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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７９）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广东省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司法

鉴定中心、山东省公安厅物证鉴定研究中心、山西省公安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吉

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总队、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管

理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军、郭洪玲、权养科、李胜林、刘卫国、张红旗、郝愫媛、杨月飞、郭继森、

谢文林、张吉林、李宏森、刘明辉、梁颖、裴茂清、陈承现、李鑫、姜华、魏垂策、李云志、张大雷、梅宏成、

王萍、李娟、刘慧娟、任莉、吴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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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物证的提取、包装方法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纤维、玻璃、油脂、金属、泥土、爆炸残留物、易燃液体残留物、射击残留物、涂料、橡胶

和塑料等微量物证的提取和包装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微量物证的提取和包装。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Ａ／Ｔ２４２　法庭科学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Ａ／Ｔ２４２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试剂和材料

４．１　试剂

试剂包括：

ａ）　乙醚（Ｃ４Ｈ１０Ｏ，分析纯）；

ｂ）　正己烷（Ｃ６Ｈ１４，分析纯）；

ｃ）　丙酮（Ｃ３Ｈ６Ｏ，分析纯）；

ｄ）　去离子水。

４．２　材料

材料包括：

ａ）　微量物证提取专用胶带；

ｂ）　射击残留物专用取样台及专用样品盒；

ｃ）　扫描电子显微镜样品台及导电胶带；

ｄ）　金刚石刀；

ｅ）　载玻片；

ｆ）　透明胶带；

ｇ）　磁铁；

ｈ）　硬质盒；

ｉ）　吸管（玻璃吸管）；

ｊ）　玻璃试管或玻璃样品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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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密闭金属容器；

ｌ）　塑料或纸质物证袋；

ｍ）　白纸和硫酸纸；

ｎ）　梳子；

ｏ）　金属镊子和非金属镊子；

ｐ）　剪刀；

ｑ）　手术刀及刀片；

ｒ）　分离针；

ｓ）　金属勺；

ｔ）　脱脂棉、脱脂棉球或滤纸；

ｕ）　毛刷；

ｖ）　塑料袋和塑料薄膜；

ｗ）　一次性手套。

５　设备

设备包括：

ａ）　静电吸附器；

ｂ）　定位仪；

ｃ）　相机；

ｄ）　显微镜；

ｅ）　吸集器。

６　通用要求

６．１　检材提取前，应使用相机拍照固定。

６．２　不同部位提取的检材应分别包装，避免混淆或交叉污染。

６．３　提取不同种类或不同部位的检材时，应更换提取工具或对提取工具进行清洁，必要时更换一次性

手套。

６．４　应及时提取各类微量物证，避免物证丢失或性质改变。

６．５　在爆炸、枪击、交通事故等案件中，若涉及送医抢救伤员的衣物检材，应及时提取，以免抢救过程中

丢失。

６．６　各类检材提取量应充足，能够满足检验需求。

６．７　包装物上应标注案件名称、提取部位、提取时间、提取地点以及提取人姓名，必要时应加注其他所

需信息。

６．８　物证在提取后的移交和保存过程中，应确保证据保管链条完整、有效、可溯，每一次交接都应有记

录，并由交接人签字。

７　纤维物证

７．１　纤维物证提取

７．１．１　对于肉眼可见、易提取的纤维检材，可用镊子直接提取。

７．１．２　对于附着在承载客体上短小细微不易用镊子夹取的纤维检材，可用微量物证提取专用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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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

