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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 2001年7月12日，在江苏常州新区江边发生一起分尸案。

死者为女性，被分尸后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扔在江边草丛中

，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死亡，其口腔包括颈部，都有明显

的捂压和勒的痕迹。经查，死者是镇上的一个会计，当天到

一个储蓄所去存村里的20万元现金，后被害，所携现金全数

失踪。 当天上午，被害人曾到过储蓄所，约好中午来存钱，

故她携带大量现金的事实，在被害前就有人知道了。当时储

蓄所营业员对她说：下午人多，最好中午人少清静时来把这

钱存进去。据此分析，应是此后时间不长其就被害了。经了

解：储蓄所知道此情况的营业员有四至五人，其中是否有凶

手呢？可那几个营业员互相证实：在案发那段时间，大家都

在柜台营业，没有作案时间。 办案人员在抛尸现场寻找到的

有价值的线索并不多。装尸体的纸箱上贴有“某汽车电子器

材厂”字样的合格证，说明凶手家中可能经营汽车电子器材

；更重要的是，凶手家中具备装箱用的打包机，现场提取到

的七根打包带都带有打包扣。如此，事情看上去就简单多了

。 可警方据此进行排查时发现，该镇有个特殊情况：基本上

家家户户都有工厂，都在利用这种纸箱，而且都是回收再利

用，形成了一个流动循环过程，若要查出这只纸箱具体出自

哪一家，颇有些困难，况且打包机家家户户都有。 看似有价

值的线索一个一个走进死胡同，办案人员此时能做的只是走

访和排查。排查是件非常耗费时间和人力的工作，当时此凶



杀案确定的排查对象至少有两百多人。可没有关键物证，无

法锁定嫌疑人；就是锁定了主要嫌疑人，也没有实施拘捕的

足够依据。 与此同时，相关的技术工作也迅速跟上。警方进

行现场勘察时，技术人员在纸箱上发现了半枚血指纹，当时

它的利用价值并不高，故没有引起重视。指纹被公认为是物

证之首，警方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往往非常注重对犯罪现

场指纹的提取。刘持平是全国有名的指纹专家，常州“712”

案件现场留下的这半枚血指纹取样后，以最快的速度送至刘

持平的案头。 半枚血指纹难以寻疑凶 刘持平对这枚在现场发

现的指纹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分析：此指纹残缺不全，约占

指纹面积的八分之一左右。经仔细检验，该指纹上共有3个被

称为高尔登的细节特征。现代指纹学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

史，按约定俗成习惯，在欧洲国家，具备12个高尔登特征以

上的指纹才符合鉴定条件，中国的标准是8个以上。对特征数

量定出标准，主要是因为存在特征相同的概率。一般来说，

低于8个高尔登特征，通常就认为不具备鉴定条件。 没有其

他更多物证，只有此枚残缺指纹，刘持平分析后认定，此枚

残缺的血指纹，不可能是被害人的，而应是犯罪分子无意中

留在该纸箱上的。这枚残缺的血指纹后又被送至部级、省级

三个权威鉴定部门作过检验，可惜的是，因其面积太小，细

节特征稀少，最后皆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而没得到任何结

论。案件的侦破几度陷入困境，而此时刘持平的身份不仅是

指纹专家，他还担任常州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还要为此案作

出结论，故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这枚残缺的血指纹进行研究、

分析。 作为刑侦人员，接手了一个案子后，一定要对此做出

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大概可以分为三种：认定、否定以及最



终因条件不足，不具备鉴定条件而无法得到结论。这枚血指

纹虽然残缺不全，但或多或少地能提供出一些有关案情的信

息，若没有这枚指纹，警方在侦查上更难下手。刘持平认为

：在有关案情的任何东西里，都含有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

没有获知、了解，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清弄懂。 刘持

平1952年出生，1973年进入警界，多次立功，32岁就成为常州

公安局副局长，还兼任江苏省公安厅科技专家组成员及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警学院和江苏警官学院客座教授。在

