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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话常说“有什么也别有病”，谁都不希望自己或家人生病。
    然而，事实却是“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
即便是再健康的人，也不能保证一辈子都不生病。
    病了就得医，这是常识。
但“就医”这两个字说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只要是中国人，大概没人不对“看病难”皱眉头的，提起看病的经历，几乎人人都有说不完的感触，
更有甚者会愤愤然或声泪俱下。
    在从医的那些年中，常常会遭遇或听同事、同学说起同患者打交道中的一些轶事，也常有带亲戚朋
友就医、帮他们找熟人看病的经历；而在离开医生这个岗位后，也曾亲身体验身处异地，在没有医院
的朋友关照之下就医的种种麻烦和不便。
于是回想，看病这么麻烦，作为平民百姓，有没有可能，在看病的过程中省事点儿呢？
    这么一想，还真是办法总比问题多。
虽然彻底省事的办法没有，但少花些时间气力，甚至少花些钱的小窍门和技巧倒还真有不少。
    当下我国“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匀，大医院、知名专家一般都集中在大
城市。
但根据笔者多年医生和患者的体验，让患者看病费时费力的原因，却并不完全是这个。
在很大程度上，浪费时间精力、多花钱甚至上当受骗，多是由于患者本身医疗、健康知识的极度缺乏
，对自己病情、病史的把握不够，就医前的准备匮乏，就医的观念有一些误区，以及由此导致的患者
事到临头时的盲目与束手无策、与医生交流过程中的不知所措和就医过程中的误解、冲突，于是事倍
功半。
    打个比方，假设笔者和某位没学过医的患者患同样的疾患，同样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就医，在不找
任何朋友帮忙的情况下，大概也可以比另外一人少花一半以上的时间，起码节省10％以上的费用。
    何以如此呢？
就是那些小技巧和窍门在起作用。
    那么您呢，您也想省事一些吗？
那就不妨翻翻这本小册子，从这里开始吧。
    编者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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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看病难，尤其是在中国更加难。

　　看病难，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众多的流程、检查、数据、诊断结果让你无所适从。

　　就医前应做好哪些准备？
该选哪一家医院去就诊？
哪家医院最擅长哪种疾病的治疗？
什么样的医生更适合你？
怎样和医生更好地沟通？
怎样任你就诊的几分钟内让医生快速准确地知晓你的症状？
哪些检查可做可不做？
什么是“院中院”？
如何判定医托⋯⋯
　　《看病就医一本通》让你一通百通，彻底搞清医院与医生，看病就医完全可以不再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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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望，简单地说就是看，是通过对自己或家人的全身或局部以及排泄物进行有目的的观察以了解病情，
测知脏腑病变。
望的内容主要包括观察人的神、色、形、态、舌象、脉络、皮肤、五官九窍等情况，以及排泄物、分
泌物的形、色、质量等。
    望神，重点是观察自己或家人的精神、意识、面目表情、形体动作、反应能力，尤其是眼神的变化
，来了解五脏精气的盛衰和病情轻重与预后。
望神的内容包括得神、失神以及神气不足、神志异常等。
比如，得神一般表现为神志清楚，语言清晰，面色荣润，表情丰富自然，目光明亮，反应灵敏，动作
灵活。
再比如失神的表现有精神委靡，言语不清，或神昏谵语，面色晦暗，表情淡漠或呆板；目暗睛迷，反
应迟钝，动作失灵，出现强迫体征；呼吸气微。
而神气不足表现为精神不振、健忘困倦、声低懒言、怠惰乏力、动作迟缓等，多属心脾两亏或肾阳不
足。
另外，神志异常也是失神的一种表现，一般包括烦躁不安及癫、狂等。
    这一说，是不是就比较复杂了？
当然，复杂也有复杂的好处，复杂的另一面是“细致”，我们可以据此来观察自己或家人，一一对号
入座。
    望色，说白了就是观察自己或家人的面部颜色与光泽，也就是色调和明暗度的变化。
古人把颜色分为五种，即青、赤、黄、白、黑，称为五色诊。
    那么应该怎样观察呢？
关键是识别常色与病色。
常色是人在正常生理状态时的面部色泽，常色又分主色和客色。
所谓主色，是指人终生不改变的基本肤色、面色。
由于种族、体质等的不同，人与人的肤色不完全一样，像我们中国人属于黄色人种，一般肤色都呈微
黄，所以微黄是正色，当然有些人可有略白、较黑、稍红等差异。
与之相对，客色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人是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动，人的面色、肤色也相应地会发生变化，即客色。
随四时、昼夜、阴晴等天时的变化，人的面色都会有相应的改变。
此外，由于年龄、饮食、起居、寒暖、情绪等变化，也可引起面色变化，也属于客色。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比如同事老张，本来比较白净，刚才跑步锻炼回来，脸色通红；再比如，邻居老
李，生气了，脸都白了，像这些就都属于客色。
    搞清楚了常色，病色就好区分了——常色以外的都是病色。
具体来说就是青、赤、黄、白、黑那五色了，我们这里以青色为例。
    古人认为，青色是经脉阻滞、气血不通之象。
