 超 杰 告 诉 记 者，
由于每 个科室的主任医
师名额有限，副主任医
师即便考 试通过，也要
等医院聘用才 行，而晋
升又讲究论资排辈，常常
导致一些副主任医师在
这一职称上一呆就是六
七年，实际上临床 经验
已经非常丰富。因此，如
果不是罕见的疑难杂症、
危重病，选择副主任医
师就够了。

两大诀窍，帮你看病找到好医生
“要想省时又省钱，找对人就是

关键。”王益超说，评价医生的高下，
业内的口碑最靠谱。最简单的方法是，
医生们的家人生病了，他们会找谁看？
看看医生同行们推荐谁，比如该院医
生看病都找谁。另外一个办法是，领
导的亲戚朋友生病了，他们会推荐去
找谁。“被领导选中的医生，无疑水平
高，服务态度也是不错的。”

医疗圈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领导家人要做手术，打电话给某
三甲医院院长帮忙找个水平最好的医
生。院长半开玩笑地问他：有两个医
生，一个是主任医师，博士，论文发了
很多，临床上被分散了一些精力；另一
个是多年的副主任医师，没什么论文，
一直没再升上去，整天做手术，手术做
得很漂亮。你选哪个？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这个例子从

一个侧面印证了，医疗这一临床工作
的动手能力和经验积累的重要性，论
文写得多的不代表手术做得漂亮。    

王益超说，除此之外，要想真正
了解一个医生是不是能够治好病，先
问他一个问题——这个病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一般而言，医生看病分为三
种情况：第一，完全了解病因，有足
够把握治愈。这种病人一般都建议立
即治疗；第二，不清楚病因，但不算
罕见病，有信心治愈。针对这种病人，
医生通常建议留院观察；第三，碰上
罕见情况，完全没把握治愈。这时，
好的医生会推荐国内外知名团队，建
议转院治疗。“医生也不是全能选手，
不可能每一个病都能治好。所以，判
断这个医生能不能最快治好你的病，
先问问这个问题。”

初次就诊，先挂普通号
像住院 10 年的老太太一样，很

多患者对主任医师 1 分钟的看病过程
表示不满。然而，在医生眼中，这种
情况实属情有可原，“一生病，都希望
找最好的医生，所以不论是肿瘤还是
感冒，大家都不会吝啬多出 10 块钱，
主任医师的病人太多，看诊时间自然
得压缩。”

王益 超 表 示，现在很多病对检
查的依赖性很强，如果一上来就找主
任医师，会开一堆化验单，让你先检
查，那么这个专家号等于白挂了。因
此，他建议，初次就诊的患者可以先
挂普通号，找个高年资的主治医生问
诊，进行化验、检查，对病情做一个

初步的判断。“一上来就找主任医师，
也同样是先开检查单，而且大专家开
的和普通医师开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王益超说，一般 来说，常见病、
多发病，在主治医师这个阶段就已经
解决了。一些患者确实属于疑
难杂症，在多次就诊后仍然不
能确诊的，这种情况需要找专
家。这些患者往往都是辗转很
多地方，化验单、检查单、病
历都是厚厚一叠，但依然没有
定性。这时需要找专家，以便尽
快诊断明确。大专家在这方面见
多识广，有更深的造诣，能够发
挥所长。

看病行不行?
不看论文看手艺

都说物以稀为贵，主任医
师普 遍较 少，成 为 大 多 数 患
者的理 想“目标”，总以为只
有他们能 最 快 地治好 病。其
实，对于大部分疾病而言，找
个副主任医师就够了。别看他
们职称不高，水平未必低。

“副主任医师上升为主任
医 师， 论 文和 英 语 很 重 要。”
据 长沙某医院心脏内科 一 位
主任透露，医生评职称，很看
重你发表了什么级别的论文，
发了多 少篇，英语水平如何，
计算机达到几级，临床反倒没
了硬指标，只有工作年限一项
考 评。“论文没时间写，但临
床水准很高，没评上主任医师，
这样的医生大有人在。”他说，
由于中国医 生的晋 升临床 外
的东西占的比重太大，如果论
文、英语等等拖后腿，会造成
一些会看病、会开刀的医生待
在副主任医师这个位置上升不
上去。

对于这样的说法，王益超
笑着指向墙上的发明专利，说：

“我就是这样的医生。从医至
今，都在做科研工作，没时间
去写论文。”

看小病找大专家，
是资源浪费

　“ 看 别 人 看 不 了的 病，
断别人断不了的症，做别人做
不了的手术。这是大专家要做
的事。”张超杰认为，如果开
个化验单、看个感冒都去找主
任医师，这就是在浪费宝贵的
医疗资源，而这种小病大看的
事情每天都在上演。

事实上，医务人员和家人
看病时，往往都不是非得找某
一科室的大专家、科主任。湖
南省脑科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
者，医生看病很少找某科室的
主任医师，一般都会慕名找该
科室一位水平很高的副主任医
师。“副主任医师选择多，技术
也靠谱，最重要的是更有时间，
更耐心。”

而普通大众挤破头要顶级
专家的现象，已经让大专家们
感到有些“屈才”。采访中，一
些专家表示，专家门诊看的患
者有 30% 都是常见病、多发病。
其带来的后果是，专家的资源
被无形浪费，一些辗转很多地
方的疑难、危重患者可能挂不
到号。

挂号看病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生 病 看 医 生， 不 少
人都会首先想到去最好
的医院，找最好的专家。
而最先评判专家好坏的
条件，就是职称。因此，
几乎每家三甲医院主任
医师的教授号都被“一
抢而空”。

看病挂号要找主任
医师吗？医疗行业内的
工作人员都知道，这是
个误区。有人把大专家、
主任医师比喻成“高富
帅”，看上去很美。而副
主任医师就是标准的“经
济适用男”，其实更贴
近患者，看病同样靠谱。——有时候，副主任医师更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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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家

所以，求诊该
找 谁？ 先 别
忙着看职称，
听听医生们
是怎么说的
吧！

■业内声音

看病挂号
别忙着找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