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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碘染色涂片法
!

R80

虫体呈棕黄色#胞内结构呈空泡状

或颗粒状#空泡型呈球形#单独或成堆出现#虫体内中心体染成

棕色#细胞质淡棕褐色#呈环状或月芽状#围绕中心体)颗粒型

呈球形或卵圆形#着色较空泡型稍深#可见具有折光性的细颗

粒)片中以空泡型居多#可见颗粒型#偶见阿米巴型)虫体形

态不规则#似伸出为主)

/8'

!

用药疗效
!

连续
(H

做粪便常规检查#发现虫体明显减

少#患者病情减轻)

'

月后查
T

=

-

*

T

=

S

*

T

=

"

等均恢复正常#随

访
B

月患者粪便内
R80

虫体消失)

'

!

讨
!!

论

R80

曾长期被误认为是一种对人体无害的肠道酵母菌#直

到近年来#江静波等初步认定该虫为人芽囊原虫新亚门下一虫

种并具有致病性+

A

,

)其形态多变#主要有三种基本形态!空泡

型*颗粒型*阿米巴型)文献记载#空泡型是
R80

中最常见*最

典型的形态#常作为检测
R80

的标准形态)在成形便中检出

R80

多为空泡型和颗粒型#而在稀样便中可见阿米巴型虫+

B

,

)

国内外学者们通过体外培养观察到
R80

的增殖方式可能

包括!二分裂增殖*内二芽殖法*裂体增殖以及空泡型虫体中心

出现颗粒转变为颗粒型虫体+

,

,

#以二分裂增殖方式为
R80

主

要增殖方式+

:

,

)

R80

是一种能引起人畜共患病的条件致病性原虫#其致病

强弱常与宿主免疫力下降和受感染情况呈正相关)虫体可侵

入肠黏膜上皮及肠腔内#使肠道内环境发生变化*

G

5

升高#从

而加重肠道病变)

R80

感染其临床表现多样#常表现为消化道

功能紊乱#多以腹痛*腹泻为主#也有一些患者出现发热*乏力*

不适*恶心*体质量减轻等)

国内外学者对
R80

感染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发现#在加

拿大受感染率为
'(8*V

*瑞典为
A8:V

*德国为
'A8:V

)据统

计#我国感染人数为
',,,

万#其中有
C

个省$区%的感染率在

'V

以上#四川省的感染率最高为
C8*'V

+

C

,

)

R80

呈全球性分

布#各地感染率因受检人群的年龄*职业构成*当地气候*地理

环境和卫生条件*饮食习惯*营养状况以及检验季节*方法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

@

,

)另外#

R80

在外界发育需要适宜的温度和湿

度环境#故
R80

病主要在气候温和*雨水充沛的地区流行+

'*

,

)

本案例中#由于患者年龄偏大#同时患有感冒#免疫力健康

人群较低#又位于
R80

高发区#受感染情况加重#出现典型的

R80

临床症状)在使用苦参注射液和口服螺旋霉素抗
R80

感

染并加用胸腺肽增强免疫力治疗
)

周后#体内虫体明显减少#

患者免疫力增强)近年来#田春林等+

''

,通过实验证实#低温*

高碘*干燥和常用消毒剂对体外
R80

有抑制或杀灭的作用)

故提倡在
R80

高发季节#应注意室内通风*保持屋内干燥*对

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更应做到室内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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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用玉米杆故意杀人案法医学现场分析

李卡纳!晏祥杰"重庆市大足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

A*)(,*

#

!!

"关键词#

!

法医学%

!

捅伤%

!

现场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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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R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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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C

日
'(

时
)

分#群众报案称#在某村
)

组的一

块稻田内发现一具女尸#下身赤裸)根据法医检验很快明确死

因#但是如何才能抓获嫌疑人是该案件的关键所在)法医参与

命案现场分析#是基层法医的工作重心之一#从现场勘验中提

取到有价值信息可以很快锁定嫌疑人#对现场进行准确还原能

够提炼出作案动机#并对讯问嫌疑人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

$

!

案例资料

$8$

!

简要案情
!

)**@

年
,

月
C

日
'(

时
)

分#群众报案称#在

某村
)

组的一块稻田内发现一具女尸#下身赤裸)经查#死者

)*

岁#尸体地点距离死者家约
(**J

)

$8/

!

现场情况
!

现场位于某村南北走向的毛坯乡村公路西侧

一稻田内#死者呈坐卧位#身体上半身斜靠于田坎壁(尸体东南

侧是玉米地#地势较稻田高#玉米地见倒伏痕迹#倒伏痕迹与尸

体位置相距
)*J

#两者之间地面有死者的牛仔裤和内裤(尸体

东北侧的毛坯乡村公路上见死者一只拖鞋)

$8'

!

尸体检验
!

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机械

性损伤尸体检验方法进行尸检#死者损伤主要分布于头部*颈

部及阴道内)头部左颞肌出血(颈部有点片状擦伤及皮下出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

7EMS#H!;&$

!

.#M2FE2

+

)*')

!

W<;8@

!

X<8A



血#颈部深层肌肉出血#舌骨大角处肌肉出血#会厌*喉头内膜

点片状密集出血(双上臂见少量轻微片状擦伤(阴部外观未见

异常#阴部解剖见!阴道后穹窿
)8B?Je)?J

不规则创口#该

创腔进入盆腔后刺破后腹膜并移行#再刺破膈肌入右胸腔#并

伤及右肺#创腔全长
A)?J

#创腔内见玉米杆叶片#右胸腔积血

'B**J7

#腹腔积血
)**J7

#盆腔积血
'**J7

)

提取物证检验!阴道拭子未发现他人基因型(胃内容物和

心血未发现常见安眠药*农药及毒鼠强(心血未检出常见毒品(

死者指甲#乳头拭子检出男性$非死者丈夫%基因型)

/

!

