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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墨西哥亲历看病有多难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余枚珠 墨西哥报道

3 月，墨西哥刚刚进入雨季，也正是流感高发的时节。2009 年，由墨西哥爆发的甲型 H1N1 流感肆虐全球，而最近打开墨西哥
的华人新闻资讯平台“墨华堂”, 也总能看到类似报道：“墨西哥 H1N1 季节性流感凶猛来袭”、“墨西哥抗流感药物出现短缺”……

不凑巧的是，在这个“紧张”的氛围中，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就在墨西哥城遭遇了女儿感冒、发烧等一系列状况。倘若在国内，
从社区诊所到大医院，记者有一万种方式来对付这小小的感冒，但如今，面对完全不同的医疗体系和医疗理念，这一次就医还真算
得上大费周章。

两个月前，我带女儿到

墨西哥探亲。小家伙有点

不适应，最近还开始发烧。

作为一名三岁宝宝的

妈妈，对付一个小感冒，

我本已驾轻就熟。但这次，

女儿的病情多次反复，从

国内带来的各种感冒药、

退烧贴已经不起作用。最

后，我被小家伙再次蹿升

到 39 度的体温打败，决定

带她去看医生。

墨西哥城的通用语言

是西班牙语，会英语的人

极少。于是，我们叫上了一

位美女翻译，她在墨西哥

城生活已有两年，对当地

的医疗制度也相对熟悉。

在国内，如果遇到孩

子发高烧，我们通常会直

奔社区医院或者大医院的

急诊，而就在我提出去附

近最知名的 ABC 医院时，

翻译却建议我们去私人诊

所看全科医生。

她告诉我们，当天正

值周末，墨西哥城的大医

院基本休息，只开急诊，

而急诊也只接收真正危重

的病人。当地医院按照危

急程度将急诊接待的病人

分了好几类，第一类是必

须10 分钟内得到医生抢救

的，如过敏性休克、严重

哮喘、重大车祸或者创伤；

第二类是必须30 分钟内受

到医生诊治，如心绞痛等；

而发高烧则属于第五类。

第五类是个什么待遇呢？

比如同属于第五类的皮肤

外伤，哪怕是已经鲜血淋

漓，但等上 3 到 5 个小时

都很正常。翻译的一位朋

友在户外运动时摔伤了腿，

躺在急诊室外痛得嗷嗷叫，

但不凑巧的是，他前面排

了几个更危重的病人，因

此等了3 个小时才见到医

生。

最开始，我们驱车前

往一家位于写字楼的诊所，

结果却吃了“闭门羹”。翻

译也无奈：只要是休息日，

墨西哥很多场所都会停业。

抱着持续高烧浑身无

力的女儿，我们辗转来到

第二家——位于当地连锁

因为女儿一直不吃东

西，我心想是不是该打

上一瓶葡萄糖补充能量，

但医生完全没有要打针

补液的意思，翻译也表

示，这边很少给病人挂

点滴。医生仔细询问孩

子的年龄、体重、感冒症

状、发烧时长后，就用听

诊器听肺音，看喉咙，摸

肚子，然后说是因为嗓子

发炎引起的发烧，先开点

药回去吃。由于要下班了，

她免了我们 60 比索的挂

号费，我们拿着处方单去

旁边的药店拿药。

一瓶阿莫西林，一盒

直肠给药的退烧药，一盒

宝宝逐渐康复，我们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发

现最近身边感冒、发烧的

孩子特别多。女儿就读的

幼儿园里，有一名叫朵朵

的中国女孩，因为发烧而

且体温一直降不下来，她

的父母带她直奔 ABC 医

院，也因此有了一番和我

们完全不同的体验。

朵朵的妈妈告诉我，

到了ABC 医院之后才发

现大厅里没几个人，病人

很少。但其实是因为除急

诊外，其他几乎所有科室

都实行预约制，到了约

定的时间再去，所以几乎

小诊所的全科医生，
帮大医院“拦下”常见病

打吊针？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预约难、看病贵，成为外国人去大医院就诊的门槛

超市 Superama 内的诊所。

这家诊所可以理解为是超

市内药品专柜的配套诊室，

周日有两位医生值班。来

到这里，我们吓了一跳，因

为大约 20 平米的候诊室内

已经坐满了人。当时已是下

午3点多，我们赶紧去挂号，

没想到却被拒绝了。原来，

医生 5点半就要下班，现

在还有十几个病人，所以不

能加号了。尽管我们再三说

明孩子需要治疗，对方仍旧

是摇头。翻译说，这里的

医生看一个病人需要很长

时间，估计是排不上了。

没办法，我们赶紧驱车

去第三家。这次是位于沃尔

玛超市药品柜台旁的配套诊

室，排队的人只有5 个，但

工作人员还是拒绝给我们挂

号——医生5点要出发前往

另一家诊所，现在还剩不到

一个小时，“但是还有多达 5

位病人在等待”！

我们和翻译面面相觑：

“多达”5 位病人！这要在

中国，5 位病人简直是小意

思。无奈，我们决定还是

回到上一家超市诊所，等医

生出来看能否加号。

等我们赶到时，已经是

下午 5点，那时的候诊室

