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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研究者近年来对

骨骼法医学价值进行探讨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如何利用分子

生物学技术对残存位点进行计算与分析#仍是困扰该类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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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中的计算及分析#本研究采用改进的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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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荧光标记复合扩增系统扩增
!5

个
T1)

和
!

个性别

基因位点并经遗传分析仪进行电泳检测#获得基因位点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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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位点相比#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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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识别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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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合概率是指从同一群体

中随机抽取两名个体的遗传基因型不相同的概率即遗传标记

识别无关个体的能力#也是遗传标记对于个人识别效能的定量

评估*

10+

反映多个遗传标记的识别能力*所用遗传标记数

目越多#识别概率越高#鉴别能力越强*偶合概率或叫匹配概

率#指人群中随机抽取二无关个体在特定基因座二者的基因型

纯粹由于机会一致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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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假设比对样品个体就是物

证
042

的供体的概率与假设人群中随机个体是物证
042

供

体的概率比*利用
042

技术#对现场检材与比对样本的基因

型比对#计算被检出基因座在人群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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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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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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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使识别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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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尽可能地利用基因位点来判定已

成为个人识别的主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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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属于硬组

织#相对于人体的其他组织抗焚烧能力强且保存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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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各种因素有较高的抵抗性#能够保护内部
042

结构#减缓

042

降解和污染#因而成为与焚烧有关的案件和事故中物证

缺乏情况下的首选检材*温度升高#加速了遗传物质水解反

应#

042

解链'断裂%当升至一定温度#致使模板量严重不足#

无法提取出
042

而导致检材无法判定*炭化骨骼微量的

042

的提取#国内外学者一直就没有停止探索#本研究中采用

改良的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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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仿法对其进行提取#效果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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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化骨

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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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的检出率及检测效果明显受焚烧程度的影响#焚

烧程度越重
042

检出成功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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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图谱就存在不

同程度的位点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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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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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位点能够

检出#表明存留基因位点对温度升高的耐受力表现相对稳定*

在法医实践中#因受热顺序和时间差异#不同温度焚烧所遗骨

骼表面颜色不同#就目前技术水平#实践应用中#据此大致推断

焚烧时的温度#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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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留情况#再取舍样本#可提高检

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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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比对图谱的分型结果不同#可以排除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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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79!'

"#

#完全可以认定为同一个体*由此#提示炭化骨骼作为

物证#不要轻易弃之#内部极有可能存留有完全可以作出个人

识别的
042

*

综上所述#采用基因分析仪检测存留位点#计算
10+

'

)*+

'

,)

值可以对炭化骨骼进行个人识别#有较高的法医学

实践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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