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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锋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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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主动承担起法医DNA实

验室的创建工作。

业精技强 

自创技术屡破命案

如今，DNA技术在警方

侦查破案和刑事诉讼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

2006年，云南开展DNA工作

的只有省公安厅、昆明市

公安局和玉溪市公安局，蒋

佳林选择到省公安厅跟班学

习。那时他已39岁，各地同

去的学员中，他年龄最大，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学习的热情。

他白天跟着学，晚上看书整理笔

记，周末也不休息。别人学习需要3

个月，他1个月便学完学习内容。

2007年9月，保山市公安局DNA

实验室组建完成，通过了云南省公

安厅刑事侦察总队刑事技术处法医

室的考核，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受

理案件，这也代表着保山法医事业

的进步。蒋佳林独自一人担重任，

他说“既然选择了，就没有后退的

理由”。

2009年，在蒋佳林的主导下，

保山市开始建立Y-家族数据库，并

将其成功运用于各类案件中。2017

年，保山市隆阳区发生一起重大杀

人案，一对老夫妇在家里卧室被残

忍杀害，尸体旁地面上有一把带血

迹的武士刀。蒋佳林不放过刀上的

每一滴血迹，经过认真检验，刀上

除了两名死者的血迹以外，在刀柄

扣边缘的微量血迹中检出一个男性

的DNA。他进入Y-家族数据库查询

比对发现，这是一个13岁男孩的血

迹。就在一年前，蒋佳林和同事在

办理一起案件时，原本想采集小孩

父母的血样做Y-家族数据排查，由

于他父母外出务工不在家，便采集

了小孩的血样，没想到这名小孩就

是这起重大杀人案的嫌疑人。利用

Y-家族数据库，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

人，案件得以侦破。

2009年，保山市昌宁县发生一

起母女俩被害的案件，由于侦破瓶

颈在技术手段上，当时DNA行业上的

标准检验法也得不到结果，蒋佳林

便开始研究查找标准检验法的漏洞

和不足。漫长复杂的研究过程使他

积劳成疾，突发重症肌无力症并发

糖尿病，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研究

进程。2012年初，蒋佳林发明了一

种快速裂解人体细胞膜的“GBS试

剂”，裂解时间从3个小时缩短到

3分钟，灵敏度比原来还高，实用性

更强，更符合基层办案需要。他还

独创出一套比行业标准精确50至200

倍的全省一流、全国先进的“微量

DNA提取技术”，应用这项技术破获

了很多疑难案件，创造了一个个断

案传奇。

2012年4月，保山一修理厂保险

柜被盗20万元现金。案件现场唯一

留下的仅有保险柜被撬时金属刺口

挂着的半个芝麻粒大小的纤维结。

按当时的检验方法，只能送去化验

纤维材质。蒋佳林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主动请缨用“微量DNA提取技

术”进行检验，结果在这个纤维结

上完整地做出了个人的DNA数据。

录入DNA数据库后，警方比对

出该犯罪嫌疑人，很快进行了抓

捕。专案组调查发现，这是一个盗

窃团伙，多地多次作案，涉案金额

较大，最后成功抓捕犯罪嫌疑人。

蒋佳林的“微量DNA提取技

术”在这个案件的成功应

用，使之从此声名鹊起。

初心不改 

潜心钻研助破案

要对白骨进行DNA检验

是行业性的难题，蒋佳林认

真查阅书籍，花了一年多时

间了解骨头的构造和形成。

2018年初，蒋佳林发明

了“疑难检材检验技术”，

应用这项技术，他从长时间

暴露在自然环境下并积压了

多年的二十多具白骨中，准确检测

出DNA及如何死亡的结论。国家重点

DNA实验室用国外先进设备检验都没

能得出结论的白骨，被送到保山市

公安局DNA实验室，通过蒋佳林的

“疑难检材检验技术”进行检验得

出了准确结论，得到国内同行专家

的一致认同和高度评价。

2014年，腾冲发现一具吊死在

树上的尸体，尸体离案发已有一段

时间，当时死者骨头被拿到各种仪

器上检测，都得不出结果。后来蒋

佳林用“疑难检材检验技术”进行

检测，发现这是一个负案在逃的逃

犯，疑似自杀身亡。这种技术还被广

泛应用于寻找失踪人员、寻亲等。

近年来，性侵案件因报案不及

时，造成取证困难，嫌疑人没有及

时受到法律制裁，受害人身心受到

极大打击。蒋佳林对这个问题认真

研究，总结出一套“混合斑分离技

术”，让这类案件的取证认定有了

准确的科学依据。

“我用自己的发明和技术，

让犯罪分子服法，让死者得以瞑

目，让沉冤得以昭雪，让伤者得以

安慰，这是我的工作责任和入警初

心，正是这种责任心支撑我做好本

职工作并坚持下去。”蒋佳林说。

本刊记者 高佛雁 
通讯员 赵玲萍 张耀吕 

蒋佳林（右）和助手交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