里加上我们也只有三位病人

了。等了许久，终于出来了

一名女医生，但她宣布今

天不看了，因为她连午饭都

还没吃。一位 60 岁左右的

老太太站起来，愤怒地说

她已经等了4 个小时，而另

一名男子很懊恼地离开了。

此时，抱着一线希望，

我们拿起女儿腋下的温度

计给医生看，已经40 度了！

这名女医生居然马上让我

们进了诊室。

设在 superama 超市内的药品柜台，旁边就是诊室。

诊所医生给女儿开的处方单以及药品。

ABC 医院的大厅，室内布置非常舒适，病人
不多，气氛轻松。

没有国内医院那样人潮拥挤的场

面。我后来也专程去了一趟 ABC

医院探访，看到的场景的确如朵

朵母亲所言。

当时，由于朵朵高烧不退，

心急之下他们没有预约便直接赶

了过去。听说小孩高烧，接待人

员就开始打电话，连打了三个电

话才找到一位有空的医生，这才

获准去了一楼儿科诊室。

朵朵的妈妈介绍，医生确诊

孩子为扁桃体发炎后，开了一些

控制炎症的药和一瓶退烧液就

让他们回去了。这次看病，朵朵

妈妈光诊费就花了1300 比索（约

合人民币 475 元），加上药费、

检查费等七七八八的项目，差不

多花了5000 比索（约合人民币

1832 元）。

而在“墨城妈妈群”里，大

家对大医院的预约制度和看病

贵等问题，也有不少吐槽。

一名在墨城生活了近 5 年的

妈妈表示，平时看病的确需要预

约，运气好当天就能约到，而有

的病可能要预约好几个月。各种

检查也得预约，说不定排到你的

时候，你的病都已经自愈了。从

这点来看，国内的医院其实很方

便，有些大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当地医

保，在大医院看病非常昂贵。据

了解，无论是像墨西哥这样的拉

美国家，还是其他欧美国家，医

疗作为一项高技术含量的服务，

本身的绝对费用都要远远高于中

国。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没有

医疗保险支撑的外国人在这里

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小病还可以

自己负担，一旦有大病，随之而

来的天价医药费一般人真心难以

承受。不过，如果参加了当地的

医保，真正需要缴纳的费用其实

只是相对很少的一部分。

在墨西哥，去小诊所看病反

倒不贵，因为墨西哥的药品价格

整体不高。因此，小病去诊所找

全科医生是人们的第一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的医

院没有“药房”一说，医院和药

店是分离的。医院有处方权但不

能卖药，除非是住院的病人才能

从医院买药。医生不指定患者必

须到哪家药店去购买，而药店原

则上必须要看到医生的处方单

之后才能卖药给你。

治疗嗓子发炎的药，一瓶缓解流

鼻涕等感冒症状的药，外加一瓶

水果味的营养液，一共 640 比索，

约合人民币 230 元左右。回家用

药后，女儿的体温在 1 小时内就

降到了正常范围，疲惫不堪的我

们终于放心了。

然而，事情还没结束。

到了第二天，女儿又开始发

烧，体温再次攀升到 38.9 度。

我们只好又找到翻译，希望她带

我们去一家可以打吊针的诊所。

在翻译的建议下，我们来到

了上一次因为医生休假而吃了“闭

门羹”的诊所。在隔壁药店挂号，

然后拿着单子去找医生。诊室的

门外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医师

的名字，毕业于哪所医科大学，

相关资历等等。走进去，一位老

医生坐在那儿，墙壁上的相框里

裱着他的毕业证书以及一系列从

医资质，诊室里放着轻音乐，搭

配一座非常有个性的雕塑，氛围

显得很轻松。

医生很认真地询问了孩子的

病情、此前吃的药品，最后得出

的结论一样，嗓子发炎导致的发

烧。我们询问能否打吊瓶给孩子

补液？医生诧异地直摇头，说完

全不需要，怕脱水的话给孩子多

喝水就行。但是他要我立即停止

给孩子吃阿莫西林等药品，而是

打算分三次直接肌肉注射药剂，

用于治疗感冒症状以及嗓子发炎。

在给孩子的屁股打了一针后，

医生强调回去只喂一次退烧药，

然后给孩子洗个温水澡，多喝水，

第二天下午复诊。

这个医生对他的那一针是如

此自信，我们虽然将信将疑，但

也给女儿停了其他的药。之后女

儿的感冒症状似乎并没有缓解，

只是不再发烧。但到我们复诊时，

面对不停流鼻涕和咳嗽的孩子，

医生却开心地说，她好多了！并

且将孩子的第二针剂量减半，第

三针他直接表示不用打了。

女儿依旧病恹恹的，我们忐

忑地回了家，但也没有再给她吃

药，只是多喝水、勤洗澡。没想

到，几天下来，女儿的感冒就这

样慢慢“拖”好了。

我感慨，此前在国内，女儿曾

两次发高烧，送到医院之后都是

打了三天吊针才好，而这次居然就

这么给“扛”过去了！

国内看病难，国外看病也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