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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武疯子”肇事肇祸现场处置的原则与策略 
袁晓春 1 

（广西警察学院  南宁  530023）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压力加大和生活节奏加快，出于各种先天生理或者外部客观因素导致的精神病
问题越来越严峻，作为一个贴着特殊标签、具有暴力倾向的特殊人群，精神病人员常常成为肇事肇祸和恶性暴力案件的主角，严重
影响着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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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疯子”，通常是指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病人，是那些采

用极端暴力并且带有伤害他人或者自己的想法、冲动及倾向的精神

病患者。2009 年，据相关医学组织调查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病患者

人数已经超过 1 亿，重症患者达 1600 万。截至 2017 年 12 月，国家

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介绍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疾病

患者达到 581 万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精神疾病群体，“武疯子”具

有很强的攻击性和明显的暴力倾向，由于我国重症精神病人多，缺

乏有效的医疗救护和管控，不仅严重威胁着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也极易造成处警民警自身伤亡及次生伤害，增加了民警的职业安全

风险。如何依法、安全、合理、有效的处置此类警情，成为亟待解

决的热点和难题。 

一、对“武疯子”现场处置的特点和原则 
（一）对“武疯子”现场处置的特点 

1、肇事者意识和行为的不确定性 

“武疯子”，主要是由于人员个体先天发育不全、家族遗传以

及后天精神刺激导致大脑功能紊乱的产物，通常出现一些不正常的

思维、情感及行为，思维存在明显障碍，缺乏目的性、连贯性和逻

辑性，常常沉溺于自己被害与侵害他人的幻想甚至是妄想状态，为

了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随意性的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发泄极端情

绪，毫无规律可循。民警在对其实施处置时，通常很难预测其思想

和行为动向，对其将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以至于事态的发展等都

不容易做出准确判断，不利于现场的及时防范和控制。 

2、肇事者行为的暴力性和极端性 

“武疯子”除了精神病患以外，其他身体行动能力方面依然正

常，由于在精神上、思维上的极端而且混乱，导致其具备“无所顾

忌”、不计后果的心理“优势”；在行为能力上更胜于常人，具有较

强体能、灵敏本能和多样技能等；在力量、反应、动作以及使用各

种器械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极为强大。“武疯子”不按照正常人的罗

辑思维思考和行事，居家环境中的任何物体都有可能成为他的实施

暴力行为的凶器，不仅具有破坏公私财物、伤害他人的可能，而且

还有自伤自残，甚至是自杀的可能。  

3、肇事者造成危害后果的严重性 

由于此类人性情暴躁、丧失理性，具有攻击他人和伤害自己的

暴力侵害行为可能，常见的案例有持刀砍杀、纵火等，对于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对于处置民警的人身安全提出了

严峻的挑战，同时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群体心理恐

慌。如果不能及时制止这类群体的暴力侵害行为，将会给周围的人

民群众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也给公安机关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

力。 

（二）对“武疯子”现场处置的基本原则 

1、依法处置原则 

警察执法的行为，首先必须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程序，这

样的执法行为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才能符

合依法治国的理念。“武疯子”暴力行为危害到了民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警察有权制止其危害行为的发生，必要时，警察可以采取武

力手段来强行制止“武疯子”的极端暴力行为。警察对涉及“武疯

子”暴力案件的处置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警察在处置过程中又

要合理运用强制手段，做到武力适度，慎用武器，以制止暴力行为

为目的的原则。精神病人发病期间，警察在其违法暴力行为安全可

控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采取保护性的措施制止其违法犯罪行为，如

果现场情况出现严重冲突，为了有效确保群众和现场警务人员的安

全，应依据现场形势采用适当的武力升级，依法、安全和有效的进

行处置。 

2、力保安全原则 

处理“武疯子”暴力事件，首先就是要保证无辜群众和出警民

警自身的安全，其次也要尽可能的保证肇事者的人身安全。通过充

分的配备防护装备和制服性、约束性警械、具；合理的利用天时（观

察）、地利（地形）、人和（家属以及团队配合）；提高一个等级来

评估处置现场的形势，制定详尽的行动方案，有效地对现场进行控

制，合法、合理、安全、有效地处置武疯子的肇事肇祸行为。 

3、密切协同原则 

在对武疯子的处置过程中，混乱就意味着失控，而失控也就意

味着危险的出现和行动失败的可能。为了防止混乱的出现，应在警

员与警员之间（最小处置警力的单元）、警组与警组之间（突击组

与封控组）保持密切的协同配合。警员个人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职

责和任务，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出现，同时又保持自身的灵活

性和机动性，相互照应，兼顾自身以及队友的安全；不同警组需选

取合理的站位，相互配合，讲求谋略，按照既定方案实施行动，从

而提高处置的效率，确保处置的安全性。 

4、有效控制原则 

警务战术现场处置的关系，其实就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对“武疯子”处置现场有效的控制，既可以确保行动计划的顺利执

