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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科技思想的基本观点。
　　科技强侦是科技强警的首要措施，是提高侦查能力的基本途径。
痕迹技术是侦查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痕迹技术的研究与运用，是科技强侦的重要措施。
　　侦查活动是认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殊行为活动，是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与犯罪案件真相从未
知走向已知的回溯认识和反向行为活动。
从认识层面讲，侦查活动就是发现痕迹、研究痕迹、运用痕迹的活动。
历代侦查名家都强调痕迹是侦查认识与实践的基础这一理论观点。
没有痕迹，就不能开展侦查，更谈不上破案。
　　痕迹有广义和狭义区别。
与犯罪有关的一切迹象均属广义痕迹，是侦查技术人员时刻不可忽视的。
狭义痕迹是有形痕迹或物质性痕迹，如有形物质体形成的形象痕迹、外围痕迹或非有形物质体形成的
理化痕迹、电子信息痕迹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痕迹。
而现代痕迹技术研究的正是这一类痕迹。
　　现代痕迹技术主要是研究痕迹的发现、显示、固定、提取、保全技术；侦查中相关痕迹的分析、
判断、运用技术；犯罪痕迹信息库的建立、管理、查询、检索、比对技术；痕迹鉴定技术；痕迹防控
犯罪技术。
同时，现代痕迹技术在行政执法和处理民事纠纷方面也有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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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痕迹检验技术研究》系统研究了痕迹检验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具体方法。
在理论层面上，作者详细阐释了痕迹检验中的一般原理和同一认定理论；在实务层面上，又全面讲解
了手印、脚印、工具痕迹、枪弹痕迹以及其他常见痕迹的发现、提取和鉴定方法，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和实务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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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综合评断　　综合评断是痕迹鉴定的最后一个关键阶段，其任务是对检材和样本已经发现的
特征符合点和特征差异点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两者之间特征符合点和特征差异点总和的性质、原因，
在此基础上作出受审查客体是否就是被寻找客体的结论。
所谓特征差异点，是指检材和样本特征不同的方面。
特征符合点，是指检材和样本特征相同的方面。
　　综合评断的方法是分别对两者之间特征符合点和特征差异点进行分析。
　　1．评断特征差异点的方法　　特征差异点的性质一般有两类：一类是本质差异，即检材和样本
两者不同特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较大的比重，如检材和样本是两个不同的客体所形成的痕迹，属
鉴定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差异；另一类是非本质差异，即检材和样本两者不同特征在数量和质量上占的
比重都较小，如检材和样本是同一个客体所形成的痕迹，仅因形成痕迹时各自出现条件上的差异，而
使特征出现量的差别，这种特征差异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检材和样本形成的条件和机理不同，
或是客体形成痕迹后继续使用、擦拭、修理、损坏，或是痕迹形成后外部条件附加的偶然性特征。
　　2．评断特征符合点的方法　　对特征符合点的评断，主要是分析相同特征的价值，评断相同特
征对构成客体特性的意义，审查其特征总和是否特定化，确定特征符合点是特定性符合还是相似性符
合。
特定性符合，是检材和样本为同一客体的必然反映；相似性符合，表明检材和样本出自两个客体，是
两个客体种类特征和部分特殊特征的相似，这种符合在其他客体上会重复出现。
　　评断特征符合点，要从特征的数量、质量、可靠程度及形成规律等方面进行分析。
对特征符合点的质的考察内容主要包括符合特征的种类、性质、出现率，特征表现的稳定程度，特征
是否清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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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新思维文丛。
法国物证技术学家洛卡德认为：当两个物体的表面在运动中相互接触时，总会发生一定的物质转换，
即一个物体表面的微量物移到另一个物体的表面上去。
这即是著名的“微量物质转换定律”，这一定律对痕迹的形成作了恰当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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