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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 4.1、4.2、4.5、4.6、4.7、4.8、4.10、4.11内容为强制性的�其它条文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由公安部消防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灾调查分技术委员会�SAC/TC 113/SC11�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公安部消防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刚、谈迅、袁政、米文忠、孙一飞、陈亚锋、鲁志宝、金开能、曾文伟、 

刘激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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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调查火灾原因是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法定职责�通过查明火灾原因�研究火灾发生、发展的规律�

总结防火、灭火工作经验和教训�为改进和加强消防工作提供依据。为了指导和规范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火灾现场勘验行为�增强火灾现场勘验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提高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火灾调

查质量�依据国家现行消防法律和规章�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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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现场勘验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灾现场勘验的术语、定义和技术要求�提出了火灾现场勘验的程序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火灾现场的勘验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907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GB/T 14107 消防基本术语  第二部分 

GB 16840.1 电气火灾原因技术鉴定方法 

GB/T 20162 火灾技术鉴定物证提取方法 

GA 502�2004 消防监督技术装备配备 

3 术语和定义 

GB/T 5907、GB/T 14107、GB 16840.1、GB/T 20162、GA 502-2004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标准。 

3.1  

火灾现场勘验  fire scene processing 

现场勘验人员依法并运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与火灾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表面等进

行勘查、验证�查找、检验、鉴别和提取物证的活动。 

3.2  

现场询问  on-scene interrogation 

为现场勘验提供勘验重点�印证现场勘验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所进行的打听、发问。 

3.3    

现场分析 on-scene analysis 

综合现场勘验、现场询问情况�对所获取的证据材料、调查线索进行筛选、研究、认定的过程。 

3.4  

放火案件线索  arson clue 

现场勘验、调查询问过程中发现的能够证明放火嫌疑的各种痕迹、物品、迹象、信息等。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火灾现场勘验装备应符合 GA 502-2004中 5.2.1.2的相关规定�技术条件应

能够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并应处于完好状态。  

4.1.2 负责火灾调查管辖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火灾报警后�应立即派员携带装备赶赴火灾现场�

及时开展现场勘验活动。 

4.2 现场勘验管辖 

xiaoniba
铅笔

xiaoniba
铅笔

xiaoniba
铅笔

xiaoniba
铅笔

xiaoniba
铅笔

xiaoniba
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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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火灾现场勘验由负责火灾调查管辖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实施�火灾当事人及其它有关单位

和个人予以配合。 

4.2.2 具有下列情形的火灾�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立即报告主管公安机关通知具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刑侦部门参加现场勘验� 

a)  有人员死亡的火灾� 

b)  国家机关、广播电台、电视台、学校、医院、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文物保护单位、邮政

和通信、交通枢纽等社会影响大的单位和部门发生的火灾� 

c)  具有放火嫌疑的火灾。 

4.2.3 发现放火案件线索�涉嫌放火罪的�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批准�将现场和调查材料一并

移交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并协助勘验�确认为治安案件的�移交治安部门。 

4.3 现场勘验职责 

4.3.1 火灾现场勘验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收集与火灾事实有关的证据、调查线索和其他信息�分析火

灾发生、发展过程�为火灾认定�办理行政案件、刑事诉讼提供证据。 

4.3.2 火灾现场勘验工作主要包括�现场保护、实地勘验、现场询问、物证提取、现场分析、现场处

理�根据调查需要进行现场实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勘验火灾现场由现场勘验负责人统一指挥�勘验人

员分工合作�落实责任�密切配合。  

4.3.3 火灾现场勘验负责人应具有一定的火灾调查经验和组织、协调能力�现场勘验开始前�由负责

火灾调查管辖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指定。     

4.3.4 现场勘验负责人应履行下列职责� 

a)  组织、指挥、协调现场勘验工作� 

b)  确定现场保护范围� 

c)  确定勘验、询问人员分工� 

d)  决定现场勘验方法和步骤� 

e)  决定提取火灾物证及检材� 

f)  审核、确定现场勘验见证人� 

g)  组织进行现场分析�提出现场勘验、现场询问重点� 

h)  审核现场勘验记录、现场询问、现场实验等材料� 

i)  决定对现场的处理。 

4.3.5 现场勘验人员应履行下列职责� 

a)  按照分工进行现场勘验、现场询问�  

b)  进行现场照相、录像�绘制现场图� 

c)  制作现场勘验记录�提取火灾物证及检材� 

d)  向现场勘验负责人提出现场勘验工作建议� 

e)  参与现场分析。 

4.4 现场保护 

4.4.1 火灾现场勘验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及时对现场外围进行观察�确定现场保护范围并组织实施保护�

