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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司法部信息中心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南方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素华、李成涛、朱波峰、谢建辉、侯一平、陶瑞旸、陈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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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 InDel 分型与应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验室基于毛细管电泳技术进行法医InDel遗传标记分型与应用的总体要求、检验程

序和结果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实验室应用InDel遗传标记开展个体识别和（或）辅助亲权鉴定等鉴定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223  亲权鉴定技术规范 

GA/T 1162  法医生物检材的提取、保存、送检规范 

SF/T 0069  法医物证鉴定实验室管理规范 

SF/Z JD0105006  法医物证鉴定X-STR检验规范 

SF/Z JD0105007  法医物证鉴定Y-STR检验规范 

SF/Z JD0105010  常染色体STR基因座的法医学参数计算规范 

SF/Z JD0105012  个体识别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插入/缺失多态性  insertion/deletion polymorphism；InDel 

缺失/插入多态性  deletion/insertion polymorphism；DIP 

基因组中发生插入或缺失DNA片段形成的一种长度多态性遗传标记。 

注： 插入或缺失的DNA片段大小可以是1个到数百个核苷酸。 

 

毛细管电泳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以毛细管为分离通道，以高压直流电场为驱动力的液相分离技术。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DNA：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 

PCR：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STR：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 

5 总体要求 

鉴定机构应具有从事法医物证的执业范围，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对所有影响鉴定结果的人员岗位规定相应的能力要求，包括教育、资质、培训、专业知识和技

能等,并保留相关记录，制定适宜的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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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据第 6 章和第 7 章的规定，对鉴定人以及参与鉴定工作的人员进行监督，以评价其鉴定工

作的符合性和满意程度，监督的结果作为培训需求评价的依据之一； 

c) 具有能识别样本的标识系统，并确保样本在鉴定过程期间能得到持续的识别； 

d) 建立样本的运输、接收、处置、保护、存储、保留和/或清理的规定，能对接收、内部传递、

处置、保留、返还和清理等过程进行记录，确保记录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鉴定人应具有法医物证鉴定执业资格，熟悉并掌握基于毛细管电泳进行 InDel 遗传标记分型的原

理和方法，并能正确使用分析软件对分型结果进行分析与评价。 

鉴定活动应包括检验（采样、DNA提取、DNA定量、InDel分型）、鉴定意见出具和鉴定文书撰写

等环节。鉴定活动完毕后，应将各个环节的记录进行归档。 

实验室的基本要求以及样本管理、设备管理、质量管理等应符合 SF/T 0069的规定。 

6 检验程序 

采样 

样本的采集、包装和保存要求如下： 

a) 样本一般为血液（斑）、唾液（斑）、口腔拭子、带毛囊毛发、精液（斑）、羊水或组织块等； 

b) 对于接受了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的被鉴定人，应避免采集其血样作为检验样本，宜取其口腔拭子、

唾液、毛发或指甲等； 

c) 样本应分别包装，进行唯一性标识并注明样本类型、采样日期和采集人等； 

d) 样本的提取、保存与送检应按照 GA/T 1162的规定执行。 

DNA提取 

DNA提取主要包括裂解和纯化两个步骤。裂解是使生物样本中的DNA游离到裂解体系中，纯化是使

DNA与其他细胞成分（如蛋白质、多糖和脂类等）彻底分离。 

DNA提取要求如下： 

a) 应根据样本种类、数量和保存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有针对性地选择提取方法； 

b) 提取过程中宜避免物理因素（如剪切力、高温等）、化学因素（如强酸、强碱等）和生物因素

（如核酸酶等）的破坏，保证一级结构的完整性； 

c) 提取过程中宜避免外界环境（如灰尘、气溶胶等）对 DNA提取的污染；排除其他分子（如蛋白

质、多糖、脂类和有机溶剂等）的污染；以及防止试验过程中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DNA定量 

6.3.1 紫外分光光度法 

利用DNA在260 nm附近有最大吸收值的特性，可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或超微量分光光度计等对DNA

