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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在医学研究及医疗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属应用伦理学范畴。
医学伦理学为国家规定的医学生必选课程，是全国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考试的重要内容。
本教材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及运用技能，以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分
析解决医学伦理问题的能力。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伦理学对于医学人才的培养及医学实践活动越来越重
要。
医学为“人学”，医乃“仁术”，这一传统而现实的重要医学理论和实践，是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活
动的永恒主题。
但由于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定历史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快速
发展的现代医疗体系使医学科学的人文性、人的完整性被淡化：表现在生命原有的动态性、系统性、
文化性更多地被静止性、局部性、生物性所掩盖；医学过程的情感性、意义性有时则明显表现为逻辑
性和功利性。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医学本质的人与人的关系突出地表现为人（医务人员）与躯体（患者）、人与数
据、人与仪器设备等人与物的关系。
疾病与健康的问题在生物与心理、生理与伦理道德等社会文化层面上的相互转归、相互影响的关系演
变为生理上的器质性病变与病理的抽象关系。
医学科学研究与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利益与价值、权利与责任、技术与道德、手段与目的等矛盾日益突
出。
医患矛盾和医患沟通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医学院校在校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处于重要的形成期，其职业道德观、价值观等还远没有形成，
尤其面对快速发展的医学科学和医学伦理难题，不知道如何尊重和对待医学科学，不知道还需要学习
如何关爱病人、尊重病人等与职业态度情感有关的内容。
面对未来特殊的医学职业生涯和当前较为复杂的医患关系，除专业技能以外，还缺乏心理的、伦理的
准备。
科学地培养合格医学生是高等医学院校的根本任务，也是实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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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在医学研究及医疗实践中的具体应
用，属应用伦理学范畴。
医学伦理学为国家规定的医学生必选课程，是全国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考试的重要内容。
《医学伦理学》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及运用技能，以培养其良好的道德
品质和分析解决医学伦理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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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考试”综合模拟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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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晚清时期，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医生，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
、鲁迅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是怀着“医亦救人之术”的意愿去学医的。
他的伦理思想是讲仁爱，他“济世为怀”，“粟金不受，礼物仍辞”，被人奉为“活菩萨”。
鲁迅也是怀着“医学不仅可以给苦难的同胞解除病痛，还可以成为我们民族进行社会改革的杠杆”的
希望学医的。
他们是从医家成为革命家，从医人转医国，从重医德进而重政德的代表。
随着西医传人中国，医院在中国兴起，使我国传统的个体行医模式开始向集团行医模式转变，这种转
变也必然反映到医学伦理学中来。
1915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医生的职业责任和义务的协调以及制定医生道德准则成为其重要工作之一。
此后一些医学团体相继诞生，推动了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时国外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医生职
业道德也被陆续介绍到我国。
1926年，《中国医学》刊载了中华医学会制定的《医学伦理学法典》，表明中国近代医学伦理学已开
始与国际上的近代医学伦理学接轨。
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先驱者是宋国宾。
他是我国知名的医学教育家和医学伦理学家，曾在巴黎学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震旦大学医学
教授，鉴于当时“同道之争论，医病之纠纷，日充不休”的状况，深感“为名医易，为良医难”。
为此，他致力于医学伦理道德的宣传，拟定了《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誓言》、《上海市医师公会医师
信条》等医生道德行为准则，并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了《医业伦理学》一书。
该书是我国近代第一部较系统的医学伦理学专著，亦表明中国已由传统医德学进入现代医学伦理学发
展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军创建了中央红色医院、中央红色护士学校、红色
医务学校，在军队和地方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
在多种实战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医德的丰富内容，表现为革命的医务人员忠诚于人民的革
命事业、忠诚于医疗卫生事业，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把伤病员的健康放在首位，不惜用鲜
血和生命保护伤病员；刻苦学习，精益求精，努力提高医技水平；团结互助，发扬革命的集体主义精
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忠实履行医护职责。
这一时期医护人员拯救疾苦、挽救生命的社会责任感是近现代我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1931年毛泽东同志为红色卫生学校制定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医学教育方针。
1941年毛泽东又给延安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反映了医务人员的优良医德，确立了医务人员应遵循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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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伦理学》是供临床医学、全科医学、社区医学等其他医学相关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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