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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

前言

医学伦理学是高等医药院校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的德育课程。它对于医学生增强职业道德意识，提高
职业道德修养，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与习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医学是“人学”，医乃“仁术”
，无德不从医。医学伦理教育是医学教育的永恒主题，医学伦理修养是医务人员一生不变的追求。在
校医学生正在接受系统的医学理论教育，但他们缺乏医疗职业活动的实践经验，对未来的医疗职业生
涯和当前的医患关系缺乏必要的心理上、伦理上的准备，因而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医学伦理教育，帮
助他们尽快形成正确的医德意识，增强医德观念，培养医德情感，加强医德修养。本书在参考已有相
关教材的基础上，博采众长，紧密结合医学高职高专的教学特点和实际，在编写体例上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创新。本书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采用案例导入式方法编写。书中案例典型、新颖、生动，伦
理分析客观、准确、透彻。对生态环境保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伦理问题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对
当前医学伦理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专门阐述，并且强调了对医学实习生进行医学伦理教育
的重要性。本书力求反映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全国5所医
学高职高专院校的8名教师组成编委会，共同承担编写任务。本书由刘运喜、焦雨梅共同担任主编，
周湘涛、刘真金、武玉清、范振生担任副主编，乔瑜、李红丹任编委。编写提纲由刘运喜、焦雨梅、
范振生分别拟定，在集体讨论、吸收各自优点基础上，由刘运喜统稿。全书共分15章，各章编写人员
安排如下：第一章，焦雨梅；第二章，刘真金（其中第三节由刘运喜、刘真金共同编写）；第三章，
范振生（其中第三节部分内容由刘运喜编写）；第四章，焦雨梅；第五章，武玉清；第六章，武玉清
；第七章，周湘涛；第八章，乔瑜；第九章，周湘涛、焦雨梅；第十章，武玉清（其中第三节由刘运
喜、武玉清共同编写）；第十一章，焦雨梅；第十二章，刘真金（其中第一节部分内容由刘运喜编写
）；第十三章，周湘涛；第十四章，李红丹（其中第四、五节主要由刘运喜编写）；第十五章，刘运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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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

内容概要

《医学伦理学》为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医学伦理学》按照“
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求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总要求，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结合高职高专
的教学特点进行编写。全书共分十五章，介绍了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规范，医疗
临床实践活动中的伦理原则、伦理要求，对当前医学伦理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和讨
论。
《医学伦理学》内容丰富，案例新颖，语言活泼，形式生动。
《医学伦理学》可供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的临床医学、护理、妇幼、助产、药学、检验、口腔、影
像、针灸推拿等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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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道德、职业道德、医学道德　第二节  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　第三节  学习医学
伦理学的意义与方法　思考题第二章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　第一节  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历史　第二节  国
外医学伦理学的历史　第三节  中外医学伦理的差异　思考题第三章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人性论　第二节  生命论　第三节  人道论　第四节  美德论　第五节  义务论　第六节  效果论　思考题
第四章  医学伦理学的规范体系　第一节  医学伦理的原则　第二节  医学伦理的基本规范　第三节  医
学伦理的基本范畴　思考题第五章  医疗人际关系伦理　第一节  医患关系伦理　第二节  医际关系伦理
　第三节  医社关系伦理　思考题第六章  临床诊疗伦理　第一节  临床诊疗工作中的伦理要求　第二节
 临床诊断中的伦理要求　第三节  疾病治疗中的伦理要求　第四节  急诊、会诊、转诊中的伦理要求　
思考题第七章  特殊科室诊疗的伦理　第一节  妇产科诊疗的伦理要求　第二节  儿科诊疗的伦理要求　
第三节  精神科诊疗的伦理要求　第四节  传染科诊疗的伦理要求　第五节  五官科诊疗的伦理要求　第
六节  皮肤性病科诊疗的伦理要求　思考题第八章  临床护理的伦理　第一节  护理工作的地位与特点　
第二节  护理伦理的意义与作用　第三节  临床护理中的伦理要求　思考题第九章  社区卫生服务的伦理
　第一节  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与伦理要求　第二节  社区预防保健的伦理要求　第三节  社区健康教育
的伦理要求　第四节  家庭病床服务的伦理要求　思考题第十章  预防保健工作伦理　第一节  传染病、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伦理要求　第二节  职业病、地方病防控工作伦理要求　第三节  环境保护
工作伦理要求　第四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伦理要求　思考题第十一章  生育伦理　第一节  计划生
育工作伦理　第二节  优生工作伦理　第三节  优生措施伦理　思考题第十二章  死亡伦理　第一节  死
亡教育的伦理　第二节  临终关怀的伦理　思考题第十三章  药事伦理　第一节  药品监督工作的伦理要
求　第二节  药品研制、生产、销售中的伦理要求　第三节  药品使用中的伦理要求　思考题第十四章  
当代医学伦理中的热点问题　第一节  安乐死伦理　第二节  人体实验伦理　第三节  器官移植伦理　第
四节  医学生殖技术伦理　第五节  基因工程伦理　第六节  干细胞研究与克隆技术伦理　思考题第十五
章  医学伦理教育、评价与修养　第一节  医学伦理教育　第二节  医学伦理评价　第三节  医学伦理修
养　思考题附录  中外医学伦理文献资料选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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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

