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2017 年 3 月 2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13 次会议通过，根据

2020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23 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患者以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请求医疗机构，医

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的案件，适用本解释。

患者以在美容医疗机构或者开设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实施的医疗美容

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提起的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当事人提起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 患者因同一伤病在多个医疗机构接受诊疗受到损害，起诉部分或者

全部就诊的医疗机构的，应予受理。

患者起诉部分就诊的医疗机构后，当事人依法申请追加其他就诊的医疗机构

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应予准许。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追加相关当事

人参加诉讼。

第三条 患者因缺陷医疗产品受到损害，起诉部分或者全部医疗产品的生产

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医疗机构的，应予受理。

患者仅起诉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疗机构中

部分主体，当事人依法申请追加其他主体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应予准许。

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患者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受到损害提起侵权诉讼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四条 患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

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

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

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五条 患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

任的，应当按照前条第一款规定提交证据。

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说明义务并取得患者

或者患者近亲属明确同意，但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规定情形的除外。医

疗机构提交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明确同意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尽

到说明义务，但患者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

第六条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病历资料包括医疗机构保管的门

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治

疗）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出院记录以

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

患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医疗机构提交由其保管的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等，医疗机构未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法典第一千

二百二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但是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无法

提交的除外。

第七条 患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交使

用医疗产品或者输入血液、受到损害的证据。

患者无法提交使用医疗产品或者输入血液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

依法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医疗机构，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

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对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或者血液合格等抗辩事由承

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八条 当事人依法申请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

当依职权委托鉴定。

第九条 当事人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鉴定人。

当事人就鉴定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提出确定鉴定人的方法，当事

人同意的，按照该方法确定；当事人不同意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鉴定人应当从具备相应鉴定能力、符合鉴定要求的专家中确定。

第十条 委托医疗损害鉴定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要求提交真实、完整、充分

的鉴定材料。提交的鉴定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更换或者

补充相应材料。

在委托鉴定前，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

第十一条 委托鉴定书，应当有明确的鉴定事项和鉴定要求。鉴定人应当按

照委托鉴定的事项和要求进行鉴定。

下列专门性问题可以作为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的事项：

（一）实施诊疗行为有无过错；

（二）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

（三）医疗机构是否尽到了说明义务、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明确同意的

义务；

（四）医疗产品是否有缺陷、该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

原因力的大小；

（五）患者损伤残疾程度；

（六）患者的护理期、休息期、营养期；

（七）其他专门性问题。

鉴定要求包括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人的组成、鉴定程序、鉴定意见、鉴定期

限等。

第十二条 鉴定意见可以按照导致患者损害的全部原因、主要原因、同等原

因、次要原因、轻微原因或者与患者损害无因果关系，表述诊疗行为或者医疗产

品等造成患者损害的原因力大小。

第十三条 鉴定意见应当经当事人质证。



当事人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

人有必要出庭的，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鉴定人通过书面说

明、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的，可以准许。

鉴定人因健康原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出庭的，

可以延期开庭；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通过书面说明、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

资料等方式作证。

无前款规定理由，鉴定人拒绝出庭作证，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又不认可的，对

该鉴定意见不予采信。

第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通知一至二名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意

见或者案件的其他专门性事实问题提出意见，人民法院准许的，应当通知具有医

学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前款规定的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经质证

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五条 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人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其他当事人认

可的，可予采信。

当事人共同委托鉴定人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一方当事人不认可的，应

当提出明确的异议内容和理由。经审查，有证据足以证明异议成立的，对鉴定意

见不予采信；异议不成立的，应予采信。

第十六条 对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进行认定，可以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

个体差异、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

第十七条 医务人员违反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义务，但未

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且不能取得患者意见时，下列

情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规定的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

（一）近亲属不明的；

（二）不能及时联系到近亲属的；

（三）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的；

（四）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情形，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

医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怠于实施相应医疗措施造成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

予支持。

第十九条 两个以上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造成患者同一损害，患者请求医疗

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第

一千一百七十一条或者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确定各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

责任。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

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因医疗产品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血液受到损害，患者请求医

疗机构，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

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

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向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的，应予支持。

因医疗机构的过错使医疗产品存在缺陷或者血液不合格，医疗产品的生产者、

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医疗机构追

偿的，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缺陷医疗产品与医疗机构的过错诊疗行为共同造成患者同一损

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与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

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

医疗机构或者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赔偿责

任后，向其他责任主体追偿的，应当根据诊疗行为与缺陷医疗产品造成患者损害

的原因力大小确定相应的数额。

输入不合格血液与医疗机构的过错诊疗行为共同造成患者同一损害的，参照

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二十三条 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明知医疗产

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患者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生



产者、销售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赔偿损失及二倍以下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被侵权人同时起诉两个以上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

经审理，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医疗机构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他医疗机构承担赔

偿责任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一个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按照该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赔偿标准执行；

（二）两个以上医疗机构均承担责任的，可以按照其中赔偿标准较高的医疗

机构所在地标准执行。

第二十五条 患者死亡后，其近亲属请求医疗损害赔偿的，适用本解释；支

付患者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请求赔偿该费用的，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所称的“医疗产品”包括药品、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

第二十六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

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