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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物证摄影技术是刑事科学技术的主要内容，是法庭科学技术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物证摄影技术，从原理到方法进行
了系统的阐述，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在物证摄影理论与实践研究方
面的最新成果和正在推广应用的实用性技术。

全书共分为三个篇章，较为全面地对物证摄影的概念、内
容、要求，以及其演变发展过程进行了专题论述，对物证常规摄
影和物证特种摄影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应用进行了深入剖析，通
过对图解的分析，较为详细地讲解了物证摄影过程中拍摄的技法
与技巧。其中，对物证摄影的最新诠释，关于物证摄影方面的新
技术、新方法的引进与消化等，是值得借鉴的。

本书内容贴近实际、浅显易懂，适合从事刑事影像技术、物
证检验与鉴定技术、刑事侦查工作的在职公安民警和公安政法院
校的广大师生作为学习、研究物证摄影知识与技能的参考资料，

也可以作为刑事侦查人员、刑事技术人员、司法鉴定工作者自修
物证摄影技术或专项技能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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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数字成像技术高速发展和数码摄影产品年年更新的数码摄
影时代，物证摄影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将迎来一场从摄影观念到
摄影方式的转型、转向的持久战。

当前，尚保存着有一百多年使用历史的古老而传统的黑白胶
片摄影及冲印技术的，保留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我国盛行近

３０年的彩色胶片摄影及冲印技术的行业与部门越来越少，大家
转而采用数码摄影技术。

其实，物证摄影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领域也在悄悄地起着变
化。例如，有的物证痕迹摄影开始引进数码成像新技术以代替传
统胶卷摄影技术；在一些案件的调查取证中使用数码摄影方法，

也开始被法庭审判所默认，不再受到异议。因此，在中国物证摄
影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历史上，也写下了数码摄影技术成功应用的
一例又一例案例。正因为有了这些成功的案例作为依据，中国物
证摄影技术转向于数码摄影技术方向的研究工作，才真正破除了
禁区，转变了观念，融入了全球化的物证摄影技术资源大整合、

产品大换代、效益大提升的科研主流之中。近十年来，我国在物
证数码摄影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推广应用的效果很好，得
到全国各地各级办案单位的一致认同。

为了更好地依托数字成像技术，深度研究物证摄影的新观
念、新理论、新方法，我们试图以教学平台作为一个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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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交流、推广应用的窗口，写一本既能够继承传统又能够展示
现代高科技水平的物证摄影技术教科书献给同行和学生们。这是
本书写作的真实目的，也是编著者的心愿。

１．本书内容介绍

全书共分为三个篇章，较为全面地对物证摄影的概念、内
容、要求以及其演变发展过程进行了专题论述，对物证常规摄影
和物证特种摄影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应用进行了深入剖析，通过
图解分析，较为详细地讲解了物证摄影过程中相关的拍摄技法与
技巧。其中，关于物证摄影的最新诠释，关于物证摄影方面的新
技术、新方法的引进与消化等，都是值得借鉴的。以下所列举的
是各篇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篇章主要内容有：物证摄影的概念、内容、要求，以及
其演变发展过程。

第二篇章主要内容有：在可见光下常见的痕迹类、实物类物
证的摄影原理和方法。

第三篇章主要内容有：各种案件中疑难的痕迹类物证的摄影
原理和方法。

２．本书主要特色

内容上，基于传统，又很现代，理论与实践并重。

结构上，重点突出，难点分散，图文并茂，形象直观。

３．本书适用对象

全书对物证摄影技术从原理到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重点
介绍了近年来在物证摄影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和正在
推广应用的实用性技术，内容贴近实战、浅显易懂，最适合作为
从事刑事影像技术、物证检验与鉴定技术、刑事侦查工作的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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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民警和公安政法院校的广大师生的学习、研究物证摄影知识
与技能的参考资料，也适合作为刑事侦查人员、刑事技术人员、

司法鉴定人员自修物证摄影技术或物证技术专项技能的培训教
材。由于编著者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试
点班招收的侦查、治安、交管、刑事技术等专业学生专门定制教
材的想法，因此，本书也可以作为警察院校在校学生的教科书。

全书写作虽历时一年多，但因时间有限，可参考的资料有
限，我们的认识水平、个人摄影技能也有限，尤其是涉足数码物
证摄影的时间都还不长，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太多，错误在所难
免，欢迎批评与指正，谢谢！

编著者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于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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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物证摄影概述

