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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观察▶▶▶大健康观察▶▶▶北京东单，一片绿色琉璃瓦顶的
古典建筑格外引人注目。与周围现代
化的高楼大厦相比，这几座青砖绿瓦
的建筑尤显庄重典雅，这就是著名的
北京协和医院。

自 1921 年建院以来，北京协和
医院创立了“三基三严”（基础理
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严肃的态
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 的现
代医学教育理念，形成了以“教授、
病案、图书馆”著称的“协和三宝”。

穿越一世纪的风雨韶华，北京协
和医院被老百姓视为“性命相托的最
后一站”。协和为什么能有如此口
碑？为什么能演绎长盛不衰的传奇？
答案，或许蕴藏在协和的病案里。

病历导师制
行医从写病历开始

在浩瀚的医学海洋里，将书本知
识和医疗实践结合得最紧密的就是病
案。100年来，北京协和医院完整保
存了400余万册病案，它们成为北京
协和医院乃至中国医学界的传家宝。

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科主任王怡介
绍，病历是关于患者疾病发生、发
展、诊断、治疗情况的系统而真实的
记录，是临床医师根据问诊、查体、
辅助检查以及对病情的详细观察所获
得的资料，经过归纳、分析、整理书
写而成的医疗档案。

在协和，医生的训练从书写病历
开始。写病历是每一位临床医生的基
本功。协和自建院以来一直保持重视
病历书写和病案管理的传统，协和人
在学生时期和住院医师期间就接受了
严格的病历书写训练。

“内容要准确齐全，字迹要工
整，重要的地方要贯穿医生的思考和
分析，不能写成流水账。”中国消化
病学的奠基人、协和老教授张孝骞曾
经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

一次查房时，张孝骞发现住院医
师的病历写得不够详细，他一言未
发，静静地来到患者病床前进一步询
问病情及病史，并认真查体，详细记
下了所查病情。他这种无声的行动，
一直刻在学生的记忆里。

“一份好的病历很难一次成形。”
协和老教授罗慰慈回忆，“我们做学
生的时候，开始写的病历至少要被修
改3遍。很多时候第一遍修改就把整
个病历改花了，老师改完之后我们再
整理重写。”

每晚查房，总住院医师在巡视病
房时，会通过病历了解每天新住院的患
者，并和住院医师讨论书写细节，住院
医师们也对病历书写投入十二分的认
真。协和老教授陈德昌回忆起刚来协和
的第一印象，就是“住院医师要写‘大
病历’，入院记录必须在患者入院24小
时内完成。每晚9时以前，总有几名
住院医师在病房医师办公室内，各占
一张桌子，台灯下奋笔疾书”。多年
来，就是在这样独特的文化熏陶下，
协和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学大家。

难能可贵的是，协和至今保留严
格的病历导师制，每年都会有教学经
验丰富的医师手把手、一对一地指导
医学生如何书写病历。遇到病历书写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指导老师会陪学
生一起到患者身边再次问诊、查体，
直至一份满意的病历出炉。

随着时代的变迁，医院信息化建
设不断完善，便捷、高效的电子病历
取代了过去的手写病历。但在王怡看
来，尽管病历的载体出现变化，但协
和人严谨、求精的治学精神以及医患
共情的人文底蕴没有变，协和对“如
何书写一份好病历”的要求更为严
格，在过去“师承”的基础上，加入
了更多系统化的管理。

内科大查房
严谨求精以人为本

建院百年之际，协和第七届病历
展日前正式开展，展陈内容为从 400
多万册病历中精心挑选的珍品。

在展厅内，记者看到，协和的老
病历中有不少医生的手绘图画，笔法
细腻，如同艺术作品。一位患者说，
他曾去很多医院看过病，觉得协和的
医生最有人情味——为了解释清楚一
个疾病，很多医生都会画一张草图，
告诉病人如何治疗。

在病历展上，一幅漫画格外吸引
人的目光——在一名病人床前，医学大

咖云集，问诊查体发表观点。这是协和
毕业生林俊卿手绘的“内科大巡诊（大
查房）”漫画，生动再现了当年内科
大查房场景。

“内科大查房”最早被称为“内
科大巡诊”，是协和从建院延续至今
的传统之一，也是协和团队精神最突
出的体现。建院初期，由于医生人数
较少，大巡诊直接在患者的床旁进
行，随着医师队伍的壮大，大巡诊的
地点一再更换。尽管名称从“内科大
巡诊”变成了“内科大查房”，地点
多次更换，然而“下面是大查房看病
人 时 间 ” 这 一 经 典 之 语 一 直 延 续
至今。

不同于普通的“查房”，内科大
查房的内核在于经典病例的汇报与自
由讨论。如今，协和每周都要进行一
次内科大查房，内科各专科医生几乎
全部到场，放射科、病理科、检验
科、外科等科室也会视情况参加，集
中讨论罕见疑难重症，或诊断不明、
治疗无效的病例，提出值得重视的经
验和教训。以 2016—2018 年为例，
协和内科大查房共讨论123例，其中
诊断不明病例 68 例，治疗棘手病例
23例……几乎每个病例都涉及5个以
上的专科。

