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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得在十多年前，我在原华西医科大学做呼吸专业教授，每每授课之余，我都在想这样的问题：
教育究竟承载着怎样的重荷、责任？
在我走上领导岗位后，从最初医科大学副校长、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副部长，到现在的中国医师协
会会长，虽从未主管过教学工作，但上述问题却时常萦绕着我，思考从未停止过，时至今日，答案越
来越清晰，明确！
那就是教育要发展，要进步，首先教育理念必须发生深刻的变革，教育的内涵必须大幅度外延，教学
方式必须改革。
具体到医学教育，我个人有几点看法：　　在教学上：第一，医学是关系到生命、健康的科学，必须
强调严谨性；第二，医学是一门边缘性科学，且发展很快，因此应强调教师知识不断更新，增强和接
受新理论、新知识的能力，满足学生扩大知识面的需求；第三，医务工作除了治病救人外，还涉及伦
理、道德、法律等一系列问题，医学教育应增加大量社会科学知识，并加强培养医学生的人文关怀精
神；第四，医学专业的形态学课程较多，学习时需要强记硬背，但实际运用时非常强调灵活性。
因此，注意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即平时我们所说的临床思维能力，尤为重要。
　　在教材上：第一，内容在强调“三基”的同时，应能及时反映疾病谱的变化及学科的发展；第二
，内容在注重科学性的同时，应为所教所学者着想，即将复杂、高深的知识，用最简单易懂的文字或
图表表述出来；第三，教材应充分反映医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即形态学、方法学的内容较多。
因此，应做到图文并茂，有些内容甚至可用视频来表达。
　　虽然自己对教学工作和教材建设有一些想法，但高等教育出版社请我来为这套医学教材做序时，
使我十分为难。
一是我离开教育、临床工作多年；二是先前我对其他很多专家邀请做序或跋拒绝多多，此次执笔搞不
好会有厚此薄彼之嫌。
但我细读此套教材的策划及部分章节后，眼前一亮，不禁释怀。
　　此套教材在内容、形式上有许多新颖之处：1.基础学科教材注意了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删减了
为使学科系统化而舍简求繁的内容，突出了为临床服务，打基础的特点；2.临床学科教材则根据近些
年来疾病谱的变化，突出重点地介绍了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知识、技术手段，而且增加了近年
来被公认、成熟的新知识、新技术；3.这是一套真正意义的立体化教材，不但图文并茂，且配有学生
用光盘及教师授课多媒体光盘。
光盘中内容丰富，有大量彩图、病案分析、进展讲座、习题。
大大丰富了教材内容，达到了医学教育应以视觉教学为主的目的；4.本套教材作者队伍年轻化，主编
平均年龄50余岁，多为留学归国人员，且为活跃在教学、临床一线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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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生法学是一个新兴的法学学科。
由于与医疗卫生相关的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新的医疗技术、新药临床应用、医疗卫生管理、卫生防疫
以及国家卫生管理、调控等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更新的速度都非常快，因此，卫生法学
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同时，新的卫生法学研究成果也急需整理。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
    参加本书编撰的专家都是当今活跃在卫生法学领域中的权威人士。
他们立足于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实际情况，注重考察国外相关卫生法律制度，结合我国卫生法律立法
的具体情况，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就卫生资源管理法律制度、公共卫生监督管理法律制度、疾病预防
与控制法律制度、健康相关产品法律制度、血液与血液制品相关法律制度、人口与生殖健康法律制度
、医政管理法律制度、传统医药管理法律制度、健康促进法律制度、医疗保障保险法律制度等进行论
述，既有法学基本理论，又有条文释疑；既注重理论研究，又注重实际工作指导；既有传统医药卫生
经典理论，也有新的医疗卫生制度；既注重理论体系的全面和内容疏理，又注重卫生法学的研究方法
和学习方法的介绍。
    本书可作为全日制高等医药院校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其他与医药卫生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大专生
教材。
其他从事卫生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工作的法学研究人员、法官、律师也可将此书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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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卫生法的概念　　（一）法的概念　　要了解卫生法的概念，首先应当了解法的概念。
　　法是指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以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
制力来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法的概念体现了国家意志，即国家通过特定的程序制定或者认可，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即国家意
志，并且有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顺利实施，具有最强的威慑力。
　　法作为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统治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在表现形式上分为“法律”、“条例”
、“规章”、“决定”、“办法”等。
　　（二）卫生法的概念　　卫生法中的卫生，是指为维护人体健康而进行的一切个人和社会活动的
总和，其含义包括使人体在出生前后便有一个比较强健的身体素质，促使个体在生活和劳动过程中增
强体质，能够避免和抵御外部环境对人体的不良影响，保持健康。
　　卫生法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用于调整在保护人体生命健康活动
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根据我们前面对“卫生”一词的诠释，卫生法所涵盖的面应当比较广泛，它不仅包括调整和规范医疗
方面的法规，还包括优生优育、妇幼保健、预防保健、环境卫生、大众健康等多方面的法律法规。
它不仅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_还包括国务院通过的条例、卫生部、中华医学会、红十
字会以及其他国家行政机关颁布的部门规章或其他带有规章性质的文件；它不仅包括专门的医疗卫生
规范性文件，还包括散见于刑事、民事和行政法律中用于调整卫生领域的法律规范。
　　关于卫生法的概念，应当包含四层意思：　　第一，卫生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国家意志
性、社会规范性及强制性。
这部分属性与其他法律没有区别。
　　，　　第二，卫生法调整的对象是在保护和促进人体健康的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
包括个人、集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国际社会间与卫生有关的各种关系。
　　第三，在我国，卫生法是调整与卫生有关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法规、规章的总称。
　　第四，卫生法的某些具体内容是依据医学科学、卫生学和生物科学的基本原理制定的，这部分内
容（例如国境检疫）常被世界各国所采纳，成为国际共同遵守的通则，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普遍意义
，具有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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