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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刑事科学技术（一）》考试大纲 

（2016 年 9 月） 

Ⅰ.考 查 目 标 

要求考生能够掌握刑事科学技术的相关专业素质和基本能力。具

体包括： 

1. 了解并掌握刑事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发展简史、基本原理和技术分析方法；理解掌握物证的系统属性与关

联分析、物证特征的层次结构分类以及物证量化检验鉴定的相关方

法； 

2.全面了解刑事科学技术所包含的痕迹检验技术、文件检验技

术、声像资料检验技术的具体研究对象的自身特点；具体掌握各类研

究对象的具体概念、检验鉴定程序、检验鉴定技术方法以及检验鉴定

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3.灵活运用刑事科学技术的相关原理和技术方法，准确分析、判

断检验鉴定实践中遇到的各类实际问题。 

Ⅱ.考试形式及考核范围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二、考试方式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考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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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检验技术、文件检验技术、声像资料检验技术。 

Ⅲ. 考 查 内 容 

痕迹检验技术 

痕迹检验技术共计 50分，其中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分

别占 20%、60%和 20%）。 

第一部分 人体痕迹检验 

一、手印检验 

（一） 手纹的种类与特征 

1．手的外形结构 

2．手纹的皮肤组织特性 

3．手纹的类别 

4．指头乳突花纹 

5．指节乳突花纹 

6．手掌的乳突花纹 

（二） 现场手印的发现、显现与提取 

1．现场手印的寻找与发现 

2．潜在手印显现的常规方法 

3．手印鉴定 

（四） 指纹自动识别技术 

1．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结构及功能 

2．指纹系统的网络化 

二、 足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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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足迹检验概述 

1．足迹检验的概念   

2．足迹的分类 

3．足迹检验的内容、作用与现状 

（二） 足迹特征 

1．足迹的结构特征   

2．足迹的步法特征 

3．鞋底的磨损特征 

（三） 现场足迹的勘验 

1．现场足迹的发现与确定   

2．现场足迹的提取 

（四）足迹的分析与检验 

1．足迹分析  

2．足迹鉴定 

3．足迹的信息化应用 

三、牙齿痕迹检验 

（一）牙齿的生理结构 

1．牙齿的萌出与排列 

2．牙齿的结构与形态 

3．牙齿的特征 

（二）牙齿痕迹的形成与特征 

1．牙齿痕迹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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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牙齿痕迹特征 

（三）牙齿痕迹的提取与检验 

1．现场牙齿痕迹的提取 

2．牙齿痕迹检验 

第二部分 器械痕迹检验 

一、 工具痕迹 

（一）工具痕迹概述 

1．工具痕迹定义 

2．工具痕迹分类 

（二） 常见工具痕迹及特征 

1．撬压痕迹 

2．打击痕迹 

3．钳剪痕迹 

4．擦划痕迹 

5．刺切痕迹 

6．割削痕迹 

（三） 工具痕迹现场勘验 

1．寻找工具痕迹的重点部位 

2．现场工具痕迹的提取 

（四）  工具痕迹分析与利用 

1．揭露伪造现场 

2．利用工具痕迹串并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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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断嫌疑工具的种类 

4．分析嫌犯嫌疑人的特点 

二、枪弹痕迹检验 

（一）枪弹 

1．枪弹的结构 

2．枪弹的分类 

3．枪弹的识别 

（二）枪支 

1．枪支概述 

2．枪支的分类 

3．枪支的结构及动作原理 

（三）射击弹头弹壳痕迹 

1．射击弹头痕迹 

2．射击弹壳痕迹 

（四）枪击案件现场勘验 

1．枪弹痕迹物证的搜寻和提取 

2．弹丸对目标物的作用 

3．弹孔痕迹检验 

（五）枪弹痕迹鉴定 

1．区分发射枪种 

2．认定发射枪支 

第三部分 其他痕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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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辆痕迹检验 

（一）车辆与轮胎 

1．车辆的分类 

2．汽车轮胎的结构 

（二）车辆痕迹特征  

1．车辆结构特征 

2．车辆的其他特征 

（三）车辆痕迹的勘查与分析  

1．车辆痕迹的勘查与提取 

2．车辆痕迹检验 

二、 纺织物痕迹检验 

（一）织物组织结构检验 

1．织物的组成 

2．织物组织结构检验的方法与步骤 

（二）绳索、绳结检验 

1．绳索检验 

2．绳结检验 

（三）纺织物痕迹检验  

1．纺织物痕迹的概念与分类 

2．纺织物痕迹的发现与提取 

3．纺织物痕迹的检验 

三、 玻璃破碎痕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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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玻璃的性质及破碎原理 