必要时通知公安机关有关部门实行现场管制。 

4.4.2 凡留有火灾物证的或与火灾有关的其它场所应列入现场保护范围。 

4.4.3 封闭火灾现场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在火灾现场对封闭的范围、时间和要求等予以公告�采

用设立警戒线或者封闭现场出入口等方法�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情况特殊确需进入现场的�应经火灾现

场勘验负责人批准�并在限定区域内活动。 

4.4.4 对位于人员密集地区的火灾现场应进行围挡。 

4.4.5 火灾现场勘验负责人应根据勘验需要和进展情况�调整现场保护范围�经勘验不需要继续保护

的部分�应及时决定解除封闭并通知火灾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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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火灾现场勘验人员应对可能受到自然或者其他外界因素破坏的现场痕迹、物品等采取相应措施

进行保护。在火灾现场移动重要物品�应采用照相或者录像等方式先行固定。 

4.5 实地勘验 

4.5.1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勘验火灾现场�勘验人员不应少于二人。勘验现场时�应邀请一至二名与火

灾无关的公民作见证人或者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应记录见证人或者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

联系电话等。 

4.5.2 火灾现场勘验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应观察火场燃烧情况�向知情人了解有关火灾情况�注意

收集围观群众的议论�重要情况及时向现场勘验负责人报告。 

4.5.3 火灾现场勘验发现火灾场所、建筑有自动消防设施、监控设备等�勘验人员可以向有关单位和

个人调取相关的火灾信息资料。 

4.5.4 现场勘验人员进入现场勘验之前�应查明以下可能危害自身安全的险情�并及时予以排除� 

a)  建筑物可能倒塌、高空坠物的部位�  

b)  电气设备、金属物体是否带电� 

c)  有无可燃、有毒气体泄漏�是否存在放射性物质和传染性疾病、生化性危害等� 

d)  现场周围是否存在运行时可能引发建筑物倒塌的机器设备� 

e)  其他可能危及勘验人员人身安全的情况。 

4.5.5 火灾现场勘验人员勘验现场时�应按规定佩带个人安全防护装备。 

4.5.6 在道路上勘验车辆火灾现场�应按规定设置警戒线、警示标志或者隔离障碍设施�必要时通知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行交通管制。 

4.5.7 执行现场勘验任务的人员�应佩带现场勘验证件。 

4.5.8 火灾现场已被清理或者破坏�无法认定起火原因、统计直接经济损失的�也应制作现场勘验记

录�载明现场被清理或者破坏的情况。 

4.5.9 火灾现场勘验应遵守“先静观后动手、先照相后提取、先表面后内层、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

按照环境勘验、初步勘验、细项勘验和专项勘验的步骤进行�也可以由火灾现场勘验负责人根据现场实

际情况确定勘验步骤� 

a)  环境勘验� 

在观察的基础上拟定勘验范围、确定勘验顺序�主要内容是� 

1)  现场周围有无引起可燃物起火的因素�如现场周围的烟囱、临时用火点、动火点、电气线

路、燃气、燃油管线等� 

2)  现场周围道路、围墙、栏杆、建筑物通道、开口部位等有无放火或者其他可疑痕迹� 

3)  着火建筑物等的燃烧范围、破坏程度、烟熏痕迹、物体倒塌形式和方向� 

4)  现场周围有无监控录像设备� 

5)  环境勘验的其他内容。 

b)  初步勘验� 

通过观察判断火势蔓延路线�确定起火部位和下一步的勘验重点�主要内容是� 

1)  现场不同方向、不同高度、不同位置的烧损程度� 

2)  垂直物体形成的受热面及立面上形成的各种燃烧图痕� 

3)  重要物体倒塌的类型、方向及特征� 

4)  各种火源、热源的位置和状态� 

5)  金属物体的变色、变形、熔化情况及非金属不燃烧物体的炸裂、脱落、变色、熔融等情况� 

6)  电气控制装置、线路位置及被烧状态� 

7)  有无放火条件和遗留的痕迹、物品� 

8)  初步勘验的其他内容。 

c)  细项勘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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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燃烧痕迹、物品确定起火点。主要内容是� 

