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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看似普通但又非常特别的书。
称其普通，是因为本书采取的是目前最为常见的举案说法形式。
谓为特别，一是本书作者经历特别，先当医生后当律师，专业从事医疗法律事务近十六年，理论基础
扎实，实务经验丰富。
二是本书写作体例特别，没有采取简单的问答式写作体例，而是将相关问题集中在某一节中，使得读
者对该类问题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同时亦使得本书内容紧凑而简洁。
三是本书举案形式特别，即对某一问题采取当事人胜诉与败诉的多个案件进行解析，使得读者可以了
解为何同样的案件而结果却不同，以掌握法庭胜诉的要领。
四是本书举案例数特别，在20余万字的篇幅内引用了130多个案例，尤其是在第四篇中引用了60多个案
例，使得读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了解大量案例。
引用如此之多的案例，在以往的同类图书中尚无先例。
五是本书案例列举方式特别，在部分案例中仅引用了法官的分析意见，一是节省了本书的篇幅，二是
可以使读者了解不同法官的判决思路，根据具体案件采取不同的诉讼策略。
本书之所以采用如此特别的写作体例，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存在太多的不确定
因素，尤其是此类案件法律适用的“二元化”现象不仅使得当事人无法预知诉讼结果，而且有时审理
案件的法官亦无所适从。
如果本书能够使读者对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现状有一粗略的了解和认识，则作者即已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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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疗专家律师们在本书中总结出了医疗法律纠纷的38个焦点问题，列举了130多个案例。
以【律师说案】、【以案说法】、【核心提示】、【法律依据】的体例写作，对每一个问题通过胜诉
与败诉的多个案件进行解析，使得读者可以了解为何相似的案件却有不同的结果，根据具体案件采取
不同的诉讼策略，以掌握法庭胜诉的要领。
      本书没有采取简单的问答式写作体例，而是将相关问题集中在某一节中，使得读者对该类问题有全
面而深刻的了解，同时亦使得本书内容紧凑而简洁。
引用了130多个案例，尤其是在第四篇中引用了60多个案例，使得读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了解大量案
例。
 本书主要是从患者或家属（即原告）主张权利的角度撰写，以期原告能够掌握一定的诉讼知识和技巧
。
尽管如此，本书亦适合对医疗纠纷及相关法律问题有兴趣的律师、研究人员以及医事法律专业的学生
，也同样适于各类医疗机构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工作人员阅读，因为本书可以使后者深入了解患方的
思路，以寻求更好的纠纷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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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志华，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法医学硕士学位。
自1993年开始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常
务理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
北京市陈志华律师事务所主任等。
     　　陈志华律师办理过大量医疗卫生方面的法律事务，包括众多在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医疗纠纷案
件。
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
曾应邀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近百个城市，为医务人员进行法律培训；曾在北京大学法学
院、中国政法大学、泸州医学院等大专院校讲解医疗纠纷案件诉讼实务，指导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北京等城市为执业律师进行医疗诉讼律师实务方面的继续教育培训。
     
　　陈志华律师曾主编、副主编或参与撰写了多本医学法律方面的书籍。
目前，陈志华律师主编的“律师业务必备”丛书之《医疗纠纷案件律师业务》已成为中国办理医疗纠
纷案件的律师案头必备书籍。
陈志华律师还曾在《法律与医学》、《人民法院报》、《健康报》、《中国医学论坛报》、《中国医
院》、《世界医学》等多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百余篇学术及科普文章。
曾接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法制日报等数十家电视及报刊媒体的采访，入围“2005—2007年度
全国优秀律师候选人”。
     
　　陈志华律师曾应邀参加了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初级卫生
保健法》、《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紧急状态法》多部法律、法规的立法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立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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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学会面对医疗纠纷　1.了解纠纷特点做好心理准备　2.注意稳定情绪依法维护权益　3.医学判
断优先充分尊重科学　4.及时封存病历保全相关证据　5.积极配合尸检查明患者死因　6.和解调解仲裁
多种方式解决第二篇  诉讼前准备工作　7.注意审查时效法律保护有限　8.确定案件原告有时并非易事
　9.依法确定被告医院诊所不同第三篇  参加法庭审理　10.全面收集证据录音亦可为证　11.医院举证
不能推定存在过错　12.依法提供证据患方亦有义务　13.仔细审查病历造假必留痕迹　14.病历文献书
籍证明作用有限　15.医学专业鉴定法庭审理关键　16.参加鉴定听证事先充分准备　17.认真研究结论
精心准备质证　18.并发不良病症并非绝对免责　19.患者如有过错亦应承担责任　20.法律适用二元判
决结果迥异第四篇  赔偿项目及计算方法　21.医疗损害赔偿计算概述　22.医疗费计算方法　23.误工费
计算方法　24.护理费计算方法　25.交通费计算方法　26.住院伙食补助费计算方法　27.营养费计算方
法　28.残疾赔偿金计算方法　29.残疾辅助器具费计算方法　30.丧葬费计算方法　31.被扶养人生活费
计算方法　32.死亡赔偿金计算方法　33.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方法　34.属地计算标准的选择　35.赔偿
费用的再诉给付　36.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　37.相关统计数据的来源　38.“上一年度”与损害赔偿计
算标准时附录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2002年4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  　（2003年1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3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3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01年12
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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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鉴定结论的形式要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提出书面鉴
定结论，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
，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1）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2）委托鉴定的材料
；（3）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4）对鉴定过程的说明；（5）明确的鉴定结论；（6）
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7）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
《条例》对医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内容亦作出了明确规定。
对比我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与《条例》对鉴定书的形
式要求，其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两者要求所有鉴定结论必须由鉴定人签名，而后者却没有此项规
定。
《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大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其法律效力高于由国
务院发布的《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颁布实施的司法解释，对法院审
理案件具有约束力。
如果医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没有参加鉴定的专家签名，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该鉴定书因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而不具有证明力，
不能作为法庭认定事实的依据。
然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尽管医学会出具的鉴定书没有鉴定专家的签名，法庭却很少因此而不采
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其常见的做法是对此类鉴定书“视而不见”，或直接采信并作为判决依据，或另行委托司法鉴定并直
接采信其结论。
二、鉴定结论审查与重新鉴定在法庭审理中，对各种鉴定结论的审查，主要是从鉴定的主体是否具有
鉴定资格、鉴定的程序是否合法、鉴定书是否具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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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疗律师以案说法》为专家律师说法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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