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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工作管理规定（试

行）》政策解读 

  有序开展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工作对于妥善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维护医患

双方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省卫生计生委于 2016 年 4 月制定了《吉林

省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工作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管理规定》） 。 

  一、基本情况  

  目前，我省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工作主要由部分医学院校的病理解剖教研
室以及个别司法鉴定中心承担。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其

结果对于医疗纠纷的评判具有法律权威性。虽然原国家卫生部针对医疗事故争

议中尸检工作已明确了尸检机构和技术人员的资质认定条件，但个别尸检机构

仍需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管理。因此，为保障我省医疗事故争议中

尸检工作规范有序进行，保障尸检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省卫生计

生委对吉林省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工作予以规范。 

  二、起草过程  

  为及时了解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管理相关工作情况，我委组织专家对个别

尸检机构进行调研，了解到我省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工作面临经费不足、工作

环境差和人才缺乏等诸多问题，多数市（州）无独立的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机

构，全省具备病理科的三级医院申请开展尸检工作仍面临一定的困难。通过查

阅国家相关政策依据、借鉴其他省市管理经验，组织专家多次论证和征询各地

意见制定本《管理规定》。 

  三、制定依据  

  （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351 号令，2002 年 9 月 1 日施

行）。 

  （二）关于印发《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机构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办

法》的通知（卫医发〔2002〕191 号）。 

  （三）《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尸体解剖查验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部令第 43 号）。 



  （四）《上海市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工作管理规定》和《江西省医疗事故

争议中尸检工作管理规定》。 

  （五）《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病理学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人民军

医出版社出版）。 

  四、主要内容  

  《管理规定》共七章三十条，第一章为总则，共四条，介绍了医疗事故争

议中尸检工作的概念、性质和管理部门，明确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工作应由省
级和设区的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尸检机构承担，医学院校病理解剖教

研室和具备病理科的三级综合医院可设置尸检机构。第二章为尸检机构和人员

的资质条件，共二条，主要参照原国家卫生部《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机构及专

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办法》规定的条件。第三章为尸检的申请与受理，共十

条，明确患者死亡后，医疗机构应及时告知死者近亲属尸检的规定和流程，经

医患双方协商同意由符合条件的尸检机构进行尸检，医患双方应填写《医疗事

故争议尸体解剖申请书》，并提供尸检所需的资料。尸检过程中医患双方当事

人如邀请法医病理学人员或家属代表观察尸检过程应取得尸检机构批准后方可

参加，未经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尸检过程。《管理规定》对尸检的脏

器及相关切片等物品存放时间作了要求，尸检机构完成尸检后，应对取出的脏

器原则上保存 3 个月，对组织蜡块和组织切片原则上保存 30 年。第四章为尸检

的操作流程，包含三条，要求各尸检机构严格按照系统解剖规范和流程实施。
第五章为尸检的报告内容与规范，包含六条，主要为尸检报告的内容和书写规

范，签发的时限等。第六章为责任追究，包括二条，明确了医疗机构和尸检机

构未按照本规定执行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处理，参加尸检的

卫生技术人员违规操作的取消尸检资格，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第七章为
附则，包括 3条，强调了少数民族或涉外医疗事故尸检的注意事项。明确本规

定从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 

   

  吉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 年 4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