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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侦查学（第2版）》主要是由我早年间卓有成就的几位学生编撰的。
作者翁里、徐公社等同志自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后，孜孜不倦地在犯罪侦查领域进行理
论探索，近几年出了不少研究成果。
翻译出版了美国的《犯罪侦查》（约65万字，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新编的《犯罪侦查学（第2版）》，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体系和内容均有所创新。
本书继“导论”之后，将“侦查技术”、“侦查措施”、“侦查方法”分编拟写。
侦查技术部分，向读者首次介绍“DNA物证技术”、“声纹鉴定技术”等内容，这些都是目前各国应
用较广泛的先进刑侦技术。
书中还特别阐述了关于“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金融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和“涉
外犯罪”等案件的侦查取证方法，范围和内容均有所拓展。
为了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侦查、控制和预防犯罪工作。
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刑事诉讼制度和法学教育深化改革之际，本书的出版发行是很有意义
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侦查学>>

作者简介

　　翁里，1956年11月出生，籍贯福建福州，下乡知青。
1988年7月西南政法大学刑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1年1月至1993年2月，赴美国Valparaiso大学法学院学习；现任浙江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曾参加司法部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侦查学》的编写（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出版专著《国际移民
法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译著《犯罪侦查》（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现
代司法科技词典》等辞书的参编工作；用中英文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专业论文40余篇，其中若干作品
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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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六节枪弹痕迹鉴定    所谓枪弹痕迹是指枪支在射击过程中产生的痕迹，依据其在不同物体上
的留痕，可以分为被击中客体上的痕迹和发射用的枪支、枪弹上的痕迹。
    一、枪弹和枪械的分类和构造    (一)枪械的分类和构造    1．枪械的分类    枪械的种类繁多，其分类
一般依据枪管构造、机械性能及口径大小等来分类：    按枪管构造可分为平滑管枪和膛线管枪(来复
枪)，其主要区别在于枪管内有无膛线。
现代枪械为了保证弹头飞行的平稳性，并且保证较远的射程，一般采用膛线管枪。
平滑管枪仅用于自制枪支、猎枪和15世纪以前的枪支。
    按机械性能，枪械可分为非自动枪支、自动枪支和转轮枪支。
    按口径大小。
枪械可分为小口径枪支(口径在6．5mm以下)、中口径枪支(口径在7～9mm)和大口径枪支(口径在9ram
以上)。
其中口径的测算以枪管的内直径为准，膛线管枪指的是阳膛线的内圆直径。
    按机械用途，可分为军用枪支、特种枪支、猎用枪支、教学枪支和运动用枪支等。
    按发射性能，可分为气体推动枪支和火药推动枪支。
    2．枪械的构造    枪械的基本构造一般都由枪管、枪机、枪匣以及击发器、弹夹、瞄准具、枪托等组
成，其中前三者与形成枪弹痕迹具有密切的关系，下面对三者进行分别解析：    (1)枪管：是形成弹头
痕迹的最基本部分，其内部主要由弹膛、坡膛和膛线区三部分组成。
弹膛位于枪膛的后部，是枪弹处于待发时的状态，其形状主要有圆柱形和瓶状两种。
坡膛位于弹膛前方，从后向前直径逐渐变小，呈现由高到低的坡状，其作用是引导弹头沿着轨道正确
进入膛线区。
膛线区位于坡膛前缘至枪口。
在枪械发射过程中，子弹被枪机的击针击发，火药爆炸产生高压，推动弹头经过坡膛进入膛线区。
在膛线区内螺旋状的膛线使子弹产生旋转，由此来提速和增加稳定性，从而提高射程和命中率。
    (2)枪机：亦称枪栓，是在发射时用于锁闭枪膛和促使枪弹火药爆炸的击发装置。
主要组成部分包括闭锁机件(弹底窝、复进簧、推弹突笋)、击发机件(击针、击锤、击发阻锤)和抛壳
机件(拉壳钩、抛壳挺、抛壳口)组成。
其中弹底窝呈圆状凹槽，位于枪机前表面，用于将枪弹推上弹膛并封闭以防滑动；复进簧利用弹力在
发射时前后移动，形成连续发射的动力；推壳突笋位于弹底窝下部凸起装置，用于顶推枪弹上膛。
击针是位于弹底窝中心的针状机件，用于引发枪弹底火；击锤位于击针正后方，用于击打击针；击发
