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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氏内科学》提出“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强调医学是爱人之学、人道之学。
医学从来就与伦理学同源，道德性是医学的本质特性。
医学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
医学伦理学运用一般伦理学的观点、原理和方法研究医学实践和医学发展中的道德关系、医学行为准
则和规范，从属于应用伦理学。
从它的体系构成上看，它又以阐释医德规范为主体内容，从属于规范伦理学的范畴。
所以，一般把医学伦理学归属于规范应用伦理学。
    医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正处于走向社会的过渡期，尤其面对快
速发展的医学科学和医学伦理难题，医学生还没有掌握关爱病人、尊重病人等与职业态度、职业情感
、职业规范有关的内容，没有形成医学活动所需要的职业道德观、价值观等。
面对未来特殊的职业生涯和当前比较复杂的医患关系，除了专业技能外，医学生还缺乏心理的、伦理
的准备。
因此，医学生一方面要储备精湛而广博的医学知识，有能力在将来担负起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职业
使命，另一方面还要培养和提高从事这项使命的高尚医德。
即医学生不仅要学会做事，更要学会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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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医患关系的性质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与合法的基础上的信托关系和契约关系。
各种参与主体正当权益合理兼顾，体现着社会公正与和谐的特殊人际关系，本质是对患者生命健康权
和自主权益的尊重.医患双方应自觉维系好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1.医患关系是信托关系患者求医，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交付给医务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讲，医患关系
就成为一种信托关系。
“信托”中的“信”，是指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是医患关系的基石。
患者对医务人员信赖感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医疗工作能否正常开展和诊疗效果的好坏。
如果患者对医务人员不信任，就谈不上真诚的医患关系，医务人员也就难以从患者那里获得确切的诊
疗信息，就会影响正确诊断的确立和治疗措施的落实。
所以，医务人员应十分珍惜患者的信任，把患者的信任化作强烈的责任心和工作动力，加强思想与技
术修养，以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积极、主动地为患者服务，使患者对医务人员能够以诚相待，
如实地提供与诊疗疾病有关的各种生理、心理、社会的病因和病情信息，认真执行各项医嘱，建立真
诚的、和谐的医患关系。
“信托”中的“托”是患者“依托”医务人员之意。
医患两方在对医学知识的占有和掌握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尤其是患者求医时的弱势处境和心态，难
以保证在诊疗过程中完全平等、对等。
医生具有医学知识，处于一定的主动地位，并具有对疾病的诊治权和特殊干涉权等。
国家赋予医生这些特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患者得到真实的负责任的医疗保健服务。
况且，有许多内容不是双方自由进行约定的，而应该由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和医学伦理学规范加以约
定。
例如，对处于休克状态、需要急诊急救的患者，虽然不能取得患方的知情同意，没有经过签写契约的
程序，但医务人员决不能以此推脱自己救死扶伤的义务。
所以，为了真正体现社会公平、保护患者生命健康权利，医务人员必须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己任
，恪尽职守，钻研技术，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尽量使患者的托付、
期望得以实现。
2.医患关系是契约关系患者挂号就诊，住院患者办了住院手续，医患双方就形成了医疗活动的权利与
义务的约定，从法律角度讲，就形成了契约关系。
医师在诊治疾病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案和措施，在患者及其亲属“知情同意”后，即成为医患间的一种
诊治契约。
这种契约关系建立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患者就医和医者行医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医患在契约关系中
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公平的。
在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和患者都是平等的主体，都具有独立的人格，都应履行各自的义务与承诺，
诚实守信，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条件，真实地反映诊治效果。
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没有取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契约，如需要对契约进行
修改、补充或解除，医患双方必须协商解决。
否则，双方因此受到损害，则有权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
医患契约关系是以自愿为前提的，尽管法律保护医生为患者提供医疗卫生保健和康复而享有的特殊职
权，但这种契约关系中的自愿不是双方想怎样就怎样，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德和医
学伦理原则，不得扰乱社会医疗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影响构建和谐的新型医患关系。
二、医患双方的道德权利与义务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患者，
都享有自己的道德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
（一）患者的道德权利和义务1.患者的道德权利患者的权利一般是指患者在患病期间应有的权利和必
须保障的利益。
这种权利不同于法律上的权利，它是一种道义的、有条件的权利，是以道义的力量来支持的。
它的实现有赖于医务人员的道德水平，受到医疗卫生和医学科学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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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患者权利又称为患者道德权利。
目前，根据我国的国情，患者应当享有以下权利：（1）平等医疗权。
人类生存的权利是平等的，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也是平等的。
患者的生命权与常人相同，并不因处于疾病状态而降低.患者对自身及其肢体、器官、组织、基因等都
拥有所有权及支配权。
患者有权要求医务人员为其解除病痛、恢复健康，有权享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和基本的、合理的医疗
卫生资源，有权得到公正的、一视同仁的待遇。
与患者基本的医疗权相对应的是医生为患者诊治疾病的基本义务。
当患者因为经济等原因无法支付医疗费用时，医生是否应为患者尽诊治的义务？
一般来说，在急诊的情况下，医生应当先抢救病人；在非急诊的情况下，患者的这项权利受到限制，
应考虑患者支付医疗费用等义务。
（2）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自主权利的一个最重要和具体的形式，现已成为医学科研和临床医疗领域的伦理原
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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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伦理学》：“十二五”医学人文系列规划教材(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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