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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损伤分析是法医临床鉴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鉴定活体皮肤表层创伤、骨骼创伤等，对损伤程度、损伤时间、致伤工具等作出判断，以

此作为司法审判的关键依据，可以说损伤分析是否科学、准确，将会直接影响到法医临床鉴定结果，所以必须做好损伤分析工作。文章从法医临床

鉴定中的损伤分析现状出发，指出损伤分析在法医临床鉴定中的作用，并对其应用要点展开探讨，提出几条科学化应用建议，以充分发挥损伤分析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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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医临床鉴定来讲，做好鉴定分析，确保其准确性、客观

性及有效性，对于司法审判、责任划分具有重要意义，可促进我国

司法事业的发展。而在法医临床鉴定中，损伤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环

节，可以为刑事案件办理提供重要依据，确保司法鉴定的科学性，

充分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公正和权威性。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损伤

分析，是当前法医临床鉴定中应重视的一项工作，需从不同角度考

虑做好损伤分析，充分发挥其应用价值。 

1、法医临床鉴定中的损伤分析现状 

随着损伤分析方式及手段的日渐成熟，在法医临床鉴定中的应

用也越来越广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几点突出问题有待改

善。第一，未严格执行损伤分析标准，容易受到人为因素干扰，没

有对损伤分析作出科学、严谨的判断，导致临床鉴定结果失真，影

响了司法鉴定结果的客观性及准确性[1]。第二，工作制度不完善，

未针对损伤分析形成系统化的制度体系，也没有对损伤分析过程采

取有效的监督管理措施，导致工作效能较低，损伤分析结果也无法

得到保证。第三，法医临床鉴定人才培训力度有待增强，现有在职

法医亟需学习并掌握先进的损伤分析技术和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和

工作能力，为损伤分析的开展提供人才保障。 

2、法医临床鉴定中损伤分析的作用 

2.1 司法鉴定的重要手段 

基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司法鉴定技术和鉴定手段越来越多

样，为法医临床鉴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当前司法鉴定主要包括法医

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等内容，其中法医类鉴定又主

要分为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精神鉴

定等。损伤分析是法医临床鉴定中的常用手段，通过开展损伤分析，

根据相应的损伤标准，可以合理评估、判断侵害行为，获取科学、

有效的法医临床鉴定资料，为司法鉴定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由此可见，损伤分析对于司法鉴定来讲意义重大，随着损伤分

