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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争

议的依据遥 因此袁鉴定工作必需做到客观尧公正尧实
事求是袁严格按照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曳咱员暂和叶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曳咱圆暂来开展遥 本文通过对 圆园园远耀
圆园园愿 年江苏省两次鉴定中首次鉴定为医疗事故而

再次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 圆员 例案例进行梳理袁就
鉴定中的关键词进行归类分析袁以帮助我们在今后

的工作中进一步提高鉴定质量遥
一尧资料来源

渊一冤一般情况

圆园园远耀圆园园愿 年全省市级首次鉴定 圆 远远员 例袁省
级再次鉴定 远猿园 例袁再次鉴定与首次鉴定结论不符

圆园园 例袁不符合率 猿圆豫曰在不符的 圆园园 例中袁有 员员园 例

为定性不符案例袁其中首次鉴定为事故而再次鉴定为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例 圆员 例袁占再次鉴定案例 猿豫遥
渊二冤统计分类

圆员 例案例的年度分布院圆园园远 年 怨 例袁占再次鉴

定案例渊圆园猿 例冤源豫曰圆园园苑 年 苑 例袁占再次鉴定案例

渊圆圆圆 例冤猿豫曰圆园园愿 年 缘 例袁 占再次鉴定案例渊圆园缘
例冤圆豫遥学科分布院普外科 远 例袁骨科 猿 例袁神经内科

圆 例袁泌尿外科 圆 例袁胸外科 圆 例袁内分泌科 员 例袁妇
产科 员 例袁耳鼻喉科 员 例袁传染科 员 例袁儿科 员 例袁眼

科员 例遥 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分布院一级甲等 缘 例袁一
级乙等 员 例袁二级乙等 员 例袁二级丁等 员 例袁三级乙等

圆 例袁三级丙等 猿 例袁三级戊等 猿 例袁四级 缘 例咱猿暂遥医院

等级分布院三级医院 苑 例袁二级医院 怨 例袁一级医院

缘 例遥
二尧分析与讨论

渊一冤关键词 员院基层医疗机构

案例一院某患者野尿黄乏力 源 天冶入住某卫生院袁
治疗 远 天后病情加重袁 诊断肝昏迷早期袁 转上级医

院袁后因野肝性脑病冶抢救治疗 员 周后死亡遥
首次鉴定分析院患者入院诊断野急性黄疸型乙型

肝炎冶不确切袁应修正为野病毒性肝炎乙型慢性重型冶
渊杂郧孕栽 员愿 员圆员 哉 辕 蕴冤袁 医方存在对病情认识不足袁未
能及时作出正确判断袁 病情发展和转归没有及时向

患方交待袁治疗上无原则性错误袁但对重症肝炎的治

疗不完全到位遥 重症肝炎病情发展快袁病死率高袁即
使早期诊断袁早期治疗袁也不一定能挽救患者生命遥
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袁医方负轻微责任遥再次鉴定

分析院本病例诊断符合重型肝炎渊乙型冤袁在疾病早

期袁医方诊断治疗不违反常规袁在诊治过程中袁存在

对疾病严重性认识不足尧检查不全面袁但随着临床症

状变化袁提高了认识而转上级医院袁符合基层医疗机

圆员 例首次鉴定为事故再次鉴定不是事故的案例分析

蒋士浩袁高 峰
渊江苏省医学会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园愿冤

摘 要院圆园园远耀圆园园愿 年省级医疗事故技术再次鉴定 远猿园 例中有 圆员 例市级首次鉴定为医疗事故，

而再次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通过对省、市两级鉴定结论的分析，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由于专

家专业水平、专业经验和法律知识的差异，对临床医疗行为正确与否的判定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也充分说明临床医学的复杂性和医疗纠纷通过专业评判的重要性，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要

不断提高专家的鉴定水平和能力。

关键词院医疗事故曰技术鉴定曰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院 阅怨员怨援源 文献标识码院 粤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3冤0猿原圆园苑原园园源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猿园猿园源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园猿原园缘
作者简介院蒋士浩渊员怨远猿原 冤袁男袁江苏南京人袁研究员袁研究方向为医事法学曰高峰渊员怨苑怨原冤袁男袁江苏如皋人袁助理研究员袁研

究方向为医事法学遥

圆园苑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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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现状袁患者死亡是疾病本身所致袁与医疗行为无因

