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子报警称被强奸
嫌疑人自称有精神病

张三与小丽的相识非常偶然。

2017年的夏天，张三建了一个微信

群，专门从事发传单工作。作为群主，张三

有着类似于“中介”的身份，接到商家的生

意后，就会在微信群里发布订单，再由群里

的成员接单。小丽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下，

加入了这个微信群，并且从张三这里接了

几单发传单的工作。

一来二往，两人渐渐熟悉了起来。小

丽人长得漂亮，性格也很开朗，很快赢得张

三的好感。起初，张三只是在微信上联系

小丽，后来越来越不满足于这种“交往”。

一天，张三试着邀请小丽去KTV唱

歌，小丽答应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

次“约会”竟是罪恶的开始。

当地公安机关接到小丽的报警：在

KTV包厢内，张三不顾自己反抗，强行与

其发生性关系。接到报警后，公安机关经

过初步核实，以涉嫌强奸罪将张三刑事

拘留。

可是在审讯过程中，张三对强奸一事

矢口否认，并强调自己与小丽是男女朋友

关系，当时发生关系是经过女方同意的，事

发后还给了女方1000元，并陪着小丽逛街

买衣服、做指甲，还买了一堆吃的。

双方各执一词，案件侦查一时间陷入

僵局。正当公安机关准备深入调查时，张

三的亲属反映，张三既往有精神病史，一直

在吃药治疗。

出于谨慎考虑，公安机关提请对张三

进行精神病鉴定。

是精神病发作
还是装疯卖傻？

收到公安机关的鉴定委托后，宁波市

康宁医院司法鉴定所组建了一个三人鉴定

人小组，小组成员均具备多年精神病司法

鉴定经验。

阅卷和调查是鉴定的第一步。尽可能

收集被鉴定人的所有信息，包括家庭背景、

成长经历、工作情况、健康状况、病史资料

等等，需要了解案发前后的日常表现，听取

周边人群对被鉴定人行为举止的描述等，

还要对被鉴定人进行专业的精神检查。

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调查资料，张三

第一次发病是在2008年，主要表现为多

疑，怀疑有人在网上通缉他，怀疑别人骂他

妻子，怕见人，经住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

分裂症”。

2010年2月，张三因冲动伤人、情绪

不稳，再次住院治疗。此后定期服药，未再

因精神病发作而住院。

2017年3月，张三找了份工作，在试

用期期间与顾客发生冲突被辞退。在当时

的同事眼中，“这个人态度很差，比较暴躁

的。但平时表现正常。”

在看守所期间，张三的饮食睡眠基本

正常，但有时会一个人哭，也会定期服药。

可以说，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都指向

了一个答案——张三有精神病史，但这并

不能证明在案发时，张三处于发病状态。

随后，鉴定专家又对张三进行体格检

查，排除被鉴定人器质性的病变，也就是检

查其大脑和其他器官有没有发生导致精神

症状的病变。

“检查显示：未见明显异常。”但让鉴定

专家头疼的是，在鉴定过程中，张三时而放

声大哭，时而胡言乱语、行为怪异，到底是

精神病发作，还是装疯卖傻，还需要鉴定专

家进一步加以证实。

每一次鉴定的背后
都有一场心理对决

精神病鉴定最为关键的环节正是鉴定

人与被鉴定人之间的对话沟通，在不断的

沟通对话与提问中来对被鉴定人进行测

试，并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首先要检查被鉴定人的认知、思维、

情感、行为情况，再结合体格检查和心理测

验等结果，确定被鉴定人有没有精神疾病，

这是基础；之后要对被鉴定人作案的动机

和经过详细询问、分析，判断被鉴定人的辨

认能力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等，最终综合这

些考察结果得出结论。”在鉴定专家看来，

一次精神病鉴定其实就是一场心理对决。

第一次鉴定，张三全程痛哭流涕，对鉴

定人的问题避而不答，最终不得不中止

鉴定。

“一进门就只哭不答，就是一种不合作

的态度。”凭借多年的鉴定经验，鉴定专家

认为，张三对鉴定有着明显的抗拒，本身就

是一种“心虚”的表现。

一个月之后，张三再次来到鉴定所。

在与鉴定专家对话时，张三依然不怎

么配合，但是会一再强调自己有精神病，反

复说“我这个病不会好了”。问其疾病的表

现时，则回答“反正有恐惧，有幻觉、幻听”，

但具体细节不肯回答。

随后，鉴定组又问到案件情况，张三沉

默片刻后，突然对鉴定人说，“我接个电

话”，随后拿起拖鞋就说道：“喂，老婆，你怎

么没来……有人要杀我……”

