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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精神医学》

内容概要

《司法精神医学》涵盖了司法精神医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内容、司法精神医学鉴定项目、实施程序、
精神症状学、精神疾病的伪装与识别、精神障碍者的监护与社区管理以及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
碍、器质性精神障碍、中毒性精神障碍、神经症、适应障碍、发育障碍等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精神障碍
的具体表现、涉案特征，以及法律能力评定要点。《司法精神医学》为一部全面介绍司法精神医学相
关知识的高等院校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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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闵银龙，教授、主任法医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专业、华东政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华东
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司法鉴定中心主任、生命科技与法律研究所所长。从事《法医学》、
《司法鉴定学》、《现场物证技术研究》等教学科研工作近三十年。在《法学》、《法医学杂志》、
《刑侦研究》、《犯罪研究》、《国际东西方医学优秀成果经典》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篇。
主编《司法鉴定》、《法医学》、《经济案件司法鉴定》，副主编《新编法医学》、《犯罪研究新论
》及参编多部专著与教材。长期从事司法鉴定检案实践，累计检案二万余例。兼任上海市人身伤害司
法鉴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法医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上海市法院咨询专家、中国司法鉴定杂
志社副理事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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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伪装精神病的表现及特点
  第三节 伪装精神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第十八章 精神病人的监护
  第一节 我国精神病人监护制度的现状
  第二节 精神病人监护的具体措施
第十九章 精神疾病的社区管理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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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司法精神医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目前我国的劳动教养管理所，一般有以下几种：（1）劳动教养管理所；（2）青少年教养
所：（3）戒毒教养管理所；（4）女子教养管理所。服教能力评定方法，原则上同于服刑能力评定，
同样要鉴定被鉴定人的精神障碍类型和严重程度，以及精神异常活动对其理解处罚的性质、目的和意
义的影响程度，从而确定被鉴定人是否具备承受劳动教养的能力。 六、作证能力 作证能力，是指任
何公民自己看到或听到的真实情况，并能提供对案件有关系的证言的能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
条第l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证人作证的前提是能够提供对查清
案件事实有帮助的情况，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因生理上的缺陷，或者精神活动异常，或年幼无知，
使他们对客观事物不能正确地辨别是非，或者不能正确对客观事实进行表达，以致不能准确地向司法
机关提供对查清案件有意义的情况。因此，为了确保证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刑事诉讼法》第60条
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民
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这就是说，法律为证人的法律主体
资格规定了严格标准。 七、性自我防卫能力 性自我防卫能力，是指被害人对两性行为的社会意义、
性质及其后果的理解能力。 评定精神疾病妇女的性自我防卫能力的主要目的是对进行性侵害犯患者的
男子是否评定为“强奸罪”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1989年共
同签署颁布，从1989年8月1日起施行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22条第1款规定：“被鉴定人
是女性，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在她的性不可侵犯权遭到侵害时，对自身所受的侵害或严重后果缺乏
实质性理解能力的，为无自我防卫能力。”为了保护精神障碍妇女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4年4月28日联合发《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
题的解答》的通知指出：“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发生性行为的，不管
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发病期间发生性行为，妇女本
人同意的不构成强奸罪。” 八、精神损伤 （一）概念 精神损伤指个体遭受外来物理、化学、生物等
因素作用后，大脑功能活动发生紊乱，出现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方面的精神功能紊乱和缺失。
‘‘精神损伤”是与“躯体损伤”相对应的名词。精神损伤包括器质性精神损伤和功能性精神损伤。 
（二）鉴定依据 精神损伤程度鉴定的依据目前主要是《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
试行）》和《人体轻微伤的鉴定》。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精神损伤程度鉴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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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精神医学》精神健康问题已经逐步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曾有人预言，21世纪人类将步入精
神疾病时代。2001年3月8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书面回信给当时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博
士时说：“精神疾患已经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国际社会对防治精神
疾患甚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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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不错，我老爸喜欢！
2、书的内容不错，有参考价值。
3、这本书还可以，对实践有一定的指导。
4、考研需要，法医类，书籍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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