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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身边事

看病找熟人，不是好捷径
医生最反感“特殊对待”——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学校教孩子翻白眼？别激动！

这可是杭州最新推行的一套眼保健
操。1 月 10 日，杭州某小学的新版
眼保健操，让孩子们盯着手指转眼
珠，眼神犀利。不少读者致电记者，
这套“翻白眼”版眼保健操会不会
在长沙学校实行？利弊何在？据记
者了解，目前长沙的中小学仍在推
行 2008 年版的眼保健操。

“新眼保健操”网上爆红
在“70 后”、“80 后”的学生

时代记忆里，老版本眼保健操的
音乐，让人记忆犹新。但最近网
上爆红的这个“新眼保健操”，几
乎完全颠覆了按压穴位式的眼保
健操。图片中，孩子们举着两个
手指头，眼神盯着手指头上下左
右地移动。这套眼保健操共 4 节，
分为“远近点视觉运动”、“左右
圆线视觉运动”、“多方向视觉运
动”和“明暗交替视觉运动”。

有 网 友 指 出， 之 所 以 走 红，
因为孩子“做操”时囧萌的表情。
更有网友评论：“在国内，翻白眼

得从娃娃抓起啊！”
长沙：暂时不推行“新眼保健操”

近日，记者走访了长沙市部
分中小学校发现，目前，长沙市
推行的是 2008 年教育部体卫艺司
推广的眼保健操，一共有六节。

“我们暂时没有接到教育厅
的通知，要求更改眼保健操。”长
沙市大同小学语文教师徐丽介绍，
学生每天上午第四节课前和下午
第二节课前都会做眼保健操。学
生在体检中会发现，坚持做保健
操确实能保护视力。

■专家帮帮忙
新旧版眼保健操可以同时做

“虽然看着搞笑，但转动眼珠
保护视力的做法也是可取的。”湖
南省中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吴利
龙介绍，传统眼保健操通过按摩
眼部周围的穴位来缓解视力疲劳，
能改善视力。而新版眼保健操通
过远眺近看交替进行等方式，也
有一定的保健效果。如果家有近
视孩子，家长可教孩子两种保健
操一起做，帮助恢复孩子视力。

杭州“翻白眼”版眼保健操“出炉”，
长沙尚未“模仿”

新手爸妈，技能 PK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诗韵 通讯员 周文奕）家有新生儿，育

儿技能去哪儿学？1 月 13 日，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亲子乐
园“家庭育儿技能指导训练营”正式开课。此后，每周二、周五的上
午 10:00 都将在该院门诊 10 楼儿保科亲子乐园进行授课，新手爸妈可
以在等待孩子检查结果的同时，到亲子乐园进行家庭育儿技能训练。

文 / 文锐（长沙市中心医院肾
脏内科） 

人体新陈代谢产生的废物和
有害物质，最终通过肾脏产生尿
液排出体外。而肾脏就像身体这
个巨大城市的“清道夫”，调节着
机体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所
以，阻止肾脏老化的进程十分重
要。那么，应该如何避免应用“肾
毒性药物”呢？

我们知道，进入身体的药物
和毒物，大部分从肾脏排出体外，
因此，很多药物和毒物都容易引
起肾脏损伤。常见的“肾毒性药物”
包括一些感冒药、止痛药、抗生

素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是药
三分毒”指的不仅是西药，中药
同样也是这样，目前已经发现很
多中药对肾脏是有毒性的。因此，
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用药前最
好能够询问医生。同时，在用药
过程中，需要遵照药物说明书或
者医生的遗嘱，定期检查肾脏。

另外，要重视“肾脏体检”。
建议每年定期检查肾脏，包括尿
常 规、 肾 功 能 和 肾 脏 超 声 波 等。
如果出现“水肿”、“腰痛”、“尿急”、

“尿痛”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在
医护人员指导下采取积极、科学
的诊断和治疗办法。

如何避免应用“肾毒性药物”

今日女报 / 凤网特约记者 江大红

要看病先找关系，这是
很多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
近日，一篇名为《我为什么
不能给托关系看病的朋友插
队》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
传。很多医务工作者表示，
该文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找
熟人看病并非捷径，还有可
能因此产生矛盾。

有媒体也曾就“你会找
熟人看病吗”进行调查，结
果发现，53.3% 的人看病有
时会找熟人，18.2% 的人每
次都找，14.84% 的人想找但
找不到，从来不找熟人的仅
占 13.65%。 其 中，45.72%
的 人 是 为 了 心 里 更 踏 实，
9.97% 找熟人的原因是“挂
号太难”。

