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和辅助资料应及时获取我国卫生行业的新鲜案

例!提高教材的时代性和可用性#

%Y实现医学伦理教学与基础临床医学课程的有

机整合(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应用伦理学学科!研究医

疗实践和医学科学研究活动中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

及道德规范!其本身和医疗科研实践紧密相连# 我们

应逐步实现与基础和临床医学教育各门课程实现有

机的整合!实现伦理教学的$理论 >实践 >理论%的

良性循环!提高教学效果#

从国外的经验看!整合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

是把医学伦理学内容锲入各主干医学课程中去!成为

各门课程的一部分# 如英国 &eK S2-1/-1[1R:8:/G

I/-:'建议在对医学生进行伦理和法律教学中!应

$不断加强与医疗实践的联系%!每一临床学科!都应

有相关的伦理和法律教学与之相对应
.F/

# 另一种是

把医学伦理学的实习与基础及临床实习有机融合#

如法国斯特拉斯堡医学院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安排在

临床实习阶段!以必修课形式在学生实习期间组织实

施!它选择了临床上特别敏感的伦理问题作为教学主

题!组织医学生展开讨论!总结特殊的案例!促使医学

生重视和思考医学中的伦理问题
.&/

#

3Y把医学伦理课纳入毕业后医学教育(全日制医

学院校的学习仅仅是医学人才职业生涯的开端!医疗

和科研所需要的技能需要在工作实践中继续学习"成

熟和完善# 医学职业道德的形成过程同样如此#

我们应充分利用毕业后医学教育的途径!把医学

伦理的教学纳入到业务培训"讲座活动中,把医学伦

理的考察纳入到继续医学教育"职业资格考试"职称

考试中,把医学伦理的讨论纳入到病例讨论"科研交

流中去# 鼓励医疗和科研人员把医学伦理的观念和

判断方法应用于工作实践!不断思考和总结工作中的

伦理现象!促进职业道德的成熟和巩固#

FY使医学伦理教学师资结构更加合理(医学伦理

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只有将医学伦理

学理论和临床科研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授课教师!才

能真正把课讲$实%"讲$活%!才能把医学生对伦理学

的兴趣培养起来并引向实践!才能让伦理决策能力的

培养具有可操作性# 兼具医学实践背景和较高伦理

学修养的复合型人才是最为理想的师资#

鉴于复合型人才培养周期较长!目前较为可行的

方法是在现有师资基础上!聘请临床一线的优秀医师

加以培训后!兼任医学伦理学课的部分讲授任务和实

习教学!建立一支结构优化"专兼职比例适当的师资

队伍# 从长远角度出发!应建立起优秀临床医师兼任

医学伦理学教师的激励机制!鼓励他们认真做好教学

工作#

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

仅仅改进教学方法是不够的!提高医学伦理教育在整

个医学教育中的地位!加大课时"师资和教学条件的

投入力度!协调好医学伦理和其他课程的关系!才是

保证本学科教学发展的长久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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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外科的伦理学思考
张天昊!胡!薇!崔雅菲!王志农

!!作者单位(%44F33!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外科学教研室

通讯作者(胡薇!电子信箱(X[O/Q=ac"$3Y=2I

!!动物实验!古已有之# 早在几千年之前!杰出的

医生和生理学家高兰 )B8@/-*在罗马执业时!就开始

利用猪"猿猴及狗进行医学研究# %4 世纪大约 '46

的诺贝尔生理"药学奖项都用到动物实验# 哈佛大学

医学研究通讯的统计数据更是表明!过去 & 年间人类

健康研究的 &" 项成果!有 %% 项通过动物模型得

到
."/

#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道德的不断完善!伦理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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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被逐步泛化# 人们开始思考将 $平等%" $权

