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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硕士研究生考试 

《刑事技术综合（刑事科学技术）》考试大纲 

（2017 年 12 月） 

Ⅰ.考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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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身特点；具体掌握各类研究对

象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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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80分；考试时间为 9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1.简答题，共 50 分。 

2.论述题，共 30 分。 

 

Ⅲ.考查内容 

第四章  人体痕迹检验 

一、手印检验 

1、 手纹的种类与特征 

2、 现场手印的发现、显现与提取 

3、 手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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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纹自动识别技术 

二、 足迹检验 

1、 足迹检验概述 

2、 足迹特征 

3、现场足迹的勘验 

4、足迹的分析与检验 

三、牙齿痕迹检验 

1、牙齿的生理结构 

2、牙齿痕迹的形成与特征 

3、牙齿痕迹的提取与检验 

第五章  器械痕迹检验 

一、 工具痕迹 

1、工具痕迹概述 

2、常见工具痕迹及特征 

3、工具痕迹现场勘验 

4、工具痕迹分析与利用 

二、枪弹痕迹检验 

1、枪弹 

2、枪支 

3、射击弹头弹壳痕迹 

4、枪击案件现场勘验 

5、枪弹痕迹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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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痕迹检验 

一、车辆痕迹检验 

1、车辆与轮胎 

2、车辆痕迹特征  

3、车辆痕迹的勘查与分析  

二、 纺织物痕迹检验 

1、织物组织结构检验 

2、绳索、绳结检验 

3、纺织物痕迹检验  

三、 玻璃破碎痕迹检验 

1、玻璃的性质及破碎原理 

2、玻璃破碎裂纹特征 

3、玻璃破碎痕迹的勘查、分析与鉴定 

四、 整体分离痕迹检验 

1、分离痕迹的形成与结构 

2、分离痕迹特征 

3、分离痕迹的勘查与鉴定 

五、 锁匙痕迹检验 

1、弹子锁的种类、结构与开闭锁原理 

2、常见的非正常开锁方法  

3、锁具加工痕迹与开锁痕迹 

4、原配钥匙复制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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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锁匙痕迹鉴定 

六、爆炸痕迹勘验 

1、爆炸痕迹种类 

2、爆炸痕迹勘验 

3、爆炸痕迹综合分析 

第七章  笔迹检验、印刷与污损文件检验 

1、笔迹检验原理  

2、笔迹检验的程序和方法  

3、 书写速度变化的检验要点  

4、一般性伪装笔迹特点  

5、左手伪装笔迹的特点及检验要点  

6.摹仿笔迹的特点及检验要点  

7、常见文件印刷方法及特点  

8、货币票证的制版方法和印刷方法  

9、常见伪造货币票证的特点以及检验方法  

10、印章印文的种类、特征  

11、伪造印章印文的方法及特点  

12、静电复印机种类鉴别特征和同一认定特征  

13、电子打字机的种类鉴别特征和同一认定特征  

14、各类变造文件的特点及检验方法  

15、文件制成时间检验的依据、途径   

16、常见墨水字迹书写字迹和打印字迹形成时间的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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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印文盖印时间及朱墨时序的检验鉴定方法 

第八章 言语识别与鉴定 

1、言语识别和言语鉴定的任务和作用  

2、言语识别与鉴定的科学原理和基本程序  

3、地域性言语识别的具体特征  

4、时代性言语识别的具体特征  

5、不同性别群体的言语识别的依据及具体特征  

6、不同文化群体的言语识别的依据及具体特征  

7、不同职业群体的言语识别的依据及具体特征 

第九章 刑事摄影摄像 

第一节  摄影基础知识 

1、镜头焦距对成像效果的影响有几个方面。 

2、光圈系数对摄影有什么影响。 

3、相机快门的作用。 

4、影响景深的因素。 

5、对不同场景调焦方法。 

6、为直射光和散射光的造型效果。 

7、色温的概念。 

8、综述摄影画面的组织结构。 

9、简述摄影构图的基本形式。 

10、简述不同光位的表现力和光线效果。 

第二节 现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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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摄影的概念。 

2、现场摄影的内容。 

3、现场摄影的方法。 

第三节 物证检验摄影 

1、分色摄影 

2、分色摄影色光波段的选择。 

3、偏振光摄影的原理。 

4、偏振光摄影基本方法。 

5、定向反射配光检验摄影的原理和方法。 

6、暗视场配光检验摄影的原理和适用范围。 

7、翻拍、脱影的概念。 

8、阴影拍摄法的光照角度和光照方向的确定。 

9、掠入射配光方法的原理和适用范围。 

10、红外线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 

第四节 刑事录像 

1、刑事录像的任务。 

2、摄像机操作要领。 

第十章  声像资料检验 

第一节 数字图像基础知识 

一、数字图像相关概念 

1、 数字图像的基本概念 

2、 图像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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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像采样 