1)  起火部位内重要物品的烧损程度� 

2)  物体塌落、倒塌的层次和方向� 

3)  低位燃烧图痕、燃烧终止线和燃烧产物� 

4)  物体内部的烟熏痕迹� 

5)  设施、设备、容器、管道及电气线路的故障点� 

6)  尸体的位置、姿态、烧损部位、特征和是否有非火烧形成的外伤。烧伤人员的烧伤部位和

程度� 

7)  细项勘验的其他内容。 

d) 专项勘验。 

查找引火源、引火物或起火物�收集证明起火原因的证据。主要内容是� 

1)  电气故障产生高温的痕迹� 

2)  机械设备故障产生高温的痕迹� 

3)  管道、容器泄漏物起火或爆炸的痕迹� 

4)  自燃物质的自燃特征及自燃条件� 

5)  起火物的残留物� 

6)  动用明火的物证� 

7)  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物品� 

8)  专项勘验的其他内容。 

4.5.10 火灾现场勘验人员应对现场中的尸体进行表面观察�主要内容是尸体的位置、姿态、损伤、烧

损特征、烧损程度、生活反应、衣着等。 

4.5.11 翻动或者将尸体移出现场前应编号�通过照相或者录像等方式�将尸体原始状况及其周围的痕

迹、物品进行固定。观察尸体周围有无凶器、可疑致伤物、引火物及其他可疑物品。 

4.5.12 现场尸体表面观察结束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立即通知本级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部门进行

尸体检验。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应出具尸体检验鉴定文书�确定死亡原因。 

4.5.13 火灾现场勘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剖面法、逐层法、复原法、筛选法和水洗法等。  

4.6 现场勘验记录 

4.6.1 火灾现场勘验结束后�现场勘验人员应及时整理现场勘验资料�制作现场勘验记录。现场勘验

记录应客观、准确、全面、详实、规范描述火灾现场状况�各项内容应协调一致�相互印证�符合法定

证据要求。现场勘验记录包括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和现场录像等。 

4.6.2 现场勘验笔录应与实际勘验的顺序相符�用语应准确、规范。同一现场多次勘验的�应在初次

勘验笔录基础上�逐次制作补充勘验笔录。现场勘验笔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发现火灾的时间、地点�发生火灾单位名称、地址、起火部位�勘验时的气象情况�现场勘验
工作开始和结束时间�记录人等� 

b)  现场勘验负责人、勘验人员姓名、单位、职务� 

c)  现场勘验的过程和勘验方法� 

d)  现场的位置、建筑结构�主要存放物品、设备、主要烧毁物品、燃烧面积等情况� 

e)  整体燃烧程度�尸体、重要物品的位置、状态、数量和燃烧痕迹� 

f)  提取的痕迹物证名称、数量、特征、地点及提取方式� 

g)  其他与起火部位、起火点、引火源、引火物有关的痕迹物品� 

h)  现场勘验人员及见证人或者当事人签名。 

4.6.3 火灾现场勘验人员应制作现场方位图、现场平面图�绘制现场平面图应标明现场方位照相、概

貌照相的照相机位置�统一编号并和现场照片对应。根据现场需要�选择制作现场示意图、建筑物立面



GA 839-2009 

5 

图、局部剖面图、物品复原图、电气复原图、火场人员定位图、尸体位置图、生产工艺流程图和现场痕

迹图、物证提取位置图等。 

4.6.4 绘制现场图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a)  重点突出、图面整洁、字迹工整、图例规范、比例适当、文字说明清楚、简明扼要� 

