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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会改变一个被拐孩

子的体貌特征和声音，但是他

的 DNA 信息永远改变不了。

只要父母的 DNA 信息在全国

打拐 DNA 数据库里，来历不

明的孩子 DNA 信息输入就能

自动比对，比对成功就自动提

示。之后我们还有复核程序，

重新确认后将孩子送还其亲

生父母，有相同经历的家庭千

万别放弃希望。”市公安局刑

侦大队相关负责人说。

该 负 责 人 还 表 示 ，DNA

数据库在打拐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但这其中也少不了民

间公益组织“宝贝回家”的功

劳。“有些家长丢了孩子以后

没有报案，反而求助于他们，

志愿者们就会引导他们来采

集 DNA，并在寻孩子的过程

中，不断提供帮助、安抚和重

要线索。”

据了解，公安部要求对五

类 人 员 必 须 采 集 血 样 进 行

DNA 检验，并将数据录入全

国数据库，这五类人员包括：

已经确认被拐卖儿童的亲生

父母，自己要求采血的失踪儿

童亲生父母，解救的被拐卖儿

童，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的

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

儿童。对街头流浪乞讨和被

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

成年人一律采血，经 DNA 检

验 后 将 数 据 录 入 全 国 打 拐

DNA 数据库。另外，领养孤

儿 ，也 须 先 采 集 血 样 进 行

DNA 检验。

公安部还要求，采血工作

遵循就近原则，儿童失踪地、

居住地、发现地公安机关必须

及时接待群众采血。在报案、

查找、侦查调查和采血、检验、

比对工作中，不得以任何理由

向群众收取费用。

21世纪的“滴血认亲”能助一家团圆，五类人员、领养孤儿必须先采集血样

揭秘打拐DNA数据库
我市已有146例血样信息入库

■记者 金邦寅

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大力帮助下，上个月，两份血样在乐清市

公安局刑警大队完成加急检测、DNA比对。6月底，18年前在北京被拐

的乐清女孩黄文文，与父母团聚相认，当年黄文文被拐时才6岁。

同样是寻子。去年5月，深圳宝安机场，25年前在瑞安被拐的翁女

士与赶到深圳的母亲蔡娟娟相见相拥喜极而泣（相关报道详见本报去

年5月21日6版、22日9版、24日3版《被拐25年的莘塍女子与妈妈在

深圳团聚了》）。这对失散多年的瑞安母女，也是通过DNA比对确定的。

《亲爱的》和《失孤》这两部打拐题材电影先后上映，更引发人们

对“拐卖儿童”这个话题的关注。那么，什么是打拐DNA数据库？作为

打拐“利器”的DNA数据是如何得到的？日前，记者来到我市刑事科学

技术中心DNA检测室一探究竟。

DNA 检测室很“娇气”
人员进入须全身“武装”

瑞安市刑事科学技术中心

DNA检测室，位于市公安局大

院后面一栋安静的 3 层大楼

内。中心副主任徐建设向记者

揭开了DNA检验的神秘面纱。

“DNA检测环境要求很高，

由于人本身就是潜在的污染源，

为防止样品被污染，实验室内卫

生要求很高，要求清洁无尘且没

有人体残留物。”徐建设带领记

者一行人进入中心过道前，逐一

递上口罩并示意大家戴上，“每

天，检测室的工作人员都要更换

消毒过的白大褂，换上鞋套、口

罩、手套等全套防护装备后，才

能进入到 DNA 实验室的核心

检测区域。”

进入检测区过道后，记者看

到，4间白色实验室在走道左侧

一字排开。徐建设边走边介绍：

“DNA检测分为检样、提取、扩

增、电泳四个步骤，每一间实验

室代表着检测的一个步骤。”