行，保障行动的安全，又能达成既定方案和目标。在制定方案和实

施行动时，时刻牢记“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我方对现场的控制

权应贯穿于整个处置过程始终，一旦出现处置行动失去控制，立即

调整方案，随机应变。这同时也对我们现场的指挥员、警组提出了

保持高度灵活性、机动性以及执行力的要求，做好最坏的打算，制

定备用的应急预案。 

二、对“武疯子”现场处置的操作程序 
（一）配足人员装备，快速处警 

处置民警接到警情后，安排足够警力，带齐个人防护装备、防

暴器材和有针对性的约束控制器材，及时赶往肇事肇祸现场。对于

持刀持械肇事者，民警应该注意自身安全，选用并穿戴防暴盔甲服、

带面罩的防暴头盔和防刺服、抓捕网兜、防割手套或防针刺手套，

以及佩戴武器等装备进行协同处置，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快速

赶赴现场。 

（二）研判现场形势，及时报告 

到达现场后，告知现场人员并开启执法记录仪全程录像，通过

观察、走访了解现场及周边情况，判断肇事人现时行为可能引发的

危害程度，并立即向指挥中心报告。存在警力不足、装备不足或者

研判后认为处置行动确实有困难的，应向指挥中心报告现场情况并

请求增援，切忌在无优势的情况下采取强攻处置和盲目行动，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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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精神卫生医务人员到场协助的，可通知肇事肇祸发生所在地的

精神病院医务人员到场参与处置。 

（三）抢救伤员，疏散群众 

及时封控现场，必要时可拉上警戒带，设置警戒区，疏散无关

人员。现场有人员伤亡的，应及时采取救助措施，通知 120 急救中

心。通过喊话、做手势等方式告知群众远离肇事者，或者设法诱引

肇事者与周围无辜人群分离，迅速清理有可能被作为凶器的物品，

占据合理位置，避免肇事者进入商场、学校等人员密集的场所。 

（四）保持距离，合理站位，稳定肇事者情绪 

处置民警应选取合理站位，保持安全距离，做好自我保护，应

先期采用语言安抚、诱导等方法稳定其情绪，尽量化解肇事者的暴

力倾向。为防止肇事者逃窜后伤及无辜，应吸引其注意力，将其诱

引或者逼迫至不易逃脱、利于我方控制的位置，伺机处置。 

（五）果断处置、武力制服 

对正在实施暴力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

肇事者，执勤民警应及时采取强制措施，依法使用警械具等武力手

段将其制服，对于使用警械具不能制服的，在确保不伤及无辜人员

的情况下，可依法使用武器制止其暴力行为。对持爆炸物品的，可

通知排爆专业人员参与处置。处置中应做好自我防护措施，分工合

作，相互配合，采用合理有效的战术战法进行处置。 

（六）强制约束，带离现场 

肇事者被制服后，应采用手铐、警绳、约束带、约束毯等必要

的约束性警械进行控制，快速搜身后立即带离现场，恢复正常秩序，

消除不良影响。如果肇事肇祸现场处于较高楼层或者其他复杂场

所，可以将肇事者戴上有面罩的头盔防止其自伤自残和咬人，捆绑

于担架上，以便于有效控制和安全带离。 

（七）通知家属，强制治疗 

通知其家属或监护人到场，责令严加看管和及时就医。对已经

实施犯罪行为的，经过精神病专业医学鉴定后，送精神病医院强制

看管治疗。无人监护或无法通知其监护人的，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

关批准，送精神病医院治疗。 

（八）注意事项 

1、对处置过程进行现场取证，包括民警的执法记录仪和围观

群众的录像、录音、照相等，为事后调查（使用警械、武器的调查）

和采取相应的法律程序提供证据； 

2、将处置的全过程上报告指挥中心或上级领导； 

3、填写、存储接处警记录和执法视频； 

4、处警结果需要制作法律文书的，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5、所谓“武疯子”肇事者在精神疾病专业医生鉴定之前，民

