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健康A10 2014年10月10日  本版编辑／李诗韵  版式／熊晓丽
电话：0731-82333649  E－mail:lishiyun@fengone.com

健康身边事>>

今日女报/凤网讯（记者 陈
泱 通讯员 李俞辰 周文奕）自实
施“单独二孩”政策后，二胎
宝宝受到了我们的高度关注。
记者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了解
到，2014年3月至8月，该院共
分娩5819人，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了18.6%，但剖宫产率同
期已下降6.5%。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产三科
护士长徐明敏表示，“单独二
孩”政策实施后，来医院要求剖
宫产的待产孕妇和家属明显少
了，并主动提出要自然分娩。大
多数待产妇倾向于第一胎自然
分娩，为怀第二胎作准备。

据悉，剖宫产率的高低是
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卫生水平
和人口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
目前发达国家的剖宫产率已基
本稳定在5%～20%范围内，
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调查报告指出，我国的剖宫产
率高达46.2%，居世界首位。
现在我们国内，两个新出生的
宝宝中，就有一人是剖出来
的，过高的剖宫产率已引起世
界卫生组织及国家的关注。

“其实目前医院有多种
方式可以减轻产妇生产的痛
苦。”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产三
科副主任医师唐雅兵介绍，比
如为产妇配备“导乐”，她可
以一对一指导分娩，通过语言
关怀、按摩等方式来减轻产妇
的疼痛感，为产妇树立信心，
缓解压力。此外还有水中分
娩、无痛分娩等，“这些医学
手段都让顺产的疼痛在可忍受
的范围之内，准妈妈无需因为
怕疼而简单的选择剖腹产”。

在和两位主任医师的采访过
程中，记者发现，“就医指南”中有
一段话，得到了医生的共识。

原帖内容：哪怕是急诊，医生
不会马上给您解除痛苦。在没有明
确诊断之前，医生是不能够帮病人
止痛的，就好像没有查明报告火警
的位置，我们不可能把火警的电话
轻易挂掉。也许您或者您的家人在
检查床上疼得死去活来，医生还是
会冷漠地用手摸这摸那，甚至使劲
压一下问您是否更疼，此时也请告
诉医生您的感受。

另外，值得说明的一点，也需
要向你强调的一点是：那种显示出
痛苦，大声叫嚷的病人，另一方面
也说明他们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另
一类苍白的悄无声息的病人，却更
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当您在急
诊看到医生不顾您大声叫嚷的同
伴，而去看另一个悄无声息的病人
时，不要去阻挡医生。

“医生不能快速治标，但能治
本。”袁贤瑞说，对于疼痛的描述，
那段内容非常客观。所以，我们要
善于反馈自己的状况，痛了就要
说，不能强忍，方便医生更快地诊
断病情。

二胎宝宝给湖南
“剖腹产热”降温

长假过后，长沙各医院迎来就诊高峰期——

手握“指南”，看病不难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诗韵

国庆长假晒什么？有人说，前期晒旅
游、中期晒聚会，后期就来晒看病。这不，
国庆长假正是玩的时候，狂吃、狂嗨、生活
没规律……不少人就这样“玩”进了医院。
10月8日，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了解
到，6—7日，医院门诊、急诊量高达数万人
次，每日门诊、急诊量都达到5000人次以
上。

排队老长，挂不上专家号，和医生交流
时间少……高峰期看病，这样的困扰总免不
了。于是，一篇由眼科学博士“金色葡萄”
撰写的“看病指南”受到了网友的追捧——
看病时间、反馈病情、如何交流等技巧都有
详尽描述。然而，“看病指南”究竟有多实
用？让我们听听省内专家的意见吧！

避开周一上午，选周五下午
●原帖内容：看门诊一定要避开的时间：星期一上

午，星期一上午，星期一上午……因为它只能用人海茫茫
来形容。

请转告您周围的人，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在
星期一上午看病，并请他们也转告周围的人。到了周五下
午，基本看病的人就很少了，看来辛勤的工作有益于身体
健康。

专家分析>>

周一人多，别一开始就挂专家号

看过医学博士的“看病指南”，不得不惊叹，周一看病就
是给自己添堵。那么事实是否如此？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诊科
主任医师袁贤瑞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从门诊量来看，通常
周一是人最多的，另外，节假日后的第二天也是顶峰期。

“大腕专家通常被安排在周一坐诊。”在袁贤瑞看来，
这是导致周一高峰的重要原因。很多知名专家工作忙，医院
为了配合他们的时间，会尽可能将他们安排在周一坐诊。所
以，如果患者要挂的专家在周一出诊，那就肯定避不过周
一。但如果病情不是非常着急，又不需要看大专家，选择周
五来医院看病，还是可以的。

