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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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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 GA/T1087—2013《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与 GA/T1087—2013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标准适用范围（见第 1章，2013 年版的第 1章）；

b)更改了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的定义（见 3.1，见 2013 年版 3.1）；

c)增加了客体、造痕客体、承痕客体、变形、损坏的术语和定义（见 3.2、

3.2.1、3.2.2、3.3、3.4）；

d)删除了凹陷变形、弯折变形、扭曲变形、缺损、整体分离痕迹的术语和定

义（见 2013 年版的 3.2、3.3、3.4、3.5、3.6）；

e)更改了刮擦痕迹的定义（见 3.5，2013 年版的 3.7）；

f)更改了减层痕迹的定义（见 3.6，2013 年版的 3.8）；

g）将“痕迹鉴定”更改为“总体原则和要求”，将 2013 年版的“一般规定”

更改后纳入（见第 4章，2013 年版的第 4章、4.1、4.1.1、4.1.2、4.1.3、4.1.4、

4.1.5、4.1.6）；

h）删除了车体痕迹鉴定(见 2013 年版的 4.2、4.2.1、4.2.1.1、4.2.1.2、

4.2.1.3、4.2.2、4.2.2.1、4.2.2.2、4.2.2.3)、人体痕迹鉴定(见 2013 年版的

4.3、4.3.1、4.3.1.1、4.3.1.2、4.3.2、4.3.2.1、4.3.2.2)、道路环境及其他

客体物痕迹鉴定（见 2013 年版的 4.4、4.4.1、4.4.1.1、4.4.1.2、4.4.1.3、

4.4.1.4、4.4.2、4.4.2.1、4.4.2.2）；

i）将“综合评判”更改为“鉴定过程”，将 2013 年版的“认定”“否

定”“不确定”更改后纳入（见第 5章，2013 年版的第 5章、5.1、5.2、5.3）；



j）将“鉴定意见”更改为“意见的表述”，将 2013 年版的“认定”“排

除”“不确定”更改后纳入（见第 6章，2013 年版的第 6章、6.1、6.1.1、6.1.2、

6.2、6.3）；

k）删除了附录 A（见 2013 年版的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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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7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北京

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侯心一、李丽莉、邱忠、梅冰松、陈建国、龚标、冯浩、

王连明、王淳浩、李平凡、张雷、赵冬、雷承玉、刘传忠、薛大维。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 年首次发布为 GA/T1087—201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的总体原则和要求、鉴定过程和意见的

表述。

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其他相关案事件痕迹鉴定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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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 41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物证勘查

GA/T 49-2019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绘制

GA/T 50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照相

GA/T 268 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

GA/T 944 道路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识别调查取证规范

GA/T 952 法庭科学机动车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检验规程

GA/T 1497 法庭科学整体分离痕迹检验术语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jc1ODc1NA==&mid=2247496550&idx=2&sn=10938760cfadc82cbb38145158ffd318&chksm=fccebcebcbb935fdcf8fd01a9e56749fbc5f9053f897fdcc7a035d5437b182020503d9fce8f7&token=142893892&lang=zh_CN&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jc1ODc1NA==&mid=2247484731&idx=4&sn=bc2db9d5e0de6add09edda946ed99c85&chksm=fccd4ab6cbbac3a0329dc4708cd5816afdc0f4ef03ea22a908a79ad403beaa2d3cef6dc236d1&token=1875427883&lang=zh_CN&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jc1ODc1NA==&mid=2247510840&idx=2&sn=032b78bccd77cb5dbebf3a2a696d24d8&chksm=fccee4b5cbb96da3bcc35e90ef68bc86aa1974ce7ad63187e6bcf3ca537fb6ef1126f5e183cb&token=1771725447&lang=zh_CN&scene=21


GA/T 1508 法庭科学车辆轮胎痕迹检验技术规范

SF/T 0072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通用规范

SF/Z JD0101001 道路交通事故涉案者交通行为方式鉴定

司发通[2016]112 号 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鉴定文书格式的通知

公通字[2017]6 号 公安部关于发布《公安机关鉴定规则》和鉴定文书式样

的通知

3 术语和定义

GA/T 41、GA/T952、GA/T 1497、GA/T 1508、SF/T007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

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trace identification in road traffic

accidents

对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地面痕迹、车体痕迹、人体痕迹及其他痕迹进行勘查、

比对、分析、判断，并作出鉴定意见的活动。

3.2 客体 object containing questioned tool marks

能够证明交通案事件有关事实的，需要运用专门的科学技术方法进行检验鉴

定的人、物等客观存在。

[来源：GB/T37234-2018，3.6，有修改]

3.2.1 造痕客体 tool causing the marks

造痕体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形成地面痕迹、车体痕迹、人体痕迹及其他痕迹的过程中，

