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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本书是在江苏省公安厅赵武生高级工程师等人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秦

慧贞研究员等科研人员共同研究的课题《植物残片鉴定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研究》基础上

编著而成的，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植物物证鉴定的专业书籍，是公安科技人员与其他系

统自然科学工作者通力合作的结晶。

植物，特别是近人植物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在许多的刑事案件中，环境中的植物很

可能黏附于作案人或受害人的身体、衣着和工具等物品上，植物物证鉴定的研究及书籍的

出版对侦查破案以及法庭诉讼意义重大。本书共分四章１１节，３０万余字，６００余幅照片，运

用常规检验和显微镜、电子显微镜检验技术，对３２０种近人植物残碎叶片和花粉等进行系统

研究，采用文字描述和图片对照的方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植物物证鉴定所使用的方法和

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实例，为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以及侦查人员运用该项技术成果和查阅相

关资料提供便利。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和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打击犯罪

需要更多的物证鉴定的支持，对刑事科学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刑事科学技术也需要不

断提高专业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坚持走引进吸收与自主研发相结合的科研之路，大力

加强与社会科学力量的合作，引进和研制更多的科研成果，掌握并运用当代先进的科技手

段，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司法公正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法医学会理事长

２００７年２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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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植物鉴定是植物学研究的基础技术手段，也是植物学的重要应用领域，植物物证鉴定

尤其是微量鉴定是刑事侦查中具有应用价值的技术手段之一。

植物是人类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来源，植物、植物制品及植物残片广泛地存

在于人类活动的环境中。在许多刑事案件中，植物残片常常随着作案人或被害人的行走、

搏斗等行为而黏附或存在于人的身体、衣物等处，同时作案人也有可能将所携带的植物残

片遗留于作案现场、经过路线或作案工具上。植物残片一般比较细小，有的具有特殊的结

构，能牢固地黏附在客体上，植物残片中的许多结构，如表皮、纤维、花粉、晶体等有较强的

抗腐蚀能力而易于保存并有难以被案犯发现和销毁的特点。对植物残片进行鉴定，根据其

种类、生长和分布等生物学特性，对综合判断案件性质、作案时间、作案地点、移动路线、作

案手段等有重要意义，往往能对许多案件的侦破提供特殊的信息。因此，将植物学知识与

刑事侦查紧密联系起来，为刑事侦查人员提供可靠的技术资料和依据，能够为打击违法犯

罪、维护社会治安作出贡献。

在日本，禾本科植物残片鉴定已用于刑侦工作上。国内虽曾有一些研究，但未见系统

的正式报道。本书编写人员对江苏省常见伴人植物，开展了为期近１０年的植物残片鉴定应

用于刑事侦查的专门研究。除完成有关的课题外，研究组还利用植物残片鉴定技术协助公

安部门破案多起，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将植物鉴定技术用于刑侦工作的专业书籍。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

推动植物鉴定技术在刑侦工作中的应用，故乐之为序。

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植物学会理事长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前　言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作者应用植物学学科基础知识和实验研究的方法，成功地为江
苏省公安厅、南京市公安局以及盐城、南通、扬州、镇江、南京空军等地区和单位的公安和保
卫部门鉴定植物碎片物证，为几十起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有价值的鉴定结果，有些鉴定
结果为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９０年代，国家在自然科学学科发展调研规划中指出：植物科学属于基础研究范围，它的
基本任务是认识和揭露植物界存在的各种层次的生命活动和客观规律，应用新原理、探索
新技术，为解决广泛的应用问题提供基本理论和方法，把科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有鉴于此并基于上述多年的实践，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植物物证鉴定过程中应用到的植物学
学科基础知识、研究方法、实验手段作一个总结，使其作为打击刑事犯罪的侦破手段的有益
补充，能在我国公安系统得到推广应用。于是１９９２年由江苏省公安厅刑事侦查科学技术研
究所、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联合向江苏省科技局申请了“植物残片鉴定在刑事
侦查中的应用”（Ｓ９２１０４）课题。

课题研究对象是这样确定的，因为自然界植物种类十分繁多，仅江苏省就有种子植物
１６５科，约２　２００种。一个课题在有限的时间（４年）和有限的经费内当然无法对如此众多的
植物种类一一进行研究，经作者再三考虑，按下述原则确定研究对象：① 城镇郊野、家前屋
后常见的植物种类。② 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大田作物。③ 庭院、公园和公共场所常见
的植物。作者称这些植物为“伴人植物”或“近人植物”。

