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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检告知对医疗纠纷处理的影响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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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尸检告知作为医疗纠纷处理中的重要环节，对明确死因、划分责任及后续法律程序具有深远影响。本文

旨在探讨尸检告知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作用、现状、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以期为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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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疗纠纷是医疗服务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其中

患者死亡引发的纠纷尤为复杂。尸检作为确定死因的科

学手段，对于医疗纠纷的处理至关重要。而尸检告知作

为尸检前的必要程序，其有效实施对于保障医患双方权

益、促进纠纷合理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1 尸检告知的法律依据

1.1  法律法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和《医疗纠纷预防和

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均明确规定，患者死亡且医患双

方对死因有异议时，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
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
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拒绝或拖延尸检影响对死因判

定的，由拒绝或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

1.2  法律解读
从法律解读的角度来看，医疗机构在特定条件下

（如发生医疗纠纷或对死因有异议）负有尸检告知的义

务。这一义务不仅体现了对患方权益的尊重和保护，也

是确保医疗纠纷处理公正性和科学性的重要环节。尸检

告知的内容应当详尽且具体，以便患方能够充分了解尸

检的必要性、时间窗、承担尸检任务的机构以及相关的

法律责任。具体而言，医疗机构应当告知患方尸检是查

明死因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死因不明确或存在争议的

情况下；同时，医疗机构还应当明确告知尸检的时间限

制，即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
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此外，医疗机构还应当告知患方
尸检应当由具备相应资格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并有权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在尸检告知的

过程中，如果患方拒绝签字或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

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

2 尸检告知对医疗纠纷处理流程的影响

尸检流程是一个严谨且系统的过程，旨在明确死因并

为相关争议提供科学依据。尸检告知在医疗纠纷处理流程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医疗纠纷

中，因死因不明确或存在争议而引发的案件占比较大。而

尸检作为明确死因的科学手段，其结果的准确性对于纠纷

的处理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当医疗机构未能有效履行尸

检告知义务时，往往会导致患方因未进行尸检而无法明确

死因，进而在司法程序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有数据显

示，在因未行尸检而导致的医疗纠纷案件中，患方败诉率

高达70%以上。因此，医疗机构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应及
时、全面、有效地向患者家属告知尸检的相关规定和重要

性，确保患方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这不仅有助

于维护患方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医疗机构在纠纷处理中

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和声誉损失。

2.1  明确死因，为纠纷处理提供依据
尸检告知能够确保医患双方对尸检的必要性有充分

的认识和了解。在医疗实践中，由于医疗行为的复杂性

和患者个体差异的存在，有时患者的死亡原因并不明

显或存在多种可能性。这时，通过尸检可以准确地揭示

出真正的死因，为医疗纠纷的调解或诉讼提供有力的证

据。而尸检告知的实施，可以让医患双方明确尸检的目

的、意义以及可能带来的结果，从而消除因对尸检不了解

而产生的疑虑和误解，为尸检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1]。尸

检告知能够避免因死因不明导致的纠纷升级。在医疗纠纷

中，如果患者的死因不明确，往往容易引发医患双方的争

议和猜疑。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有效的证据来支持各自

的主张，纠纷很容易陷入僵局，甚至升级为激烈的冲突。

而尸检告知的及时实施，可以促使医患双方在患者死亡后

尽快进行尸检，明确死因，从而为纠纷的公正处理提供有

力的依据。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纠纷的进一步升级，还可以

提高医疗纠纷处理的效率和公正性。

2.2  划分责任，促进纠纷合理解决
通过尸检明确死因后，医疗专家和法律人士可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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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尸检结果，深入剖析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

关系。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医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还需要

对医疗规范、操作流程等细节进行严谨审查。通过这样

全面、细致的分析，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医疗行为是否

存在过错，以及这些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关联程度，

从而为合理划分医患双方责任提供有力支撑。尸检告知

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它让医患双方在

患者死亡后能够迅速就尸检事宜达成共识，明确尸检的

目的、意义以及可能带来的结果。这样的沟通不仅有助

于消除双方的疑虑和误解，还能为后续的责任划分和纠

纷处理奠定良好基础[2]。在充分了解尸检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后，医患双方往往能够更加理性地面对纠纷，积极寻

求合理解决方案，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和冲突。

2.3  保障医患双方权益，维护医疗秩序
尸检告知为医患双方提供了一个透明的沟通平台。

通过详细解释尸检的目的、程序、可能的结果以及双方

的权利和义务，医疗机构能够确保患者家属对尸检过程

有全面的认识。这种透明度不仅增强了患者家属对医疗

机构的信任，还减少了因对尸检过程不了解而产生的疑

虑和恐惧，从而为后续的纠纷处理奠定了良好的信任基

础。有效的尸检告知有助于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

和冲突。在医疗纠纷中，由于专业知识的不对等，患者

家属往往对医疗行为及其结果存在诸多疑问。通过尸检

告知，医疗机构可以主动解答这些疑问，澄清误解，防

止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不必要的争执。更重要的是，

有效的尸检告知机制是维护医疗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

重要保障。它通过确保医患双方对尸检过程的充分了

解，促进了双方之间的理性沟通和协商，为医疗纠纷的

公正、合理解决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医

疗机构的正常运营秩序，还促进了医患关系的和谐发

展，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了积极力量。

3 案例分析

在探讨尸检告知对医疗纠纷处理的具体影响力时，

通过实际案例分析能够更直观地展示其重要性。以下是

一个典型案例（详见表1），通过该案例，可以深入了解
尸检告知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实际作用。