当寒盛而留于血脉，则气滞血淤，导致面色发青；经脉气血不通，不通则痛，所以痛也可见青色；肝
病气机失于疏泄，气滞血淤，于是常见青色；肝病血不养筋，则肝风内动，故惊风其色亦青。
如面色青黑或苍白淡青，多属阴寒内盛；面色青灰．、口唇青紫，多属心血淤阻，血行不畅。
所以，面色发青多见于寒证、痛证、淤血证、惊风证、肝病。
    其余四色，概括来说，面色红为热；面色白为虚寒证或失血；面色黄多为脾虚而水湿不化，或皮肤
缺少气血充养；而面色黑多属寒证、虚证，常为久病。
、重病。
    除了望神、望色，还有望形。
望形说白了就是看体态。
外形是五脏内在的体表反映，五脏强盛则外形也强壮，五脏衰弱外形也衰弱。
具体来说，体形结实、肌肉充实、皮肤润泽，则表示体格强壮，正气充盛；反之，形体瘦弱、肌肉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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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皮肤枯燥，则表示衰弱，正气不足。
形体肥胖，气短无力，多为脾虚有痰湿；形体消瘦，多为阴虚有火。
手足屈伸困难或肿胀，多为风寒湿痹。
抽搐、痉挛，多是肝风；足膝软弱无力，行动不灵，多为痿证。
    至于其他的望诊，内容实在太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讲了。
    闻诊包括听声音和嗅气味两个方面的内容。
听声音即观察自己或家人的语言、呼吸、咳嗽等声音的变化；嗅气味即观察自己和家人的分泌物、排
泄物的气味变化，以协助辨别疾病。
    一般，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健康人发声自然、音调和畅，刚柔相济。
由于性别、年龄、身体等个体差异，正常人的声音也各不相同，比如男性多声低而浊，女性多声高而
清，儿童则声音尖利清脆，老人则声音浑厚低沉。
此外，声音与隋绪和心情的变化也有关系，比如发怒时一般发声高亢、凌厉而急迫，悲哀时则发声悲
惨、凄切而断断续续等，这些也属正常，与疾病无关。
    非健康的声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    ①发声：发声重浊，声高而粗，多属实证；发声轻
清，低微细弱，多为虚证。
    ②语音：声高有力，前轻后重，多为外感；声音低怯，前重后轻，多为内伤；说话多且声音有力，
多属实热；说话少而声音低微，或断续不接，多属虚寒。
    ③呼吸：呼吸气粗或喘多属实热，气微多为虚证。
    ④咳嗽：咳声重浊声粗，多属实证；咳声无力，多为虚证；干咳阵阵而无痰为燥咳；咳时痰声呼呼
，多为痰湿咳嗽等。
    ⑤闻气味：主要包括嗅自己或家人的口气、汗气、痰涕及太小便的气味等。
比如，大家熟知的口臭，一般是因为肺胃有热，或有龋齿，或口腔不洁；而口出酸臭味，多半是胃有
宿食，消化不良；而咳吐浊痰脓血，有腥臭味，多是肺痈；要是鼻出臭气，经常流浊涕，为鼻渊证。
此外，古人认为，如果汗有臭秽气味，为瘟疫；汗有腥膻气味，是风湿热久蕴于肌肤的缘故。
至于大便酸臭、秽臭为肠中积热；气味腥臭多属寒；小便臊臭，多为湿热等。
    问诊是对自己或陪护家属、亲友进行有目的的询问病情的方法。
我们要居家自诊，当然不需要自问自答，但是，了解问诊内容的各个方面，对于我们了解自身的身体
情况意义重大。
问诊内容主要包括自觉症状、起病过程、治疗经过、生活起居、平素体质及既往病史、家族病史，它
对我们掌握自身是否健康、是否有生病的苗头，对已经出现问题后分辨疾病的阻阳、表里、寒热、虚
实都能提供重要的依据。
    首先是一般项目，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婚否、籍贯、工作单位、现在住址等。
有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笔者曾在《看病也需要智慧》一书里面举过一个花了几万块钱还没确诊、最
后帮患者确诊为血吸虫病的例子。
在那个病例中，关键的一点就是患者的老家的情况，而这个，可能我们很多读者都不在意，因为从小
就是那么长大的，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举例是想说明下面这些项目对鉴别、确诊所起的重要作用，比如，年龄差异，麻疹，水痘，百自咳
多见于小儿；青壮年气血充足，患病以实证多见；老年人气血衰，体弱久病多为虚证。
性别差异，男子可有遗精、早泄、阳痿等问题；女性除一般疾病外，还有经、带、胎、产等特有疾病
。
职业差异，如水中作业易中湿邪，某些职业病如铅中毒、矽肺、汞中毒等都与职业相关。
再比如，籍贯、住址不同会有不同地方病发病之虞，如长江以南的江湖岸区有血吸虫病，蚕桑地区则
多见钩虫病。
特别要注意的是，现在环境污染严重，很多以前不成问题的现在都成了问题，比如因为环境污染导致
的血铅超标、不孕不育、癌症，还有食物添加剂或是农药残留余毒，辣椒里面的苏丹红、食用油是地
沟油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脏器损伤，埋下病因。
所以我们在平时生活中，一定要多问和反思自己的生活环境和习惯，是否会有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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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就医前应做好哪些准备？
该选哪一家医院去就诊？
哪些检查可做可不做？
哪家医院最擅长哪种疾病的治疗？
什么样的医生更适合你？
什么是“院中院”？
    黄浩初、鲁直的《看病就医一本通》让看病不再麻烦，就医不再“老大难”！
    一书在手，普通人看病就医也可以处处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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