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证技术学》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物证技术学 

英文名称： 

课程总学时：72 

实验学时：40 

适用专业：治安学 

课程类别：必修（治安学专业），选修（法学专业） 

先修课程：侦查学、刑法学、诉讼法学 

二 、 实 验 目 的  

物证技术学是打击犯罪、维护司法公证的有效手段之一。其操作性极强。通过实

验，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物证知识的各种技术

手段的分析能力、鉴定能力，使学生从实践上加深对物证技术学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

初步掌握物证技术的实际操作技能，并基本具备独立分析和独立鉴定能力，为今后从

事治安及法律工作打下基础。 

三、实验基本要求 

（一）对学生的要求： 

1、实验小组 2—4人组成，实验时每人轮换独立承担操作、记录、检验等不同

的程序内容。 

2、实验前应先行把握物证技术学课程相关内容，同时按实验大纲的要求，掌



握实验步骤，做好实验课前必要的准备工作后，方能参加实验。 

3、实验课进行期间，痕检室、文检室、暗房、检测室、镜检室、实训室均对

学生开放，使用室内的设备仪器必须严格遵守使用规定。 

4、实验进行中仪器发生故障，应立即报告指导教师，不允许擅自拆卸仪器。 

5、注意安全，防止事故。在未经检查或不熟悉电路前不可接通电源，使用中

万一出现电路故障，应迅速切断电源。 

6、爱护仪器设备，节约用材。不许随便动用未经许可使用的非本实验的其它

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器材应如实登记填写损坏卡片，按规定负责赔偿。 

7、实验中所使用药品大多有毒，严禁在实验中进食、吸烟，严禁私自携带药

品、试剂出离实验室。 

8、实验结束后应搞好卫生，关闭电源、水源，并清点用具设备，如数交回后，

经教师检查合格，方能离开实验室。 

（二）对教师要求 

1、实验前必须交待实验的目的要求，重点讲解实验项目内容及采用的方法，

检查学生们预习的情况。 

2、应介绍操作中的关键之处（或采用讨论、提问的方式），要求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完成每项实验任务，按时交付实验报告。 

3、实验中不能擅自离开实验场所办理其他事务，自始至终坚守实验教学岗位，

认真答疑和指导学生完成实验。 

4、应特别强调实验纪律和安全制度，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肃自

觉的组织纪律性和珍爱公共财产的责任心。 

（三）、对实验条件的要求 

具有固定、专用、面积不小于 80 平方米的实验场所和实验项目必备的设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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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试剂等（详见实验内容中的器材和设备要求）；实验场所应具备采光、通风、温

度、湿度的人为控制条件，以适宜实验的安全正常进行。 

四、实验内容及学时分配 

（一） 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学时分配 

１ 拍摄技术 必作 4 

2 现场照相 必作 2 

3 笔迹检验 必作 8 

4 伪造印章印文检验 必作 2 

5 印刷品检验 必作 2 

6 印章与文字先后顺序的检验 必作 2 

7 消褪文件检验 选作或示教 1 

8 压痕文件检验 必作 ２ 

9 人相检验 选作或示教 1 

10 手印检验 必作 6 

11 足迹检验 必作 4 

12 工具痕迹检验 必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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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声纹鉴定 示教 2 

14 显微镜法检验纸张纤维形态 必作 2 

 

 

（二）实验内容、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一   拍摄技术 

实 验 名 称： 拍摄技术 

实 验 内 容：包括以下实验原理，具体内容，操作方法。 

一、照相机的使用 

【原理】 

1．相机的工作原理。 

2．成像原理 

3．曝光原理。 

【内容】 

1．从外观上熟悉照相机各部件的结构、位置、状态；熟悉镜头及机身上的符号

标记。 

2．照相机各部件的使用。 

3．常见附件的使用。 

【方法】 

1．从外观上熟悉照相机各部件的结构名称、位置、状态及有关符号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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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照相机 

照相机的持握；镜头的装卸；电池的安装；胶卷的安装；计数装置；倒片、取出

胶卷；调节快门速度与光圈；调节胶卷感光度指示盘；取景与调焦；自拍机的使用；

测光方法；景深标尺的使用；闪光同步装置。 

3．三脚架、快门线的使用。 

二、外景拍摄 

【原理】 

使用照相机，通过用光、调焦、构图、曝光等技术操作，将景物的影像投影在感

光片上，感光片上的感光物质通过曝光，发生光化反应，在感光片上形成潜影，即把

景物影像记录到感光片上。将曝光后的感光片经显影、定影等冲洗后，可使潜影显现

并固定下来，成为可见的影像。 

【内容】 

1．以室外景物为对象拍摄不同景别（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的画面。 

   2．拍摄不同景深的画面。 

3．以建筑物为对象拍摄以下内容：正面拍摄、斜侧面拍摄、侧面拍摄。 

4．拍摄不同曝光量的画面。 

5．拍摄不同用光方法的画面。 

【方法】 

   1．两人一组，室外校内拍摄。 

2．正确选择拍摄参数： 

取景构图和配光；调焦；景深控制；摄影用光；曝光量；冲洗前的准备工作 

3．进行拍摄。分别拍摄：不同景别的画面；不同景深的画面；从不同的方向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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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不同曝光量的画面；不同用光方法的画面。 

