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代医疗实践中， 医患关系是维护社

会和谐与医疗秩序的关键。 随着医疗服务的

不断发展，医疗纠纷也日益增多，严重影响了

医疗机构的正常运作和医患双方的权益。 要

有效避免医疗纠纷，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构

建和谐的医患沟通环境， 明确医疗服务的边

界和规范，同时加强患者的健康教育。以下是

几个必知要点，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医疗纠纷，保障医患合法权益。

一、加强医患沟通

1、明确信息披露：在医患沟通中，医生必

须提供全面、透明的信息。这包括对病情的详

细解释，治疗方案的选择理由，预期治疗效果

及其科学依据，以及可能引起的副作用。确保

患者充分理解其病情和治疗过程， 有助于避

免医疗纠纷。

2、倾听患者意见：医生应主动询问患者

的想法和感受，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偏好。

对于有特殊需求或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医

生应显示出尊重和理解， 适时提供个性化的

治疗建议。例如，面对一位对某种药物持有疑

虑的患者，医生应详细询问其担忧的原因，并

提供替代的药物选择或额外的医学证据，帮

助患者建立信心，减少不必要的焦虑和紧张。

二、规范医疗服务流程

1、严格遵守医疗操作规程：医疗人员在

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医疗操作

规程和行业标准，保证医疗安全，降低医疗事

故的发生。

2、加强医疗记录管理：完整、详尽的医疗

记录是医疗纠纷处理的重要依据。 医疗人员

应记录患者的病史、诊断、治疗过程、用药和

患者反馈等信息。

三、提升患者健康意识

1、定期健康教育：通过举办健康讲座、发

放健康手册等形式，提高患者的健康意识和

自我保健能力，让患者了解常见疾病的预防

和治疗知识，减少因误解医疗信息而引起的

纠纷。

2、强化疾病预防意识：增强患者对疾病

预防的认识，教育患者合理饮食、适度运动，

促进健康生活方式，从源头减少疾病的发生。

四、患者参与决策

1、提供决策支持：医生应鼓励患者参与

到治疗决策的过程中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

支持和建议。 这意味着医生需要讲解不同治

疗选项的利弊，包括长期和短期的影响，以及

患者根据自身情况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 参

与决策能够让患者感到自己的需求和意愿被

尊重，从而增加治疗方案的接受度和满意度。

2、尊重患者自主权：医生应尊重患者的

自主选择权。 这包括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是

否参与医学研究以及生命末期的护理意愿

等。在尊重患者自主权的同时，医生应提供充

分的信息和建议，帮助患者做出知情的决策。

当患者的决定与医生的建议不同时， 医生应

通过沟通了解患者的考虑， 寻找双方都能接

受的解决方案。

五、维护医疗环境和患者隐私

1、创建舒适的就医环境：医疗机构应提

供一个安静、整洁、私密的就医环境。 这包括

确保诊室内的私密性， 以及在医疗设施的设

计上考虑到患者的方便与舒适。 一个好的就

医环境可以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 增强对医

疗机构的信任， 有助于避免由于环境因素引

起的不满和投诉。

2、保护患者隐私：医务人员应严格遵守

保密原则， 妥善处理患者的个人信息和病历

资料。这意味着在未经患者同意的情况下，不

得泄露任何个人健康信息。同时，医疗机构应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信息泄露， 比如加强对电

