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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三十年来，中国司法精神病学作为一门迅速崛起和快速发展的学科不负众望，取得的长足进步举世
瞩目。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国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标准，和解决
“重复鉴定”和
“鉴定意见不一致”这两个“老大难问题”，已经陆续完成了《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
和《案例集》，这本《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与司法审判实务指南(精)》进一步从刑事责
任能力评定与审判实务角度提出具有全局性、规范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规范指南。

本着简约理论和重在实践的原则，《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与司法审判实务指南(精)》(作
者纪术茂、高北陵、张小宁)阐述了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基本原理和司法审判相关的重要概念，并且指
出需要参考的案例，列举了30多例极具代表性和启发性的“疑案”或者警示性案例，知名专家的点评
值得专业人员举一反三；有利于公安和司法人员在审查证据和质证中发现、识别鉴定意见错误所在。
还讨论了“被精神病”等棘手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有效的解决措施。
鉴于作为法庭证据的鉴定意见需要客观量化的数据佐证和支撑，在绪论等章节增加了心理学评估的相
关内容，在疑案讨论中也列出部分解释供专业人员和司法审判人员参考。
各章节讨论重点突出，简洁明了，图文并茂，易读易懂。

读者对象：司法精神病学专业人员、公安和司法人员、法律工作者、政法院校师生、研究生、精神卫
生机构管理和从业人员，行为医学科学、心理学工作者以及关注这门学科的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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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北陵，女，生于1957年10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1982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留校工作，1997年获湖南医科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1997年至1999年
以访问学者身份先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国立精神病院和美国加州大学心理系接受博士后训练。
现任深圳市康宁医院医学鉴定室主任、深圳市司法精神病鉴定组组长、深圳市精神卫生研究所司法精
神病学研究室主任。
从事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临床、教学和科研20余年，并从事司法精神病鉴定15年，获国家、省、市
级科研项目及其成果奖多项。
在国际国内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40余篇，2001年获深圳市“十佳医务工作者”称号。

张小宁
教授、主任法医师，硕士导师，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侦查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华医学
会精神病学分会司法精神病学学组委员、北京市刑事侦查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高等法医学教育研究会
理事、北京市法医协会会员。
1982年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以来一直在高校从事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
等的教学、科研和司法鉴定实务等工作。
公开出版专著、教材等12部，公开发表论文19篇，著有《基础司法精神病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年)、《司法精神病学研究与应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法医学》第13章行为能力和
责任能力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5年)、《司法精神病
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法医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十四章法医
精神病学鉴定(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著作。
2007年参与完成《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等项目。

纪术茂
陕西富平人，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市突出贡献专家，中斟优秀老科学技术工作者。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同年留校从事精神科临床、教学和科研近50年。
1979年在西安精神卫生巾心创建并主持司法精神病学和心理研究室工作，现兼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
会司法精神病学学组委员(曾任副组长10余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MMPI专家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省心理评估委员会主任委员、省人口发展
与科技专家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精神医学鉴定专家、两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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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诈精神病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诈病的表现和鉴定
第三节 疑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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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正确选择和使用特殊检查方法
第三节 两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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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节录)
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Ⅲ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
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07号)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V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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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病理性醉酒 意识障碍（朦胧或谵妄状态），伴有幻觉、错觉及片断妄想。
其行为多呈自动症性，造成无故伤害或攻击性侵犯。
缺乏麻痹性症状。
持续数分钟到数小时，偶尔可达数日。
醒后多不能回忆或只能保持部分回忆。
在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和司法审判中要注意其主要特点：①属于特质性酒中毒——有体质异常或疾病基
础；②仅见于极少数人，使用极小量酒，在极短时间内，发生极严重的反应（即所谓严重偏离常态的
“四极”证据）；③行为动机不明；④事后完全或者大部分遗忘。
 在司法鉴定中需要注意，其一，仔细区分3种不同的醉酒类型。
复杂醉酒和病理性醉酒的主要差异是饮酒量，后者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少量”，大量饮酒出现的
醉酒状态不是病理性醉酒。
不言而喻，“病理性醉酒”在大量饮酒后当然更可能出现剧烈的醉酒反应，但是，如果没有“特质性
醉酒”的证据，不可随意诊断为病理性醉酒。
凡此等等，鉴定人在建立诊断标准时必须心中有数。
其二，目前有将某些单纯醉酒“升级”为复杂醉酒甚至病理性醉酒，或者将复杂醉酒“升级”为病理
性醉酒的倾向，结果对被鉴定人缺乏根据地减轻甚或开脱了应负的罪责。
这种作法导致了执法不公，不但会引起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强烈不满，也会给社会治安、人民生活安定
、维护人民心身健康、降低与酗酒有关违法行为发生率等各方面都会带来相当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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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与司法审判实务指南》从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与审判实务角度提出
的具有全局性、规范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规范指南，必将对我国法医精神病学和相关司法
审判朝向更科学的发展带来实质性影响。
《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与司法审判实务指南》各章节讨论重点突出，简洁明了，图文并
茂，易读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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