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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检验》

内容概要

《痕迹检验》主要内容包括：痕迹检验概论、手印检验、足迹检验、工具痕迹检验、枪弹痕迹检验等
。《痕迹检验》作者韩均良。《痕迹检验》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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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手印的固定与提取 现场勘查过程中，将手印记录做好之后，应着手采取最佳
方法将其固定、提取并妥善保管下来，才能更好地用于分析鉴定，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证据作用。
在固定和提取现场手印的过程中，应当全面客观地对待每一个现场手印，绝不可只提取清晰、完整的
手印，而舍弃较模糊或不完整的手印。那些较模糊或不完整的手印有时虽然不能直接用于鉴定，但在
手印的分析当中，可以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常用的固定提取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照相提取
手印照相技术，是客观真实记录现场手印和留有手印的物体在现场的位置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它不
仅能形象地反映出现扬手印所处的位置、状态、特点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且照相还是固定和提
取现场手印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手印分析鉴定的前提条件。依据现场手印照片，可以对作案人的活
动范围和手段进行分析判断，必要时，还可以按照照片恢复现场，进行现场实验。手印拍照要求清晰
、完整、不变形，同时还要注意增加反差。一般要进行比例照相或原物大照相。 （二）原物提取 即
提取留有手印的轻小物体或部分截取、拆取留有手印物体的部分。拍照手印之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
下，提取留有手印的原物是较为理想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最准确地反映手印的一切真实
情况，为分析、观察、鉴定提供第一手资料，而且也便于物证的长期保存。提取中，首先要多次、多
角度先行拍照，还应根据客体及手印的不同条件选用恰当的方法进行提取，同时，应征得事主同意，
办理手续后再行提取。对于纸类等轻小客体，可将其夹入笔记本中或厚书中进行提取；对于硬质小客
体，须用指纹胶带粘贴其无手印的边缘，并将其固定到容器内或木板等上进行提取；对于大客体，可
通过截取或拆取其有手印的部分进行提取，或者用轻质广口小容器、硬纸壳盖到手印上，然后再用指
纹胶带将容器、纸壳固定到客体上，或通过喷透明速凝漆固定手印，最后再提取客体。 （三）胶带粘
取法 胶带粘取法是现场上提取手印简便、常用的一种方法，它适用于提取各种光滑物体上用粉末或熏
染法显现出的手印。 1.指纹胶带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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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司法警官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痕迹检验》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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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同刑事影像技术的评价
2、《痕迹检验》这本书不错 ，支持！
3、真的挺不错的，对我们这种业余爱好来说也不错
4、好吧，它是教科书，证明更系统更严谨，要不怎么能选为教科书呢，恩，自己专业的教科书不看
，看人家专业的。。。
5、内容不做评价,大概翻了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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