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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骨龄是骨骼年龄的简称棳是人体生物学年龄的

重要内容棳是用骨骼的生长发育成熟和衰老的规律

来推断年龄椲棻灢棽椵暎在人的生长发育过程中棳受外界

干扰少棳能够真实地反映人体生物学年龄暎在我国

现阶段棳由于种种原因棳造成户籍登记年龄不实或

没有登记棳因此在刑事案件暍治安案件中当事人的

责任年龄成了处理案椲棾灢棿椵暎活体骨龄 早应用于体

育界确定运动员的实际年龄以确定参赛资格上棳为
了体现暟公平公正暠的奥林匹克精神棳保证同一发

育暍同一年龄组的运动员一起竞赛椲椵暎济宁市公安

局活体骨龄鉴定实验室作为山东省唯一从事活体

骨龄检验的实验室棳目前承担了全省公安机关大部

分的法医活体骨龄鉴定工作暎笔者总结近年开展

的活体骨龄鉴定案例棳现将资料报道如下棳以期为

关注这个领域的同行参考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暋资料

棽棸棻棻至棽棸棻棾年实验室受理的案件共有案例

棻棿起棳棻椂椃人棳均为全省公安机关处理的刑事案

件暍行政治安案件中的当事人暎
棻棶棽暋方法

采用对受理年度内的案件资料分析的方法暎
主要进行犯罪类型暍鉴定原因暍有无户籍年龄暍户籍

年龄与骨龄差别等方面分析暎
棻棶棾暋统计学方法

采用斉旔旈斾斸旚斸建立数据库棳进行录入核查棳使
用斢斝斢斢棻棻棶棸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暎
棽暋结果

棽棶棻暋案件类型

共有棻椂椃人进行了法医活体骨龄鉴定棳其中盗

椆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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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案件棻棸棽人棳占椂棻棩椈伤害案件棾棾 人棳占棻椆棶
椃棩椈抢劫案件棻椂人棳占椆棶棩椈强奸案件椄人棳占
棿棶椃棩椈其他椄人棬包括杀人暍交通等棭棳占棿棶椃棩暎
棽棶棽暋有无户籍年龄