大查房时，上百名医生集思广
益，为一个病人会诊，是真正意义
上的全院大会诊，场面蔚为壮观，
堪称“协和一景”。值得一提的是，
大查房时并非只有大专家才有发言

权，年轻医生也可以随时发问，提
出异议，争论交锋。大查房洋溢着
浓厚的学术氛围，各科医生学到了
科学的临床思维，培养了整体观念
和协作精神。协和老教授邓家栋写
过：“协和内科大查房制度传承至
今，作用尽显，魅力无穷，凡有幸
参加者，无不留恋、怀念。”

内科大查房是人才辈出的舞台，
百年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无数经典瞬间
和不朽传说，更对协和内科乃至整个
协和医院的临床诊疗体系产生了深远
的 影 响 。 多 学 科 协 作 诊 疗 模 式

（MDT） 的兴起，就被视为专科化潮
流下的“迷你内科大查房”。内科大
查房文化滋生的高效 MDT团队，以
更便捷、更快速的团队模式，节省了
医护的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为患者
免去了多个学科之间转诊的波折，在
各专科飞速发展的今天，为各学科疑
难疾病的高质量诊治提供了更有价值
的诊疗模式。

求索无止境
为患者修改“生死簿”

病案不仅成为疑难重症的原始资
料载体，更见证了协和人与罕见病斗
争的历史。

罕见病又称为“孤儿病”，是一类
发病率和患病率极低的疾病，大多尚无
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法。据统计，中国

罕见病总患病人口数约有2000万。对
于罕见病患者来说，确诊自己到底得
了什么病，可能就要花费数年在多个
医院之间奔波，协和往往成为他们最
后的希望。

1964 年 10 月，协和妇产科收治
了一例流产后阴道出血的年轻女性，
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绒癌，肺及

阴道转移”。绒癌是“绒毛膜癌”的
简称，是一种高度恶性而罕见的妇科
恶性肿瘤，绝大多数起源于妊娠时的
滋养细胞，具有极强的侵蚀性，往往
很早就出现转移，致死率极高，甚至
有“凡是绒癌者不能存活，凡是能活
者不是绒癌”之说。

为了在治病的同时保留这位年轻
女性患者的生育功能，协和老教授宋
鸿钊在患者充分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拟订方案为“先行化疗，暂不手术”。
在化疗同时，医生详细记录了患者接
受治疗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经过努
力，这位患者康复出院了。协和继续
跟踪随访，这位患者在给协和的回信
中写道：“你们的来信收到，上面的言
语我都尽知，你对我的关怀使我感激
不尽……我的身体总是很好……现在
我已经怀孕7个月了……”王怡介绍，
后来这位患者生了3个健康的孩子。

以宋鸿钊为首的研究者们经过数
十年的共同努力，使绒癌从死亡率
90%转变为根治率 90%，甚至有了

“如果人一生中必须得一次癌，那最
好是得绒癌，因为它能治愈”之说。
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得
到国际公认的能够达到甚至领先国际
水平的医疗成就之一。

绒癌的攻克是协和人治病救人、
持续向疑难重症挑战的缩影。从中国
第一个临床药理研究中心的建立到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落户，从胰腺疑难
病、罕见病等28个多学科诊疗团队到
10个国家级质控中心的建立，协和人
破解了一道又一道医学难题，打造了
一个又一个诊疗样板，攀登了一座又
一座学术高峰，疑难重症诊治能力不
断提升。

400 多万册病历，就好像 400 多
万个台阶，协和人一步步拾阶而上，
攻克一个个疑难杂症，护佑了千家万
户的健康和幸福。令人欣喜的是，这
些台阶还在继续向未来延伸。

一世纪风雨走来苍生大医

400万册病历折射协和百年风华
本报记者 王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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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9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福建工作组最后一批专家
和医务工作者撤离福建莆田。

从 9 月 17 日起，莆田市再无社

区传播病例，新增病例均为管控人
群中检测发现，有效遏制了疫情溢
出省外风险。截至目前，该市均为
低风险区。“莆田疫情防控取得阶段
性胜利。实践证明，新冠肺炎防治
中通过中西医密切协作，临床医治
效果显著。”临行前，专家组成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重症医学
科、急诊科主任杨志旭说。

一人一方、一人一策

9 月 11 日，杨志旭来到莆田指
导疫情防控工作。在抗疫定点医疗
救治医院莆田学院附属医院隔离病
房里，杨志旭每天坚持进病区查看
病人病情，除了把脉还要仔细观察
患者的舌象，记录在案。身穿厚厚
防护服的他，经常从 9 楼病区爬到
14楼病区，每次查房后都要到下午
两三点。

“来，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下。”
进入病区的杨志旭主任总是亲切、
平和地咨询患者病情变化，查看患

