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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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16840《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方法》的第3部分。GB/T16840已经发布了

以下部分:
———第1部分:宏观法;
———第2部分:剩磁检测法;
———第3部分:俄歇分析法;
———第4部分:金相分析法;
———第5部分:电气火灾物证识别和提取方法;
———第6部分:SEM微观形貌分析法;
———第7部分:EDS成分分析法;
———第8部分:热分析法。
本文件代替 GB/T16840.3—1997《电气火灾原因技术鉴定方法 第3部分:成分分析法》,与

GB/T16840.3—199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1997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见第2章);
———删除了1997年版的全部术语和定义,增加了“孔洞”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1997年版的第2

章);
———增加了分析过程中所需的器材、试剂,以及其参数(见第5章,1997年版的第4章);
———将“判定内容”更改为“成分特征”,并对有关内容做了修改完善(见第8章,1997年版的第6

章);
———删除了送检及鉴定时应履行的书面程序(见1997年版的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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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邸曼、夏大维、鄂大志、张明、吴莹、赵长征、高伟。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6840.3—199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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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电气火灾物证鉴定是应急救援消防机构进行火灾原因调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伴随着国

家法制建设的完善,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物证鉴定已作为火灾原因认定的有力证据,为消防救援机构

认定火灾原因提供了科学、快速、准确的技术支持。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

鉴定方法的国家标准体系。在该标准体系中,GB/T16840《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方法》是指导我

国相关机构从事电气火灾物证鉴定活动的方法和依据,拟由八个部分构成,目的在于确立对电气火灾痕

迹物证进行宏观分析、剩磁分析、俄歇分析、金相分析、物证识别和提取、SEM 微观形貌分析、成分分析

和热分析时的方法和依据。
———第1部分:宏观法;
———第2部分:剩磁检测法;
———第3部分:俄歇分析法;
———第4部分:金相分析法;
———第5部分:电气火灾物证识别和提取方法;
———第6部分:SEM微观形貌分析法;
———第7部分:EDS成分分析法;
———第8部分:热分析法。
俄歇分析法是我国电气火灾痕迹物证鉴定工作中使用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本次对GB/T16840.3

的修订,重点考虑了文件编写和表述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并完善了部分内容,使火灾痕迹物证鉴定工作

者在采用俄歇分析法时有据可依,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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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方法
第3部分:俄歇分析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方法当中俄歇分析法的原理、设备、器材与试剂、检材、方
法步骤和成分特征。

本文件适用于在火灾调查时,对火灾现场中提取的铜导线短路熔痕截面上孔洞内表面采用俄歇电

子能谱仪进行成分分析,以此鉴定铜导线短路熔痕是一次短路熔痕还是二次短路熔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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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6840.1 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方法 第1部分:宏观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1684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孔洞 cavity
在熔痕截面和内部产生的不同大小、形状的气孔、缩孔、疏松等。

4 原理

短路熔痕其内部孔洞的形成机理比较复杂,主要是金属凝固过程中吸附了周围环境的气体被截留

在内部组织中而形成。由于一次短路熔痕和二次短路熔痕形成的环境气氛不同,当导线发生短路而熔

化并瞬间凝固时,必然将不同的环境气体成分熔入金属中,从而在短路熔痕孔洞内表面遗留下不同短路

环境条件的某些特征。

5 设备、器材与试剂

5.1 设备

应具备如下主要仪器设备:
———扫描电子显微镜及其附属设备;
———俄歇电子能谱仪及其附属设备。

5.2 器材

镊子、钳子、导电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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