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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概括了法庭科学中生物学证据的基础，描述了生物学证据的技术分析细节以及新的发展方向
。

本书重点介绍了生物学证据分析的技术基础、所使用的遗传标识、分析遗传标记的方法及分析结果解
释，这些都是生物学证据分析的依据。
每一章后所列的参考文献可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这一迅速发展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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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序列异质性和长度异质性研究 序列异质性和长度异质性都有报道，长度异
质性主要是C stretch区，而序列异质性是比较典型和常见的类型，表现为仅有一个位点共存两个碱基
，在测序仪电泳图上表现一个位置两个重叠峰。
若同一个体出现两个位点的异质性，则被称为“三质体”（triplasmy）。
但此种异质性的发生频率远低于单位点异质性，因为在HV Ⅰ和HVⅡ区610个碱基中超过一个位点的
异质性非常罕见，曾经报道同一个体最多6个位点的异质性，引起了大家的众多疑问，认为是测序方
法出了问题或者说样本被污染，而经对该样本调整并再次检测后发现异质性位点明显降低。
 序列异质性多发位点见于以下位置：16093、16129、16153、16189、16192、16293、16309、16337（HV 
Ⅰ）；72、152、189、207、279（HV Ⅱ）。
同一个体的不同组织内、组织问，所发生异质性的频率是不同的，据报道肌肉组织中最高。
有研究认为个体的异质性频率亦会随年龄增加而增高，但也有不同的报道认为同一个体的异质性是稳
定的，异质性发生频率的不同主要还是遗传因素而非年龄所引起。
如同一个体内毛发的序列异质性频率范围是0～90％，与个体的种群来源、使用化妆品、年龄、性别、
毛髓质形态、毛发头皮分布部位、生长阶段以及活体与尸体之间无明确关系，与毛发的颜色有关，颜
色越轻则异质性频率越高，黑色毛发异质性最低。
 EDNAP也进行了一项类似的验证性研究，用于调查异质性的分布情况，选择10名个体不同部位的55根
毛发样本，其中所选择个体已通过血样和颊黏膜样本分析中证明了异质性的存在，参与调查的10个实
验室分别使用不同的化学方法和工作程序以完成序列检测。
总体上说，有9个实验室对大部分测试样本的分析结果令人满意，不仅分析出了C／T的点异质性（同
血样和颊黏膜的异质性结论一致），而且对同一个体不同部位的毛发样本进行了区分，当然实验室间
也存在一些小的差异。
 Melton等报道测序法分析群体中毛发的序列异质性发生率是11.4％，而Panet0的报道是可重复检测的异
质性发生率是10.5％，并且只发现一个位点的异质性，而研究的血样中未发现异质性存在。
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尽管对毛发异质性的观点仍有争议，但人类的种群来源和异质性程度间的潜在联
系或许可以解释引起实验结果各不相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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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学证据研究与应用》涵盖生物学证据的筛查与采集、STR技术、mtDNA、SNP、InDel、自动化
系统与软件研发、灾害事故处理、RNA分析等主要领域，每一部分也有重点推荐读者阅读的综述类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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