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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现代医学的能力大大提高。然而，医学上能
够做到的事，我们都应该去做吗？本书面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实际，将
会引导广大医务工作者如何在纷繁的道德选择中寻找到正确的答案。全书体
系完整、结构合理、观点新颖，突出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作
为高等医学院校的统编教材，本书不仅可供医学生在校学习使用，而且还可
作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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