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电视剧《我是刑警》在网上热
播，让人记住了武英德、秦川、陶维志等
一代代中国刑警的形象。

对于把刑侦当成毕生事业的刑警
来说，警察意味着是一份信念，是一种
传承。在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
之际，记者走进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
刑侦大队，听老中青三代法医讲述了用
科技在腠理肌肤间寻找证据，协助同事
们破获各类案件的故事。

胆大心细，他“火眼”破迷案

1985年，从医学院毕业的徐生安，
被分配到公安机关，成为了一名法医。

“那会儿，是老法医手把手地教我
们干活，他们那股仔细钻研的劲头，深
深影响了我。”徐生安回忆，他至今记得
第一次见到因为被长时间浸泡、呈现

“巨人观”的遗体时，自己因为害怕长时
间说不出话的样子。当时，老法医告诉
他，要当好法医，一定要牢记“胆大心
细”四个字——遗体是不会说谎的，每
一次检验，都是追寻事发时的真相。

“我刚当法医那阵，也是刑事科学
技术开始快速进步、各类案件侦办经验
系统总结从而推向全国的时代。”徐生
安称，1990年到2000年间，他多次在全
国各地参加在职培训，每次学习结束后
总结一番，他总会觉得自己还想学，还
要学。徐生安自己购买材料，学习了大
量的前沿科学技术，他很快成为崂山公
安分局经验最丰富的法医之一。

2005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公安
机关接到报警，崂山北侧一处山路旁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冲出路面翻
下山坡后，司机在车内因伤重去世。经
过现场勘验，司机的手机、钱包均未丢
失，车内也没有酒精的味道。为确认真
正的死因，徐生安当晚再次对遗体展开
详细检查，发现逝者眼睑煞白。他凭借
多年经验判断，事情没那么简单。果
然，经过进一步检查，徐生安发现逝者
脖子上有一道细小的伤口，再往下一
探，还有一道更深的伤口。“发现的时候
正好是晚上，伤口还有血痂，在现场很
难看出来。伤者的手上没有防御伤，很
有可能是熟人进入车内作案。”徐生安
介绍说，他立刻把情况向上级汇报，刑
警们经过调查，确认这是一起命案。几
天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事实是他确实
与死亡的司机相识。

从袜子上，提取到关键证据

进入新世纪，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
为刑事案件取证开辟了新的道路。法
医，也成为了一门更加重要的学科。
2002年，一个年轻人入职崂山公安分局，
成为徐生安的徒弟和同事，他叫李鹏。

“刚到大队的时候，我感觉身边都
是‘拼命三郎’。吃着饭，一有警情撂下
筷子就走；睡着觉，一有电话蹬开被窝
披上衣服就走。这种老刑警的作风一
直激励着我。”现年49岁的法医李鹏告
诉记者，师傅徐生安参与侦办的那起伪
装成交通事故的命案，给刚参加工作的
自己带来了震撼：法医虽然不是和不法
分子当面搏斗，却是在用专业知识让他

们无路可逃，无法狡辩。李鹏感受到了
白大褂下警服的分量，经过历练和沉
淀，他很快也能独当一面。

李鹏刚当法医头几年，崂山区远没
有现在这么繁华，流动人口多，治安形
势比较复杂。2006 年夏天，刑侦大队
接到报警，一名女孩独自外出游玩时遇
害。“现场没有其他证据，也没有目击
者，凶手作案手段极其凶残。现场情况
令我十分震撼，也让我心里憋着一股
劲，一定要找到证据，让同事们把这案
子破了。”李鹏回忆说，当时提取证据的
技术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他仔细勘验，
终于在女孩的袜子上提取到了关键证
据。李鹏提出，案发现场相对偏僻，犯
罪嫌疑人必须熟悉地形，当地人作案可
能性极大。利用一种新型技术进行排
查，可以极大地缩小排查范围。李鹏的
思路得到刑侦大队同事们的认可。之
后，法医既当侦查员又当技术员，翻山
越岭，挨家挨户走访排查。功夫不负有
心人，通过技术手段，警方最终找到并
锁定真凶。这是青岛市第一起利用新
型技术手段破获的命案。

“真相大白后，那种警察的使命感
与成就感，一直激荡在我的胸中。为生
者权，为逝者言，让生者得到安慰，让死
者得以安宁，这就是我们法医的职责所
在。”李鹏说，选择法医这条路，他无怨
无悔。他相信，新一代法医会像他们一
样，用更先进的方式追寻法律的正义。

医院B1层，90后接力寻真相

崂山区某医院的 B1 层，就是崂山
公安分局法医工作室所在的地方。解
剖台前，无影灯下，一个年轻的身影正
在勘验涉案遗体。

口罩后面，是一张充满胶原蛋白的
脸庞。3年前，法医学科班出身的“90后”
张力丹，成为市公安局崂山分局法医队
伍中的“后浪”。“从小就想当法医，要不
然也不会报考这个专业。”张力丹说，当
梦想真正实现后，她却体会到了不一样
的艰辛。有时候，她要在堆积如山的垃
圾场里勘验；有时候，检验对象因各类
事故尸体残缺不全；有时候，她要面对
可能导致疾病感染的职业暴露……尽
管如此，张力丹在前辈的鼓励下克服了
各种困难，不断成长。

2022 年底，张力丹和同事们进行
过一次特殊的检验。一辆轿车在浮山
后的一处路口拐弯时，将一名老汉撞倒
在地。老人觉得伤势不重，自己爬了起

来，并未追究司机责任，还去市场买了
菜。两天后，家属发现老人躺在床上不
动弹，赶紧送医抢救，可老人已不幸离
世。家属怀疑，老人的去世和当时的车
祸有关。确认老人去世原因的重任，落
在张力丹和同事的身上。

经过检查，张力丹发现老人佩戴着
心脏起搏器，可经过厂家检验，起搏器
工作一切正常；张力丹和同事查看了X
光片，确认老人没有骨折，老人颅内也
没有损伤。经过连续两次检验，张力丹

和同事最终找到了老人去世的原因，车
祸发生后，老人的组织受损游离脂肪滴
进入肺部，导致老人去世。由此，他们
确认老人去世与车祸有关。

科技进步，不动刀也能“解剖”

“以前，很多设备和试剂都是进口
的，操作起来需要特别小心，生怕损坏
设备，浪费材料。”徐生安感叹，现如今，
设备和材料的国产化程度越来越高，现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动刀也
能达到“解剖”的目的。

2024年5月下旬，市公安局崂山分
局与青大附院合作建设“医学影像虚拟
解剖研究中心”，医护人员可以应用 X
光、计算机断层扫描（CT）等虚拟解剖手
段进行尸体检验，在保证尸体完整的前
提下，极大地提高死因鉴定的准确率。

刑警侦办案件，是从千丝万缕中寻
找证据。当其他民警在忙着排查社会
关系或走访周围人员时，法医往往是在
和很少被人注意到的证据、甚至是遗体
上的微量物证打交道。就是这些看不
见的微量物证，往往会成为证据链上的
关键一环，甚至是案件侦办的突破口。
这也就是法医工作的意义。

“事莫大于人命，罪大莫于死刑，杀
人者抵法故无恕，施刑失当心则难安，
故成指定狱全凭死伤检验。”世界上第
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中
的这段话，一直被徐生安、李鹏、张力丹
等一代又一代法医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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