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同一种病，去不同的医院，甚至是同
一地相距不远的两家医院，对 CT、超声、
X光片、核磁共振成像等检查检验结果互不
相认。患者更换医院看病，就得不断重复检
查，单据攒了一堆……

专家指出，推进实现不同医疗机构间的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
率，降低医疗费用，简化就医环节，提高诊
疗效率，减轻患者就医负担，改善群众就医
体验。

现象
换一家医院就重做一次检查

前不久，来自陕西延安的冯琍 （化名）
到西安某知名三甲医院检查，通过做B超、
抽血检查等方式被初步诊断为甲状腺癌，医
生要求她做活检穿刺以便进一步确诊。考虑
到北京的医疗水平更高，她立即带着检查
单赶到北京某知名肿瘤医院就诊。肿瘤医
院医生要求其再次做 B 超、抽血检查等，
之后又做了活检穿刺，确诊为甲状腺癌。

“刚做完B超、抽血检查等没几天，为什么
换一家医院就要重新来一遍？都是知名三
甲医院，一些检验数据就不能通用吗？”冯
琍说，检查检验结果不互通互认，不仅让
患者支出更多费用、耗费更多精力，也浪
费了医疗资源。

北京市民程轩 （化名） 今年6月突然出
现咳嗽、肌肉酸疼、发烧症状，他去北京
朝阳区一家三甲医院检查，经抽血、肺部
CT 检查后，被诊断为细菌病毒合并感染。
医生开了药，可服用 3 天后症状没有好
转。他拿着检查结果去朝阳区另一家三甲
医院，希望得到专家的进一步确诊和治
疗，却被告知需要再拍一次肺部CT、再抽
一次血检查。程轩心想，后面这家医院以
呼吸科著称，医生提出重新检查，也许是
因为前面那家医院的检查不够全面或者检
查仪器不够先进，便又做了一遍检查，结
果两家医院的检查结果完全相同。“同样一
种病，为啥让我一周内做两次 CT？”程轩
对此颇为不满。

湖南邵阳的温荷（化名）今年年初因腰
腿疼痛，去当地一家医院拍了X光片和磁共
振，今年3月去北京某医院就诊，医生又要
求拍X光片和磁共振。两次医检结果完全一
致：腰椎间盘突出。

记者采访北京、陕西、江苏、湖南等地
数十位患者了解到，跨医院看病时，不管是
在同一个城市还是不同城市的医院，不管检
查做了多久，经常被要求重新做检查，医院
之间对检查结果互不认可，这一现象由来已
久。一些患者对此怨声载道。

堵点
技术参差不齐责任划分不明

多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实现不同医疗
机构间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有助于提高医
疗资源的利用率，降低医疗费用，简化就医
环节，提高诊疗效率，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但是，由于不同医疗机
构检验水平的差异性、医疗检查本身的特殊
性、责任划分不明等原因，加上医检费用占
医院收入比重较大，此举也容易受到医生的
隐性抵制，导致部分医疗机构对检查检验结
果“不能认、不愿认、不敢认”。

“有些项目要实施互认其实是很难的，
能不能互认要根据情况来定。”一名来自北
京某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对于一些比
较稳定的项目如肝功能、肾功能等，或者肠
镜、胃镜等短期内不需要重复做的医学影像
检查，医院之间进行结果互认没有问题。但
有些医学检查检验结果变化特别快，多次检
查对于疾病诊断有重要意义。

这名医生说，他曾接诊过一个病例：一
位 32 岁的女性病人在老家医院做超声检查
显示右侧乳腺结节8毫米，一个月后来他所
在医院检查却发现结节长至1.2厘米，且出
现乳房胀痛、溢液等不适症状，立即手术做
病理检查确诊其为早期乳腺癌。“如果当时
没有再做一次检查，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该医生说，一些可疑结节的动态随访是很有
必要的，通过反复检查能准确判断是否有恶
性倾向，从而及早干预。

