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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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市公安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成涛、张素华、侯一平、刘雅诚、孙宏钰、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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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物证实验室污染防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法医物证实验室在污染防控方面对于人员、设备及耗材、试剂、样本、方法和环境的

要求，以及污染的检测与处理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法医物证实验室污染防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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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GB/T 37140  检验检测实验室技术要求验收规范 

SF/T 0069—2020  法医物证鉴定实验室管理规范 

SF/Z JD0105009—2018  法医物证鉴定标准品DNA使用与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气溶胶  aerosol 

悬浮于气体介质中的粒径一般为0.001 μm～100 μm的固态或者液态微小粒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分

散体系。 

 

生物安全柜  biological safety cabinet 

具有气流控制及高效空气过滤装置的操作柜。 

注： 能有效降低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气溶胶对操作者和环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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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 

实验室人员管理应符合 SF/T 0069—2020中第 4 章的规定。 

规范个人行为，在实验室工作区域内不应从事与实验无关的事项；工作前，应接受系统培训，掌

握实验室标准的操作规程。 

实验过程中工作人员应穿着实验服，佩戴手套、口罩和实验帽。在工作中发生污染时，应更换后

才能继续工作。穿戴要求如下。 

a) 实验服： 

1) 各实验区域的实验服宜进行区分； 

2) 实验服应至少每周清洗 1次。 

b) 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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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过程中应始终佩戴一次性手套，手套腕部套住实验服袖口，并在离开该区域时取下手

套； 

2) 当污染、破损或佩戴一定时间后，应更换手套，以防污染； 

3) 在进入其他实验区域时，应及时进行更换。 

c) 口罩应遮住口鼻，并避免用戴手套的手触摸口罩，如果需要调整口罩，应同时更换手套。 

d) 实验过程中应戴上一次性实验帽或类似的发套，完全盖住头发。 

实验室应建立个人 DNA 数据库，包括但不限于鉴定人、鉴定助理、仪器维护工程师和实验室清洁

人员。 

未经指导和许可，清洁人员不应清洁实验台和实验台上相关设备、试剂等。清洁工作应在非实验

活动阶段进行。 

6 设备及耗材 

实验区域应按照功能要求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包括移液器）以及实验耗材。仪器设备、实验耗

材、实验记录本和实验服等应有明显标记，避免与其他区域内的相关物品发生混用。 

实验区域的仪器设备管理应按照 SF/T 0069—2020中第 6章的规定执行。 

备用的离心管、吸头和棉签拭子等应封装严密，使用前启封；为防止移液器头部的 DNA 污染，可

使用防气溶胶吸头。 

7 试剂 

试剂配制 

除另有规定外，实验中使用的试剂等级应为分析纯或生化试剂。试剂的选购、验收和存储应符合

GB/T 27025的规定。 

实验用水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去离子水的电阻率应达到18.2 MΩ.cm。 

    实验室配制的试剂应在盛放容器上标明试剂名称、浓度、配制时间、配制人、存储条件和失效时间。

标签上的字应清晰、不易擦除，便于辨识，不发生混用。 

质量控制 

试剂应符合SF/T 0069—2020中7.2的规定。 

商品化试剂盒应标注到货日期、拆封日期，应按规定的存储条件存放。 

当试剂经质检合格后，应将其分装贮存备用。用于扩增的试剂应冷冻贮存，避免反复冻融使用；冻

融后置于4 ℃保存，且4 ℃存放时间不应超过1周。 

8 样本 

待测样本应包装完好并有明确的标识。 

对于骨骼、牙齿等样本进行前期预处理时，应在样本制备区域完成，避免交叉污染。 

9 方法 

在样本转移和混合过程中，如移液和离心等步骤应严格遵守实验规程，避免产生气溶胶。 

应在生物安全柜或相当的安全隔离装置中进行所有可能产生感染性气溶胶或飞溅物的操作。 

处理微量样本时，批量处理的样本数量宜尽可能减少，且同批样本之间应物理隔离或空间距离尽

量大，如使用单独的样本管或微孔板的分散性反应孔。 

核酸或蛋白提取过程中应设置不加样本的空白管，排除环境污染。提取空白对照宜用缓冲液或者

水替代样本。提取空白对照的试管应置于每个提取批次的最后一个。 

PCR过程中应同时对阳性对照标准品和阴性对照标准品进行扩增，分别用于排除样本污染和（或）

环境污染。其中，阳性对照标准品的有效性检验和使用应按照 SF/Z JD0105009—2018中第 4章的规定

执行，阳性对照标准品的管理应按照 SF/Z JD0105009—2018中第 5章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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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活动应及时、准确地完成记录，以备排查污染源及确定污染范围时进行核查，确保可追溯性。

