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权利与义务 二、情感与良心 三、荣誉与幸福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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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与义务

1、人权与病人权利

人权是指社会情境中基于自由及自我决策上的权利，

包含四个部分，即“健康、尊严、合理、幸福” 。

病人权利：指在医疗卫生过程中病人应享受的权力和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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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与义务

世界人权宣言图文版
巴西艺术家奥塔维奥·罗斯为《宣言》三十周年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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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与义务

• 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

和人身安全。

• 第二十五条：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

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

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

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世界人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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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人权利运动

最早的病人权力运动开始于法

国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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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人权利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消费者权益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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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人权利运动

• 1946年，《纽伦堡法典》知

情同意必须具备

知情

自由意志

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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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人权利运动

1972 1975/12 1981

美国医院协
会采纳了
《病人权利
法案》

1986

欧洲议会理事
会将一个有关
保障病人权利
的建议草案提
交给它的16个
会员国

第三十八届世
界医学会通过
的《医师专业
的独立与自由
宣言》中提到
了病人的权力

世界医学会
提出“病人
权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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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医学会提出“病人权利”

1、病人有自由选择医师的权利
2、病人有接受医师于不受外界干扰下，自由执行临

床及医疗道德上有关判断的权利
3、病人在了解正确资讯后，有接受或拒绝治疗的权

利
4、病人有权要求医师尊重其所有医疗及个人资料的

隐密性
5、面临死亡的病人有权要求应有的尊严
6、病人有接受或拒绝宗协助或慰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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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病人权利的内容

• 基本医疗权

• 疾病认知权

• 知情同意权

• 保护隐私权

• 免除一定的社会责任权

• 要求赔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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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

患者隐私权：指患者在医疗机构

接受医疗服务时所表现出的，涉

及患者自身，因诊疗服务需要而

被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合法获悉，

但不得非法泄露的个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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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

实习医生见习是否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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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

《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

明确规定：实习医生出诊前必须
明确告知病人并取得相关患者的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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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病人的义务

• 如实提供病情和有关信息

• 在医师指导下接受并积极配合医生诊疗

• 避免将疾病传播他人

• 尊重医务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劳动

• 遵守医院各种规章制度

• 支持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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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务人员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第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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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务人员的权利

1、 医务人员的权利

• 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

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

防、保健方案。

• 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标准，获得与本人执业

活动相当的医疗设备基本条件。

• 从事医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学术

• 参加专业培训、接受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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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务人员的权利

• 在执业活动中，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

• 获取工资报酬和津贴、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

• 对所在机构的医疗、预防、保健工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依法参与所在机构的民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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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务人员的权利

• 诊疗护理权、证明权

• 医疗费用支付请求权

• 保障安全和尊严的权利

• 医学研究权利

• 维护正常秩序权

• 特殊干涉权

• 医疗行为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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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医务人员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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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医务人员的义务

• 对社会的义务 • 宣传、普及医学科学知识义务

• 发展医学科学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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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医务人员的义务

• 对社会的义务

• 对病人的义务 • 治疗的义务

• 解释说明的义务

• 解除痛苦的义务

• 保密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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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与良心

1、情感

情感是人们对周围事物，对于自身以及对自己活动的

态度和体验。

医务人员的道德情感是指医务人员对患者、集体、社

会和国家所持的态度。这种情感具有自觉性、纯洁性和理

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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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与良心

• 医务人员道德情感的内容

• 同情感

• 责任感

• 事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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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与良心

2、良心

良心即人的内心信念，人们对是非的内心正确认识，

是对自己道德要求的集中体现也是人们对他人和社会履

行义务的道德责任和自我评价能力，是个人意识中各种

道德心理因素的有机结合。

24



二、情感与良心

• 医德良心对其行为的作用

行为之前的选择作用

行为中的监督作用

行为之后的评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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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荣誉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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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honour）

医学道德荣誉

正确对待名誉

医学道德荣誉中的矛盾

职业荣
誉与个
人荣誉
的矛盾

荣誉感与
虚荣心的
矛盾

社会毁誉
与自我褒
贬的矛盾

重视名誉

不唯名誉 求名有道



三、荣誉与幸福

• 幸福是同人生目的、意义以及现实生活和理想联系最密

切的道德现象，是较高层次的道德范畴。

• 物质生活是客观现实，幸福则是人的主观感受。根据马

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任何需要层次的满足，都会产生某

种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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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荣誉与幸福

•医务人员的幸福观

医务人员的道德幸福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和高需要的
层次之上的。它是指医务人员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
由于感受或理解到职业理想和目标的实现而道德的精神
上的满足。

• 医德幸福观的内容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

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的统一

创造幸福与享受幸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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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荣誉与幸福

•幸福观对医务人员的作用

促使医务人员自觉的履行医学道德义务

促使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苦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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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荣誉与幸福

胆识

胆识的
含义

首诊
负责

胆识的
价值

急诊急救患者优先；敢于负责，
必须负责，除本院确无该专科
或病情允许时可以转院外，必
须就地诊治和抢救；凡遇急救
患者，依病情需要，可先行抢
救，再补办有关手续和交款事
宜；借故推委或者不千方百计
创造急救条件者，追究当事者、
领导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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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荣誉与幸福

“用药如用兵”、
“用药如用刑”

能保证
及时做
出正确
的诊断

能选择
最优化
的治疗
方案

有利于
建立良
好的医
患关系

作用含义 “胆欲大而心欲小”的统一

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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