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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法医DNA事业的创始人之一，25年来，叶健在公安刑事科学技术战线上刻苦攻关、不断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

成果，为我国法医DNA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法医物证领域的“巾帼英雄”。  

1982年，叶健从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怀着对公安事业的崇敬和向往，来到了中国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领域最具权威的研究

和检验鉴定机构——公安部126研究所（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从此，她的人生便紧紧地与法医DNA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公安科技百废待兴，法医物证技术更是设备简陋、技术单一，只能看看细胞，查查血型，根本无法直接

认定嫌疑人。为了能尽快改变法医生物物证检验技术现状，她和同事们首先瞄准了法医生物物证检验中急需解决的“同一认

定”的难题，选择了“DNA指纹图在法医学中应用研究”课题作为突破口。 

在一般人的眼里，利用当时的科研条件研究DNA这样一个尖端技术，简直比登天还难。在创业初始，科研条件非常简陋，在DNA

实验过程中，几个环节都要跟有放射性的同位素打交道。为了使其他同志免受同位素的辐射，叶健和同事们在科研大楼的楼

顶，用铁皮搭建了一个临时实验用房。夏天温度高达40多度，冬天零下十几度。 

然而实验过程是不等人也是不分季节的，叶健和同事们冒着严寒酷暑，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89年9月成功地建立了用于

法医个体识别和亲子鉴定的DNA指纹图技术并应用于实际案件检验。该项目的研究成功，使我国法医物证检验技术从蛋白质水

平跨入到基因分子水平，开创了我国法医DNA检验的先河，实现了法医物证检验能够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目标，被称为是中

国法医界的一场革命。 

在开启了我国法医DNA检验的大门后，叶健和同事们努力使我国法医DNA技术不断迈向世界先进水平。她接着主持了国家级课题

“混合斑分离的法医学研究”，研究出两步裂解法，在强奸案及强奸杀人案件的侦破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获得1991年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八五”攻关过程中，她完成了“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DNA探针及光谱增强法检测DNA指纹图谱在法医学中的应用研究”这一项

目，使我国的DNA检验技术告别了同位素，在国际上首先应用于法医物证检验，并获得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九五”期间，她主持攻克了“陈旧性骨骼DNA检验”难题，成功地建立了一套陈旧性骨骼DNA提取、定量、性别鉴定和个体识

别方法，所建立的骨骼等疑难检材的DNA提取方法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一系列疑难案件的检验鉴定和成功侦破铺平了道路。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法庭科学》杂志上，200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0年，叶健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应邀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学习。期间，她潜心研究，认真汲取发达国家在DNA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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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数据库建设、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拓宽了科研的视野。2001年6月，她谢绝导师的再三挽留，放弃了

优越的条件，按期学成回国。不久，她就带领DNA标准编制小组结合国情制定出了《法庭科学DNA数据库建设规范》《法庭科学

DNA实验室建设规范》《法庭科学DNA检验技术规范》等3个法医DNA检验标准，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加快了我国法医

DNA检验向着标准化和规范化迈进的步伐，促进了我国法医DNA检验与国际接轨，并因此于2006年获得了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三等

奖。 

在法医DNA检验鉴定工作中，DNA数据库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衡量一个国家DNA检验技术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标志之

一。如今我国公安系统已建立162个DNA实验室，DNA数据库建设也在蓬勃发展。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DNA数据库在规模上还有很大差距。其中的制约因素不是DNA技术本身，而是用于DNA检验的试剂

盒。自DNA复合扩增检验技术应用以来，全世界只有两家公司能够生产，且价格昂贵，很多国家都在力图破解这一难题。 

2001年12月，叶健主持“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法医DNA检验试剂研制”的课题研究，在此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她带领课

题组的同志们先后攻克了10多项关键技术，成功地研制出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DNA检验试剂，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或超过

国外同类产品水平。该产品的研发成功，正在改变多年来我国依赖进口试剂的被动局面，为我国的DNA检验业务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并将大大降低业务工作成本，进一步促进DNA数据库建设，提高我国防范、打击重大刑事犯罪的水平。 

从事法医DNA工作以来，她累计办理各类重大疑难案件1000余起，其中大部分为全国各地技术上解决不了的疑难案件；先后培

训基层公安法医物证人员200多人次，同时她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为研究生讲

授法医分子生物学课程，目前已经培养了多名研究生。 

多年来，她在《美国法庭科学杂志》《遗传学报》《中国法医学杂志》等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先后参与撰

写出版了《法医学》《法医分子生物学理论问答》《法庭生物学》《刑事技术大全》等著作5部。 

作为一名公安科技工作者，她满腔热情；但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她也有内心的歉疚。2004年9月，正值“十五”课题“法

医DNA检验试剂研制”进入最后攻关阶段，却传来她的父亲病重住院的消息，母亲打来电话希望她能回去。然而想到攻关阶段

的测试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她怀着对父亲的愧疚悄然留守在了实验室。 

“DNA技术研究”的最初10年是最艰苦的10年，为了钟爱的事业，她坚持在整个研究结束后才考虑要小孩，当时已经35岁了。

当有人问她付出这么多值不值得时，她总是平静地说：“我永远无悔我的选择。在公安科技战线上，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

他们用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为犯罪分子布下天罗地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甚至生命捍卫着祖国的长治久安，而我只是他们中的

普通一员。” 

从警25年来，叶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还是遇到困难的时

候，她始终牢记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警察所肩负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如今，她又把精力投入到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

项目中，努力开创我国法医DNA事业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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