进行定量。检测试剂和方法可参照说明书。 

6.3.2 荧光定量法 

利用荧光染料标记DNA的荧光强度与DNA含量成正比的特点，可采用荧光定量仪对DNA进行定量。检

测试剂和方法参照说明书。 

InDel分型 

6.4.1 推荐检测的 InDel遗传标记 

在法医学领域应用 InDel遗传标记开展个体识别鉴定和辅助亲权鉴定时，宜检测的 InDel遗传标

记如下。 

a) 常染色体 InDel 

常染色体 InDel推荐位点如下： 

rs2307956、rs2307963、rs2307507、rs2307959、rs28369942、rs2308276、rs2307975、rs2067235、

rs10578778、rs2308292、rs1160980、rs1610903、rs1610937、rs35332265、rs201273179、

rs66879403、rs2307661、rs1160953、rs2308116、rs2307652、rs2308139、rs66850318、rs16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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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1611001、rs1611048、rs16458、rs2307783、rs10639920、rs2308072、rs10666410、rs71953876、

rs8190570、rs71953876、rs3830870、rs17174476、rs35248926、rs35833136、rs16660、rs2307570、

rs2308232、rs2307805、rs2067373、rs3049448、rs3032356、rs3837647、rs112250269、rs2307433、

rs1610905、rs1610878、rs34999022、rs2307561、rs112052995、rs66481141、rs10700342、

rs3033486、rs6481、rs16388、rs16363。 

b) 性染色体 InDel 

X染色体 InDel推荐位点如下： 

rs3048996、rs72513349、rs5903978、rs36094418、rs2308280、rs112397470、rs66554185、

rs199686249、rs200177947、rs3050111、rs764329515、rs63345861、rs5902185、rs16397、

rs67266231、rs36208458。 

Y染色体 InDel推荐位点如下： 

rs2032678、rs759551978、rs199815934、rs771783753。 

在a）和b）InDel基础上可增加文献报道且经验证的其他InDel，以提高检测的系统效能。 

6.4.2 PCR扩增 

宜选用商品化试剂盒或经验证的检测体系进行PCR扩增。 

每批扩增均应设置阳性对照样本（已知浓度和基因型的对照品DNA或已检验过的、已知基因型的样

本）以及不含人类基因组DNA的阴性对照样本。PCR扩增体系与PCR扩增参数应按照说明书操作。 

6.4.3 PCR 产物分型 

PCR扩增产物的检测和结果判读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使用遗传分析仪对 PCR产物进行毛细管电泳分析； 

b) PCR扩增产物的检测步骤和方法按照仪器的操作手册进行。 

6.4.4 InDel分型结果判读 

InDel遗传标记一般表现为二态等位基因，可采用以下任一方式进行标示： 

a) 插入等位基因以“1”进行标示，缺失等位基因以“0”进行标示，等位基因间以“/”分隔，

如 1/0；纯合子只标示 1个等位基因，如 1； 

b) 插入等位基因以序列信息标示，缺失等位基因以“-”进行标示，等位基因间以“/”分隔，如

AACGT/-；纯合子只标示 1个等位基因，如 AACGT。 
注： 男性在X染色体InDel或者Y染色体InDel的分型结果仅标示一个等位基因。 

7 结果应用 

法医学参数计算 

常染色体InDel的法医学参数计算应按照SF/Z JD0105010的规定执行。 

X染色体InDel的法医学参数计算应按照SF/Z JD0105006的规定执行。 

Y染色体InDel的法医学参数计算应按照SF/Z JD0105007的规定执行。 

个体识别 

在法医学实践中，InDel可作为单独遗传标记或辅助遗传标记应用于个体识别。 

常染色体InDel的似然率计算、鉴定意见和鉴定文书撰写应按照SF/Z JD0105012的规定执行。 

亲权鉴定 

在法医学实践中，InDel可作为辅助遗传标记应用于亲权鉴定。 

常染色体InDel的亲权指数计算、鉴定意见和鉴定文书撰写应按照GB/T 37223的规定执行。对于不

符合遗传规律的InDel，亲权指数取值可为0.00001。 

X染色体InDel的似然率计算应按照SF/Z JD0105006的规定执行。鉴定意见和鉴定文书撰写应按照

SF/Z JD0105006的规定执行。 

Y染色体InDel鉴定意见和鉴定文书撰写应按照SF/Z JD0105007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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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多个InDel或者InDel与STR同时使用时，应有证据表明InDel之间以及InDel与STR之间是相互

独立的。不能证明相互独立的遗传标记宜按照单倍型进行计算或者单独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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