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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鉴定是法医临床鉴定的重要内容。
对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进行客观、科学的鉴定，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鉴定标准实施以来，对进一步规范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鉴定起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在涉及听力障碍、视力障碍和性功能障碍等致残等级鉴定时，仍缺乏统一的方法学规定。
而《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鉴定指南》一书，在对《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标准条款详细解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临床医学和临床法医学的研究成果，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了职
工工伤鉴定中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
该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通过大量复杂疑难问题的鉴定分析，展示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
实践经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指南。
邓振华教授长期从事法医临床教学、科研和检验鉴定工作，其治学严谨，成绩卓著，深得同行尊重。
《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鉴定指南》便是邓振华教授长期研究的结晶之一。
承蒙作者盛情邀请，撰写序言，甚感荣幸，借此拜读全书，受益颇多，特向同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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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从事残疾鉴定的专家团队根据国家《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GB/Tl6180—2006）编写。
本书从劳动能力鉴定原则、鉴定思路与方法到具体条文按概述、诊断要点、辅助检查、鉴定原则等分
六篇25章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吸收了部分有争议鉴定的讨论意见。
本书适用于伤残等级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员和医务人员，人身伤害案等的代理律师、法律工作者以及当
事人阅读；也可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处理工伤争议部门、公检法以及企事业单位领导、工会和有
关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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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总论第1章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评定基本原则第一节 工伤伤残等级划分原则与
依据一、劳动能力鉴定概念劳动能力鉴定是指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对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工负伤或患
职业病后，根据国家工伤保险法规规定，在评定伤残等级时通过医学检查对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伤残
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做出的判定结论。
劳动能力鉴定的前提应是劳动者因公负伤或患职业病，其工伤或职业病的认定依照《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执行。
在劳动能力鉴定后伤残情况发生变化，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残情进行复查
鉴定。
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是工伤保险工作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给受伤职工定性，后者给伤情
后果定量。
劳动能力鉴定更是关系到工伤职工医疗期的确定和工伤待遇的支付，只有经劳动能力鉴定明确伤残等
级后，工伤职工才能根据伤残等级享有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并且在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时依法得
到“医疗补助金”和“就业补助金”的赔偿。
二、劳动能力丧失的划分与判断依据由于伤残种类错综复杂，不仅包括躯体重要脏器的缺损和重要器
官功能的损害，还有非躯体的损害，包括心理的和精神的障碍或损伤等。
所以劳动能力丧失的划分主要根据医疗期满时的器官损伤后缺失、畸形程度，功能障碍程度以及能否
代偿和对医疗与护理的依赖程度，并适当考虑由于残疾引起的社会心理因素后果，综合分析评价。
劳动保险待遇的确定和工伤职工的安置以评定的伤残等级为主要依据。
 1. 器官损伤 指外伤及并发症直接造成的人体器官组织解剖结构破坏和创伤后愈合后的后遗病变，是工
伤的直接后果，但职业病不一定有器官缺损。
器官损伤主要包括器官缺损、创伤后并发症、创伤后修补等，其中器官缺失是损伤中最严重的后果。
器官损伤伤残评定，需原始的病历记录，其中包括病历记录、手术记录、病理报告。
器官缺损伴功能障碍者，在评残时一般比器官完整伴功能障碍者级别高。
损伤器官经适当手术治疗，完整性得以修复，如肺修补术，膈肌修补术，心脏、大血管修补术，开腹
探查，胃、肠、肝、脾、胰修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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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鉴定指南》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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