b)  注明火灾名称、过火范围、起火点、绘图比例、方位、图例、尺寸、绘制时间、制图人、审核

人�其中制图人、审核人应签名� 

c)  清晰、准确反映火灾现场方位、过火区域或范围、起火点、引火源、起火物位置、尸体位置和

方向。 

4.6.5 现场照相的步骤�宜按照现场勘验程序进行。勘验前先进行原始现场的照相固定�勘验过程中

应对证明起火部位、起火点、起火原因物证重点照相。 

4.6.6 现场照相分为现场方位照相、概貌照相、重点部位照相和细目照相。现场照片应与起火部位、

起火点、起火原因具有相关性�并且真实、全面、连贯、主题突出、影像清晰�色彩鲜明。制作档案应

采用冲印或者专业相纸打印的照片�照片底片或者原始数码照片应妥善保管。     

现场照相还应遵循如下原则� 

a)  现场方位照相应反映整个火灾现场和其周围环境�表明现场所处位置和与周围建筑物等的关

系� 

b)  现场概貌照相应拍照整个火灾现场或火灾现场主要区域�反映火势发展蔓延方向和整体燃烧破

坏情况� 

c)  现场重点部位照相应拍照能够证明起火部位、起火点、火灾蔓延方向的痕迹、物品。重要痕迹、

物品照相时应放置位置标识� 

d)  现场细目照相应拍照与引火源有关的痕迹、物品�反映痕迹、物品的大小、形状、特征等。照

相时应使用标尺和标识�并与重点部位照相使用的标识相一致� 

e)  现场照片及其底片或者原始数码照片应统一编号�与现场勘验笔录记载的痕迹、物品一一对应。 

4.7 现场痕迹物品提取和委托鉴定 

4.7.1 火灾现场勘验过程中发现对火灾事实有证明作用的痕迹、物品以及排除某种起火原因的痕迹、

物品�都应及时固定、提取。现场中可以识别死者身份的物品应提取。 

4.7.2 现场提取火灾痕迹、物品�火灾现场勘验人员不应少于二人并应有见证人或者当事人在场。 

4.7.3 提取痕迹、物品之前�应采用照相或录像的方法进行固定�量取其位置、尺寸�需要时绘制平

面或立面图�详细描述其外部特征�归入现场勘验笔录。 

4.7.4 提取后的痕迹、物品�应根据特点采取相应的封装方法�粘贴标签�标明火灾名称、提取时间、

痕迹、物品名称、序号等�由封装人、证人或者当事人签名�证人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无法签名的�应

在标签上注明。检材盛装袋或容器必须保持洁净�不应与检材发生化学反应。不同的检材应单独封装。 

4.7.5 提取电气痕迹、物品应按照以下方法和要求进行� 

a)  采用非过热切割方法提取检材� 

b)  提取金属短路熔痕时应注意查找对应点�在距离熔痕 10cm处截取。如果导体、金属构件等不

足 10cm时�应整体提取� 

c)  提取导体接触不良痕迹时�应重点检查电线、电缆接头处、铜铝接头、电器设备、仪表、接线

盒和插头、插座等并按有关要求提取� 

d)  提取短路迸溅熔痕时采用筛选法和水洗法。提取时注意查看金属构件、导线表面上的熔珠� 

e)  提取金属熔融痕迹时应对其所在位置和有关情况进行说明� 

f)  提取绝缘放电痕迹时应将导体和绝缘层一并提取�绝缘已经炭化的尽量完整提取� 

g)  提取过负荷痕迹�应在靠近火场边缘截取未被火烧的导线 2m�5m。 

4.7.6 提取易燃液体痕迹、物品应在起火点及其周围进行�提取的点数和数量应足够�同时在远离起

火点部位提取适量比对检材�按照以下提取方法和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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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取地面检材采用砸取或截取方法。水泥、地砖、木地板、复合材料等地面可以砸取或将留有

流淌和爆裂痕迹的部分进行切割。各种地板的接缝处应重点提取�泥土地面可直接铲取�提取

地毯等地面装饰物�要将被烧形成的孔洞内边缘部分剪取� 

b)  门窗玻璃、金属物体、建筑物内、外墙、顶棚上附着的烟尘�可以用脱脂棉直接擦取或铲取� 

c)  燃烧残留物、木制品、尸体裸露的皮肤、毛发、衣物和放火犯罪嫌疑人的毛发、衣物等可以直

接提取� 

d)  严重炭化的木材、建筑物面层被烧脱落后裸露部位附着的烟尘不予提取� 

e)  按照 GB/T 20162 规定的数量提取检材。 

4.7.7 现场提取痕迹、物品应填写《提取火灾痕迹、物品清单》�由提取人和见证人或者当事人签名�

见证人、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无法签名的�应在清单上注明。 

4.7.8 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火灾痕迹、物品�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委托依法设立的物证鉴定机构进行�

并与物证鉴定机构约定鉴定期限和鉴定检材的保管期限。 

4.7.9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认为鉴定存在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情形的�应委托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补充鉴定可以继续委托原鉴定机构�重新鉴定应另行委托鉴定机构。 

4.7.10 现场提取的痕迹、物品应妥善保管�建立管理档案�存放于专门场所�由专人管理�严防损毁

或者丢失。 

4.8 现场询问 

4.8.1 火灾现场勘验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应立即开展调查询问工作�收集调查线索�确定调查方向和

重点。现场询问应及时、合法、全面、细致、深入、准确。 

4.8.2 火灾现场勘验人员进行现场询问时应出示证件�告知被询问人必须依法履行如实作证的义务和

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8.3 现场正式询问时�询问人不应少于二人�并应首先了解证人的身份及与火灾有无利害关系。询

