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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相关链接

!"#检测，别迷信破案“神器”
主观干扰难以排除“铁证”之下屡酿冤案

! ! ! !美国休斯敦市民卡萝尔·巴蒂原
指望 !"#检测技术能证明儿子乔赛
亚·萨顿的无辜，结果却适得其反。

检测!错认"强奸犯
$%%&年，$'岁的萨顿和邻居格

雷戈里·亚当斯走在大街上，被一名
强奸案受害者指认为凶手。两人都
有案发时不在场证明，且身材与受
害者起初向警方描述的大相径庭。
他们寄望于 !"#技术能证明自己
清白，同意抽血查验。
警察局刑侦实验室分析员克丽

丝蒂·金从两人和受害者身上分别
提取 !"#样本后，排除亚当斯作案
嫌疑，却认定萨顿 !"#和受害者阴
道采集物“一致”。很快，萨顿因强奸
罪获判 ()年监禁。
巴蒂为儿子四处求救，但不少

律师一听说案件证据涉及 !"#，就
拒绝接手。直到 *年后，她无意中看
到当地电视台一个调查节目，才重
新燃起希望。
这档节目介绍，休斯敦警局刑

侦实验室作为得克萨斯州数一数二
的公立法医中心，每年要处理至少
)++起案件的 !"#证据。节目组根
据线人举报，将实验室数十份 !"#

图谱交给第三方专家分析后发现，
警方技术人员常常连最基本的样本
都能搞错。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犯罪

学教授兼律师威廉·汤普森说：“如
果这能叫不称职的话，他们就是严重
不称职，一而再、再而三严重渎职。”
节目播出后，不少人致电节目

组，讲述自己因 !"#检测蒙冤的遭
遇。萨顿就是蒙冤入狱者之一，汤普
森和同为律师的妻子从两大箱审讯
资料中发现了疑点：要为一个人建
立可靠的 !"#图谱，分析员需要从
这个人身体多处部位采集样本，每
个样本提取的 !"#特征应完全一
致。但资料显示，金从受害者两处血
液和一处唾液中提取的 !"#特征
大相径庭。
汤普森说，如果技术员没能从

同一个人身上获取一致的 !"#片
段，又怎能指望她从可能混有 ,个
人基因片段的阴道采集物中正确区
分出个体 !"#呢？更重要的是，根据
金的测试，萨顿的 !"#与从案发现
场精液样本提取的基因标记并不相
符。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男孩无辜，但
“当年没有人告诉法官这些事”。

很快，巴蒂找到了新律师，萨顿
重获自由，真正的强奸犯 (++-年落
网，金则被炒了鱿鱼。但她的律师
说，这不是金一个人的错，是整个体
系出了故障，比如监管不力。

(+$*年，休斯敦市关闭刑侦实
验室，将业务移交给新成立的独立
鉴定机构———休斯敦法医学中心，
旨在保证鉴定机构独立性。但对巴蒂
而言，一切都晚了。儿子由原来前途
无量的橄榄球员变成街头混混。当记
者问她是否怪罪 !"#技术时，她答
道：“不。!"#是科学，你不能怪它。
你只能怪那些错误使用它的人。”
汤普森说，众多案例证明他多

年来对 !"#检测风险的担心并非
杞人忧天。事实上，“这不再是有没
有可能犯错的问题，而是到底犯了
多少错、我们该如何纠错的问题”。

!科学"光环威力大
!"#检测技术起源于学术界，

建立在人体遗传学基础上，自带强

大的“科学”光环，很多人相信它能
最大限度排除掉主观干扰。在不少
人眼中，当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失职
时，!"#检测能伸张正义，成为还
原事实真相的一种途径。
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曾说：“相

对于 !"#技术，其他法医鉴定手段
都不能如此精确、可靠且高度肯定
地显示证据和某个具体个人或来源
存在联系。”

如今，随着《犯罪现场调查》等
刑侦剧的热播，!"#证据的权威性
越来越深入人心。密歇根州法官唐
纳德·谢尔顿随机调查 $+++余名陪
审员时发现，四分之三的人希望检
方在强奸案中提供 !"#证据，近半
数人希望在谋杀案证据中出现
!"#，((.的人则希望每起刑事案
件中都能提供 !"#证据。
与 !"#证据打了 (+年交道的

旧金山律师比卡·巴洛说：“现在，
人们几乎不再讨论 !"#采样、分析
和保存问题。!"# 证据很难被推
翻，对律师来说，跟 !"#作对代价

太高、太费时间。”

错误频频为哪般
看似无懈可击的 !"#检测技

术，为何频频制造冤假错案？
专家指出，人类 %%!%.的基因

完全一致，只有确认尽可能多的特
殊等位基因，才能将范围精确缩小
到某个个体，这就是为何专家在刑
事案件中引入这项技术时强调必须
大量取样、对比测试、反复确认。
依据目前美国多数鉴定实验室

标准，分析员通常要比对 $,个位点
的等位基因就能基本确定两个个体
样本是否来自同一人，因为这些基
因在两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概率不
足十亿分之一。但如果一个样本涉
及两人，需要比对的等位基因数要
翻一倍；如涉及三人，比对数增长两
倍；以此类推。要从中分析出具体牵
涉几人、分别是谁，难度可想而知。
一旦样本过小或受损，如握手

