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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司法局，义乌市司法局： 

为推进我省司法鉴定机构转型升级工作，增强司法鉴定机构科技能力，提

高司法鉴定公信力，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仪器设备配置标准》的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省厅制定了《法医物证 DNA 实验室配置和操作规范》（以下简

称《操作规范》）。现将《操作规范》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地要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开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工作。本通知

实施前已经省厅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申请延续前，实验室配置应

达到《操作规范》要求。 

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省厅司法鉴定管理处。 

  

  

                                  

            二○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法医物证 DNA 实验室配置和操作规范 

  

为加强法医物证 DNA实验室管理，保证法医物证鉴定质量，确保鉴定结果

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特制订本规范，对法医物证实验室配置、鉴定受理、样品

检验等方面进行规定。 

一、 法医物证 DNA 实验室配置要求 

（一）        DNA 实验室区域配置 

法医物证实验室总体布局应考虑潜在的样本污染风险，降低对检验结果的

影响和对人员的危害。实验室各区域应独立且满足单向流程要求，区域内设

备、器物应有明确的标记，避免不同工作区域内的专用设备、物品混用。 

1. 必备区域配置。 



1.1 采样室：主要用来对生物学检材进行采集、包装及照片采集等； 

1.2 样本储存室（柜）：主要用来对检材进行登记及存放； 

1.3 预检室：主要进行血斑、精斑确证试验和种属试验（不从事个体识别

的实验室可不配备） ； 

1.4 DNA 提取室：主要用来进行 DNA提取，对于毛干、陈旧骨骼等 DNA含

量极低的检材，应另设专门区域进行 DNA提取及定量； 

1.5 PCR 扩增室：主要用来进行 PCR反应的加样和扩增； 

1.6 PCR 产物分析室：主要用来进行 PCR 扩增产物的检测及分析。 

2. 建议选配区域配置。 

2.1 灭菌室：主要用来对器材、器具进行消毒； 

2.2 试剂配制区：主要用来进行试剂的配制、分装及未开封试剂的保存。 

（二）DNA 实验室仪器配置 

检测设备以及相关设备，均应加以唯一性标识及状态标识。 

1. 必备仪器配置。 

1.1 遗传分析仪； 

1.2 PCR 扩增仪； 

1.3 生物安全柜； 

1.4 超净工作台； 

1.5 高速离心机 (10000rpm以上)； 

1.6 低速离心机（1000-10000rpm） ； 

1.7 分析天平； 

1.8 移液器； 

1.9 恒温器； 

1.10 纯水仪； 

1.11 振荡器； 

1.12 冰箱； 

1.13 灭菌设备； 

1.14 紫外灯。 

2. 建议选配仪器配置。 



2.1 核酸蛋白测定仪； 

2.2 荧光定量 PCR 仪； 

2.3 恒温混匀仪； 

2.4 板式离心机； 

2.5 生物显微镜； 

2.6 电热干燥箱； 

2.7 骨骼 DNA提取工具（电钻、粉碎机等）。 

（三）DNA 实验室人员配置 

司法鉴定机构应有 3名以上具备法医物证鉴定执业资格的司法鉴定人，才

可开展法医物证 DNA 鉴定项目。 

1. 岗位要求。 

1.1 司法鉴定人：应取得省司法厅颁发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1.2 司法鉴定人助理：应取得在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的司法鉴定人助理