７．１．３　对于散落在较大面积上的纤维检材，可用吸集器提取。

７．１．４　对于附着在衣兜、包裹等内表面的纤维检材，可在大小适中的干净白纸上，将衣兜、包裹等内外

翻转并轻轻抖动、拍打后收集提取。

７．１．５　对于大块织物检材，可用剪刀在不同外观状态、颜色处剪取适量纤维进行提取。

７．１．６　对于散落在平整物体表面且散落面积较大、不宜用以上方法提取的纤维检材，可使用静电吸附

器进行提取。

７．１．７　不能用上述方法进行提取的纤维检材，可连同承载客体一并提取。

７．２　纤维物证包装

７．２．１　提取到的纤维检材，可用大小适宜的物证袋直接封装，或用试管或样品瓶封装；如纤维检材量很

少（单根纤维除外），使用硫酸纸包好后，用物证袋封装。

７．２．２　单根纤维检材，用两片载玻片将其夹在中间、透明胶带固定后，用物证袋封装。

７．２．３　专用胶带提取的纤维检材，直接粘贴在载玻片上，用物证袋封装。

７．２．４　连同承载客体一起提取的纤维检材，应将承载客体固定在硬质盒内进行包装。

７．３　纤维物证提取和包装特殊要求

７．３．１　在室内犯罪现场搜寻、提取纤维检材时，采集人员应先关闭门窗，戴头套、口罩、鞋套，并减少来

回走动；提取一个部位的检材后应及时清洁提取工具，防止污染；提取的检材应及时包装、固定，避免

遗失。

７．３．２　在犯罪现场提取纤维线绳时，如果线绳上打有结扣，应注意保持结扣的原状，如果必须解离线绳

时，应从无结扣处剪断线绳。

７．３．３　提取犯罪现场遗留的织物检材时，应注意发现和提取其上的各种外来附着物，如油泥、斑痕、泥

土等。

７．３．４　不应使用透明胶带提取纤维物证。

７．３．５　不应戴线手套提取纤维物证。

８　玻璃物证

８．１　玻璃物证提取

８．１．１　肉眼可见的玻璃残渣、碎块或碎片，用非金属镊子提取。

８．１．２　遗留在衣服、手套、帽子、提兜、鞋子中的玻璃残渣，应抖落在干净的塑料袋中或塑料薄膜上，分

离、分类后提取。

８．１．３　嵌在鞋底、轮胎、塑料等物体和人体中的玻璃颗粒，用非金属镊子提取。

８．１．４　难以用镊子提取的玻璃微粒，用透明胶带或微量物证提取专用胶带提取。

８．１．５　地面上不易发现的玻璃颗粒，用吸集器提取。

８．１．６　头发中的玻璃颗粒梳取后妥善收集提取。

８．２　玻璃物证包装

８．２．１　提取的玻璃颗粒，用塑料物证袋包装。

８．２．２　提取的大块玻璃碎片，固定后用硬质盒包装，以免再次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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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玻璃物证提取和包装特殊要求

８．３．１　提取玻璃检材时，应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进行，并注意从不同角度观察发现，必要时借助特殊光

源寻找。

８．３．２　不宜使用纸质包装物或玻璃容器直接包装，以免造成玻璃检材丢失或污染。

９　油脂物证

９．１　油脂物证提取

９．１．１　容器盛装的油脂检材

９．１．１．１　液态油脂，宜用玻璃吸管吸取，或用脱脂棉、滤纸蘸取。

９．１．１．２　固态油脂，宜用金属勺提取。

９．１．２　物体表面的油脂检材

９．１．２．１　量较多的油脂，宜用玻璃吸管吸取，或用脱脂棉球擦取。

９．１．２．２　少量的油脂，宜用蘸有乙醚、正己烷等有机溶剂的脱脂棉球擦取。

９．１．３　渗透在承载客体内的油脂检材

９．１．３．１　承载客体较小时，应连同承载客体一并提取。

９．１．３．２　承载客体较大且质地较软时，应用手术刀切取含有油脂检材的部分。

９．１．３．３　承载客体较大且质地较硬时，应用蘸有乙醚、正己烷等有机溶剂的脱脂棉球擦拭提取含有油脂

检材的部分。

９．２　油脂物证包装

９．２．１　容器盛装的液态或固态油脂检材可用具塞玻璃试管或玻璃样品瓶密封包装。

９．２．２　脱脂棉球擦拭提取的油脂检材可用具塞玻璃样品瓶密封包装。

９．２．３　连同承载客体一并提取的油脂检材可用硬质盒悬空包装，确保待取样部位不与任何物体接

触。　

９．３　油脂物证提取和包装特殊要求

９．３．１　油脂检材一般具有渗透性，提取包装中不应与其他渗透性物体接触。

９．３．２　油脂检材可以溶解某些有机物，提取包装中不应与有机物接触，以免污染。

９．３．３　油脂检材提取后应低温保存、及时送检。

１０　金属物证

１０．１　金属物证提取

１０．１．１　肉眼可见的金属检材，应直接提取。

１０．１．２　紧密附着在承载客体上的金属检材，应用金刚石刀刮取。

１０．１．３　织物上附着的金属碎屑，应抖落在干净白纸上收集提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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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４　具有铁磁性的金属碎屑，应用磁铁隔干净白纸、硫酸纸或塑料薄膜吸取。