析方式的不断优化和改进，其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及有效性也会得到

提升，在司法鉴定中将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2 案件办理中的科学依据 

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通过进行损伤分析，可以给出专业的

法医临床鉴定结论，这对于案件侦查、案件办理来讲都是重要依据，

所以损伤分析的作用之一，便是可以为案件办理提供科学依据。损

伤分析是由专业的法医进行临床鉴定的，鉴定结果具有较强的科学

性、权威性，可从专业角度根据损伤情况判断个人行为，可以为案

件侦办提供有力依据，再结合其他司法鉴定材料对案件作出推理、

判断，可尽快寻找到案件的真相，缩短刑事案件的侦办时间，提高

其时效性[3]。并且，损伤分析结果具有客观性特点，受害人的损伤

情况无法作假，某处损伤的形成都遵循临床医学原理，损伤位置、

损伤程度等，都是判断个人行为的可靠依据，可根据这些信息加快

刑事案件的侦办，确保了案件办理的公平性和严谨性。 

2.3 行为人责任判定的重要依据 

法医临床鉴定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从法律层面判断被鉴定人

行为，通过开展损伤分析，获取完整的损伤信息，可以对行为人责

任作出法律判定，体现出法律的公平性、权威性。例如，在损伤分

析过程中，法医可根据被鉴定人表面创口恢复情况，分析损伤为初

次受损还是二次受损，出具损伤报告，受害人可以此作为凭证，争

取相应的法律赔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也从法律层面对施害

者作出相应惩处，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服度。总而言之，采用损伤

分析手段，可根据受害人损伤程度、恢复情况等，判定双方法律责

任，以此作为法律判决的重要依据，确保判决结果的公平性、公正

性、权威性。 

3、法医临床鉴定中损伤分析的应用要点 

3.1 在损伤形态分析中的应用 

损伤形态的不同，会对损伤分析结果及临床鉴定结果造成直接

影响，所以在进行损伤分析时，必须明确受害者损伤形态，同时采

取对应的分析手段，确保受损分析的科学性。一般来讲，损伤形态

主要表现为表面皮肤创口和内部骨骼损伤两大类。对于表面皮肤创

口来讲，是指在外力暴力作用下，导致表皮、皮下组织受到损伤，

进而在皮肤表面表现出伤口，呈全面开裂形态的一种损伤情况[4]。

对皮肤创口进行损伤分析时，应重点判断伤口是否为物体击打造成

的，并判断伤口是新伤口还是二次受伤。当确定皮肤创口遭受过物

体打击，还需分析为锐器或钝器，通过直接观察很难得出正确结论，

需做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在此过程中，为避免伤口发生感染，应清

洗、消毒创口，然后进行深入判断。区分锐器和钝器时，主要依据

为皮肤创口缝合状态、瘢痕情况等，如果造成皮肤创伤的器械为锐

器，则缝合边缘表现较为整齐，也没有表皮剥落、皮下出血现象的

发生；如果引发皮肤创伤的器械为钝器，则缝合边缘呈现出参差不

齐的形态，并且疤痕呈不规则状，并伴有皮下出血现象。并且，皮

肤创口的新创伤和二次损伤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是损伤分析过

程中应关注的重点。当损伤为二次受伤时，如果使用手术刀破坏伤

口，其瘢痕在创口缝合后的表现形态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伤口愈

合状态、缝合针距、瘢痕粗细程度等；如果遭受外力暴力刺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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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部位会在清创时被切除，很难准确判断其为二次损伤，在判断损