对原始记录的任何更改均不应影响识别被修改的内容，修改人应签字和注明日期。所有记录应易于阅读，

便于检索。 

10 环境 

基本要求 

法医物证实验室的基本要求如下。 

a) 实验室的设计和建设宜符合 GB/T 37140的规定。 

b) 实验区域的设计与功能要点如下： 

1) 根据实验室场所面积和空间格局，宜聘请专业的实验室净化工程师进行缓冲间、风淋间及

排风系统的设计与安装； 
注： 缓冲间为设置在被污染概率不同的实验区域间的密闭空间。 

2) 实验室门口处应设存衣或挂衣装置，可将个人服装与实验室工作服分开放置； 

3) 实验室不同功能的工作区域应是分隔独立的房间，并有明显的标志。各区域之间如果紧密

相连，应安装物品传递窗； 

4) 实验室活动应在规定的房间进行，待检样品的流动应遵循法医物证检测流程的顺序，严格

按照单一方向进行； 

5) 每个房间的顶部应安装紫外灯，数量宜为 20 m
2
安装 1支 30 W～40 W的紫外灯； 

6) 实验室宜选用浅色工作台面，便于清洁及识别清洁程度；台面应选用实验室级别，耐强酸、

碱和溶剂等化学品，可承受频繁的清洗； 

7) 实验室工作台应有足够的操作区域，工作台抽屉单元应有足够的储存空间，工作台边角应

圆滑； 

8) 实验室座椅边角应圆滑，表面应为无孔材料，可承受频繁的清洗； 

9) 实验室的墙壁、天花板和地面应易清洁、不渗水、耐化学品和消毒灭菌剂的腐蚀。地面应

平整、防滑，不应铺设地毯。 

c) 实验室内温度、湿度和洁净度等环境参数应符合工作要求。 

d) 实验室应有防止蚊虫、蚂蚁、苍蝇、蜗牛、鼠类等节肢、软体和啮齿类动物进入的措施。 

工作区域设置 

10.2.1 通用区域若操作有毒和刺激性等挥发物质，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配备负压排风柜。通用区

域应包括以下区域。 

a) 试剂储存/准备/配制区：主要用于纯水和（或）去离子水的制备、制冰、试剂的配制和分装、

原装试剂和配制试剂的存储等。 

b) 样本制备区域：主要用于检测样本的前期准备，如骨骼、牙齿等。粉碎样本时的器皿应单独使

用；在使用前应彻底清洗并高压消毒，防止交叉污染；称取的待测样本应加盖后转移到核酸/

蛋白提取区域。 

10.2.2 司法鉴定执业项目覆盖 0401～0404 的法医物证实验室工作区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区域。 

a) DNA提取区：主要用于 DNA的提取与纯化。 

b) PCR扩增区：主要用于 PCR扩增反应体系的配制和模板的加入；产物扩增。加样应在超净工作

台（或生物安全柜）内进行，超净工作台的气流方向宜选择垂流式。 

c) DNA检测区：主要用于扩增产物的检测与分析。 

10.2.3 司法鉴定执业项目覆盖 0405～0409 的法医物证实验室工作区域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

范的规定执行。 

内务 

实验室内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不应在实验室内接触、食用和存储个人的食品或饮料。实验室内使用的冰箱、冰柜和微波炉等

不应用于生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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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完成各阶段实验室活动后应立即进行整理，主要包括将试剂、仪器和未使用的耗材等放回原

位以及实验台面的清洁，确保实验台面、试剂架、超净工作台（或生物安全柜）以及通风柜等

保持干净与整洁； 

c) 应根据实验室使用情况、实验区域的环境布局等选择合理的方式，定期进行紫外照射，紫外照

射的频次、照射方式及时间应能满足紫外消杀的基本要求； 

d) 各类实验室废物应放置于专门的容器或者垃圾桶内进行暂时收集和存放，并尽快从工作区域

转移走。对不同区域的专门容器或垃圾桶应进行标识，不应混用，防止污染。对于有毒有害的

废物，不应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应按照实验室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e) 应定期清洁易积尘的部位，不常用的物品宜存放在抽屉或箱柜内； 