袁贤瑞提醒市民，节后看病可以先给自己来个“初步诊
断”，如果只是简单小病，可以先去挂个普通门诊号，“初诊
病人一般都需要做相应的检查，有些检查还很费时间，结果
也不一定当天就能出来，这时候如果挂专家号，也是开检查
单子，就没有意义了。把检查预备工作做好，拿着结果再找
专家，性价比才是最高的。”

避开“节假病”高峰期
●原帖内容：等放假了去配个眼镜？老老实实排队

吧！等天凉快了再做这个手术？老老实实排队吧！等放假
了有空再去看这个病？老老实实排队吧！

刮风下雨是看病的最佳时机，如果工作很忙，需要
在短时间内看个病，然后赶紧回去上班，最好是在下雨的
天气去看病。

专家分析>>

不同病症有“节假”性，应适当避开

对于“节假病”的说法，袁贤瑞点头赞同。“寒暑
假是眼科、皮肤科、急诊科的高峰期，而大多数患者都
是孩子。”袁贤瑞说，一到假期，小孩的意外伤害率就
会大增，此时你若想跟小病人抢专家号是很不明智的。
所以，要看眼科、皮肤科的市民，建议选择上班时间。

袁贤瑞说，“等天凉快了再做手术”是不少患者的
误解。目前看来，手术病人大多数集中在长假期间，他
们认为更利于疗养。其实不然，因为很多小手术术后并
不需要长时间休息，只需要在饮食和心态上稍作调整即
可。因此，我们并不需要特意选择长假时间进行手术。

看病时间 看病交流

医生平均只能给你看8分钟病
●原帖内容：一位医生如果上午门诊是30人，从早上8点看到12

点，中间没有喝水上厕所，平均接待每位病人的时间是4×60/30=8分
钟。

这8分钟并不是您坐在诊室内和医生交流的时间，在形成初步
诊断以后，医生会给您安排一些检查，您拿着化验单检查单做完检
查后回到医生那里，还要再给他看结果。在您等候过程中，总有些人
没拿挂号条就冲进了诊室。

专家分析>>

问对问题，就能高效看病

还没有描述完病情就结束了看诊，是很多患者对大牌专家的
埋怨。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刘智玲认为，8分钟接诊时间实
属无奈，因为医生每天的接诊量太大，没办法保证对每个病人都做
到详细问诊。

于是，问对问题就是高效看病的重点。“高效看病，就是既
能节约你和医生的时间，又能快速诊断病情。”刘智玲介绍，学会
问几个问题能更好地做到病情反馈。比如，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能再告诉我关于病情的一些情况吗？我为什么要做这项检查？我的
治疗会很困难吗？效果如何，有什么风险？多长时间需要复查？如
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处理？我可以给医院打电话吗？

善用时间和数字描述病情
●原帖内容：看病尽可能陈述事实，比如说“我眼睛红”而不是

“我眼睛发炎了”、“我嗓子疼”而不是“我上火了”……
“尿尿尿不出来3天”是非常好的描述，而“尿不出来很久了”则

仍然没有给医生提供足够的信息。
比如，“这个星期我的血糖最高到过13”，但如果您仅仅说“这

个星期我的血糖很高”，那得看您跟谁比了。对于医生“多少”这样的
关键词的提问，请尽量以数字具体回答。

专家分析>>

每个患者都可以学会准确描述病情

“病情描述不清的后果就是误诊，只会患者的耽误治疗时间。”刘
智玲告诉记者，目前不仅仅是思维和表述能力有限的老年病人，不少年
轻人也不知道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向医生反馈病情。

刘智玲举例解释，一位年轻女性因为饮食上火，导致皮肤长暗疮同
时伴有口腔溃疡、牙龈肿大等症状。但她一味地向医生强调自己只是火
气很重，而具体症状不说，就很容易让医生忽略上火原因，错误地做出
诊断。

对此，刘智玲建议，在就诊前，患者可以先给自己开个“症状书”，
写明出现的各种身体症状，等到就诊时，将“症状书”交给医生，就能节
约大量就诊时间。

另外，刘智玲认为“就医指南”上说得很对，描述病情应由近及远，
先描述最近的症状。描述要尽可能具体，如能够指出“肚子疼”的部位，
就比单纯回答“肚子疼”就更具体。同时，有和病情相关的诊断、化验检
查资料，应一并带来，医生可从中获得病情发展的信息，更准确地做出诊
断及治疗。

■小贴士

宁可“鬼哭狼嚎”，
别做沉默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