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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感染在发病机制、诊断治疗等方面，仍然涉及较多的未知领域，发病率逐年增高。2012 年世界卫生
组织（WHO）首次设立“世界感染日”，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把基础医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应用到临床研究中去，使基础科学能为患者服务。在现阶段，并不是很多人能预见研究到底有什么用。然
而，我们深信曾教授的学术理念是有道理的。今天看来，转化医学同样需要一批接受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双
重培养的、有创新思维、能执着实干的人才，他们不可能是一大群人。培养人才需要时间。对有志之士而言，将
直面决心和耐性的挑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收稿日期：2013-01-10） （本文编辑：李银平）

·专家论坛·

急诊医师应有全向思维
武秀昆

在医疗岗位中，最难干的莫过于急诊。 患者多、病情重、
病种杂是急诊科室的真实写照，而急诊病患的复杂性、多样
性、易变性和无规律的不可确定性，也使得做好急诊工作变
得异常艰难。 因此，急诊医师必须一专多能，具有全向思维。

全向思维是指要同时具备或具有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
联想思维的能力，把正常思维、超常思维、逆向思维等有机结
合起来加以运用的综合思维过程。

急诊医师要有全向思维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所决定的。 从基本要求来讲，不是什么人都适合或能成为一
名合格的急诊医师；而善于发现、善于思考、善于分析、善于
总结是后天养成的基本特征和具体体现。 只有具备相应的天
赋和必要的“善于”才有可能成为一名称职的急诊医师。

对于急诊医师来讲， 除了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掌
握基本操作技能外，很重要的就是要系统学习、深刻领会毛
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掌握辩证法和优选法的基本理
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为今后临床实践中从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奠定辨证施治的理论基础。

同其他行业或学科一样，急诊医疗因为不同的岗位对人
员的要求也不同。 对于普通医生来讲，主要在于打牢专业基
础，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注意观察疾病演变的全过程，因为
只见过蝌蚪的人很难想象青蛙是什么样子。 对于高年资医生
来讲，主要在于解决疑难问题，并对年轻医生做好传帮带。 而
对于负有重要职责的急诊科主任来讲则要求很高，他必须要
同时扮演科室管理者、 团队主心骨和学科带头人的多重角
色，显然要具有全向思维的能力。 不仅如此，科主任还要知人
善用，努力做到人尽其才。

专家通常是指在某一领域长期研究并取得较大成绩的
人。 但真正的专家大多是一个博采众长的复合人物，往往集
专业技术领域里的专家、行业管理领域里的行家、人文社会
领域里的杂家于一体，其中出类拔萃者脱颖而出成为尽人皆
知的“大家”。 而“大家”往往具有全向思维，既能解决专业技

术方面的疑难问题， 也能解决系统工程方面的复杂问题，还
能解决人们尚在认识甚至难以理解的尖端问题。

就诊疗疾病而言， 诊断的目的是为了有的放矢的治疗，
毫无疑问对患者的判别和对病情的诊断是医疗过程中的首
要问题，因为只有正确诊断才有可能正确治疗。 对于那些刻
不容缓的急诊病患来讲，诊断或确诊更是当务之急，问题在
于很多情况下急诊患者都不能像其他科室的病患那样在就
诊时按部就班地逐一检查，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为诊断提供
确切的依据。 在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下，急诊医生有时甚至
就是依靠直觉来判断病情，而直觉是以已经获得的知识和累
积的经验为依据的认识能力，虽未经充分逻辑推理，但从某
种意义上讲就是全向思维的本能反应。

正确诊断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所收集的与病情有关的信
息要全面、及时、准确；二是对所收集的信息经过分析、判断，
能够科学地加以运用。 诊断的过程其实就是分析推理的过
程，只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能有表及里、有此及彼地作出
正确的诊断。 要充分认识到疾病表现与演变的各种势态，在
分析判断的过程中有时要像数学计算那样严谨，有时还要像
下棋对垒那样灵活， 同时还要有所取舍———有所为有所不
为，在诊断中抓住主要矛盾，在治疗中解决主要问题。

患者是医生的服务对象，疾病是医生的研究对象，而全
向思维主要体现在诊断分析与判断推理上。 鉴于患者的多样
性与病情的多变性，面对不同的患者和不同的疾病，在诊断
时要充分考虑到常见的普遍性、少见的特殊性和罕见的极端
性等各种情况之可能， 特别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危重病患者，
尤其是多系统器官衰竭的患者在作出诊断和处置时既要符
合常理，又要与众不同，把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有机结合。

有很多医生不愿意选择到急诊科室工作，原因之一就是
惧怕这种复杂多变的临床挑战与临床考验。 从事急诊工作的
医生们应坚持学习、善于学习，特别强调要学好生理学、病理
学和病理生理学，深入开展疑难、危重和死亡病案的讨论，在
有可能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病理解剖或尸体解剖……，更要知
道求真务实、注重实践、脚踏实地、千锤百炼、活学活用、学以
致用是全向思维形成的基础和基石。

（收稿日期：2013-04-22） （本文编辑：李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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