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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鉴定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帮人解决纠纷。”陈芳说，这在遗产继承、
抚养权纠纷等方面经常可见。

今年，宁波的李奶奶找到了陈芳他们。“一见面，她就急切地跟我说，想请我们
帮她证明两姐妹真的是两姐妹。”原来，李奶奶有一位姐姐姓王，是位孤寡老人，有
一套房产。70多岁的她一直由李奶奶及其女儿李女士照顾。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王奶奶承诺，自己百年后，将房产留给李奶奶。可王奶奶从小被人领养，无法证明
自己与李奶奶的血缘关系，遗产继承难免有波折。正因如此，李奶奶才找到了陈
芳。“我们对两人进行了全同胞关系鉴定，最终确认两者之间的全同胞关系，这一
遗产继承难题也得以顺利解决。”

2013年，陈芳接待了一对来自江苏的夫妻。“我对他们并不陌生，因为一年前
他们曾为了给女儿上户口找过我。”他们的女儿是在家里出生的，并没有医院的出
生证明，需要通过亲子鉴定确定身份。“而第二次来找我，却有些悲伤。”

那年元旦，他们的女儿出车祸不幸身亡。火化后，他们才发现，由于女儿既不
跟父亲姓，也不跟母亲姓，没办法证明他们是她的亲生父母。这意味着，他们可能
无法获得相关赔偿。

他们想到了DNA鉴定，可女儿的遗体已经火化，如何鉴定呢？“他们因此二次
登门。我们对所有的鉴定检材都有保存，正好能帮到这对夫妻。”陈芳说，经过鉴
定，他们顺利获得了相关赔偿，“让伤心父母得到一些慰藉，这也让DNA鉴定看起
来更有人情味一些。”

解纠纷：理顺关系公平保护权益

它是团圆助推器，也是亲情试金石
听资深法医讲DNA鉴定背后的冷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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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是生命的秘密。”陈芳说，DNA是脱氧核糖核酸的简
称，它可组成遗传指令，主要功能是储存信息。

“DNA鉴定最常见的就是亲子鉴定，根据鉴定目的的不同，
可分为司法鉴定和非司法鉴定。”陈芳说，所有人体有核细胞都
可以进行DNA鉴定，如血液、口腔细胞、带毛囊的毛发、肌肉、骨
骼、牙齿、精液等，其它如胎儿的羊水、绒毛组织等也可以。

申请亲子鉴定的应用范围包括：证明亲子关系为孩子上户
口；怀疑医院抱错婴儿；寻找失散亲人；涉及子女抚育责任纠纷；
强奸至孕或违纪性案件对孩子（包括胎儿）亲生父亲的确定；拐
骗儿童等刑事案件中孩子身源的认定；移民涉外公证、财产继承
纠纷；重大灾难事故身源认定。

“DNA 鉴定并非谁想做就能做。”
陈芳说，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6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委托，
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鉴定材料不真
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
法的；鉴定事项的用途不合法或者违背
社会公德的；鉴定要求不符合司法鉴定
执业规则或者相关鉴定技术规范的；其
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情形的。

“我们受理的一般是民事案件，如

亲子鉴定、个体识别、父/母系鉴定、祖孙鉴定等。”陈芳特别提到
亲子鉴定，“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在场并得到监护人的许可。如
果是父亲单独带孩子来做，而孩子母亲并不知情或不同意，就不
能做。”

“目前，我们主要采用五色荧光检测试剂盒，最多可检测到
46个常染色体STR位点，亲缘关系认定率高达99.9999%以上。”
陈芳说，DNA鉴定的准确率很高。但为何一般的鉴定结论都是
说生物学父亲的机率大于99.99%，而不是100%呢？“99.99%的准
确率是通过概率计算得到的，因为亲子鉴定使用的STR标记首
先要有人群统计学的数据，它不可能是一个100%的数据，只可能
无限接近100%。”

影视剧中，经常出现“滴血认亲”的桥段，这种手段是否可
靠？“古代‘滴血认亲’分为两种，一种叫滴骨法，一种叫合血
法。”陈芳说，滴骨法在三国时期就有实例记载，是指将活人的
血滴在死人的骨头上，如能渗入表示有血统关系。合血法大约
出现在明代，是指双方都是活人时，将两人刺出的血滴在器皿
内，如凝为一体就说明存在血统关系。“这两种方式都缺乏科学
依据。因为白骨化了的骨骼，滴任何人的血都会浸入。而如果
骨骼未干枯，结构完整、表面还存有软组织，滴任何人的血都不
会浸入。对于活体，如果将几个人的血滴入同一器皿，不久都
会凝为一体。”