章节摘录

医学手段层出不穷，诸如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一系列崭新的课题，已影响到
医疗、护理、诊疗、医技、科研、管理等医学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
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出现了对动物、树木、河流、湖泊、海洋、山脉等自然客体的价值和
权利的蔑视甚至侵犯行为，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致使生态失去平衡，危害人类健康，危及人类社
会和谐、永续的发展。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医学和生
命科学的各个领域，人们在享受高新科技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与传统伦理观念的不一致，甚至发生
了强烈的冲突。这样，就引发了一系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急需深入研究和探索，这就
促成了生命医学伦理学的产生。三、医学伦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医
学科学的发展呈现出纵横交错、多种学科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趋势。研究和探讨医学伦理学与医学
、医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卫生法学、医学美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系，对形成和履行高尚的
医德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探求人类
同疾病作斗争的手段，以增进健康、延长生命、提高生命质量的科学，它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是，
由于医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的、社会的人，因此医学与社会科学、医学伦理学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著名的医学史学家西格斯特指出：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医学的每一个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
医生与患者，或更广泛地说，是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医学科
学和医学实践的发展，使得医务人员在职业活动中面临的道德关系纵横交错、日趋复杂。医务人员的
职业行为除了需要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外，还需要具有职业特征的具体化的医学道德规范来指导。由
此可见，医学科学的社会化以及研究方法的变革，决定了医学科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医学的发展和进
步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医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反过来，医德又对医学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两者
都是以保障人类身心健康为目的的。（二）医学伦理学与医学生物学医学生物学是研究人类生命现象
的一门科学。在分子生物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医学与生物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哲学家范伦塞勒·波
特在《进化伦理学概念》一书中指出：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人类伦理学不能与最广义的生
态的实际相分离。当人们审视现代医学领域的一切新的成果和新的进展时，不难发现诸如基因组学、
克隆技术、胚胎干细胞、神经细胞再生等，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医学领域而涉及整个生命科学领域。再
如，人类社会在家庭、两性、生与死等问题都受到新的生物学和伦理学观念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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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

编辑推荐

《医学伦理学》编辑推荐：教育部高职高职医学类及相关医学类教指委规划，适合院校教学实际，突
出针对性、适用性和实用性，以一必需、够用”为原则，侧重临床实践与应用，紧密围绕后续课程、
执业资格考试标：隹和工作岗位需求，紧扣精品课程建设目标，体现教学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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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

精彩短评

1、比我们发的破教材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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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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