1．玻璃的机械性质 

2．玻璃破碎原理 

（二）玻璃破碎裂纹特征 

1．枪击裂纹特征 

2．高速抛击裂纹特征 

3．低速抛击裂纹特征 

4．钢化玻璃裂纹特征 

（三）玻璃破碎痕迹的勘查、分析与鉴定 

1．玻璃破碎痕迹的勘查 

2．现场物证的提取 

3．玻璃破碎裂纹检验 

四、 整体分离痕迹检验 

（一）分离痕迹的形成与结构 

1．整体分离痕迹的形成与结构 

2．整体分离痕迹的分类 

（二）分离痕迹特征 

1．断口特征 

2．加工特征 

3．使用特征 

4．固有特征 

（三）分离痕迹的勘查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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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体分离痕迹的发现与提取 

2．整体分离痕迹的鉴定 

五、 锁匙痕迹检验 

（一）弹子锁的种类、结构与开闭锁原理 

1．弹子锁的种类 

2．弹子锁的结构 

3．弹子锁的开启原理 

（二）常见的非正常开锁方法  

1．暴力开锁 

2．钥匙开锁 

3．特殊工具开锁 

4．技术性破坏锁 

（三）锁具加工痕迹与开锁痕迹 

1．锁具加工痕迹 

2．原配钥匙开锁痕迹 

3．特殊工具开锁痕迹 

（四）原配钥匙复制痕迹 

1．原配钥匙的复制方法 

2．原配钥匙复制痕迹的分布 

（五）锁匙痕迹鉴定 

1．现场锁痕的发现与提取 

2．现场锁痕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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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爆炸痕迹勘验 

（一）爆炸痕迹种类 

1．炸点痕迹 

2．爆炸产物高温作用痕迹 

3．空气冲击波作用痕迹 

4．爆炸抛出物 

5．人体上的爆炸作用痕迹 

6．爆炸震动破坏痕迹 

（二）爆炸痕迹勘验 

1．炸点的勘验 

2．爆炸产物高温作用痕迹勘验 

3．爆炸空气冲击波作用痕迹勘验 

4．爆炸遗留物及介质抛出物勘验 

（三）爆炸痕迹综合分析 

1．分析确定爆炸类型 

2．根据爆炸痕迹初步判定炸药种类 

3．炸药量的判定 

4．爆炸装置复原分析 

5．根据现场痕迹分析爆炸作案人 

 文件检验技术  

文件检验技术共计 50 分，其中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

（分别占 20%、60%和 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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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迹检验、印刷与污损文件检验  

1.笔迹与笔迹检验概念 

2.笔迹检验原理  

3.各类笔迹特征的含义  

4.笔迹检验的程序和方法  

5. 书写速度变化的一般规律及检验要点 

6.一般性伪装笔迹的含义、特点及检验要点 

7.左手伪装笔迹的特点及检验要点 

8.摹仿笔迹的类型、特点及检验要点 

9.印刷文件与印刷文件检验概念  

10各类文件印刷方法及特点  

11.货币票证的制版方法和印刷方法 

12.常见伪造货币票证的特点以及检验方法 

13.印章印文的种类、特征 

14.伪造印章印文的方法及特点 

15.印章印文检验的程序和方法 

16.静电复印机种类鉴别特征和同一认定特征 

17.电子打字机的种类鉴别特征和同一认定特征 

18.污损文件及污损文件检验的概念 

19.各类变造文件的概念、特点及检验方法 

20.各类模糊记载及损坏文件的检验方法 

21.文件制成时间检验的概念、任务及检验的依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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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常见墨水字迹书写字迹和打印字迹形成时间的检验方法 

23.印文盖印时间及朱墨时序的检验鉴定方法 

二、言语识别与鉴定 

1.语言、言语、言语识别和言语鉴定的概念 

2.言语识别和言语鉴定的任务和作用  

3.言语识别与鉴定的科学原理和基本程序  

4.地域性言语识别的依据及具体特征  

5.时代性言语识别的依据及具体特征  

6.不同性别群体的言语识别的依据及具体特征  

7.不同文化群体的言语识别的依据及具体特征  

8.不同职业群体的言语识别的依据及具体特征  

9.隐语和犯罪隐语的概念 

10.精神病患者与聋哑人言语的特征及主要区别  

声像资料检验技术 

声像资料检验技术共计 50 分，其中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

述题（分别占 20%、60%和 20%左右） 

一、 刑事摄影摄像 

（一）  摄影基础知识 

1. 镜头参数对摄影的影响 

2. 快门、光圈及作用 

3. 景深的概念、产生景深的原因及影响景深的因素 

4. 调焦、调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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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机的曝光模式 