物证摄影技术是刑事科学技术的主要内容，是法庭科学技术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采集、固定、检验痕迹物证和实物物证
的一种方法，是打击和证实犯罪不可缺少的技术手段。物证摄影
在物证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领域中，是最重要、最具有活力和创新
能力的一门应用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证摄影技术的研究、

应用与发展，代表着整个刑事影像技术的最高水平。

１．１　物证摄影的内容

物证摄影技术，从基本内容上看，一般包括物证常规摄影和
物证特种摄影两大部分。

物证常规摄影，是指应用常用的照相方法，对各类刑事案件
现场勘验或检查、搜查、调查取证、技术检验过程中提取、发现
的与案件有关的痕迹或物品，进行一般的照相记录或照相方式检
验的专业摄影技术。也就是说，拍照痕迹物证或实物物证时经常
用的方法，谓之物证常规摄影。物证常规摄影，通常在可见光的
照明条件下进行，主要运用不同的光源、特定的光照角度，结合
光照高度、光照强度、照明范围、光谱成分等的调整，进行各种
痕迹物证或实物物证的照相记录或照相检验。物证常规摄影的基
本方式主要有：近距离缩小照相、原物大照相、直接扩大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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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脱影照相、加强反差照相、滤色与色光照相、同轴光源照
相、偏振光源照相等。

图１－１－１所示的就是采用物证常规摄影对于木地板上的灰
尘足迹，从不同的打光角度进行拍摄所呈现的不同的效果。

ａ．当打光角度为４５°或１３５°时

　
ｂ．当打光角度为１７５°～１８０°时

图１－１－１　不同打光角度下同一灰尘足迹呈现的不同效果

物证特种摄影，主要指在非可见光范围内或利用特殊仪器
（如显微镜、多波段光源等），对与案件有关的疑难痕迹或物品，

进行专门的物证记录或照相方式检验的专业摄影技术。物证特种
摄影的基本方式主要有：多波段光源检验照相、光致发光照相、

显微照相、激光照相、Ｘ光照相、紫外光反射检验照相、红外光
反射检验照相、红外光透射检验照相等。

图１－１－２所示的就是在可见光和非可见光下拍摄瓷砖上的
汗液指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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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在自然光下拍摄瓷砖上的汗液

指纹

　
ｂ．在短波紫外光下用全光谱ＣＣＤ
拍摄瓷砖上的汗液指纹

图１－１－２　可见光和非可见光下瓷砖上的汗液指纹

１．２　物证摄影的要求

物证摄影过程，集中表现为对有物证、书证意义的，与案件

有关的痕迹或物品的细节特征的固定、显现、重现、辨认、分

析，或比较的客观记录或照相方式检验的过程。其照相程序、方

式与手段、照相质量控制等，直接影响到与案件有关的痕迹或物

品，在案件侦查与调查中是否具有重要线索价值；关系到与案件
有关的痕迹或物品照相记录或照相方式检验，在与案件有关的证

据收集、保全和法庭审判中是否具有相应的证据价值。因此，对

于物证摄影的应用，应提出总体要求和具体要求。

１．２．１　物证摄影的总要求

在进行物证常规摄影和物证特种摄影时，对于物证摄影的总

体要求是：客观、完整、准确、细致。

客观，即指在物证照相中，凡照相记录或照相检验的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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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痕迹、物品，一定要呈现或显示出物证实体的原形原貌，

同时，要用照相的方式，如实表现物证的来源及出处。必要时，

还需要照相记录固定、采集、保存与案件有关的物证的流程等搜
集证据或证明来源合法的重要环节。

ａ．首先要表现出物证的原始位置

　
ｂ．然后再拍物证的细节特征

图１－２－１　物证摄影的流程

完整，即对物证实体表面特征的再现，要多角度、多侧面、

不同距离地进行拍摄，既要呈现重要特征、主要特征、特殊特
征，又要保留一般性特征、标志性特征，不得在取景或后期制作
时随意删节包含原始特征的图像局部。

图１－２－２所示的就是不同打光下拍摄木地板上灰尘足迹的效果。

ａ．在９０°打光下拍

摄木地板上的灰尘

足迹

　
ｂ．在４５°或１３５°打

光下拍摄木地板上

的灰尘足迹

　
ｃ．在１７５°～１８０°打

光下拍摄木地板上

的灰尘足迹

图１－２－２　不同打光下木地板上灰尘足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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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即分清物证特征需要表现的范围、主次、顺序，将痕
迹物证或实物物证的重要特征、主要特征、特殊特征，置于最佳
视点的位置，进行高精度的记录与重现。