三、人物拍摄 

【原理】 

人物摄影以刻画人的面貌和精神状态，集中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来达

到“形神兼备”的目的。 

【内容】 

1．用自然光或人造光拍摄人体的不同范围。 

2．用不同的拍摄方向拍摄人物的不同画面结构。 

3．用不同的拍摄高度拍摄人物。 

4．用不同的用光角度拍摄人物。 

5．用不同的影调拍摄人物。 

【方法】 

   1．两人一组，室外校内拍摄。 

2．记录拍摄条件，包括光源强度、光照条件、布光方法、光比、色温、光圈系数、

快门速度、胶卷感光度等 

3．进行拍摄。拍摄人体的不同范围；用不同的拍摄方向拍摄人物的不同画面结

构；用不同的拍摄高度拍摄人物；用不同的用光角度拍摄人物；用不同的影调拍摄人

物。 

四、负片冲洗 

【原理】 

将已曝光的负片放入显影溶液中，使乳剂层内已感光的卤化银转变成金属银粒

形成负像，在显影过程中，感光的银盐还原了，但未感光的银盐见光后仍会分解出银

 6



而增加负片的灰雾度，因此，显影后还需进一步处理，用定影液除掉未感光银盐并固

定已出现的影像。 

其包括：前浴、显影、停显、定影、水洗、干燥几个过程。 

【内容】 

1．使用显影盘或显影罐冲洗黑白全色片。 

2．冲洗时，要注意控制药液的温度和显影的时间 

3．将冲洗出的负片编上序号，从曝光量、显影程度、密度和反差等方面进行分析，

并将分析结论做好记录。 

【方法】 

1. 冲洗前的准备工作：检查暗房设备和器材的完好率；测量药液的温度；检查显

影罐片轴有无变形，是否光滑。 

2. 操作方法：当准备工作做好后，即可进行负片冲洗。负片的冲洗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盘中显影，一种是罐中显影。 

五、印相与放大 

【原理】 

根据印相、放大原理，光线透过底片，使底片上的影像在感光纸上感光发生光化

效应产生银潜影，感光纸上的潜影经过显影变成可见的金属银影像，经过定影除掉感

光纸上未感光的感光银盐，固定已出现的影像，经过水洗洗去显影和定影过程中附在

感光纸上的化学物质，保护感光纸上的影像。因为感光纸感光分解银的密度受底片的

制约，而且感光纸的银密度分布与底片的银密度恰恰相反，所以底片是负像，照片就

是正像。印相行到与底片一样大的照片，放大得到比底片大的照片。 

【内容】 

1．筛选曝光为正常值的黑白负片用来印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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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不同号数的照相纸来控制照片影调的表现。 

【方法】  

印相的工序，与放大的工序相同，先曝光、显影、停显（可用水代替停显液），

后定影、水洗、干燥（或上光）、裁边。 

1．准备工作 

2．分别确定印相和放大的曝光时间 

3．感光曝光后的显影、停显、定影与水洗 

印相纸与放大纸曝光后的显影工序完全相同。 

 

4．感光纸的干燥（上光）和裁切 

5． 注意事项 ： 

（1）感光纸在存放与曝光时避免漏光。 

（2）取感光纸时手不能沾有药液，要养成捏感光纸与照片的角或边的职业习

惯。 

（3）显影与停显盘、定影盘隔开放置。停显液、定影液进入显影液，会生成

有色物质而产生污染。 

（4）除补充液外，新旧显影液、新旧定影液不能混合使用。 

（5）药液的性能有其使用限度，超过所规定的感光纸面积时，就会变色，或

有沉淀物，此时应倒掉，更换新药液。 

（6）保持暗室里的清洁卫生，废纸废液忌乱扔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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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性质：必作 

实验学时：4时 

实验目的与要求：验证课堂讲授的普通照相的基本理论和原理，达到掌握照相机的使

用、负片冲洗、印相与放大等基本操作技能的目的。 

实 验 条 件：在司法技术实验中心的摄影暗房、冲洗房、烘干房内进行。提供相机、

放大机、烘干机、负片冲洗罐等设备，以及显影、定影剂和相应的器

具与用品。 

实 验 项 目 二   

实 验 名 称：刑事现场照相 

实 验 内 容：包括以下实验原理，具体内容，操作方法。 

【原理】 

运用普通照相的成像原理和拍摄技术，按照现场勘查的程序和现场照相的步骤、

要求和原则，运用单向、相向、多向、回转连续、直线连续等现场照相的各种方法，

客观、真实、全面、系统地拍摄现场方位，现场概貌、现场重点部位和遗留在现场上

的犯罪痕迹、物品。 

【内容】 

根据设计的模拟现场，运用单向拍摄法、相向拍摄法、多向拍摄法、回转连续拍

摄法和直线连续拍摄法，完成现场方位、现场概貌、现场重点部位等内容的拍摄和制

作。 

【方法】 

（一）做好拍摄前的准备 

（二）明确拍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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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熟悉拍摄步骤 

（四）运用常用拍摄方法拍摄 

1．单向拍摄法。 

2．向拍摄法。 

3．多向拍摄法。 

4．回转连续拍摄法  

5．直线连续拍摄法。 

（五）模拟现场拍摄 

    根据指定的室外模拟现场具体情况，按照制定的拍摄计划，实施拍摄。 

   1.室外现场拍摄  

    (1)现场方位照相。 

   （2）现场概貌照相。 

   （3）现场重点部位照相。 

（4）室外照相配光方法。 

   2.室内现场拍摄 

实验性质：必作 

实验学时：２时 

实验目的与要求： 

熟悉现场方位照相、概貌照相、重点部位照相、细目照相的内容和拍摄要求，明

确四项内容拍摄目的、范围和注意事项；掌握现场照相的拍摄步骤、方法及原则；）

能够熟练运用现场照相的基本方法完成室内现场的拍摄；掌握室内现场闪光灯的配光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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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条件： 

