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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ars, traffic accidents have appeared frequently, causing huge 
personal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and traffic safety issues hav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
tention.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the case, identify the cause of the traffic accident, dis-
tinguish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raffic accident, determine the driver of the traffic accident, iden-
tify or eliminate the suspected vehicle, the forensic worker needs to conduct a detailed investiga-
tion of the accident site and extract valuable forensic materials. The positive detection of the sam-
ple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dentifying the vehicle and determin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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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上升，交通事故呈频发态势，带来了巨大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交通安全问题也愈

发受到人们的重视。为确定案件性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分清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肇事驾驶员、

认定或排除肇事嫌疑车辆，法医工作者需要对事故现场进行仔细勘察，提取有价值的法医物证检材。检

材的阳性检出可起到认定肇事车辆、判定肇事责任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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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04 月，张某与刘某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在高速路口减速带上行驶时发生事故倒地，二人均

昏迷，事故发生后有来往车辆驶过张某身体致其死亡，并驶离事故发生地段。交警为寻找到肇事车辆和

驾驶员，委托我中心对可疑车辆上提取的可疑生物检材与张某的尸体组织进行 DNA 同一认定鉴定。本案

中张某倒地后车辆驶过其身体，因此我们主要对可疑车辆低下部位进行勘察，共提取 5 份可疑生物检材，

与张某的尸体组织进行 DNA 同一认定鉴定。 

2. 案例资料 

2.1. 简要案情 

2018 年 04 月 27 日，受某市交警大队委托，对可疑车辆上提取的可疑生物检材与张某的尸体组织进

行 DNA 同一认定鉴定。 

2.2. 样本 

1 号检材：张某的尸体组织一份备检； 
2 号检材：从可疑车辆车前右侧保险杠外罩上提取的可疑生物检材一份备检； 
3 号检材：从可疑车辆发动机护板右前侧提取的可疑生物检材一份备检； 
4 号检材：从可疑车辆右前轮车轮悬挂下侧提取的可疑生物检材一份备检； 
5 号检材：从可疑车辆右前轮轮后底盘下螺丝钉处提取的可疑生物检材一份备检； 
6 号检材：从可疑车辆排气管尾端提取的可疑生物检材一份备检。 

2.3. 方法 

2.3.1. DNA 的提取 
1 号、2 号、3 号、4 号、5 号和 6 号均采用常规 Chelex-100 法提取。 

2.3.2. 扩增与分型 
用 QIAamp® DNA Investigator Kit 试剂盒(德国 Qiagen 公司)对 DNA 进行纯化，用 PowerPlex® 21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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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盒进行 PCR 复合扩增，同时设立灭菌纯水为阴性对照样本，2800M 为阳性对照样本。用 ABI3130XL
自动遗传分析仪(美国 AB 公司)对 PCR 复合扩增产物进行分析，用 ABI 的 GeneMapper ID-X 1.5 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 

3. 结果 

上述 6 份检材用用 PowerPlex® 21 试剂盒进行 PCR 复合扩增时，阴性对照未检出特异性扩增产物，

阳性对照基因分型正确， 除 1 号和 6 号检材得到特异性扩增产物外，其余检材均未得到特异性扩增产物。

1 号和 6 号的 STR 分型图谱见图 1 和图 2；1 号和 6 号检材的 21 个 STR 基因座分型结果的数据统计分析

见表 1。 
 

 
Figure 1. STR classification map of No. 1 sample 
图 1. 1 号检材的 STR 分型图谱 

https://doi.org/10.12677/ojns.2018.66055


杨朔 等 
 

 

DOI: 10.12677/ojns.2018.66055 429 自然科学 
 

 
Figure 2. STR classification map of sample No. 6 
图 2. 6 号检材的 STR 分型图谱 

 
Table 1. Genotyping results of No. 1 and No. 6 samples 
表 1. 1 号、6 号检材的基因分型结果 

基因座 1 号 6 号 随机匹配概率(PM) 