果关系袁不构成医疗事故遥
案例二院某患儿因野停止排便尧排气 缘 天伴腹痛尧

腹胀 圆 天冶就诊某卫生院袁诊断野肠梗阻冶收住院袁经
胃肠减压后当夜有解便尧排气遥 入院第 圆 天晚出现

野答非所问冶袁第 猿 天上午精神症状加重袁遂转上级医

院袁诊断病毒性脑炎遥 病程中出现严重低钠尧低氧血

症袁缘 天后抢救无效死亡遥
首次鉴定分析院卫生院对病毒性脑炎临床表现

认识不足袁导致误诊袁延误了治疗袁考虑该患儿早期

临床表现不典型袁且肠梗阻症状存在袁故定为一级甲

等医疗事故袁医方负次要责任遥 再次鉴定分析院卫生

院诊断麻痹性肠梗阻有依据袁措施符合医疗原则袁病
程中出现病情变化袁及时转上级渊三级冤医院合理袁已
尽到基层医院之职能与义务遥 转院后诊断病毒性脑

炎依据不足袁但考虑病毒性脑炎是可以的遥 患儿后

期严重电解质紊乱是其死亡主要原因袁与卫生院的

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袁不构成医疗事故遥
讨论院医疗事故鉴定中无论医疗机构的等级高

低袁判断医疗行为是否违规都是按照基本的医疗常

规袁但不可否认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在技术水平上

有很大差距袁在野治疗上无原则性错误冶的情况下不

宜定为事故遥 案例二患儿野肠梗阻症状存在冶且治疗

后效果明显袁转院后诊断野病毒性脑炎依据不足冶袁此
时再判定卫生院误诊是不妥当的遥 基层医疗机构面

对广大的农村和社区患者袁在没有能力处理患者或

发现病情变化时是否做到及时转院这一点很重要遥
渊二冤关键词 圆院手术指征

案例一院某患者野腹痛发热一月余袁伴排便习惯

改变冶入院袁肠镜检查院横结肠近肝曲处见隆起尧凹陷

性病变袁糜烂袁环状狭窄袁镜身不能通过遥 初步诊断院
结肠癌遥 剖腹探查见回盲部肿块 员园 糟皂 伊 员园 糟皂袁回
结肠系膜淋巴结肿大袁行右半结肠切除术袁术后并发