f) 应定期清洁墙面，如果墙面有可见污物时，及时进行清洁和消毒灭菌。不宜无目的或强力清洗，

避免破坏墙面； 

g) 每个实验室功能区域应明确责任人并贴签公示。 

污染防控 

10.4.1 应根据实验室功能区域的面积大小和使用频率，制定相应的清洁计划，并记录清洁日志，以便

发生污染时进行排查。包括但不限于每日对台面进行清洁；每周对实验区域地板、门窗和抽屉内部等进

行清洁；每月对实验区域进行深度清洁，如灯、通风管、墙壁和离心机内外等。 

10.4.2 实验区域应制定适宜的环境采样检测计划，定期采用擦拭实验进行监测，确保实验环境的清洁

度。 

10.4.3 不同实验区域的清洁用品应固定，不应交叉使用。 

10.4.4 实验室活动结束后应立即对实验区域进行清洁和去污染。主要的工作要点要求如下： 

a) 实验区域清洁应按照检测工作流程的方向进行。以现场骨骼的 DNA 提取和 STR 检测分型实验

为例，依次从试剂存储和准备区域至样本制备区域、DNA 提取区、DNA 定量区、PCR 扩增区以

及扩增产物分析区； 

b) 实验台面和超净工作台台面宜使用 3%双氧水或者 10%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 1 g/L）等进行

擦拭清洁。擦拭清洁后宜再进行紫外照射，照射时间应大于或等于 30 min。 

11 污染的检测与处理 

基本要求 

实验区域发生以下情况时，应进行污染检测： 

a) 污染事故； 

b) 实验室功能变更； 

c) 进行过维护活动或者教学活动。 

检测及处理方法 

11.2.1 排查污染源及确定污染范围 

排查污染源及确定污染范围的要求如下： 

a) 应对同一批次样本进行交叉比对； 

b) 与实验室人员库 DNA数据进行比对； 

c) 核查阳性对照标准品和阴性对照标准品的检测结果； 

d) 与近期处理的其他批次样本进行交叉比对，最长可追溯到最近一次内部评审； 

e) 应使用适当湿润的棉签拭子对实验区域内的物品进行抽样检测，拭子应无人源 DNA污染。抽样

样本的 DNA检测结果与实验室样本 DNA数据及人员 DNA数据应进行交叉比对。 

注： 采样的物品包括工作台面、橱柜及抽屉、椅子、门把手、冰箱、数码相机、条形码扫描仪、热封仪、紫外灯、

离心机、震荡仪、涡旋仪、电话和文具等。 

11.2.2 确定发生污染的原因 

污染的发生点宜通过实验流程的反向操作顺序来确定：重新电泳、重新扩增和重新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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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发生原因可主要从人员、设备、耗材、试剂、样本、方法和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 

11.2.3 纠正措施 

确定发生污染事件后，纠正措施要求如下： 

a) 检验环节发生污染，应对已做的检验结果产生怀疑，并立即停止检验工作，直至消除污染源为

止； 

b) 受影响的案件应在已排除污染的实验室重新进行检测。已发放的案件报告应与委托人进行沟

通，并收回原报告作废，重新出具正确的报告； 

c) 如果污染的范围较大，影响较严重，应通知相关人员或单位，包括委托人、监管机构/监管部

门等； 

d) 实验室管理层应将纠正措施所致的管理体系的改变文件化并实施； 

e) 实验室管理层应负责监督和检查所采取纠正措施的效果，以确保这些措施已有效解决了识别

出的问题。 

11.2.4 预防措施 

应根据以下污染事件发生的原因制定可行的预防措施。 

a) 人员能力：确定为人为原因造成的污染，应对工作人员进行额外的能力培训。在通过能力重新

评估之前，不应继续进行实验活动。 

b) 实验区域：实验区域内仪器、试剂或环境等发生污染，应立即停止该区域实验活动，直至排除

污染，且经过环境检测证明该区域净化程度满足实验需求。 

c) 实验方法：实验方法中存在容易造成污染的流程，应立即修改。修改后流程应证明可有效预防

污染，能满足工作需求。 

预防措施程序应包括对预防措施的评价，以确保其有效性。 

11.2.5 记录 

污染检测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抽样区域信息； 

b) 抽样日期； 

c) 抽样数量； 

d) 检测结果； 

e) 比对结果； 

f) 存在污染的物品和（或）区域； 

g) 对以往工作的影响； 

h) 纠正措施、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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