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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昌GB／T27905．2～2011GB／T27905((火灾物证痕迹检查方法》分为五个部分：——第1部分：物证分类及编码；——第2部分：普通平板玻璃；——第3部分：黑色金属制品；——第4部分：电气线路；——第5部分：小功率异步电动机。本部分为GB／T27905的第2部分。本部分按照GB／T1_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本部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灾调查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11)归VI。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消防总队、辽宁省公安消防总队。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明、邸曼、林松、薛纯山、赵长征、齐梓博、高伟、张颖。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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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火灾物证痕迹检查方法第2部分：普通平板玻璃GB／T27905．2—2011GB／T27905的本部分规定了普通平板玻璃火灾物证痕迹检查方法的术语和定义、器材、样品提取和观察、痕迹特征、玻璃破坏痕迹的证明作用。本部分适用于普通平板玻璃的实验室检查。2术语和定义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2．1玻璃破坏痕迹tracesofglassdamage玻璃在火灾高温或外力作用下，形态发生变化而形成的痕迹，包括受热变形痕迹、受热炸裂痕迹和外力破坏痕迹。2．2玻璃受热变形痕迹deformationtraceofglassbythermalimpact玻璃在火灾高温作用下，形成的软化、变形、熔融、流淌等发生形状变化的痕迹。2．3玻璃受热炸裂痕迹crackingtraceofglassbythermalimpact玻璃在火灾高温作用下，因各部位受热不均匀产生热应力而形成炸裂的痕迹。2．4玻璃外力破坏痕迹breakingtraceofglassbymechanicalimpact玻璃在外力冲击下形成的破裂痕迹。3器材3．1清理工具铲子、钩子、锤子、筛子、毛刷等。3．2拍摄设备照相机、摄像机等。3．3夹取工具镊子、钳子等。3．4观察设备放大镜、体式显微镜、视频显微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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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7905．2—20113．5包装器材和材料可封口采样袋、纸袋、标签纸等。4样品提取和观察4．1在火灾现场残留物底层寻找玻璃碎片，用拍摄设备记录其原始位置、状态，对其提取部位做出标记。4．2用镊子等夹取工具提取发现的玻璃物证。4．3用放大镜、体式显微镜等观察设备对所提取的玻璃碎片表面及边缘进行观察，并用拍摄设备进行拍照固定；必要时，应使用视频显微镜等观察设备进行观察。4．4用采样袋等将玻璃物证封装。5痕迹特征5．1玻璃受热变形痕迹具备如下特征：——表面光滑发亮、卷曲，凸凹不平；——边缘圆滑，无锐角、利刃；——完全失去原来形状，呈不规则瘤状、球状、条状等流淌形态，有多层粘接。5．2玻璃受热炸裂痕迹具备如下特征：——平面有裂纹形态，裂纹从固定边框的边角开始形成，呈树枝状或相互交联呈龟背纹状；——碎块无固定形状，表面平直、边缘均匀或直角锐利，有的边缘呈圆形状、瞳度大，用手触摸易划割。5．3玻璃外力破坏痕迹具备如下特征：——裂纹呈辐射状，碎块呈尖刀形、锐利、边缘整齐平直；——断面呈以受力点为中心的放射(辐射)状，弓形线汇集的一面是受力面；——断面棱边有齿状碎痕，有细小的齿状碎痕为背力面，没有的是受力面；——有同心圆状碎纹，圆心处为受力点。6玻璃破坏痕迹的证明作用6．1证明玻璃破坏的性质观察提取的玻璃物证，通过鉴别玻璃破坏痕迹的形态特征，判定其变形、熔融、开裂、破碎的形成原因。6．2证明外力破坏时间6．2．1火灾前玻璃被打破火灾前被打破的玻璃具备如下特征：玻璃碎片大部分紧贴地面且贴地面侧均无烟熏痕迹，上面覆盖杂物余烬和灰尘。6．2．2起火后玻璃被打破起火后被打破的玻璃具备如下特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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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7905．2—2011a)玻璃碎片一般在杂物和余烬的上面，贴地面侧有烟熏痕迹；b)断面比较清洁，或烟迹较少。6．3证明起火部位和火势蔓延方向6．3．1根据受热破坏程度判断同种玻璃受热温度越高、作用时间越长，破坏变形程度越大。在同一火场中，一般顺序是无变化一炸裂一软化一融化流淌。在三种变形痕迹中，炸裂痕迹受热温度最低，融化流淌痕迹受热温度最高，其破坏程度与其受热温度由低到高的变化顺序相对应。因此，同等条件下起火部位往往在融化流淌痕迹附近。6．3．2根据受热面判断火场中玻璃制品与火源的位置关系不同，其受热变形程度和部位也不同。距火源近、面向火源的一面热变形大，因此可通过玻璃制品变形面和未变形面，以及不同位置上玻璃制品的热变形量判定受热面，并根据受热面的一致性确定火势蔓延方向。6．3．3综合判断利用玻璃破坏痕迹确定起火部位，应结合火灾现场其他痕迹物证综合分析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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