肠瘘袁转外院继续手术治疗袁术后免疫组化示克隆氏

病伴复杂性肠瘘遥
首次鉴定分析院诊断结肠癌依据不充分袁回盲部

肿块可切除袁但选择右半结肠根治术欠妥袁肠瘘系手

术并发症袁与原发病有一定关系遥 构成四级医疗事

故袁医方负主要责任遥再次鉴定分析院有明确横结肠

肝曲处隆起尧 凹陷性病变伴糜烂及已经发生环状

狭窄袁回盲部有 员园 糟皂 伊 员园 糟皂 肿块袁回结肠系膜

根部又有肿大淋巴结袁作为肿瘤好发部位袁通常应该

行右半结肠切除术袁克隆氏病缺乏特异性袁临床诊断

困难袁误诊率较高袁患者的肠瘘属手术并发症袁也与

原发病有关袁与医疗行为无关袁不属于医疗事故遥

案例二院某患者因野血尿待查冶入院袁查 悦栽 示右

肾盂内占位袁伴右输尿管及右肾盂轻度积水遥术前诊

断野右肾盂癌可能袁放射性膀胱炎冶袁手术探查见野右
肾门中部 圆圆 糟皂 蓝褐色硬质肿块袁周围粘连严重袁切
除右肾遥 术后病理院右肾血管瘤伴出血袁血栓形成遥

首次鉴定认为术前提示右肾盂肿瘤袁 有探查指

征袁术中发现肿块与周围组织粘连袁术中所见与术前

诊断不符时未探查肾盂袁未行快速病理检查袁也未告

知家属袁切除右肾定为三级丙等医疗事故袁医方负次

要责任遥再次鉴定认为肾门部肿块与周围组织粘连袁
难以排除恶性占位有切病肾指征遥术后病理示野右肾

血管瘤伴出血冶袁结合患者有反复血尿袁肾门部肿块

较大袁也有切除右肾的指征袁故不构成医疗事故遥
讨论院手术指征是临床中需要把握的首要问题袁

自然在案件鉴定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遥 手术指征对

于探查手术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思袁 首先是否具备探

查指征袁 第二根据术中所见准备切除某处组织时是

否具有指征遥案例一虽然最终诊断不是结肠癌袁但医

方扩大范围切除右半结肠也是有道理的遥 如果证实

是癌袁那么只切除回盲部显然是不够的袁那样就得二

次手术曰如果证实不是癌袁作为癌的好发部位袁根据

当时所见糜烂尧凹陷尧狭窄切除右半结肠也免除了后

患遥案例二术后证实是肾血管瘤袁而对于肾血管瘤的

首选治疗方法就是肾切除术袁 条件允许可单纯地切

除血管瘤袁但易复发遥所以无论是从肾肿瘤的角度考

虑还是从血管瘤的角度考虑切除右肾都是有指征

的遥两个案例术中都切除了部分组织或器官袁切除脏

器应当慎重袁 如果医疗行为是从患者利益的角度出

发袁也确实解决了实际问题袁那么不宜定为事故袁当然

这两个案例存在的缺陷就是缺少与患方很好的沟通遥
渊三冤关键词 猿院并发症

案例一院某患者野左髋部外伤后疼痛袁不能站立

行走 员 小时冶收住院袁摄片示左股骨颈头下型骨折伴

移位袁予手法复位尧可折断螺钉固定术袁术后半年外

院摄片复查示螺钉成角尧短缩及退钉袁髋关节伸尧屈
部分受限遥 员 年后发生股骨颈骨折不愈合袁股骨头缺

血性坏死遥
首次鉴定分析院诊断明确袁有手术指征袁术式选

择正确袁据术后复查片示袁术中螺钉固定位置和角度

不符合常规袁与目前患者状况有一定因果关系遥构成

三级戊等医疗事故袁 鉴于患者的损害后果主要是本

身外伤所致袁故医方负次要责任遥 再次鉴定分析院阅
手术当日术后正侧位片院 股骨颈骨折三枚螺钉内

固定术后改变袁对位好袁颈干角 员圆缘毅袁螺钉位置符

合内固定要求遥 半年后复查螺钉移位是多方面的原

圆园愿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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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袁包括不适当活动尧过早负重袁中老年人本身骨质