6. 测光模式及方法 

7. 直射光和散射光的造型效果 

8. 色温的概念及应用 

9. 摄影构图的基本形式 

（二） 现场摄影 

1. 现场摄影概念及特点 

2. 现场摄影内容 

3. 现场摄影步骤和方法 

4. 现场制卷方法 

（三） 物证检验摄影 

1. 分色摄影概念、作用 

2. 分色摄影色光波段的选择方法 

3. 光谱成像的原理 

4. 偏振光摄影的原理、方法及应用 

5. 摄影配光方法 

6. 定向反射配光检验摄影的原理和方法 

7. 暗视场配光检验摄影的原理和适用范围 

8. 翻拍、脱影概念、种类及方法 

9. 阴影拍摄法的光照角度和光照方向的确定、应用场合 

10. 掠入射配光方法的原理和适用范围 

11. 侧透射配光方法的原理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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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红、紫外线的特性及摄影应用 

13. 光致发光摄影的特点 

14. 刑事录像的任务 

15. 摄像机操作要领 

16. 简述非线性编辑的特点 

二、 声像资料检验 

(一) 数字图像相关概念 

1. 图像的概念、图像的分类、图像的属性 

2. 图像采样、量化、压缩编码概念 

3. 图像的基本属性（图像的分辨率、色彩分辨率的概念） 

4. 图像的色彩模式 

5. 图像的文件格式 

(二) 数字图像处理相关概念 

1. 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 

2.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分类 

3. 图像的基本运算 

4. 图像增强的概念、范畴 

5. 灰度变换方法、图像的彩色增强方法 

6. 图像锐化概念、基本方法 

7. 图像复原概念、方法 

8. 图像退化的原因 

(三) 图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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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像检验的内容、种类 

2.图像证据的基本属性 

3.图像检验技术的分类 

4.图像的原始性、完整性检验方法 

5.本地噪声法、EXIF属性检验方法 

6.图像的真实性检验 

7.光照条件一致性检验 

8.透视一致性检验 

9.利用物质成像的唯一性原理检验 

10.图像边缘特征检验 

11.利用图像内容间景深关系的检验 

(四) 语音检验的由来与发展 

1.语音学、实验语音学 

2.声纹鉴定，视听资料概念 

3.元音和辅音的性质、发音原理、发音特点、分类标准 

4.声音的物理属性 

5.声谱图的参数 

6.基频的含义、共振峰的概念 

7.录音资料的证据地位、证据特点 

8.录音资料真实性（完整性）鉴定 

(五) 语音检验基础理论与程序方法 

1.语音变异的内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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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音的相对稳定性 

3.话者自身变异与话者之间差异的关系 

4.语音检验程序步骤，检材语音采集设备选择原则、环境选择原

则及注意事项 

5.样本语音采集的设备选择原则、环境选择原则、语料选择原则、

发音控制 

Ⅳ. 参考书目 

1.单大国.刑事科学技术［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王彦吉，王世全.刑事科学技术［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Ⅴ．参考试题（非完整试题，仅为样式与分值说明） 

痕迹检验技术 

一、名词解释：每题 2 分，共 10分 

1．屈肌褶纹（2分） 

二、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30分 

1．简述前角、偏角、侧角对线条状痕迹的影响（5分） 

三、论述题：每题 10 分，共 10分 

1．试论鞋底磨损特征的分类及利用价值（10分）。 

文件检验技术 

一、名词解释：每题 2 分，共 10分 

1. 笔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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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30分   

1. 常见伪造货币票证的手段 

三、论述题 ：每题 10 分，共 10分 

1. 试述文件制成时间检验的主要途径。 

声像资料检验技术 

一、名词解释：每题 2 分，共 10分 

现场摄影 

二、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30分 

在一盗窃现场的红色纺织品上的发现一枚微弱浅灰尘足迹，应用什么

拍摄方法可以拍摄出清晰的足迹？说明拍摄原理是什么？ 

三、应用题：每题 10 分，共 10分 

人像类图像检验鉴定的基本流程与方法？ 

Ⅵ.参 考 答 案 

痕迹检验技术 

一、名词解释 

1．答：屈肌褶纹是手指关节和手掌一定部位上所固有的粗大、明显

的沟纹。 

二、简答题 

1．答：前角影响线痕的数量及特征，偏角影响线痕的总体宽度及数

量，侧角影响线痕的总体宽度及线痕间距。 

三、论述题： 

1． 答：磨损特征分类：一次性磨损、重复性磨损、综合性磨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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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一次性磨损特定性强，如鞋底硬伤，其位置、形状、大小、