在实验过程中，检材和实验

人员的通道是分离的，每一步实

验环节完成后，两者通过不同的

通道来到下一间实验室，开始下

一步骤实验。“如果上一个步骤

没有做好，检验样品是不能退回

的。”徐建设介绍，由于DNA提

取检测环节 DNA 底物的浓度

会逐渐提高，所以为了防止

DNA污染，检材必须单向流通，

禁止走“回头路”，不能将高浓度

的 DNA 底物回流到上一环节

而污染到该环节整体环境，如果

有一步实验环节出现问题，实验

只能重新开始。

为确保实验过程的精度和

安全性，实验室要求恒温恒湿空

气清新通畅，每间实验室根据检

验仪器的不同，温度和湿度的设

置也相互独立，每间实验室内的

气流通道相互隔离且只与外界

大气连通，以避免交叉污染，

当一份检材从第一间实验

室“走”到最后的电泳实验室时，

如果一切顺利，它至少在实验室

中已经待了10个小时。在最后

一个实验室中，检材已经从各种

载体上的人体细胞变成一管融

合了各种试剂的液体。在通过

基因分析仪的毛细管电泳检测

后，DNA检测结果也就生成了。

“目前，我们中心已经具备

了DNA检测相关硬件设施，但

尚未通过相关资质验证，目前仅

负责采集血样等，然后保存送往

温州检测。”徐建设说，“一般来

说，领养孤儿的送检血样，来回

需要一周时间，而检验结果的产

生和鉴定文书的出具则可能需

要1个月。被拐儿童及父母的

血样经温州检测后，数据会直接

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DNA“盲比”碰撞出“火花”
一个家庭可能团圆

市刑事科学技术中心DNA

检测室法医南晓介绍，遗传学中

认为人的基因组DNA为双倍体，

其中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

亲。通过分析父母DNA与孩子

DNA的亲缘匹配性，就能判断是

否存在血缘关系。“DNA盲比”技

术就是基于这个原理。

据介绍，打拐DNA数据库依

赖于公安专用网络，采用网上作

战的模式，基本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采用亲子鉴定的方

法。失踪儿童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采集儿童血样，检验DNA，入库；

孩子父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采集

父母血样，检验DNA，入库；两类

数据借助计算机系统互相比对，

如果符合遗传规律，并达到一定

的匹配概率，可以考虑3个血样

来源于一家三口。这时，要结合

调查和身体特征检查情况，综合

确定孩子身份。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同一认定

的方法。孩子的父母提供孩子失

踪前使用的奶瓶、牙刷等，检验

DNA，入库；与数据库中的失踪

儿童数据对比，如果查找到一致，

并达到同一认定水平，就可以说

这对父母找到了亲生孩子。

在数据库自动比对过程中，

当来自父母和来自失踪孩子的

DNA信息有很大程度的吻合时，

数据库就会自动弹出信息提醒民

警。收到提醒的民警将两份

DNA数据采取人工比对的方式，

进行位点逐一比对确认结果后，

再结合实际侦查情况。如果各方

面条件全部吻合，那么则证明这

两人存在遗传关系，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一家人”。

我市 146 例血样信息录入打拐数据库
浙江 281 个孩子“回家”

2009 年 4 月，公安部正式

建立“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

卖/失踪儿童DNA 数据库”，俗

称“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

“滴血”产生 DNA 数据，而“认

亲”靠的就是全国打拐DNA数

据库。

有了这个数据库，只要将

丢失孩子父母的血样以及被拐

儿童的血样采集到，就可以在

全国范围内迅速准确查找。

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的 DNA 信息可以自动检索匹

配，各省警方也可以接入查询，

实现网上比对。警方将自动检

索匹配 DNA 重合信息的这一

技术称为“DNA 盲比”。当这

种信息检索碰撞出“火花”，就

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团圆。

据了解，目前在打拐案件

中，温州地区采用的DNA检验

手段一般都采用 21 个 DNA 基

因位点以上，比对21个位点的

准确率能达到 99.9999998%。

考虑到遗传变异等因素，为了

不错过一个让失散家庭团聚的

机会，警方对高度相似的DNA

数据会进行更进一步更多位点

的一对一的“订制检测”。

据公安部提供的官方数据

显示，自 2009 年建库以来，通

过比对，已经成功帮助3500名

多年前被拐儿童找到了他们的

亲生父母。

虽然浙江案件总量少于其

余涉拐重点省市，但浙江是被

拐卖儿童的主要流入地之一，

且近年来呈现出亲生父母贩卖

子女等新趋势，打拐工作依旧

任重道远。

实际上，自 2000 年起，浙

江警方就将打拐作为一项常态

性工作。2009年，省公安厅建

立了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

截至今年初，该数据库已经采

集 了 3.9 万 例 DNA（包 含 父

母），帮助281名孩子找到了亲

生父母。

记者了解到，温州的打拐

DNA 数据库，目前有 1000 多

名孩子和 79 对父母的 DNA 录

入在案。截至今年 5 月，我市

共 有 146 例 孩 子 及 父 母 的

DNA 录入在案。但是由于基

数小，目前在温州市通过数据

库比对成功的案例不是很多。

五类人员须采集 DNA 录入数据库
失踪儿童的家庭别放弃希望

采集到的儿童血样样本被送往采集到的儿童血样样本被送往 DNADNA 检测检测室进行实验分析室进行实验分析（（资料图资料图））

去年 5 月，失散 25 年的翁女士和亲生母亲蔡娟娟在深圳喜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