将自身的某些形态特征反映在痕迹中的客体。

3.2.2 承痕客体 objects containing with questioned tool marks

承痕体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形成地面痕迹、车体痕迹、人体痕迹及其他痕迹的过程中，

反映造痕客体形态特征并承载痕迹的客体。

3.3 变形 deformation

客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的形状和尺寸的改变。

注：通常包括但不限于凹陷变形、弯折变形、弯曲变形、扭曲变形、挤压变形、褶

皱变形等。

3.4 损坏 damage

客体在外力、火、水等作用下形成的原有形态的改变。

注：通常包括但不限于脱位、剥脱、破裂、离断、孔洞、缺失、熔断、水渍等。

3.5 刮擦痕迹 scratching trace



两个客体接触，接触面相对位移，产生具有方向性的线状或片状并可能伴有

自身或介质转移的印痕或印迹。

3.6 减层痕迹 layer-reduction trace

人体或物体受力，自身或介质减少的痕迹。

3.7 加层痕迹 layer-addition trace

人体或物体受力，表面介质增加的痕迹。

4 总体原则和要求

4.1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以下简称痕迹鉴定）包括同一性鉴定、种属

鉴定、综合鉴定，可分为是否发生过碰撞、碰撞部位和形态、碰撞位置、整体分

离痕迹、客体唯一性标识、痕迹形成客体、痕迹种类、痕迹形成方式、痕迹形成

过程等鉴定。

4.2 痕迹鉴定应遵循合法、安全、及时、客观、全面、科学的原则。

4.3 痕迹鉴定应勘查实物痕迹，对于实物痕迹物证已经失灭，无法再行勘

验和检查的，可视情参考有效的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照片等案件信息。

5 鉴定过程

5.1 鉴定流程

痕迹鉴定可分为准备阶段、检验阶段、分析阶段和作出鉴定意见阶段。

a)准备阶段，应从委托人处获取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信息、现场勘查调查情

况及其他相关信息，制定痕迹鉴定计划，并确定痕迹勘查的重点。

b)检验阶段，应包括以下方面：

1)痕迹物证发现、固定、提取、保全按照 GA/T41 等的有关规定进行。车体

痕迹勘验时应按照从下向上、从前向后、从外向内的顺序对痕迹进行勘验和记录；

2)提取痕迹物证时，应有委托人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在场人员见证并在鉴定记

录等上签名，鉴定人做好相应记录；若痕迹中具有微量物证或生物物证等不同物

证同时需要提取，必要时，应与有关专业人员进行研究，确定提取人员、顺序、

方式等后再提取；

3)涉及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照相的，按照 GA/T50 的有关规定进行；



4)涉及驾驶人和其他涉案者交通行为方式确认的，按照 GA/T268、GA/T944

和 SF/Z JD0101001 的有关规定进行；

5)涉及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绘制的，按照 GA/T49-2019 的有关规定进行；

