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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考 查 目 标 

刑事科学技术基础包括物理和刑事科学技术基础两部分内容，要求考生具有扎实的物理

基础，具备开展刑事科学研究的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具体包括： 

1、考查学生对刑事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学科体系的理解和掌

握程度。 

2、考查学生对犯罪现场的概念及分类、犯罪现场勘查的概念及内容、犯罪现场勘查基

本程序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3、考查学生对鉴定的概念和种类、鉴定的程序、鉴定文书的制作、鉴定人出庭作证的

理解和掌握程度。 

4、考查学生对成像原理、照相机类型、数码相机主要结构与功能以及摄影辅助器材的

理解、掌握程度。 

5、考查学生对摄影用光、摄影构图、调焦与曝光的理解与掌握程度。 

6、考查学生对现场摄影的概念、设备器材、原则与步骤、现场摄影内容、现场摄影方

法、现场摄影卷宗制作的理解与掌握程度。 

7、考查学生对物证检验摄影的基本要求、翻拍与脱影摄影、分色摄影、偏振光摄影、

配光检验摄影的理解与掌握程度，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能力。 

8、物理学主要考查学生对物理学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物理学基础知识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物理学基础知识，理解力学和光学基本

定理和定律，能够熟练应用物理学相关知识解决法庭科学中的有关问题。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第一部分 物理                   50分 

第二部分 刑事科学技术基础        100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一）物理（50分） 

选择题共 10小题，每题 2分，共 20分； 

填空题共 5小题，每题 2分，共 10分； 

计算题共 2小题，每题 10分，共 20分。 

（二）刑事科学技术基础（100分） 

填空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分； 

简答题共 5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50分； 

综合应用题 2小题，每小题 15分，共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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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考 查 内 容 

第一部分  物理 

一、力学部分 

（一）质点运动学 

1、质点运动的描述 

（1）参考系、质点 

（2）位置矢量、运动方程、位移 

（3）速度、加速度 

2、圆周运动 

（1）平面极坐标 

（2）圆周运动的角速度 

（3）圆周运动的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角加速度 

（4）匀速率圆周运动和匀变速率圆周运动 

（二）牛顿定律 

1、牛顿定律 

（1）牛顿第一定律 

（2）牛顿第二定律 

（3）牛顿第三定律 

2、牛顿定律的应用 

（三）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1、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1）冲量、质点的动量定理 

（2）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2、动量守恒定律 

3、动能定理 

（1）功 

（2）质点的动能定理 

4、保守力与非保守力、势能 

（1）万有引力和弹性力做功的特点 

（2）保守力做功的数学表达式 

（3）势能 

5、功能原理、机械能守恒定律 

（1）质点系的动能定理 

（2）质点系的功能原理 

（3）机械能守恒定律 

6、完全弹性碰撞、完全非弹性碰撞 

7、能量守恒定律 

8、质心运动定律 

二、光学部分 

1、相干光 

2、杨氏双缝干涉 

3、光程、薄膜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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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劈尖、牛顿环 

5、光的衍射 

（1）光的衍射现象 

（2）惠更斯菲涅耳原理 

（3）菲涅耳衍射和夫琅禾费衍射 

6、单缝衍射 

7、圆孔衍射、光学仪器的分辨本领 

8、衍射光栅 

（1）光栅衍射条纹的形成 

（2）衍射光谱 

9、光的偏振性和马吕斯定律 

（1）自然光、偏振光 

（2）偏振片、起偏与检偏 

（3）马吕斯定律 

10、反射光和折射光的偏振 

11、几何光学 

（1）几何光学基本定律 

（2）光在平面上的反射和折射成像 

（3）光在球面上的反射和折射成像 

（4）薄透镜 

（5）显微镜、望远镜和照相机 

第二部分  刑事科学技术基础 

一、刑事科学技术基本概念 

（一）刑事科学技术的概念 

（二）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 

1、事件的内部关系 

2、物证 

3、现场 

（三）刑事科学技术的任务 

1、收集物证 

2、为破案和诉讼提供线索和科学依据 

3、不断丰富、充实和完善刑事科学技术理论体系 

4、为非刑事领域里涉诉案件提供物证鉴定 

（四）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 

1、在立案阶段的作用 

2、在破案阶段的作用 

3、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确定案件的性质提供科学依据 

4、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分析案情提供线索 

5、可印证其他证据 

二、刑事科学技术基本原理 

（一）物质交换和转移原理 

1、物质交换和转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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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质交换和转移的机理 

