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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是上周气温最高的一天，杭州爬上了 38℃的高温，早上 8 点 30 分，太阳已

经明晃晃地刺眼，钱江晚报记者跟随小时健康小站、杭州拱墅区拱宸桥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精卫科医生陈凌霄，走访签约病人。“有位病人前几天情况不大好，我让她家人

发现什么异常就联系我，这几天没接到他们电话，我不放心，先去看看。”陈凌霄上午计划

走访 5 位患者，他们都是辖区里患有精神障碍或者严重精神障碍的，“最近天气热，他们病

情容易波动。”

本报记者 吴朝香

陈凌霄在去走访的路上陈凌霄在去走访的路上

上门时，女患者突然情绪失控
陈凌霄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入户走访，她打一把遮阳伞，提一个袋子，里面装

着几条毛巾，是作为小礼品送给患者家属的。这是一群特殊的患者，情绪和态度随

时可能有变化，这个小礼品也许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陈凌霄穿白色T恤，牛仔长裤，运动鞋。她去的第一家是已经跟访了7年的患

者刘阿姨（化名）。

刘阿姨看到她进来，就拿出一张小纸条，开始一条条“控诉”：隔壁邻居空调太

响、谁家晾衣服影响到她、楼下装修太吵、老公欺负她⋯⋯刘阿姨的声音越说越大，

情绪激动起来，起身拉着陈凌霄由说变成了吼。

陈凌霄边听边点头边劝慰，“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和社区反映。你别那么

大声，气到自己，又伤了嗓子，快喝口水。”

说完，她又回头假装批评刘阿姨的老公程先生（化名），“你要多体贴她。”

陈凌霄让程先生把刘阿姨最近服的药拿来看，边看边询问，她前一晚睡得怎

样。

“这个药的药量不对啊，每天要吃三片，怎么减量了？”陈凌霄低声问程先生，越

看她的眉头越紧锁。

出门之前，陈凌霄暗示程先生和她一起下楼。“她的情况不太好，我要和她家人

单独商量下。”陈医生对钱报记者说。

在楼下等了两分钟，程先生也出来了。

还没等陈凌霄开口，程先生开始大倒苦水：晚上不肯好好睡觉，和我吵架，说邻

居空调太响，非要我去上门让人家关掉⋯⋯

“她病情恶化了，你们怎么把药减量了？”陈凌霄问。

“没办法，她不要吃，非说自己好了，要少吃点。怎么劝也不听。”程先生眼睛

开始发红：真的被她害惨了，20多年了，为了她，我好好的工作也不能做，孩子也成

不了家。我知道也不能怪她，但事实就是这样。

“你也不容易，这么多年，把她照顾得蛮好。她这是发病了，稳定的时候，她

什么都很配合，还会主动让你带她看病。她这个样子，其实也很痛苦的。”陈凌

霄给程先生建议，“首先药量一定要加上去，如果她不配合吃药，我是建议你们赶

快去市七院住院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了，你也轻松一些，这样耗着，你难过，她也

不好受。”

程先生有些犹豫，“我前天就说带她去医院，她不同意。”

“如果带不去，你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解决。”

程先生边和陈凌霄商量，边倾诉，不知不觉间，她在这里已经待了40多分钟。

最后，程先生决定，今天再劝劝老婆去医院，如果实在不行，就叫120。

老人说：真当辛苦你了
告别程先生，陈凌霄急急忙忙赶去下一家。她打着伞，走路带

风，这家在4楼，她一口气爬上去。

“XXX，在家吗？我是陈医生。”她敲门。

很快一位高高瘦瘦的男子出来开门，他满脸笑容，“陈医生，你

来了。”

进屋后，他打开空调，又特意把风扇摆正对着陈凌霄吹。

“你最近睡得好不好呀？”陈凌霄问，询问睡眠，这是她到每一

位患者家里，问的第一个问题。

男子和80多岁的妈妈生活在一起。老太太躺在躺椅上，摇着

扇子，见到陈凌霄，说的第一句话是，“哎呦，我要被他拖累死了，给

他买菜、做饭、洗衣服，他在家什么也不干。刚才是你来，他才去开

门，平时，开个门都要我去。”

