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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丽娜 张冰清

通讯员 王文婷 陈旭婷

“怎么是个女医生！有

男医生吗？”一位中年男子拿

着号子来到杭州市一医院泌

尿外科诊室，可等候许久的

他并不急着看诊，反而有些

尴尬地想离开。

还有一次，一位 50 来岁

的父亲陪着 23 岁的儿子前

来，看见坐诊的女医生谢玺，

父子俩都震惊地看了眼对

方，异口同声问：“你们今天

有没有男医生？”

作为一名泌尿外科女医

生，来科室求诊的起码有 3/

4 是男病人，每每坐诊时，谢

玺都不免遇上类似的情景。

“毕竟涉及私密部位，况且还

得查体，我能理解。”

泌尿外科

医生医生

不把自己当女人，不把病人当男人

杭州市三医院的潘慧仙主任医师从事泌尿外科工作

将近20年，对于这些情景已十分坦然。

而在泌尿外科女医生刘芸（化名）眼里，人可以分为男

人、女人和病人。病人被排除在两性分类之外，没有性

别。自从 2010 年入职浙江某三甲医院，刘芸已在泌尿外

科当了10年医生，是科室30多名医生中唯一的女性。

“不把自己当女人，不把病人当男人”，忽略病人的性

别属性，既是职业素养提出的要求，也是刘芸多年来化解

尴尬的妙招。

面对那对惊讶的父子，谢玺是这么说的：“普通门诊只

有我一个女医生，专家门诊有男医生。如果你们信得过

我，要不大致先讲讲是什么病症，我可以给你们指点下，看

看哪位专家更对路。”

谢玺太清楚这些病人了，他们来医院就是为了解决问

题，只是乍一眼见到女医生，便在渴求的心理中增添了一

些顾虑，只要耐心引导，多数病人都是能慢慢接受的。

果然，这对父子觉得谢玺的话很在理，便坐下来讲起

了那个难以启齿的问题。

病人康复当新郎了，成就感溢于言表

“医生，我那方面不太给力，勃起不坚、早泄，我自己在

网上买了一些药吃过，但没什么用⋯⋯”先是儿子结结巴

巴说了个大概，接着父亲又补充道，“23 岁了，我们准备帮

他操持婚事了，可这毛病不治好，以后结了婚也没法幸福

啊！”

“性功能障碍的原因其实蛮复杂的，你得先做相关检

查，才能针对性用药，即使你去看专家也得先查这些内容，

由你们决定去专家那检查还是我这查好再看专家。”谢玺

帮他们做完专业分析后，把最终决定权交由患者和家属。

或许是被眼前这位女医生的热心与坦诚打动，父子俩

还是决定请谢玺先帮安排检查。而等检查结果出来后，他

们又出现在了谢玺的诊室。父亲恳切地说：“感觉你特别

能理解我儿子的心情，所以还是想请你为他出个诊疗方

案。”

“话虽然这么说，但第一次诊疗后，他们拿着药回家，

肯定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但没想到还真有所改善。所

以，他们坚持我随访了半年。”谢玺说。

“前段时间，这男孩给我发微信，说已经办好婚礼了，

再三对我表示感谢。”说到这里，谢玺身为泌尿科医生的成

就感，溢于言表。

（下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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