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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精神病学新编》一书主要介绍了精神疾病患者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精神卫生问题，如精神疾病
患者（包括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偏执性精神病、神经症、癔症、应激相关障碍、脑器质性精神障
碍、毒品所致精神障碍、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人格障碍、性心理障碍、网络成瘾、病
理性冲动控制障碍等）法定能力（如民事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监护能力
、女病人性自卫能力、作证能力等）评定的一般原则，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保障，精神疾病的司法鉴
定，精神疾病患者危险性的预测和预防以及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监护问题。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精神疾病的伪装等问题。
　　本书不仅可以作为政法院校本专科生、硕士研究生，综合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及公安、警察院校学
生等的教材使用，而且也是公安、司法干警及广大法律工作者一本好的参考书，能为其正确办理有关
精神疾病的案件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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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精神疾病患者合法权益的保障　　精神疾病患者除享有法律规定公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外，特别
强调的是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权、隐私权、教育权、就业权、债权、继承权、监护权、婚姻权等应得
到确定和保障。
其中，尤其是要对精神疾病患者采取医疗监护。
　　5.对肇事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监护　　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
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
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3年2月4日的一个批复中指出：“关于刑事案件被告人在审理过程中患精神病或
精神病发作应否中止审理的问题，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
该批复又指出：对这类案件“应中止审理，决定精神病好转后恢复审理。
”我国《监狱法》第17条规定：“监狱应当对交付执行刑罚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
经检查，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不收监：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
就医的；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监狱法》第17条又规定：“对其中暂予监外执行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收监。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精神，对无刑事责任能力、无受审能力或无服刑能力的肇事精神疾病患者或罪
犯，按照其病类不同，应实施相应的医疗监护措施。
有的可交家属或监护人进行医疗监护，有的则应采取强制性医疗监护措施。
那么，家属或监护人如何对肇事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医疗监护，强制性医疗监护的对象、执行场所、期
限等问题都是司法精神病学研究的范畴。
　　6.精神疾病患者的其他问题　　精神疾病患者的其他问题包括精神疾病患者的劳动能力，精神疾
病患者危险性的预测和预防，酗酒、吸毒、自杀等引起的法律问题，网络成瘾及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精
神卫生问题，伪装精神病等问题。
对精神疾病患者劳动能力的评定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也常常碰到，如是否因精神疾病而丧失了劳动
能力，以此作为退休条件；因工伤和职业病导致精神障碍，是否达到致残程度等。
这些都应当根据我国有关的法规、标准来做出评定。
此外，精神疾病患者受病态的影响和支配，随时都可能做出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如何对这类患者的
危险倾向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其危害行为的发生，也是司法精神病学需要研究的内容。
酗酒、吸毒、自杀和网络成瘾及青少年违法犯罪，这些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精神卫生问题和社会适应
不良，常影响社会治安，甚至出现严重犯罪行为，因而需要从司法精神病学的角度对他们进行研究、
探讨，防患于未然。
对伪装精神病者，如何应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以及现代化的科技检测手段来识别和
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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