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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医学模式对比视域下医患矛盾的风险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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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矛盾的风险!伴随着医疗活动的开展是一种必然现

象#

$

$

"医患矛盾是医学职业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问题#

H

$

!医学模

式处于转化期"医患矛盾的实质!仅就单纯医学问题而言!应

该是患者参与医疗活动期望值与医疗结果之间不对等造成的"

医疗活动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简单的体现医疗技术水平的活

动!医患沟通实际上是执医的能力体现"这其中!认清医学模

式可以帮助医者看清医患沟通努力的需求度#

BCL

$

"本研究从医

学模式对医患矛盾的风险影响出发!探讨中西方医学模式对比

视域下医患矛盾!从而达到降低与有效规避临床医疗活动风险

的目的"

B

!

中西方医学模式发展历程不同&影响从医者对患者心理的

关注程度

B7B

!

中西方医学模式发展历程
!

由于早期人类生产力的限

制!无法解释人类自身分娩)衰老)疾病)死亡等等问题!此时!

医学没有分化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治疗仅仅是一种原始的社

会活动"其后!随生产力水平发展!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进步!

人类对健康)对疾病)对生命的思考自然会发生不同历史阶段

的变化!东西方都摆脱了最早的唯心想象的医学框架!向唯物

观医学转化!其最大贡献是把医学从宗教和迷信当中分离了出

来!如中国医学的阴阳五行说!.黄帝内经/等!西方古希腊的

,四液体学说-"随后!中西方医学进入了不同的转化过程"

中国医学!从原始巫医活动脱离出来!直接跨入唯物辩证

思维体系!成就,天人合一-医学模式!将人体生命研究直接放

在现实天地之间!研究人与天地关系)研究人与人类社会活动

关系)研究疾病与人体正气)大自然因素&六淫)戾气')心理因

素&七情'关系等等"

西方医学!

$J

世纪以后在工业革命高潮和实验科学兴起

的背景下!机械生产代替手工生产!机器似乎成了无所不在)无

所不能的神使机械论有了长足发展!认为,生命活动是机械运

动-

#

J

$

"法国科学家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和法国哲学家拉美

特利.人是机器/著作!突破了宗教神学和思辩哲学的影响!用

机械运动解释生命!将疾病比作机械故障!治疗比拟为维修机

器!出现了机械论医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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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世纪自然科学与生命医学

高度发展!对传染病与病原微生物的认识!促进了生物医学模

式的形成+近年来疾病谱和死亡谱的变化!认识到疾病影响因

素!从单纯的生物因素扩大到人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促使

西方医学从整体出发!向生物
C

心理
C

社会医学模式转化"

B7C

!

关于中西方医学模式的总结分析
!

从原始社会到.黄帝

内经/成书前期与希波格拉底时期!东西方人类都是从生产力

低下的认识不足到生产力提高!向唯物论转化"各自有不同的

人体构成物质!仅仅是对物质的认识角度)构成比例不同!都在

关注生命活动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但此后东西方医学模式

走向大相径庭"

B7C7B

!

西方医学模式的分析
!

机械模式将人体视为肉眼下的

机器零件!生物模式把人看作单纯的生物或是一种生物机器"

两种模式从思维方式上没有大的冲突!通过利用显微镜的先进

工具!延伸了人类视觉!发现了比解剖器官更细微的人体结构!

生物可以视为显微镜下的零件!只是比机械模式更细微的研

究"由此!在享受生产力水平提高)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中!得

到了医学学科模式的转化"生物医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人类健康水平!促进了生物医学学科的发展"但是!把生命

过程分解)还原为简单的元素!认为复杂的生命活动最终可以

用最简单的物理)化学语言来解释"注重人的生物学指标的测

量!对其心理)行为和社会性较为忽略+单因单果的因果模式!

过分强调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生物学特点!把躯体和精神分裂!

陷入心身二元论!忽视了健康与疾病过程的复杂性"由此!生

物
C

心理
C

社会医学模式应运而生"

由上分析可知!在向生物
C

心理
C

社会医学模式转化的过程

中!&

$

'需要努力纠正西方医学模式所培养的单纯生物医学模

式惯性思维+&

H

'现实已有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已经面临不能

仅仅解决单纯生物问题!必须解决心理与环境因素对生物体影

响#

P

$

!才需要医学模式的再次转变"但是单纯生物模式的实验

动物模型!屏蔽了生物
C

心理
C

社会医学模式所需要的人文因

素"换言之!旧的医学模式下的研究模型与新的医学模式严重

不配套!需要从医者的人文精神努力加以弥补!亟待加强医生

的人文教育!使其意识)警觉到身边的风险!客观理性对待医患

矛盾的风险"

B7C7C

!

中华医学模式的分析
!

天地人三才思维是模式决定的

中国医学活动总原则!,三因制宜-是每个中医药从业者必须关

注的环节",因人制宜-让千秋万代的从医者!养成以人为本的

习惯!因人体质而异!因人心态而异)因人感受而异)因人所从

事职业而异)因人社会地位而异)因人所处地区而异)因人所在

年龄而异)因人所处季节而异)因人体感受为调治标准&而非医

疗技术标准'等!从而降低了医疗风险"

C

!

医学研究模型与模式之间配套程度不同&决定新型模式实

现程度

C7B

!

