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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昨天，复旦大学传
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公布了“ 市民对上海市第十
次党代会的认知与态度”舆情调查结果。

结果显示：在此次党代会提出的上海未
来五年发展的五大目标中，65.5%的受访者
最关注“ 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和谐
程度”。

本次调查显示，超过半数（ 56.2%）的受访
者知晓此次党代会的召开。在知晓党代会召开
的受访者中，有71.7%的受访者表示关注此次
党代会，其中15.0%表示自己对党代会相关信
息非常关注，18.6%对党代会比较关注，38.1%表

示对党代会一般关注。此外，有15.0%的受访者
表示对此次党代会不大关注，另有13.3%表示

“ 不关注”。
调查结果还显示，在知晓党代会的受访

者 中 ，有 50.9%的 受 访 者 收 看 、收 听 或 阅 读
了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党代会上所做的
报告。

在此次党代会提出的上海未来五年发展
的五大目标中，65.5%的受访者最关注“ 全面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和谐程度”，关注度排
在第二位的是“ 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比
例为13.8%。

党代会后，六成受访者最关注
全面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和谐程度

病历 书写“ 粗糙”妨碍举证
记者了解到，不少医疗纠纷起源于病历的

制作、修改和保管不规范。有的病历未能严格
按照书写规范进行修改，导致患者或家属认为
病历系医生事后涂改或添加。

此外，有的出现病历代书写或代签名的情
况，比如下级医生代上级医生记录或签名、实
习医生代主治医生记录或签名、护士代医生记
录或签名，导致患者对病历的真实性产生质
疑；有的医务人员在诊疗记录或检查报告上对
患者个人信息的记载不准确，出现“ 张冠李
戴”的现象；有的手术名称书写欠缺规范，导致
患者对手术内容的理解及手术行为的实施产
生异议。

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发现，部分医院提供的
病史资料存在一定瑕疵，或未按正常程序进行
修改，或电子病历形成时间先后不一，或部分
内容缺失；在病史复印、封存环节上不严密，错
复、错封、装订无序、无登记手续等情形有不同
程度地存在，造成审理中病史质证困难，增加
了审理的难度，尤其是鉴定的难度，导致部分
案件久拖不决。

跟踪患者的病情与恢复情况全靠病历在
记录。当这本事关医生与病人交流的“ 文字证
据”出现书写“ 粗糙”的弊病，它直接妨碍了医
疗纠纷的鉴定与诉讼。

黄浦区医学会负责人刘也华表示，一旦病
历中存在护士代医生签名、病历事后篡改或添
加的情况，患方很难再配合鉴定。而医学会作为
鉴定医疗事务的主要机构，大多安排抽取鉴定专
家。这时，患方会一再坚持要求法医参加，导致双

方在鉴定专家的组成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赔偿金“ 心理价位”盲目高涨
据统计，2009年原黄浦法院、原卢湾法院收

案合计108件；2010年收案合计83件；2011年共
受理医疗纠纷案件73件。然而，辖区内医疗纠
纷案件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背后，绝大多数医患
纠纷并没有走向理性的维权诉讼之路。记者从
黄浦区法院了解到，全市去年大约有7000余起
医疗纠纷。1%的诉讼率折射出的是患方对医疗
知识的匮乏。

2011年度涉诉案件中，患者在提起诉讼
时，其起诉内容尤其是诉讼请求较前有一定变
化，主张金额也有一定增加。造成这种变化的
原因在于2010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实施。患者作为原告在提起医疗损害
责任纠纷时，往往开始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参照一般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的赔偿标准主张诉讼请求。

记者了解到，去年全年本市医学会受理的
医学鉴定大约有300起。医患纠纷令鉴定医疗
事故责任的医学会在承担医患双方高期望值
的同时，其中立、客观的定位也越来越重要。

目前，医患双方不服初次鉴定而申请复检
的现象也比较普遍。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
论出来以后，患方或医院方只要认为鉴定结论
对己不利的，一般都会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再
次鉴定。

刘也华呼吁，建议对承办医疗纠纷案件的
法官进行医学知识专项培训，以不断提高其对
医疗纠纷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及采信鉴定结论
的科学性。

徐汇区法院方面表示，由于医疗损害责任纠
纷案件涉及医疗专业知识，而整个审理流程又涵
盖病史质证、医疗损害鉴定、调解、庭审等活动，需
要医院的积极配合。所以，医院应积极应对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推动医方科室代表出庭应诉。

医方派出人员以医务处（ 科）负责人或相
关科室负责人为主，通过参与整个诉讼流程，
一方面可以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来提高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质量，弥补案件承办
法官在医学知识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利

于搭建医患双方沟通交流平台，通过医务人员
对医学知识的说明解释和案件承办法官法律
层面的引导，消除医患双方对立情绪，促进医
患矛盾的化解。

同时，医院通过派员参与诉讼活动，可以
直观地发现医院或医护人员在诊疗、护理、管
理、考核及纠纷处理与应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与不足，及时反馈医院管理层，推动医院改进
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切实提高医疗服务的质
量和水平。

热播电视剧《 心术》的观众“ 大军”中，审理医疗纠纷的法院与备受关注的医院也加入进来。
昨日，本市黄浦与徐汇两家法院发布了区级2011年度医疗纠纷白皮书，病史书写管理、患者盲目维
权等案件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显然比剧情更“ 棘手”。

本报记者 卢燕

》法院建议

医院方出庭应诉消除对立情绪

记者了解到，出现医疗纠纷后，医院的惯
常做法是，向患者支付赔付款后转而向主治医
生及其所在科室追索该笔赔偿款。这不仅影响
医生的基本经济利益，更可能导致医生在执业
过程中变得日渐谨小慎微，最终使得一些患者
失去最佳的救治方案和机会。

基于此，黄浦区法院方面表 示 ，可 参 照
设 立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强 制 责 任 保 险 的 做 法 ，

建立医疗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该保险
可实行限额赔偿，但限额应以基本上能填
补多数医疗事故的损害为限。另外对由于
医方的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的损害，则在
限额赔偿之外可要求完全赔偿。通过保险
公司转移医疗机构的部分赔偿责任，一方
面可免除医生执业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
有利于缓解医患关系。

建立医疗事故责任强制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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