在校内教室、实验中心的摄影暗房、冲洗房、烘干房内进行。提供相机、放大机、

烘干机、负片冲洗罐等设备，以及显影、定影剂和相应的器具与用品。 

实 验 项 目 三   

实 验 名 称：笔迹检验 

实 验 内 容：包括以下实验原理，具体内容，操作方法。 

【原理】 

笔迹是通过书写活动形成的具有个人特点的文字符号的形象系统。笔迹特征是个

人笔迹区别与他人笔迹的具体征象，是书写习惯的外部表现。由于个人先天素质的差

异，外界环境影响的差别，以及社会规范对书写习惯个性化发展约束的不完全性，导

致了书写习惯的特殊性，即不同人具有不同的笔迹特征，使得人与人之间笔迹“莫不

相异”。从而，笔迹特征综合反映了个人书写习惯的特殊性。 

【内容】 

（一） 笔迹特征标示 

（二） 正常笔迹的检验 

（三） 笔迹鉴定书的制作 

（四） 书写速度变化笔迹的检验 

（五） 左手笔迹检验 

（六） 摹仿笔迹检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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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迹特征标示 

1.认真细致地阅读检材，分析、了解、熟悉检材的形成背景。 

2.在吃透检材的基础上，按照从概貌到局部，从大提到细节，由文字及其他的顺序，

层层深入地寻找发现特征。 

3．制作特征笔对表：通常在特征比对表的左边安排检材字迹，右边列样本字迹。 

4.按照要求用规范的符号有选择地在比对表上标示特征。 

5.言简意赅地评估检材及样本的书写水平。 

6.使用规范的特征标示符号，用红蓝铅笔标示所描绘字迹的特征 

（二）正常笔迹的检验 

1.了解案情，尽可能多的占有案件的相关情况。 

2.分析检材:弄清楚检材内容与案件的关系，寻找检材上的突出特点及异常迹象；判

断笔迹是否正常，准确识别条件变化笔迹检材上的异常迹象。 

3．选择特征:按照从概貌到局部，从大体到细节，由文字到其他的顺序进行选择。 

4．制作特征比对表并记录特征。 

5．比较笔迹的异同：首先是笔迹概貌的比较，然后进行单字的具体特征比较。 

6．综合评断：判断符合点的成因；判断差异点的成因。  

（三）笔迹鉴定书的制作 

1．对给定的有关笔迹的案件进行笔迹特征比对。 

2．制作特征比对表。 

3．编制鉴定书文字部分。 

4．照片部分。 

 12



5．在笔迹鉴定书正文后边应附上检材、样本（或部分样本）复印件。 

6．注意事项：编写鉴定书要坚持科学、全面、客观的原则。 

（四）书写速度变化笔迹的检验 

1．认真分析检材，谨慎判断检材笔迹是否有反常迹象，判断其是否常速书写形成。 

2．根据分析选择检材笔迹特征，寻找检材中的特征字。 

3．分析嫌疑人样本，判断其书写速度是否同检材接近。 

4．将第 2、3步工作反映在特征比对表上。 

5．反复核实特征，确定其异同点。 

6．权衡异同点价值，作出鉴定结论。 

（五）左手笔迹检验 

1．阅读、分析检材，判断检材是右手正常笔迹还是左手伪装笔迹。 

2．从正常笔迹的角度将检材中可能进行同一认定的特征找出来，描绘在比对表上。 

3．全面搜寻与第 2步所列特征字相对应的样本字迹，并描绘在比对表的相应位置。 

4．仔细研究所列特征字迹的异同点，并分别用篮、红铅笔予以标示。 

5．在被告知检材为左手字迹的情况下，重新审视第 4步找到的异同点。结合本实验

原理及左手字迹特征的相关资料，用心领会左手字迹的特点和基本变化规律，分析常

规笔迹检验中所运用的特征在左手伪装笔迹中价值的变化，体会检材和样本本质上的

符合。 

6．总结出自己对左手字迹的认识，然后交流，形成对左手字迹的全面认识。 

7．独立完成一个左手字迹的案例。（可作为作业） 

（六）摹仿笔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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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分析案情，判断嫌疑人口供或当事人陈述的破绽。 

2．观察、研究检材，确定其签名是否有摹仿迹象。 

（1）要重视对基本笔迹特征的利用。 

（2）充分利用典型的摹仿笔迹特征。 

（3）寻找细小笔划反映的特征。 

（4）查验摹仿签名笔划及其单字间的呼应关系，体会其“意连”精神。 

实验性质：必作 

实验学时：8 

实验目的与要求： 

了解笔迹检验的原理；掌握笔迹检验的方法及原则；能够进行正常笔迹的检验鉴

定；掌握识别变化笔迹的方法。 

实验条件： 

在校内教室、实验室进行。学生制作实习材料及教师提供案例材料,,运用实验室

显微镜等仪器设备进行实验。 

实验项目四      伪造印章、印文的鉴别 

【原理】 

印文是印面结构特点在纸面上的反映。不同印章形成的印文其特征不同。印文在

其形成过程中及形成后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判断可疑印

章印文的真伪，除个别明显伪造特点的外，一般通过与真印文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特

征异同，从而做出认定或否定的结论。 

【内容】 

（一）通过盖印了解印文特征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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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可疑印章印文进行检验，掌握印章印文检验的基本方法。 

