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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叩开法医研究室的
神秘之门

为生者权，为死者言。

———宋代法医学家宋慈《洗冤集录》

法医病理学研究室———司法鉴定中最引
人关注的实验室之一，常常参与大案要案。走
进研究室，只见几名研究人员正各司其职、低
头忙碌着。 “尸体经过解剖后，重要的器官包
括心脑肺肝脾肾等；如果肌肉有损伤，还要取
肌肉的皮肤。 ”这些采样，为的都是揭开死亡
之谜。为了保证鉴定的准确性，一个器官可能
会采很多个样本。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主检
法医师李正东告诉记者，经过取样、脱水、包
埋等步骤， 还要将样本切片为仅有 3微米左
右的厚度，再经过染色后，研究人员可以在显
微镜下仔细研究探究样本背后的“秘密”。

在实验室的另一端， 一位女法医正在加
热的烧瓶中搅拌着什么。 “这是一种死因的鉴
定方法———硅藻鉴定法。 ”法医介绍，烧瓶里
装的是死者的人体肺部组织，用硝酸消解后，

用于检查肺组织中是否存在硅藻。 “在河道里
发现了一具尸体，但他到底是被溺死的，还是
被杀害后才被扔到河道之中， 硅藻可以辅助
破解这个悬疑。 因为硅藻是自然水体中常见
的浮游生物， 它的细胞壁是由不易破坏的含
水硅酸盐构成，抗破坏能力强，不容易被高温
的浓硫酸、浓硝酸所溶解。 ”如果一个人是死
后进入水中，在尸体未破坏的情况下，水一般
只会到达咽喉部和支气管； 但如果是在水中
溺亡，水会大量进入呼吸、循环和消化系统。

通过这个实验，再结合现场勘查、尸体解剖、

毒物检验等其他手段， 可以判断死者是否为
溺亡。

可以说， 现场的每一个重要细节都逃脱
不了法医的“法眼”，因为里面可能都隐藏着
“死亡密码”。

二 投毒案背后的故事

我将记住我永远是社会的一
员。我对社会也负有一定责任。我知

道组成这个社会的成员可能是心身

健康的，也可能是不健康的。

———选自现代版希波拉底誓言

在司鉴院，经历的大案要案很多，在当年
曾震惊上海甚至全国，2013年， 复旦大学医
学院发生的投毒案就是其中一桩。

2013年 4月 1日愚人节， 命运和复旦
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黄洋开了一个惊天 “大玩
笑”。 当天上午，黄洋在宿舍里从饮水机接水
饮用后，出现呕吐等症状，中午到中山医院就
诊。 令人痛心的是，随着黄洋病情趋重，转到
重症监护室救治，最终还是不治身亡。黄洋的
室友林森浩被指控投毒。 尽管林森浩为自己
辩护道，投毒只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经过
一审、 二审， 法院最终仍对他做出了死刑判
决。 2015年 12月，林森浩因故意杀人罪被
依法执行死刑。一次投毒，不但让一条无辜的
生命消逝，更毁灭了两个家庭，至今回忆起来
依然让人唏嘘。

针对一些疑难病症， 司鉴院法医毒物化
学研究室为医院开设了绿色通道， 碰到紧急
情况，马上展开鉴定，协助医院尽早治疗。 “黄
洋入院后，医院送来了他的血液尿液等，当时
他已经昏迷了。 ”法医毒物化学研究室主任刘
伟回忆，由于 N-二甲基亚硝胺是实验室才能
获取的化学药剂，很罕见，在第一次常规的毒
物毒品鉴定中并没有检测出来。但医生发现，

黄洋的肝功能衰竭速度很快。 “过了几天，我
收到黄洋师兄的电话， 让我们关注样品中是
否含有 N-二甲基亚硝胺。 我希望他能提供一
些对照品作为比对， 这是我们检测毒物的基
本方法。 ”

黄洋师兄特地花了 1000多元钱买来了
N-二甲基亚硝胺。 刘伟说，经过对比检测，结
果出来的一刹那，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 饮用水样本中居然含有 N-二甲基亚硝
胺！ “我知道这个鉴定结果非同寻常，直接联
系了黄洋的辅导员， 辅导员马上上报到学校
保卫处，随后向警方报案。 ”