１０．１．５　地面上不易发现的微量金属碎屑，宜用吸集器吸取。

１０．１．６　镶嵌于软质承载客体上的金属检材，用非金属镊子提取。

１０．１．７　不能妥善提取的金属检材，应连同承载客体一并提取。

１０．１．８　有疑似电流斑的皮肤检材，应沿损伤斑痕外沿将损伤皮肤部位完整切取，并确保损伤皮肤表面

不与任何物体接触。

１０．２　金属物证包装

１０．２．１　提取的金属检材可用具塞玻璃样品瓶或物证袋直接封装。

１０．２．２　连同承载客体一并提取的检材，应固定在硬质盒内封装，以免金属附着物丢失。

１０．２．３　疑似电流斑皮肤检材固定后，用塑料物证袋包装，冷冻保存。

１０．３　金属物证提取和包装特殊要求

１０．３．１　提取金属检材时，需要检验的部位应避免与金属工具接触。

１０．３．２　提取疑似电流斑皮肤检材的同时，应提取疑似电流斑附近干净的无损伤皮肤作为对照检验用

空白样品。

１１　泥土物证

１１．１　泥土物证提取

１１．１．１　对附着在承载客体上的微量泥土检材，应连同承载客体整体提取，并妥善保管，避免附着的微

量泥土检材丢失。

１１．１．２　对不能整体提取的较大承载客体上附着的少量泥土检材，可用非金属工具刮取、微量物证提取

专用胶带粘取或静电吸附器吸取。

１１．１．３　对分布面积较大或嵌入载体缝隙中的泥土检材，可用吸集器吸取或毛刷刷取。

１１．１．４　对用于比对检验的地表泥土样品，应提取地表深度１０ｃｍ以上的表层泥土，取样量应大于２０ｇ。

提取前，应采用定位仪进行定位，并逐个记录样品提取的地理位置。

１１．１．５　比对泥土样品的提取应遵从随机、多点的原则，并保证提取的样品能够代表提取区域的泥土分

布特点。

１１．１．６　在埋尸等案件中，提取比对泥土样品时，应提取与埋尸相同深度处的泥土样品。

１１．２　泥土物证包装

１１．２．１　连同承载客体一并提取的检材，应对附着有泥土的部位用塑料薄膜保护包装。

１１．２．２　对在客体不同部位提取的泥土检材应分别包装，避免混淆或交叉污染。

１１．２．３　提取的泥土检材用塑料物证袋进行封装，宜在送检前进行干燥，干燥时应避免外来污染。

１１．３　泥土物证提取和包装特殊要求

１１．３．１　避免用较大的包装袋盛装少量泥土检材。

１１．３．２　避免用金属容器和纸质容器包装泥土检材。

１１．３．３　提取鞋底、轮胎等带有沟槽的客体上附着的泥土检材时，应保持附着泥土原有的层次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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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爆炸残留物物证

１２．１　爆炸残留物物证提取

１２．１．１　爆炸现场尘土检材

１２．１．１．１　炸点尘土的提取

清理炸坑、去除回填土，提取炸坑压缩壁的表层土。

１２．１．１．２　系列尘土的提取

根据现场环境、风向、冲击波的作用范围及方向，从炸点开始沿不同方向（至少两个方向），以一定间

隔等面积（通常在５０ｃｍ ×５０ｃｍ以上）提取系列尘土检材。

１２．１．１．３　障碍物表面尘土的提取

冲击波扩散方向的障碍物表面尘土用毛刷直接提取。

１２．１．２　烟熏痕检材

１２．１．２．１　承载客体较小时，整体提取有烟熏痕的承载客体。

１２．１．２．２　承载客体较大不宜整体提取时，先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样品台粘取烟熏痕处附着物，再用蘸有

丙酮／去离子水（１∶１，犞／犞）的棉球擦拭提取。

１２．１．３　爆炸现场遗留物检材

包装物、捆绑物、填充物和死伤者衣物等爆炸现场遗留物，分类筛选后分别提取。

１２．１．４　人体爆炸伤处爆炸残留物检材

人体爆炸伤处爆炸残留物，先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样品台粘取，再用蘸有丙酮／去离子水（１∶１，犞／犞）