（三）运用比对显微镜对印章印文进行比对检验。 

【方法】 

（一）分析可疑印文 

1．放大镜观察 

2．特征分析 

（二）分析样本印文 

分析样本印文与可疑印文的形成条件是否相同，是否具备检验条件。 

（三）对可疑印文与样本印文进行比较检验 

1．比较步骤 

一般先比较规格特征，如果规格特征明显不符，即可做否定的结论。如果规格特

征相符，要进一步比较印文的细节特征。 

（1）印文的规格特征 

（2）印文的细节特征 

2．印章印文检验具体方法 

（1）特征标示法 

细节特征对照法是印章印文检验最常用的方法。 

（2）测量比较法 

测量比较法的准确性与测量者个人的水平、选取测量基点相关。 

（3）画线比对法 

（4）拼接比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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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叠比对法 

此法只能用于比较印文的一般特征，而不利于比较细节特征。 

（6）仪器检验 

（四）综合评断检验结果 

1．首先是评断特征差异点的性质，是本质差异还是非本质差异。 

2．其次是评断特征符合点的性质。 

3．印文变化的原因及规律： 

（1）印章本身胀缩引起的变化。 

（2）盖印时机械力的大小、衬垫物软硬不同而引起的变化。 

（3）印章洗刷前后的变化。 

（4）盖印时印染物的质与量的不同而形成的变化。 

（5）印章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6）盖印后印文的变化。 

（五）做出鉴定结论 

（六）实验注意 

1．比对可疑印文与样本印文特征要客观真实、全面细致，既要比对相同点，也

要注意差异点。 

2．细节特征对照法是印章印文检验最基本的方法。 

3．综合评断符合点与差异点性质时，要考虑印文的形成条件及变化规律，必要

时制作实验样本进行论证。 

（七）实验作业：每人完成一份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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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性质：必作 

实验学时：2时 

实验目的与要求： 

了解印章印文检验的原理；掌握印章印文检验的方法；能够进行印章印文的检验

鉴定。 

实验条件： 

在校内教室、实验室进行。学生制作实习材料及教师提供案例材料,,运用实验室

体视显微镜、比对显微镜等仪器设备进行实验。 

实验项目五    印刷品检验 

【原理】 

不同的印刷机具因印刷机的结构、部件的性能和印刷方式各不相同，其印品各有

特点。同一种印刷机其各个部件与配件基本相同，但因其各部件有细小误差，特别是

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机械磨损、维修、更换配件等也会使印品形成各自的特点。 

【内容】 

（一）印刷品印刷版型的种类及印件特点。 

（二）各种打印机打印文件的特点。 

（三）各种复印机复印文件的特点。 

（四）真伪货币的鉴别 

【方法】 

（一）观察各种版型印刷文件的特点 

1.显微镜下观察印文、纸币号码等凸版印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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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显微镜下观察报纸、书刊、纸币底纹等平版式印件的特点。 

3.显微镜下观察人民币纸币上盲文点、银行名、花边、人像等凹版印件的特点。 

4.显微镜下观察孔版油印文件的印件特点。 

（二）观察各种打印文件的特点 

1.显微镜下观察针式打印机打印文件的特点。 

2.显微镜下观察喷墨打印机打印文件的特点。    

3.显微镜下观察激光打印机打印文件的特点。 

4.显微镜下观察热敏传真机打印文件的特点。 

（三）观察复印文件的印件特点。 

（四）用假币鉴别仪观察纸币上的防伪措施 

1.观察纸币纸张上的防伪措施。 

2.观察纸币上油墨的防伪措施。 

3.观察纸币上制版印刷方面的防伪措施。 

（五）注意事项 

1．观察时要爱护各类文件不要在文件上标注特征。 

2．观察时要将各类文件印刷特点及时记录在实验表格中。 

实验性质：必作 

实验学时：2时 

实验目的与要求： 

了解不同印刷机印刷品的特点；掌握印刷品的检验的方法；能够识别印刷品总类

及真伪货币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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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条件： 

在校内教室、实验室进行。学生制作实习材料及教师提供案例材料,,运用实验室

体视显微镜、比对显微镜、荧光仪等仪器设备进行实验。 

实验项目六     印章与文字先后顺序的检验 

【原理】 

写字与盖印先后顺序的不同，印迹与笔画的交叉部位特点不同。在实际的检验工

作中，可以使用立体显微镜来检验印章和笔画交叉点的横断面，来认定检材是先写字

后盖章还是先盖章后写字。 

【内容】 

（一）使用断层镜检法判断印章文字先后顺序。 

（二）观察总结先盖章后写字检材的特点。 

（三）观察总结先写字后盖章检材的特点 

【方法】 

（一）肉眼观察法 

（二）表面镜检法 

（三）断层镜检法： 

实验性质：必作 

实验学时：2时 

实验目的与要求： 

了解写字与盖印先后顺序的不同形成的交叉部位的特点，掌握识别方法。 

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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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内教室、实验室进行。学生制作实习材料及教师提供案例材料,,运用实验室

