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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钉子户”：为何N年耗在病床
他们吃、穿、住在医院，几乎不交治疗费等，有的甚至在医院住了数十年

医生说她可以出院，她却每次都因为“胸痛乏力”
而拒绝离开，如此僵持，一晃就是 18 年。在此期间，
她的吃、穿、住以及相关的医疗费用，几乎全部都由医
院承担。如今，她已白发苍苍，但除了将医院当成“养
老院”外，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这是发生在湖
南省脑科医院病房中的故事，而类似这样赖在医院里的

“钉子户”在全省乃至全国其实都普遍存在。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无治疗费、无身份 ( 姓

名和居住地 )、无责任承担机构或人员的“三无病人”，
这类病人又多以街头流浪乞讨人员、110 送来的伤病员
和被群众发现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后医院收治的急救病人
为主。

如今，他们和医院都陷入了尴尬：一方出于各种个
人考虑，即便达到了出院标准也要赖在医院；而对医院
方来说，这些病人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其产生
的巨额医疗欠费等问题也往往无从解决，落得是“救也
为难，不救更为难”。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医院一年“三无”病人欠费约
为 30 亿至 40 亿元，湖南全省公立医院 2011 年无家属
病人欠费达 1.06 亿元——前几日，国务院办公厅对外
公布了《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让“医改”再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热词。今天，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走近这些滞留在医院里的人，欲探寻到底
是因为什么，让他们宁可将人生困守在一张狭小的病床
上，宁愿面对所有的尴尬与孤独，也不愿走出医院重新
开始？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通讯员 杨文 徐珊 病房“钉子户”，一赖 18 年

查一查医院病人的住院记

录，截止 5 月 18 日，湖南省脑

科医院的护士长张小燕发现，

她所在的老年与慢性精神科里

如今已经有 20 多例早该出院

却仍固执不肯离开的病人，其

中 16 例没有监护人。

面对这些病房里的“钉子

户”，张小燕和同事们好话说

尽，也软硬兼施，甚至出现过

双方对峙的尴尬局面，但医院

方屡战 屡败。 其中“ 战 斗力”

最 强的一 位 病人， 在 医 生诊

断完全具备出院条件的情况下，

还硬生生在医院待了18 年。

“ 周阳（ 化 名），54 岁， 心

跳骤停需要抢救……”1997 年

4 月，医院收治了一位在工作期

间突然休克的中年妇女，由于

需要紧急手术，医生直接将她

推进了手术室抢救。

几个小时后，送周阳入院

的人陆续离开。见状，护士赶

紧叫住最后一个人，一来希望

她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二来

还得 缴 清医药费。一问之下，

护士才知道，“送周阳入院的都

是她当年在啤酒厂的同事，大

家说她没有亲人”。

但性命攸关，没钱也得先

救命。一番抢救后，周阳住进

了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病房。周

阳身无分文，术后却需要补充

营养，是医生护士轮着贴钱给

她煲汤、买饭。

日复一日，眼见欠下的医药

费越来越多，医生护士也急了：

“你家人再不管，我们就要报警

了！”

一开始，周阳一口咬定自己

没有亲人。但得知再不交钱就

真要被请出医院后，她才支支

吾吾地告诉护士，自己有一个

女儿，在澳大利亚。

医院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她

的女儿。不久后，周阳的病房

里终于来了一个陪护人，“听说

是她女儿的朋友”。

但周阳欠下的医药费依旧

没有着落。“最初一次性交了 2

万元，之后便再也没交过钱。”

张小燕回忆，十多年时间，医

院曾无数次告知周阳她可以出

院，可一提“出院”二字，周

阳就开始“胸痛乏力”，身体各

种不适，总之就是不能离开病

床。                 （下转 A04 版）

作为护士长，张小燕不仅需
要完成本职工作，还要经常客串
护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