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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仃细检查也没有发现犯罪分子出入或疑似出人的

痕迹，幽此怀疑不是一起杀人案件．法医便对尸检结

论产生了动摇，并对死者颈部皮肤无明显损伤、心脏

有陈旧梗死瘢痕心存疑虑．便应和了办案人员的想

法，给出了似是而非的意见，结果案件不r了之。事隔

一段时问，痕检人员在准备解除对现场的封闭时，意

外地发现在厢房床下被遮挡严实、已服毒自杀的犯罪

分子的尸体。回想起侦办此案的Iii『因后果，责任固然

不全在法医身上，但法医如果敢于峰持他杀的结论，

也不致于造成工作如此大的被动，并险些酿成不良的

社会影响。

4过分依赖痕检人员

许多案件仅以尸检是无法确定案件性质的，必须

结合现场进行分析，造就要依靠痕检人员提供的现场

分析意见。但由于专业的差别、看事物的角度不同、痕

榆人员的水平^以及双方衔接等问题．也会影响到案件

的定性。这就要求法医必须一并参与现场勘查，研究

现场上的痕迹物证，分析与死者有关的情况，为案件

的准确定性提供依据。如：某地冬天在海边～小树林

晕发现一具女尸，一体上仅12I唇有片状粘膜充血及条

状划伤，心脏局部有小出血点。痕检员提供现场有一

趟男人足迹、【f【i未发现浚女的足迹，法医便据此断定

为被他人捂压口鼻窒息死后移尸。复检时发现殳尸全

身农服已湿透，裤子上沾满泥沙，尤以臀部、膝部为

多：两手也沾满泥沙．、而足迹远离尸体，一体周围无足

迹。尸体的后方有较长不易察觉小草倒伏、泥土擦蹭

的痕迹，分析死者在意识行为能力较弱的情况下爬行

后死亡。结合其它情况排除是一起他杀案件。经调查

证实该女投海自杀被救起，走到小树林边上坐下时已

神志恍惚．经再次会诊，确定系自杀未成后冻死．

5缺乏获取原始资料的意识

法医勘验现场时，由于发现人和有关人塌进出现

场、翻动物品、搬动尸体及抢救伤者等行为，常使原始

现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所观察的现场一般不足原

始状态。如果依据所看到的情况，去分析案情，必然出

现差错。法医必须有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意识，通过调

查和侦杳员的犷报，得到最先发现人所反映的情况。

同时要特别注意第一发现人可能就是罪犯或与本案

育利害关系，审杏所提供情况的可信度。对以后人员

所反映的情况必须在确定先前人员没有变动的前提

F加以利用。这样取得的材料才比较客观，得出的结

论才能准确。另外，对丁侦查员所提供的其它材料，也

必须认真地加以分辨，排除各种囡索的干扰，去伪存

真，为死亡案件的正确定性准备好充分有利的条什。

如：某村王某(男，54岁)称晚上十时许回家，发现其妻

李某(56岁)悬吊于梁上，脚下有一倒F的凳子，赶紧

把绳了解开，将其放下，发现已死。法医初榆时，确定

颈部典型牛前缢沟与工某反映状态基本相符，全身除

有较轻的损伤外，未发现其它异常，从胃内未消化的

食物看其死亡时间不超过晚E九时，侦查人员调查又

排除了土某有作案时间，使判定为自缢死。复检时，现

场凳子已被移走，由于绳子已被解开，无法确定死者

能否达到缢吊高度。但在检查梁丽时发现，覆盖灰尘

没有任何动过的痕迹，说明千某供述有假。尸检发现

夕E者两鼻孔下有流柱状于血迹，分析农服上肯定有血

迹，但穿着农服却很干净，经询问其女儿说衣服已被

她换过，检查换过的衣服发现滴落的血迹上沾有绿色

漆片，经比对与现场铁管床上的漆片一致，而铁管床

却无异常，再次询问其女儿反映打扫房间时曾将床柱

上的血迹擦去，至此王某便有重大嫌疑，结合死者手

腕周围有小易察觉的捆绑痕迹，断定应是一起他杀

案。再三确证王某不是没有作案时fⅡj，只是困为被询

问人年时巳高，将时间记混。经过对王某突审，交待了

将其妻捆绑，用绳索兜住颈部悬吊于床柱上，并伪造

了现场全部做案过程。

总之，死1L案件的定性是事关刑侦工作和法医自

身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法医面对各种复杂现场、干

差万别的尸体、千头厅绪的凋查情况，必须具备较高

的素质和专业水平，要善于获戢第一手资料，善下观

察和分析现场，克服先人为主的思想，勇于承担责任，

客观、全而、综合地分析案情，才能在死产案件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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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简介

