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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mputer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of material evidence 

Xe~*ords Computer application，M aterial evideztce 

1 引言 

物证技术是以对物证的运输、保全 、分析 、储存、检 

验 、鉴定为主要 内容的综台性应用科学。物证技术对犯 

罪使查和司法审判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计算机科 

学 、物理学、化学 、生物工程学等学科的不断发展 ，物证 

技术科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计算机科学的飞 

速发展，计算机的 益普 及，以及办公 自动化 和计算机 

网络技术在公安、安全等等领域的广泛应用t正在逐渐 

使物证技术发生躁翔的变革 。本文将现阶段计算机在 

我国物证技术中的应用现状作一概述 。 

2 计算机科学技术进入物证技术领域 

计算机技术进入物证技术领域始于六十年代 美 

国是世界上首先将计算机技术引入物证技术领域的国 

家，最初是用在建立各种类型的罪犯档案管理信息系 

统方面。以1 965年9月联邦调查局成立 的全美犯罪情报 

中心(NCIc)为开始 t到1974年，五 百万人 口以上城 市 

的警察 局．全都使用了计算机 ，而5O万以上人口的中等 

城市警察局则56 以上拥有计算机。到八十年代 后 ， 

美国所有大中小城市的警察局都全部普及 了计算机 ． 

且进入丁大量使用各种“分析系统”侦破各类案件的阶 

段 一如美国旧金山市警察局87、88年两年中利用“指纹 

自动识别系统 直接查出案~8948名，对犯罪现场提取 

指纹的利用率达到7o 。我国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在 

公、捡、法和其它安全部门应用计算机技 术．起步较晚 ． 

但进步根快。计算机技术几乎是全方位进入藉国司法 

领域各个方面，在物证技术领域尤其如此．现在，我国 

的公、捡．法和其它安全部 门不仅在办公 自动化方面大 

量普及计算机技术，积极螭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而 

且．以徽处理器 、个人计算机、小型机为主的计算机技 

术也伴齄着先进的分析仪器大量进入物证技术实验 

室 如 目前北京、上梅、重庆等市的物证技术研究所所 

拥有的高效液相仪、红外光谱议、扫描电子显设镜、气 

质联用仪 、电泳仪等都配有计算机系统，不仅具有很强 

的数据处理 能力，而且具有 一定的存贮容 量和 自动检 

索能力。在物证技术的各分支——法医学 、痕迹学、文 

件检验等学科领域 ，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应用 ，也取得 了 

许多具体成果 ，极大地促进 了我 国物证技 术现 代化事 

业的发展 

5 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我国物证技术领域的应 

用现状 

5．1 信息的传辖和交流 

计算机通 信技 术的 日益完善 ，以及计算机 多媒体 

技术与网络通 信技术相结台构成 多媒体 网络系统 该 

系统不受地域限制 ．使计算机问的交互性增强 t极大地 

提 高技术资料 的共享性 ，使利用物证或其它犯罪资料 

串井案件成为易事 ．尤其是异地 问的串并案件 ，为打击 

流 窜犯罪提供有利手段。多媒体计算机互 联网络 又将 

极 大地改善疑难物证的送检条件 ．人们足不出产就 可 

在 网上完成 物证送检工作 物证会检 也可在计算机 网 

上进行 ，既节省送检时间 ．又能有救地提高疑难物证的 

利用率、鉴定率，为侦查和审判提供依据 

5．2 物 证蹙料的管理 

(1)指蛀档童管理 指纹存储与识别是计算机 技 

术最先涉足的领域 国外 首先在计算机上开发了指故 

识别系 统，并很快实现计 算机指纹存储与检索 比对 自 

动化 ，提高了指纹查档的检索速度 。从 70年代开始 ，我 

国的一些科研机构与公安部门合作，也相继进 行了指 

纹识别系坑的开发，至80年代即取得了可喜成果．公安 

部物证 鉴定中心开发的 微机 指纹 自动识别 系统”；北 

京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与清华大学 自动化系共同研 

制开发的“CAFIS指纹 自动识别系统 ；北大方正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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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电子公司设 计的“PU—AFIS系统 (大容量指纹 

自动识别系统 ) 各系统均存储 比对 自动化 ．缩短了与 

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某些方面还选到 了国际先进 

水平。能对十指指纹、现场指纹进行前科、积案 ．模糊等 

多种选择 比对 ．给指纹鉴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上海市公安 局的林泳 同志运用计 算机 JPEG(静 

态图像压缩 )技 术．对 指纹计算机存储中指纹图像的存 

储方式进行了研究 ．提 出对指纹图像进行分解 ．乳突线 

印痕为前景 ，小犁淘部分为背景 ．有选择地对图像进行 

编码 、压缩 ．通过提高指纹 图像 的存储压结 比．来提 高 

存储容量 。 

(2)枷证 资料管理 物证技术资料人工管理是件 

十分繁重 的工作 ，需投人大 量的人力、物 力，不 仅存储 

速度慢、查对效率低，信息容量小、而且涉及范围有限。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改善了这种状况。随着数据压 