表1 尸检告知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案例

案例背景

案例名称 北京市某三甲医院手术并发症致患者死亡纠纷案

事件时间 2023年10月

事件地点 北京市某三甲医院

事件经过

2023年10月，患者张某因腹部不适前往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就诊，被诊断为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手术由该医院
资深外科医生主刀，手术过程顺利。然而，术后第二天，张某出现严重并发症，经全力抢救无效，于术后第
三天不幸去世。患者家属对张某的死亡原因提出异议，认为手术过程中可能存在医疗过失，要求医院进行解
释并承担责任。医院方面表示愿意配合调查，但强调手术过程符合规范，并发症属于难以预料的医疗风险。

纠纷处理

尸检告知过程
在张某去世后，医院方面立即与患者家属进行了沟通，并详细告知了尸检的必要性和程
序。医院强调，由于家属对死因存在异议，进行尸检是明确死因、判断医方是否存在过
错的关键步骤。家属在听取医院解释后，同意进行尸检。

尸检结果
尸检结果显示，张某的死亡原因为术后并发症导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而非手术过程中
的直接医疗过失。这一结果为医患双方提供了明确的死因依据，有助于消除家属对医方
手术过程的疑虑。

纠纷处理结果
在尸检结果出具后，医患双方进行了多次协商。医院方面表示愿意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
予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并承诺将进一步加强手术风险管理，提高医疗质量。家属在充
分了解尸检结果和医院态度后，接受了医院的补偿方案，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案例分析

①尸检告知的及时性：医院在患者去世后第一时间与患者家属进行了沟通，并详细告知了尸检的必要性和程
序。这种及时的尸检告知有助于消除家属的疑虑和不安，为后续的医疗纠纷处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②尸检结果的关键作用：尸检结果作为明确死因的科学依据，对于消除医患双方的疑虑、判断医方是否存在
过错具有关键作用。在本案例中，尸检结果明确了死因为术后并发症导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而非手术过程
中的直接医疗过失，这为医患双方的和解提供了有力支持。
③医疗纠纷处理的启示：本案例表明，在医疗纠纷处理中，及时、充分的尸检告知和科学的尸检结果是消除
医患矛盾、促进纠纷和解的关键。医疗机构应高度重视尸检告知工作，确保医患双方充分了解尸检的必要性
和程序；同时，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应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以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4 改进尸检告知的建议

4.1  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提升认知共识
首先，医疗机构应加大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

度。这些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在患者死亡后应进

行尸检告知的义务，以及尸检在明确死因、划分责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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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作用。通过举办讲座、制作宣传册、利用社交媒

体等多种方式，向医患双方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提

高他们对尸检告知重要性的认识。在宣传过程中，应重

点强调尸检对于查明真相、维护双方权益的重要性，以

及不进行尸检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后果[3]。

4.2  完善尸检告知程序，确保规范执行

图1 尸检流程图

为了规范尸检告知行为，医疗机构应制定完善的尸

检告知程序。首先，应明确尸检告知的时机和方式。在

患者死亡后，医疗机构应尽快（如24小时内）向家属出
具《尸检告知书》或《尸检建议书》，并安排专门人员

以面对面或电话等方式进行告知。告知内容应详细包括

尸检的必要性、程序、可能的结果、费用承担情况以及

家属的权利和义务等。其次，应建立尸检告知的监督和

反馈机制（见图1）。医疗机构应设立专门的监督部门
或指定专人负责监督尸检告知的执行情况，确保每一例

死亡病例都进行了规范的尸检告知。同时，应建立家属

反馈机制，鼓励家属对尸检告知过程提出意见和建议，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此外，还可以考虑引入

第三方机构参与尸检告知过程。例如，邀请法医或法律

顾问等专业人士参与告知，以增强告知的权威性和公信

力，提高家属对尸检的接受度。

提高医务人员法律素养,医务人员作为尸检告知的直
接执行者，其法律素养和沟通技巧的提升至关重要。首

先，医疗机构应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参加法律法规培训，

特别是与医疗纠纷处理、尸检告知相关的法律法规知

识。通过培训，使医务人员能够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

内容，明确自身在尸检告知中的责任和义务[4]。其次，应

加强医务人员的沟通技巧培训。尸检告知过程中，医务

人员需要面对情绪激动的家属，如何以平和、耐心的态

度进行沟通，如何准确、清晰地解释尸检的重要性和程

序，都是对医务人员沟通技巧的考验。因此，医疗机构

应邀请沟通专家或心理咨询师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

高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此外，还可

以建立医务人员之间的经验分享机制。

结语

尸检告知作为医疗纠纷处理中的重要环节，对于明

确死因、划分责任及保障医患双方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当前尸检告知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

战。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完善尸检告知程序、提高

医务人员法律素养等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尸检告知的实

施效果，为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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