棻椂椃人中无户籍年龄的棻棻棾人棳占椂椃棶椂棩棳其
中当事人属山东省内无户籍的棾棾人棳占棻椆棶椃棩棳
山东省外无户籍的椄棸人棳占棿椃棶椆棩椈有户籍年龄

但是存在疑问的 棿人棳占棾棽棶棾棩棳其中当事人属

山东省内有户籍的棿椃人棳占棽椄棶棻棿棩棳山东省外有

户籍的棻椃人棳占棻棸棶棻椃棩暎
棽棶棾暋法医活体骨龄鉴定情况

小于棻棿周岁的 人棳占椄棶椆椄棩椈棻棿暙棻椂岁 棻
人棳占棾棸棶棾棩椈棻椂暙棻椄岁椃椃人棳占棿椂棶棻棸棩椈棻椄岁

以上棽棿人棳占棻棿棶棾椃棩暎
表棻暋进行法医活体骨龄鉴定的案件的

犯罪类型及人数棬旑棳棩棭
盗窃 伤害 抢劫 强奸 其他

棻棸棽棬椂棻棭 棾棾棬棻椆棶椃棭 棻椂棬椆棶棭 椄棬棿棶椃棭 椄棬棿棶椃棭

表棽暋进行法医活体骨龄鉴定的案件的户籍情况棬旑棳棩棭
无户籍年龄 有户籍年龄

棻棻棾棬椂椃棶椂棭 棿棬棾棽棶棾棭

表棾暋被鉴定人在山东省内暍外分布情况棬旑棳棩棭
山东省内 山东省外

有户籍年龄 无户籍年龄 有户籍年龄 无户籍年龄

棿椃棬棽椄棶棻棿棭 棾棾棬棻椆棶椃椂棭 棻椃棬棻棸棶棻椃棭 椄棸棬棿椃棶椆棭

表棿暋法医活体骨龄鉴定情况棬旑棳棩棭
椉棻棿岁 曒棻棿且椉棻椂岁 曒棻椂且椉棻椄岁 曒棻椄岁

棻 棬椄棶椆椄棭 棻棬棾棸棶棾棭 椃椃棬棿椂棶棻棸棭 棽棿棬棻棿棶棾椃棭

棾暋讨论

棾棶棻暋案例本身的法律思考

通过本资料棳我们可以看出在活体骨龄鉴定

中棳主要涉及棾个年龄点棳棻棿岁暍棻椂岁暍棻椄岁这也

是我国刑法或治安处罚法中的棾个年龄点棳小于

棻棿周岁不负刑事责任棳棻棿至棻椂周岁相对刑事责任

年龄棳棻椄周岁以下减轻刑事处罚的年龄暎刑事诉

讼法规定棳鉴定结论属于椃种证据之一棳法医活体

骨龄鉴定作为鉴定结论棳具有证据价值和法律效

力暎棽棸棸棸年棽月棽棻日棳 高人民检察院发出了

暥关于暟骨龄鉴定暠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

使用的批复暦棳其具体内容为椇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

姓名暍住址棳年龄不明的棳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

其他科学鉴定棳经审查棳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

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的棳可以作为判断

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暎如果鉴定结论不能

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棳而且

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

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棳应当依法慎重处理暎从而

为骨龄鉴定作为证据提供了法律依据暎法律条文

所指的年龄主要是户籍年龄棳由于我国地大暍人口

多棳加之户籍管理环节的种种弊端棳造成了少数户

籍年龄的不真实或无户籍棳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棳
这部分人应是很大的群体棳仅仅依靠户籍年龄不利

于保护这部分人的合法权利暎在流窜作案中棳案犯

大多是惯犯棳反侦察意识强棳其中谎报年龄就是常

用的方法棳我们所做的棻椂椃例鉴定中棳来源于省外

的违法人员达椆椃人棳占 椄棶棸椃棩棳这些人多是外地

人棳甚至为少数民族棳由于他们户口所在地偏远棳加
之这些地方公安机关户籍设施落后无法形成电子

户籍且存在语言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棳调查他们的真

实户籍年龄需要时间和较高成本棳活体骨龄鉴定可

以快速提供其年龄棳因此棳近年来越来越受办案民

警的青睐暎
棾灡棽暋案例结果的讨论

在受理的鉴定案例中棳以盗窃案居多棳占椂棻棩
之多棳其次为伤害棻椆棶椃棩棳抢劫 椆棶 棩棳强奸 棿棶
椃棩棳其他棬包括杀人暍交通事故暍非法拘禁等棭占棿棶
椃棩棳从犯罪类型上看符合青少年作案性质年龄规

律棳其中少数民族占到不少的分量暎从另一方面棳
我们看到约有椂椃棶椂椂棩的没有户籍年龄棳主要有以

下情况椇棻棭外地人员多为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居

民棳且多为流窜盗窃暍抢劫作案棳地方远棳公安机关

联网查不到户籍年龄棳有的确实没有户籍棳有的则

为故意不讲真实姓名棳因此无法查证户籍年龄暎棽棭
本地人员棳根本没有入户棳据调查一农村村庄棿棸棸
多户棳棻棸棸多人棳没有户籍的有椃棸多人棳他们基本

上是椄棸年代中末期暍椆棸年代初期计划生育超生人

员棳因逃避超生社会抚养金的缴付棬超生罚款棭不入

户椈抱养或领养的棳当时不知道确切年龄棳为了方

便棳随便编个年龄入户棳造成户籍年龄的不真实暎
棾棭资料中有椂棿人棳约占棾棽棶棿棩的存在争议年龄棳

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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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争议年龄中多为犯罪嫌疑人棳少数为案件受