体视显微镜、比对显微镜、荧光仪等仪器设备进行实验。 

实验项目七    消褪文件检验 

【原理】 

消褪文件的形成，一是自然褪色，二是用化学试剂消褪。各种消褪剂由于其化学

成分不同，与书写温自动色料发生化学反应现象不一样，消褪效果也就不一样。通过

观察分析检验可以确定消褪事实和消褪剂的种类。 

【内容】 

（一）发现消褪变造的迹象，判明消褪变造的范围。 

（二）了解各种消褪剂、书写色料的性质、纸张质量等与消褪效果的关系。 

（三）掌握紫外荧光检验和化学试剂显现消褪文字的方法。 

【方法】 

（一） 制备消褪文件： 

用蓝黑墨水、纯蓝墨水两种色料分别在帐页纸、信稿纸和报纸上各写 5行字；然

后用上述消褪剂将文字消褪。同时将书写时间较久的文件用上述消褪剂分别将文字消

褪，观察对照消褪效果，凉干后备检。 

（二） 分别用肉眼和放大镜观察消褪迹象。 

（三） 用紫外线灯和 2206 蓝光灯观察检验消褪文字。 

（四） 用上述四种显现剂分别显现被消褪文字。 

（五）实验注意 

用试剂法显现消褪字迹时，一定要本着“少量多次”的原则，并且涂擦时用力一

定要轻。如果涂擦时用力太大或蘸取的试剂太多，都会严重影响显现效果，甚至根本

显现不出来。 

（六）书写实验报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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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表统计各种消褪剂消褪文字的效果如何 

2．列表统计荧光检验被消褪文字的效果如何； 

3．列表统计各种显现剂显现被消褪文字的效果； 

4．不同纸张、色料、书写时间、消褪剂、显现剂与显现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及

适用范围； 

5．总结最佳操作技巧 

实验学时：1 

实验目的与要求： 

了解消褪文件的形成及特点。掌握消褪文件的检验方法。 

实验条件： 

在校内教室、实验室进行。提供化学试剂，运用实验室体视显微镜、比对显微镜、

荧光仪等仪器设备进行实验。 

 

实验项目八     压痕文字检验 

【原理】 

压痕文字是文字的一种潜像，其清晰程度主要取决于笔压力的大小，根据压痕的

深浅，采用侧光照射、有机溶液涂染等方法，加强压痕文字笔划与纸面明暗的差别。 

【内容】 

（一）显现不同纸张上的压痕文字：薄纸、厚纸、单面有光纸、双面有光纸。 

（二）显现不同书写工具留下的文字压痕：铅笔、钢笔、圆珠笔、中性笔。 

（三）显现不同衬垫物上留下的文字压痕：软衬垫物（厚书本）、硬衬垫物（光滑玻

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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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制备压痕文字样品 

（二）将上述制备好的各种样品，分别在侧光下进行观察检验。 

（三）将上述样品的左半部分使用有机溶液并结合涂刷粉末实验。 

（四）将上述样品的右半部分进行复写纸涂擦实验。 

（五）实验注意： 

1．使用侧光检验，必须认真、仔细观察。 

   ２.复写纸涂擦法检验，用力要轻且均匀。 

   ３.有机溶剂涂抹时，一定要掌握涂抹量，不能涂太多；对于挥发速度较快的苯来

说，涂抹动作要迅速；如果使用有机溶剂月桂酸结合涂刷粉末进行实验时，该溶剂切

勿多涂，最好用脱脂棉球蘸取少量溶剂进行涂擦，待稍干后再涂刷墨粉。 

 （六） 实验报告 

１.列表统计侧光检验效果。 

２.列表统计使用有机溶液法的显现效果。 

３.统计使用复写纸涂擦法的显现效果。 

４.上述三种方法显现压痕文字的适用范围。 

５.总结最佳操作技巧。 

实验学时：2时 

实验目的与要求： 

了解压痕文件的形成及特点，掌握消褪文件的检验方法。 

实验条件： 

在校内教室、实验室进行。运用实验室体视显微镜、比对显微镜、静电仪等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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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进行实验。 

 

实验项目九     掩盖文字检验 

【原理】 

利用溶解、氧化、还原法，选用与文字掩盖层极性相近的溶液、强催化剂、还原剂，

来消除掩盖层，显现被掩盖的文字。 

【内容】 

（一）了解各种色料相互掩盖情况，包括墨汁、碳素墨水、软笔墨水、蓝黑墨水、

纯蓝墨水、铅笔、圆珠笔、中性笔； 

（二）掌握用不同化学试剂显现不同物质掩盖文字的操作方法； 

（三）了解不同质地的纸张对掩盖和显现效果的影响。 

【方法】 

（一）用碳素、软笔、蓝黑、纯蓝、圆珠笔、铅笔和中性笔分别在每页纸张上书

写正常文字 12 行 

（二）将 12 行文字分成 6组，分别用碳素、墨汁、软笔、纯蓝、圆珠笔、铅笔、

中性笔进行掩盖； 

（三）将每组分为 7部分，分别用上述化学试剂进行显现。 

（四）注意事项 

   进行显现时，每组要留出部分被掩盖的字迹作比较。 

（五）写出实验报告 

１.实验结果列表统计，并附上原始材料； 

２.根据实验现象讨论显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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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该方法的适用范围。 

实验学时：2时 

实验目的与要求： 

了解掩盖文件的特点，掌握掩盖文件的检验方法。 

实验条件： 

在校内教室、实验室进行。运用实验室体视显微镜、比对显微镜荧光仪等仪器设

备进行实验 

实验项目十   人相组合系统 

【原理】 

人的长相千差万别，但面部形态的基本组成元素却是相同的。影响一个人面部形

态的因素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脸型，发型，眼睛、鼻子、嘴巴、胡须、眉毛等的形态