3、物质交换和转移的特点 

4、物质交换和转移的分类 

5、物质交换和转移原理的意义 

（二）同一认定 

1、同一认定的概念 

2、同一认定的模式 

3、同一认定的理论根据 

4、同一认定的类型 

5、同一认定的步骤和方法 

6、对同一认定结论的审查 

（三）种属认定 

1、种属认定的概念 

2、种属认定的理论依据 

3、种属认定的分类 

4、种属认定的方法 

5、种属认定在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的作用 

    6、种属认定与同一认定的区别和联系 

    三、刑事科学技术基本方法 

    （一）观察分析法 

1、直接观察法 

2、间接观察法 

（二）图像记录法 

1、照相记录法 

2、摄录像记录法 

3、扫描记录法 

4、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 

5、静电复印记录法 

（三）图像比对法 

1、并列比对法 

2、拼接比对法 

3、构图比对法 

4、重叠比对法 

5、综合比对法 

（四）物理检验法 

1、物理量测定法 

2、光学检验法 

3、吸附与转印检验法 

（五）化学检验法 

1、显色反应 

2、沉淀反应 

3、结晶反应 

4、气体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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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焰色燃烧反应 

6、染色法 

（六）仪器分析法 

1、色谱分析法 

2、光谱分析法 

3、质谱分析法 

4、中子活化分析法 

5、扫描电镜分析法 

6、热分析法 

7、声谱分析法 

8、现代分析仪器的联用技术 

（七）医学和生物学检验法 

1、临床医学检验 

2、尸体解剖检验 

3、细胞学的检验 

4、免疫学分析 

5、电泳分析法 

6、DNA分析法 

7、动物实验法 

（八）数理统计法 

1、随机抽样法 

2、统计分析法 

3、回归分析法 

4、多元分析法 

5、正交试验法 

四、刑事科学技术体系 

（一）刑事科学技术的体系 

1、刑事科学技术研究客体、方法及技术 

2、刑事科学技术学的体系划分 

（二）刑事科学技术的主要专业内容 

1、痕迹检验技术 

2、法医检验技术 

3、刑事图像技术 

4、文件检验技术 

5、理化检验技术 

6、声纹鉴定技术 

7、警犬技术 

8、司法精神病鉴定 

9、心理测试技术 

10、电子物证检验技术 

五、犯罪现场勘查及物证鉴定 

（一）犯罪现场勘查 

1、犯罪现场的概念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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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犯罪现场勘查的概念及内容 

3、犯罪现场勘查的基本程序 

（二）物证鉴定 

1、鉴定的概念和种类 

2、鉴定的程序 

3、鉴定文书的制作 

4、鉴定人出庭作证 

六、摄影器材 

（一）照相机基础 

1、光学成像原理 

2、感光成像原理 

3、照相机类型 

（二）数码相机主要结构与功能 

1、摄影镜头的类型与特性 

2、相机主要部件与功能 

3、数码相机的参数设置 

（三）摄影辅助器材 

1、闪光灯 

2、摄影脚架 

3、滤光镜 

4、其他附件 

七、拍摄技术 

（一）摄影用光 

1、光的基本特性 

2、光位的变化与用光效果 

3、闪光灯及其使用 

（二）摄影构图 

1、摄影构图的概念 

2、构图的要求 

3、画面的组织结构 

4、摄影位置的选择 

5、摄影构图的基本形式 

6、摄影构图原理 

（三）调焦与曝光 

1、调焦 

2、曝光 

3、曝光补偿装置 

4、拍摄实际运用 

八、现场摄影 

（一）现场摄影概述 

1、刑事案件现场和现场勘验检查 

2、现场摄影的概念 

3、现场摄影的设备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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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场摄影的一般原则及步骤 