D3S1358 15,18 15,18 0.0397  

D1S1656 16,17.3 16,17.3 0.0088  

D6S1043 11,20 11,20 0.0121  

D13S317 8,10 8,10 0.0744  

Penta E 15,19 15,19 0.0109  

D16S539 11,12 11,12 0.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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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D18S51 14 14 0.0485  

D2S1338 18,23 18,23 0.0342  

CSF1PO 11,12 11,12 0.1836  

Penta D 10,13 10,13 0.0284  

TH01 9 9 0.2380  

vWA 14,19 14,19 0.0425  

D21S11 32.2 32.2 0.0184  

D7S820 11,12 11,12 0.1656  

D5S818 11,12 11,12 0.1556  

TPOX 8 8 0.2674  

D8S1179 10,15 10,15 0.0413  

D12S391 19,20 19,20 0.0964  

D19S433 13,15 13,15 0.0352  

FGA 20,22 20,22 0.0184  

Amelogenin X,Y X,Y - 

累积随机匹配概率(CPM) = 1.2710 × 10−26                  似然率(LR) = 7.8677 × 1025   

 
分析上述二十一个 STR 基因座的检测结果，1 号和 6 号检材得到特异性扩增产物。1 号检材的基因

分型和 6 号检材的基因分型完全一致。计算 1 号与 6 号检材在上述 20 个常染色体 STR 基因座的累积随

机匹配概率(CPM)为 1.2710 × 10−26，似然率(LR)为 7.8677 × 1025，支持从可疑车辆排气管尾端提取的生物

检材为张某所留。 

4. 讨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交通工具种类的日益增多，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与日俱增。不

同的交通事故，法医学物证检材的附着部位、分布地点也不尽相同，在寻找检材时，需根据案件特点、

现场情况，有预见性地积极发现有价值的法医学物证[1]。检材的阳性检出对认定肇事车辆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2]。对于法医工作者来说，每一例寻找肇事车辆的案件都犹如解开一道复杂的谜题。本案中张某

倒地昏迷后可疑车辆驶过其身体，致张某死亡后逃逸，肇事者或是无心而为之，因担心害怕仓皇而逃，

亦或许是有心逃避法律的制裁，可不论原因如何，均是由于其不慎驾驶造成了张某的人身伤亡，终究要

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谜题的答案该如何揭晓？ 
法国法医学家、犯罪学家埃德蒙·罗卡(Edmond Locard)曾提出罗卡定律：凡两个物体接触，必会产

生转移现象。法医学物证的形成即是如此。交通事故现场，痕迹和物证是造成体与承受体之间相互碰撞

或擦刮形成的，只有二者相互碰撞或擦刮，接触部位的表层物质才能发生脱落和转移[3]。因此，应注意

可疑车辆和伤亡人员体表及衣着，认真勘查和寻找接触点，确定勘验的重点部位，从中仔细寻找、发现

法医学物证检材。对于本案，张某倒地后车辆才驶过其身体，致其死亡，由此可推断法医学物证检材在

车辆低下部位寻找最为可靠，如保险杠、轮胎、挡泥板、底盘、排气管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车体的低

下部位颜色较深，污染较重，检材不易发现，因此我们还借助了多波长激光物证发现仪，快速发现潜在

DNA 生物物证信息。在可疑车辆底部共提取了 5 份检材以及张某身体组织一份。因检材污染严重，采用

德国 Qiagen 公司的 QIAamp DNA Investigator Kit 试剂盒对 DNA 进行纯化，经过实验室比对，发现可疑

车辆排气管尾端提取的可疑生物检材与张某分型一致，最终确定肇事车辆，找到肇事者，谜底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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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提示广大基层法医工作者，当遇到此类交通事故案件时，要大胆细致，谨慎入微，根据现场情

况分析法医学物证的可能附着部位，可借助物理光源寻找到有价值的物证检材，为案件的侦破提供科学

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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