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冰冰国外发烧回国治———

外国医疗的“月亮”有没有中国圆

用药
不随便用抗生素、药品质量好

中国是世界上用抗生素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发
达国家人均年挂水量3瓶，中国17瓶。与中国滥用抗
生素不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医生绝不随便给
病人开抗生素。一位移民日本的媒体人介绍，三年前
朋友的孩子发高烧，半夜送到医院，医生却用物理降
温法，用冰块降温。如果在国内，医生十之八九会让
挂盐水、注射抗生素。

不少使用过国外药品的国人，都曾感慨：他们药
效就是好。一位中国教授曾带女儿在美做访问学者，
他回忆，有一次女儿重感冒去看急诊，医生向女儿嘴
里注射了一管药剂，第二天孩子就“活蹦乱跳”了。

在日本， 不同制药公司的药品在市场上公开竞
争，保证了药品质量和药价的相对平稳。因此，才会
出现赴日旅游的中国人跑去日本药妆店抢购眼药
水、止痛感冒消炎药等等“奇怪”现象。

服务
医生要及时回复病人来电

在美国， 医生一天看完病人并不是一天工作的
结束。 医生结束门诊还要回复很多病人的来电和处
理各个病人的检查结果。 有的诊所要求病人的来电
要在1小时内回复。 病人的病情变化都会通过护士
转到医生的电脑上。 医生要及时地给病人打电话或
告知护士如何处理。

在美国，医院和诊所都在大力推广电脑化。奥巴马
医疗改革的一个方面就是医疗信息的全面电子化。从
2014年开始，没有实行电脑化的诊所和医院将受到经
济上的惩罚。全面电脑化方便了医生，也方便了病人。

在美国， 各个医疗诊所都在积极促进医生和整
个诊所的病人满意度。 病人来看医生一方面是寻求
对疾病的医治，另一方面也是得到一种服务。每月有
专业的调查机构会向病人发出调查表格统计对医生
乃至整个诊所的评价。 病人满意度已经与医生的收
入联系。不达标的医生会下岗;病人满意度差的诊所
也会在医疗行业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

收红包在美国等会受到严厉处罚， 而过度检查
也极少发生。在日本，一位中国患者颈椎疼痛，主动
要求做核磁共振检查也被拒绝， 医生会尽量避免不
必要的伤害。

一位在中美两国的医疗制度下都工作过的医生
说，在美国，医疗重点在病人而不是医生。病人可以
选择医生而医生不能选择病人。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医疗制度， 各国的制度
各有千秋，但是从规范完善和人性化的角度上，发达
国家的医疗体系走在前列， 有很多值得中国医疗改
革学习、借鉴之处。 ■据新京报

月初，李冰冰远赴澳大利亚拍摄新片《谜
巢》，没想到一落地便病倒，连续发烧多日。她
在微博上透露，澳洲护士打针时没找到确切位
置，无辜被扎好几针，还喷出血来。

看到这个新闻， 相信很多人都会吃惊：人
家外国的医疗体系不是很发达吗?全民医保、
全面陪护什么的，医生经过残酷临床实习才能
执业上岗，高薪洋大夫医术不是很厉害吗?怎
么李冰冰发了高烧还回国治疗?

事实上，在国外生活的人都知道，外国的
月亮并非都比中国圆。英美日澳等发达国家的
医疗制度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 借鉴的地方，
但也有不尽合理之处。

流程
预约医生制度流程慢

在英国，居民首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先
去社区附近的诊所看全科医生，碰到全科医生
解决不了的医疗问题，再由全科医生将病人转
诊至上一级医院。 没有全科医生的转介信，居
民不可直接去医院看专科医生。

不过， 由于预约医生等候的时间一般较
长，一些患了急症的病人，就会绕开社区诊所
的全科医生，直接去医院看急诊。即便如此，病
人也无法立即见到专科医生，必须经过急诊科
医生的预先诊断，有需要的才会进一步转诊到
专科医生那里诊疗。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家也是一
样，像李冰冰那样患了高烧的，从见医生到住院
挂水输液通常都会走上几天甚至几周的流程。

与中国人生了病再求医问药不同，国外的
社区医生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疾病
的预防方面。在英国，所有居民都需要到附近
社区诊所登记，登记之后，医生会不定期地往
居民的信箱里寄送信件，根据居民的个人健康
状况，提示居民做相关的体检和复查，积极做
好疾病的预防。社区医生和居民的联系十分频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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