数量具有较高利用价值。重复性磨损中种类特征可以反映出赤足形态

及行走运动规律等人身特点，个别特征可进行个体识别。综合性磨损

可反映职业特点，如锅炉工鞋底经常受高温炉渣作用造成特殊磨损。 

文件检验技术 

一、名词解释 

1. 笔迹检验是通过两部分笔迹之间的比较鉴定，从而确定它们是否

为同一人所写的一项专门技术。 

二、简答题   

伪造货币票证的常见手段有： 

1.高仿真制版印刷 

2.电子分色制版胶印 

3.分色照相制胶版套印 

4.彩色静电复印机复印 

5.彩色打印机打印 

6.转印伪造 

7.变造 

三、论述题  

1. 试述文件制成时间检验的主要途径。 

答题要点： 

对文件制成时间检验时，应将涉案的文件看作一个系统。利用系统论

的观点和方法，采取各种手段对每个要素的形成原因、存在方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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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结果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检验，充分挖掘构成文件各个要素所能

提供的一切信息，对可疑文件的制成时间做出全面、客观的评断。  

检验时主要途径有： 

1.文件内容、言语和文字的时代性 

2.文件物质材料生产使用的时间性 

3.文件制作工具生产使用的时间性 

4.文件印刷特征的阶段性演变 

5.书写习惯与笔迹特征的历时演变 

6.文件字迹色料随时间的变化 

7.文件人为老化的鉴别 

声像资料检验技术 

一、名词解释 

解答要点： 

是将案件发生的场所和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品，用摄影的方法客观、

准确、全面、系统的固定、记录的专门手段。 

二、简答题 

解答要点： 

分色偏振光拍摄法。 

因灰尘对入射线偏振光有较强的退偏作用，产生漫反射光，而地毯纤

维的圆柱形表面使其在垂直方向上存在纹路状分布的定向反射光，没

有退偏作用。用“正交偏光轴照相”时，客体上的定向反射光不能通

过检偏镜，而灰尘的漫反射垂直分量较易通过。因此灰尘痕迹与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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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反差得到增强，如结合分色摄影，痕迹更能得到突显。 

技术要点：环境光照要暗，照明光源亮度宜高，调整并满足“正交偏

光轴”，系列曝光。 

三、应用题 

解答要点： 

人像类图像的检验鉴定是目前公安机关、司法鉴定机构面临的数量最

多、难度最大的一类检验鉴定任务。由于图像来源的多样性与图像中

人像的复杂性，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一些有针对性的方法。下面

简单介绍人像类图像检验鉴定的基本流程与方法. 

1.固定图像检材，包括图像检材的存储设备、并进行编号。 

2.描述图像检材的物理属性，包括文件名、文件大小、格式、分辨率、

压缩编码等。 

3.简要客观的描述图像检材中所包含的内容要素及其关联关系。 

4.完成上述工作后，根据检验鉴定的要求，按照图像处理相关规范对

图像进行增强、剪切、标注等处理。 

5. 因为人的相貌具有其特殊性和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稳定性。所谓特

殊性是指每个人的外貌特征不可能在其他任何人身上完全重复出现，

这是由于人在生长过程中生理、心理形态不同，生活环境、饮食、营

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的。人的相貌特征多、变化范围大，致使无

任何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是孪生兄弟、姐妹，也不完全相同。 

相貌稳定性是指人的相貌特征具有相对不变的性质。人的相貌是以骨

骼和软骨组织为基础的，这些基础是按比例发育的。当人体发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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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相貌特征就不再有大的变化了，只有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的衰

老、由于疾病造成一定的变形，也可能出现人为的改变，如矫形手术、

意外创伤等。 

对于不同拍摄条件的检材与样本，可以先对他们进行预先处理，如进

行透视变换，利用模拟法改变拍摄角度、拍摄距离、打光方向等摄影

条件，进行图像的加深和减淡改变检材或样本的影调，利用缩放手段

改变检材与样本的放大倍率，利用透视关系改变拍摄角度和方向，利

用衰老变化曲线对照片进行老化处理等等。将经过处理后的图像与固

定图像进行比对，观察他们之间的异同。 

6.根据以上处理结果，给出最终的检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