课题的成员来自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江苏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研
究所。具体分工是：赵武生、秦慧贞为课题负责人；王希蕖、赵志新负责野外考查、标本采
集、植物名称的鉴定和叶结构分析；秦慧贞、金岳杏负责叶表皮细胞显微形态观察；舒璞负
责花粉粒、花瓣等亚显微结构观察；赵武生、赵志新等负责提供案件和分析案情；吴竹君、李
碧媛、陈进、范敏怡等分别负责显微、亚显微的技术工作。

课题于１９９６年完成，课题总结通过了江苏省科技局验收和专家的成果鉴定，并获得高
度评价。通过对三百余种近人植物实验研究的总结，除为鉴定植物物证部分地提供了参改
依据外，更希望通过本书将鉴定植物物证的方法介绍给广大读者。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书稿
的编撰得到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夏冰所长的支持和汪琼同志在出版工作上的
热情帮助。在征得原作者同意后，借用了陈守良教授等著的《禾本科叶表皮微形态图谱》和
蓝盛银教授等编著的《植物花粉剥离观察扫描电镜图介》中的有关图片，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本书是针对刑侦技术人员进行植物物证鉴定的一本应用手册，也适用于与农、林、园
艺、蔬菜、牧业、商业、药材业等相关的植物鉴定。

我们希望本书能为植物学科开拓新的应用领域，为建立新的分支学科———侦查植物学
进行科学积累和打下一定基础。

由于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取材的局限性和特征认定上的个人主观性，以及作者自身水平
等的限制，本书一定会存在不少缺陷和错误，希望读者和有关专家能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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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植物物证鉴定及开展侦查

　 植物学研究的科学依据

在刑事案件侦查中，除了常用的技术手段，如指纹、足迹、体液、笔迹、血型、ＤＮＡ等外，
对于其他微量物证的提取和鉴别也已成为跟踪追查的一个重要手段。其中细小的植物和
植物残片（或称碎片）就是微量物证的一个大类，它是侦查植物学研究的基础。

植物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是人们衣食住行用等生活必需品的来源，与人们生活密切
相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在日常活动过程中，也毫不例外地与植物相联系。我们在案件
侦查中常发现被害人的衣物上、遗留物品上甚至尸体内、肠胃中，留有其生活环境里、案发
现场上、行走路线中的植物碎片；而犯罪嫌疑人也会在其衣物、作案工具、交通工具等上面
黏附有反映与作案有关的植物碎片。

不同的植物种类经历了亿万年的进化，形成了各自固有的形态结构特征，不仅表现在
肉眼可见的宏观形态上，如根、茎、叶、花、果等，更表现在借助于放大镜、显微镜和扫描电镜
才能观察到的细微、显微和亚显微结构特征上。植物碎片虽失去了完整器官的宏观形态，
但利用微形态或电镜扫描技术方法，对其局部组织结构进行识别，也能为它作出所属植物
种类的准确鉴定。

植物碎片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宽泛，植物器官上的任何部位都有可能成为碎片，从理论
上讲这些碎片都是能够鉴定出其所属的种类的；但事实上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日本京都
府警察本部植物分类学顾问广江美之助将叶表皮细胞特征称为“植纹”，进行人为分类后用
于侦查工作。我们根据多年的经验，刑侦部门送检的植物材料中以叶的碎片为常见，偶尔
有完整的叶残片或花粉粒，所以我们除了应用叶表皮细胞微形态的观察外，增加了叶结构
（叶形、脉序等）以及花粉形态的观察手段，本书将其归称为植物物证鉴定，充实侦查植物学
研究的内容。

古植物学家在对叶化石的研究中，提出了用叶结构分析的方法鉴定叶片化石所属种
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学者 Ｈｉｃｋｅｙ结合了现代植物叶和化石叶的研究，对叶结构分析
的方法作了系统的总结和表述，指出叶结构分析是分析叶形、叶缘、叶齿、腺体和各级叶脉
等组成叶片的要素的空间结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植物种类中这样的结构特征
和相互关系是稳定的，而且是可以识别的。植物叶碎片具有该种类完整叶片结构的局部特
征，因此，我们借鉴了古植物学研究完整叶化石的方法，用于现代植物完整残片或局部碎片
的鉴定上。



