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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 593-2006

光致发光照相、录像方法规则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光致发光照相、录像方法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刑事、民事、治安等案件及交通肇事、自然灾害事故等事件中痕迹物证的光致发

光照相 、录像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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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 120-1995 刑事照相、录像词汇

3 术语和定义

    GA/T 120-1995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光致发光照相、录像 light stimulated lumin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以增强被摄物体亮度分布中的反差为目的，根据光致发光原理，利用照相、录像手段，记录被摄物体

在激发光的照射下发出的荧光亮度分布的照相、录像方法。

3.2

    光致可见荧光照相、录像 light stimulated fluor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以紫外线或蓝绿光作激发光源，记录被摄客体辐射的可见光亮度分布的光致发光照相、录像

3.2.1

    紫外光致可见荧光照相、录像 UV light stimulated fluor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以紫外线作激发光源的光致可见荧光照相、录像

3.2.2

    紫外低温光致可见荧光照相、录像 UV low temperature light stimulated fluor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被摄物体处在低温状态下的紫外光致可见荧光照相、录像。

3.2.3

    短波段光致可见荧光照相、录像 short wave light stimulated fluor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以蓝绿光作激发光源的光致可见荧光照相、录像。

3.2.4

    激光光致可见荧光照相、录像 laser light stimulated fluor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以激光作激发光源的光致可见荧光照相、录像。

3.3

    光致紫外荧光照相、录像 light stimulated UV fluor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以短波紫外线作激发光源，记录被摄客体辐射的长波紫外荧光亮度分布的照相、录像方法。

3.4

    光致红外荧光照相、录像 light stimulated IR fluor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以紫外线或蓝绿光作激发光源，记录被摄客体辐射的红外荧光亮度分布的照相、录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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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紫外光致红外荧光照相、录像 UV light stimulated IR fluor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以紫外线作激发光源的光致红外荧光照相、录像。

3.4.2

    短波段光致红外荧光照相、录像 short wave light stimulated IR fluor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
graphy

    以蓝绿光作激发光源的光致红外荧光照相、录像

3.4.3

    激光光致红外荧光照相、录像 laser light stimulated IR fluor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以激光作激发光源的光致红外荧光照相、录像。

3.4.4

    低温光致红外荧光照相、录像 low temperature light stimulated III fluorescent photography

and videography

    被摄物体处在低 温状态 下的光致红外荧光照相 、录像。

4 设 备器材

4.1 光 源

    长波紫外线灯、短波紫外线灯、蓝光灯、多波段光源、氢离子激光器。

4.2 逮光片

4.2.1 长、短波紫外透过滤光片和长、短波紫外透过液

    用于透过光源输出的紫外光，吸收光源输出的可见光。长波紫外透过滤光镜的中心波长为

365 nm，在300 nm ̂- 400 nm之间透过率不小于 60%。长波紫外透过液的透过范围为300 nm ̂-

400 nm，透过率不小于40%a短波紫外透过液的透过范围为200 nm^ 400 nm，透过率不小于4000。干

涉型短波紫外滤光镜的中心波长为254 nm，波段宽度10 nm-20 nm，中心波长透过率不小于20 ，杂

散光小于1。一‘。
4.2.2 紫外吸收滤光片

    用于吸收被客体反射的紫外光，透过被客体发射的荧光。在可见光区的透过率不小于80%，完全

吸收紫外光。

4.2.3 蓝绿光透过滤光片和蓝绿光透过液

    用于透过光源输出的蓝绿光，吸收光源输出的其他波长的光辐射。透过波长范围为400 nm-

550 nm，透过率不小于40%

4.2.4 红外滤光片

    用于透过红外光，吸收可见光和紫外光。可以是截止型长波通滤光镜或带通型滤光镜，透过率不小

于50 %，杂散光小于10-a e

4.3 照相机及镜头

    135,120单镜头反光式照相机、普通照相光学镜头或红外照相专用镜头。用于光致发光照相的照

相机，要求各部件不漏红外光。长波紫外荧光照相、录像，宜使用石英镜头。单反数码相机或500万像

素以上的科学型数码相机

4.4 附属器材

    近摄装置(近摄接圈、近摄皮腔、近摄镜、微距镜头)、三角架、翻拍架、快门线、比例尺、相机专用电源

或电池组、液氮槽、液体氮

4.5 感光胶片

    全 色胶 片、彩色胶 片、红外线胶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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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摄录像机

4.6.1 摄像机

    普通CCD摄像机、红外摄像机、有夜视功能的Soo万像素以上的数码摄像机。

4.6.2 附属录像器材

    监视器、视频打印机、视频线、录像机、录像带,DV带。

5 技术方法

5.1 准备好拍摄所需器材，根据荧光波长选择胶卷并装人照相机，安好快门线。照相机、摄录像机调整

好固定在三角架或翻拍架上。

52 固定被摄物，调整镜头和被摄物，使镜头光轴垂直被摄物平面。低温状态拍摄时，应将被摄物贴放

在钢板上，边缘用磁铁或金属条压住，并将钢板放在支架角铁上，钢板高度距盘底 1 cm

5.3 启动激发光源，选取适当波长的激发光，调节照射角度，输出功率尽可能大一些，必要时光源前加

滤光镜。

54 确定好取景范围，根据不同荧光的特性调准焦点，依据激发光波长和被摄物的荧光光谱特性，选择

滤光镜装在镜头前。

5.5 低温状态拍摄时，应将液氮安全注人液氮槽，直到稳定液面完全浸没被摄物面。

5.6 关闭室内其他光源，在无杂散光条件，确定好曝光量进行系列曝光拍照。拍照完毕后，进行冲洗等

后期 制作工作 。

数码相机或数码摄像机拍摄要 求

6.1 使用数码相机或数码摄像机拍摄时，应使用夜视档，可以直接用LCD取景，自动对焦，自动曝光，

并根据画面明亮程度，适当进行曝光补偿，也可以采用包围式曝光。使用手动对焦应按照5. 4的规定。

6.2 根据配光光源选择白平衡。注意此时不宜使用自动白平衡。

6.3 根据光线情况设定感光度。在光线允许情况下选择感光度ISO loo或ISO 200,避免设定感光度

值过高或过低，不应使用自动感光度。

6.4 根据物证尺寸及表现范围设定画幅尺寸。一般情况下，指纹可选择1 024X768，足迹选择2 O00 X

1 500。压缩率选择Fine或极佳，尽量减少细节损失。

图像处理、存储和传输要求

图像处理应使用专用图像处理软件。

图像存储要求原始图像、处理图像同时存储并记录处理过程。

使用公安网进行图像传输 。

7

7.1
7.2
73
安全防护

在使用紫外线和激光作为激发光源进行光致发光照相和录像时，要作好安全防护工作。

应在安放紫外光源和激光器的房门上和光源的外壳及其操作面板上张贴警告标记。

安放激光器时，应注意使激光束路径避开正常人工作时的眼睛的水平位置。

使用紫外光源和激光器前，要带好防护眼镜和防护手套。工作中人眼不得与出光口平行对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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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工作在紫外光源和激光器下，应穿着防护服，不应将皮肤暴露在光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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