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泰安一位骨干医师的
突然离世，让人不得不思考
当下医生群体的处境。事实
上，一些医学治疗以外的因
素，也会让走下手术台、原
本想松口气的医生们不得
不再次“绷紧神经”。

“医生只能救病，没法
救命。”1日下午，济南某医院
不愿具名的一位主治医生
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很多患
者直接把医生当成“上帝”，
以为病人只要交给大夫，就
能万无一失，“这无形中给
医生造成了巨大压力。”

医学并不能解决所有
问题，该医生表示，无论是
病情本身，还是手术，都有
很多无法预测的情况，“有
的手术可能稍微冒点险就
能做得很好，但万一失败，
家属就会给你各种麻烦，这
让医生们根本不敢放手做
出效果最好的手术。”

医学的特殊性决定了
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具有“绝
对权威”的地位，但在医患
纠纷不断的今天，他们在某
些医闹中反而成了“弱势群
体”。

而除了工作和患者带
来的压力，个人晋升、内部
矛盾等因素，同样损耗着医
生原本就已脆弱的神经。

近些年来，不断有正当
盛年的医生或在手术台上，
或在外出开会中，突遇疾
病，不幸离世。

“如果医生连自身都保
护不好，还谈什么救死扶
伤。”该主治医生最后叹口
气说，其实现在很多医生都
处于亚健康状态，因为他们
根本没有时间进行任何锻
炼。

可以预见，在各种压力
缠身之下，那位泰安医生绝
不会是医生群体中“突遭不
测”的最后一人。

请多给医生一点宽容
和空间。愿悲剧不再发生。

请多给医生

一点宽容

做介入手术相当于拍800张胸片，医生风险大劳累也是常态

曾曾33天天没没合合眼眼，，连连做做过过1122台台手手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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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年仅42岁的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蔡国栋，在给病人做手术过程中突发心肌梗死，经抢救
无效死亡，引发人们关注。

正当盛年的医生突然离世，近年来屡见不鲜，在当今的医疗环境下，医生群体到底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又
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工作状态？12月1日上午，本报记者走进济南市中心医院，进行了调查。

手术日做完手术

还得值夜班

“我最多的时候，曾经3天3夜
没合眼。”1日中午，在济南市中心
医院（下称中心医院）一间手术室
内，脱下厚厚隔离衣的心内科主治
医师王磊满脸倦容，刚刚过去的上
午，他做了3台手术，见到记者时，
他正在忙着写手术单。

王磊说，几年前，他曾接诊过
一位危重病人，“观察病人+值夜班
+手术+查房”凑在一起，让他连着
三天没合眼。如今已经42岁的他坦
言，现在最多能坚持一天一夜，“再
不休息，就会头晕，恶心，想撑也撑
不下去。”

上午手术，下午查房，晚上值
夜班——— 这是王磊在周二这个手
术日的安排，除每周固定的三个手
术日之外，王磊每天上午需要例行
查房，周三下午还有门诊。

“每个人都有活，每个人都很
忙”，这个行业的一个特殊之处在
于，一个人的活几乎没办法找另一
个人替代，因为病人的情况只有接
诊的大夫最了解。

王磊告诉记者，工作15年了，
他的工作状态没有太大变化，因为

“你根本不知道病号什么时候会过
来”。他最多的一次，曾连续做了12
台手术：8台常规手术，4台急诊手
术。

15斤的防护服挡不住大量辐射

据了解，中心医院对心梗
病人的救助有一套被称为“绿
色通道”的应对机制：病人从
确诊到手术不超过半小时，而
值班医生在接到电话后，则须
在15分钟内到位。

“很多心梗病人发病非常
快，这逼得大夫必须跟死神抢
时间。”王磊说。

两年前，该院曾创造了24

小时内通过绿色通道，连续挽
救 4名心梗患者生命的“奇
迹”，或许没几个人会在意，这
些奇迹背后王磊们的付出。

做介入手术时由于会产
生大量射线，按规定必须穿15
斤左右的全套防护服，即便如
此，也不能全身百分百防护。

“做一次手术，即便穿着
防护服，也相当于拍了800张

胸片。”王磊告诉记者，辐射的
危害他们比谁都清楚，但是每
次看到经过自己手术的病人
健康出院，“所有的劳累都会
一扫而空”。

“不光是我，我的同事们
几乎都这样。”王磊说，面对病
床上痛苦的病人，他们别无选
择，也义无反顾，“这已经成为
我们的生活方式。”

拇指大小区域内动刀，精神高度集中

除了巨大的工作强度外，
手术本身的风险给这些正当
盛年的大夫们带来的压力同
样不容忽视。

“一般的骨科大夫培养5
年左右就能上台做手术，但在
脊柱外科必须有10-15年时间
的积累，才敢动刀。”1日下午，
中心医院43岁的脊柱外科副
主任医师宋宏亮告诉记者，人
体脊柱构造复杂但作用巨大，
手术稍有闪失就可能造成严

