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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男人Y染色体相近 英利用DNA技术预测嫌疑犯姓氏

[ 作者 ] 何屹 

[ 单位 ] 科技日报 

[ 摘要 ] 科技日报伦敦2006年3月13日电 曾首次开发DNA指纹识别技术的英国莱斯特大学近日开展了一项新研究，利用法医科学家从犯罪

现场取回的嫌疑犯的DNA样本来预测其姓氏,进而协助警方侦破案件。这种方法虽然并不精确，但与其他信息相结合，便可成为重要的破

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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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日报伦敦2006年3月13日电 曾首次开发DNA指纹识别技术的英国莱斯特大学近日开展了一项新研究，利用法医科学家从犯罪现场

取回的嫌疑犯的DNA样本来预测其姓氏,进而协助警方侦破案件。这种方法虽然并不精确，但与其他信息相结合，便可成为重要的破案手

段。  莱斯特大学发表在《当代生物学刊》杂志上的文章说，男性Y染色体是只存在男性体内的遗传物质，由父亲遗传给儿子，就像姓氏

那样。尽管随着时间的变迁Y染色体在其DNA序列上会发生一些小改变，但科学家仍可据此断定同姓男人具有非常相近的Y染色体。当

然，收养、更名等情况会比较复杂。  据此理论，新研究的DNA预测姓氏技术数据库方法，充分利用了同姓男人之间遗传基因的相似性，

将男性Y染色体与数据库中某一姓氏的做比对，进而预测嫌疑犯的姓氏。该技术的使用需要建立至少4万个姓氏和与其相对应的Y染色体信

息数据库。  莱斯特大学马克博士指出，若将最普通的姓氏，像史密斯、泰勒和威廉斯排除之后，剩下的姓氏仅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下，就

能起到减少警察工作量，协助推测罪犯的作用。如果数据库的信息量庞大，可根据犯罪现场的取样向警方提供一份姓氏列表。对于涉及数

千人的调查案件，该方法可提供一份谁的犯罪嫌疑程度更大的名单。当现场取样与国际DNA数据库的配对失败时，警察还可以参考Y染色

体和姓氏数据库，帮助确定案件搜查的先后次序。例如，当Y染色体预测出25个姓氏时，检查嫌犯名单中是否存在这些姓氏，如果存在，

则可抽取DNA样品，并进行常规的DNA检查，看是否与犯罪现场的取样匹配。  研究人员随意征集了150对英国同姓男子，对他们的Y染色

体进行比对。测试结果发现，有不到1/4的人具有较为相近的共同祖先。共享同一姓氏也就意味着具有共享Y染色体的可能性，对于那些稀

少的姓氏，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在150个名字的抽样调查中有80个较为稀少的姓氏，其预测成功几率高达34%。而这类姓氏的人占总人口

的42%。研究人员认为，采用这种新方法，每年可排除警察记录的25—65名非谋杀嫌疑犯和300—400名非强奸、抢劫犯。每年可以帮助警

察抓捕10名谋杀犯和60名强奸、抢劫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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