导致基因重叠等，就可能造成等位
基因缺失或出现在本不存在的地

方，这时如何甄别就变成一件很主
观的事。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学

家伊迪尔·德罗尔和美国州立博伊
西大学生物学教授格雷格·汉姆皮
基亚 (+$+年得到一份强奸案资料，
破案关键取决于 !"#分型结果。一
名被告为获减刑，告发同伙，当时两
名法医得出结论：受害者体内提取
的精液混合物中不能排除这名同伙
作案可能，最终该同伙被判有罪。德
罗尔和汉姆皮基亚将 !"#证据交
给 $/家资深实验室检测，没有介绍
案件详情，仅让它们判断精液中是
否包含那名同伙的 !"#。结果，仅
一家实验室认为精液中可能包含他
的 !"#，另 $(家排除他的嫌疑，还
有 *家表示无法断定。

德罗尔和汉姆皮基亚认为，要
想从一个混合多人基因的物证中确
认某人身份，“$+名专家检测，可能
会有 $+个不同的结论”。

出错原因有两种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埃琳·墨菲

说，!"#检测技术本意是为了消除
人的主观干扰，然而她“研究得越深
入，就越发现主观性仍存在”。
墨菲认为，出错原因大致分两

种。一是取样或分析时样本受污染
或被调换。内华达州一名黑人男孩
就是因为警方误将他的 !"#当成
案犯样本送进实验室而坐了 &年冤
狱，而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因涉
嫌谋杀妻子受审时，辩护律师就以
关键的 !"#物证在采集时被污染
为由帮他脱罪。二是 !"#转移，即
细胞遗传物质在不同个体以及个体
与物体间传递。我们接触人或物、说
话甚至洗衣服时，难免会发生 !"#

转移，且很难溯源。由于每个人身上
脱落的细胞数量不一样，某一物体
上最清晰的 !"#图谱不见得来自
最后一个接触该物体的人。
墨菲说，如果取样时小心谨慎，

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样本受污染，但
!"#转移几乎无法避免。令人担忧
的是，目前不少实验室追求从尽可
能少的证据和样本中提取遗传信
息，这种技术看似尖端，却更可能污
染样本或遗失等位基因，制造冤案。
墨菲最后在书中写道，目前尚

没有权威数字统计显示到底有多少
人因 !"#证据出错而蒙冤受指控
甚至入狱。但是，“这个漏洞百出的
刑事审判系统即使出现错案也不懂
得反思，而现在它的武器库中又添
了一件强大的武器”。 王鑫方

DNA检测技术

权威性获认可
! ! ! !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杰

弗里斯 !"#$年将开发的 %&'

指纹技术第一次用于刑事案件

侦查"帮警方侦破悬案#抓到真

凶" 法医鉴定技术从此迎来一

个新纪元$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杰

伊!阿伦森说"%&' 检测技术

最初进入美国时也受到种种干

扰" 部分辩护律师认为它不足

以成为呈堂力证" 理由是它没

有通过弗赖伊测试$

弗赖伊测试要求采纳科学

证据时" 专家证言依靠的原理

和方法必须得到所属领域普遍

接受$ 一些著名高校抱怨那些

商业检测机构对具体技术讳莫

如深%不够透明& 当然"这些争

议问题后来都得到了解决&

如今"%&'检测技术得到

不断完善" 美国联邦调查局建

立起强大的 %&'联合检索系

统')*%+,("同时给予一大批

私人实验室相关资质认证"寻

求将样本收集和存储程序标准

化$ 人们对它的可靠性也越来

越深信不疑$

律师巴里!舍克和彼得!诺

伊费尔德以 %&'检测分析技

术为武器" 替不少他们认为受

种族歧视所害的被告翻案"迄

今"二人赢得 !-.场上诉"其中

多数被告为黑人$

%&' 技术更大的作用是

帮警方查找真凶$ 美国各州%

县% 市级的刑侦实验室数量翻

倍增长" 申请检测 %&'证据

的案件也越来越多$ 截至 /012

年" 联邦调查局 %&'联合检

索系统存储的 %&'图谱已超

过 1300万份"仅去年一年就协

助侦查了数万起案件$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

在性侵案件中"%&'证据会使

被告定罪的可能性增长 45倍)

谋杀案中"%&'证据使案件受

审可能性增加 14倍%定罪的可

能性增加 55倍$英国纳菲尔德

生物伦理学协会说" 仅仅提及

检方打算引入%&'比对"也足

以震慑到被告当场认罪$

棉签厂家!创造"

!海尔布伦幽灵"

! ! ! !一名*幽灵女杀手+曾经困

扰德国警方多年" 因在德国海

尔布伦杀害一名警察得名 *海

尔布伦幽灵+&

这名*杀手+的 %&'起初

现身于 1""4 年德国一名被杀

害的老妇人家中" 欧洲警方此

后 10多年间陆续在奥地利#法

国#德国等国 60多处凶杀案现

场发现同样的 %&'"但除了能

分析出此人为女性外" 其他一

无所获&

500$ 年" 警方无意中发

现" 他们收集样本的棉签出自

奥地利同一家棉签厂&

原来" 困扰警方多年的所

谓连环杀手 %&'"其实来自棉

签厂一名徒手搓棉签的女工&

工厂坚称" 所有棉签出厂时都

经过严格杀菌消毒" 但它不知

道的是" 这些消毒系统无法彻

底清除个人 %&'残余&

! ! ! ! 在不少人眼
中，脱氧核糖核酸
（"#$）检测技术简
直就是破案终极
“神器”。案件每到
山穷水尽之际，一
根毛发、一滴血、一
点体液……但凡带
上案犯一丁点生物
信息，都能拨开茫
茫人群、直指凶手。

"#$检测技术
到底有多靠谱？它
不会犯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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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人员在案发现场提取DNA证据

! 技术人员进行DNA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