缩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出现 ，更为计算机在物证技术中 

的广泛应用展现了十分光明的前景 目前我国在此 项 

计算机技术应用中开发出了多种实用系统 。例 如．公 安 

部物证鉴定中心开发的“刑事技 术办案信息管理分 析 

系统”、“毒化案件管理数据系统 ”等 。技 术资料计算机 

管理 ．不仅丰富 了资料 的内容 ．扩大了信息含量 ，而且 

也极大地节省了宝贵 的人力资源 ，提高 了管理效率 和 

信息资料 的交互率和 利用率 ，为信 息资料资源共享化 

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3)现场勘 查资料管理 随着计算机硬 件技术的 

不断进步 ．进入90年代后 ．CAD／CAM 软件 已具有 二 

维绘图、三维实体造型等功能 ，使计算机绘图成为一件 

易事 。辽 宁省公安厅 刑科 所与沈阳市新天地 科技公 司 

合作运用 CAD／CAM 技术开发 出一种适用于现场制 

图 的绘 图软件。该软件可通过人虮对话形式选用计算 

机存储 的各种实物图绘 图，也可按操作者意愿随意绘 

图 ．能方便地绘制 出任意 比例、任何形式的现场图 ．使 

传统的人工绘 图有了质 的改变 。 

数字照相机、数字摄像机与计算机图像技 术的完 

美结合 ．使现场勘查、物 证提取 的质量有质 的提高 ．数 

字摄像机图像采集分辨可达2Kx 2K 以上 ．采集速度 

不仅高于电视 (PAL制 )25帧 ／秒 ．而且采集分辨 率和 

速度之间可随意控制。摄取到的信息可直接存入计算 

机t并通过计算机互联 网及时将现场勘查的实况 以及 

现场发现 、提取痕迹物证的信息传输到指挥中心 ，指挥 

员可根据接收到的现场勘查实况图像进行异地现场指 

挥 ，为及时 查询有关样本档案提供条件。 

(4)其它膏料 管理 计算机强大的存储功 能 及 

成熟的数据库技术和图像压缩技术将使各类犯罪资 

料、物证 资料、样本资料 ， 及 所有与物证技术有关的 

资料能统一用计算机管理起来．既省时省力，实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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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案、资料无纸化管理 ．又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信息资料 

