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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个处处方方
只只开开了了两两毛毛钱钱药药
港城有位老医生常年为患者开“小处方”

面对疑惑，老人只淡淡地说：不会昧着良心赚钱
本报记者 闫丽君 实习生 宋佳

“这年头，2毛钱竟然也能治好病？”12日，家住莱山区天合城的郭女士告诉记者，三天

前孩子患了右髋关节炎，一位老大夫只给开了两毛钱的药，竟然就好了。而据记者了解，这

位老医生常年给患者开这种廉价的药，他还说这是患者的需要。

仨患者的药费总共才48 . 1元
郭女士说，三天前孩子在玩耍

时突然喊右髋部位疼痛，于是她就

带着孩子来到附近的光华医院，在

这里一位骨科专家给孩子做了检查

后，称这种病在孩子中比较常见，因
活动量过大引起，来得快去的也快。

于是，随手给孩子开出了2片地塞米

松和2片去痛片，总共就两毛钱。

郭女士说，她拿着药单子都

不敢相信，甚至有点怀疑眼前的

这位医生年老不中用了。可是两

天过去了，药吃完了，孩子的右髋

也不疼了。

12日中午，记者找到郭女士说

的老医生——— 蒋曰生。他刚从手术

台上下来，现年已经74岁高龄，行医
46年，是一家医院的名誉院长。说起

他开的两毛钱的药，蒋院长淡淡地

说了一句：“他就需要那么点药，我

也没办法。”

随后，记者在蒋院长的门诊

记录本上发现，12日一上午，他接

诊的5个病号，除了一个回家锻炼

的，一个需要打封闭的，剩下三个

人总共的药费才 48 . 1元钱。而在

医院的门诊收款记录上，近一个

月来，蒋院长开出去 1 0 5张药单

子，最贵的药就是一瓶尼美舒利

32 . 5元。

“我们院长开的药，平均价格都

在20元左右，他一年当中开100元以
上的药都极少见，甚至都数的过

来。”该医院的收款处主任王静告诉

记者。对于这个数据，蒋曰生院长表

示，自己倒不是故意这样开，而是认

为患者就需要用这些。

不想昧着良心赚钱
说起蒋院长开小处方给自己带

来的好处，在开发区上班的董金萍
(化名)女士告诉记者，她去年年底得

了胫骨结节骨骺炎，元旦和朋友一
起打网球，回家上楼梯时突然感觉

疼。找到蒋院长，结果蒋院长认为董

女士才刚20岁，不要紧，不需要吃

药，让她回家锻炼去。

“起初我还不相信，后来在网上

查了一下，确实不是什么大病。”董

女士说，“不过这一下，蒋院长给我

省了好多钱，要是碰上开大处方的

医生，说不定就得拍片，一拍片就是

几百块钱。”

正因为蒋院长常年开这样的小

处方，慕名而来的患者很多。不过也

有不少人很难理解他的做法，觉得

现在这个年代，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以为他人老糊涂了，也有的认为他

作秀。对此，蒋院长表示，他们这个

年代的医生，都习惯了开廉价药，决

不会昧着良心赚钱，有时候患者想

不通吧，就给他们讲讲，患者大多都

能理解。

格记者观察

小处方还需大监管护航
在“大处方”司空见惯的当下，像蒋曰生

院长这样开出“两毛钱的处方”实在显得有

些“另类”，关键是难为医院搞创收，说得过

去么？为此，记者采访了该医院业务副院长

张云选。

张院长告诉记者，其实医院上下都知

道，蒋院长给患者开的都是一些最基础的

药物，从这一点上来说，确实给医院提供

的效益不大。“但话说回来，蒋院长给我们

医院赢得的是声誉，正因为他开的小处

方，很多其他区的患者慕名前来，”张云选

说，“从长远来看，蒋院长为我们医院赢得

的是长远的效益和声誉。”

对此，市卫生系统的一位业内专家表示，

多少年来，大处方被很多人深恶痛绝，目前对

医生开处方监管机制的缺失是重要原因。

“比如，法国医师协会对所有医生的处

方进行电脑监控，开药金额排在前5%的大

夫，每张处方都要被分析，只要发现一张处

方有问题，这个医生就要说出为什么这样用

药；说不出道理或解释不能成立的医生将面

临多重处罚，轻者掏钱补偿患者，重者吊销

医师执照。”他认为，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这

样的严管举措，有关部门需建立保护小处

方的制度，同时完善对大处方的监管，只

要这样才能彻底切断医生和药品之间

的利益链条。

蒋曰生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