西方医学研究模型分析
!

西方医学在单纯生物医学模式

进行时!工业化革命带来许多新兴生活材料和资源!人们不满

足在自然状况下对事物发展的观察形式!开始假设)模拟事物

发展状态!用结果验证所设定的思想!从而将实验方法引进医

学领域!使西方医学逐渐成为一门实验科学"虽然!今天已经

开始了从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C

心理
C

社会医学模式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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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的研究模型仍然是实验室里的动物
CC

单纯的生物体!这

种实验科学方法!需要屏蔽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环境的心理因

素干扰"而在模式转化过程中!涵盖心理
C

社会的相应的生物

研究模型还没建立!现有的医学研究模型仍处于单纯生物模式

状态下"因此!更需要从医者的人文精神努力以弥补模式的不

足"近年来已经意识到医患关系是一种,性命相托-的特殊关

系!实施,医患沟通制-

#

Q

$

)认为,感动服务-是现代服务理念的

推进化的需要#

K

$

!均是人文精神对模式不足的努力行为"意识

医学模式与人文努力需求关系!更容易直面医疗活动中的人文

因素!降低临床医疗活动风险"

C7C

!

中华医学研究模型分析
!

中华医学建立,天人合一-医学

模式的同时!建立了,四时阴阳五脏模型-!春夏秋冬四时是中

国人眼里最直接的生命周期!天之四时阴阳落在大地五行成

形!与生活在大地万物之首的人体五脏阴阳相通共用!用五脏

通于四季五方!建立大自然与人体联系!完成与保证,天人合

一-模型与模式配套!模型同时以,五神藏-建立五脏与人类社

会相通"调五脏功能是患者心理因素)性格喜好)职业趋向)家

庭结构)生活方式等等!不仅是从医者必查指标!也是调节脏腑

生理功能的必备手段"中国人心中的,道-和,德-是心身问题

的根源!也孕育了相应解决心身问题的方法#

M

$

"自然也是健康

标准&形神合一)德高寿长'!使从医者无法回避!,三因制宜-成

为千秋万代每个临症医者的指南"因人制宜是其核心问题!需

要顾及人&患者与来访者'所处季节)地区特点)生命阶段&年龄

与正气自然衰退状态')体质状态&强弱与用药接受度')性格特

点&影响生命机能呆滞与活跃状态')工作性质&压力大小)喜爱

程度!决定内分泌状态与生命积极性')生活习惯&直接影响机

体调适状态')社会适应状态&决定生命积极性与幸福感'等等!

医患风险也随之降低"

D

!

模式研究对象不同&所涉及的医学活动技术指标不同

D7B

!

西方医学模式研究对象分析
!

西方医学模式培养的单纯

生物医学模式惯性思维!研究对象主要是实验室生物体的疾病

如何治疗"任何疾病都以生物机制的紊乱来解释!都能够在器

官)组织和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形态)结构和生物指标的特定变

化!不涉及人文因素"关注点在疾病所导致器官)组织和生物

大分子上形态)结构和生物指标的特定变化的修复问题上!修

复的技术)修复的器械)修复的结果等等成为医学活动精力投

入的重点#

$I

$

"西方医学更在乎怎样治好病!一是恨病)找病)

治病!有可能忽略疾病载体状态!而产生过度治疗+二是产生技

术发达依赖!而忽略人文精神"导致冷漠)鄙视)懒于解释)不

屑一顾!自然而然出现#

$$

$

"由此容易增加医患矛盾风险!必须

用从医者人文精神的努力来弥补"虽然
$MQQ

年后强调由,单

纯的生物模式-向,生物
C

心理
C

社会-模式转变!但实验室里单

纯的动物研究模型没有改变!显微镜下发现不了大自然的气

象)环境变化!也体现不了人类社会活动中的情绪因素"旧模

式向新模式转变所需要的心理因素)环境因素)气象因素并没

有相应的医学研究模型支撑!这种转变需要医者的觉悟与自觉

而并非模式具备的规范行为"意识不到这一点!会导致技术高

超!情商低下而激化医患矛盾"

D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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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模式研究对象分析
!

中华医学研究对象是人在

天地如何活!与西方医学立足点不同"如果以正邪双方代表人

体与疾病!则西方医学着重于,邪-)中华医学注重,正-"注重

,正-以立命为基点!把以人为本落到保命上",对死亡的恐惧

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本能-

#

$H

$

",人命关天-思维影响

着中国医药学理念!在.黄帝内经0灵枢0师传/中强调(,人之

情!莫不恶死乐生-

#

$B

$

"中华医学更在乎怎样活好命!以生命

的感受)生命的表现)生命的反映作为临床调治依据!充分相信

患者"患者感受就是医疗活动技术的评价技术指标!避免医学

技术指标成功!医疗鉴定符合技术标准!但患者就是感受不好

的矛盾"当人文指标与技术指标合二为一!则降低了医患矛盾

风险"

通过对中西方医学模式的分析!深入探讨不同医学模式所

带来的医患矛盾风险!让医患矛盾讨论突破医学管理与医疗技

术水平限制!上升到对医学模式学术层面的讨论!并针对性提

出在现代医学模式转化中!不仅需要概念上的模式转化!更需

要医者付出人文情怀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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