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医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医学>>

13位ISBN编号：9787040317909

10位ISBN编号：7040317907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李连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06出版)

作者：李连宏 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医学>>

内容概要

　　《法医学》重点介绍了法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特别是在医疗、护理工作中所
涉及的法医学基本内容，实用性强。
全书包括绪论和17章，主要内容有法医学与医学、法医学与法学、生物性检材、死亡、机械性损伤、
物理性损伤、交通事故损伤、机械性窒息、溺死、猝死、性侵犯、杀婴、虐待儿童、中毒、法医临床
医学、精神疾病和医疗纠纷。
　　《法医学》作为高等医学院校法医学教材，适用于本科非法医学专业（包括临床医学、麻醉学、
检验医学、医学影像学、口腔医学、护理学和药学等专业）学生的法医学教学，也可作为法医学工作
者、国家司法鉴定人和法律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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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一、法医学的概念和任务二、法医学在医学中的作用三、法医学的研究方法四、法医学的发展复
习与思考题参考文献第一章 法医学与医学第一节 法医学与医学的关系一、法医学与基础医学二、法
医学与临床医学第二节 法医学与医生一、司法鉴定人与医生二、证据、证人与医生三、当事人与医生
四、医疗保险与医生第三节 司法鉴定文书与医生复习与思考题参考文献第二章 法医学与法学第一节 
法学概述一、法学与法的概念二、法学体系和法律体系第二节 法医学与法学一、法医学的法学属性二
、法医学的法律价值三、法医学工作者学习法律知识的意义第三节 法医学分支学科与法律一、法医病
理学与法律二、法医临床医学与法律三、法医物证学与法律四、司法精神病学与法律复习与思考题参
考文献第三章 生物性检材第一节 概述一、生物性检材的概念二、生物性检材的特点三、生物性检材
的鉴定程序第二节 血痕检验一、血痕的肉眼检查二、血痕的预试验三、血痕的确证试验四、血痕的种
属鉴定五、血痕的个人识别第三节 精斑检验一、 精斑的肉眼检查二、精斑的预试验三、精斑的确证
试验四、精斑的种属鉴定五、精斑的个人识别六、精液与阴道液混合斑检验第四节 毛发检验一、人类
毛发的确定二、毛发的个人识别三、毛发的性别鉴定第五节 骨和牙齿检验一、骨的个人识别二、牙齿
的个人识别第六节 个人识别结果评估一、个人识别能力反映遗传标记的系统效能二、随机匹配概率对
于具体案件分析的价值复习与思考题参考文献第四章 死亡第一节 概述一、死亡概念二、死亡原因三
、死亡分类四、死亡机制五、死亡过程六、死亡诊断第二节 死亡的征象一、早期死亡征象二、晚期死
亡征象三、保存型尸体征象四、非保存型尸体征象五、死亡时间的推断复习与思考题参考文献第五章 
机械性损伤第一节 概述一、损伤的概念二、机械性损伤的形成机制第二节 机械性损伤的基本表现一
、以形态改变为主的损伤二、以功能改变为主的损伤第三节 机械性损伤的类型一、钝器伤二、锐器伤
三、火器伤四、坠落伤第四节 颅脑损伤一、头皮损伤二、颅骨骨折三、外力所致的颅内出血四、脑损
伤第五节 损伤的法医学鉴定一、损伤的检查和记录二、生前伤与死后伤的鉴别三、损伤时间推断四、
致命伤与非致命伤的鉴别五、损伤的死亡原因六、致伤物推断复习与思考题参考文献第六章 物理性损
伤第一节 烧伤与烧死一、烧伤程度的评价二、烧死的尸体征象三、烧死的机制⋯⋯第七章 交通事故
损伤第八章 机械性窒息第九章 溺死第十章 猝死第十一章 性侵犯第十二章 杀婴第十三章 虐待儿童第十
四章 中毒第十五章 法医临床医学第十六章 精神疾病第十七章 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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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存在于生物体内的遗传标记常为较大的分子，大分子构成的遗传信息在体内受到严格
的控制，其完整性决定了遗传信息的可检出性。
这些分子从离体那一刻起就处于外界环境中，此时变化开始发生，即大分子很容易被破坏、发生断裂
，变成小分子，这种断裂也称为降解。
影响生物性检材降解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时间、温度、湿度、日光、化学或生物物质。
其中以阳光暴晒、紫外线照射、高温、潮湿、微生物和某些试剂等对生物性检材的降解影响最大。
如真菌或细菌生长可使蛋白质变性或DNA降解，致使遗传标记被破坏，无法进行检测。
但事实上，在实际案件中，生物性检材的降解常常是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
由蛋白质构成的遗传信息，以及由DNA组成的遗传标记，较由糖类构成的标记更易降解。
如高温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引起DNA降解，此时采用DNA进行ABO血型基因分型效果不理想；然而，此
时检测由糖类构成的常见的ABO血型抗原却可以得到分型。
降解对遗传标记的分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降低了分型的成功率，尤其对存在于大片段分子中的遗传
标记的分型影响较大，而对于只需小片段的遗传标记的分析影响较小。
这样，采集和保存生物性检材的过程中，就必须考虑环境等因素对检材降解的影响。
原则上检材在干燥、低温条件下的降解较为缓慢。
（二）微量生物性检材准确鉴定存在于生物性检材中的遗传标记，除了上述要求的较大程度地保留分
子的完整性，即生物性检材较少地受到降解因素的影响外，另一个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进行遗传标
记分析的生物性检材的量要足够。
不同的遗传标记可检测出其型别需要的量不同，不同的检测技术对生物性检材需要的量也不相同。
由于不同类型的遗传标记检出所需用检材量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实际检案中，对于微量检材的定义，
以及如何选择最合适的遗传标记进行微量检材的分析鉴定具有特殊的意义。
通常，存在于红细胞膜和体液中由糖类抗原组成的遗传标记，由于其抗原性较为稳定（如ABO血型抗
原），以及抗原检查方法的高灵敏性（如EI.ISA等），因此，糖类抗原所需检材的量往往少于用于检
测血清或组织液中蛋白质多态性时所需的生物性检材的量。
存在于有核细胞中的DNA遗传标记与有核细胞的数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现场中所发现的生物性检材
中有核细胞的数目决定DNA多态性标记的检测分析的结果。
如选择DNA指纹图进行鉴定分析，就需要从现场生物性检材中提取高质量和高数量的基因组DNA；微
量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降解的检材，就应借助PCR手段放大后进行分析；存在于真核细胞中多拷贝数
的线粒体DNA遗传标记也是解决微量检材鉴定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随着遗传标记检测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对基因表达产物的检出，还是DNA多态性水平的检出，
均可从极低拷贝含量的生物性检材中分析鉴定出对案件侦破非常有价值的个人识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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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医学》供临床医学、麻醉学、检验医学、医学影像学、口腔医学、护理学、药学等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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