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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检查出 HIV 感染，因未告知配偶致其感染，医疗机构成被告

生命健康权大于隐私权
讨论嘉宾：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  王    岳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胡晓翔

中盾律师事务所医疗纠纷专业委员会主任  冯立华

2015 年 3 月，河南永城

市小伙小新（化名）和女友

小叶（化名）筹备婚事，两

人在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当

天，前往永城市妇幼保健院

进行婚检。两人的检查报告

很快出来了，但医生单独叫

住了小叶。在不安的等待中，

小叶再次做完了检查，而小

新得到医生的答复是“一切

正常”。

婚检后小新与妻子小叶

同了房。然而六月初，小叶

接到永城市疾控中心打来电

话，称她已经确诊为 HIV

阳性，而且丈夫小新很可能

也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

永城市疾控中心说，其

实小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感

染了艾滋病病毒，并且有备

案。令小新想不通的是，婚

检时，小叶已经查出疑似感

染艾滋病病毒，为什么医院

不把这个结果告知自己，导

致悲剧无法挽回。

如今小新也感染了艾滋

病病毒，他一怒之下将永城

市妇幼保健院和疾控中心告

上了法庭，这种情况下，隐

私权和健康权该如何平衡？

如果医疗机构告知艾滋病感

染者配偶患病情况，是否侵

犯患者隐私权呢？医院对结

果保密有何法律依据？配

偶隐瞒造成染病是否构成侵

权，能否追责索赔？

当 隐 私 权、 知 情 权、

生命健康权冲突时，我们

如何做出抉择，这其中会

涉及权利位阶问题的探讨。

所 谓“ 权 利 位 阶”，

是指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

存在“先后顺序”。如果

妻子已感染艾滋病病毒，

很可能会传染给丈夫，威

胁到丈夫的生命健康。根

据权利位阶论，生命健康

权的保护是要优先于隐私

权的，因为生命健康权是

公民享有一切权利的基础，

如果连生命健康权都得不

到保障，其他权利还怎么

实现？

因此，医务人员应该

优先保护一方当事人的生

命健康权，患者的隐私权

保护需要一定程度上“让

位”。如果患者没有行使

告知伴侣的义务，医生可

以不经本人许可就将信息

告知相关当事人。

那么是否需要医生主

动通知配偶呢？笔者认为

不能这样苛求医生。但是

如果配偶询问应当告知。

如果配偶被感染，那

么故意隐瞒病情的艾滋病

携带者是否构成犯罪呢？

首先，其不构成传播性病

罪。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

定的传播性病罪，是指明

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

严重性病而卖淫或嫖娼的

行为。该条采用列举的方

式规定了性病的范围，即

“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

而未把更为严重的性病艾

滋病明确加以列举。

这并非是立法者的疏

忽，虽然同为性病，但作

为不治之症的艾滋病与淋

病、梅毒相比，其社会危

害性显然大大超过后者，

故意传播艾滋病与故意传

播梅毒、淋病是两个性质

完全不同的行为，不能以

同一罪名予以定罪处罚。

更何况如果是夫妻或情人

之间发生传染，显然也不

符合本罪构成要件的要求。

《艾滋病防治条例》

禁止医疗机构、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和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以及任何单位和个

人“公开”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艾滋病患者及其家

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

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

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

信息。这当然指的是专业

机构法定报告渠道之外的

“信息处理”。

值得商榷的是，如果

仅仅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注册登记的配

偶告知，算不算“公开”？

笔者以为，两个已经缔结

了婚姻关系的人，自然是

互相向对方让渡了一定的

隐私权，否则，隐私权如

同普通人一样的话，共同

生活并建基于交媾的婚姻

关系也就无从谈起。鉴于

密切接触的特点，这个让

渡的隐私权，首要的就在

于与生殖、健康有关的领

域。何况，隐私只有在不

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危害的

前提下才称其为权利。

所 以， 笔 者 以 为， 医

疗机构将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艾滋病患者的信息告

知其法定配偶，不属于被

法规禁止的“公开”。当然，

这需要法定解释部门作出

解释。如果能在法规修订

时，予以明确，同时把这

个“告知”作为有关机构

的法定义务，就更完善了。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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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列明是否发现

在传染期内的指定传染病

等疾病。发现有的，医师

应当向“当事人”说明情

况，提出预防、治疗以及

采取相应医学措施的建议。

“当事人”依据医生的医

学意见，可以暂缓结婚，

也可以自愿采用长效避孕

措施或者结扎手术；医疗、

保 健 机 构 应 当 为 其 治 疗

提供医学咨询和医疗服务

（《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第十四条）。

性传播是艾滋病的

重 要 传 播 途 径。 而 配

偶，则是最容易成为受

害者的群体。对配偶隐

瞒，让配偶成为下一个

艾滋感染者？还是告诉

他，切断这条艾滋病传

播渠道？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九条中规定，医

疗机构发现乙类或者丙

类传染病患者，应根据

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

控制传播措施。

艾滋病属于乙类传

染病，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患者属于乙

类传染病患者。“采取

必要的治疗”，好理解。

而“控制传播措施”，

却并不明确。

但是果真无法控制

传播吗？

《 艾 滋 病 防 治 条

例》中第七条规定，各

级 人 民 政 府 和 政 府 有

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

鼓励和支持有关组织和

个人参与艾滋病防治工

作，并对有易感染艾滋

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

进行行为干预，对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患者以及其家属提供关

怀和救助。

因此，从控制传播

的立法本意看，配偶并

不在保密范围，医疗机

构有义务通知配偶。

在美国——隐私权

诞生的国度里，很多州

都实行“强制伴侣告知”

（Involuntary Partner 

Notification） 制 度。 在

印第安纳州，艾滋病患

者对伴侣进行告知是法

定义务，未尽告知义务

的感染者可能面临罚款

甚至监禁；在一些州，

例如德克萨斯州，医疗

机构要对感染者的全部

性伴侣进行告知，不论

感染者是否已经进行了

告知。

其 中 涉 及 到 的 已

经不仅是告知配偶，还

有对艾滋病病源及其传

播路径的追查和阻断，

即 跟 踪 接 触 者 的 制 度

（Contact Tracing）。

我国的台湾地区也

施行类似的制度。台湾

地区“行政院卫生署疾

病管制局”制定的《人

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

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

例》第十二条规定，感

染者有提供其感染源或

接触者之义务；就医时，

应向医事人员告知其已

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主管机关应对感染

者及其感染源或接触者

实 施 调 查。 但 实 施 调

查时不得侵害感染者之

人格及隐私。同时，感

染者违反该条例，依第

23 条 规 定 处 以 新 台 币

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

下（约为人民币 6000-

30000 元）的罚款。

王岳：生命健康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

冯立华：隐瞒会影响疾病
传播

胡晓翔：保护隐私不能危害他人和社会

  看美国“强制伴侣告知”制度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 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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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卫生部曾

发布《卫生部关于

印发对艾滋病毒感

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管理意见的通知》

中要求“经确认的

（艾滋病病毒抗体）

阳性结果原则上通

知受检者本人及其

配偶或亲属。通知

的时机和方式，由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决定。通知时，要

给予心理咨询并提

供预防再传播的技

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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