帮被拐儿童找到亲身父母，这是大家对DNA鉴定作用最突
出的感受之一，“也是我工作中感受最深的。”陈芳说，这不仅
是因为自己曾成功建立了某地区社会福利院数千名儿童的
DNA 数据库，更因为自己身边就有亲人因DNA鉴定技术而骨
肉团圆。

陈芳是湖北人，之前她的表哥表嫂在老家经营一家旅馆，夫
妻俩有一个女儿哆哆。2005年，一场变故让这个幸福家庭遭到
致命打击——1岁多的哆哆独自在家睡觉时，被住店客人偷偷抱
走了！

表哥一家发动了所有亲戚帮忙寻找，北京、浙江、江苏、安
徽……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几乎跑了个遍，却始终没有找到
哆哆的踪影。后来，怀抱一丝希望的表哥去当地公安机关采
集了自己的DNA数据，输入全国被拐信息库。

正是这个希望之举，让奇迹真的发生了。2011年，广州警方
打来电话告诉他们：孩子找到了！

原来，被拐的哆哆被卖给了广州一户人家，快上学了，对方
要给孩子报户口，由于没有出生证明，警方要求采集样本进行亲

子鉴定。而正是这次信息采集，在海量的信息中成功匹配了陈
芳表哥的信息，从而让他找到了女儿。

“活生生的例子就发生在我的亲人身上，让我对DNA鉴定
的意义有了更深的体会。”陈芳说，日常工作中，在征得当事人同
意的情况下，她都会保留他们的DNA数据，“多一份数据，就多
一份希望”。

“除了父母找孩子的，也有孩子找父母的。”陈芳说到了2011
年发生在浙江的一个故事。故事主人公名叫江建，在当年残运
会上获得首金。他想找的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从小患小儿麻痹症的江建，1990年被家人遗弃在杭州城站
附近。之后，他被送到杭州福利院。在当年的表彰大会上，江建
说出了心里话：我愿意用金牌换回我的父母！此事经媒体报道
后，一对老夫妻很快从温州赶来。“通过媒体的牵线，帮助寻亲的
任务交到了我手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时的场景：老夫妻从
进门到出门，始终掩面哭泣……18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老夫
妻就是江建的父母。血缘关系的确认可能只需几十个小时，而
亲情的弥补则是漫漫长路……”

帮寻亲：让失散亲人圆了团圆梦

浅科普：鉴定结论没有100% 滴血认亲不可信

“DNA鉴定揭示的是真相，但真相也许残酷。”陈芳说，比如
亲子鉴定，它的结果可能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与美满，从某种
意义上讲，亲子鉴定几乎是对一个人社会关系及道德伦理的判
词。“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旦使用不当，就会成为亲情杀手。”

陈芳曾经为一对夫妻做亲子鉴定，问及原因，男方说，觉得
孩子长得不像自己，女方则满脸委屈。鉴定结果出来，支持男方
与孩子的亲生血缘关系，女方的嫌疑总算解除。“可伤害的种子

已经埋下了。当时我曾劝他们把这件事放下，回家好好过日
子。可后来，听说他们还是离婚了。”

陈芳提醒，如果缺乏信任，亲子鉴定这块亲情试金石就会砸
碎家庭，对无辜的孩子来说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除非闹得不
可开交，想通过鉴定做个了断，否则不要无缘无故地猜疑。别把
亲子鉴定当做夫妻间忠贞的鉴定器，更别让亲子鉴定变成伤子
鉴定。”

双刃剑：别让亲子鉴定成伤子鉴定

【【核心提示核心提示】】

最近，一部悬疑刑侦剧
《法医秦明》火爆网络。剧
中，法医的专业态度和各种
技术手段令人大长见识，
DNA鉴定就是其中之一。

有关DNA鉴定，大家都
曾耳闻，对它所发挥的作用
也略知一二。然而，DNA鉴
定的结论为何是99.99%而
不是100%？它与古代的滴
血认亲有什么不同？除了亲
子鉴定外，它还能发挥哪些
作用？带着这些有趣的问
题，记者联系上了外人看来
颇为神秘的专业人士——资
深法医物证鉴定人陈芳。

陈芳，浙江汉博司法鉴
定中心法医物证鉴定室主
任，从业近十年，共检验鉴
定案件1万余起，零差错、零
投诉。

本周二晚上7：00，陈芳
做客本报微信公众号（zjfz-
bs）主办的“法治微沙龙”，用
浅科普、帮寻亲、解纠纷、双
刃剑四个关键词，讲述了她
工作中体会到的聚散与冷
暖。本期《看法》栏目将
“DNA鉴定微课”的精彩内
容整理刊出，方便大家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
法律知识，可以关注本报微
信公众号，我们会定期推送
大家关心的话题。如果您有
想听的课程，也可在关注本
报公众号后发微信给我们，
我们将从中选择话题，邀请
律师上课。

本期“微课”主讲人：陈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