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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明确

“职工发生工伤, 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
影响劳动能力的, 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1] 。 正确

理解 《条例》 的政策范畴, 准确把握和使用 《劳动

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 GB / T
 

16180—2014), 客观科学确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尤

其是面对劳动者敏感的 “轻伤治疗后重残” 纠纷严

重突发事件的正确处置, 是劳动能力鉴定管理部门和

鉴定专家遇到的新问题和新考验。 现对 1 例特殊案例

判例式的成功处置经验进行总结, 以供同行借鉴。

1　 典型案例

1. 1　 临床资料　 伤者, 男, 1981 年出生, 河北省某

商贸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2017 年 2 月 4 日在工作中不

慎挤伤右手, 致中指、 无名指远节指骨骨折。 送至某

三甲医院救治, 行清创复位克氏针内固定术, 臂丛麻

醉。 术中伤者出现呼吸、 心脏骤停, 经抢救呼吸、 心

跳恢复, 意识未恢复, 呈持续植物人状态。
1. 2　 工伤认定及市级劳动能力鉴定　 工伤认定 “右

手中、 无名指远节指骨开放性骨折”。 2017 年 11 月 7
日市级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十级伤残; 停工留薪期

4 个月”。 伤者家属对鉴定结论不认可, 且通过互联

网发布舆情。 同时, 向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1. 3　 省级劳动能力鉴定　 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收到鉴定申请后, 立即组织召开了特殊案例专题研讨

会, 聘请北京、 上海等部分省、 市劳动能力鉴定管理

部门负责人及资深劳动能力鉴定专家进行研讨。 参会

少数人员认为可按照植物人状态评定为工伤一级伤

残; 多数人员认为手指骨折评为工伤一级伤残享受相

关待遇不够科学严谨, 但根据 “中、 无名指远节指骨

骨折” 评定为工伤十级伤残享受工伤补偿, 对伤者及

其家庭也欠妥。 经深度沟通讨论后, 2018 年 8 月 30
日形成共识意见: 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待医疗事故

鉴定结论出具后再启动鉴定程序, 劳动能力鉴定程序

暂时中止; 同时委托当地社会保障部门告知涉事工伤

定点医院尽责做好工伤职工救治和家属精神心理的

抚慰。
1. 4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及当地人民法院判决　 2019
年 12 月 26 日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为 “某医院对

伤者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 建议医疗方因素是导致

患者目前后果的主要因素, 患方为次要因素范围内考

虑。 关于原因力及应负民事责任参与度百分比范围为

E 级 60% ~ 90%”。 2020 年 1 月 17 日当地人民法院依

据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 判决 “ 某医院承担

80%的赔偿责任, 伤者个人承担 20%的责任”。
1. 5　 省级再次鉴定最终结论　 十级伤残; 停工留薪

期 4 个月。 鉴于手术意外致植物人状态与外伤存在关

联性, 伤者个人承担 20%责任产生的医疗费用纳入工

伤报销范围。

2　 讨　 论

本案例市级和省级劳动能力鉴定的伤残等级一

致, 即按照右手中、 无名指远节指骨骨折克氏针骨折

内固定术后的实际残情, 依据 GB / T
 

16180—2014
“身体各部位骨折愈合后无功能障碍或轻度功能障碍,
评十级伤残” [2] ; 未按照植物人状态评为一级伤残。
伤者家属对市级初次鉴定结论不认可并造成舆情, 但

最终接受了省级再次鉴定结论。
工伤救治过程中发生意外致伤者呈植物人状态,

伤残等级如何评定是本案例处置的难点与核心。 十级

伤残和一级伤残的工伤补偿待遇差异巨大, 终审鉴定

结论不仅是伤者获得补偿的依据, 也是工伤保险基金

合理支付的前提, 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应急举

措未局限于伤残的实际结局, 而是梳理案例处置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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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充分沟通、 稳定伤者家属情绪, 消除舆情, 等待

伤者植物人状态造成原因的司法判决结果, 作出 “暂

时中止” 的阶段性结论, 符合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的法

定程序。
本案例伤者因中指和无名指末节受伤至某医院实

施手术, 术中出现意外致其呈持续植物人状态。 手指

外伤和植物人状态, 两者间无必然因果关系, 却有客

观的相关性。 市级鉴定结论对伤者为男性壮年劳动

力, 若未发生工伤进行手术不会出现植物人状态, 手

术意外导致一个家庭瞬间破碎的客观事实考虑不足,
刻板地按照手指骨折, 依据 GB / T

 

16180—2014 认定

为十级伤残, 按照 《条例》 支付相对应的补偿标准。
伤者家属对于突发的情况和实际困难, 主观认为鉴定

结果不公平, 进而希望得到舆论援助。 省级鉴定充分

考虑了案例的特殊性及植物人状态对伤者及其家属造

成伤害的严重性, 以及 《 条例》 和 GB / T
 

16180—
2014 的政策可执行性, 认真分析案件, 理清案件处

置顺序, 直面伤者家属诉求, 合理解释政策, 应急处

置舆情, 给出 “鉴定暂时中止, 等待医疗鉴定结果后

再启动程序” 的初步鉴定意见, 让伤者家属明确诉求

途径。 同时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责成涉事工伤定

点医院积极救治伤者, 并在精神和心理上安抚伤者家

属; 向伤者家属讲解政策和鉴定暂时中止先行医疗事

故鉴定的意义, 得到伤者家属的充分理解, 案件应急

处置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在司法部门判决后启动省级

再次鉴定程序。 依据 2021 年 3 月 23 日的省级劳动能

力再次鉴定结论, 2022 年 10 月 17 日, 伤者家属与市

社会保障部门在当地人民法院的见证下达成一致意

见: (1) 工伤鉴定费按流程正常给予报销; (2) 依

据伤者鉴定等级给予相应工伤保险待遇; (3) 医疗

费的 20%纳入工伤报销范围。 至此, 一起存在严重纠

纷的案例得以圆满解决。
本案例处理过程中, 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部门的主

动作为, 既维护了 GB / T
 

16180—2014 的客观和技术

性, 又根据司法判决书认定了伤者植物人状态与初始

伤情的关联性, 落实了 《条例》 的政策性, 彻底解

决了不可预知的纠纷和再发生争议的可能, 保证了工

伤保险基金的合理支出, 彰显了工伤保险制度的公平

公正和人文关怀, 同时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
充分体现了 “工伤事故无情, 工伤保险有爱” 的社

会保障理念。
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后, 社会保障范围持

续扩大, 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劳

动能力鉴定部门和劳动能力鉴定医学专家应积极拓展

工作思路, 主动作为, 提高服务水平和可及性, 推动

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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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 应加强对女工的职业健康监护。 苯作业工人血

象异常率随年龄的增加呈上升趋势, ≥45 岁血象异

常率明显升高。 但本调查不同工龄组血象异常率未见

明显差异, 这可能与工龄长的工人自我防护意识较强

有关, 同时企业通过每年在岗体检及时发现问题并予

处理, 从而降低苯作业工人血象异常的发生率。
本次调查发现, 私营企业苯作业工人血象异常率

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 可能与私营企业机械化程度

低、 作业时间长、 工作强度大, 因而健康危害风险较

高有关。 虽然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显示, 行业类别并

非为苯暴露组血象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 但仍需在实

际监管中加强对汽车制造业、 电子信息、 新材料等主

导产业的健康监护[4] , 促进全市产业健康发展。
因本次调查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 受限于企业苯

空气浓度监测数据的获取方式等因素, 此次统计调查

未将苯的职业接触水平作为参与因素进行分析, 我们

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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