刘持平的字典里，没有“服输”二字，他喜欢啃硬骨头，喜

欢研究疑难案件。对一个学习型的刑侦人员来说，破案中每

一次所遇到的困难，都是一次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在这次侦

破“712”案件中，刘持平也是如此。 提出新理论，锁定嫌疑

人 “712”杀人分尸案惟一能指证凶手的，就是现场留下的这

枚残缺的血指纹。可按鉴定标准来说，这却是一个不被认可

的证据。一般的指纹摆在眼前，若不是很疑难，一般几分钟

，或长一点，二三十分钟就能认定，可那天刘持平看了3个多

小时，仍感伤神。通常来说，若是100个案子的犯罪证据，哪

怕99 个鉴定对了，只有1个鉴定错了，也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和

巨大的损失。所以在鉴定犯罪证据时，刘持平往往是慎重再

慎重。经仔细地观察、研究，刘持平认定：这枚残缺的血指

纹，就是嫌疑人所留下的。 刘持平还是拿出了一份鉴定书，

同时拿出了一个在指纹鉴定领域全新的理论拓扑学理论来论

证自己的鉴定结果。可在常州市公安局召开的专案组全体会

议上，刘持平正式宣布他的鉴定结果时，虽然大家都没吭声

，但刘持平从大家的表情上看出都不是很信服，不是完全能

接受：因为此结论难与传统的标准统一。 会后有同事问刘持



平：拓扑学是个什么理论？刘持平解释：拓扑学是专门研究

图形的一种数学。以前用的理论基础是数学中的概率论，现

在这枚只有3个高尔登特征的残缺指纹，若按照概率论来计算

，两枚指纹中的3个特征相同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提出新的理

论，并据此做出鉴定，需要非凡的胆量。可人命关天！拓扑

学又是第一次引入痕迹检验，更是第一次用来破案，没有人

敢对这个鉴定表态。 在传统的指纹鉴定领域，指纹比对主要

是依靠高尔登细节来认定，高尔登细节是一条指纹线的端点

形态。从图形上看，线条总有起点和终点，也有线条和线条

交汇处，称为结合部，这些都是特征。一个指纹一共有100

到120个高尔登细节特征。刘持平认为：按照拓扑学的原理来

看，指纹中除了高尔登细节，其他的事实也是特征，因为它

是一幅画、一幅图形。 让人意外的是：刘持平对“712”凶杀

案现场留下的那枚残缺的血指纹作出的鉴定结果，竟然锁定

了一个天天和专案组打交道，跑前跑后主动为办案人员提供

线索的人死者所在村的治保主任徐建平。这种情况是刘持平

在30年的办案经历中从没遇到过的。在他主持刑侦工作的20

年里，平时他对一个案子做出证据结论后，就等于下了命令

，下面就该如何如何办了。可这次刘持平看出大家有点迟疑

，即加重语气道：你们只管执行命令，我做的鉴定我负法律

责任。 刘持平拍板了：这枚残缺的血指纹就是徐建平所留。

侦查员们当即把徐建平带回进行审查。可仍有人心怀忐忑：

只凭一枚1/8面积的模糊指纹，根据一种从未用过的学术理论

，就做出了鉴定结论，刘持平可要承担错案的风险啊。但刘

持平很自信，他认定这个血指纹就是徐建平留下的。 捍卫指

纹学，驳斥洋权威 在“712”杀人分尸案侦破的最后阶段，以



那枚残缺的血指纹作为重要证据，警方对嫌疑人实施了拘留

并搜查了其住宅。很快，17万元赃款、被害人的手机以及作

案现场留下的带有血迹的纸箱片等证物一一浮现，嫌犯徐建

平在证据面前，彻底交代了谋财害命的犯罪事实。 “712”案

在僵持一个多月后告破，刘持平不仅为此案的侦破做出重大

贡献，而且他这次提出的新理论还完善了公安痕迹检验的理

论系统，也为中国指纹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持平认

为自己的长处就是非常善于总结：一个案子干下来后，成败

得失心中有数，下次再遇到此类案子，就不会犯原来的错误

。没有金刚钻，别揽器活，在专业上要有绝活。 刘持平在刑

侦学和指纹学的领域里越走越远。但就在“712”案件发生半

年之后，指纹鉴定这个法庭上的证据之首，受到了空前的挑

战。 2002年1月7日，美国联邦法院的波拉克法官做出“指纹

鉴定不是科学”的裁决，驳回公诉方以指纹为证据的请求。

此消息震动了整个指纹学界，一时间，指纹学大有被推倒终

结的势头。喜欢造势的媒体在报道中强调：这位来自宾夕法

尼亚州的联邦大法官波拉克可不是泛泛之辈，他曾先后担任

过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因此他的

观点非同寻常，他可能使指纹鉴定这一法庭科学的百年基石

出现动摇。 作为国内资深指纹专家，刘持平在接受新闻记者

采访时，旗帜鲜明地对波拉克的观点表示反对，同时专门写

文章捍卫指纹鉴定的科学性不容置疑。在指纹学界，刘持平

的观点掷地有声：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波拉克关于“指

纹鉴定不可靠”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反科学的。说他是权威

，他是法官权威，并不是搞指纹学的权威。他仅通过一个个

案而否定整个指纹学，我就觉得波拉克他不懂指纹学。在学



术界一片反对声中，一个月后，波拉克撤回了1月7日的法案

，承认被告的指纹鉴定可以作为法庭证据。 虽然已经过去了

，但刘持平认为：此事非同小可，这不仅仅涉及我搞不搞指

纹研究的问题，而是对指纹鉴定乃至于对证据如何看待的问

题。在刘持平看来，不输给别人的前提就是有没有真本事。

在指纹学这个领域里，他已走得很远，包括拓扑学、概率学

、函数学、心理学、遗传学、运动学、甚至美学和考古，很

多悬案的谜底就藏在这些学问的背后，他仍要继续深入地探

研下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