伤原因及致伤器械时存在较大难度。 

对于内部骨骼损伤来讲，主要是根据骨折类型的不同，对其受

力方式进行分析，一般来讲，常见的骨折类型包括不全性骨折、完

全性骨折、骨折移位、旋转、压缩、撕脱等，又分为骨质缺陷、线

状、洞状、粉碎性、塌陷性等多种表现形式，这些都会对损伤分析

结果造成影响。进行损伤分析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分析

骨折情况，找出造成骨骼损伤的具体原因，应将血管压痕、先天性

变异等干扰因素排除在外，避免对结果准确性造成影响。先判断骨

折致因为外伤还是病理原因，如果骨骼损伤为病理所致，应再判断

其属于病理所造成的外伤性骨折，亦或是单纯骨折、骨质疏松等。

其次，判断骨骼损伤为初次损伤还是旧伤，主要依据包括骨折创口

炎症反应、骨痂生长情况等[5]。另外，掌握骨骼受损形态后，再根

据骨折受力方式、损伤机理等，推断出造成损伤的具体原因，分析

与案件的关联性，作出准确判断。 

3.2 在自身疾病分析中的应用 

受害者自身疾病会对临床鉴定结果造成干扰，在进行损伤分析

时，也需要考虑受害者疾病因素，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

例如，当受害者患有骨质疏松、钙质流失等病症，一旦受到外力打

击，则很容易出现骨折，此时，可通过损伤分析手段，了解受害人

钙元素吸收及分泌情况，判断在骨折发生过程中，是否会加重损伤

程度。国际卫生组织法律中，对自身疾病所引发的损伤有着明确规

定，但我国尚未针对损伤及疾病关系，形成统一规定及标准，通常

都是由法医依靠经验进行判断。若受害者自身疾病会对损伤的发生

造成影响，则在临床鉴定中需考虑两者之间的关联，对损伤情况作

出判断；若受害者自身疾病不会影响损伤的发生，则直接根据鉴定

标准作出判断即可。需注意的是，如果损伤是由疾病直接造成的，

需先分析伤病情况，不得对损伤情况进行直接判断。 

3.3 在损伤时间分析中的应用 

在法医临床鉴定工作中，通常会涉及到损伤时间问题，这关系

到此次损伤是否与案件的发生存在关系，这就需要法医通过损伤分

析，对受害人伤处的受损时间做出判断。例如，若受害人发生骨折

损伤，在不同时间其骨折愈合情况会有所差异，新鲜骨折断端边缘

锐利，周围软组织充血、水肿、骨髓水肿，陈旧性骨折断端边缘吸

收、硬化、骨折间隙增宽，这些不同点会直接影响损伤分析结果，

为排除此类问题影响，确保临床鉴定结果的科学性，就需要通过损

伤分析判断具体受损时间，理清其与案件发生的内在联系。实际工

作中，可观察创口愈合情况，不同时间点创口愈合程度及表现是不

一样的，可根据创口内芽变化、瘢痕形成情况，推测受害人遭受损

伤的时间；也可以根据表皮剥离愈合情况的不同分析损伤时间，如

果受害人受损时间较长，则表皮剥离愈合程度较好；若受害人受损

时间较短，则表皮剥离愈合程度较差；还可以依据受害人皮下出血

情况对其受损时间做出评估，当受害人皮下受损，血红蛋白随着受

损时间长短的不同，分解程度也会存在差异，皮肤所表现出的颜色

有所不同，可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受损时间。确定受害者大致损伤时

间后，可再分析与案例之间的关联性，进而作出客观、科学的评判。 

3.4 在致伤方式及致伤工具分析中的应用 

在法医临床鉴定中，应借助致伤分析对损伤方式及损伤工具作

出判断，为案件办理提供相应依据。致伤方式主要与损伤部位及形

态有关，在确定致伤方式的基础上，再判断其属于摔打或击打所造

成的损伤。以髌骨横行骨折为例，受伤机理主要为股四头肌强烈收

缩，多是撞击等直接外力或向前跌倒等间接外力造成，非击打所造

成的损伤。再比如椎体楔形骨折，受伤机理为脊柱椎体上下受力，

造成骨骼压缩变形进而受到损伤，多是由摔跌原因造成，外部击打

难以形成此类损伤。而在致伤工具分析中，主要涉及到的因素包括

创口形态及深度、表皮剥落形态、皮下出血形态及范围、骨折形态、

损伤部位等，同时还要考虑受害人遭受损伤时的着装等，再结合影

像学分析等，对致伤工具作出判断，完成损伤分析工作。 

4、法医临床鉴定中损伤分析的应用建议 

要想实现损伤分析的有效应用，使其更好的服务于法医临床鉴

定工作，实际工作中需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提高标准执行力度。

准确定位损伤分析价值，提高认知水平，严格规范损伤分析行为，

按照要求及标准科学开展每一步分析工作，确保临床鉴定结果的客

观性、准确性。第二，制定完善的工作制度。综合考虑损伤分析行

为、损伤分析结果等，建立健全损伤分析管理制度，以此作为相关

工作开展的依据，形成约束管理作用，并加强对损伤分析的监督力

度，发现不规范行为、违规行为时进行惩处。第三，加强专业人员

培养力度。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为法医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强化

队伍建设；同时，加大对现有在职法医的培训力度，引发其学习最

新的损伤分析方法和相关技术手段，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强化法医

责任意识，结合岗位责任制落实好损伤分析责任，确保损伤分析的

准确性。 

结束语： 

损伤分析对于案件侦办及法律责任划定具有重要意义，是法医

临床鉴定中的重要环节，会直接影响鉴定结果是否科学、准确，所

以必须充分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在临床鉴定过程中，必须加

强对损伤分析的研究，规范工作流程及分析操作，确保损伤分析作

用和价值的有效发挥，提升法医临床鉴定水平，为我国司法事业的

发展提供更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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