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9 月， 一 岁

的汤某因发热被送至本村

卫生室，接诊医生范某对

汤某进行肌肉注射治疗。

范某回家后听说汤某病情

加重，又返回对汤某进行

检查，并告知其父汤某生

命垂危。当晚汤某死亡。

2016 年 4 月，当地医

学会接受市卫生局委托，

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书，结论为范某的医疗行

为不构成医疗事故。

汤父仍以医疗事故为

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

告范某赔偿原告各种经济

损失 7 万余元。

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范某在诊治过程中

存在查体不详、观察病情

欠详尽的情节，虽不构成

医疗事故，仍应承担相应

医疗过失民事赔偿责任。

最终判决：被告范某补偿

原告汤父 3 万元。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

璐）1 月 10 日，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指令，东莞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对公然持刀砍伤

两名医生，致一死一重伤的

卢德坤执行了死刑。

2011 年 1 月，卢德坤

因面部肌肉痉挛，三次前

往东莞市长安医院就诊。1

月 30 日，卢德坤再次到长

安医院就诊，副主任医师

刘志霖为其诊断开药。卢

德坤服药后自认病情加重，

认为由于刘志霖误诊，导

致自己先后到北京等地多

家医院就诊，花费数万元，

并最终导致妻子与其离婚。

2011 年 8 月 16 日下午，

卢德坤携带当日购买的菜

刀来到长安医院三层，趁

刘志霖为其他患者看病不

备之机，向刘志霖头、颈

等部位猛砍数刀，致其倒

地。后又对闻声外出查看

的医生伊峰辉头部、躯干

及四肢连砍数刀。最终，

卢德坤被赶来的医院保安

制服。虽经全力抢救，刘

志霖终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伊峰辉受重伤，导致七级

伤残。

东莞中院认为，被告

人卢德坤持菜刀故意非法

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

构成故意杀人罪。卢德坤

仅凭个人主观臆测，认为

系医生诊治加重其病情，

为泄私愤蓄谋报复他人，

准备犯罪工具，在医院公

然持刀乱砍无辜的两名被

害医生，杀死一人并致一

人重伤，其犯罪手段特别

残忍，后果特别严重，情

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

大。东莞中院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卢德坤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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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3 日， 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送达

了“柴会群诉中国医师协

会、邓利强、王志安名誉

权纠纷一案”一审判决书。

判决结果为：驳回原告柴

会群的诉讼请求。一审判

决给这起备受各界关注的

名誉权纠纷案暂时划上了

句号。有医生高呼，“这

份判决书，注定将载入新

闻史册！”

历经三次开庭审理，

在对涉案的“缝肛门事件”

及“走廊医生事件”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后，法

官最终做出了这纸长达 35

页，2 万余字的判决。

判决书中写道：“原

告作为从业多年的记者，

应 对 新 闻 工 作 者 的 职 业

操守、新闻报道的工作原

则有充分、明晰的了解。

但原告在对涉案之“缝肛

门事件”、“走廊医生事

件”进行相关报道时，没

有秉持客观、公正的新闻

工作原则，未如实反映事

实真相。”

《医师报》记者第一

时间电话采访了被告方之

一邓利强。邓利强表示：

“中国医师协会和医疗界

都欢迎媒体监督，也希望

通过媒体共同来督促医疗

行业行风的建设和广大医

生的自律，但这种监督应

该是客观、公正，不带有

偏见的。”

“医师协会十分关注

涉医报道中的媒体能否做

到客观公正，因此才有几

年前柴会群的投诉。今天

我们收到了法院的判决，

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希

望这个判决能够成为医、

媒和解的序幕，在今后的

工作中加强沟通，客观公

正地报道涉医事件。”邓

利强说。

作为被告中国医师协

会和邓利强的代理律师，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的

刘凯、童云洪律师做了大

量认真细致的调查及准备

工作，记者也在第一时间

联系到他们。

收到判决书后，刘凯

律 师 表 示

对 判 决 书

的 判 决 结

果 很 开 心

也很满意。

他说：“判

决书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

这个案件，确认了媒体记

者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原

则，如实反映事实真相。

同时，法院通过判决书的

形式，再次重申了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操守以及新闻

报道的工作原则。”

刘凯律师表示：“舆

论监督非常重要，但涉医

报道不应预设立场。当前我

们特别缺乏有深度、有社

会责任感的报道，舆论应

当引导广大读者做有益的

思考，理性看待事实真相

及事件所反映出的问题。”

童云洪律师认为：“虽

然整个诉讼过程很艰难，

但意义重大。这起案件对

那些漠视医生权利、不尊

重事实的无良媒体人起到

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对今

后可能出现的，有关医疗

行业的类似不实报道也起

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同时童律师也提醒广

大医务工作者：“一方面，

大家应坚持认真、规范的

医疗行为；另一方面，在

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应

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长此

以往，一定会形成一种良

好的社会风气。”

柴会群案一审宣判

迟到的公正：“缝肛门”报道失实
▲ 见习记者  张璐

自认被误诊砍杀医生   6 年后被执行死刑

不构成医疗事故
未必免除赔偿责任
▲ 北京国振律师事务所  王冰

构成医疗事故，必然

存在医疗过错；而构成医

疗过错的，不必然构成医

疗事故。尽管《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规定，不属于

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

承担赔偿责任。但《医疗

事故处理条例》仅仅是处

理医疗事故的特别规定，

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

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

如 果 不 构 成 医 疗 事

故，但是患者的生命或身

体健康因为医疗机构的过

错行为受到损害，则应当

适用《民法通则》《侵权

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

案件的通知》第一条的规

定：“ 条 例 施 行 后 发 生

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

赔偿纠纷，诉至法院的，

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

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

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

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

定。”因此，从司法实践

和立法层面来看，认为不

构成医疗事故就不承担

责任的说法，显然是没有

道理的。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

诉讼，医疗机构要对医疗

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

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病例虽经鉴定不

构成医疗事故，但范某并

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

不存在医疗过错。在双方

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医疗

机构有过错的情况下，是

否有过错的举证方应当是

医疗机构，而不是患者一方。

在 非 医 疗 事 故 的 医

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医

疗机构应承担多大的责

任，取决于医疗机构的

过错程度。

过错程度是指被诉过

错行为在损害结果发生中

所介入程度的大小。

在 医 疗 损 害 赔 偿 诉

讼中引入过错程度这一概

念，既是审判实践的要求，

也是医疗机构对其过错行

为以及过错大小承担责任

的法理必然要求。

医疗事故、医疗过错有区别

法律适用有规定

举证责任有要求

法律责任的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