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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拒不救治伤病军人罪) 战时在救护治疗职位上，有条件救治

而拒不救治危重伤病军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造成伤病军人重残、死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释解) 本条是关于战时拒不救治伤

病军人罪的规定。 一、概念及其构成 战时拒不救治伤病军人

罪，是指负有救护治疗责任的军职人员战时在救护治疗职位

上，有条件救治而拒不救治危重伤病军人的行为。 (一)客体

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军的战场救护秩序。在战场上实行

救护制度，尽最大可能抢救每一个伤病员是医务人员的神圣

职责。在战时有条件救治而拒不救治危害伤病军人的行为，

违背战场救护的要求，会直接破坏战场救护秩序，伤害广大

官兵的感情，削弱他们的战斗意志，损害部队的战斗力。在

战时情况下，这类行为性质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中

国人民解放军医院工作暂行规则》等法规、规章，明确规定

对“拒绝诊治按军队的有关规定就诊或转诊的军队伤病员、

拒绝对危急重症伤病员进行必要的抢救处理”的军队医务人

员，“违反本规则，触犯刑律构成犯罪者，应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战时在救治治

疗职位上有条件救治而拒不救治危重伤病军人的行为。拒不

救治的对象必须是我方的伤病军人。如果是受伤的俘虏，则

不构成本罪。伤病军人不仅包括狭义的伤员，还应包括因作

战而患病的病员。拒不救抬是指对有条件救治的伤员弃置不



顾不予抢救，一般表现为不作为的形式。拒不救治表现为拒

绝提供必要的抢救、治疗，以控制、缓解伤情、病情，挽救

伤病军人的生命或者避免造成终生严重残疾。拒不救治的行

为可以发生在医疗救护的各个环节上，如值班护士拒不接诊

，医生拒不检诊和进行抢救，检验人员拒不进行检验等。有

条件救治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只有客观上具备救治的条

件，才能证明行为人拒不救治伤病军人存在主观上的罪过。

是否具备救治伤病军人的条件，应根据伤病军人的伤情、病

情，结合救护人员的技术水平、医疗单位的医疗条件及当时

的客观环境，综合认定。在紧急情况下，对确实无条件抢救

治的，或者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未予及时救治的，不应视为

拒不救治。拒不救治行为必须发生在战时，即国家宣布进入

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时，部队执

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在救护治疗岗位上

，是指军队医务人员在执行战场救护任务过程，正在本职工

作岗位上执行任务或者临时执行救护治疗任务。危重，是指

伤病军人的伤势或者病情严重而处于危险的情形，且不及时

救治，将导致其死亡的后果发生。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

为军队医务人员，一般是负有救护治疗职责的军职人员。本

条对本罪的犯罪主体并没有直接作出明文规定，但规定了“

在救护治疗职位上”。这一规定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

身份上看，行为人应是医务工作人员，包括临时被委派从事

医务工作的人员；二是从时间上看，这些医务工作人员正在

岗位上履行救护治疗职责，如正在上班、值班或者被指派从

事临时抢救任务等。如果行为人不是医务工作人员，或者不

是正在履行救护治疗职责，而是在下班以后、休假之中或者



从事其他工作时，则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四)主观要

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故意。即明知存在危重伤病军人，且

有条件救治，却弃置不顾。 二、认定 (一)区分本罪与遗弃伤

病军人罪的界限 战时拒不救治伤病军人罪与遗弃伤病军人罪

都侵害了战时救护秩序，犯罪的对象都是我军的伤病军人，

主观上又都是故意犯罪，犯罪主体也有相同之处，在定罪上

界限不易划清。其主要区别在于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有所不

同。遗弃伤病军人罪是将伤病军人丢弃，使其不仅得不到救

护洽疗，而且还面临脱离部队的更大危险。而战时拒不救治

伤病军人罪则仅是使伤病军人在医疗救护单位得不到救治，

不存在伤病军人脱离部队和医疗救护单位的危险。 (二)区分

本罪与医疗事故罪的界限 1．在犯罪的主观方面，罪过的表

现形式不同。战时拒不救治伤病军人罪在主观上是故意犯罪

，行为人对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主观上抱着希望或者放任的

态度，而医疗事故罪在主观上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可能造

成的危害后果主观上出于疏忽或者轻信的态度。 2．在犯罪

的客观方面，战时拒不救治伤病军人罪表现为不作为的行为

犯，客观上并不要求造成致伤病军人伤残或者死亡等严重后

果，犯罪对象是军人，而医疗事故罪则属于结果犯，必须造

成伤病人员死亡或者身体健康严重损害的后果，犯罪行为即

可以是不作为的，也可以是作为，犯罪对象可以是军人，也

可以是非军人。 三、处罚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造成伤病军人重残、死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重残，一般是指二等以上的

残废。其他严重情节是指拒不救治，如遗弃病军人的主观动

机恶劣的，拒不救治伤病军人多人或多次的，拒不救治重要



伤病军人的，拒不救治伤病军人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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