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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体现医学伦理学的学科特色，既有哲学思辨性，又是医学科学的分支学科和“两课”教育的
重要内容。
它体现了历史必然与道德必然的统一，系统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内容包括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范畴、基本原则、规范、医德选择、医德评价、临床医学道德、生
育控制道德、死亡控制道德、科研道德、管理道德等等。
内容丰富，可读性强。
既可作为医药院校的教材，又可作为卫生系统继续教育和医务人员自学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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