利%等这样的含义赋予地球上繁衍生息的万物# 于

是动物实验也同时也受到了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的

约束与监督#

实验动物外科的学习对医学生掌握基本手术技

能起到重要作用# 在动物外科手术课程学习中所进

行的实验与我们一直以来所讲的保护动物是否矛盾+

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现在国际社会认同的动物

福利的合理性存在!是指反对和防止虐待动物!避免

对动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但并不否认科学"合理的

动物实验#

一#真诚地保护+合理地利用

长久以来!一直有一条横亘于人类与动物面前的

$道德鸿沟%# 不论是宗教中基督神学的观点!还是

哲学领域康德的理论!人们对待动物的普遍认知是人

类有权利合理地利用和屠宰动物# 只有那些对于动

物残忍和无意义的举动!才有悖伦理道德#

但这样的观念遭遇了以汤姆-雷根为代表的动

物权利组织的批判# 动物权利组织者认为就像黑人

不是为了白人"妇女不是为了男人存在一样!动物也

不是为了我们人类而存在的!因此人与动物是平等

的# 如果以一种导致痛苦"难受"死亡的方式来对待

人!在道理上显然是错误的# 那么同样的!用动物做

实验!让其承受恐惧"痛苦以及死亡也是不可以接受

的# 因此!他们力图实现的目标并不是让我们对动物

的所做所为更加仁慈!而是彻底废除对于动物的剥削

和利用
.%/

#

观念上的冲突无法调和!导致一些极端的动物权

利组织采取非常的手段去干扰动物实验的正常进行#

美国滨州大学的研究中心!"##F 年就两次受到了动

物保护者的攻击# 他们冲进实验室!截走被用来实验

的动物!烧毁试验数据!甚至扬言要做实验的科学家

为那些动物偿命# 据统计!近几年!就有 34 多起反对

动物实验运动!造成几百万美元的损失和大量试验的

终止#

显然!这些无意义且两败俱伤的做法不可能从根

本上解决动物权利与动物实验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

对于动物极端的保护在如今的社会中并不现实# 我

们承认智力不是区分人与人之间权利的根据!也不是

区分人与动物之间权利的根据# 动物是有感觉的!他

们的苦乐!具有内在的道德意义,它们的生命!具有内

在的道德价值# 但倘若我们一边主张动物权利!一边

又享受着动物为我们带来的衣服和食物!那这样的保

护又有什么意义
.3/

+

另一方面!被医学界普遍承认的科学依据表明

$能够明显地体验痛苦和愉快的能力!是关怀其他动

物利益的唯一根据%# 也就是在进行动物实验的历

史中!人们已经考虑到动物在实验中的喜怒哀乐!并

尝试着利用一些明文规定去规范动物试验的操作#

早在 "(3" 年!英国生理学家赫尔就指出了有关人类

进行动物实验时应遵循的原则# "#&# 年!美国罗斯

尔和布东在&人道主义实验方法准则中'最早系统地

阐释了以实验动物的减少"替代与优化作为目标的动

物实验替代方法理论!即 3D理论
.F/

# 自 "#(4 年以

来!动物福利组织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当

前世界上大概 "44 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比较完善

的动物福利法规# MLV的国际贸易规则中也写入了

有关动物福利的条款
.&/

# 但即便我们尝试对动物实

验一再地监管和约束!遗憾的是!落实到具体的操作

中!显然我们做得还不尽如人意#

人们如今所说的动物权利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

其对于人类行为的约束也没有法律条款那样来得直

接而便于操作# 因此有效地保护动物权利"规范动物

实验依旧要寻求法律上的支持和庇护# 可以说!在社

会道德普遍提升的过程中!人们已经形成了合理保护

和利用动物的认知# 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加

完善的法律监管体制!更加人性化的动物实验操作!

