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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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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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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本标准起草人:权养科、郭洪玲、王萍、陶克明、刘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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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科学 射击残留物检验
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法庭科学领域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检验射击残留物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法庭科学领域射击残留物颗粒形态及元素成分的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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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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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理

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仪可对微小物体进行微观形态观察和元素成分分析。射击残留物中

的无机成分(主要来自于子弹底火、弹头、弹壳和枪管)化学稳定性好,特异性强,而且由于射击时枪管内

的高温高压环境,残留物的形态多为熔融状微米级的球形颗粒。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这些微小颗粒

高倍放大成像,进行微观形态观察;利用X射线能谱仪进行元素成分分析,判断其是否为射击残留物颗

粒。常见枪弹的射击残留物大多含有金属元素Sb、Ba、Pb、Sn、Cu、Zn、Fe、Al以及非金属元素S、Cl、K、

As等(或这些元素的不同组合),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中其背散射电子像亮度高于人体皮肤或衣物等背景

材料的亮度,使用射击残留物检测专用软件实现对复杂背景中疑似射击残留物颗粒的自动查找,或用手

动方式对射击残留物颗粒进行查找。

5 试剂和材料

一次性手套。

6 仪器和设备

所需的仪器和设备如下:

a) 扫描电子显微镜;

b) X射线能谱仪;

c) 射击残留物样品提取台;

d) 真空镀膜仪或离子溅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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