警只可视为疑似“精神病人”，不可先入为主的定性为精神病患者，

避免出现处置不果断和有所顾忌的情况。 

三、对“武疯子”现场处置的基本战术 
（一）劝降战法 

战术处置的最高境界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以最小的

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不需通过武力对抗便能使执法对象服从现场

执法人员的指令。 

“武疯子”闹事、伤人的事件与一般的治安、刑事案件不同，

他们多是限制行为能力者，甚至是无责任行为能力者，不承担完全

的法律责任。这就容易使民警使用武力陷入两难的境地。所以，处

置“武疯子”闹事的基本处警原则是：既要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又要及时有效制服肇事者，还要尽可能避免出现一些不必要

的伤害甚至出现肇事者自杀的可能。民警应尽量避免与肇事者正面

冲突，最好讲求谋略，采取迂回的处置策略。如果现场条件允许，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家属、亲朋或者监护人的“哄劝”

方式，给予肇事者言语性的安抚或心理上的疏导，劝其放下凶器、

放弃暴力行为或者离开危险区域。所有警员必须做到外松内紧高度

戒备，与肇事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及合理利用障碍物、掩体或

者盾牌的防护等。 

（二）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是指利用先期的行动，制造我方意欲攻打东边的声

势，迷惑对手，而实际上我方却去攻打西边。真正的攻击行动忽东

忽西，即打即离，真真假假，诱导敌人做出错误判断，然后避实击

虚，攻其后背，乘机制服肇事者的策略。为了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利用一侧警组正面吸引肇事者注意力，另一侧警组由后方采用防暴

盾牌、抓捕器固定、撞击或者切击将其击倒控制。当对方对我吸引

警组制造的假象不受吸引或者无动于衷时，我吸引警组则可由“假

攻击”变成“真攻击”对肇事者发动进攻并进行控制。 

（三）合围击之 

此战法常用于开阔空间的处置，为了防止肇事者逃出封控区域

对无辜群众构成安全威胁，集中优势警力以棍盾叉警组分不同的作

战单元，对其进行合围，尽可能利用地形地物形成天然障碍，减少

合围的方向和降低控制的难度，所有长棍手、钢叉手均在盾牌手的

掩护下伺机而动，当肇事者处于高度亢奋的时候，保持围而不攻，

并且各个方向的棍（长警棍）盾（防暴盾）叉（钢叉）警组不断侵

袭骚扰，一方面为了消耗殆尽肇事者的体力和亢奋情绪，另外一方

面防止肇事者集中精力对我方合围队伍某一方向进行袭击，真正做

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思想。当

肇事者出现疲态、亢奋情绪下降或者暴力倾向降低时，集中优势警

力，协同各个棍盾叉警组压缩肇事者行动空间，伺机解除其攻击的

能力并将其控制。 

（四）逼迫挤压 

此战法常用于狭窄空间的处置，在处置武疯子的实际工作当中

我们也会遭遇到肇事者砍伤人后逃进室内房间的情况，室内空间狭

窄，导致能进入的处置人员和携带的器材装备以及处置协同动作都

相对受限，故采取逼迫挤压的战法。各棍盾叉警组形成盾墙，通过

盾牌、长警棍以及钢叉的武力攻击逼迫对方后退，快速推进挤压、

缩小肇事者的活动空间，当空间压缩时肇事者的凶器挥舞的空间也

变得狭小和困难了，以盾牌进行盖压控制，进而人刀分离，将其控

制。 

（五）“火力压制” 

在危险情况下，为了安全、有效的控制肇事者，可对其进行“火

力压制”，使用网枪限制其肢体活动、防暴枪装填低致命弹药对躯

干进行射击或者用灭火器、高压水枪等对其进行喷射，从而限制其

行为能力、降低其反抗能力和机动性，再配合使用棍盾叉警组接近，

以盾牌进行盖压控制。 

“武疯子”的肇事肇祸，近年来时有发生，作为守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卫士，公安民警应该加强此类案件的针对性处置训

练以及协同配合，做到“快到达、快处置、快带离、快恢复”的“四

快”原则，避免或者减少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媒体舆论的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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