（二）现场摄影的内容 

1、现场方位摄影 

2、现场概貌摄影 

3、现场重点部位摄影 

4、现场细目摄影 

5、现场突发事件与意外情况摄影 

（三）现场摄影的方法 

1、单向拍摄法 

2、相向拍摄法 

3、多向拍摄法 

4、回转连续拍摄法 

5、直线连续拍摄法 

6、测量拍摄法 

（四）现场摄影卷宗的制作 

1、数字影像使用规范 

2、现场照片卷宗的构成 

3、现场照片卷宗的制作 

九、常规物证检验摄影 

（一）物证检验摄影的基本要求 

1、要完整地反映被摄物体 

2、要准确地反映被摄物体 

3、要清晰地反映被摄物体 

4、检材、样本的影像要反映一致 

（二）翻拍和脱影摄影 

1、翻拍 

2、脱影摄影 

（三）分色摄影 

1、分色摄影的原理和方法 

2、分色摄影器材 

3、分色摄影在物证检验摄影中的应用 

4、光谱成像技术 

（四）偏振光摄影 

1、光线的偏振性质 

2、偏振光摄影原理 

3、偏振光摄影基本方法 

4、偏振光摄影在物证检验中的应用 

（五）配光检验摄影 

1、配光检验摄影的原理和方法 

2、定向反射配光检验摄影 

3、暗视场配光检验摄影 

4、均匀配光检验摄影 

5、侧光配光检验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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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掠入射配光检验摄影 

7、透射配光检验摄影 

Ⅳ．参 考 试 题 

 

第一部分  物理 

 

一、选择题（每题 2分，共 20分） 

1、以下四种运动，加速度保持不变的运动是(   ) 

A.单摆的运动；B.圆周运动；C. 抛体运动；D.匀速率曲线运动. 

2、在水平冰面上以一定速度向东行驶的炮车，向东南方向斜上方发射一枚炮弹，如果

忽略冰面的摩擦和空气阻力，在此过程中，对于炮车和炮弹系统，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   ) 

A.总动量守恒； 

B.总动量在炮身前进方向上的分量守恒，其它方向分量不守恒； 

C.总动量在水平面上任意方向的分量守恒，竖直方向分量不守恒； 

D.总动量在任意方向的分量均不守恒。 

3、某质点的运动方程为 653 3  ttx （SI），则该质点作（   ） 

A.匀加速直线运动，加速度为正值； 

B.匀加速直线运动，加速度为负值；      

C.变加速直线运动，加速度为正值； 

D.变加速直线运动，加速度为负值。 

4、如图所示，子弹射入放在水平光滑地面上静止的木块后而穿出。以地面为参考系，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说法是(   ) 

A.子弹减少的动能转变为木块的动能； 

B.子弹-木块系统的机械能守恒； 

C.子弹动能的减少等于子弹克服木块阻力所作的功； 

D.子弹克服木块阻力所作的功等于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热。 

 

 

 

 

 

 

 

 

5、系统机械能守恒的条件是(   )                           

A.外力和内力都不做功；   

B.外力和非保守内力必须为零； 

C.只要外力和非保守内力做功之和为零 ；    

D.外力和非保守内力都不做功。 

6、一质点受力 F=3x2（N），沿正向运动，在 x=0到 x=2m的过程中，力 F做功为(   ) 

 

v 

选择题 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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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J ；        B.12J ；       C.16J ；         D.24J 。  

7、在相同的时间内，一束波长为 的单色光在空气中和在玻璃中：(   )                  

A. 传播的路程相等，走过的光程相等；    

B.传播的路程相等，走过的光程不相等； 

C.传播的路程不相等，走过的光程相等； 

D.传播的路程不相等，走过的光程不相等。 

8、光的相干条件是光矢量振动的(   ) 

A.频率相同，振幅相同，相位差恒定； 

B.方向相同，振幅相同，相位差恒定； 

C.方向相同，频率相同，相位差恒定； 

D.方向相同，频率相同，振幅相同。 

9、在双缝干涉实验中，用单色自然光，在屏上形成干涉条纹，若在两缝后放一个偏振

片，则(   ) 

A.干涉条纹的间距不变，但明纹的亮度加强；                   

B.干涉条纹的间距不变，但明纹的亮度减弱；                  

C.干涉条纹的间距变窄，且明纹的亮度减弱；                   

D.无干涉条纹。    

10、一束光通过一块旋转着的偏振片，若透过的光强的强弱在改变但最弱的光强不为零，

则这束光是(   )                                                                             