尽管从饮用水中检出了 N-二甲基亚硝
胺，但在法庭上，关于黄洋的死亡原因，仍是
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 “第一次黄洋尸体
解剖是刑警 803的法医做的，后来第二次复
检时司鉴院的法医作为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也
参与，一起研究做出鉴定结论。 ”司鉴院法医
病理学一名资深法医告诉记者， 从表面上看
黄洋的病症是急性肝坏死， 但到底是什么导
致了黄洋的急性肝坏死？ 这是案件的关键。

“我印象很深刻，记得在二审法庭上，林森
浩的律师曾经拿出一份书证，还有一名专业人
员出庭为这份书证发表意见。 该人员在庭上表
示，由于黄洋入院后的 4次检查中，有 3次乙
肝抗体呈阳性，因此他认为黄洋是爆发性乙型
病毒性肝炎致急性肝坏死、多器官衰竭死亡。 ”

这个观点当时在法庭上引起了轩然大
波。 “从表象上来看，黄洋的病症确实是肝炎
爆发，但是什么激发了这个疾病，甚至导致了
他迅速死亡？ 这才是鉴定死亡原因的重点。 ”

这位资深法医认为，和普通肝炎发病较慢、病
程时间较长不同， 黄洋一发病病情就迅速恶
化，甚至导致了死亡的严重后果。 因此，要把

他的死亡原因放在病情发展的全过程来看，

鉴定人应该凭借专业技术、职业道德，做出公
正的判断，而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他还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在交
通事故中， 一名患有冠心病的病人遭遇车祸
死亡、惨不忍睹。 如果只是考虑心脏的问题，

说是心脏病造成的死亡，是不是非常可笑？因
此， 法医鉴定不能脱离事件发生的整个关系
链， 要根据前因后果做出合乎逻辑和科学的
准确判断。

三 百变毒物遇见女法医

没有科学， 爱是无力的； 没有

爱，科学是破坏性的。

———英国哲学家罗素如是说

对于和死亡、毒物等打交道的法医而言，

面对的并不只是冷冰冰的尸体， 在生命逝去
的背后，往往包含着家人的痛楚、对探究死亡
真相的渴望。毒物是万变的，但凭借精湛的技
术，抽丝剥茧才能还原真相；仪器是冰冷的，

凭借医者的良善，才能穿越迷雾锁定元凶。

负责毒化鉴定的女法医严慧一直忘不了
多年前办理“嘉定兄妹中毒案”时、孩子母亲
那撕心裂肺的哭声。 “六一”儿童节前夕，上海
嘉定 2 岁的女孩和 5 岁的哥哥突然出现呕
吐、 腹痛等症状， 送医后挂了吊瓶等有所好
转，但最终还是抢救无效先后死亡。孩子父母
质疑医院救治不及时，引发医疗纠纷。 “孩子
的母亲哭喊着，一定要给个说法。 ”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 严慧依然动容，“我也是两个孩子
的母亲，能深刻感受到她的丧子之痛。 ”她暗
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到两个孩子死亡的真
相，告慰这对悲痛的父母。

可是，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在进行了一
百余种常规毒物的筛查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后，案件陷入僵局，网络上谣言也一度纷飞，

连樱桃曾也作为“疑犯”导致滞销。 难道鉴定
方向错了，不是中毒？

在办案民警和病理法医的交流中， 无意
中说起孩子家隔壁是一个私营粮仓， 就在孩
子去世不久，隔壁粮仓就着火了，病理法医随
口说道，“该不会是磷化氢吧”，严慧顿时心里
咯噔一声。原来粮仓为了防鼠防虫，一般会使
用磷化铝或者磷化锌作为熏蒸剂来灭害。 这
两种化学物质在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后， 会缓
慢发生化学反应释放出磷化氢有毒气体，也
被称之为“隐形杀手”。

但大胆假设更需小心求证， 这种磷化氢
气体到底是不是致使兄妹俩中毒的原因？ 警
方决定，立即对两名被害人检验。根据法医提
取的检材， 毒化方面的鉴定人员开始了新的
实验。 “但是，这次的检验项目是我们工作以
来最没有把握的一次。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未
知的领域， 磷化氢并不属于法医毒物化学专
业常规检测项目， 而且生物检材中气体毒物
的检测是个世界级的难题。对我们而言，每一
份检材的样品都是特别珍贵的， 试一点少一
点，如果检测方法还没研究出来，检材就已经
用完了,检测就失败了。 为此，我们决定首先
采用动物实验。”在接下来的 10多天里，实验
小组成员一天都没有休息， 不断调整仪器的
灵敏度， 改变实验的方法， 终于有了重大突
破。经过后期无数次的论证后，新探索出的检
测方法开始在被害人的检材上实施。 “我们再
把这个检测方法应用到人，一次就成功了，检