“你在家，帮妈妈做点事嘛，一起去菜场，帮她拎个菜，这些事，

总可以做的。”陈凌霄说。

男子摸着头，不说话，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看完男子服用的药物，陈凌霄又问，“现在还喝酒吗？有没有

戒掉？”

“他一天要喝六瓶啤酒。”老太太坐了起来，“这算少了，原来喝

十几瓶。”

“酒要慢慢戒掉，你上次还和我打电话说头不舒服呢。我给你

介绍了医院的戒酒门诊，你没去吗？”陈凌霄说。

“戒酒还要戒烟，我受不了。”男子又不好意思地笑。

这样交谈了20多分钟，陈凌霄起身告别。老太太站起来送她

出去，“真当辛苦你了，陈医生，天气这么热。”

陈凌霄说，这位患者除了精神障碍外，还有酒精依赖症，稳定

时性格很温和。

“患者家属是不是都很愿意和你聊天？”钱报记者问。

“多数家属是这样的，作为照料者，他们真的很辛苦，也承受很

大的压力。很多时候，他们和你说一个小时也停不下来，很多人，

说着说着，眼泪都掉下来。”陈凌霄感叹。

这个时候，陈凌霄不仅是医生，更像是患者和家属们的“树洞”。

来了两趟，对方都避而不见
之后的一户人家，陈凌霄来回去了两趟。对方最近一直不接

她电话。

“上次好不容易打通，他说自己病好了，医院医生让他把药停

了，让我不要给他打电话了。”听到“停药”，陈凌霄更加担心，“他

是独居的，我一定要过来看看。”

两趟，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我早上还看到过他，这个时间点，应该回来了啊。”社区工作

人员说。

陈凌霄有些无奈，“他可能不想见我。”她扭头嘱咐社区工作

人员，“你下次见到他，问问他睡得好不好，说陈医生很记挂他，让

他不要不接电话。最好能拍张他的照片发我看看。”

陈凌霄解释，有些患者发病时，可能着装上会比较奇特，能看

出蛛丝马迹。

“有些患者和家属比较抗拒我们，有时候，就要偷偷去看他。

比如到他家门口，透过窗户、门等看看情况，或者问问周围的邻

居。总之，只要能确定他们情况好就行。”

他们其实知道你对他的好
多数患者家属看到陈凌霄都很热情，后面几家，有人忙着倒

水，有人从冰箱里拿出冷饮水果，热情招呼走访的陈医生。

“不仅是家属，很多患者也知道你对他的好，他们虽然有精神

障碍，但很聪明，也很敏感。这些患者，基本不会伤害真正对他好

的人，除非他是发病了，无法自控。”陈凌霄说，7年前，自己初到这

里做精防医生时，其实也害怕过，“尤其是上门走访的时候，内心很

紧张，那个时候，还碰到一位患者发病，我们进去后，他突然拿起一

把刀，真的是吓坏了。”

渐渐地，陈凌霄有了经验，对这个特殊的群体也有了更多了解：比

如走访时，不要急着进屋，先征询对方意见；问询时多听，不要急着驳

斥、激怒对方；要表示出对他们的尊重，不要说他们是病人。

她和一位同事负责辖区内 300 多位精神病患者的管理，遇到

季节交换，尤其是夏天高温时节，每周要花两三天的时间入户走

访，“天热，普通人都容易情绪烦躁，这类患者更容易发病。”

中午11点多，陈凌霄走了两个小区，走访完了 5位患者，她额

头上的汗出了一层又一层，T 恤的后背也湿了一片。5 位患者中，

最长的一位花费近一小时，最短的也要近十分钟。

陈凌霄匆匆赶回医院，她要整理下走访的情况，同时安排明天

的入户工作。 （文中患者，皆为化名）

健康小站医生顶着烈日，一上午走访5户患者

她是医生
更是他们的“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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