的存储容量= 

5 S 物证的鉴定 

(1)痕迹 鉴 定 

①指纹鉴定。计算机指纹鉴定是与指纹存储、指纹 

挡案管理一同开发 的。尽管在鉴定方面还 有不尽完善 

之处 ，但是．这是最先 由计算机进行的人身 同一认定 

目前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清华大学、北 大方正集 团 

等 3家 科研 单位分别开发 出的垒 自动指纹 识别系统均 

已进人实用 阶段。 

应用计算机 多谱图像技术分离印刷品上遗 留手印 

也有报导 遗留在印刷品上的潜手印用传统的方法显 

现处理后，纹线的光谱峰值在550nm，用黑白和彩色照 

片都不 能与印刷 文字分 离，背景 干扰严重 。可 是 当用 

680nm波长 的光照射时．文字背景图像可见，而手印纹 

线基 本上 不可 见，应 用 多光谱 图像 技 术将 550nm 和 

680ran所得的两帧图像进行重台处理 ．就可得到清晰 

的手印纹线图像。 

云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技术处的刘国强等 同志公 

开了利用 刑侦用“计算机痕迹／文检数字 图像处理 系 

统 对模糊指纹图像进行清晰处理 而得到清晰指 纹的 

过程 ．同时与其它方法处理的结果进行了 比较 

@足迹鉴定 上 海市公安局刑科所乐文耀 同志运 

用计 算机图像处理技术 ．对变形足迹进行计算机校正 

的研 究．能对与平面足迹印痕呈15~a'(90角拍摄提取 

产生的变形 的足进印痕，通过选取8十控 制点，动用二 

元多项式法进行计算机 自动校正 ，提高 了现场 足迹的 

利用率。而中国刑警学院的王泓等同志 ，不仅论述了利 

用计算机矫正偏 角摄 影变形影像的具体 算法和过 程 ， 

还给 出了C语言的源程序．同时指 出了 它在处理 其它 

痕迹物 中的应用方法 。为快速破案．有力打击犯罪提供 

了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 

河北 省雄县公安局的刘树权 等同志开发 出 足迹 

自动鉴定 系统”，对立体足迹进行计算机 比对 ，实现了 

检验鉴定一十人换穿鞋足迹的同一认定 ，及不 同人穿 

相同鞋足迹个体识别 ．及检验 、比对 、鉴定 自动化 。 

中国刑警 学院 的敖琪等同志研制开发 了“足迹检 

验计算机系统 。该 系统利用计算机 图像 处理 技术 ．结 

合常用的7种分析年龄的方法 ．对现场足迹 、嫌疑 人足 

迹进行分析，得出人 的年龄、身高 、体态、性别等 结论 。 

@ 工具痕迹 鉴定。上海市公 安局 刑科所的王 云等 

同志．开 国内运 用计 算机技术进行工具 痕迹鉴定 之先 

河 ，在1987年就将计算机用于工具痕迹 中线状攘 划痕 

迹的识别和 比对 通过对擦划痕迹一维信息(机械触针 

输入)或二维信息(摄像机输入)的输入、处理及识别， 

达到对攘划痕迹的同一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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撵圳市南山公安分局赵冬同志利用计算机 圉像处 

理技术．采用 photosty[er2 0SE圉像软件 ，在痕迹检验 

中对痕迹进行辨色、非平面校正、模糊图像处理和重合 

比对判定等 ，解决 了部分痕迹物 证鉴定技术的难题 

(2)文件捡验 铁道部邦州公安干 部学院陈景丰 

等设计开发出“计 算机辅助印文鉴定系统” 该系统采 

用动画或图像叠加等7种 比对方法对 印文进行计算 }几 

比对 ，尤其是对两个图像进 行像素 自动 比较 ，以定量方 

式给 出二者重叠 的相对百分比。 

西安市公安局技术科黄彩侠提出运用计算机神经 

网络技术鉴定书 写笔迹 的可行性探讨 。她认 为，采用计 

算机神经网络技术并结台相应的专家系统．可实现疑 

难笔 迹的计算机鉴定 ，并 使鉴定结果更趋 于科学性 和 

严密性 解决了部分疑难笔迹物证鉴定技术的难题 。 

中国刑警学院、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江苏省南京 

市公安局物 证科学技术研究所等 单位研制 出 了多种 

“声绞 自动识别 系统” 这些系统适用计算机技术及语 

音处理理论对一群人的语音信号进行分析 ，提取 出能 

反映讲话人个性特征的语音参数 用这样 的参数 为其 

中每个人建立模板 ，然 后与先前建的语音 参数和模板 

库中的每一个模板进行比对，最终得出测试语间的讲 

话人是谁的结论 ，可咀广泛用于声纹 自动识 别 

中国刑警学院刑事技术系、清华大学等单位研制 

的多种计 算机“人像组合系统”，建有人面缘数据库，库 

内有脸形、眼睛 、鼻子 嘴巴、眉毛 发型等分 类，并以此 

进行 人像组台 同时将』、像组合 、八像绘画 人像变形 

有机地结合起来 ，达到形象逼真的效 果 此 外，该 系统 

还具 有人缘查询 功能。 

河南省公安厅张贵然等尝试用 Photosty[er2 0和 

Inagepals2 0图像编辑和 圉像管理软件 ，建立起 简便、 

易行的计算机人像组合系统，在案件侦破 实践 中取得 

了一定的实用效 果。 

(3)法化 (法 医和化验)检验 辽 宁省公安厅 刑社 

所邹天治等开发红外光谱图计算机 检索系统 ，建 立有 

3000多种毒 (药)品的红 外光谱图库 ，在未知毒 (药)物 

检测分析时，利用计算机 对未知物的红外光谱 图的峰 

位、峰形、峰强3种信息进行图谱库自动检索分析，以确 

定未知物种类。该系统还有进行模糊检索的功能。 

辽宁省刑科所李杰敏等将计算机应用于气相色谱 

检测结果的分析 与检索 把未知物经 气相 色谱检测到 

的3个保 留时间值辅人到计算机 计算机即可识别出被 

检 测物 的名称 把毒物的人工识别转变为计算机 自动 

识别 ．检测既快捷又准确 。 

在法医学方面 计算机也有许 多应用 如颅像 重合 

中的计算机应用 即通过计算机对人 骨的 x光片中某 

些特征的自动提取 、处理等工作．快速准确地得出人的 

年龄等 

近年来．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研究方兴未芟，更使 

得物证技 术领域 的计算机 应用呈现 出更加灿烂 的前 

景 这是 由于物证技术工作过 程，往往是根据 已有的条 

件和 往的经验进行推理 、筛选 练合而获取最终结论 

的过程 ，这种特性 ，使它能够给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 

提供广阔的舞台。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 ．二十一世纪将 

是执法部门运 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时代。而美国著名的 

咨询机构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计算机科 

学技术在打击 犯罪方面将 占据举 足轻重的地位。未来 

的司法人员将用二分之～的时间同电脑打交道 ，井从 

那儿寻找到答案。面对这场汹涌而至的信息技术革命， 

我国的物证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大力加强和积极应用计 

算机科学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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