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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关于医疗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科学，对于帮助医疗卫生人
员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增强自律意识，培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
义”的合格的医学人才，发挥着重要作用。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在我国古代《黄帝内经》、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就蕴涵了丰富的医学伦理学思想。
随着科学的进步，医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社会体制的变革，传统的医学伦理道德受到了诸多方
面的冲击，使其发生了震荡和嬗变，从而为医学伦理学研究和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本教材力求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广泛吸收了国内外医学
伦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当前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和医德建设、医德教育的实际，力求新颖性
、系统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并重点突出了以下特点：一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世界金融危机、医疗卫生突发性事件，不仅对我国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必
然会给医疗卫生和医药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
这就要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既要从医疗技术方面，也要从观念意识方面去适应这种影响和挑战。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医药卫生法制化建设，在进一步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的行
为、保障医患各方合法权益的同时，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是适应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
医学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广泛运用，为医学伦理学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
课题，也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科学的背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
三是适应医学模式转变的需要。
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是医学科学在服务领域、科研方向、发展趋势、
观念意识方面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也要求医学伦理学扩展自身领域，拓展研究范围。
四是适应规范执业医师资格的需要。
医疗卫生关系到人的生、老、病、死，医务人员面对的是人，是人的宝贵的生命。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是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自我规范和自我完善。
医德水平的高低、医德修养的好坏，是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重要方面。
但是，由于医学伦理学的诸多问题尚在探讨和研究中，故本书中的某些观点亦待商榷，我们诚挚地希
望广大师生在教学中，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有关研究成果及文献资料，在此，向有关作者、译者、出版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向本书第1版主编郑宗秀教授和第2版的参编人员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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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关于医疗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科学，对于帮助医疗卫
生人员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增强自律意识，培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
道主义”的合格的医学人才，发挥着重要作用。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在我国古代《黄帝内经》、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就蕴涵了丰富的医学伦理学思想。
随着科学的进步，医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社会体制的变革，传统的医学伦理道德受到了诸多方
面的冲击，使其发生了震荡和嬗变，从而为医学伦理学研究和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本教材力求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广泛吸收了国内外
医学伦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当前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和医德建设、医德教育的实际，力求新
颖性、系统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并重点突出了以下特点：一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世界金融危机、医疗卫生突发性事件，不仅对我国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必
然会给医疗卫生和医药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
这就要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既要从医疗技术方面，也要从观念意识方面去适应这种影响和挑战。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医药卫生法制化建设，在进一步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的行
为、保障医患各方合法权益的同时，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是适应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
医学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广泛运用，为医学伦理学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
课题，也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科学的背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
三是适应医学模式转变的需要。
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是医学科学在服务领域、科研方向、发展趋势、
观念意识方面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也要求医学伦理学扩展自身领域，拓展研究范围。
四是适应规范执业医师资格的需要。
医疗卫生关系到人的生、老、病、死，医务人员面对的是人，是人的宝贵的生命。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是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自我规范和自我完善。
医德水平的高低、医德修养的好坏，是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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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医学伦理学是以医学道德为研究对象，研究医学道德产生、发展及其具体内容的科学，是伦理学与医
学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它与伦理学、心理学、法学及人类文化等密切相关，并随着医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而发展。
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医学生和医务人员的道德素质
，改善医院管理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章就有关伦理、道德、医学伦理学、医学道德等基本概念，医学伦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研
究任务、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做了初步阐述。
（一）道德的含义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
范的总和。
“道”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又指社会政治状况或做人的规范、规矩、原则。
而按照这些规矩、规范、原则去做有所得即为“德”，所谓“德者，得也。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经济关系之中，是一定社会经济
关系的反映，并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不断地改变着其内容和形式。
（二）道德的特征1．道德是以善恶为判断标准的社会准则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对自己和他人
行为做一些简单的判断，每一个判断，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做出的。
有肘候是依据自己的内心感受做出的；有时候是依据法律做出的；有时候是依据善恶的标准来判断做
出的。
道德不仅是人们行为的判断准则，也是人们思想意识的评判标准之一。
人们有时候对自己的某个想法会做出否定，认为这样想是不道德的，或者有时候通过人的言谈举止来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善良，这些都是以道德作为判断准则的。
2．道德是以社会舆论、内心信念来维系的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行为准则，如果谁违反了法律，
就会由司法机关强制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如果有人违反了道德，则不会有哪个具体的人或机关
强制其来承担责任，但其内心的不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会让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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