重后果。
据了解，作为一位有着十

多年从医经验的骨干医生，11
月30日在手术台旁去世的泰
山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副主
任医师蔡国栋，其擅长的领域
之一就是脊柱外科。

宋宏亮介绍，脊柱附近有
脊髓及大量神经，如果不小心
碰到或碰断神经，轻者可能让
患者身体的某些部位麻痹，重
者甚至造成瘫痪。

宋宏亮说，目前他们进行
的脊柱手术中有六七成是以
微创形式进行，手术区域一般
只能在拇指大小区域进行，即
便经验丰富的大夫对这类手
术也会非常小心，“注意力必
须高度集中，千万不能碰到神
经。”

即便如此，宋宏亮表示再
复杂的病患，只要送过来，他
们都会想办法救治，因为“治
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

济南市中心医院心内科大夫们的午饭。为了节省时间，他们都是在手术室旁边的休息室吃盒
饭，平均吃饭时间不超过15分钟。

铅衣重约15斤，医生们却整
天要穿着做手术。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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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12月2日期间，全球直
供年卡第二期——— 美国直供商品

“年卡”上线，限量50份，将地道的美
国名优商品与独具风味文化旅游打
包推出，活动一上线便受到消费者
追捧，第一天推出的限量年卡商品
在1分钟内悉数被抢完，其中保健品
年卡更是在1秒内被秒空，可见消费
者跨境消费力之旺盛。

跨境电商新模式：电商+

旅游催生年卡市场

近年来，跨境电商已成消费市

场的新蓝海，而聚划算全球直供年
卡的推出，则将跨境电商和文化产
业深度结合，成为一种消费端的创
新尝试。传统的商业只是销售商
品，而全球直供年卡将其转变为针
对特定人群需求提供深度服务上，
可谓别出心裁。

据悉，此次聚划算推出的美国
直供年卡，以2016年四个季度为维
度提供特色路线，共分为美妆年
卡、快消品年卡、奶粉年卡和健康
年卡，每张年卡涵盖不同的路线和
与路线相对应的特色产品。消费者

只需要购买一张，就可享受其中一
条路线+该路线涵盖的全年商品，
通过巧妙方式将跨境电商+境外旅
游深度结合。

业内人士称，年卡产品的搭配
是整个创新的关键，以美国直供年
卡中的美妆年卡为例，消费者一次
购买宝拉珍选11件化妆品套餐，即
可获得赴美往返机票和纽约时装
周VIP门票。从人群来看，购买化
妆品的消费者往往是对时尚敏感
人群，这样的搭配组合可谓对特定
人群心理的精准揣摩。

和美妆年卡一样，美国直供年
卡中的奶粉年卡也将人群和产品进
行对应匹配。消费者一次购买雅培
婴幼儿奶粉24罐，即可获得赴美往
返机票和美国常春藤名校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参观之旅。消费者不仅
可以在留学生的陪同下参观校园，
还可以和美国大学申请战略咨询师
面谈，了解申请美国大学的流程和
方式，为孩子未来的发展谋划先机。

聚划算助推跨境消费升级

目前跨境电商的竞争，重点仍
在品类的丰富性和消费人群的规模
化上。通过短平快的迅速推广和试
错获取规模效应，从而降低运营成
本，在这一点上，聚划算对消费者跨
境消费需求的激发功不可没。

据悉，今年9月，聚划算就已推出
泰国直供商品年卡，并引发市场广
泛认同与好评。第一期泰国直供年
卡限量100张，为消费者直供泰国特
色产品茉莉香米、乳胶制品等产品，

上线仅仅20秒便被迅速秒杀一空。
市场需求旺盛和国内消费升

级是其中重要原因。
数据显示，2014年跨境电贸易

额达到3 . 75万亿元人民币，增长率
高达38 . 9%，并仍在保持每年30%的
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国内消费者对
出境游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2014
年，中国游客赴美旅游人数达到218
万，同比增长21%，人均花费11万元。

在巨大的市场面前，聚划算推
出美国直供年卡无疑契合了大众
对品质生活的需求。同时，美国直
供年卡合作的都是美国名优品牌，
提供的诸如纽约时装周VIP门票、
好莱坞影城幕后现场、全基因检测
等体验服务独具特色，以创造性的
思路博得市场喝彩。

出国旅游需要护照，而现在全球购物也有了。今年9月，聚划算

推出全球直供年卡，堪称一张“全球购物的电子护照”，消费者可以

在享受国外名优商品的同时，去国外进行特色文化和生活体验。

聚划算推“全球直供年卡”引领跨境消费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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