结构和相互间的关系。另外还有痣、斑痕、疤等。如果把面部形态的基本组成元素采

集起来并加以分类，存贮于计算机中，使用时再把的相应的组成元素置于合适的位置

进行组合，并加以适应调整，就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组合人像，根据需要就可以打印、

发送。 

【内容】 

（一）了解人像组合的原理和一般方法； 

（二）通过操作熟悉人像组合软件的功能和操作方法； 

（三）利用人的描述特征组合出相应的人像。 

【方法】 

（一）熟悉人像组合操作系统的功能 

１.进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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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熟悉功能键 

文件；编辑；查看；组像；选项；工具 

（二）人像组合操作 

１.选择脸型 

２.选择眼睛 

３.选择其他项目 

４.总体调整 

（三）保存和打印 

完成人像组合操作之后，可得出一幅“拼接”的照片，即组合人像。如果对组合

效果满意，可以将其保存起来并加以打印。 

（四）退出系统并关机 

（五）注意事项 

实验学时：1时 

实验目的与要求：了解人相组合技术基本理论体系，掌握人相组合的基本方法。 

实 验 条 件：在多媒体教室进行，教师利用教学软件进行演示。 

实验项目十一    手印检验 

实 验 名 称：手印检验 

实 验 内 容：包括以下实验原理，具体内容，操作方法。 

一、捺印手印样本 

【原理】捺印手印是以油墨作为媒介，使用一定的方法将油墨均匀涂染于手纹表面，

在一定的动作条件下，将手纹形象地反映到一定规格的卡片纸上，从而获得手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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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指纹三面捺印。 

2.指纹平面捺印。 

【方法】 

1.捺印准备 

     2.三面捺印 

     3.平面捺印 

二、分析指纹系统及纹型 

【原理】 

在指纹分析中，把许多具有相同形态和流向、在某些特定位置上组合排列在一起

的一组纹线，称为指纹纹线系统。绝大多数的指纹有三个纹线系统，分别叫作内部系

统、外围系统和根基系统。 

【内容】 

1.指头乳突纹线的系统划分。 

2.指头乳突花纹的类型分析 

【方法】 

1.指头乳突花纹的系统划分 

2.指头乳突花纹的纹型分析 

三、分析指纹细节特征 

【原理】 

利用放大镜对物体的放大功能，根据乳突纹线细的流向规律和结构特点，对细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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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进行观察分析 

【内容】 

观察指头的乳突纹线细节特征并标出各个细节特征。 

【方法】 

1.熟悉乳突纹线的细节特征，掌握细节特征的命名原则和标示方法。 

2.在放大镜下对指头作业样本中的乳突纹线细节特征进行识别。 

3.用红笔和直尺按标示要求将每个特征划线标示。 

四、分析手印遗留部位 

【原理】 

依据手的形态结构特点和手纹纹理规律，分析判断手印遗留部位。 

【内容】 

分析现场手印是何手、何指、何部位所留 

【方法】 

(一)根据乳突纹线结构区分指、掌纹印痕 。 

(二)区分左、右手痕迹 

（三）实验注意 

1．以乳突纹线为主线，结合屈肌褶纹、皱纹综合分析。 

2．先确定手印方位，后观察纹线流向。 

3．部位确定得越具体越准确越好。 

（四）实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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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份教师所发给的局部手指、手掌捺印样本作业。要求写出是何指、何部位

所留，并说明理由 

五、粉末显现法显现无色手印 

【原理】  

粉末显现是以固体物质直接为汗液（油脂）手印染色的物理附着显现法。其机理

是汗液和油脂手印与粉末有较强的亲和力，当两者接触时，粉末能附着在汗液或油脂

上，从而显出纹线印痕。 

【内容】 

（一）普通粉末显现潜在手印 

（二）磁性粉末显现潜在手印 

（三）荧光粉末显现潜在手印 

【方法】  

（一）普通粉末显现法 

1．选用适当的粉末和显现客体 

2．普通粉末显现法的操作 

（1）制作手印实验样本。  

（2）运用蘸粉刷显法显现。 

（3）运用撒粉刷显法显现。 

（4）运用撒粉抖显法显现。 

（5）运用喷粉刷显法显现。 

（6）普通粉末显现手印的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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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照相固定 

②原物提取。 

③胶带粘取。 

（二）磁性粉末显现潜在手印 

1．选用磁性粉末和显现客体 

（1）黑色磁性粉末。 

（2）彩色磁性荧光粉末。 

2．磁性粉末显现的操作 

3．磁性粉显现提取的方法。磁性粉末显现的提取方法同普通粉末显现法的提取方

法相同。 

（三）荧光粉末显现潜在手印 

1．选用适当的荧光粉末和显现客体 

2．荧光粉末显现操作方法 

（1）制作手印样本。 

（2）加染粉末。 

（3）光致荧光显现 

3．荧光粉末显现提取方法： 

（1）照相固定。 

（2）胶带提取。 

（四）、实验注意 

1．选用粉末必须干燥细腻，附着力强，色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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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用粉末时，要保持粉末的干燥状态， 

