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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 1.传统医学伦理学 ：即医务伦理学 2.现代（生物）医

学伦理学 3.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的具体任务是：面对道德

难题，为人们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选择 伦理学的基本任务是

：1. 做人道理的感悟 2. 面对困惑的选择 3. 幸福和谐道路的寻

求 作为科学的医学其任务是解决“能”或者“不能”的问题

，而伦理学的任务是面对医学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提出“

应该”还是“不应该” 的问题。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研究医学

中的各种关系，以解决现实医学中种种道德难题和冲突的综

合性交叉性学科。又称道德哲学，核心是医患关系问题 临床

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医学人道主义 医学人道主义的核心

内容 ： ①尊重病人的生命及其价值 最基本的。 ② 尊重病人

的人格与尊严 最本质的。 ③尊重病人平等的医疗权利 尊重的

具体体现。 ④ 对社会利益及人类健康利益的维护。 医学伦理

学原则 （一）生命神圣与价值原则（伦理学的最基本原则）

1.尊重人的生命道德义务 2.尊重生命的价值道德责任 （二）

有利无伤原则 1.有利与无伤的关系。 2.医疗伤害的种类 ①技

术性伤害 ②行为性伤害 ③经济性伤害 （三）尊重与自主原则

（四）公正与公益原则 医学伦理学原则的应用的主次序列 ：

首位是生命价值原则，其次是有利无伤原则、尊重与自主原

则、公正与公益原则。 医患关系的概念：医患关系是指在医

疗过程中，医务人员与病人为了诊断和治疗的需要所建立起

来的相互间特定的医治关系。 医患关系包括技术关系与非技



术关系 技术化、商业化、民主化、法律化，这就是医患关系

的现代特征。 建立人道医患关系的原则： 1、确立临床医学

人的价值原则。 2、坚持对患者全面负责。 3、发扬人类应有

的同情心。 4、避免“科学主义”的影响。 5、努力学习人文

科学知识 6、提高人际关系交往能力 适合我国国情的病人权

利的基本内容：1、病人的医疗权 2、病人的参与医疗权 3、

病人的医疗自主权和知情同意权 4、病人的隐私保密权。5、

病人的拒绝治疗和拒绝实验权 6、病人的医疗监督权 干涉权

：是指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医生用来限制病人自主权，以达

到完成医生对病人的职责与义务的权利。 医生干涉权使用的

两个特点： 1.医生的行为是善的，一切都是为了病人的利益

。 2.有关决定由医生代替病人作出，而不是由病人作出。 但

是，医生行使干涉权必须合理且有所监督。 医患权利与义务

的关系 ①医生权利与医生义务的关系：义务是权利的前提； 

②医生权利与病人权利的关系：医生权利服从病人医疗权； 

③医生义务与病人权利的关系：医生义务与病人权利是统一

体。 知情同意的含义：在医疗中，医务人员（医方）向病人

提供有关诊疗方案及与此方案相关的足够的信息，由病人作

出选择和决定 知情同意具有以下特征：①义务性 ②意向性 ③

自愿性 ④形式多样性 知情同意的四个要素：①信息的揭示 ②

信息的理解 ③自愿的同意 ④同意的能力 知情同意的意义：①

知情同意是自主原则的集中体现。②知情同意有利于建立合

作的医患关系。③知情同意可以减少民事和刑事责任。 讲真

话的原则与艺术 医疗上讲真话的艺术应该在维护病人利益的

原则前提下，考虑对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讲真话

。 医疗保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中，不向他人泄露能造成不



良医疗后果的疾病有关信息的“信托行为” 保密的意义：①

是尊重病人自主权、病人人格尊严的重要形式。②是医患关

系维护的重要保证。 人体实验的原则： 1.知情同意原则2.有

利无伤原则3.为医学目的原则4.实验对照原则 高医学技术的价

值： ①科学价值 ②社会价值 ③道德价值 高技术运用的现实

道德问题1） 影响医疗资源的分配（2） 治疗代价与生命质量

的矛盾 临床技术运用的最优化原则：① 积极获取最佳疗效 ②

确保诊疗安全无害，提倡微创医疗 ③ 竭力减轻病人痛苦 ④ 

力求降低医疗费用 器官资源的分配 ⑴ 医学标准 ⑵ 非治疗标

准 ⑶ 综合因素标准 人的生命的本质特征：具有意识和自我意

识。人是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实体。 正是人的意识和自我

意识，使人在从受精卵开始到最后死亡的发展过程中，从生

物人的特征发展到具有人格人的特征。 人的自我意识产生需

要两个条件： 第一，人的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正常，这是自我

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 第二，人的社会关系是自我意识产生

的源泉（社会环境条件）。 人的生命价值由两个因素决定： 

一是生命自身的质量价值。这是生命的内在价值，这种质量

越高，可体现的价值就越大。 二是生命对他人对社会的意义

和影响。这是生命的外在价值，外在价值是人生命存在的目

的。 强调生命的价值就是强调生命对社会、他人以及对人类

的意义。 生命质量概念在临床上的应用： ①当维护生命需要

必然要牺牲生命的某些质量时，应满足维护生命的需要。 ②

当有可能谋求一定的生命质量，但又有可能对生命构成威胁

时，应在保证生命的前提下，绝不放弃谋求提高生命质量的

努力。 ③有益于维护“生命”，但不能保持最低的生命质量

的治疗措施，应予停止。 ④对严重残疾儿的处理要考虑生命



质量与代价。 大脑不再有功能或已经没有功能的可能性，这

实际上就是死亡。 指标是：1.对外部刺激或内部需要完全无

知觉、无反应。2.没有自主运动或自主呼吸。3.反射缺失。4.

脑电波平坦。 确定和推广脑死亡标准的实际意义 1. 使死亡标

准更科学化。2. 有利于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3. 使更多的人

得以新生。 4. 对于人寿保险、遗产继承、民事、刑事等各领

域的工作都有实际意义。 安乐死概念：患不治之症处于频死

状态下的病人，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提出理智而一

贯的要求，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其在无痛苦的

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 安乐死的两个前提

条件，1.患不治之症处于频死状态的病人，2.肉体和精神极端

痛苦。 安乐死人道和伦理原则的分析：从医学伦理学的生命

价值原则，自主原则，社会公益原则，维护生命尊严等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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