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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四院姑息医学科始建于
1995年，是我国最早的姑息关怀
类科室，在当时也是全球第9所
世界卫生组织姑息治疗合作分中
心之一，在此之前，仅有英国、
波兰、印度、阿根廷等8个国家
设有这个组织的分中心。

与国内很多至今仍生存艰难
的姑息医学科不同，华西四院的
姑息医学科不仅是省重点学科，
还成了该院的金字招牌，一床难
求。

从一个医生两张床位，发展
到如今的 40余人的专业医护团
队和 44张床位的病房、每年为
约 3000名患者提供缓解痛苦的
整体关怀服务，华西四院姑息医
学科用了29年的时间。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最初只有两张病床
的姑息医学科

“死亡不是失败，丧失尊严
地离开才是真正的失败。我们要
做的是正视死亡，而非逃避，这
就是姑息医学的意义。”

20世纪 90年代初，在英国
学习交流的李金祥教授在圣克利
斯朵夫安宁医院与现代姑息治疗

的开创者西西里?桑德斯有过三
个月的短暂交集，那也是他第一
次系统地了解到这门学科的点
滴。

拿到英国加迪夫大学和牛津
大学的姑息医学双硕士学位后，
李金祥第一时间就回国，当时的
他心里只有一件事：建立我国自
己的姑息医学科。

1995年，李金祥在华西第四
医院创建了姑息医学科，最初科
室只有两张床位、一个医生和一
个护士。

“华西四院姑息医学科是国
内姑息医学先驱机构之一，这就
意味着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
鉴，全靠自己探索，找到一个符
合现实的临床服务模式。”四川
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副院长孙鑫告
诉健康时报记者，从 1995年到
2005年，整整十年，这一科室都
在生死边缘反复挣扎。

社会和医学界不认同、病人
和家属不信任、民众缺乏相关的
意识……种种因素的叠加，让这
里几乎成了全院最冷清的科室。

在该院姑息医学科主任蒋建
军的记忆中，那个时候很少有病
人来接受服务，早年的医护团队

上半年是一批人，到下半年就换
成了另一批人。

一直到 2004年，姑息医学
科有时还入不敷出，相关领导找
李金祥开会，希望他把姑息医学
科关闭，他还回到原来的科室
去。

李金祥表示：“科室亏本是
暂时的，如果继续亏本，我可以
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立下军
令状时，李金祥心里也没底，但
他坚信，未来，生命末期病人的
关怀一定会成刚需，姑息医学的
春天不会太远。

科室走出了自己的路
进入 21世纪，这条少有人

走的路，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同
行者。到了 2005年，有了前 10
年的艰苦探索，姑息医学科开始
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并在四川大
学对医学生开设了姑息医学的选
修课。“与其他单纯在临床上实
践姑息治疗的医院不同，我们不
仅是一家医院，同时也是一所公
共卫生学院，这种特殊的绑定也
让我们对于姑息医学的探索有了
更多的优势。”孙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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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四院姑息医学科的实践样本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主任蒋建军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主任蒋建军（（左一左一））查房查房。。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阅读提要

■1995年，李金祥在华
西第四医院创建了姑息医
学科，最初科室只有两张
床位、一个医生和一个护
士。“华西四院姑息医学
科是国内姑息医学先驱
机构之一，这就意味着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
鉴，全靠自己探索，找到
一个符合现实的临床服务
模式。”四川大学华西第
四医院副院长孙鑫告诉健
康时报记者，从 1995年
到 2005年，整整十年，
这一科室都在生死边缘反
复挣扎。

■在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
院姑息医学科主任蒋建
军的记忆中，那个时候很
少有病人来接受服务，早
年的医护团队上半年是一
批人，到下半年就换成了
另一批人。一直到 2004
年，姑息医学科有时还入
不敷出，相关领导找李金
祥开会，希望他把姑息医
学科关闭，他还回到原来
的科室去。李金祥表示：

“科室亏本是暂时的，如
果继续亏本，我可以把自
己的房子抵押了。”立下
军令状时，李金祥心里也
没底，但他坚信，未来，
生命末期病人的关怀一定
会成刚需，姑息医学的春
天不会太远。

■唐梦依 （化名） 9个月
大时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爸爸妈妈带她回到
老家四川求医。唐梦依进
行了四次开胸手术，后三
次均在华西医院完成。无
数次地病危、急救……她
生命的最后时刻，医生建
议他们去华西四院的姑息
医学科。这是一段很平静
的时光。离开时，她的父
母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梦依的眼睛太漂亮了，
带走了可惜，留下来给需
要的人，替她去看看春
天。”

如果死亡已经不可避免，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否有尊严地度过？
“走到终点前，我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是无数生命有限者最后的心愿。

让患者能够有尊严地死去，也是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的姑息医学科一直在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