图１－２－３所示的是因调焦的不同透明玻璃上的汗液指纹呈
现的效果。

ａ．调焦不清

　
ｂ．调焦清楚

图１－２－３　透明玻璃上汗液指纹效果图

细致，即重视模糊不清、难以分辨的细微特征的照相增强或
潜在细节特征的寻找发现和结合物理、化学显现等处理，使记录
或照相检验更为有效。

图１－２－４模拟了如何正确记录现场玻璃门上的汗液指纹。

ａ．指纹的原始位置

　
ｂ．拍照不清

　
ｃ．正确记录

图１－２－４　不同拍摄方法下，玻璃门上的汗液指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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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痕迹物证摄影的一般要求

在物证摄影中，对手印、足迹、工具痕迹、枪弹痕迹、车辆

行驶痕迹，以及整体分离痕迹等物证痕迹原件，进行照相记录或
照相方式检验时，有如下所述的几项要求。

１．２．２．１　完整地反映痕迹特征

对手印、足迹、工具痕迹等形象痕迹原件，其痕迹的表面结

构、边缘轮廓、局部细节、所处位置及相互关系，以及承受客体
表面质地等，都需要相对完整地、全面地表现。

１．２．２．２　准确地反映痕迹特征

根据刑事技术鉴定的有关规定，对于具有物证鉴定条件或可

能的痕迹物证进行拍摄时，必须准确反映被拍物体、痕迹的几何
学尺寸及表面结构形态，一般应做到以下几点。

１．取景方式与要求
在此类痕迹物证的拍摄过程中，通常要求在照相机镜头中心

光轴与被拍物的痕迹所在平面相垂直的同时，成像平面与被拍物
的痕迹所在平面平行，以保证物证照片上呈现的痕迹特征几何形
状、特征点距离、角度及分布态势，保持痕迹物证原件的特征形
态和比例关系。

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采用偏角照相方式记录痕
迹物证图像时，是例外的。但在后期制作物证照片时，其印放的
照片，依然是经过影像变形校正处理，而没有几何变形现象的物
证照片。

２．比例尺应用规则
在此类痕迹物证的拍摄过程中，用于形象痕迹或线痕比对的

物证照片，一般要求在痕迹遗留部位附近的空白区域放置带厘米
或毫米刻度的比例尺，一并拍照，以便准确反映痕迹面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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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及面积大小，反映痕迹特征点的大小、间距等几何位置的相
关参数。（图１－２－５所示的是常用的一些比例尺）

图１－２－５　比例尺种类

放置比例尺时，选择与安放的基本要求是：
（１）比例尺要放在被拍物同一平面上；
（２）比例尺放在被拍物旁侧，间隔要小，带毫米格子一边对

着痕迹物证；
（３）根据被拍物体的色泽选用，浅色物体用白色比例尺，深

色物体用黑色比例尺，具有深浅两种颜色的物体可用黑白混合比
例尺；

（４）应用彩色片拍摄物证时，可选用彩色比例尺，以便扩印
放大时校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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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用透射光拍摄透明物体时，应放置透明比例尺；

（６）偏角照相时，可用方圆形比例尺，以便矫正变形影像；

（７）根据被拍物体长度加用比例尺，选择标准见表１－２－

１。

表１－２－１　如何确定比例尺长度

被拍物体长度 （ｍｍ） 比例尺长度 （ｍｍ）

小于５０ 不小于３０

５０～１５０ 不小于５０

１５０～５００ 不小于５００

大于５００ 不小于物体长度的５０％

（８）拍照人行步幅时，应在步幅两侧平行放置贯通画面的皮

尺。

１．２．２．３　清晰地反映痕迹特征

细节特征能见度极高的物证图像，是物证辨认、物证检验与

鉴定的重要条件。但是，在物证照相的实践中，常常遇到反差微

弱或模糊不清的物证图像原件，这就需要我们在拍摄时，至少应

当保持痕迹物证原有的能见度或模糊度，在有条件时，还应当尽

量利用增强细节的各种拍摄方式，适当提高原有图像能见度，降

低原有模糊度，最终使物证图像的成像质量得以改善。

一般说来，要想获得更为清晰的物证图像，必须掌握近距离

照相、分色照相、偏振光照相、加强反差照相，以及红外线、紫

外线照相等物证照相的多种方式与方法，根据被拍物体的实际情

况，选择一种最适合此种或此类痕迹物证特征表现的最佳方式进

行拍摄。与此同时，在拍摄痕迹物证时，精确地调焦和较为准确

的曝光也是必要的，这些也是直接影响获取清晰的物证照片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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