的棉球擦拭提取。

１２．１．５　其他相关爆炸残留物检材

１２．１．５．１　提取嫌疑人手上爆炸残留物，应先剪取涉案嫌疑人指甲，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样品台粘取双手

附着物后，再用蘸有丙酮／去离子水（１∶１，犞／犞）的棉球擦拭提取。

１２．１．５．２　涉案嫌疑人含有爆炸残留物的衣物应直接提取。

１２．１．５．３　提取爆炸装置制作场所的残留物，应直接提取有关制作工具、包装物，以及制作场所相关客体

表面的尘土、附着物等。

１２．２　爆炸残留物物证包装

１２．２．１　擦拭棉球应用玻璃试管或玻璃样品瓶密封包装。

１２．２．２　其他检材应用塑料或纸质物证袋包装。

１２．３　爆炸残留物物证提取和包装特殊要求

１２．３．１　提取系列爆炸尘土检材时，应考虑爆炸残留物的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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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２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提取空白样品。

１３　易燃液体残留物物证

１３．１　易燃液体残留物物证提取

１３．１．１　提取部位

在起火部位和起火点区域内提取易燃液体残留物物证。

１３．１．２　提取物证种类

１３．１．２．１　起火点部位的火场残渣。

１３．１．２．２　可能含有易燃液体残留物的土壤、地砖、水泥地面以及地板、地毯等。

１３．１．２．３　死伤者和犯罪嫌疑人等涉案相关人员可能含有易燃液体残留物的衣物、被褥等。

１３．１．２．４　盛装易燃液体的容器及其残片。

１３．１．２．５　可疑液体。

１３．１．２．６　密闭空间现场死者的气管、支气管和肺组织等生物检材。

１３．１．２．７　燃烧装置、引火物残留物等物证。

１３．１．２．８　可能含有易燃液体残留物的其他检材。

１３．１．３　提取方法

１３．１．３．１　液体检材

用玻璃吸管吸取或用脱脂棉、滤纸蘸取或浸取。

１３．１．３．２　固体检材

１３．１．３．２．１　对衣物、盛装易燃液体的容器及其残片、燃烧装置、引火物残留物等整体提取。

１３．１．３．２．２　对火场残渣和可能含有易燃液体残留物的土壤等选择后直接提取。

１３．１．３．２．３　对可能含有易燃液体残留物的地砖、水泥地面以及地板、地毯等采用破拆工具提取。

１３．１．３．３　生物检材

由法医提取。

１３．２　易燃液体残留物物证包装

１３．２．１　液体检材

放入玻璃样品瓶或密闭金属容器中及时密封。

１３．２．２　固体检材

放入塑料物证袋或密封容器内及时密封。

１３．２．３　生物检材

放入塑料物证袋或密封容器内及时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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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易燃液体残留物物证提取和包装特殊要求

