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现在人的健康意识提升，癌症往往是瞒不住的。很多情况下，患者和家属是在相互欺瞒。遮遮掩掩对患者来说，反而会

产生心理负担，另外一方面，患者只有清楚了自己的病情，才能积极配合治疗，做好人生规划。
告知坏消息，并不意味着就是绝望和残酷。随着肿瘤诊疗技术的提高，很多患者其实是能带病生存的，因此告不告知已

经不是重点，怎么告知才是医护人员的必修课。
当然，对于患者来说，得了肿瘤，心态最重要。能治疗就积极治疗，如果尽力却无效，那就坦然面对，在有限的时间里做自

己想做的事，这可能也是疾病所给予我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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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的小陈，19岁，读高三，高
大帅气，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但这一年来，小陈没办法好好学习，
陆续出现的颈部肿物、头部疼痛、耳
鸣等症状深深困扰着他。

“看着别人都在为前程奋斗，
而我却只能吃药吃药，还没用，你
知道那种无力和焦虑吗？”小陈说
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随着症状越来越严重，病情越
来越明晰，怀疑是鼻咽癌。

“那一刻，觉得天塌了。”小陈
的爸爸老陈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几
十岁，“开始我们想瞒着他，但他也
是有读书的人，怎么可能什么都不
懂。加上之前因为不对症，治疗的
效果不好，且孩子一直担心癌要切
除组织会留疤，曾一度拒绝就医。”

好不容易做通孩子思想工作，
一家人来到省肿瘤医院，接诊的是
放疗科主任邱素芳教授。

小陈被确诊为晚期鼻咽癌。
“这是个坏消息，但还不到绝

望的时候。”邱素芳仔细地分析完
检查报告肯定地表示。面对一家
人，邱素芳先和他们聊了会家常，从
家里的人口组成、平时生活情况、孩
子的学习、父母的工作，到之前的治
病经历、他们的顾虑等等。“这是闲

聊，可以让人不那么紧绷，也不是闲
聊，里面蕴含着很多信息。比如患
者和家属的家庭情况、顾虑、心理承
受程度、教育程度等等，能更方便我
们列出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邱素
芳解释。

邱素芳给小陈一家人详细解
释了病情：“结果是鼻咽癌Ⅳ期。
别看到晚期就放弃。现在我们医
疗技术提高，鼻咽癌治疗效果不
错，像小陈这样的病人我们一年能
接诊一千多例，疗效能达到80%以
上，特别孩子还年轻，治疗的效果
会更好。且治疗方法是放疗，不会
在外观上形成疤痕，孩子完全可以
正常生活学习。”

“当我们绝望想放弃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这种病我们接诊很
多，治疗有效率在80%以上’，一下
就重燃希望了。”老陈的情绪瞬间
就高涨了起来。

“放宽心，吃好睡好就是最好
的配合治疗。”邱素芳一边安慰，一
边在第一时间安排小陈进一步检
查，确定方案后尽快开始治疗。第
一次放疗后，癌细胞从4万多降到
0，一家人信心就有了，小陈又恢复
了往日的开朗和自信。

“从叨家常到和患者做朋友，
尽量解决患者的顾虑，通畅就诊流
程，让患者感受到温暖。同时要有
过硬的技术，用疗效来让患者信
任。”邱素芳总结。

告知患者“坏消息”应该温暖而有力量

“头 颈 肿 瘤 手 术 ，临 床 上
很常见，但创伤也很大。全喉
切除术后患者会永久失音，只
能靠电子喉、食管发音或手写
板交流。突然变得不能说话对
于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件痛苦且
难以接受的事情。”头颈肿瘤外
科主任医师刘辉谈到“坏消息”
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痛
点。

泉州 74 岁的老陈就是一位
这样的患者。“宁死都不手术，还
有其他疗法吗？”这是老陈听到需
要全喉切除后，不假思索给出的
反应。

“如果不手术，就只能通过放
化疗来控制病情。”刘辉表示理
解，“但临床有太多案例，放化疗
对于老陈这样分期病人的效果并
不好。”

刘辉一次、两次、三次地和老
陈及其家属聊。用真实的案例，把

利弊用通俗的话讲清楚：“如果不
手术，只放化疗，很大的可能是无
法控制肿瘤的进展，造成残留或
复发，不得不重新回来接受手术，
重要的器官还是保不住。放化疗
后再手术的病人会大大增加手术
难度和并发症，生存率会大大减
少。”

经过几次谈话，老陈转变了
态度，决定手术，虽然以后的生活
会艰难些，但至少生命保住了。

“和病人多讲有利的话，和家
属多讲实话。比如，50%的5年生
存率，我会鼓励患者：‘还是很有
希望的，有一半的患者都活过了
五年。’我会尽量弱化可能出现
的不良反应、手术难度等等，以
免给患者造成太大的压力。但
是，这些不是不说，是私下客观
地和家属说，和家属一定要说
实话，比如手术成功率、比较常
见的并发症、并发症的发生率，
以及告知对方万一出现并发症
的处理大致原则等，让家属心
中有数。我始终觉得，医护人
员有如实告知（包括委婉地告
知）和给他分析利弊的责任，而
患者有知情权和选择的权利。”刘
辉说。

谈癌色变，哪怕恶性肿瘤已经被列为慢性病之一，人们对其的恐惧
仍然没有消除。

4月 15日—21日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我们采访了福建省
肿瘤医院的几位医护人员和患者，从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
感触出发，共同探讨和肿瘤患者沟通时的温情和力量。

□本报记者 刘伟芳 “当我们绝望想放弃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这种病我们接诊很多，
治疗有效率在80%以上’，一下就重燃希望了。”

“多告诉病人有利的话 对家属多讲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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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6版）
刘辉为病人检查（资料图）

邱素芳教授用拉曼光谱检测
肿瘤情况（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