A.自然光；   B.线偏振光；  C.圆偏振光；D.部分偏振光。 

二、填空题（每题 2分，共 10分） 

1、一质点的运动方程为 x=7-2t+t
3
(SI),则 2s末的瞬时加速度为___。 

2、光的干射和衍射现象反映了光的___性质，光的偏振现象说明光波是___波。 

3、在杨氏双缝实验中，作如下调节时， (1)整个装置的结构不变，照射光由原来的红

光变成紫光，屏幕上的干涉条纹间距将___ ； (2)入射光波长不变，减小双缝间的距离，屏

幕上的干涉条纹间距将___。 

4、某单色光从空气射入水中，其频率___、波长___（填是否变化，怎样变化） 

6、质点作斜上抛运动时，质点的速度是___的；加速度是___的（填变化或不变化）。 

三、计算题（每题 10 分，共 20分） 

1、质量为 M=2.0kg的物体（不考虑体积），用一根长为 l=1.0m的细绳悬挂在天花板上。

今有一质量为 m=20g的子弹以 0v
=600m/s的水平速度射穿物体。刚射出物体时子弹的速度大

小
v
=30m/s，设穿透时间极短。求： 

（1）子弹刚穿出时绳中张力的大小； 

（2）子弹在穿透过程中所受的冲量。 

2、杨氏双缝的间距为 mm2.0 ，距离屏幕为 m1 ，求：（1）若第一级明纹距离为2.5mm，

求入射光波长。（2）若入射光的波长为6000A，求相邻两明纹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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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刑事科学技术基础 

 

 

一、填空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分） 

1、犯罪现场除了包括有实施犯罪行为的地点外，还包括其他遗留有与犯罪有关的（  ）、

（  ）的一切场所。 

2、根据被鉴定的客体形式不同，同一认定的模式主要有整体同一认定模式、（  ）同一

认定模式、（  ）同一认定模式。 

3、观察分析法包括（  ）观察法和（  ）观察法。 

4、萨森印迹杂交技术是目前常用的（  ）杂交技术，在物证检验中常用于（  ）的分

析。 

5、色谱分析法主要包括薄层色谱分析法、（  ）色谱法和（  ）色谱法，是当今应用最

广泛的分析方法之一。 

6、现场记录常用的四种方法是照相、绘制示意图、（  ）、（  ）。 

7、痕迹鉴定的对象是形象类痕迹，常见的有手印鉴定、足迹鉴定、工具痕迹鉴定、枪

弹痕迹鉴定、牙齿痕迹鉴定、（  ）痕迹鉴定、（  ）痕迹鉴定。 

8、现场摄影方法包括单向拍摄法、相向拍摄法、多向拍摄法、回转连续拍摄法、（  ）

拍摄法和（  ）拍摄法。 

9、印章印文检验方法主要有细节特征标示法、画线比较法、拼接比较法、（  ）比较法

和（  ）比较法。 

10、毒品的检验主要包括鸦片类毒品检验、大麻类毒品检验、可卡因类毒品检验、（  ）

检验和（  ）检验。 

二、简答题（共 5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50分） 

1、简述种属认定与同一认定的区别和联系。 

2、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中有哪些常用的数理统计方法？ 

3、简述定向反射配光检验摄影特点。 

4、简述构图的要求。 

5、简述现场摄影中比例尺的使用是如何规定的？ 

三、综合应用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5分，共 30分） 

1、透明平面玻璃单面遗留的汗液指印，应该采用配光检验摄影中的何种方法进行拍照？

写出拍照要点。 

2、光滑平面黑色硬质塑料表面遗留一枚汗潜指印，最好采用粉末显现法中的哪种粉末

进行刷显？写出操作方法。 

Ⅴ.参 考 答 案 

第一部分  物理 

 

一、选择题（每题 2分，共 20分） 

1、C   2、C  3、D  4、C  5、D 

6、A   7、C  8、C  9、B  10、D   

二、填空题（每题 2分，共 10分） 

1、12m/s
2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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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动（1分）、横（1分） 

3、变小（1分）、变大（1分） 

4、不变（1分）、变小（1分） 

5、变化（1分）、不变化（1分） 

三、计算题（每题 10 分，共 20分） 

1、解：（1）解：由碰撞过程动量守恒可得： 0 1mv mv M v 
 

∴

0
1 5.7

mv mv
v

M


 

/m s  

根据圆周运动的规律：

2
1vT Mg M
l

 
，有：

2
1 84.6

v
T Mg M N

l
  

；（5分） 

（2）根据冲量定理可得： 0 0.02 570 11.4I mv mv N s       
。    （5分） 

    2、解：（1）由

L
x k

d

，有：

xd

k L
 

，将 0.2mmd  ， 1mL  ， 1 2.5mmx 
， 1k 

代入，有：

3 3
72.5 10 0.2 10

5.0 10
1

m
 

  
  

