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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教育部教育改革、提倡教材多元化的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医学部联合国内多家医学院校于2003年
出版了第1版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材，受到了各医学院校师生的好评。
为了反映最新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医学进展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是配合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建设的要求，2008年我们决定对原有的教材进行改版修订。
本次改版广泛收集了对上版教材的反馈意见，同时，在这次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吸收了较多院校的
富有专业知识和一线教学经验的老师参加编写，不仅希望使这套教材在质量上进一步提升，为更多的
院校所使用，而且我们更希望通过教材这一“纽带”，增进校际间的沟通、交流和联系，为今后的进
一步合作奠定基础。
第2版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材共32本，其中22本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材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紧密结合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和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的
考试要求，严格把握内容深浅度，突出“三基”（即基础理论、基本识和基本技能），体现“五性”
（即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在继承和发扬原教材结构优点的基础上，修改不足之处，使新版教材更加层次分明、逻辑性强、结构
严谨、文字简洁流畅。
教材中增加了更多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的总结性图表，这原是国外优秀教材的最大特点，但在本
版我国自己编写的教材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除了内容新颖、具有特色以外，在体例、印刷和装帧方面，我们力求做到有启发性又引起学生的兴趣
，使本套教材的内容和形式都双双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编写第2版教材时，一些曾担任第1版主编的老教授由于年事已高，此次不再担任主编，但他们对改
版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他们作出的贡献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教材的出版凝聚了全体编者的心血，衷心希望她能在教材建设“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再次脱颖而
出，为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同时感谢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本次改版能够顺利完成。
尽管本套教材的编者都是多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但基于现有的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当之处
，欢迎广大师生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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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二版做了以下调整。
  　第一、变动了个别章节。
　  删除了第十三章“卫生资源配置中的伦理”。
毫无疑问，卫生资源配置中的伦理是医学伦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改革中，合理配置卫生资源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表面上看，卫生资源配置与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和走向有关，涉及到诸多经济问题，但卫生资源配
置的实质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卫生资源配置反映了医疗卫生决策的道德水平。
所以，指出卫生资源配置的道德意义、强调卫生资源配置必须坚持道德原则，是必要和重要的。
这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删除呢?主要是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对象主要是攻读医学
学士学位的学生，对他们的教育主要是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自觉地开展道德实践，而不是卫
生资源配置决策；二是教材的篇幅有限，要精干、简明，所以忍痛割爱了。
另一处调整是将“关于死亡和临终关怀的伦理”并人“生命伦理学的若干问题”。
这主要是考虑，“死亡和临终关怀的伦理”在逻辑上应当属于“生命伦理学”范畴。
  　第二、强化了实践和实验。
　  所谓强化实践，是指努力贯彻了医学伦理学的实践原则，使医学伦理学的实践特征更加凸显。
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理论上必须规范、严谨；但医学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范畴，其指导实
践的性质是必须强调的。
这不仅因为，医学实践是医学伦理学理论的基础，对理论的阐述要紧密结合实际；更是因为，医学伦
理学的理论价值在于内化为学生从事实践活动的原则和职业精神，转变为学生为人处世的自觉，教导
学生如何实践。
古人云“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
医学伦理学教学深入实践、指导实践，学了要管用，是当前需要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
有鉴于此，第二版增加了一些案例，更加注重用医学史上，特别是当代医学活动中优秀医务工作者的
事迹，正面回答自古以来优秀的医生是怎样做的、当代医疗活动中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正在怎样做，作
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应当怎样做。
强化实践的目的，是引导学生们深刻理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和范畴，为以后的实践打牢基础。
同时增加了附录4“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节选”。
意在强化学生们对未来从事职业的道德要求的感知。
    所谓强化实验，是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概念引入医学伦理学教学。
这是天津一些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的一个探索，效果比较显著。
建设医学伦理学教学实验室，是一个创新，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尽管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具有一定
的推广价值。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医学伦理学教学、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课堂教学是十分重要的，但绝不能停留在
课堂上。
我们的教育教学的内容一定要让学生看得见、感受得到。
这是提高医学伦理学教学实际效果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医学伦理学教学实验室建设的意义就在
于此。
在这一版中，从思路到具体做法、效果，对医学伦理学教学实验室建设做了全面的介绍。
详件附录3。
    第三、对部分章节的文字做了修改。
    这本教材是诸多院校的专家学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编写者在分工的基础上合作的产物。
这一版在基本保持了第一版写作团队分工的基础上，邀请首都医科大学的梁立智老师加盟，与肖先福
、张金钟一起完成了“医院管理伦理”一章的修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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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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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4　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节选主要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伦理学>>

章节摘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开始了一次以医疗卫生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大变动。
这一大变动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涉及医疗卫生各个领域和当代中国社会
的各个层面。
这次变动与市场经济建设和医学技术进步相关联，但其实质却不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它的实质是提高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整体水平，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道德本质。
以提高人的健康水平为宗旨的医疗卫生事业有着鲜明的道德特征。
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从来是以高尚的道德观念为依托的，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目的在于在更高、更深
的水平上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道德本质，即提高中华民族的健康水平，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
目标。
当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不仅在于目标的设定，而且在于目标的实现。
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不是医疗卫生决策机构或少数医疗卫生人员的事情，
而是全体医疗卫生工作者共同承担的任务。
实现这一任务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弘扬医疗卫生事业的道德传统，强化医疗卫生工作者的道德意识，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道德水平。
因此，深入开展医学伦理学研究，普及医学伦理学知识，提高医疗卫生人员的道德修养，是一项十分
紧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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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伦理学(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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