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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生法是涵盖一切调整有关人的生命健康权益保障方面诸多法律规范的总和，而不单纯是医疗卫
生法律、法规。
环境、大气、水、固体物质、噪声等等，都直接关系到人体生命健康的权益保障。
这些不是单纯民事平等主体法律关系可以全部调整的法律范畴，也不是依靠行政措施一声令下即可解
决的行政与相对人之间法律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物世纪的到来、人生命健康权益的提升，卫生法迟早会应运而生。
对此，世界一些国家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重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也都有
了这方面的研究，开设了这方面的教学，开展了这方面的学术交流。
由原来七八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发起的世界性卫生法学社团世界医学法学协会组织，如今发展到了近
百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社会团体，每两年在竞办国召开一次世界医学法学大会。
世界医学法学协会已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正式注册为非营利性国际社会团体组织，旨在研究各国社会各
领域与人体生命健康权益之间的医学与法学及生命伦理等方面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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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崇其，男，1939年生人，汉族，研究员，中共党员。
知名卫生法学专家。
现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世界医学法学协会副主席、《医
学与法学》期刊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常务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医院风险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
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中国南方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或客座教授，是中国卫
生法学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曾任首次在中国召开的第17届世界医学法学大会任大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席，是带领中国卫生法
学会队伍走向世界医学法学协会的主要领军人物。
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对世界医学法学协会颇有影响，其“卫生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关系”学术
报告在世界和国内大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自20世纪80年代初涉足法学领域以来，近30年来他长期致力于卫生领域开展法学理论研究、教学、法
律咨询、国际交流等活动，先后发表卫生法学、哲学、文学等领域论文、著作、专著800余万字，其中
论文、文章50余篇，文学专著3部，主编、执行主编、副主编著作15部。
多次荣获国家级、部级成果奖，其中文学专著荣获建国四十周年首届传记文学优秀创作奖，《吴英恺
学术论文集》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特别奖，《卫生法学》获司法部《法学教材与法学科研成果》
三等奖，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称该书是一部目前世界上尚属罕见、内容全面的卫生法学教材。
由吴阶平任主编、吴崇其任副主编的《中国现代医学家传》仍是当代医学史的稀有作品。
由他主编的教育部“二十一世纪导向性教材、十五规划教材《中国卫生法学》(第一、二版)、以及由
他策划主编、法律出版社再版的《卫生法学》论著、卫生部人才交流中心指定编著的《医院管理法律
事务》、《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事务》等多部著作是全国高等院校卫生法学专业及卫生部全国在职人员
继续教育的课程教材。
他主编的《医师学法、懂法、用法知多少》是一部临床医师的必读书。
他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作的专题学术报告“公共卫生立法与艾滋病”、写在国家《物权法》出版
前的“浅谈医院物权债权”论文等分获2006年、2007年全国卫生法学学术论文一等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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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婚前医学检查项目包括询问病史、体格及相关检查。
检查应当遵守婚前保健工作规范并按照婚前医学检查项目进行。
根据母婴保健法，婚前医学检查的疾病范围包括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及有关精神病。
3.婚前医学检查证明经婚前医学检查，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向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当事人出具婚前医学
检查证明，并应列明是否发现下列疾病：在传染期内的指定传染病；在发病期内的有关精神病；不宜
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其他疾病。
接受婚前医学检查人员对检查结果持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医学技术鉴定，取得医学鉴定证明。
4.医学意见经婚前医学检查，发现患有在传染期内的指定传染病、在发病期内的有关精神病、或者不
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医师应当向当事人说明情况，提出预防、治疗以及相应医学措施的建议
。
当事人依据医师的医学意见，可以暂缓结婚，也可以自愿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医疗
保健机构应当为其治疗提供医疗咨询和医疗服务。
《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修订）》对婚检医师必须提出“医学意见”的具体情形规定为：双方为直系血
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如发现一方或双方患有重度、极重
度智为低下，不具有婚姻意识能力；重型精神病；在病情发作期有攻击危害行为的，注明“建议不宜
结婚”。
发现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或其他重要脏器疾病，以及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疾病的
，注明“建议不宜生育”。
发现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或其他医学上认为应暂缓结婚的疾病时，注明“
建议暂缓结婚”；对于婚检发现的可能会终生传染的不在发病期的传染病患者或病原体携带者，在出
具婚前检查医学意见时，应向受检者说明情况，提出预防、治疗及采取其他医学措施的意见。
若受检者坚持结婚，应充分尊重受检双方的意愿，注明“建议采取医学措施”，尊重受检者意愿。
可见，婚检医师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并没有决定他人“应当”或“不应当”结婚、生育的权力，他们拥
有的只是对“不宜”结婚或“不宜”生育的当事人的“建议”权。
而在2003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我国婚姻登记机关也不再将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作为
结婚登记时审查的必备材料，这实际上是取消了过去带有“强制性”嫌疑的婚前医学检查为准备结婚
的男女双方的健康把关。
婚姻当事人的健康状况如何以及是否进行过婚检都成了不影响结婚登记的纯粹个人私事。
在个人越来越关注人生，社会越来越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选择的今天，有人为“强制”婚检的取消欢
呼，为法律的人性关怀呐喊。
也有不少医学专家对婚检由婚姻的“必选”项目变为“自选”项目表示忧虑重重。
婚前医学检查以科学为依据，对公民提出要求，有限制、但不强制，它对促进婚姻美满、家庭幸福，
预防和减少严重先天病残儿的出生具有重要意义。
为对对方负责，对后代负责，卫生专家们呼吁广大婚姻当事人自觉进行婚检，婚检机构也应当以更为
人性化的服务吸引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自觉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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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卫生法学(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卫生法学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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