１３．３．１　易燃液体残留物检材提取后，应每个检材独立密封包装并及时送检，不能及时送检的应密封后

低温短期保存。

１３．３．２　生物检材提取后应冷冻保存。

１３．３．３　必要时，应提取空白样品。

１４　射击残留物物证

１４．１　射击残留物物证提取

１４．１．１　提取部位

１４．１．１．１　射击嫌疑人和相关人员左右手虎口、拇指外侧、食指外侧等。

１４．１．１．２　射击嫌疑人和相关人员上衣左右袖口。

１４．１．１．３　射击嫌疑人和相关人员面部和头部、衣服肩部和胸部等。

１４．１．１．４　疑似弹着点及枪击孔洞周围。

１４．１．１．５　涉案枪支、弹头、弹壳等。

１４．１．１．６　射击嫌疑人和相关人员身体其他部位及相关物体表面。

１４．１．２　提取方法

１４．１．２．１　人体上的射击残留物用射击残留物专用取样台在各个取样部位分别粘取，每个取样部位用

１个～２个取样台；取样时，应在取样部位表面按一定顺序依次粘取，直至胶面失去黏性，然后放入样

品盒。

１４．１．２．２　射击嫌疑人衣服，应先将左、右袖分别套上干净塑料袋，折叠好后整体放入塑料物证袋。

１４．１．２．３　带有疑似弹着点的纺织品，应先用干净纸张覆盖孔洞，折叠好后整体放入塑料物证袋。

１４．１．２．４　其他客体上疑似弹着点处的射击残留物，客体体积较小时，应将疑似弹着点与承载客体一同

提取，疑似弹着点处应悬空固定在密闭的盒中；客体体积较大不便移动时，按１４．１．２．１用射击残留物专

用取样台或专用导电胶粘取。

１４．１．２．５　弹头、弹壳、枪支表面或涉枪案件现场有关承载客体上的射击残留物，应分别整体提取封装。

１４．１．２．６　若需提取有机射击残留物，应在用射击残留物专用取样台提取后，再用蘸有丙酮的脱脂棉在

１４．１．１中各提取部位反复擦拭提取，分别密封包装。

１４．２　射击残留物物证包装

１４．２．１　射击残留物专用取样台提取后用射击残留物专用样品盒进行包装保存。

１４．２．２　蘸有丙酮的脱脂棉提取后用玻璃试管或玻璃样品瓶密封包装保存。

１４．３　射击残留物物证提取和包装特殊要求

１４．３．１　近期接触过枪弹或触摸过案件现场物品的人员，不应进行取样操作。

１４．３．２　提取射击嫌疑人身体和衣物上的射击残留物，应在射击后第一次洗手或换洗衣服之前进行。

１４．３．３　提取射击嫌疑人衣物时应减少翻动，以避免射击残留物损失和互相污染。

１４．３．４　提取弹头、弹壳、枪支表面或涉枪案件现场有关物体上的射击残留物，应确保安全，并在痕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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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指纹显现（光学方法除外）之前进行。

１４．３．５　承载客体表面除提取射击残留物外，还需提取ＤＮＡ或其他微量附着物时，提取顺序应视具体

案情和检材情况，由各相关专业人员协商后进行。

１４．３．６　提取带有血迹的客体上的射击残留物，应尽量避开血迹部位。

１４．３．７　尸体上的射击残留物宜在冷冻前提取。

１４．３．８　提取有机射击残留物时，应在射击残留物专用取样台粘取后再进行操作。

１４．３．９　不应使用ＤＮＡ提取器或透明胶带粘取。

１５　涂料物证

１５．１　涂料物证提取

１５．１．１　未干的涂料检材，用玻璃棒或载玻片提取。

１５．１．２　散落的涂料碎片检材，用镊子直接提取。

１５．１．３　附着于承载客体上的涂料检材，应连同承载客体整体提取；不能整体提取时，应剥离或切割分

离提取。

１５．１．４　提取比对样品时，应在承载客体或相关物体的可疑部位附近用手术刀等工具提取干净且层次

完好的涂层样品。

１５．２　涂料物证包装

１５．２．１　未干涂料检材，用密封容器盛装。

１５．２．２　涂料碎片检材，用塑料物证袋盛装。

１５．２．３　需要保持涂料原始形态的，应固定后盛装于密封容器中。

１５．２．４　连同承载客体一并提取的检材，应对附着有检材的部位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护后包装。

１５．３　涂料物证提取和包装特殊要求

１５．３．１　提取多层涂料检材应保持原有层次的完整性。

１５．３．２　如涂料碎片检材量较少时，宜使用硫酸纸包好后再用物证袋盛装。

１５．３．３　不应使用透明胶带粘取和棉签擦取。

１５．３．４　比对样品应包括相关客体的本体涂料。

１６　橡胶和塑料物证

１６．１　橡胶和塑料物证提取

１６．１．１　散布于现场的橡胶和塑料检材，可用镊子夹取；特别微小的颗粒用毛刷收集后提取。

１６．１．２　承载客体上附着的橡胶或塑料检材，应连同承载客体一并提取；不能一并提取的，应采用手术

刀、分离针分离后提取或用微量物证提取专用胶带粘取。

１６．１．３　提取比对样品时，应在承载客体或相关物体的可疑部位附近提取。

１６．２　橡胶和塑料物证包装

１６．２．１　提取到的橡胶和塑料检材，用塑料或纸质物证袋直接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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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２　连同承载客体一并提取的橡胶和塑料检材，应固定在硬质盒内，确保承载客体的待取样部位不

与任何物体接触。

１６．３　橡胶和塑料物证提取和包装特殊要求

１６．３．１　提取轮胎表面橡胶时，应注意区分胎冠和胎侧不同部位。

１６．３．２　不应使用透明胶带粘取橡胶和塑料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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