子病历系统的安全管理， 确保数据传输和存

储的安全性。

六、建立有效的投诉处理机制

1、建立明确的投诉渠道：医疗机构应设

立专门的投诉处理部门，明确投诉的途径、流

程和时限。 让患者知道他们的意见和不满能

够被听取和处理，有助于及时解决问题，防止

矛盾的激化。投诉处理过程应做到公开透明，

保障患者的知情权。

2、及时响应和处理投诉：对于收到的投

诉， 医疗机构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调查和

处理。要确保投诉被及时记录和确认，快速响

应能够向患者表明他们的声音被重视。 对投

诉进行全面和公正的调查。 这可能需要收集

和审查相关医疗记录、 访谈相关医疗人员和

目击者。 将调查结果和采取的措施明确地反

馈给投诉者。 这应当以尊重和同情的方式进

行，即使是在投诉未被证实的情况下。如果投

诉合理， 应当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以解决问

题，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可能包括改

善医疗流程、增加培训或其他管理措施。将投

诉处理的过程和结果作为质量改进的一部分

进行记录，并从中学习，提高整体服务质量。

避免医疗纠纷， 不仅需要医生的专业性

和责任心，还需要患者的理解和支持。每一位

医务人员和患者都应成为这一进程的积极参

与者和推动者，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高

效的医疗氛围。未来的医疗环境，需要的不仅

是医术的精进， 更需要医德的光辉和医患关

系的和谐。让我们携手前进，在避免医疗纠纷

的道路上共同努力， 构建更加美好的医患共

处未来。

（作者单位：广西河池市中医医院）

内分泌失调与环境污染方面的关系

□

汪玮、李菁、王群

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相信大家

都不陌生。 我们常听到的，是环境和肿瘤、和

呼吸道疾病息息相关， 但其实大家知道吗，

原来环境污染与女性的内分泌疾病的发生，

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 2024 年 2 月 26 日的第

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6）上，内分泌

学会和国际污染物消除网络共同发布题为

《内分泌干扰物： 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的报

告， 全面介绍了国际上广泛关注的新污染

物———内分泌干扰物（EDC）最新科学进展。

环境对女性内分泌的影响进入大众视野。

一、什么是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

（WHO/IPcs）将能改变人类内分泌系统的功

能，并对子代造成不良影响的外源性（非天

然）化学物质，就称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二、 与妇科疾病相关的环境内分泌干扰

物的主要种类有哪些

1、主要包括：邻苯二甲酸酯、多氯联、双

酚类似物、壬基酚等。 这些名称听上去非常

陌生， 其实他们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邻苯二甲酸：是一种增塑剂，广泛用于塑料

包装袋、玩具、化妆品、服装以及部分瓷砖、

清洁剂中；多氯联苯：多为工业用料，常用于

生产电子变压器、冷却液，生活中多来源于

工业废水、废弃的污染，多氯联苯也是世界

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 双酚类似物：

常在用于塑料袋、奶瓶制作；壬基酚：常用于

食品包装袋、一次性纸杯(聚乙烯)、一次性塑

料瓶(PET)、方便面杯等塑料制品中。

2、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进入人体的主要方

式有哪些？

3、 主要包括经口摄入（饮用或食物摄

入）、皮肤吸收（皮肤接触或化妆品等）、呼吸

道吸入等，另外母体也可以通过胎盘或母乳

传递给子代。

4、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女性的影响。

5、对卵巢的影响：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会

影响卵泡发育，直接作用在卵泡或者通过下

丘脑到垂体到卵巢轴，影响卵泡的发育及排

卵，从而导致卵巢功能异常，引起雌孕激素

分泌的紊乱。

6、对子宫的影响：有研究显示，子宫内膜

异位症患者的血清里的邻苯二甲酸二已酯

会高于正常的女性；而邻苯二甲酸酯会造成

子宫肌层平滑细胞的增殖， 阻止细胞死亡，

增加了细胞中的胶原成分，从而导致了子宫

肌瘤的发生和进展。

7、对正常细胞的 DNA 有所影响：破坏

稳定性，造成细胞形态异常，造成肿瘤现象。

卵巢、子宫等都属于激素敏感器官，邻苯二

甲酸酯在体内类似天然雌激素，增加了肿瘤

发生率，同时邻苯二甲酸酯还会影响肿瘤组

织的生长和分化，多氯联苯会影响肿瘤细胞

的氧化，但肿瘤的发生原因复杂性和环境内

分泌干扰物多个因素影响。 由于邻苯二甲酸

酯在农业、 工业和生活领域的广泛使用，导

致其在土壤、水、空气、污泥等环境介质和生

物体内残留严重，已经成为环境中最普遍存

在的有机污染物之一，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

康构成严重威胁。 多氯联苯在环境中较为稳

定，代谢产物储存在人体的脂肪中，代谢产

物人体无法很好进行消化在人体内和雌激

素、雄激素等互竞争，影响了人体的生殖系

统，通过胎盘也会对胎儿产生毒性。 双酚类

似物有着拟雌激素的能力，和竞争性结合雌

激素受体，调整了靶基因的表达。 同时，双酚

类似物和胎盘也有着高表达激素相关 Y 受

体，通过胎盘会对胎儿产生影响。 壬基酚具

有与雌二醇(estradiol，E2)相似的分子结构，能

与人体的雌激素受体结合，形成一种类似于

雌激素的效应， 可影响生物体内分泌系统、

生殖系统、生长发育、免疫系统、神经系统，

引起癌症、畸形等严重后果。

三、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接触 EDCs

�������1、饮食方面：尽量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

选择新鲜、有机的食品；尽量避免使用含有

防腐剂、增塑剂、色素等化学添加剂的食品；

2、生活环境方面：尽量减少使用化学清

洁剂、杀虫剂等化学物品；选用环保型家居