；即波长为： 500nm  ；            

（5分）                               

（2）若入射光的波长为



A6000 ，相邻两明纹的间距：

7

3

1 6 10
3

0.2 10

D
x mm

d

 



 
   

 。                                    

（5分） 

 

第二部分  刑事科学技术基础 

 

一、填空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分） 

1、痕迹、物品 

2、分离体、特征反映体 

3、直接、间接 

4、DNA、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 

5、气相、液相 

6、笔录、录像 

7、断离体、车辆 

8、直线连续、测量 

9、测量、叠视 

10、精神药物、易制毒化学品 

二、简答题（共 5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50分） 

1、区别：种属认定和同一认定有很大的区别。同一认定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先后出现

的客体是否为同一个客体；种属认定要解决的问题是一种物质或客体究竟是何种物质或何种

类型，或者两种物质的属性或来源是否相同。联系：种属认定能为发现同一认定的客体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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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种属认定常常是同一认定的初始阶段；种属认定能为同一认定结论提供佐证；种属认

定对分离体同一认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随机抽样法；统计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多元分析法；正交试验法。 

3、定向反射配光检验只适用于拍摄平面型光滑客体上的痕迹，并且客体的光泽度越高，

显现痕迹的效果越好；痕迹纹线只出现在定向反射形成的光斑区域，为了得到足够大的光斑，

需要一定尺寸的面光源照明；一般应在暗房或暗环境中拍摄；痕迹纹线以深色调呈现在浅色

背景上，并能有效削减背景图案的干扰；使用中长焦镜头（100mm-400mm），拍摄距离为

400mm-800mm），可以满足大多数指印的拍摄需要。 

4、（1）主次分明。主是指主体，次是指主体外的景物。主次分明就是说画面要有中心，

表现要有轻重。画面主次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可以使表现意图明确，另一方面赋予画面结构

以秩序。（2）简洁生动。摄影被称为减法艺术，它的创作不同于其他造型艺术，是以取舍为

根本。通过构图舍去非本质的、偶然的因素，同时又要选取那些具有动感的瞬间和鲜活的形

象，以求得简洁生动的画面（3）技术手段灵活多样。摄影的技术手段也具有造型作用。曝

光的控制、景深的把握、变焦镜头创造的美感，是摄影区别于其他平面造型艺术的特色之一。

根据不同对象和个人的理解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会使形式更加多样。（4）构图新颖独特。取

景构图要讲求个人的新发现、新思想、新创意，避免与别人的作品雷同，还要避免与自已以

往的作品雷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学到的规律、法则加以灵活变通，熟练地运用，即所

谓“无法而法”。只有独具慧眼的发现，把感觉与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可能创作出新颖

独特的作品。 

5、比例尺于画面或特征下方居中部位；比例尺应与被拍物的主要特征在同一水平面上；

比例尺与相机光轴垂直；比例尺上不得有反光；根据被拍物体颜色和使用的感光片种类选择

比例尺种类。深色客体要选黑底白刻度线的比例尺，浅色客体要选白底黑刻度线的比例尺，

彩色客体要选彩色比例尺不，透明客体要选透明比例尺；在根据被拍物体长度来选择比例尺

的长度；需要摄影提取具有检验鉴定价值的重要痕迹时，应加放直角比例尺。拍摄步幅时，

应放置贯通画面的皮尺。 

三、综合应用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5分，共 30分） 

1、应用采用侧面透射配光照明方法。拍照要点：（1）拍照环境黑暗无杂光干扰；（2）

在透明玻璃下面要放置黑色衬底；（3）照相机光轴要垂直于玻璃平面；（4）先将透明客体未

承痕背面擦净，再用有孔黑纸遮挡在客体正面，露出痕迹；（5）采用点光源或平行光束光源，

光源位于玻璃下面以倾斜 45度左右的角度透过玻璃，不能让光线进入相机镜头。 

2、最好用铝粉显现法。其操作方法：用毛刷蘸取少量粉末垂直在物面上轻轻扫动，当

有手印纹线显出时应顺其纹线的走向进行刷显。待手印显出后将手刷上多余粉末抖净，再用

毛刷将被显物面上多余粉末清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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