3．选用的毛刷必须干燥柔软，松散舒展。 

4．显现物面必须干燥平滑，无油污粉尘。 

5．撒粉和蘸粉要适当，不宜过多。 

6．用磁性刷的“磁穗”刷显物面时，要防止磁刷套管擦动物面，损坏手印。 

7．用磁性粉刷显时，忌在不锈钢、搪瓷等含有铁质的物面上进行刷显，承受客体

易被磁化，影响显现效果。 

8．处于低温环境下的物体，粉末显现时会因冷热相遇而产生潮气，应将该类物体

暖化干燥后，方可用粉末染色显现。 

9．揭离胶带纸时一定要匀速， 

10．经荧光粉末染色后的手印如用透明胶带粘取，应在激发光源下进行荧光效果

检测后再粘取，以免影响荧光效果。 

六、熏染显现法显现无色手印 

【原理】 

碘熏染显现是以结晶面升华的气态分子直接为汗液手印染色的物理附着显现法。 

【内容】 

用碘以冷熏、热直接熏、热间接熏、碘熏器熏染等方法，显现常见客体上的无色

手印，并对显出的手印进行固定和提取。 

【方法】 

1．显现：冷熏染显现、热直接熏染显现、热间接熏染显现和碘熏器熏染显现。 

2．固定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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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铝溶液固定法；碘化钾淀粉溶液固定法；粉末固定法；照相胶片固定提取

法；照相固定提取法 

七、硝酸银、茚三酮显现法显现无色手印 

【原理】 

1．硝酸银显现法的原理 

2．茚三酮显现法的原理 

【内容】 

1．用硝酸银溶液在本色木、纸张等客体上显现汗液手印。 

2．用茚三酮溶液显现本色木、普通纸张、浅色纸张、牛皮纸和纺织品上的汗液手

印。 

【方法】 

1． 硝酸银溶液的显现 

2．硝酸银显出手印后的固定： 

淀粉溶液固定；硫代硫酸钠固定；照相固定法 

3．茚三酮溶液的显现 

4．固定提取 

八、502”粘合剂显现法 

【原理】 

 “502”粘合剂是以α－氰基丙烯酸乙酯为主体，含有少量对苯二酚和二氧化硫

等阻聚剂的粘合剂，有很强的吸电子基氰基和酯基的存在。人体的汗液中含水和氨基

酸，α－氰基丙烯酸乙酯挥发后，如遇物体表面有汗渍的部位，就会引发α－氨基丙

烯酸乙酯单位聚合，形成固态聚合物，从而显出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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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用“502”粘合剂以冷熏、强碱催化和加热加速显现方法，在常见客体上显现汗液

手印。 

【方法】  

1、冷熏染显现法 

2、强碱催化显现法 

3、电热加速显现法 

4、反转显现法 

5、“502”显现手印的染色 

6、“502”显现手印后固定和提取 

九、手印分析与鉴别 

【原理】 

1、了解手指皮肤组织结构的解剖生理知识 

2、掌握手印形成的机理 

【内容】 

对案例现场手印与嫌疑人手印的鉴别。 

【方法】  

用教师提供的实际案例中的现场手印和二至三个嫌疑人手印样本图象作实验检

材，按以下检验程序进行鉴别。 

1．分别检验 

对现场手印和嫌疑人手印样本分别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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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较检验 

3．综合评断 

符合特征点的评断；差异特征点的评断。 

实验学时：6 

实验目的与要求： 

了解指纹特点，掌握指纹显现、提取及比对方法。 

实验条件： 

在校内教室、实验室进行。提供比对显微镜、指纹比对仪、茚三酮熏显柜、502

指纹显现柜等设备，以及相应的器具与用品进行实验 

实验项目十二    足迹检验 

一、捺印足迹样本 

【原理】 

利用油墨作为介质，依据油墨附着复印的原理，捺印油墨足迹样本。 

【内容】 

捺印赤足、穿鞋站立与行走的足迹。 

【方法】 

1． 两人一组，相互捺印对方足迹。 

2． 实验操作 

（1）填写捺印卡片。 

（2）铺好捺印卡片。 

（3）调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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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墨。 

3．实验注意问题 

   4．实验作业 

    制作左右赤足和穿鞋足迹样本各两份。 

二、测量足迹 

【原理】 

依据赤脚足迹和穿鞋足迹的形态结构，按其自然规律进行部位划分并测量。 

【内容】 

1． 测量赤足足迹。 

2． 测量穿鞋足迹 

【方法】 

个人独立操作完成。 

1．测量赤足足迹 

（1）测量赤足足迹全长 

（2）测量赤足足迹各部位宽 

    2．测量穿鞋足迹 

     （1）测量穿鞋足迹全长 

     （2）测量穿鞋足迹各部位的长 

     （3）测量穿鞋足迹各部的宽 

     3．实验注意 

 34



     4．实验作业 

    每人交标出测量点和测量数据的赤足和穿鞋足迹各一份。 

 三、  测量分析足迹的步法特征 

【原理】 

步法是人行走习惯及其反映出的规律，人体行走运动的规律特点在成趟足迹或单

个足迹中，通过步法特征综合反映出来。 

【内容】 

1．测量成趟足迹的步幅特征，即步长、步宽、步角。 

2．识别步态特征。 

【方法】 

1． 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 

2． 实验操作 

（1）测量步幅特征 

（2）分析步态特征 

3．实验注意 

    4．实验作业 

    在作业纸上记录、描绘出步幅、步态特征，并写出实验报告。 

四、制作足迹的石膏模型 

【原理】 

根据石膏粉的性能，石膏粉与水按一定比例搅拌在一起呈流汁状石膏液，经一定

时间后结成固体，形成足迹石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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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制作石膏足迹模型，提取松软泥土上立体足迹。 