疏松等等遥 目前后果是原始创伤所致袁骨不连属常

见并发症袁不构成医疗事故遥
案例二院某患者左侧甲状腺囊肿手术切除左甲

状腺袁术后病理院腺瘤伴囊性变袁术后第 远 天出现声

音嘶哑遥 术后第 员园 天出院袁出院时仍有声嘶袁半年

后声嘶稍减轻遥
首次鉴定分析院左侧声带麻痹属手术并发症袁医

方对此认识不足袁告知不够袁处理欠妥袁声嘶与医疗

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袁构成三级戊等医疗事故袁医方负

主要责任遥 再次鉴定分析院术后第 远 天发生声音改

变袁可排除手术直接损伤喉返神经袁声嘶属于并发

症袁可能与术中操作不可避免地牵拉到喉返神经袁术
后组织水肿挤压喉返神经有关遥 医方存在手术记录

过于简单袁发生声音改变未及时请相关科室会诊的

不足袁但不属于医疗事故遥
讨论院并发症在外科手术后很常见袁但是否作为

不良转归的当然原因袁有待具体问题区别对待遥 案

例一在肯定了医方操作符合医疗常规袁螺钉位置符

合固定要求后袁将骨不连归咎于股骨颈头下型骨折

常见并发症是可以接受的遥 如果手术时就没有固定

好袁以后再讲不良的转归都是并发症就难以令人信

服遥 案例二中声嘶作为手术并发症两次鉴定都予以

承认袁首次鉴定认为医方对并发症野告知不够尧处理

欠妥冶表述得比较含糊袁声嘶与医疗行为有关这是肯

定的事实袁但没有能指出是否存在不当医疗行为袁比
如手术方式方法是否合理袁术中操作是否精细袁有无

采取防止损伤神经的措施渊可参考手术记录冤遥 反观

再次鉴定首先明确了手术中没有损伤喉返神经袁接
着分析了声嘶可能原因袁最后也指出了医方存在的

不足袁这样分析就比较客观了遥 鉴定重点不是案例

定不定医疗事故袁而是是否把定与不定的理由说清

楚了遥 否则仅有一个结论袁缺少说服力袁就降低了医

疗事故鉴定的公信力遥
渊四冤关键词 源院因果关系

案例一院某患者袁男袁远员 岁因酒后车祸伤入某卫

生院袁入院神志欠清袁双瞳等大等圆袁光反射灵敏袁呼
吸音清袁心率 愿缘 次 辕分袁律齐遥 查头颅 载 线尧胸片及

腹部 月 超未见明显异常袁拟诊野头颅外伤袁酒精中

毒冶袁给予利尿尧抗生素药物应用遥病程中呕吐频繁袁圆
小时后突然呼吸骤停袁心肺复苏无效死亡遥

首次鉴定认为死亡考虑创伤性尧失血性休克袁医
方对外伤严重性认识不足袁采取的措施不力渊如未测

血压尧未抽血化验尧未吸氧等冤袁与死亡存在一定的因

果关系袁鉴于患者因醉酒对伤情病史有掩盖情况袁定

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袁医方负主要责任遥再次鉴定认

为患者因车祸致全身复合性重症创伤袁颅脑外伤袁多
发肋骨骨折袁双侧血胸袁心脏重度损伤袁双肾囊出血

性损伤袁是患者致死原因袁且患者醉酒未能提供有关

伤情信息袁入院时间又短遥医方在诊疗中对伤情发展

和预见不足曰未测血压曰未能诊断出胸部创伤属存在

不足遥 但与死亡无因果关系袁不构成医疗事故遥
案例二院 某患者在生有木炭的房间里给小狗洗

澡袁员苑 小时后被家人发现神志不清袁大小便失禁袁急
送医院查血糖 员远援缘 皂皂燥造 辕 蕴袁诊断野酮症酸中毒钥 一

氧化碳中毒钥冶予对症治疗后袁第 圆 日患者神志清楚遥
住院 员园 天后出院袁 出院后 员 周患者发生神志不清袁
再次入院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遥 给予脱

水尧营养神经配合高压氧治疗遥效果不明显 员 年后发

展成植物人状态遥
首次鉴定认为患者糖尿病病史较长袁 已出现多

种并发症袁加之高血压病袁动脉硬化袁均可影响迟发

性脑病的发生袁医方给予高压氧治疗疗程不够袁时间

偏短与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有一定因果关系袁
构成二级乙等医疗事故袁医方负轻微责任遥再次鉴定

认为患者入院前在有毒环境中持续 员苑 小时袁目前处

于永久性植物人状态袁 是严重中毒造成弥漫性脑损

害所致袁 高压氧治疗存在的缺陷与最终的脑病没有

因果关系遥
讨论院 案例一首次鉴定的分析意见对措施不力

的解释明显说服力不够袁医方虽然没测血压尧没有抽

血化验尧 没有吸氧是有过错袁 但根据患者原始创伤

重袁病情发展快等特点袁这些过错不是致死原因遥 再

次鉴定时把患者死因归咎于原始严重创伤袁 又指出

医方在医疗过程中的过错较为合理遥 在案例二中单

独看首次鉴定分析意见还是比较合理的遥 但在再次

鉴定中专家首先认定了脑病的结果是由于中毒时间

过长袁已造成弥漫性脑损害不可逆袁此时高压氧的治

疗效果很不确切袁 所以高压氧的疗程不足与脑病没

有因果关系遥这样的分析也是客观的遥鉴定专家由于

资历尧知识和经验不同袁对因果关系的确定以及原因

的大小认识尧看法必然有差异袁同一案件也可能出现

不同的意见遥
渊五冤关键词 缘院损害后果

案例一院 某患者外伤后骨盆骨折袁 左股骨干骨

折袁 左股骨髁骨骺骨折伴滑脱袁 行切开复位内固定

术遥 术后有左下肢短缩和肢体功能障碍遥
首次鉴定认为在创面感染情况下行左股骨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袁违反治疗原则袁导致术后股骨远端骨

髓炎发生袁存在因果关系曰定三级丙等医疗事故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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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负主要责任遥 再次鉴定认为整个病程过程及 载 线

片影像资料及检验结果袁慢性骨髓炎诊断缺乏依据袁
医方医疗行为符合常规规范袁目前患者状况与股骨

髁骨骺的损伤严重有关袁与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遥
案例二院某患儿母亲在产前两周因腹泻尧腹痛在