4、 图像量化 

二、数字图像的基本属性 

1、 图像的分辨率、色彩分辨率 

2、 图像的色彩模式 

3、 图像的文件格式 

第二节 数字图像处理 

一、 数字图像处理相关概念 

二、图像的基本运算 

三、图像增强 

1、 图像增强的基本概念 

2、 图像的灰度增强 

3、 直接灰度变换 

4、 图像的伪彩色处理 

四、图像锐化 

图像锐化的基本概念 

五、图像复原 

1、图像复原的基本概念 

2、图像退化的原因 

第三节 图像检验 

一、 图像检验 

1、图像检验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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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图像检验方法 

（一）原始性、完整性检验 

1、本底噪声法 

2、CFA插值检测法 

3、直方图检验法 

4、图像压缩比检验法 

（二）图像的真实性检验 

1、光照条件一致性检验 

2、透视一致性检验 

3、利用物质成像的唯一性原理检验 

4、图像边缘特征检验 

5、利用图像内容间景深关系的检验 

6、图像内容检验 

第四节  语音检验的由来与发展 

一、司法语音学相关概念 

1、语音学基本概念 

2、声纹鉴定的含义 

二、录音证据概述 

1、语音同一性鉴定 

2、录音资料真实性（完整性）鉴定 

第五节  语音检验基础理论与程序方法 

一、语音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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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频的含义 

2、共振峰的概念 

3、元音的分类及发音特点 

4、辅音的分类 

二、话者特征的相对稳定性 

1、话者自身变异与话者之间差异的关系 

三、语音检验方法与程序步骤   

Ⅳ.参考书目 

刑事科学技术［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Ⅴ.参考试题（非完整试题，仅为样式与分值说明） 

一、简述题（每题 5 分,共 50分） 

1、粉末显现手印的操作方法？ 

2、左手伪装笔迹中易变特征有哪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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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论述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1、足迹鉴定的主要内容？ 

2、试述在笔迹检验时分析物证笔迹有何重要意义？ 

3、试述现场摄影的内容。 

Ⅵ.参考答案 

一、简述题（每题 5 分,共 15分） 

1、答：撒粉刷显法是用软毛刷刷显、扫去余粉进行显现的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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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直接刷显法是用毛刷直接蘸粉、刷显、扫去余粉的方法（1分）；

撒粉抖显法是通过抖动使粉末与客体产生相对滑动而显出手印的方

法（1分）；磁性刷刷显法，是用磁性刷吸粉、刷显的方法（2分）。 

2、答：（1）书写水平特征（1 分）；（2）行草写法特征（1 分）；

（3）错字特征（1分）；（4）搭配比例的细节特征（1分）；（5）某些

笔画的起收笔动作、运笔方向和转折的弧度角度及其形态特征（1分）。 

3、答：分色偏振光拍摄法。（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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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反差得到增强，如结

合分色摄影，痕迹更能得到突显（2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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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二、论述题（每题 10 分） 

1、答：赤足足迹鉴定是通过对现场和样本赤足足迹检验，得出

二者是否为同一人同一足所留足迹的结论（2 分）；穿鞋足迹是在现

场上出现率最高的足迹。穿鞋足迹的鉴定一般有三种：认定现场穿鞋

足迹是否为犯罪嫌疑人的鞋所留，即鞋的同一认定（2 分）；认定犯

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作案鞋，或形成现场穿鞋足迹的鞋是否为犯罪

嫌疑人的鞋，即鞋主的同一认定（2 分）；认定现场穿鞋足迹是否为

犯罪嫌疑人所留，即人身同一认定（2 分）；穿袜足迹检验通常参照

赤足迹检验方法进行（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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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分析物证笔迹是笔迹检验的首要环节，物证笔迹分析是

否切合实际，对后续检验至关重要，甚至可决定鉴定结论正确与否（2

分）。因为笔迹检验是以物证笔迹特征为基准，到样本笔迹中去找相

应特征进行比较（2 分）。如果不认真分析，就很难正确区分哪些是

笔迹的变化，哪些是书写习惯的本质特征，甚至还可能误将笔迹的变

化当成特征（2 分）。如果物证笔迹特征选不准，就会造成比较的基

础不可靠（2 分）。同一起案件的笔迹鉴定，有时得出截然相反的鉴

定结论，常常是对物证笔迹的认识存在分歧所至。可见，分析物证笔

迹在笔迹检验中的重要性（2分）。 

3、答：现场摄影的内容包括现场方位摄影、现场概貌摄影、现场重

点部位摄影、现场细目摄影（2 分）。其中：现场方位摄影应反映案

件现场所处的位置以及案件现场周围环境特点。现场方位照片画面中

应突出反映案件现场，拍摄时取景范围要大，拍摄点要高，并反映具

有永久性的标志物，不能清晰反映标志物时，可采用标引辅助画面的

方法（2 分）。现场概貌摄影应反映现场的全貌及现场内相关事物的

关系。一个物理空间的概貌照片一般不超过 4张，特殊情况可酌情增

加（2 分）。现场重点部位摄影应反映现场重要部位的状况特点，重

要痕迹物证、物品遗留部位及其与附近物体之间的关系。重点部位照

片的内容应在概貌照片中反映其所处的位置（2 分）。现场细目应反

映现场上发现的与案件有关的各类痕迹物证、物品的大小、形状、特

征。细目照片的内容应在重点部位照片中反映其所处的位置（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