6)记录痕迹物证所处部位时，应根据痕迹物证所处部位的特点分别选取合适

的定位法进行记录，如记录痕迹物证所处部位时，可选取 GA/T49—2019 附录 A

的现场定位方法。

注：采用现场定位方法，可表述为“该痕迹距地高 xx厘米（cm）至 xx 厘米(cm)、

距参照客体的某一边缘 xx厘米(cm)至 xx 厘米(cm)”。

c)分析阶段，对固定提取的痕迹物证，应进行分类，确定需要比对的造痕客

体和承痕客体对应的基本位置和形态，分析相互关系及形成过程。

d)作出鉴定意见阶段，鉴定意见的表述应与鉴定事项相对应。

5.2 鉴定方法

5.2.1 观察法

对有关客体的基本属性、材质、介质、形状以及痕迹种类（包括变形、损坏、

刮擦痕迹、挫划痕、减层痕迹、加层痕迹等）、新旧程度、位置、形象、几何尺

寸、交叉覆盖、形成方向、物质交换进行检验时，可采取观察法进行宏观检验，

运用放大镜及各类显微镜进行放大检验、显微检验，必要时，应使用多波段光源、

光谱成像设备或其他光学影像设备等进行辅助观察。

5.2.2 测量法

对有关客体痕迹的位置、几何尺寸、空间分布关系以及其他物理属性等进行

检验时，可采取测量法，具体包括采取工具尺测量、近景摄影测量、三维点云测

量等方式，其中，近景摄影测量可参照 GB/T12979 的有关规定进行。

5.2.3 模拟实验法

需要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对客体的痕迹形态特征、空间位置、物质转移以及

形成过程等进行观察时，可采取实物模拟、计算机模拟等方式进行模拟实验。

5.2.4 理化及生物学检验法

进行无损检验后，需要对物证的特性进行检验时，可采取物理学、化学方法，

涉及物证结构成分、生物检材的检验，应结合微量物证、法医物证学的鉴定意见。

5.2.5 综合检验法

痕迹鉴定时，宜在痕迹形态特征比对、位置分布关系比对、物质比对的基础

上，结合现场图、现场照片、声像资料、人体损伤报告等其他有关材料信息，从

事故客体、事故过程、事故形成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比对可采取特征对照比对、

特征重叠比对、特征拼接比对、计算机模拟比对等方式。

5.2.6 其他



涉及轮胎检验的，可参照 GA/T1508 的有关规定进行；涉及机动车发动机号

码和车架号码检验的，可参照 GA/T952 的有关规定进行。

5.3 鉴定要点

5.3.1 同一性鉴定应对痕迹对和痕迹组的特征比对、痕迹与某种类属性的符

合性进行符合点分析，对客体因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形成的差异、客体特征反映体

之间的差异进行差异点分析，以形态特征、位置分布关系、物质转移、痕迹形成

机理为主，综合分析为辅，对痕迹对、痕迹组的符合点和差异点进行综合分析评

判。

5.3.2 种属鉴定应主要考察形态特征、痕迹形成机理、综合分析等方面，对

痕迹特征与某种类属性特征的符合点和差异点进行综合分析评判。

5.3.3 综合鉴定应基于痕迹特征及有关信息，对碰撞接触时车辆、人体或者

其他有关客体在客体上所处的位置、痕迹形成方式、痕迹形成过程等进行综合分

析评判。

5.4 鉴定意见的种类及综合评判的标准

5.4.1 鉴定意见包括认定、否定和不确定的鉴定意见。

5.4.2 得出认定的鉴定意见，应满足以下要求：

a)同一性鉴定，造痕客体与承痕客体间痕迹特征符合点具有特定性，能够反

映客体间空间对应关系、客体间相对运动关系，并且差异点能够得到合理解释；

b)种属鉴定，痕迹特征与某种类属性特征的符合点具有特定性，并且差异点

能够得到合理解释；

c)综合鉴定，痕迹特征比对能够相互印证，综合分析符合客观事实。

5.4.3 得出否定的鉴定意见，应满足以下要求：

a)同一性鉴定，造痕客体与承痕客体间痕迹特征没有符合点，或部分符合点

不能得到合理解释；

b)种属鉴定，痕迹特征与某种类属性特征没有符合点，或部分符合点不能得

到合理解释；

c)综合鉴定，痕迹特征比对不能相互印证，综合分析不符合客观事实。

5.4.4 得出不确定的鉴定意见，应满足以下要求：

a)造痕客体与承痕客体间痕迹特征或者痕迹特征与某种类属性特征有符合

点，但部分符合点存在其他可能性或者部分差异点可以合理解释；

b)造痕客体与承痕客体间痕迹特征或者痕迹特征与某种类属性特征有差异

点，但部分差异点不能得到合理解释。

6 意见的表述



6.1 一般要求

6.1.1 意见的表述应符合 6.2～6.4 的表述，车体痕迹鉴定可参照 GA/T1450

的有关意见的表述；轮胎痕迹鉴定可参照 GA/T1508 的有关意见的表述；机动车

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鉴定可参照 GA/T952 的有关意见的表述。

6.1.2 鉴定文书格式应符合司发通[2016]112 号或者公通字[2017]6 号的有

关规定。

6.2 认定的鉴定意见

6.2.1 同一性鉴定的鉴定意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表述：

a)客体 X的某个部位与客体 Y的某个部位发生过碰撞可以成立；

b)客体 X与客体 Y是同一整体所分离；

c)客体 X的某痕迹是客体 Y所遗留或形成。

6.2.2 种属鉴定的鉴定意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表述：客体 X的某痕迹具有客

体 Y所形成的特征。

6.2.3 综合鉴定的鉴定意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表述：客体 X碰撞时位于客体

Y上某处可以成立。

6.3 否定的鉴定意见

6.3.1 同一性鉴定的鉴定意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表述：

a)可以排除客体 X与客体 Y发生过碰撞的可能性；

b)未检见客体 X与客体 Y存在发生过碰撞的痕迹；

c)不能认定客体 X与客体 Y发生过碰撞；

d)客体 X与客体 Y不是同一整体所分离；

e)客体 X的某痕迹不是客体 Y所遗留或形成。

6.3.2 种属鉴定的鉴定意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表述：客体 X的某痕迹不具有

客体 Y所形成的特征。

6.3.3 综合鉴定的鉴定意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表述：客体 X碰撞时未位于客

体 Y上某处。

6.4 不确定的鉴定意见

不确定的鉴定意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表述：



a)不能排除客体 X的某个部位与客体 Y的某个部位发生过（或者未发生过）

碰撞的可能性；

b)不能排除客体 X与客体 Y是（或者不是）同一整体所分离的可能性；

c)不能排除客体 X的某痕迹是（或者不是）客体 Y所遗留或形成的可能性。

d)不能排除客体 X碰撞时位于（或者未位于）客体 Y上某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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