覆盖在叶片、果实和种子等表面的一般是一层表皮细胞，细胞壁由强纤维质组成，并常
有角质层。细胞的平面观有一定的形状并紧密嵌合，气孔与表皮细胞常排列成具有特色的
图案，有的植物叶表皮细胞外壁有毛状体、蜡质、角质等附属物。因表皮细胞具有不易腐
烂、消化变形的组织结构特点，是古植物研究和现代植物系统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此
外，叶表皮（尤其是下表皮）有众多气孔，气孔与周围的副卫细胞有着特定的相互关联的位
置；气孔及其周围的表皮细胞共同控制气孔的开合，以调节植物体内的离子浓度，所以它们
具有严格的遗传控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气孔器类型，可以用于植物残片的微量鉴定。

种子植物开花时，花粉借助鸟类、昆虫、风和水得到散布，人们与花接触时，花粉也会在
不知不觉中黏附到人们的身体或衣物上。不同植物种类的花粉，其花粉粒大小、形状、萌发
孔特征，以及花粉外壁纹饰的特征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外壁的主要成分是孢粉素，能耐高
温、高压、抗酸、抗碱和抗微生物的分解，因而可使花粉长期保存。所以在现代植物和古植
物的研究中被广泛地使用，作者也试图用鉴定花粉粒的方法来鉴定作为微量物证的花粉。

上面所述的几种方法是刑侦植物学的一些研究手段，其中以叶表皮细胞的微形态观察
应用最广，而叶结构分析法也可以和表皮细胞观察结合起来，使宏观和微观互相配合，再结
合植物的分布、生境、生长期、花果期等，较精确地鉴定出植物物证所属的种类，参与到案情
分析中，以期达到及时破案、打击刑事犯罪，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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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叶结构形态特征

第一节　叶结构形态特征和术语解释

叶结构分析原是鉴定植物叶化石的一种方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Ｌ．Ｊ．Ｈｉｃｋｅｙ在前人工作
的基础上，结合他本人对现代叶及化石叶的研究，提出了全面、详尽、实用的双子叶植物叶的形
态、叶脉的分类和术语，提出叶结构分析这个概念。不同种类的叶各自具有一些稳定的可识别
的结构特征，这些结构特征可以用来对现代植物的叶（包括叶的碎片）进行识别和鉴定。这里
介绍的术语和图解根据Ｈｉｃｋｅｙ（１９７９）所发表的资料，并对原文作了部分的删节。

一、叶片

叶片是指单叶的叶片或任何一类复叶的小叶片。叶片的方向、对称性、形状、质地、腺
体的位置等在图解中表示，详见图２－１－１和图２－１－２。文字解释从略，可参阅 Ｈｉｃｋｅｙ（１９７９）的
文献。

二、脉序

（一）羽状脉序：具有一条简单的中脉（１°脉）作为较高等级叶脉的起点。

１．直行的：２°脉的顶端达到叶缘。

Ａ．简单直行的：所有２°脉及２°脉分枝的顶端全都达到叶缘［图２－１－３（１）］。

Ｂ．半直行的：２°脉顶部在叶缘之内分枝，其中一条分枝达到叶缘，另一条分枝
与上部相邻的２°脉相连［图２－１－３（２）］。

Ｃ．混合直行的：一部分２°脉的顶端达到叶缘，另一部分２°脉不达叶缘（达到和
不达叶缘的２°脉常相间出现）［图２－１－３（３）］。

２．弓曲的：２°脉的顶端不达叶缘。

Ａ．弓行弓曲的：２°脉的顶端相连接，呈现出一系列的拱形（弧形）［图２－
１－３（４）］。　

Ｂ．真曲行弓曲的：２°脉向上弯延，顶部在叶缘内侧渐渐变细，相邻２°脉上部通
过一系列横脉相连，不形成边缘凸起的环［图２－１－３（５）］。

Ｃ．网状弓曲的：２°脉失去了指向叶缘的一致方向，而是重复分枝形成一个脉网
［图２－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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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１　叶片的方向定位、基本形状、顶部、基部和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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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２　腺体的位置