以及更加和谐的人与动物共存共荣的美丽世界#

二#怀敬畏之心+践医者之行

动物实验中的伦理道德!并不体现在终止这些有

意义的科学尝试和探索!而是体现在进行实验的过程

中对这些动物进行全方面的关爱和呵护# 结合动物

外科手术课程的学习!如何让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更

加符合动物实验伦理的约束!这始终是一个亟需解决

的问题#

首先!在课堂中学习所应用的实验都是必要的#

外科手术是一门熟能生巧的学问!每一个步骤!每一

处细节都要经历细致的培训和精确的操作# 备皮"游

离血管"伤口缝合!这些技术的掌握不可能只通过老

师口头的传授!需要亲自动手去操作# 其次!在进行

所有实验的时候!应尽最大的可能让动物承受最小的

痛苦# 除了进行必要的抚摸安抚!还要为它们注射麻

药!把动物在实验中所承受的恐惧与痛苦降到最小#

第三!对于每一个实验的动物!需要有一套系统的程

序去关爱# 从它们每日的饮食起居!为它们提供阳

光"温度和通气量!到为每一个做完实验的动物注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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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甚至是准备流体食物便于它们的进食和吸收!

再到为那些献出生命的动物安葬"竖碑# 虽然实验中

的动物病死率依旧居高不下!虽然这样残忍的现状目

前还无法改变!但至少努力做到我们能做的一切#

动物会在实验中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创伤这是必

然的# 即便是能够在实验后坚强地生存下来!也可能

会活在极大的痛苦中# 对于如何处置实验后的动物

也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与人体试验不同的

是!人们在进行实验之前!享有 $知情同意权%!如果

在实验中觉得不适!也可以选择终止进行试验# 但这

些对于动物而言!显然不可能# 在进行动物实验之

后!不知道动物有多痛苦!也不知道它们是喜欢痛苦

地活着还是直接安逸地死去# 如果仅从伦理的角度

而言!不论我们如何处置这些实验动物!都没有可能

充分地尊重动物的权利#

同人类一样!动物感受痛苦的能力给予它们一种

不能被毫无顾忌地被诉诸痛苦的权利,动物能体验愉

快的能力给予它们一种不能被剥夺大自然所赋予的

获得幸福的权利# 实验动物的使命是让我们学到我

们应该学会的东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动物

当成真正的患者# 想着它们需要怎样的关怀和治疗!

想着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条生命发挥最大的贡

献#

或许每一个医生的成长之路都注定要由这些牺

牲和代价铺就!当人们接受着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保

障的同时!也便坦然地接受了这些残忍# 但作为医

者!作为亲自参与到实验中的人!即便是很久以后!当

看惯了这样的生死!也要长怀一颗敬畏生命之心# 因

为每一个医学成就的背后!都承载了太多生命的重

量#

总之!伦理的审判与约束抽象而无从量化!它对

于人类行为的判断也无法只简单用是与否来概括#

从目前来看!动物实验之于医学发展是一个残忍但必

须的存在!不论有关于动物权利的辩论还要持续多

久!不论未来还将有多少部关于保护动物的法律即将

颁布!其实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人类能够本能地

形成起一种关爱动物"敬畏生命的习惯# 这种习惯!

并不体现在我们再也不对动物加以研究和利用!而是

可以从内心深处敬重和感谢那些为我们做出贡献的

动物# 给予其幸福!减轻其痛苦!用尽可能小的牺牲!

换取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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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验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陈丽霞

!!作者单位(!3$%4""!福建省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护理系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是一门实践性与应用性很强

的医学基础课程!实验教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长

期以来!由于受本科学科模式的影响!医学高职高专

院校病原生物与免疫学的重心主要放在理论课上!大

多数高职高专师生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

许多院校对如何使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验课程的考

核与评价适应专业教学要求等做了一些研究
." )F/

!但

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在医药本科院校完成的# 高职医

学教育由于培养目标"教学理念和教学组织等与本科

院校有着很大的区别!显然不能照搬本科类院校的经

验# 我校结合高职高专培养目标和病原生物与免疫

学的学科特点!在优化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等的

基础上!对实验考核及成绩评定进行了系列改革!取

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一#建立实验考核评价体系的原则

"Y多元化原则(实验能力是一种高级的"全面的

能力!实验教学评价应采用多元化评价方法!要考虑

以下几个方面()"*评价主体多元化!把教师评价"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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