证。 

2. 培训要求。 

司法鉴定人每年应参加不少于 40学时的继续教育，司法鉴定机构应定期参

加能力验证活动。 

（四） DNA 实验室试剂配置 

DNA 实验室扩增试剂应满足《法庭科学人类荧光标记 STR复合扩增检测试

剂质量基本要求》(GA815-2009)，或其它经认可或验证过的试剂盒。实验室应

配备两套以上试剂盒，用于内部质量控制。有条件的实验室可配备 Y 染色体，X

染色体等检测试剂盒。 

（五）实验室资料 

1. 实验室操作手册或作业指导书。 

1.1 实验操作：DNA提取、PCR扩增、电泳检测作业指导书，DNA 结果分析

与亲权关系判断作业指导书； 

1.2 仪器操作：仪器的使用、维护、保养作业指导书； 

1.3 试剂配制：试剂的配制、保存作业指导书； 



1.4 其它：生物安全管理作业指导书、计算机文件和数据控制作业指导书

等。 

2. 说明书。 

2.1 商品试剂盒说明书； 

2.2 仪器设备说明书。 

3. 记录。 

记录应包含充分的信息，以便在可能时识别不确定的影响因素，并确保该

检测在尽可能接近原条件下能够重复。记录应包括采样人员、检测人员和结果

校核人员的标识。 

3.1 案例登记：受理记录、检材采集或接收记录、司法鉴定文书发放记

录； 

3.2 实验记录：检验过程中 DNA提取记录、PCR反应记录、电泳记录、检

验结果图谱、数据分析； 

3.3 仪器记录：仪器运行记录、仪器维护保养记录； 

3.4 其它：实验室温湿度记录、冰箱温度记录等。 

4．司法鉴定文书。 

4.1 司法鉴定意见书； 

4.2 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二、法医物证司法鉴定程序及要求 

（一）司法鉴定受理 

司法鉴定受理，应遵照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浙江省司法鉴定

机构受理鉴定委托规则》。涉及未成年人时，应提供委托人对其具有监护权关

系的证明文件，或由相关单位出具的委托材料，以及相关人员同意的书面材

料。 

（二）样品采集 

1．采样时填写采样单或委托材料受领单，写明委托方名称、采样日期、

采样类型、被采样人姓名、性别、称谓等，并拍摄被采样人照片，由被采样人

在采样单上签名确认（婴幼儿的姓名由其监护人代签），并留下指纹（婴儿可



留脚印）。采样人应在采样单上签名。对尸体采样还需其近亲属或法定部门在

采样单上签字。 

2.每份样品采集后贴上相应的标签，注明被采样人姓名、编号、称谓、采

样日期等，保证被检样本的唯一性。 

3. 对于近期有输血史、接受了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或接受放疗化疗的被鉴

定人，应避免采集其血样，而宜取毛发或口腔拭子作为检验材料。 

(三）样品送检 

送检的样品应独立包装，在包装袋上注明采样日期、采样类型、被采样人

姓名、性别、称谓等，并有委托人的签名。鉴定人应当审核委托人提供的样品

是否完整、充分。样品不完整、不充分的，应当要求委托人补充提供，不能提

供补充材料的应当拒绝受理。委托人对样品的真实性负责。 

(四) 样品存放与领取 

1.被检样品与相关的委托受理合同、采样单由样品室保管员登记保存。被

检样品应有专门的储存区域，在检测全过程应保证样品的有效性和唯一性。 

2.司法鉴定人从样品室领取被检样品和委托受理合同、采样单等材料，应

作好领样登记。 

（五）DNA 检验、亲权关系判断 

按照委托要求，司法鉴定人对生物学检材进行法医物证学司法鉴定，做好

检测记录，保存原始的实验数据，并提供归档所需的各项原始材料。在检测过

程中，发样人、接样人、取样人、取样量等信息应填写在样品流转单上，以保

持物证链的完整。DNA 检验分析、亲权关系的判断按照《亲权司法鉴定技术规

范》（SF/Z JD0105001-2010）、《法庭科学 DNA实验室检验规范》（GA/T 

383-2002）进行。 

（六）司法鉴定文书 

实验完毕，分析实验数据，出具相应的司法鉴定文书。 

1. 司法鉴定文书的种类。 

1.1 司法鉴定意见书：适用于检材来源明确，在质、量方面具备理想

的检验条件，能够形成司法鉴定意见的案例； 



1.2 检验报告书：适用于只需表述检验结果，无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

的案例。 

（七）档案保存 

司法鉴定人应当在司法鉴定事项办结后三个月内收集下列材料，整理立

卷并签字后归档： 

1.       司法鉴定委托书。 

2.       受理审批表。 

3.       司法鉴定协议书。 

4.       司法鉴定文书正本。 

5.       司法鉴定文书底稿。 

6.       检验原始记录、图谱。 

7.       样品流转单。 

8.   采样/收领单。 

9.       送鉴材料。 

10.  送达回证。 

11.  收费凭据复印件。 

12.  其他应当归档的特种载体材料。 

三、法医物证 DNA 实验室参照的标准、规范 

1．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2．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仪器设备配置标准》。 

3．司法部《司法鉴定文书规范》。 

4．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亲权司法鉴定技术规范》（SF/Z JD0105001-

2010）。 

5．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司法鉴定机构委托受理规则》。 

6．公安部《法庭科学 DNA实验室检验规范》（GA/T383-2002）。 

7．公安部《法庭科学 DNA实验室规范》（GA/T382-2002）。 

8．公安部《法庭科学人类荧光标记 STR 复合扩增检测试剂质量基本要

求》（GA815-2009）。 



9．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CL0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

准则》（ISO/IEC17025：2005）。 

10．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CL28：2010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

能力认可准则在法医物证 DNA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11．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