结
!!

果

尸体检验时未见明显他人损伤致死的尸体现象#不能确定

死因)在法医坚持下#对家属作思想工作#家属同意尸体解剖

检验)

/8$

!

死亡原因
!

依据尸体解剖检验#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

/8/

!

作案时段分析
!

根据调查材料显示!

,

月
:

日为赶集日

$案发前
'H

%#当天
':

!

(*

左右#有人曾在大街上见过死者#时

间均为
)*

!

(*

左右#也有人曾看见死者在距现场约
A**J

处活

动)案发时系初夏#当地连续干旱
'*

余天后#在
,

月
:

日
)(

时$后证实下雨时间为
)*

!

A*

%左右下过大雨#持续时间约
(*

J&$

)

根据尸体检验所见#尸体温度与环境温度一致#均为
()

b

#失去用尸温推断死亡时间的最佳时机)由于尸体温度受诸

多因素的影响*波动范围较大#故根据尸体温度推测死亡经过

时间#应与其他方法相结合+

'

,

)现场抽去稻田内积水后未发现

李某及其他人脚印#据此李某死亡时间
)*

!

(*

!

)'

!

**

)根据

现场未发现明显血迹#分析案发后立即或已经下雨)

/8'

!

损伤特征分析
!

李某头部损伤#而体表及双手无对应擦

伤#颅骨无骨折#符合软性接触面打击形成#因此摔跌不能形

成#推测系拳击伤)由于拳头表面有皮肤*皮下组织和肌肉被

覆#加之被害人头发覆盖#故未在受伤部位的皮肤上留下损伤

痕迹+

)

,

)

颈部体表点片状皮下出血#与之对应的颈部皮下肌肉出

血#左右舌骨大角处肌肉出血#采用扼颈的方式可以形成)

阴道后穹窿至胸腔的损伤由新鲜的玉米杆捅插可以形成)

但尸体所处位置不能形成#考虑在倒伏的玉米地处形成)死者

损伤后有一定的活动过程)

/81

!

受害人特征分析
!

死者家庭贫困#未能接受教育#思维逻

辑不完整#胆小*不敢走夜路#为人憨厚*老实*少出门#几乎没

有社会经验)死者身高
'AB?J

#

)*

岁#发育尚正常#体型中等

偏瘦#无明显残疾)由此可见死者的个体特征使之成为受性侵

害目标的可能性大大加强)

/82

!

现场环境分析
!

现场位置处于野外#据镇上约
BOJ

路

程#尸体据死者住宅仅
(**J

#现场周围附近不到
'**J

范围

内有两户人家居住#因此该案为流窜性犯罪可能性不大)现场

未发现可见血迹#因此在法医尸体解剖检验以前未引起足够

重视)

/8)

!

被害过程分析
!

死者赤裸下身#双乳*指甲拭子检出男性

他人基因型#现场有打斗痕迹#根据这些情况分析#说明死者在

案发地遭受过暴力袭击#死者剧烈反抗并抓伤对方)凶手在被

抓伤后袭击死者头部#扼颈致李某昏迷#之后凶手对李某实施

性侵犯#可能其他原因使性交不能或未尽兴致#故用玉米杆捅

伤死者)后来#死者因疼痛醒来#活动约
)*J

后体力不支倒

下#流血过多死亡)因系胸腔内出血#且案发后大雨#故现场血

量肉眼不可见)

'

!

讨
!!

论

因提取到嫌疑人基因型#因此很快抓获凶手)经查证#嫌

疑人与死者相识#两家直线距离约
'B*J

)

,

月
:

日两人在镇

上偶遇#一道回嫌疑人家#嫌疑人想与死者发生性关系#遭拒)

而后#送死者回家途中至现场位置时#突然抱住死者#被死者用

随身带的木棒反击)然后#嫌疑人从死者手中抢过木棒#并打

击死者头部#致使其昏倒)嫌疑人脱去死者裤子妄图强奸时#

因醉酒#阴茎不能勃起#故突发奇想#用玉米杆插死者下身#之

后#嫌疑人扼死者颈部离去)据嫌疑人交代#当时听到.噗/的

一声#并伴随有落空感)约
)0

后$雨后%嫌疑人再次来到现

场#未发现死者遗体#担心其未死亡且已报案#故惊慌逃逸)

1

!

破案后思考

命案的分析判断一定要立足于案件的实际#即使凭经验办

事#一定要事后及时求证)本例命案分析判断过程中#侦查员

未咨询气象台#而凭经验询问得出下雨时间#殊不知当地习俗

与县城有别#与实际相差
)

个多小时#致使首次排查时嫌疑人

被排除)

法医参与命案现场分析#是基层法医的工作重心之一)而

死因分析与损伤工具推断并不能完全包涵法医现场分析的工

作职责)鉴于本案现场的原始性及损伤的特殊性#本案法医致

力于作案详细过程#对完全锁定嫌疑人提供决定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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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动过缓可见于各种器质性心脏病#其中以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心肌病*心肌炎*风湿性心脏病为多见)其他尚

有电解质紊乱*血酸碱度及氧和二氧化碳的变化*内分泌失调*

麻醉*低温*胸部及心脏手术*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等+

'

,

)作者曾

收治
,

例胃窦部腺癌致心动过缓#现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患者年龄
,C

!

:,

岁#男
B

例#女
'

例#均以.腹痛伴黑便/

为主诉入院#肿瘤局限胃窦部区$未浸及浆膜外层%#入院心率

在
AC

!

B,

次"分#入院查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缓#均行阿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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