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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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理化检验分技术委员会(SAC/TC179/SC4)提出并

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江苏警官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进、权养科、王军、金晓东、张飞、杨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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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科学 电流斑检验
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法庭科学领域电流斑的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仪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法庭科学领域电流斑皮肤的金属元素成分检验、金属颗粒形态检验、金属元素成分比

对检验,其他领域亦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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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流斑 electricmark
电流通过皮肤时因焦耳热及电解作用在导体与皮肤接触处形成的一种皮肤损伤。

3.2
电流斑皮肤 electricmarkskin
受到电流损伤的皮肤。

3.3
空白对照皮肤 blankcontrolskin
未受到电流损伤的正常皮肤。

4 原理

电流斑皮肤的金属元素成分和电流斑皮肤中金属颗粒的形态及其元素成分,可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X射线能谱仪的放大和选区分析功能进行检验。通过对金属导体比对样品的进一步检验,可判断电流

斑皮肤与金属导体比对样品的元素种类是否相同,各元素相对含量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电流斑和皮肤金属化的形成机理、检验结果的证据价值分析见附录A。电流斑皮肤中金属颗粒照

片和X射线能谱图见附录B。

5 仪器设备及材料

仪器设备及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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