Ｄ．分枝状弓曲的：２°脉朝叶缘方向分枝成网状，但不相连接［图２－１－３（７）］。
（二）隐脉脉序：除１°脉外，其余叶脉全都缺失、不发育或隐没于革质或多汁的叶肉中

［图２－１－３（８）］。
（三）平行脉序：两条或多条１°脉发自叶片的基部，平行地向叶片顶端延伸、汇聚［图２－

１－３（９）］。
（四）弧状脉序：若干条１°脉起源于或密生于叶片基部一点，以强烈外弯的弓形延伸，其

顶端向叶片的顶部汇聚［图２－１－４（１）］。
（五）聚顶脉序：两条或多条１°脉，或发育粗壮的２°脉发源于叶片基部或中脉下部的一

点，并以弓形延伸，顶端向叶片的顶部汇聚，但弓在叶片基部不外弯［图２－１－４（２～５）］。

　　　１．位置：１°脉发源起始点的位置。

Ａ．基生的：聚顶脉序发源于叶片的基部［图２－１－４（２，４）］。

Ｂ．离基的：聚顶脉序发源于中脉下部的一点，距叶片基部有一定距离［图２－１－
４（３，５）］。

２．发育

Ａ．发育完全的：聚顶脉序发育良好，从叶片基部延伸至叶片的２／３以上［图

２－１－４（２，３）］。

Ｂ．发育不完全的：聚顶脉序从基部延伸仅达叶片的２／３以下［图２－１－
４（４，５）］。

（六）掌状脉序：三条或多条１°脉从叶片基部或基部上方的一点辐射状散发延伸［图

２－１－４（６～１１）］。
（七）悬铃木式掌状脉序：１°脉以一系列二叉分枝散发延伸［图２－１－４（１２）］。
（以下条目适用于五、六两项）

　　　１．位置：１°脉散发起始点的位置。

Ａ．基生的：起始点位于叶片的基部［图２－１－４（６，８，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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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３　脉序类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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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４　脉序类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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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离基的：起始点位于中１°脉下部的一点，距叶片基部有一定距离［图２－
１－４（７，９）］。

２．发育

Ａ．发育完全的：侧１°脉的分枝至少覆盖了叶面积的２／３［图２－１－４（６～
９）］。

Ｂ．发育不完全的：侧１°脉的分枝仅覆盖了不足２／３的叶面积［图２－１－４
（１０，１１）］。　

Ｃ．达边的：掌状脉的顶端达到叶缘［图２－１－４（６，７，１０，１２）］。

Ｄ．网状的：掌状脉的顶端仅延伸至叶缘之内侧，不达边［图２－１－４（８，９，

１１）］。
（八）扇形脉序：几条或许多条粗细相等的基生脉以小角度辐射状散发，其上部一回或

多回二叉分枝，各回分枝均粗细相等［图２－１－４（１３）］。

三、叶脉

（一）一级脉（１°脉）

１．１°脉的定义：叶片上最粗的叶脉。可以是羽状脉序中简单的中脉［图２－１－３（１～
８）］；也可以是从叶柄顶端发出的粗细大致相等的一系列的叶脉［图２－１－４（１，

２，４，６，８）］；还可以是叶片基部以上、从中脉的某一点发出的侧一级分枝，侧一
级分枝的粗细与从该分枝点上延伸出的中脉的粗细大致相等［图２－１－４（３，５，

７，９）］。

２．１°脉的走向

Ａ．直行的：１°脉在延伸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弯曲和方向变化［图２－１－３（１）］。

ａ．不分枝的：１°脉无一级分枝［图２－１－５（１）］。

ｂ．分枝的：１°脉具１条或多条一级分枝［图２－１－４（７，１２）］。

Ｂ．弯曲的：１°脉在延伸过程中明显弯成圆滑的拱弧［图２－１－４（２）］。

Ｃ．波曲的：１°脉在延伸过程中多次圆滑地弯曲［图２－１－５（４）］。

Ｄ．折曲的：１°脉在延伸过程中重复有角地弯曲［图２－１－５（５）］。
（二）二级脉（２°脉）

１．２°脉的定义：发源于１°脉的叶脉，这些叶脉比１°脉稍细，是叶片上第二粗的叶
脉；以及与这些叶脉粗细大致相等的分枝［图２－１－５（３）］。

２．叉角：产生于２°脉的分枝点，是２°脉与１°脉之间的夹角［图２－１－５（１）］。

Ａ．尖锐的：＜８０°。

Ｂ．直角或近于直角的：８０°～１００°。

Ｃ．钝的：＞１００°。

３．叉角的变化

Ａ．叉角近于等大：通常情况下叉角均近于等大［图２－１－５（１）］。

Ｂ．上部的叉角比下部的钝［图２－１－５（６）］。

Ｃ．上部的叉角比下部的尖［图２－１－５（７）］。

Ｄ．仅基部的一对叉角最尖［图２－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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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５　叶脉的等级和叶脉的延伸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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