这些看似“有病”的表现，恰恰成了鉴

定组发现端倪的破绽。

“表现太过做作。”鉴定专家说，如果被

鉴定人出现幻听，他应该是被动的，不能自

我控制的，会伴随着注意力不能集中等表

现，甚至是凭空与人对话，自己也全然不

知，而张三拿起拖鞋当电话的行为，太过刻

意，也不符合某些精神症状突发突止的

特点。

“对于我们的提问，他要么回避，不敢

正视；要么过分强调疾病，刻意表现；偶有

怪异行为，但无持续的行为紊乱表现……

而当有机会为自己辩解时，其表现又完全

不同，能够将两人交往的很多细节说清

楚。”在鉴定专家看来，在整个检查过程中，

张三的回答虽然简短，但条理清晰，对整个

案件过程能够做出自己的辩解，甚至对案

发中的细节记忆非常清楚，说明作案时意

识清楚，也未受到精神病理因素的影响和

支配。

此外，调查材料显示，被鉴定人已多年

未再出现精神疾病发作，服用的药物也并

非抗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药物，其案发期

间的精神状态与鉴定期间的精神状态并无

明显的不同。

经过综合判断，鉴定组一致认为，被

鉴定人既往虽曾诊断“精神分裂症”，但作

案时及目前的表现不符合任何一种精神疾

病的临床表现，无法达到任何精神疾病的

诊断标准。再结合被鉴定人的自我描述，

可以判定被鉴定人案发时无明显精神异

常，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至此，张三为逃避法律责任装疯卖傻，

已经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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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人说：
说起精神病司法鉴定，有些

群众的理解是“只要认定是精神

病人，杀人就不犯法”。这也直接

导致一些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

律责任，千方百计装疯卖傻。

有些人一问三不知，甚至连

自己姓什么这样的问题也说不知

道；有些人是主动向鉴定人员描

述自己有哪些精神病症状；还有

的人属于‘人来疯’，只要周围有

人时就进行夸张、做作的表演

……

但是，千万不要认为精神病

无法用仪器检查出来就可以轻易

假扮。事实上，鉴定精神病时，

“诈病”是一个重要的鉴别项目，

尤其是当存在装病的可能时，就

会愈发重视鉴别“诈病”。为了识

别这些“诈病”的真面目，每个精

神病鉴定人都把识别伪装作为第

一要务。

此外，“精神病人杀人不负刑

责”的说法并不准确，它必须满足

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精神病人

犯罪，第二必须是在不能辨认或

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实施

犯罪，第三是必须经法定程序鉴

定。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涉嫌强奸后一口咬定自己有精神病涉嫌强奸后一口咬定自己有精神病
莫名痛哭莫名痛哭、、胡言乱语胡言乱语、、行为怪异……行为怪异……

有精神病史的张三有精神病史的张三
是旧病复发还是装疯卖傻是旧病复发还是装疯卖傻？？

本报记者 陈赛男

“我有精神病！”在警察面前，张

三（化名）一遍遍强调着。此时，他因

为涉嫌一起强奸案，被公安机关依法

刑事拘留。

根据刑法规定，张三是否有精神

病将决定了他是否要承担或者承担

多少法律责任。于是，公安机关的侦

查陷入困局……

张三是否真的有精神病？在作

案时是否发病？这不仅直接关系到

张三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是被害人

小丽（化名）讨回公道的关键所在。

今天，我们将揭开精神病司法鉴

定的神秘面纱，让鉴定专家还原事实

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