还有受访医生担心，各医院之间由于技
术水平差异可能影响检查检验结果。湖南某

肿瘤医院一位超声检查专家提出，不同仪
器、不同层级医师做的检查结果会有一定出
入。比如看起来像炎性病变的结果可能是癌
症，看起来像癌症的可能只是炎性病变；一
周或者两周后，炎性病变也可能会有变化，
这种情况就不宜根据外院一两周前的检查结
果来做诊断和治疗。

虽然质疑重复检查的必要性，但冯琍也
认同医院之间存在技术水平差异的说法。她
拿出多地医院的B超、抽血检查单子告诉记
者，检查数据几乎是一致的，但各医院医生
的判断出入很大，后续进一步检查也确诊了
甲状腺癌，让自己得以及时治疗。

另外还涉及利益问题。“不可否认，检
查项目仍然是医院的一部分经济支撑。而且
医院的检查设备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不便
宜，要尽可能把成本赚回来。如果患者的检
查都在其他医院做了，到我们医院不需要重
新检查，那成本怎么回得来？”北京某三甲
医院的一位管理者说。

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
主任刘鑫说，现在医疗机构基本上是自己养
活自己，在药品“0差价”的基础上，主要
靠医疗服务费和检查检验费来实现盈利需
求，如果去认外院的检查结果，收入就会有
所下降。

如果说，上述因素导致一些医生“不能
认、不愿认”，那么责任划分不明确则是他
们“不敢认”的重要原因。

根据《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
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于因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而产生纠纷的，各责任主体依法

依规承担相应责任”。业内人士认为，上述
条款并没有具体划分责任，医生如果拿着
外院的检查报告为患者作相应诊断，若作
出了错误判断，责任划分问题依旧不明
确。因此，在没有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
下，大多数医生倾向于多次检查，降低误
判率。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说，医
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
医师实行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
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和调查。这从
法律法规层面明确了医师的亲自诊查义务。
如果接诊医生出具诊疗方案时依靠的是非本
院检验数据，则可能违背这一法定义务，产
生医疗纠纷。接诊医师若要证明“通过自己
的检查，外院报告准确无误”，这是有一定
困难的，实践中也有医疗事故鉴定部门根本
不认可外院检查报告的情况。

多知道些
先后出台多个政策
明确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2006年2月，原国家卫生部印发了《关
于医疗机构间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检查互认
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医疗机构间检查互
认，不但包括检验结果互认，还包括检查资
料互认。

2010年7月又印发《关于加强医疗质量
控制中心建设推进同级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
认工作的通知》，要求同级医疗机构检查结
果互认。

2022年3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医保局等制定的《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根据《管理办法》，检查结果是
指通过超声、X线、磁共振成像、电生理、
核医学等手段对人体进行检查，所得到的图
像或数据信息；检验结果是指对来自人体的
材料进行生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化
学、血液免疫学、血液学、生物物理学、细
胞学等检验，所得到的数据信息（检查检验
结果不包括医师出具的诊断结论）。

《管理 办 法》 将 互 认 范 围 分 为 “ 全
国”和“协议地区”两个级别，明确医疗机
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标志统一为 HR。满足
国家级质量评价指标，并参加国家级质量
评价合格的检查检验项目，互认范围为全
国，如“全国 HR”；满足地方质量评价指
标，并参加地方质控组织质量评价合格的
检查检验项目，互认范围为该质控组织所
对应的地区，如“京津冀 HR”“北京市西城
区 HR”等。未按要求参加质量评价或质量
评价不合格的检查检验项目，不得标注。

同时，《管理办法》还明确了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不能认”的六种情况，需重
新检查。具体包括：因病情变化，检查检验
结果与患者临床表现、疾病诊断不符，难以
满足临床诊疗需求的；检查检验结果在疾病
发展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快的；检查检验项目
对于疾病诊疗意义重大的；患者处于急诊、
急救等紧急状态下的；涉及司法、伤残及病
退等鉴定的；其他情形确需复查的。

（文中受访患者均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

12 月 2 日，一段绝美的极光美景刷屏
了天文爱好者的朋友圈，更是让“北京极
光”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榜。2 日，中国
国家地理频道转发微博，并留言称这是