阻锤形成保险机件，用于阻止击发枪弹。
拉壳钩位于弹底窝上端或两侧，其作用在于借助后坐力，将弹壳从弹膛抛出；抛壳挺一般位于弹底窝
的左侧或下部，呈突出状，与拉壳钩配合运动；抛壳口一般位于枪身右侧或上部，用于排出弹壳的出
口。
    (3)枪匣：一般位于枪把上，由弹匣、弹仓组成。
弹匣、弹仓的主要作用是装盛枪弹和固定枪管、枪机等部件。
    在上述机件中，阳膛线、弹底窝、击针、拉壳钩、推弹突笋、抛壳挺、弹匣等都可以在弹壳弹头表
面形成痕迹，是用于认定射击枪械、枪弹同一的主要依据。
    (二)枪弹的分类和构造    1．枪弹的分类    (1)依据枪弹的不同发火部位，可分为中心发火枪弹、边缘
发火枪弹、针状发火枪弹和旁侧发火枪弹。
    (2)依据枪弹用途不同，可分为战斗用枪弹(普通弹和特种弹)和辅助用枪弹(练习弹、空包弹等)。
    (3)依据枪弹形状不同，可分为瓶形弹和柱形弹；无底缘弹和有底缘弹；尖头弹、平头弹和圆头弹。
    (4)依据枪弹适用枪械的不同，可分为手枪弹、机枪弹、冲锋枪弹、猎枪弹等。
2．枪弹构造    枪弹的用途虽然各异，但其基本构造通常都有以下四部分构成：    (1)弹头：是借助于火
药爆炸陈省的推动力击中目标的部分，其内部构造分为弹头壳、铅件和钢心三部分。
    (2)弹壳：是储藏火药并连接弹头、底火的部件，通常用铜锌合金或软钢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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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抛壳起见，弹壳的底部一般都有环状凹凸。
    (3)底火：位于弹壳底部，在击针打击时引燃火药的装置。
其中火帽、起爆器(由雷汞一发火剂、氯酸钾一氧化剂和三硫化二锑一燃烧剂组成)和箔片(锑锡合金一
防潮防脱落)组成。
    (4)火药：是推动枪弹飞行的动力源，其种类有有烟火药和无烟火药两大类。
有烟火药俗称黑火药，一般由75％的硝酸钾、15％的碳和10％的硫磺混合而成。
无烟火药有硝化甘油和硝酸纤维两类，为现代广泛采用的火药。
    (三)弹道术语    为方便对枪弹痕迹的研究，有必要在此就弹道术语做统一的界定。
    (1)射击弹道：是指子弹被击发，弹头沿枪管脱离枪口后，弹头在空气中、固体中或液体中飞行的轨
迹。
    (2)射击点：是指枪口所处的位置，即射击弹道的起算点。
    (3)弹着点：是指弹头接触、嵌人或穿过客体时的命中点。
    (4)弹道诸元：是指弹头脱离枪口后飞行过程中的坐标、飞行时间、速度等。
      二、枪弹痕迹勘验    勘验枪击现场的首要任务是仔细找寻射击后留下的弹头、弹壳、枪支和弹着点
、射击附带痕迹，同时对各种枪弹痕迹进行分析，理清侦查方向和线索。
    (一)现场弹头的寻找和提取    由于枪弹射击时强大的冲击力，弹头在飞行过程中可能穿透障碍物或目
标客体，也可能遇到坚硬的障碍物形成反跳而改变飞行方向。
因此，在寻找过程中应采取不同的方法。
一般首先以弹孔、弹道等形成特点，以被射中的障碍物或目标物为中心进行寻找和提取工作。
如果弹头射人墙、地板、桌椅、泥土等部位，应在弹着点附近顺着弹道指示的方向进行挖掘、筛滤、
劈取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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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学术，是人类智慧与经验的积累和升华。
    这本《犯罪侦查学》新著，主要是由我早年间卓有成就的几位学生编撰的。
作者翁里、徐公社等同志自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后，孜孜不倦地在犯罪侦查领域进行理
论探索，近几年出了不少研究成果。
翻译出版了美国的《犯罪侦查》(约65万字，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新编的《犯罪侦查学》，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体系和内容均有所创新。
本书继“导论”之后，将“侦查技术”、“侦查措施”、“侦查方法”分编拟写。
侦查技术部分，向读者首次介绍“DNA物证技术”、“声纹鉴定技术”等内容，这些都是目前各国应
用较广泛的先进刑侦技术。
书中还特别阐述了关于“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金融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和“涉
外犯罪”等案件的侦查取证方法，范围和内容均有所拓展。
为了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侦查、控制和预防犯罪工作。
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刑事诉讼制度和法学教育深化改革之际，本书的出版发行是很有意义
的。
    半个世纪以来，我有幸亲身目睹和经历了“刑事侦查”这门学科的出现和成长壮大。
对眼前这部《犯罪侦查学》新著的出版，我，作为老一辈的刑侦教师，由衷地感到欣慰!    我年逾八十
，人老了，喜欢忆旧。
我想趁此机会，谈谈刑侦学科的沿革。
    新中国成立之前，刑事侦查的知识技术，是不进大学之门的，那是警官学校的事。
西方国家也大致如此。
最先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并搬上大学讲坛的是苏联。
