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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法》

前言

　　本书写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
进步，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思考那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长久以来，医生以“视病如亲”的心
态悬壶济世，而患者也常以“华佗再世”、“仁心仁术”的感恩心情回报，医患关系极为融洽。然而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令人称道的医患关系已经日趋淡薄。更有甚者，医患双方反目成仇，对
簿公堂。之所以医患关系发生变化，绝非因为作为医疗服务对象的患者在生物属性方面发生了变化，
而是其社会属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典型的标志便是患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膨胀。这就要求作为未
来医生的医学高等院校学生必须清晰地洞察这一变化，并感悟医乃“仁术”，更是“人术”。　　现
代医学模式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医学模式。这种医学模式从生物、心理、社会
全面综合的水平上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反映了医学技术的进步，从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对人的尊重，
标志着医学道德的进步。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更加重视人的社会生存状态，从生物与社会结合
角度理解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　　医学与法学横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这必然导致精通
医学者难以精通法学，反之亦同。但这两种专业都是对人的研究，因此必然发生密切联系。特别是随
着法律的不断健全、社会个体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医疗行为相关的法律问题必然成为社会公众和医
学界人士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作为一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医务人员必须在济世救人与法律责任
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必须对医疗法律关系中诸多基本概念重新认识。　　本书作者们相信，伴随着
我国医学教育逐步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伴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不断完善，伴随着我国城镇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伴随着医患之间重新恢复坚固的信任关系，医患关系应当会恢复成为最融洽
的社会关系。作为医生，也会像《希波克拉底誓言》所云：“感受到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和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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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事法》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之一，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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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篇　临床相关法律问题总论　　第十八章　输血相关的法律问题　　第二节 我国血液管理法
律制度　　四、医院输血的法律风险　　（一）与输血相关的常见过失　　1．采血过程的过失　采
血机器有正压及负压两种装置，分别具有吸引及喷射功能，必须正确操作。具体实例如：医师在采血
时，命护士担任操作，护士误将正压为负压，致医师的采血针刺入供血者静脉时，多量的空气流入静
脉，供血者因空气栓塞脑软化症死亡。医师对于护士的辅助行为有监督及指导义务，对护士使用采血
器的操作是否正确，未经检查确认，显然存在过错。　　2．怠于血液反应检查　医师在采血前，应
详尽问诊，采血后的筛检应详细确实，避免采得带病的血液，如将有病毒性肝炎、结核、疟疾、血吸
虫病、狂犬病、梅毒等传染病毒的血液输给受血者，不但不能治病，反而会严重危害患者的生命与健
康。最有名的实例，即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分院梅毒输血事件。职业的供血者持两个星期前
梅毒血清反应阴性的检查证明书，医师即信其血液正常，未再详细查问，即予采血并输血给患者，事
实上该名职业供血者曾在近1月前感染梅毒。　　3．血型判定错误输血时应正确判断患者的血液型及
供血者的液型（A、B、O型及RH型）（图18—6）。如果因为判断错误，发生异型输血，医师应负过
失责任。例如医师未依据“全血型判断法”做完全的交叉试验或分离试验，而将AB型的供血者判为。
型，输给。型患者。病患因发生严重输血反应最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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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所见到的一部非常好的卫生法律教材。内容较新，排版新颖，有理有例。目前正抓紧阅读。建
议学习卫生法律的学生参考。
2、知识比较全面案例也不错适合作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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