测出磷化氢代谢物， 这为磷化氢中毒提供了
直接的证据。 ”

最终，司鉴院出具鉴定报告，认定两个孩
子是磷化氢气体中毒死亡。 尽管磷化氢被锁
定为“罪魁祸首”，为什么同在这个环境中，其
他成人没事，孩子却中毒了呢？警方再次实地
勘察，把孩子睡的床移开，发现墙壁上有一处
破损， 这处破损成为磷化氢传播的一个重要
途径。在铁证面前，粮仓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承
认了使用磷化铝对粮食熏蒸的事实， 相关的
涉案人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正是科学的司法鉴定与办案民警的缜密
侦查完美融合， 最终彻底驱散了这起小兄妹
中毒案的疑云，捍卫了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四 用心用情服务百姓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
去安慰。

———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

在司鉴院， 每年受理完成近 3万件的司
法鉴定案件，涉及到十万余人的服务对象。因
为除了破解死亡之谜， 其实司鉴院也有许多
和老百姓相关的服务。

患者生命垂危，疑似中毒，急需鉴定！ 今
年 7月的一个深夜， 医院急救室发来鉴定样
本，司鉴院鉴定人迅速开展工作，发现标本中
铊元素质量浓度异常，立即将结果送医，病人
得到了及时救治。这份紧急委托，是通过司鉴
院法医毒物化学研究室为医院开设的绿色通
道送达的， 这也是司鉴院为群众办实事的众
多举措之一。

司鉴院法医临床学研究室主任夏文涛告
诉记者，为了更好地服务躯体遭受损伤、甚至
遗留残疾的被鉴定人， 研究室多年来提炼出
“六个一”的服务理念，即“多听一句当事人的
陈述，多说一句安慰同情的话，多问一下当事
人的需求，多做一些耐心的解释，多写一点接
待的记录，多给一条合理的建议。 ”司鉴院要
求鉴定人员在接待时能多做换位思考， 提供
更有温度的服务，给当事人带来暖意。

今年 2月，司鉴院在“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将“六个一”的服务理念延展至
各部门，出台了实施方案；而研究室又根据专
业特点，制定了《法医临床鉴定管理细则》，用
更具体的方式，进一步完善鉴定管理、细化服
务举措，受到了当事人的欢迎。 不久前，研究
室所在党支部被评为上海市司法局系统 “优
秀基层党组织”和“党支部建设示范点”。

在一起交通肇事致人下肢截瘫的案件
中，伤者是一位近 60岁的高中老师。 在鉴定
过程中，这位老师突然问两位鉴定人：“法医，

我将来还有希望站起来吗， 还能回到讲台前
继续讲课吗？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已经超
出了鉴定范围本身。 但鉴定人还是认真地回
答道：“老师，您遭遇这样的飞来横祸，我们也
很难受。您的伤情确实很严重，目前的医疗条
件可能无法让您自主站起来；但是我们相信，

您通过专业的康复训练并借助一定的辅助器
械，将来一定可以重新回到讲台。 ”这番真诚
的话虽然不能减少老师身体上的疼痛， 但老
师听完之后， 却感动地和两位鉴定人握手致
谢，眼中隐约有泪光闪烁。

道虽弥，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在
司鉴院里，“以科学捍卫公正” 的大字熠熠生
辉，这也是每个鉴定人用心用情践行的方向。

司法鉴证实录
首席记者 宋宁华

    苏州河畔， 一幢古色

古香的小楼与河对岸的华

东政法大学遥相呼应，建

筑风格协调统一， 它们的

原址都是圣约翰大学。 只

是如今， 苏州河以北的这

幢小楼所在地， 承担起了

司法天平中的一个重要角

色———司法鉴定。

这个司法部直属的司

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以下

简称“司鉴院”）对普通市

民来说有点陌生， 但是要

说到它参与鉴定的大案要

案则如雷贯耳： 复旦医学

院学生林森浩投毒案 、浦

北路杀害小学生案、 美籍

律师涉嫌性侵养女案 、沪

上首例涉疫刑案等， 堪称

司法鉴定界的“国家队”。

文学作品、 影视剧中

法医的经历跌宕起伏 、扣

人心弦，生活中的法医、鉴

证实录是怎样的？最近，记

者实地走访， 揭开司鉴院

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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