者舌苔、脉象，最后不忘对患者进
行心理疏导，让患者身心全面康复。

莆田疫情发生以来，经过中医辨
证治疗，轻症患者见效快，重症患者
治疗周期缩短，中医治疗颇受患者信
赖。“中医药灵活性大，会根据每个
患者的症状特点进行针对性治疗。”
杨志旭说，结合莆田当地气候，他拟
订了适合莆田疫情的中药协定方，并
结合中医“三因制宜”，随时调整用
药，一人一方、一人一策。

杨志旭说，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患
者救治方面大有可为，看到每天都有
患者治愈出院，所有辛苦都值了。

中医药早介入早治疗

在本次疫情防控救治工作中，
来自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
院、附属第二人民医院、附属第三
人民医院和福州市中医院等医疗机
构的20余名专家组成福建中医抗疫
援莆医疗队，于 9月 11日、16日分
两批进驻莆田抗疫定点救治医院隔

离病房一线作战。
经过中医辨证治疗，轻症患者

见效快，重症患者治疗周期缩短，
发挥了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的预防、
治疗、康复等方面积极作用，为莆
田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做出了重要
贡献。

同时，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康复
医学科、中西医结合科依托陈金雄
名医工作室和陈志斌名医工作室，
对中医药早介入、早治疗做出明确
部署，及时建立中医药应对机制，
配合国家级、省级中医专家进入隔
离病房收治新冠患者，积极探索中
西 医 结 合 救 治 办 法 ， 取 得 明 显
成效。

一袋一袋赶制中药汤剂

在此次疫情中，莆田市中医医
院承担全市隔离点 （仙游县除外）、
救治医院、各指挥部的中药预防方
的煎煮、调剂、配送等工作。9 月
19日—10月 9日，共配送 315849袋
中药预防方。

接到中药预防方供应任务后，
莆田市中医医院煎药房内18台高压
煎药机不断冒着热气，赶制了一袋
又一袋的中药汤剂。1 台高压煎药
机每天最多可煎制约 360 袋中药汤
剂，按照早、晚服用的频次，可每
日满足180人的用药需求。

该中药汤剂处方由生黄芪、芦
根、金银花、藿香等中药煎制而
成，具有宣肺化湿、清热解毒、调
整体质、增强免疫力等功效，对一
线的防疫人员、在酒店隔离的密切
接触者，具有预防抗病毒的作用。

一包包暖心的中药，是一份份
防护，更是一份份关爱，为一线工
作人员和隔离观察者带去安心与温
暖的同时，为新冠肺炎的预防再增
设一道屏障，也为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增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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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朱玉娟） 不久前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在同济大学
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周彩存教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李媛教授的
推动下，罗氏制药与罗氏诊断携手腾讯智慧医药、众安医药、与癌共舞等爱
心企业，共同发起了ALK阳性肺癌患者关爱联盟。

肺癌是中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在肺癌中，非小细胞肺癌是最常见的肺
癌类型，占所有肺癌比例的85%—90%，而其中有3%—7%的患者具有ALK基
因突变，是一种比较罕见但非常凶险独特的亚型。患者平均年龄比较低，大
多数对化疗药物响应不理想，并伴有复发风险高、脑转移发生率高、预后差
等问题。”周彩存说。

“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常见于较年轻且无吸烟史的肺癌群体。这类患者
的ALK基因往往会与其他基因产生融合，生成ALK融合蛋白，从而促进肿瘤生
长。”李媛进一步解释道，“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虽然比较凶险，但随着ALK
抑制剂的出现，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能有明显的改善，这让肺癌
成为慢性病成为可能。”

“精准医学上的不断进步，让临床医生得以为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争取了宝贵的生命时间。”周彩存说，“根据国际临床研究 ALEX结果，与现
有标准治疗方案相比，二代ALK抑制剂用于一线治疗ALK阳性晚期非小细胞
肺癌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时间达到34.8个月，五年生存率也达到了62.5%。”

目前，国内多个主流的ALK靶向药已经纳入医保。以阿来替尼为例，已
于2020年1月进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减
轻了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经济负担。

随着患者生存期不断延长，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需求也在逐渐
多元化。此次ALK阳性肺癌患者关爱联盟的成立，将致力于提倡高效的ALK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诊断、规范化治疗，同时在创新支付、患者教育、疾病管
理以及情感交流等方面提供全面支持。

ALK阳性肺癌患者关爱联盟成立

争取让肺癌成为可治的慢性病图为莆田学院附属医院中药房，医生抓药煎制中药汤剂。

图为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一角。
北京协和医院供图

本报电（记者熊建） 第十五届“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
日前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举办。本届论坛以“深化农业与食品
务实合作 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为主题。

论坛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共同主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
究中心、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秘
书处承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田世宏指出，食品安全是世界人民
的共同期待，食品安全需要全球治理。中国作为食品生产和消费大国，作为
世界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一员，将继续加强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防控，加
强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守护食品安全。

第十五届“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举办

食品安全需要全球治理

图为协和医院内一角。
本报记者刘 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