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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是依据教育部有关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文件精神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指导下，由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组织、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联合编写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系列教材。
本系列教材采用了“政府指导、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的运作机制。
为确保教材的质量，在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下，建立了系统完善的教材管理体制，成立了
全国高等中医药专业教材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对本系列教材进行
了整体规划，在主编遴选、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大纲、教材质量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审定。
本系列教材立足改革，更新观念，以新的专业目录为依据，以国家规划教材为重点，按主干教材、配
套教材、改革创新教材分类，以宽基础、重实践为原则，是一套以国家规划教材为重点，门类齐全，
适应培养新世纪中医药高素质、创造性人才需要的系列教材。
在教材组织编写的过程中引入了竞争机制，教材主编和参编人员全国招标，按照条件严格遴选，专家
指导委员会审议，择优确定，形成了一支以一线专家为主体，以老带新的高水平的教材编写队伍，并
实行主编负责制，以确保教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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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之一，说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全国
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是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医学人文教育在医学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这对于
在医学教育第一线长期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的作者和广大教师来说，既感到无比的欣慰，又是巨
大的鞭策，激励我们要继续为医学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
    本教材共分十六个章节，涵盖了《医学伦理学》的所有基本内容，特别根据中医的特点，注重发掘
和整理我国历史中的医学人文资源，古为今用。
同时根据作者的教学经验和教学需要，对内容的深浅详略有所侧重，在每一章的开头有“重点提示”
和“学习目标”，结尾有一个短小的“案例”和“思考题”，有助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思考。
附录部分是医学伦理学的重要文献和法律文件。
    本教材绪论由樊民胜编写，第一章由张金钟编写，第二章由郭华编写，第三章由贾国燕编写，第四
章由刘佩珍编写，第五章由鲁琳编写，第六章由黄卫东编写，第七章由荆春燕编写，第八章由李艳编
写，第九章由王宜静编写，第十章由陈君编写，第十一章由包玉颖编写，第十二章由张忠元编写，第
十三章由刘月树编写，第十四章由边林编写，第十五章由赵玉兰编写。
本书由樊民胜编制大纲，并统稿。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鲁琳参与了部分统稿，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胡晓燕，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张金钟、刘月
树为两次编委会的组织工作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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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    一、伦理与伦理学    二、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学    三、医
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第二节 医学伦理学的地位与作用    一、医学伦理学与医学科研    二、医学伦理学
与临床医疗    三、医学伦理学与卫生政策    四、医学伦理学与医学教育  第三节 医学伦理学与其他学科
的关系    一、医学伦理学与哲学    二、医学伦理学与法学    三、医学伦理学与心理学    四、医学伦理学
与社会学    五、医学伦理学与经济学    六、医学伦理学与宗教  第四节 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的意义和
方法    一、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的意义    二、学习和研究当代医学伦理学的方法第一章 医学伦理学
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规范伦理学理论    一、规范伦理学的概念及其类型    二、功利主义    三、义务论    
四、德性论  第二节 人道主义与医学人道主义    一、人道主义    二、医学人道主义    三、医学人道主义
的伦理意义和实现方式  第三节 医学正义论和医学公益论    一、医学正义论    二、医学公益论  第四节 
医学模式与医学目的    一、医学模式    二、医学目的第二章 医学伦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中国医
学伦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中国医德发展的历史轨迹    二、中国医德的优良传统    三、中国医学伦
理学的发展  第二节 外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简史    一、世界主要国家的医德起源与传统    二、外国医学伦
理学的诞生背景  第三节 医学伦理学的困境与未来第三章 医学道德的原则、规范和范畴  第一节 医德
的基本原则    一、行善原则    二、尊重原则    三、公正原则    四、无伤原则  第二节 医德规范    一、医
德规范的含义    二、医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医德范畴    一、医德范畴的含义-    二、医德范畴的
内容第四章 医患关系  第一节 医患关系概述    一、医患关系的内涵和影响因素    二、医患关系的模式
和特性  第二节 患者的权利和义务    一、患者的权利    二、患者的义务  第三节 医生的权利和义务    一
、医生的义务    二、医生的权利和特殊干涉权    三、医患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第四节 建立和谐的医
患关系  ⋯⋯第五章 医学临床与医学伦理第六章 护理伦理第七章 精神疾病诊疗中的伦理第八章 医学科
研的人体实验道德第九章 器官移植伦理第十章 生命与生殖伦理第十一章 临终关怀与死亡伦理第十二
章 性伦理第十三章 卫生政策与医院管理伦理第十四章 健康道德与预防医学伦理第十五章 医学道德的
教育、评价和修养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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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第一节 规范伦理学理论一、规范伦理学的概念及其类型规范伦理学是
伦理学理论的主要形态，主要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即通过制定一系列的道德行为
规范，来引导和规定人们的行为。
规范伦理学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理论体系：目的论和义务论。
目的论和义务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二者判断道德行为正确性的标准不同。
义务论认为，如果行为符合道德“应当”的行为规范的形式，那么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而不必考虑
行为的效果。
而目的论却将行为所导致的“善”的结果作为首要标准，判断行为是否道德要看其是否有助于“善”
的实现。
义务论和目的论又可以区分为多种类别：根据道德义务来源的不同，义务论可以被分为神命义务论、
道义义务论、契约义务论。
目的论可以根据对什么是“善”的不同理解而区分为“快乐主义”和“自我实现”两种理论。
在“快乐主义”目酊论中，又可以根据“快乐”指向主体的不同而区分为“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
”。
“自我实现”目的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是“德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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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伦理学(供中医类、中西医结合等专业用)》为：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国家中医
类别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参考书全国临床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
中药学、中医护理学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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