于某，男，36岁。2002年2月3日晚7时许，因琐事纠

纷被他人月j刀砍伤头部和右于。病历记载：患者因头

部、右手川砍伤伴疼痛、m血44,tlj人院，专科榆查：右

拇指近节完全离断，指骨、肌腱均外露，创面挫伤严

重，污染重，离断部分无血运，毛细血管反应(一)，指腹

  万方数据



张力低、指温低、色泽苍白。x线检查：右拇指近节指骨

开放性骨折。诊断：打拇指近节完全离断。人院后在指

总神经阻滞麻醉下行右拇指清创、再植术。44"月后法

医检验：tI拇第指骨远端有环形线状瘴痕，右手

握拳、握物正常，右柑指屙曲、对指等功能基本正常，

指问美节活动荩本止常，右拇指外展轻度受限。

2讨论

1963年我同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右腕上完全断

离再植术，H功能恢复良好。近年来随着医学科学的

不断发展，断胺(指)再植技术不断进步．断肢(指)P}

植技术在基层医疗机构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普及，大大

地提高了断肢(指)再植的成活率，住对断肢(指)再植

后的法医临床学攀定方面存在着4j同看法。目Ij{『丰要

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队为，肢(指)体缺失程度

应以断离伤的平面决定，不管断肢(指)再植成功与

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肢(指)体缺失程度应以临床

治疗终结后肢体的实际状况鉴定其损伤程度。笔者认

为后一种意见比较符合《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关于肢

体缺失的含义，也较为客观、公正。

肢体的断离和缺失严格来说是曲个不同的概念，

肢体缺失系指丧失整个肢体或肢体某部发生缺损，其

常见原因是锐器砍、切、交通]：具的辗压以及爆炸等

所致肢体断离或毁损。、另外当肢体遭受各种机械什损

伤后，继发严重感染或血循环障碍，可导致整个肢体

或肢体某部坏死而手术截除。肢体缺失足永久性的，

离断部分肢体的功能也随之永久消失．而断离的肢体

经过再植后有可能成活．再埴成功后肢体功能会有不

同程度的恢复。《人体重伤攀定标准》明确规定r肢体

缺失8I肢体尚完整但功能存存障碍二种情况，法医攀

定时应以法医检验肢体时的实际状况来确定有无肢

体缺失，是肢体缺失的按肢体缺失的有关条款进行鉴

定，再植成功的鹿按肢体尚完整但功能存在障碍的有

关条款来进行鉴定或者结合损伤造成的并发症、后遗

症等进行鉴定，因此不能混淆肢体断离和肢体缺失二

个不同的概念，同时还要把断肢(指)再植和断肢(指)

再造区别开来，否则易在罄定中出差错。

对损伤的鉴定麻依据人体损伤当时的伤情及其

损伤的后5牝战者结局．全面分析，综合评定，有的足以

损伤当时的情?兑为主，如肝、脾等器官破裂的签定，而

有的损伤则是以治疗终结后恢复的状况为主，如肢体

损伤后的J打能情况、肢体缺失的程度等。

《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是法医进行法医学鉴定的

依据，肢(脂)体离断只是肢体损伤中一种较为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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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经治疗后，它有_个发展方向，一是再植不成

功，离断部分的肢体(指)将缺失；一是冉植成功，离断

的肢(指)体将恢复其完整性或部分完整性，再植后的

肢(指)体有可能部分或大部分恢复其功能。对于断肢

(指)再植成功肢体的法医学燎定．法医检验见到的肢

(指)体是完整或部分完整，若以肢(指)体缺失来进行

鉴定，该怎样来描述、论证肢体(指)的实际状况呢?凼

此，对断肢(指)再植成功的损伤的法医学鉴定应以{员

伤恢复后的实际状i兑来进行鉴定，而不能以损伤、’时

的离断平面来进行鉴定。

基丁二以上理由，我们在刘本例断指再植后的法医

学嚣定中，通过活体检验和对病历资料审查，认定损

伤、r{时确为右拇指近节指骨离断伤，经手术再植成功

后，右拇指功能_人部分恢复。我们认为。此损伤达不到

《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相芙条款规定的损伤程度，故鉴

定为轻伤。 收稿日期：20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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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范撩印指纹的采集

实际I。作中，笔者发现一蝤通过其它手段破获的

提取有现场指纹的案件，之所以没有运用指纹系统查

破的原因常常是没有犯罪嫌疑人的捺印指纹，而这些

人人多数都有前科，这种漏建必然导致指纹系统的漏

查：因此，席地制宜地对采集范围加以规范尤为重要，

即不能犏建，也不能为了完成任务采集一些无用指

纹一r绒部门必须以文件形式强行规范，下达采集硬
性指标，明确采集范围，并通过督办、通报、漏建倒查

制、年终考核等方式预以规范．确保数量。

捺印指纹质量的高低左右着查巾率的高低，质母

低同样导致指纹系统的漏杏。去年，有一办案单位要

求倒查犯乖嫌疑人的指纹，笔者验收时发现‘面捺印

极不规范，指纹残缺且模糊，经人l：干预后查询未果。

十足要求蕈新规范撩印，结果查中了两起盗窃案二凼

此，住捺印指纹的采集、上报、入库等请多环节均要层

层严把质量关，列捺印小规范的指纹要及时补捺，验

收合格的指纹方能入库，务必确保捺印指纹库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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