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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６８４０《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方法》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１部分：宏观法；

———第２部分：剩磁法；

———第３部分：俄歇分析法；

———第４部分：金相分析法；

……。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６８４０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代替ＧＢ１６８４０．１—１９９７《电气火灾原因技术鉴定方法　第１部分：宏观法》。

本部分与ＧＢ１６８４０．１—１９９７的主要差异如下：

———标准由强制性标准改为推荐性标准；

———标准名称由“电气火灾原因技术鉴定方法　第１部分：宏观法”改为“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

定方法　第１部分：宏观法”；

———第１章范围，调整了原标准的适用范围；

———第２章术语和定义，在保留和完善原标准的基础上，增设了２．７条样品，更改了２．４条一次短

路熔痕、２．５条二次短路熔痕的有关内容；

———第３章原理，在保留原标准内容的基础上，对部分词句进行了编辑调整；

———第４章设备，调整了章名，并对内容进行了修改；

———本部分将原标准的第５章方法步骤，分解为本部分的第５章试样和第６章方法步骤；

———本部分的第５章试样，主要从试样提取和试样的截取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本部分第６章方法步骤，主要从试样处理和观察试样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删除了原标准中第７章送检及鉴定时应履行的书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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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３／ＳＣ６）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邸曼、高伟、赵长征、张明。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６８４０．１—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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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方法

第１部分：宏观法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６８４０的本部分规定了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方法———宏观法的定义、原理、仪器、试

样、方法步骤和判据。

本部分适用于在火灾原因调查时，对火灾现场提取的铜、铝导线熔痕，根据外观特征或熔珠截面孔

洞内表面形态特征进行技术鉴定，鉴定其熔化性质。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２．１

熔痕　犿犲犾狋犲犱犿犪狉犽

在外界火焰或短路电弧高温作用下，在金属表面，特别是铜、铝导线上形成的圆状、凹坑状、瘤状、尖

状及其他不规则的微熔或全熔痕迹。

２．２

熔珠　犿犲犾狋犲犱犫犲犪犱

铜、铝导线受外界火焰或短路电弧的高温作用，在导线的端部、中部或迸溅后形成的圆珠状熔化

痕迹。

２．３

火烧熔痕　犿犲犾狋犲犱犿犪狉犽犱狌犲狋狅犳犻狉犲犫狌狉狀犻狀犵

铜、铝导线在火灾中受火灾现场高温作用发生熔化，在导线上形成的熔化痕迹。

２．４

一次短路熔痕　狆狉犻犿犪狉狔狊犺狅狉狋犮犻狉犮狌犻狋犲犱犿犲犾狋犲犱犿犪狉犽

在正常环境条件下，铜、铝导线因本身故障发生短路，在导线上形成的熔化痕迹。

２．５

二次短路熔痕　狊犲犮狅狀犱狊犺狅狉狋犮犻狉犮狌犻狋犲犱犿犲犾狋犲犱犿犪狉犽

在火灾环境条件下，铜、铝导线产生故障而引发短路，在导线上形成的熔化痕迹。

２．６

短路熔珠内部孔洞　犻狀狊犻犱犲犮犪狏犻狋狔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狊犺狅狉狋犮犻狉犮狌犻狋犲犱犿犲犾狋犲犱犫犲犪犱

铜、铝导线因短路而形成熔珠时，在熔珠内部存有的孔洞。

２．７

样品　狊犪犿狆犾犲

火灾现场提取的载有熔化痕迹的导体。

３　原理

铜、铝导线无论是火灾热作用还是短路电弧高温熔化，除全部烧失外，一般均能查找到残留的熔痕，

其外观具有能代表当时环境条件的特征。

一次短路熔痕和二次短路熔痕均属于瞬间电弧高温熔化，具有熔化范围小、冷却速度快的特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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