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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董法医和后生
彭瑞高

这是两代人，老一辈的
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小一辈的被评为上海市青年
五四奖章集体。在五月将临
之际，我想讲些故事与读者
分享：在刑侦技术第一线，两
代人怎样默默传承……

1磨砺
董利民是这里最年长的法医，

人们敬称“董法”。他像那些年轻人

一样，夏季只穿黑色警用体恤，还骑

电动车上班。当他淹没在骑车一族

中，人们怎会知道，这是大上海仅有

的几十位主任法医之一？别的不

说，公安部认定的“生物物证重点司

法鉴定专业实验室”就在这里，董法

是“授权签字人”，他的签字含金量

极高。

漫长的法医生涯中，被董法“看

破”的案件何止千百。沉默多思的

他，一直是后生心中的英雄。

那年秋季，某荒地惊现一堆白

骨。那时董法才三十来岁，由师傅

带着查勘。说来有缘，董法来自内

蒙古高原，是位蒙古族青年；而师傅

高老师是从云贵高原调来。这一南

一北两代人，成了闵行分局最有名

的“法医搭档”。

这天，高老师指导，董法医动

手。被害人亡去虽久，但尸骨完

整。董法一一检视，未发现骨面有

明显伤痕。疑惑间，他发现颈骨下

方有一段残存的衣领布片，拈起一

看，领片边沿有一缺口。他对高老

师说：“这缺口有问题。”高问：“有什

么问题？”董说：“不排除用锐器杀人

时，在衣领上留下痕迹。”