用品，尽量避免使用塑料制品，如使用玻璃

瓶替代塑料瓶等；

3、化妆品方面：选择天然、无添加的化妆

品，并尽量减少使用化妆品；

4、日常用品方面：避免使用含有 BPA、

阻燃剂等有害物质的日常用品，如劣质食品

保鲜膜、劣质塑料容器等；

5、日常活动方面：选择室内或室外环境

清洁的地方进行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污染区

域进行户外运动。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避免内分泌干扰物，

但尽可能减少暴露，可以让我们减少可能预

见的妇产科相关疾病，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

人免受这些化学物质危害。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

磁共振成像 一看就懂的医学新技术

□

陈志凯

磁共振成像（MRI），作为现代医学影像

技术中的翘楚， 已经广泛应用于疾病的诊断

与治疗。本文将带您了解什么是磁共振成像、

其原理、应用以及未来发展前景。通过这篇文

章， 您将对磁共振成像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

认识。

一、什么是磁共振成像

磁共振成像（MRI）是一种利用磁场和射

频波来获取人体内部结构图像的医学成像技

术。 与传统的 X 射线和 CT 不同，MRI 不使

用电离辐射， 因此对人体的危害较小。 MRI

因其优越的软组织对比度， 被广泛用于神经

系统、肌肉骨骼系统、心血管系统等检查。

二、磁共振成像的工作原理

1、基本原理：磁共振成像的基本原理基

于核磁共振现象。 当人体置于一个强大的磁

场中时， 体内的氢原子核会顺着磁场的方向

排列。 此时，应用一个射频脉冲，氢原子核会

吸收能量并产生共振。当脉冲停止后，氢原子

核会释放能量并恢复到原来状态， 这个过程

中释放的信号被接收线圈捕捉转换为图像。

2、磁体和梯度磁场：MRI 设备的核心部

件是超导磁体，它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稳定的

主磁场。此外，梯度磁场用于在不同空间位置

产生微小的磁场变化， 从而使得不同位置的

氢原子核在不同的频率下共振， 这种差异被

用来定位信号的来源，形成二维或三维图像。

3、射频线圈：射频线圈用于发射和接收

射频信号。发射线圈将射频脉冲发送到人体，

接收线圈则捕捉氢原子核释放的能量。 这些

信号通过计算机处理后，形成高清晰度图像。

三、磁共振成像的应用

1、神经系统：MRI 在神经系统疾病的诊

断中具有重要地位。 它可以清晰地显示大脑

和脊髓的结构，对脑肿瘤、中风、多发性硬化

症等疾病的诊断具有高敏感性和特异性。

2、心血管系统：MRI 能够无创地评估心

脏结构和功能，被用于诊断心脏病、先天性心

脏病、心肌病等。它不仅可以提供心脏解剖图

像，还能显示心脏运动、血流速度和血流量。

3、 肌肉骨骼系统： 在肌肉骨骼系统中，

MRI 可用于评估关节、肌腱、韧带和软组织

的病变。 它在运动损伤、关节炎、软组织肿瘤

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能够提供高分辨率的

图像，有助于精确诊断和治疗规划。

4.�腹部和盆腔：MRI 在腹部和盆腔检查

中同样应用广泛。 它可用于检测肝脏、胰腺、

肾脏、膀胱等器官的病变，尤其是在肿瘤筛查

和随访中具有重要作用。

四、磁共振成像的优势与局限

1、优势：①无辐射：MRI 不使用电离辐

射， 对人体无害。 ②优越的软组织对比度：

MRI 能够清晰显示软组织结构，适用于多种

疾病的诊断。 ③多平面成像：MRI 可以在任

意平面上进行成像，提供全面的解剖信息。

2、局限：①时间较长：MRI 检查时间较

长，通常需要 20到 60 分钟，患者需要长时间

保持静止。 ②费用较高： 相较于其他成像技

术，MRI检查费用较高。 ③禁忌症：一些携带

金属植入物或某些类型心脏起搏器的患者无

法进行MRI检查。

五、磁共振成像的未来发展

1、高场强 MRI：未来的 MRI 技术将向

更高磁场强度发展。 目前，7 特斯拉（T）和更

高磁场强度的MRI设备正在研发中，这将进

一步提高图像分辨率和信噪比， 提供更为详

细的解剖和功能信息。

2、功能 MRI（fMRI）：功能磁共振成像

（fMRI）能够监测大脑活动，被广泛用于脑科

学研究。未来，fMRI将在精神病学、神经病学

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帮助揭示脑功能和病

理机制。

3、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人工智能（AI）和

大数据技术将被广泛应用于 MRI 图像处理

和分析。 AI 可以自动检测和诊断疾病，提高

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减少医生工作量。

4、便携式 MRI：随着技术的进步，便携

式MRI设备正在开发中。这些设备将更加轻

便、易操作，可用于床旁检查和现场急救，提

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综上所述， 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先

进的医学影像工具，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它

不仅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还为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手段。随着科技

的进步，磁共振成像将会更加普及，并为医疗

领域带来更多的创新和突破。未来，随着高场

强 MRI、 功能 MRI 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结

合，磁共振成像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拓展。希

望通过本文的介绍， 您对磁共振成像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 对其在医学中的重要性有了新

的认识。

（作者单位：广西柳州市潭中人民医院）

避免医疗纠纷的必知要点

□ 庞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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