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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医病理学》第1版、第2版均是国家教委规划教材，分别于1989年、1995年出版，第l版《法医病理
学》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第3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国家“十五”规划教材，于2004年出版，受到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法医学专业学生
及公、检、法、司等部门法医工作者的好评，并于200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医药优秀教材一等奖。
前三版教材为我国法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本版教材编写者基本是第3版教材的编写人员，来自全国13所高等医学院校，他们都是各院校多年
来工作在法医病理学教学、科研和法医鉴定第一线的教师，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教学经验。
第4版教材编写工作制定和修订了编写大纲，召开了编写工作会议、分组初审会和定稿会，最后由主
编对全书内容进行了统筹、整理。
　　《法医病理学》第4版的编写工作是在第3版的基础上，结合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及在教学中反馈的
信息，对部分章节编排进行了调整，内容作了修改和补充，减少了前后章节重复的内容，增添了新的
图片和案例，并适当介绍了近年来法医病理学的新技术、新进展，使第4版教材比第3版教材更加完善
。
本版教材有大量精选的实际案例，并增加了较多的彩色照片，每章均附有思考题，以便于学生理解和
掌握重点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医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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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法医病理学检验对象　　三、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的任务　　四、法医病理学工作者应有的工
作态度和职业道德　第二节 法医病理学的发展　　一、我国古代法医病理学检验的发展及成就　　二
、国外法医病理学情况　　三、近现代法医病理学　第三节 法医病理学检验、文书档案及标本管理　
　一、现场勘查　　二、尸体检验记录　　三、法医病理学检验鉴定应注意的问题　　四、法医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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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医病理学工作者的培训　　二、法医病理学工作必要的工作条件与保护第二章 死亡　第一节
生命与死亡的基本理论　　一、生命的本质、生命器官与生命体征　　二、死亡的相关概念　第二节 
死亡的分类及诊断标准　　一、死亡分类　　二、死亡的传统诊断标准　第三节 脑死亡　　一、脑死
亡的定义及分类　　二、脑死亡的意义　　三、脑死亡的诊断标准　　四、脑死亡者脑的形态学改变
　　五、脑死亡与持续性植物状态　第四节 死亡的发生过程与假死现象　　一、死亡发生的一般经过
　　二、假死　第五节 死因分析　　一、死亡原因　　二、死亡机制　　三、死亡方式　　四、死因
分析的注意事项　第六节 死亡及尸体的管理制度第三章 死后变化　第一节 死后变化的定义、分类及
影响因素　　一、定义　　二、死后变化的影响因素　　三、死后变化的分类　　四、死后变化的法
医学意义　第二节 早期死后变化　　一、超生反应　　二、肌肉松弛　　三、皮革样化　　四、角膜
混浊　　五、尸冷　　六、尸斑　　七、内部器官血液坠积　　八、尸僵　　九、尸体痉挛　　十、
自溶和自家消化　第三节 晚期死后变化　　一、毁坏型晚期死后变化　　二、保存型尸体　第四节 
死后化学变化　　一、常见死后化学变化　　二、影响死后化学变化的因素　　三、法医学意义　第
五节 动物、昆虫及其他环境因素对尸体的毁坏　　一、动物对尸体的毁坏　　二、昆虫对尸体的毁坏
　　三、其他自然环境因素对尸体的毁坏　第六节 死后人为现象　　一、濒死期的人为现象　　二、
尸体停放、搬运和冷藏过程中的人为现象　　三、尸检过程中的人为现象　　四、大体标本存放、固
定及取材过程中的人为现象　　五、病理组织学制片过程中的人为现象　　六、法医学意义第四章 死
亡时间推断第五章 机械性损伤概论第六章 钝器损伤第七章 锐器损伤第八章 火器损伤第九章 交通损伤
第十章 颅脑损伤第十一章 身体其他重要器官的机械性损伤第十二章 机械性损伤的法医学鉴定第十三
章 机械性窟息 第十四章 高温与低温损伤第十五章 电流损伤及其物理因素损伤第十六章 杀婴及虐待死
亡第十七章 猝死第十八章 医疗纠纷第十九章 法医尸体检查中英文对照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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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法医病理学工作人员的保护法医病理学的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时间是面对尸体
，不仅环境艰苦，工作条件较差，而且危害法医工作者的因素又很多，因此加强自身保护和环境保护
非常必要，而且这两种保护又紧密相关，个人保护不好，不仅危及个人，也会传播给人群，危及社会
环境。
所以，法医的劳动保护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环境保护的社会问题。
1．现场勘查中的保护法医病理学工作者所到的现场，有时情况相当复杂，例如在有塌方危险的悬崖
峭壁下的尸体、在含有毒气体的山洞或地窖的尸体、与电源或高压电线接触的尸体、在遗留有爆炸物
体的现场等等。
对各种有危险因素的现场，法医应充分考虑可能的危险性，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既不应害怕，也不可莽撞从事，造成无谓的牺牲。
2．腐败的尸体尸体腐败后会产生硫化氢，这是一种神经毒，接触上呼吸道黏膜或眼结膜后与组织细
胞内外液中的钠离子结合成碱性硫化钠，直接发生持续性刺激和腐蚀作用，使眼睛发热、疼痛、瘙痒
、有异物感，视物模糊；上呼吸道有流涕，鼻咽部有灼热感。
长期接触腐败尸体产生的有毒气体和令人厌恶的腐败尸体形象也会造成不良心理，降低对职业的兴趣
。
3．微生物腐败尸体含有变形杆菌、枯草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腐败菌。
这些细菌在特定的情况下，可引起食物中毒、肠炎、创伤感染等病变，枯草杆菌还能引起严重的全眼
炎。
当人体抵抗力低下时，有些细菌可引起脑膜炎、菌血症。
法医病理解剖偶尔遇到传染病死者，他们体内带有大量致病微生物，其中包括结核杆菌、痢疾杆菌或
各种烈性传染病的病菌，也有各种病毒，如乙型肝炎病毒、流感病毒、艾滋病病毒等。
4．对抗艾滋病的防护法医病理学工作者检查的尸体可能有吸毒者、同性恋者、长期嫖娼者等等，艾
滋病的主要发病者就在这些人群中。
故法医病理学尸体解剖时要特别注意采取针对艾滋病的防护措施，应具有设备先进的单独解剖室，除
了解剖者需穿戴面罩、口罩、较厚的手套、长筒胶靴外，电锯也应有防护罩以防止锯骨时组织碎屑的
飞扬。
解剖用具在解剖完毕后如果要保留再用，必须经过认真彻底的消毒，解剖室的地面也要用消毒药水消
毒。
（三）法医病理学工作人员的劳动保护我国广大的法医工作者过去在简陋条件下，以敬业奉献的精神
，克服困难，忠于职守，不怕脏，不怕累，承受着巨大的肉体、精神压力，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为
诉讼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同时，法医病理学工作的个人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应纳入各级管理部门的议事日程，也要求每个法医
病理学工作者要懂得自我保护，积极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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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医病理学(第4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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