董法毕竟年轻，结果上报后有

人质疑：“‘锐器杀人留下痕迹’的说

法靠得住吗？”又问高老师：“老高你

怎么看？”董法医沉默不语。他觉

得，对质疑最好的回答是事实，而事

实往往是沉默的。

后来案破，凶手供认，是他用刀

杀人，衣领上缺口正是当时割开

的。沉默的事实，帮董法作出回答。

又一个冬天，一位回家度假青

年，清晨被发现死在二楼卧室。董

法医了解到，青年一家计划出游，

前一夜准备行装，一一洗了澡。董

法医独自下楼，默默细看热水器排

气管道；复又上楼查验遗体，发现

身下尸斑明显，呈樱桃红色，遂疑

为煤气中毒。周围人不认可，认为

热水器排气口在墙外，青年睡觉又

关了窗。董法不语，先抽取尸体血

液送检，又与周围人细说热水器排

废原理。很快，血检结果来了：青

年体内碳氧血红蛋白浓度严重超

标，死因应为煤气中毒。片刻后，

村负责人当场表示：董法医，你救

了我们！各家各户，马上着手改造

排废管道……

董法医出现场，往往不说话，却

屡屡能为同事破案提供关键证据。

由此，他被选为上海市十佳刑警，获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但是，与

年轻同行交心时，他每次都要细说

的，不是自己的“闪光足迹”，而是那

些不能遗忘的坎坷教训……他告诫

后生：刑侦技术是一门极其严肃的

科学，作为法医，作出任何结论，都

要慎之又慎！

2直面
董法医带过许多优秀青年法

医。周永彬就是其中一位。

小周被董法看好，人们并不意

外。早在大学学习时，小周就在家

乡公安局见习八个月，后又在上海

“803”实习半年；正式入职前，他已

解剖过一百多具尸体，这在新人中

是少见的。小周说，他跟随董法时

间不长，但在内心，董法一直是他的

导师。

法医室人手紧张，领导决定让

小周提前顶岗。他与技术员丁德峰

搭档。小丁平时还要勘查盗窃等案

件，小周也会同行，这就更催化了他

的“早熟”。

多年前一个炎夏，一女子被发

现死在家中。小周接令勘查，进入

死者房间时，第一印象就是：干

净！地板、家具一尘不染，死者衣

着整齐，按一般经验，定为正常死

亡无疑。

但小周也感到，这异样的干净

之外，总有某种不协调之处。大热

天，为什么不开空调？死者衣着，为

什么如此规整？她的头发，为什么

那么潮湿？……他第一时间作了汇

报，并随接尸车赶往殡仪馆。他要

抓紧时间解剖尸体。

已近凌晨，停尸房异常沉寂。

他记得董老师说过，停尸房是法医

另一工作场所。董老师还说，有时

晚上干得太累，他会在离尸体不远

的地方排下凳子睡一觉。这天，小

周像董老师一样，一连干了十多小

时，直到屋外天亮。解剖结果表

明：女子是机械性窒息和溺水导致

的死亡。

警方当天拘捕了女子丈夫。嫌

疑人供认，因怀疑妻子出轨，他将她

杀害并伪造了现场。

董老师说过：对一项神圣事业，

最好的态度是敬畏与热爱。这些年

来，小周就这样守着自己的岗位。

一个儿子失去了父亲，小周勘

查结论是：老人意外死亡。

这时有人叫来接尸车。可死者

还满身是血躺在地上。难道就让老

人这样上路吗？小周和技术员徐平

见了十分不忍。他们打来清水，为

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净身，再为他

穿上体面的衣服……酷夏中，两人

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湿。

“这是我第932次直面死亡现

场，也是我第1047次为死者穿上衣

服。每位逝者的尊严，都应当被守

护……”这是小周的记录。

3博士
董利民主责是法医，但他还要

承担“授权签字人”职责，这就需要

他兼通生物物证专业。可惜董法

近年觉得眼力不济，已经做不了生

物物证实验。他说，未来要靠年轻

人了。

刑科所几个实验室，以生物物

证实验室成员学历最高（拥有两名

博士），科研实力也最强，已被公安

部认定为“重点司法鉴定专业实验

室”。实验室主任戚文杰是位实干

家，多年来带领同事紧盯科学前沿，

向一线提供的物证质量，一直走在

同行前列，多次得到公安部和“803”