    新中国成立之初，应聘来我国讲学的有两位苏联专家：一位是柯尔金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刑侦教师进修班讲授《苏维埃犯罪对策学》，听课的是高等院校的在职教师，有人大(王舜华、张振藩
、周惠博、徐立根、竞宜)、北大(薛景元)、武大(洪汉波)、吉大(马治和)、西北政法(赵金科)、中南政
法(张嘉)、华东政法(董，中途退学)和西南政法(周应德)等院校共十来人，我为党支部书记。
进修两年(1955—1956年)，专攻这一门。
另一位是楚贡诺夫教授，在北京政法学院研究生班讲授《苏维埃犯罪对策》和《刑事诉讼》两门课，
也是两年。
听课的这些教师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刑侦师资。
    在文化大革命中，法学沉沦，刑侦凋敝，师资零落星散。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在野刑侦教师，纷纷回校，恪守教学岗位。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南政法学院时，接受司法部的委托，主办过“全国刑侦师资进修班”，培训
了一大批刑侦师资，遍及全国，人数达100余人。
    早先的刑侦，只是一门课程，设在法律系，有独立的教研室。
迨至1977年，我在西南政法学院同大家研究后，报经司法、教育两部批准，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大学本
科刑侦专业。
其后，1982年中国刑警学院，1984年中国公安大学，1998年中南、西北、华东三所政法学院以及江苏
警察学院等相继设立了刑侦本科专业。
在此基础上，有的学校成立了刑侦系，或进而设立了刑侦学院(例如西南政大)。
现全国已有北大、人大、中政大、西南政大、川大和公安大学、刑警大学共七所高等学府招收刑侦硕
士研究生，其中北大、人大两校已开始招收刑侦博士研究生。
本书主编翁里同志，就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西政执教时刑侦专业早期的硕士研究生。
刑侦师资队伍，迅速成长提高。
    至于教材，最早的刑侦教材有二：(一)在司法部系统，以1963年我在西政主持刑侦教研室时刘泽贵
、邹明理主编，由我共同研究大纲并通审定稿的《刑事侦查教学提纲》为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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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教材，分上下两册共五篇25章。
初步建立了刑事侦查学的学科体系，提出方针、原则以及刑事侦查学的指导思想，各篇各章具有较强
的理论性，基本上总结了当时各项犯罪活动的规律和基本对策，学术性较浓。
(二)在公安部系统，以1979年三局编写的《刑事侦察学》为最早，实用性强，发行面广，影响也大。
这实际上是公安系统的第一套统编教材。
刑侦教材有统编的，有自编的，五年一更新。
    全国高等院校的刑侦统编教材：(一)最早的要算司法部统编教材，即1982年由我主编的《犯罪侦查
学》(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十余万册。
十年之后，按新的课程体系分别统编为侦查学和司法鉴定两书。
《司法鉴定学》1994年由金光正教授主编；1996年的《侦查学》以及1999年的《司法鉴定》教材，均
由邹明理教授统编。
(二)最高人民法院统编的《刑事侦查讲义》，1987年由邹明理、陈祥印、胡学贵、王成荣、刘泽贵五
教授共同编写，供法官业余大学使用。
(三)国家教委统编教材。
起步较晚，一开始就分为两科。
1990年《物证技术学》和1991年《侦查学》均由徐立根教授主编。
供国家教委直属院校使用。
(四)全国电大系统统编教材。
1987年，由我为中央电视大学编著《犯罪侦查学概论》31万字作为教材。
并由我主讲(录像)，提供全国电大系统使用，发行近9万册。
    上述全国各大系统的统编教材，对各地无拘束力。
各校可以自编教材，选择使用。
自编教材的历史，早于统编教材。
因其系自编，融人了学者的思想，观点和经验，反映学术研究成果，各具特色。
20世纪60年代至今，西南政法、人大、北大、中政大、西北政法、中南政法等校，均不断有新编教材
出现，通常已更新2～3次。
现在又新增了浙江大学法学院这本自编教材。
    各校对教学辅助活动和实验设备也日趋重视。
以西南政法为例，经公安部批准，在重庆、成都、南昌、武汉、杭州等十个省市设立了毕业实习活动
的基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接受司法部下拨的世界银行无息贷款100余万美元，筹建了司法鉴定研
究所，供教学实习科研之用。
    多年以来，我国高等院校对犯罪侦查学的研究，既融汇了前苏联的高度学术成就，也吸取了广泛的
社会实践经验，同时还吸收了欧美、日本等国在刑侦技术方面的最新成果。
如今，我国的侦查学术理论体系日趋成熟，内容日渐深化，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
    面对这又一本新教材的问世，深令我感奋的是，刑侦这门学科，历浩劫而不泯，赖后继以益精!谨序
。
                                            周惠博                                            2002年7月于四川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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