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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精神检查 （一）对检查者的要求 精神状态检查是精神障碍诊断过程的必要步
骤，精神检查技巧也称晤谈技巧，因为精神状态检查基本上是通过交谈进行的。它是精神科医务人员
和司法鉴定人应掌握的最基本的工作技能，也是较难把握的技能，虽然谈话是人们最常用的交流方式
之一，但是要能与精神障碍者，尤其是涉案的精神障碍者，或处于特殊心理状态下的非精神障碍者建
立有效的交谈，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如在刑事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丰富的经验和高超
的讯问技巧往往是突破顽固抵抗的关键性因素，而司法精神鉴定的对象更为特殊——既是犯罪嫌疑人
，同时也可能是真正的精神障碍者，其心理状况更为复杂，与他们谈话的难度远较一般精神科临床精
神检查要大得多。在精神科临床上，精神检查技巧需要在有经验的资深医师的指导下不断地实践，积
累经验和必要的知识、技巧，以提高检查者自身素质。使检查者具备足够的耐心、敏锐的洞察力、清
晰的逻辑推理能力和良好的分析判断能力等，上述素质都是精神检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司法精神
鉴定的精神检查也同样如此。 （二）检查内容 精神检查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1）一般表现，包括
状态意识是否清楚，如有意识障碍，性质、程度如何。（2）定向力：自我定向，时间、地点、人物
定向；外表衣着和个人卫生、面容与身体姿态；接触情况主动还是被动，合作程度，对周围环境的态
度。（3）认知活动，包括知觉障碍错觉、幻觉、感知综合障碍；思维形式障碍和思维内容障碍；记
忆力即刻记忆，远近记忆，遗忘。可通过询问既往和最近经历、事件、前日饮食内容、回忆检查开始
时医生自我介绍内容、顺背和倒背数字等方法来检查。智能情况：根据患者文化水平初步询问一般常
识、计算力、理解力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能力。如怀疑有智能障碍，应在面谈后进行正式的智能测
验。自知力情况：对自己的精神状况的领悟能力。对案件的认识作案动机、目的，对案件法律性质的
认识，悔改的表现等。（4）情感活动，包括情感活动的检查和评判——一直是精神检查中的难点。
情感活动需要被鉴定人的讲述和鉴定人的询问，如心境低落或高涨的体验，但有时则需要依靠细致的
观察表情变化及其他非言语表达的情感活动。观察应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刺激量。为情感障碍的确
定应以优势情感为基础，即被鉴定人在多数时间对多数刺激的反应如何。（5）意志与行为方面，包
括生理活动减退或亢进，意志活动减退或增强，有无兴奋、冲动、木僵、怪异动作和行为，与其他精
神活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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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研究:以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及其疑似者为对象》是孙大明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
础上经过较大修改后完成的，在内容方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选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充分
结合自身独特的学术和工作经历，选取刑事责任能力评定这一重要问题开展研究。第二，研究方法具
有较强的创新性。《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研究:以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及其疑似者为对象》以问题为导向
，采取跨学科的视角开展整体研究。第三，书中的不少观点具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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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该书系与强制医疗、精神卫生法、新刑诉法相配套的专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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