医方予庆大霉素 圆源 万单位静滴遥 患儿 圆 周岁时因

听力迟钝袁被诊断感音性耳聋遥
首次鉴定认为医方违反庆大霉素妊娠期用药原

则袁患儿听力障碍与医疗行为有关袁定为三级乙等医

疗事故袁医方负次要责任遥 再次鉴定时专家分析耳

聋原因复杂袁需补充检查患儿父母及患儿耳部高分

辩率 悦栽尧粤月砸 垣 源园 匀砸 相关电位及声导抗尧纯音测

听袁经完善相关检查后发现患儿母亲存在感音神经

性耳聋遥 患儿 悦栽 示两侧前庭导水管扩大袁属先天性

畸形袁是听力损失的客观病因袁故医方虽存在应用庆

大霉素欠妥袁但不能认定是耳聋的原因遥
讨论院案例一中首次鉴定认为患者骨髓炎与医

方违规手术有关袁而再次鉴定中认为骨髓炎诊断依

据不足遥 患者的损害后果渊左下肢短缩和肢体功能

障碍冤袁首次鉴定认为有骨髓炎存在袁但没有说明骨

髓炎是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曰再次鉴定经过分析得

出损害后果与原始创伤有关袁且目前不能诊断患者

有骨髓炎遥 案例二中有关耳聋的性质首次鉴定认为

与耳毒性药物有关袁再次鉴定在补充相关检查后袁认
为耳聋属先天性畸形遥 通过这两个案例提示我们在

鉴定中首先要明确有无损害后果袁其次是分析导致

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遥
三尧建议与对策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结论是由鉴定专家组独立

进行鉴定后产生的袁医学会本无权干涉袁但实际工作

中存在首次鉴定与再次鉴定的结论不一致的差异袁
特别是首次鉴定为医疗事故袁而再次鉴定为不是医

疗事故的情形袁其实质反映的是鉴定工作的严谨性

和科学性问题袁通过分析其存在的因素袁探索如何进

一步规范鉴定的公正性袁理应是医鉴工作者的责任

和义务遥
渊一冤加强专家管理袁确保鉴定质量

医学鉴定是一项专业性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袁入
库的专家是医学专家袁但不一定能马上成为鉴定专

家遥 因此袁懂医知法是鉴定专家的基本素质袁尊重科

学和事实袁良好的业务和职业品质袁良好的执业记录

与社会评价是实现鉴定公正的根本保证遥 规范专家

的行为袁对专家的参与率尧会议效果及鉴定质量进行

评估袁严格每场鉴定会的专家分析意见表的考核袁评
估结论与动态管理挂钩袁 不断增强其专业性尧 原则

性尧自律性尧责任感和法制观念遥 引导鉴定专家在鉴

定中既注重医疗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尧 诊疗护理

常规规范袁 还要重视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袁从法律的构成要件方面加以分析袁最大

限度地提高鉴定的可信度和公正性遥 对一些高发的

同一类疾病的鉴定袁进行野量化冶把关袁防止鉴定专家

的随意性遥对医疗操作过程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判断袁
根据医方是否存在过失袁 是否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

关系建立标准化体系遥
渊二冤加强专家培训袁提高鉴定水平

采用平时培训与鉴定前短训尧 分学科结合典型

案例系统培训尧 资深鉴定专家与新鉴定专家传帮带

等相结合的方式对专家不断给予 野继续再教育冶袁逐
步提高鉴定专家的鉴定水平遥 严格掌握标准袁提高

鉴定结论的准确性遥医疗事故等级的划分是科学性尧
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遥 专家要熟悉医疗卫生管理法律

法规尧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遥专家要严格执

行叶条例曳规定程序袁确保鉴定工作的公正性遥公平公

正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野生存法则冶即野生命线冶遥
专家在鉴定过程中要坚持科学公正的立场袁 摒弃任

何偏激的尧情绪化的心态袁超脱于各种利益和感情的

因素袁切忌丝毫的感情用事袁本着对神圣法律的无比

尊重袁调整好心态袁保持科学家的理智和冷静袁公正

客观地做出鉴定结论遥
渊三冤科学设置学科袁扩大鉴定公信力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人是学科专业的专

家遥因而组建专家组是医鉴工作的中心环节袁是鉴定

结论能否体现科学性尧客观性尧公正性的关键遥 在设

置鉴定专家组的学科时袁 要把握案例的病情演变过

程袁 对所涉及的学科要充分权衡袁 准确定位重点学

科遥法医作为鉴定组的必备成员袁不仅作为专业人员

参加鉴定会袁同时围绕法律范围内的定性原则袁对过

错尧损害后果尧因果关系进行分析遥 在鉴定会中还要

充分发挥专家组长在鉴定中的组织尧协调尧指导尧总
结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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