问结束后�被询问人和询问人应分别在询问笔录上签名。 

4.8.4 询问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时�应有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场。其监护人确实无法通知或

者通知后未到场的�应在询问笔录中注明。 

4.8.5 现场询问根据火灾调查需要�有选择地询问火灾发现人、报警人、最先到场扑救人、消防员、

火灾发生前最后离开起火部位人、熟悉现场周围情况和生产工艺人、值班人、火灾肇事人、火灾受害人、

围观群众中议论起火原因、火灾蔓延情况的人和其他知情人。 

4.8.6 现场询问的主要内容是� 

a)  发现起火的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特征、火灾蔓延过程� 

b)  异常气味、声音� 

c)  火灾发生时现场人员活动情况以及是否发现有可疑人员� 

d)  用火、用气、用电、供电情况� 

e)  机器、设备运行情况� 

f)  物品摆放情况� 

g)  火灾发生之前是否有雷电过程发生等。 

4.8.7 进行询问的人员应查看现场�熟悉火灾现场情况。现场询问得到的重要情况�应和火灾现场进

行对照�必要时可以带领证人、当事人到现场进行指认或进行现场实验。 

4.9 现场实验 

4.9.1 为了证实火灾在某些外部条件、一定时间内能否发生或证实与火灾发生有关的某一事实是否存

在�可以进行现场实验。 

4.9.2 现场实验由火灾现场勘验负责人根据调查需要决定。 

4.9.3 现场实验应验证如下内容� 

a)  某种引火源能否引燃某种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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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某种可燃物、易燃物在一定条件下燃烧所留下的某种痕迹� 

c)  某种可燃物、易燃物的燃烧特征� 

d)  某一位置能否看到或听到某种情形或声音� 

e)  当事人在某一条件下能否完成某一行为� 

f)  一定时间内�能否完成某一行为� 

g)  其他与火灾有关的事实。 

4.9.4 实验应尽量选择在与火灾发生时的环境、光线、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条件相似的场所。

现场实验应尽量使用与被验证的引火源、起火物相同的物品。 

4.9.5 实验现场应封闭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实验结束后应及时清理实验现场。 

4.9.6 现场实验应由二名以上现场勘验人员进行。现场实验应照相�需要时可以录像�并制作《现场

实验报告》。实验人员应在《现场实验报告》上签名。 

4.9.7 《现场实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实验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  

b)  实验的环境、气象条件�  

c)  实验的目的�  

d)  实验的过程�  

e)  实验使用的物品、仪器、设备�  

f)  实验得出的数据及结论�  

g)  实验结束时间�参加实验人员签名。 

4.10 现场分析 

4.10.1 现场分析可以根据调查需要按阶段、分步骤或者随机进行�由火灾现场勘验负责人根据调查需

要决定并主持。 

4.10.2 现场分析时火灾现场勘验人员交换现场勘验和调查询问情况�将收集的证据和线索逐一进行筛

选�排除无关、虚假证据和线索�通过分析认定火灾的主要事实。 

4.10.3 现场分析和认定的主要内容包括� 

a)  有无放火嫌疑� 

b)  火灾损失、火灾类别、火灾性质、火灾名称� 

c)  报警时间、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起火原因� 

d)  下一步调查方向、需要排查的线索、调查的重点对象和重点问题� 

e)  是否复勘现场� 

f)  提出是否聘请专家协助调查的意见� 

g)  现场处理意见� 

h)  火灾责任人� 

i)  其他需要分析、认定的问题。 

4.10.4 现场分析应做好记录。 

4.10.5 下列情形为放火案件线索� 

a)  尸体有可疑的非火灾致死特征� 

b) 现场有来源不明的引火源、引火物�或有迹象表明用于放火的器具、容器、登高工具等� 

c) 建筑物门窗、外墙有非施救或逃生人员所为的破坏、攀爬痕迹� 

d) 非放火不可能造成两个以上起火点的� 

e) 监控录像记录有可疑人员活动的� 

f) 同一地区有相似火灾重复发生的� 

g) 其他非人为不可能引起火灾的。 

4.11 现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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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现场勘验、调查询问结束后�由火灾现场勘验负责人决定是否继续保留现场和保留时间。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保留现场� 

a)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 

b)  可能发生民事争议的火灾� 

c)  当事人对起火原因认定提出异议�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认为有必要保留的� 

d)  具有其他需要保留现场情形的。 

4.11.2 对需要保留的现场�可以整体保留或者局部保留�应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采取妥善措施进行保

护。对不需要继续保留的现场�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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