【方法】 

1．学生个人单独完成。 

2．制作前的准备 

（1）做围墙 

（2）清理足迹内的杂物 

3．调灌石膏液 

（1）调石膏液 

（2）灌注石膏液 

4．模型的处置 

（1）取模 

（2）冲洗 

（3）晾干包装 

五、静电吸附器提取足迹 

【原理】 

静电对细小颗粒有吸附作用，高压静电对灰尘颗粒的吸引力更大，静电吸附器就

是利用它产生的静电来吸附灰尘足迹中的灰尘。 

【内容】 

静电吸附器提取灰尘足迹。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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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人一组，互相配合，个人独立操作。 

2．实验操作 

(1)制作灰尘足迹样本。 

（2）用静电吸附仪复印灰尘足迹。 

（3）用透明胶带固定、提取拍照过的灰尘足迹。 

（4）记录、包管好灰尘足迹样本。 

3．实验注意问题 

4．实验作业 

（1）分别提取水泥地面、水磨石地面、木板面、纺织品、地毯、塑料等物品上

灰尘足迹各一枚。 

（2）加比例尺拍照，冲洗、扩印、矫正清晰足迹照 

实验性质：必作 

实验学时：4时 

实验目的与要求：了解足迹检验的基本理论和原理，达到掌握提取足迹、足迹分析与

鉴别等基本操作技能的目的。 

实 验 条 件：在司法技术实验中心的痕迹检验实验室内进行。提供比对显微镜、比

对仪以及相应的器具与用品。 

实验项目十三    工具痕迹检验 

实 验 内 容：包括以下实验原理，具体内容，操作方法。 

一、工具痕迹分析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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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撬压痕迹推断工具种类。 

2．根据打击痕迹推断工具种类。 

3．根据擦划痕迹推断工具种类。 

4．根据钳剪痕迹推断工具种类。 

5．根据刺切痕迹推断工具种类。 

6．根据锯、挫、钻痕迹推断工具种类。 

 【方法】 

1．根据撬压痕迹推断工具种类。分别用螺丝刀、钢丝钳按实验内容制作好实验

样本。 

2．根据打击痕迹推断工县种类。 

3．根据擦划痕迹推断工具的种类。 

4．根据钳剪痕迹推断工具种类。 

5．根据刺切痕迹推断工具种类。 

6．根据锯、挫、钻痕推断工具种类。 

二、工具痕迹的初步鉴别 

【内容】 

根据工具痕迹特征，鉴别造型工具。 

【方法】 

由教师事先准备好实验工具及痕迹（凹陷和线条状痕迹），按下列程序进行检验

鉴别。 

1．检验现场工具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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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检验嫌疑工具 

3．比对检验 

4．综合评断 

实验性质：示教 

实验学时：21 

实验目的与要求：验证课堂讲授的工具痕迹检验的基本理论和原理，达到掌握工具痕

迹分析、工具痕迹的初步鉴别、等基本操作技能的目的。 

实 验 条 件：在司法技术实验中心的痕迹检验实验室内进行。提供比对显微镜及检

材、样本和相应的器具与用品。 

实验项目十三    声纹特征分析 

 【 原理】 

语音即人说话、言语时发出的声音。从言语产生的生理机制上说，人与人呼吸器

官生理结构、声带的生理结构（几何形状、张力、周围肌群）、 声道生理结构（长

度、截面积、形状）及其状态不可能全都是一样的。言语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生

理过程，决定了每个人所发语音的声纹具有特定性。利用录音设备将语音信号转化成

电信号输入计算机，通过相关的软件进行处理，即可得出不同形式的声纹图谱。 

【内容】 

（一）认识并分析时域波形图、语音谱图（宽带语图、窄带语图）、能量曲线、过零

率曲线等语音图谱的意义及相应图谱的特征。 

（二）进行实际录音操作，观察、分析不同个体相同语音声纹图谱的异同。 

（三）比较同一个体声母不同、韵母相同语音语音声纹图谱的异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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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声纹处理系统 

（二）熟悉软件工具的操作方法 

（三）进行录音和观察分析操作 

（四）结束实验，退出系统，关闭计算机。 

实验性质：  

实验学时：   1 学时 

实验目的与要求：了解声纹同一认定的基本原理；了解声纹的形象比对和定量分析方

法，可对语音声纹图谱作简单的分析 

实 验 条 件：暂无 

实验项目十四 显微镜法检验纸张纤维形态 

【原理】 

纸张是植物纤维材料经加工处理后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纤维薄层。由于使用的植物

纤维材料原料不同，所以各种不同纸张其纤维形态也各不相同。 

【内容】 

运用偏振光显微镜观察纸张纤维 

【方法】 

（一）制片 

（二）检验纤维形态 

（三）观察记录：通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各种纸浆的颜色、不同的纤维特征，根据观察

的结果绘制特征纤维示意图。 

实验性质：选作或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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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目的与要求：了解掌握显微镜的基本构造及使用方法；熟练掌握纸张纤维的分离

操作；观察、总结各种不同类型纸张纤维的形态特点 

实 验 条 件：在司法技术实验中心的痕迹检验实验室内进行。提供偏振光显微镜及

检材、样本和相应的器具与用品 

五、考检方式 

交实验报告，记入平时考核，占总成绩 40% 

六、推荐实验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实验教材：《刑事技术教程实验指导》，邓裕东等编 2004 年 8 月 

参考书：《物证技术学》，徐立根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第二版 

      《刑事技术教程》，周云龙等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七、说明 

目前国内还未有《物证技术学》实验教材的正式版本，所用教材选用了《刑事技

术教程实验指导》及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 

大纲修订人：          修订日期：  年  月    日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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