专家好评。

这天，我请小戚“讲故事”。他

先讲的是一件宿案：说多年前一位

年轻母亲被杀，小孩同时失踪。当

时虽在现场生物取证，但多年没比

出结果。直到前年，才与外省某一

男子的生物物证比中。小戚他们立

即报告领导，并将嫌疑人带回上

海。此人供认：是他杀害女子，并将

孩子抛弃。破案后，小戚他们抓紧

调查孩子下落。经多轮检测确认，

当年的孩童，现已出落成一位漂亮

姑娘，正在某大学读书……

他又讲了一件寻亲案。说的是

位老人，童年被送入上海育婴堂，现

过七旬，思亲愈切，恳请公安机关帮

他寻找亲人。

老人上一辈都已过世。小戚他

们考虑：能否从特别基因着手，先找

到老人男性家系大致信息，然后再

进一步细寻？这一思路试行不久，

扬州地区就有反映：当地某户确有

孩子送去上海育婴堂的往事，且该

户三兄妹都还健在。这是个令人振

奋的消息！

小戚他们在扬州警方支持下，

设法采到三兄妹生物物证。结果表

明：男性基因一致，“同胞指数”也特

别高，据此判定：老人与三兄妹是同

父同母所生。

失散半个多世纪的一家人，终

于认亲团聚。左邻右舍、远亲近友，

无一不为老人高兴，都说：这样高龄

寻亲成功，还是第一次看到！

4上心
董法对我说：刑科所历史不长，

但有个传统：警员无论资历深浅，只

要勤勉踏实、业绩显著，就会成为大

家敬重的对象。

郭倍生就是个突出例子。他是

一位普通技术员，却已四次被评为

“优秀公务员”、四次受到分局嘉奖，

有人问他“秘诀”，他回答两个字

——“上心”。

这是一间出租屋，面积不足十

平方米；房门斑驳，提取痕迹难度

大；开门见床，床边过道仅能容一

人。小郭知道，越是这样的住所，报

案人越是着急。他们往往是打工

者，被盗走的又往往是血汗钱。

跟走进豪华居所失窃现场一

样，小郭按规范戴上头套、手套、脚

套、口罩。多处勘查后，他的视线落

在一条毛毯上。毛毯虽有褶皱，但

靠近枕头那里，有一个不同寻常的

印痕，像是有人为拿到床头柜上储

钱罐，下意识撑在毛毯上留下的痕

迹。他拿出工具包，拍照，再细细取

下肉眼难以看见的微粒……

这次勘查，小郭果真在毛毯上

取到了足量的物证检材；检测后，还

在数据库里比中作案对象，案子很

快就破了。

小郭接手的案子，有时案值并

不大，但他一样“上心”。那年五一

前，某小区发生一起盗窃案，小郭为

此牵肠挂肚，一个长假都没过好。

那些天，他就沉在案发地区调看录

像，终于在一家便利店看出“名堂”，

帮助同行破了案。他的解释是：案

子算不上大案，但社会影响不小，我

们对群众要有个交代！

小郭说话声低低的。他说，他

一辈子都想当“真正的警察”。他父

亲是位救火英雄，严重烧伤后的顽

强生活，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

象。小郭说，自己还是蛮幸运的，靠

着“上心”两个字，做得还算合格，对

得起英雄父亲。

5角色
在董法看来，副所长杜超有“少

年老成”的意思。这位“80后”，是

刑科所历任中最年轻的副所长。

杜超是在“重案勘查组”锻炼出

来的。最夸张的一天，他曾一连勘

查三起重大案件现场！几年干下

来，他得了个“幻听症”：一到凌晨，

就会听到手机铃响（其实没电话进

来）。他总担心睡过头，听不到指挥

中心命令，耽误命案大事。他问同

事怎么回事，回答是：他们也这样！

“也许是职业病吧！”大家笑着解释。

2011年，杜超被“内聘”为副所

长。虽不是正式任命，他却看得很

重。他有很强的“角色意识”，认为

自己无论担当什么角色，都应该把

分内事干到极致：当技术员，要有一

手绝活；干重案组，要有“命案必破”

的本领；当副所长，就要抓好分管工

作，带领全所上一个台阶。

杜超主张“先走一步”，这被证

明是走对了。当公安部提出公安机

关检验鉴定机构要通过资质认定评

审时，杜超这里的正规化、实力化建

设，已经初见成效。其中，生物物证

实验室走在最前列，2019年已被认

定为公安机关二级实验室，2020年

评定为公安机关重点司法鉴定专业

实验室。这一成功不仅提升了大家

信心，也为其他实验室建设积累了

经验。

刑科所建设贵在有“自己的东

西”。就拿生物物证取证来说，他们

研究的“物证保存盒”，极微量的物

证可原样保存，加上其他措施，比中

率一下子可提高到25%以上。还有

个不起眼的“提取法”，他们的研究

成果竟成为获奖论文。按照他们研

究的提取法，物证脱落细胞的提取

效率和检测成功率，都有了令人可

喜的提升。

紧跟在生物室后的，是“电子

数据实验室”。实践表明，手机普

及后，电子数据物证在破案过程中

作用极大，公检法三方，对此都有

极高证据要求。而杜超他们正在

强化的电子数据实验室，不仅胜任

破案工作需要，还能对外提供技术

支持。在杜超的“蓝图”里，另六个

实验室的强化规划也都排上日

程。他的雄心壮志是：全部八个实

验室，都要走在前列，成为破案有

力的科技支撑……

我离开刑科所那天，天很热。

一辆“依维柯”戛然而止。一群年轻

男女跳下车，鱼贯进入大楼。他们

都穿黑色短袖衫，左胸有“POLICE”

字样。

人人都沉默着。正是青春年

华，为何个个脸色凝重？是目击了

阳光下的血迹，还是预感案情严峻？

最后下车的是一位小伙，提一

只小黑盒，低头默默疾行。

这就是物证保存盒。沉默的团

队，并不沉默的小黑盒。

沉默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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