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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医鉴定文书制作理论与实践》分上、下两编。
其中上编8章、下编5章，。
上编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入手，对法医学5个专业司法鉴定文书的概念、结构、分类、制作指导思想及
要求、逻辑用语、质量控制及质证审查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说明；下编则收录了法医学5
个专业较为典型的司法鉴定文书，并针对每一份鉴定书，做了简要的点评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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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第一章法医鉴定文书的概念 第一节司法鉴定、法医鉴定文书与法医鉴定文书 第二节法医鉴定文
书的性质和特征 第三节法医鉴定文书的构成要素 第四节法医鉴定文书的证据学特征 第五节法医鉴定
文书与其他诉讼证据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法医鉴定文书的分类、基本结构、制作指导思想及基本要求 
第一节法医鉴定文书的分类 第二节法医鉴定文书的基本结构 第三节制作法医鉴定文书的指导思想 第
四节制作法医鉴定文书的基本要求 第三章法医病理学鉴定文书制作要点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法医病理
学鉴定意见书——尸表检验制作要点 第三节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尸体解剖检验制作要点 第四
节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内脏器官检查制作要点 第五节法医病理学鉴定文书——死胎和新生儿 
第六节法医病理学鉴定文书——法医组织病理学检验制作要点 第七节法医病理学文书制作要点——病
理学诊断的分析说明 第四章法医临床学鉴定文书制作要点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体格检查制作要点 第三
节分析说明制作要点 第五章法医物证鉴定文书制作要点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检验过程制作要点——检
材的提取、保存和前期检验 第六章法医精神病鉴定文书制作要点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法医精神病检验
过程制作要点——法医精神病行为能力 第三节法医精神病鉴定文书分析说明制作要点 第七章法医毒
物鉴定文书制作要点 第八章法医鉴定文书的质量控制、审查、质证及运用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法医鉴
定文书常见错误及原因 第三节法医鉴定文书的审查 第四节法医鉴定文书的质证 下篇 第九章法医病理
鉴定文书制作与选评 第一节医疗纠纷死亡原因 第二节猝死 第三节非法行医死亡原因 第四节食品安全
死亡原因 第十章法医临床鉴定文书制作与选评 第一节损伤程度鉴定 第二节伤残鉴定 第三节“三期”
鉴定 第四节致伤工具推断 第五节致伤方式推断 第六节后续治疗鉴定 第七节治疗合理性鉴定 第八节疾
病鉴定 第九节男子性功能鉴定 第十节造作伤 第十一节骨龄鉴定 第十二节医疗损害 第十三节伤病关系
鉴定 第十一章法医物证学鉴定文书制作与选评 第一节亲子鉴定 第二节身源确定 第三节同一认定 第四
节精斑、血样 第十二章法医毒物化学鉴定文书制作与评析 第一节毒物鉴定 第二节毒品鉴定 第三节鼠
药鉴定 第四节乙醇鉴定 第十三章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文书制作与选评 第一节民事案件 第二节医疗纠纷
鉴定 第三节刑事案件 第四节刑事案件重新鉴定 附录一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鉴定文书规范》和《司
法鉴定协议书（示范文本）>的通知 附录二标点符号的用法 附录三校对符号及其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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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审查鉴定意见与本案中其他证据之间有无明显矛盾。
有时是在审前进行，有时是在法庭审理时，通过双方的交叉询问和对方的质证而获得反证和检验。
 法医鉴定文书经过审查后，如果发现问题，可以通过补充说明、鉴定人出庭质证或者重新委托鉴定的
方法来解决。
 第四节法医鉴定文书的质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真实的依据。
法医鉴定结论（文书）作为证据之一，应该通过法庭质证，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
依照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对法医鉴定文书的质证包括书面答复和出庭质证两种形式。
 一、书面答复 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鉴定人
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
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
 二、鉴定人出庭质证 （一）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意义 （1）有利于法官采信正确的鉴定结论。
有的案件中，对同一问题可能有几个鉴定，在质证过程中，不同的鉴定人可以就自己所作出的鉴定从
鉴定方法、采用的鉴定设备、依据的鉴定标准、检材等方面在法庭上向法官、检察官、律师及当事人
详细说明，也可以运用幻灯片、录像带，影碟等对鉴定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展示、讲解，还可以对
有关人员的询问进行解答，这样通过质证，就可以使法官、公诉人、律师、及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得出
的基本过程、原理、依据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法官就能够对不同的鉴定进行比较，从而采信更科学、更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鉴定结论。
 （2）有利于消除诉讼双方当事人对鉴定的怀疑，有效地减少诉讼当事人缠诉。
鉴定结论总是对一方当事人有利，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不利的一方总是对鉴定结论持怀疑态度。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就会要求再鉴定，如果鉴定结论和原来相同，有些人还会不停地上访。
如果鉴定结论和原来有差别，另一方又会不服。
通过当庭质证，双方当事人对鉴定的过程、原理、鉴定标准有了了解后，也许会消除其对鉴定的怀疑
态度。
如果有不同的鉴定结论，通过质证，鉴定人不仅可以论证自己鉴定结论准确，而且可以指出其他鉴定
结论的错误所在。
使双方当事人对正确的鉴定结论心服口服，从而有效地防止诉讼当事人因为鉴定引起的缠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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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医鉴定文书制作理论与实践》的编写旨在为国内从事法医司法鉴定的同仁提供一本制作司法鉴定
书的参考书籍，同时也可供法官、律师及司法鉴定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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