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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

前言

　　《医学伦理学》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卫生职业学校教学改革实验用书。教材编写积极
贯彻教育部《2004-2007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编写计划》的精神，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
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为就业和再就业服务。同时，力求较好
地体现现代职业教育教学理念，并紧密结合“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努力造就现代服务业
一线迫切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使之成为卫生职业教育医学生欢迎的教材。　　“医学伦理学”
是整体医学教育中必修的基础课程，是对医学生进行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职业院校肩
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这也是卫
生职业院校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方向。　　医学伦理学教学必须围绕现代医学培养目标，通过医学伦理
学的学习，使医学生掌握医学伦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在医学实践中运用医学伦理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
决各种医学伦理道德问题，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　　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广泛吸取国内
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体系。教材内容努力体现科学性、系统
性、实践性和前瞻性的统一。本书内容包括：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知识，如道德与医学道德的关系，医
学伦理学的含义、本质、作用；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如医学道德基本原则、规范、范畴和临床诊
治、预防、护理等领域的具体道德；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实践，如医学道德评价、教育及修养等；医学
伦理学的前瞻性，如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安乐死的道德问题。　　本书共十四章，具体写作分工如
下：第一章绪论：田荣云；第二章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王纯国；第三章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王纯
国；第四章医学伦理学的原则和应用：王纯国、陈立兰；第五章医疗人际关系的道德：吴丽平、王毅
；第六章临床诊疗的医学道德：吴丽平；第七章护理伦理：车龙浩；第八章医院管理伦理与医疗改革
：周银玲；第九章预防医学伦理：杨明荣；第十章医学科研中的医德：杨明荣；第十一章生命科学与
生殖伦理：丛媛；第十二章临终关怀与死亡伦理：葛长山；第十三章性伦理：葛长山；第十四章医学
道德的评价、教育和修养：车龙浩。　　本书适用于卫生职业教育院校医类专业的教学，有利于学习
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医学道德问题。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我们编写组作者受时间
和能力所限，本书难免有错误，欢迎专家、师生及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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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

内容概要

《医学伦理学》系统阐述了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及医不伦理学的若干前前瞻
性问题等。为便于教学，在每章后附有复习思考题，包括选择题、问答题和一些案例分析题。以帮助
学习者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在医学实践中运用医学伦理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各种医学
伦理道德问题，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
《医学伦理学》主要适用于卫生职业院校护理、药学和医学相关专业的教学，并可作为本医学相关执
业资格证书的参考书。

Page 3



《医学伦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道德与伦理学  第二节　医学道德与医学伦理学  第三节　学习和研究当代医学
伦理学的意义和方法第二章  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国外医
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医学伦理学传统第三章  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生命论　第二
节　人道论　第三节　美德论　第四节　义务论  　第五节　效果论第四章  医学伦理学的原则和应用  
第一节　医学伦理学的原则  第二节　医学伦理学的规范  第三节　医学伦理学的范畴第五章  医疗人际
关系的道德  第一节　医患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节　医患关系  第三节　医际关系的道德规范第六章　临
床诊疗的医学道德  第一节  临床诊疗的医学道德原则  第二节  临床诊断工作的医学道德要求  第三节  
临床治疗过程中的医学道德要求第七章　护理伦理  第一节　护理工作的道德要求  第二节　医疗工作
中的护理伦理  第八章  医院管理伦理与医疗改革  第一节  医院管理的伦理意义及伦理原则  第二节　医
院伦理委员会  第三节　医疗改革的伦理问题第九章　预防医学伦理  第一节　预防医学概述  第二节  
预防医学的医学伦理特点及原则  第三节  预防医学某些领域中的医学伦理要求第十章  医学科研中的医
德  第一节　医学科研的特点  第二节　医学科研中的道德要求    第三节　人体实验中的道德要求    第
四节　尸体解剖中的道德要求  第十一章  生命科学与生殖伦理  第一节　人工授精  第二节　胚胎与干
细胞  第三节　基因伦理  第四节　“克隆”技术伦理  第五节　计划生育伦理  第六节　器官移植伦理
第十二章  临终关怀与死亡伦理  第一节　临终关怀伦理  第二节　死亡伦理  第三节　安乐死第十三章
　性伦理  第一节　性道德  第二节　妇产科中的性道德  第三节　性传播疾病防治中的伦理第十四章  
医学道德的评价、教育和修养附录　国内外有关医学道德方面资料选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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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

章节摘录

　　一、职业道德与医学道德　　（一）职业道德概述　　1.职业道德的含义。所谓职业道德是从事
一定专门职业活动的人们，在特定的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职业道德是搞好各行各
业工作至关重要的伦理原则，它是一般的社会道德在某一特定职业中的具体体现，它反映了职业范围
内人与人之间的特殊道德。　　职业道德包括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责任、职业技能、职业良心
、职业纪律、职业荣誉、职业作风等要素。职业道德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点：在范围上，职业道德具
有专业性；在内容上，职业道德具有稳定性；在形式上，职业道德具有多样性；在功效上，职业道德
具有适用性。　　2.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尽管人们的职业不尽相同，但古今中外都毫无例外地把“
热爱职业、忠于职守”看成是各种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在《敬业与乐业
》中讲到，敬业与乐业是人类生活和传统职业道德的两大准则。这里所谓敬业即是忠于职守，所谓乐
业即是热爱职业。　　（二）医学道德　　医学道德与其他职业道德相比，具有更特殊的意义，因为
医学活动本身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以保存生命、减轻痛苦、促进健康为职责，医学道德与医学技术
有内在的统一性。据《省心录·论医》记载，宋代医生林脯曾经说过：“无恒德者，不可从医，人命
生死之系。”可见医德早已为我们的先辈所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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