自从当了医生，就成了“香饽饽”
记 者 了 解 到，《 我 为 什 么

不 能 给 托 关 系 看 病 的 朋 友 插
队》是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
院一名自称“王晶”的医生所
写。文中说：自从成为当地三
甲医院医生，不善交际的她似
乎一夜间成了“香饽饽”，几乎
每天都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甚至朋
友的朋友的朋友，从未听说过
的亲戚或老乡，托她找关系看

病。每个人都认为，找了关系
后，看病就能不排队、少花钱、
看得更好。

王晶总结了“熟人”们提出
的 7 个要求：

1、请帮我找个好医生；
2、没挂号能直接找医生看

吗；
3、排队等叫号太久，带我

插个队吧；

4、你跟医生说说，好好给
我治；

5、帮我找个熟人，跟医生
打声招呼吧；

6、帮我问问，我的病情还
有更好的办法吗；

7、用不用给医生送点礼。
王晶挨个“解答”，并表示

推荐医生可以理解，但帮挂号、
打招呼、插队、送礼等则没有
必要。

医生最反感“特殊对待”
“看完帖子后，我觉得每条

都说得特别对，真是讲出了我
的心声。”杨女士是全国某著名
三甲儿童医院的行政人员。她
告诉记者，尽管自己不是临床
医生，但由于在医院工作，每
周有很多人让她帮忙找人看病，
其中不少都是感冒发烧等小问
题。杨女士说，她被要求最多
的 是： 挂 专 家 号、 推 荐 专 家、
跟医生打招呼等。“很多人以为
只要我跟医生说句话，就能挂
上号。”    

其实，哪怕真能帮忙挂号，
也要我自己去排队。”她对记者
说，很多人对医院有畏惧感，
生病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千
方百计找关系，往往连第一步

的自我尝试都放弃了。最让她
为难的是，常有人要求“帮忙
跟医生打个招呼，好好帮我看
看”，患者对医生既信任又不信
任的态度，令人无奈。

调查还显示，七成医生对
“找熟人看病”表示反感。针

对患者提出的“特殊对待”要
求，过半数医生表示对熟人患
者会同等对待；12% 表示碍于
情面反而可能导致不规范医疗；
6% 认为会影响临床发挥；仅有
三成医生表示诊疗会细心一些。
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陈伟伟表示，自己也经常被拜
托给熟人看病，患者及家属的
心理他能理解，但其实看病是
有风险的，不管哪位医生，对

待患者都一样，不可能区别对
待，这既是对患者负责，也是
对自己负责。

记者采访了多名临床医生，
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其
中，最让医生反感的有两点，
一是有些“关系户”拿号后，
还要求插队提前看。北京协和
医院内分泌科某教授说，插队
对其他患者来说就更不公平了，
在挂号上你比其他患者少花了
很多时间，排队上还想走后门，
凡是这种要求她都会拒绝。二
是很多人有“我是熟人介绍的，
理所当然被特殊照顾”的心理，
看病要先看、检查要先做、问
诊要更详细等。

做足功课，看病不求人
在北京大学社会医学与健

康教育系教授钮文异看来，找
熟人看病背后，隐藏着更大的
问题，一是优质医疗资源不足
或分布不均，加上我国分级诊
疗制度有待完善，导致专家号
一号难求，大医院病床等候时
间过长等；二是医患间信任度
低，曾有患者家属对钮文异说，
只要能找到医院的人，哪怕是
个看大门的，打声招呼就行。

事实上，为方便大家挂号，
有关部门、医院已推出不少新
的挂号形式。只要做足功课，

看病也可以不求人。
备足功课再定专家。疑难

杂症找对专家是成功的开始，
即便是同一科室，每位医生也
有自己的特长。钮文异建议，
可以先通过医院网站、医院内
相关信息、导医台等找到适合
自己的专家，再有针对性地挂
号。

充分利用预约挂号。全国
各地多数大医院均已开通预约
挂号。以北京市为例，目前就
有 114 挂号、北京市预约挂号
统一平台、医院网站挂号、微

信预约挂号、银行卡预约挂号
等多种方式。预约挂号时，一
定要先了解该院开始挂号的时
间，尽早预约，成功概率更大。

信任自己选择的医生。杨
女士说，医生在诊疗时有很多
规定会限制他们的行为，既然
选择好了医生，就一定要相信
他，如果少开检查单，万一导
致漏诊怎么办？绝大多数情况
下，医生开的检查和药物都是
有道理的，医生看病也都会一
视同仁，不会区别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