害人棳犯罪嫌疑人中户籍年龄无一例外的大于争议

年龄棳其家庭和调查多反映其实际年龄小棳差别大

的达到椃岁棳少的有几个月棳这也符合人性心理棳想
减轻处罚程度棳保护亲人棳毕竟犯罪嫌疑人也是人棳
也有亲人和家庭暎经活体骨龄鉴定确实符合争议

的约占椄棸棩棳这也说明我们的人民是实事求是的棳
从另一方面棳也确实反应出活体骨龄鉴定在保护人

权的重要性棳棽棽棶棩的鉴定结论支持户籍年龄棳维
护了法律的尊严暎
棾棶棾暋运用标准的思考

在活体骨龄鉴定中实践中棳现在应用 多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发布的暥中国人手

腕骨发育标准 斆斎斘 法 斣斮棷斣棸棸棻灢椆棽暦和公安部物

证鉴定中心科研成果暥六大关节法判断骨龄法暦主
要针对棻椄岁以下的青少年棳超过棻椄周岁没有办法

区分暎其中暥中国人手腕骨发育标准斆斎斘法 斣斮棷
斣棸棸棻灢椆棽暦男子 大年龄只能推断到棻椄岁半棳其实

该法男子超过棻椃周岁棳女子超过棻椂周岁棳手腕骨

骨骺基本愈合棳没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棳推断误差就

比较大了棳同时在运用中发现棳对于骨骺的认识暍拍
片质量的高低暍判读者的经验对年龄的差别较大棳
在检验中发现通常利用该方法的数值累加对应年

龄偏小棳考虑该标准制订时间较早棳研究发现椲棻椵

棻椆椂棽年至棻椆椆棽年间棳中国少年儿童手腕骨骨化中

心男女平均提前棾个月暍 个月棳掌指骨融合年龄

平均提前椃个月暍棻棽个月暎同样暥六大关节法判断

骨龄法暦对棻椃岁半以上的男性年龄也是没有多大

价值棳因为棻椃岁半以上棳六大关节骨骺基本愈合棳
其提供的计算公式计算不能准确分辨暎对棻椂岁以

上年龄可以参照骨盆中髂嵴和坐骨结节的骨骺愈

合情况来判断棳因为髂棘的完全愈合一般达到棽棽
暙棽棾周岁棳坐骨结节完全愈合也要到棻椆暙棽棻周

岁暎因此充分利用多关节的骨骺愈合棳可将活体骨

龄延伸到棽棾周岁暎骨龄鉴定本身建立在概率学上

的检测方法棳因此尽可能多的多运用不同的检测方

法棳对其结果加权平均棳能够更加接近真实年龄棳提
高鉴定的准确率暎
棾棶棿暋应用中注意鉴定时年龄和犯罪时年龄的差别

在活体骨龄鉴定中棳我们的理论基础是统计学

的结论棳不会去对年龄做到某一个点上棳所有的鉴

定结论应是一个年龄区间棳一般用椆 棩的可信区

间暎由于骨龄鉴定时推断出的骨龄不是嫌疑人犯

罪时的年龄棳一般情况下棳忽略二者的差别棳不会造

成严重后果棳但对事关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及量

刑情节的骨龄鉴定棳如果审查不仔细棳就很可能直

接影响对嫌疑人的定罪和量刑幅度棳从而对嫌疑人

不利棳难以体现司法公正棳有悖法律的基本原则暎
而骨龄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准确地

界定嫌疑人犯罪时的年龄只能处于一个刑事责任

年龄阶段棳而不能有第棽种可能棳这就要求我们在

审查骨龄鉴定的证据价值时棳必须明辨两个因素棳
一是犯罪时间棳二是鉴定时间棳切忌因为疏忽把在

鉴定时间得出的推断年龄作为嫌疑人犯罪时的年

龄暎
如果犯罪嫌疑人声称其犯罪是未满棻椄岁棳而

骨龄鉴定结论推断年龄为棬棻椄棶暲棸棶棭岁暎嫌疑人

的供述与依法作出的鉴定结论棳谁的证明力强棳如
何甄别嫌疑人供述的真伪椏 笔者认为棳在没有嫌疑

人户籍资料的情况下棳无论作出哪种判断棳都仅仅

是依赖于对鉴定结论的取向了暎而不同的计算方

法棳又有不同的计算结果棳一种是棻椆岁棳一种是棻椄
岁暎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为骨龄鉴定的边缘性

或不确定性暎无论是棻椆岁还是棻椄岁棳都是嫌疑人

在鉴定时这个时间点上的推定年龄棳不是嫌疑人犯

罪时的年龄暎如果从保护当事人权利的角度棳应采

用棻椄岁的计算结果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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