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本死因确定规则

》课件介绍
本课件系统地介绍了死因分类、死因调查程序、死因鉴定原则等内容。通

过丰富的实例和案例分析,帮助学习者深入理解死因确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为更好地开展死因鉴定工作提供全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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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目标

知识传授

系统地介绍死因分类、

调查程序、鉴定原则

等相关知识,帮助学

习者了解死因认定的

全流程。

技能培养

通过丰富的案例分析,

培养学习者的死因鉴

定实践技能,提升其

专业水平。

应用指导

为更好地开展死因认

定工作,提供全面的

操作指引和常见问题

解答。

质量控制

介绍死因认定的质量

管控措施,确保鉴定

结果的科学性和权威

性。



死因分类概述

自然死因

由机体内部病理性改变导致的死

亡,如老年性疾病、先天性畸形

等。

外部致死因素

由外界暴力性作用造成的伤害性

死亡,如意外伤害、他杀等。

内部致死因素

由机体内部功能障碍引起的死亡,

如心血管疾病、中毒等。



自然死因

生理性衰老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项

生理功能逐步退化,最终导

致死亡。这种自然死亡是

无可避免的。

内科疾病

心血管疾病、肿瘤、感染

症等内科疾病可能最终导

致生命终止。这些病理性

变化源自机体内部。

先天性畸形

某些先天性遗传缺陷或发

育异常可能在出生时或出

生后短期内造成死亡。这

类自然死亡往往难以预防。



外部致死因素

意外伤害

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暴力

伤害等外部因素造成的创伤

性死亡。这类死因往往发生

突然,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

测性。

他杀

他人故意伤害导致的死亡,

通常涉及蓄意犯罪行为。这

类死因往往具有明确的人为

因素和动机。

自杀

个人自主选择以致命性手段

结束生命的行为。自杀死亡

往往源于个人心理因素的失

衡或疾病的影响。



内部致死因素

心血管疾病

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系

统疾病可能突然导致生命终止。

这些内部疾变往往缓慢积累,直

至危及生命。

神经系统疾病

脑血管意外、神经元退行性变等

神经系统疾病可能引起中枢神经

功能紊乱,从而致命。这类内在

隐患难以及时发现。

中毒及过敏

某些毒品、药物、化学品等物质

的过量摄入或接触,都可能引起

中毒反应,严重危及生命安全。

这类内部作用因素常呈现急性发

作。



死因调查程序

1

初步调查

现场勘查、尸体检查、询问证人等，初步确定死因线索。

2
辅助检查

影像学、实验室检查等补充检查，进一步明确死因。

3

死因认定

综合各项调查和检查结果，最终确定死因和死亡

机理。

死因调查是一个系统的程序,需要循序渐进地收集和分析各类证据。调查人员需要充分利用现场勘查、尸体

检查、辅助检查等多种手段,逐步排查和确定死因,最终得出科学、合理的死因结论。



现场勘查注意事项

全面搜查

细致勘查现场各个角

落,收集所有可能的

证据线索,为确定死

因提供依据。

现场保护

避免无关人员踩踏现

场,保护好现场原貌,

以免破坏重要证据信

息。

观察细节

仔细观察尸体位置、

周围环境、伤痕分布

等细微信息,分析事

发过程。

记录整理

详细记录现场勘查过

程,配合绘制现场简

图,为后续分析提供

依据。



尸体检查要点

全面检查

仔细检查尸体全身各部位,观察

皮肤、外部伤痕、瞳孔大小等表

征,为后续判断死因提供依据。

取样检验

采集各类生物学标本,如血液、

胃内容物等,进行进一步的化学

分析和实验室检查。

解剖检查

必要时进行尸体解剖,仔细检查

内脏器官的病理变化,确定内部

致死因素。



辅助检查手段

实验室检查

开展毒物化验、病理

组织切片等实验室检

查,深入分析体内物质

成分和器官病变情况。

影像学检查

利用CT、MRI等影像学

手段,对尸体进行立体

成像分析,发现内部损

伤或异常。

DNA鉴定

通过DNA打印、STR分

型等技术,确定尸体身

份和是否存在外源性

因素。

电子显微检查

运用电子显微镜分析

组织细胞超微结构,发

现隐藏的病理性改变。



实验室检查项目

病理组织切片

对取自尸体的组织样本进行切片,在显微镜下

观察细胞结构和病理变化,为死因分析提供重

要依据。

毒物化验

检测体液和脏器中是否存在毒性物质,如酒精、

药物、重金属等,确定中毒死亡的可能性。

DNA分析

通过DNA指纹鉴定技术,可确定尸体身份,并排

查外源性DNA痕迹,有助于判断他杀或自杀可能。

生物化学检测

检测体液和组织中生化指标,如酶谱、电解质

等,反映内脏功能异常,对分析内部致死因素有

帮助。



死因鉴定原则

全面系统

死因鉴定要全面考虑各种可能性,系统收集和

分析各类证据线索。

科学客观

严格遵循科学原理和鉴定标准,做出客观公正

的死因结论。

协同联动

调查人员与医学专家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死因

的准确认定。

循证分析

以实证数据为基础,排查与验证各种假说,得

出合理结论。



死亡时间判断

尸体变化分析

通过观察尸体的冷僵、瘀斑、腐

败等后死变化,结合环境温度等

因素,可以大致推断出死亡的时

间轨迹。

现场环境分析

结合尸体发现地点、遗留物品、

污渍等痕迹,综合分析事发过程

和死亡时间,为最终判断提供重

要依据。

实验室检查

进行组织切片、毒理检测等实验

室检查,测定体内酶活性、生化

指标等变化,可以更精确地推测

死亡时间。



死亡机理分析

确定致死因素

通过现场勘查、尸体

检查以及辅助检查,

确定导致死亡的直接

病理因素,如心脏骤

停、中枢神经系统功

能障碍等。

分析致死过程

依据确定的致死因素,

分析死亡发生的生理

机制和病理变化过程,

阐明死亡的动态演变

轨迹。

探索致死诱因

追溯导致致死因素发

生的潜在诱发因素,

如外部伤害、内部疾

病等,分析死亡的根

源原因。

评估死亡可逆性

判断死亡过程是否可

能通过及时干预而挽

救,以及何时是死亡

的不可逆时点。



死因结论撰写

全面总结

对调查收集的各项证据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形

成完整的死因认定结论。

逻辑推导

根据现场勘查、尸体检查、辅助检查等结果,

有条不紊地推导出死因结论。

规范格式

按照规范的格式要求撰写死因报告,确保内容

完整、条理清晰。

专业表述

使用专业术语准确描述死因分类、死亡机理等

内容,确保报告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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