“北京史上第二次极光影像记录”。其实，
不仅是北京，太阳风暴导致的地磁暴活动
正在给部分地区带去大范围极光，黑龙江
北部、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多地都有记录。
那么，地磁暴是什么呢？中纬度地区的北
京都罕见地发生了极光，那么这一次地磁
暴是不是很严重，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
活？

地磁暴是什么地磁暴是什么？？
为何会产生极光为何会产生极光？？

地磁暴是一种典型的太阳爆发的活
动。我们知道，日冕是太阳大气的最外
层，当太阳爆发的时候，就会发生日冕物
质抛射，一次抛射就能将数以亿吨计的太
阳物质，以数百数千米每秒的高速抛离太
阳表面，不光是巨大质量与速度汇聚成的
动能，它们还携带着太阳强大的磁场能，
一旦命中地球，就会引发地磁场方向与大
小的变化，这就叫地磁暴。地磁暴的影响
有很多，肉眼可见最直观的就是极光了，

极光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一起来了解。
磁暴带来的影响有很多，其中之一就

是驱使地球高层大气微粒运动加剧，最终
造成大气受热膨胀，向着更高的空间扩
散。而极光，实际上只是地磁暴的“副产
物”，当日冕物质携带着太阳的能量与地球
相遇后，其中一部分会随着地球磁场进入
两极，并与距离地面一百到四百千米高的
大气层发生撞击，撞击的过程伴随着能量
交换，这些能量在被大气原子与分子的核
外电子吸收之后，又快速得到释放，释放
的结果就是产生发光。绿色与红色极光便
是来自氧原子，紫色与蓝色极光则往往来
自氮原子。

中低纬度地区中低纬度地区
发生极光罕见吗发生极光罕见吗？？

据了解，2024 年仍是太阳的活跃年。
这就意味着至少在这个冬天里，我国北方
还有可能看到极光。我们知道极光都是在
高纬度能观测到，北京处于北纬 40 度左
右，那么为什么也能看到极光？中纬度地
区发生这样的极光现象罕见吗？今天我们
也采访到了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一起
听听他的解读。

为什么在我国看到的极光大多是红色？
在我国观测到的极光大多是红色的，

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大部分极光集中
在地球上方的90公里~400公里。

这是一张 《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绘制
的人类观测极光示意图，其中在 300 公里
以上，极光以浅红色为主，200 公里~300
公里以深红色为主，100 公里~200 公里以
绿色为主，100公里以下则是蓝色、紫色或
多种颜色混合的颜色。因为地表有一定弧
度，使得地球本身会遮挡一部分远方的物
体。如果观测点离极光太远，就只能看到
高度更高的红色极光了。因此，在中国看
到的极光大都是红色，而在北极圈内看到
的多是绿色。

为何要预警地磁暴为何要预警地磁暴？？
极光可以预报吗极光可以预报吗？？

本次地磁暴活动，中国气象局也发布
了预警。此前，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
监测预警中心发布预报，11月30日、12月
1日、12月2日三天可能出现地磁暴活动，
其中，12 月 1 日可能发生中等以上地磁暴
甚至大地磁暴。那么，为什么要预警？这
是不是意味着极光也可以预报呢？

专家表示，当太阳日冕物质抛射或者
太阳耀斑爆发后，会以光速传播到地球，
人类在上述太阳活动发生后约8分钟便可知
晓。而太阳带电粒子流的传播速度则要慢
很多，大概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抵达地
球，因此，人类可以对于可能出现的地磁
暴进行预警。

对于追光爱好者来说，极光的长期预
报仅供参考，并不完全准确，不过短期 2
天~3天的实时“预报”还是值得相信的。

此外，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还表
示，地磁暴对人体的影响是很小的，可以
忽略不计，但会对短波通信等产生影响，
不过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此外，地
磁暴可能会对空间站产生影响，空间站
可能会因大气拖拽造成轨道高度下降，
卫星导航设备误差也可能增大，航空飞
行也会面临通信环境变差和跨极区辐射
的双重风险，所以，提前预报也可以防
范风险。

本报综合消息

医疗检验结果互认为什么那么难？

地磁暴对生活地磁暴对生活有何影响有何影响？？
我国看到的极光为啥大多是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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