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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5907《消防词汇》分为五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术语;
———第2部分:火灾预防;
———第3部分:灭火救援;
———第4部分:火灾调查;
———第5部分:消防产品。
本部分为GB/T5907的第4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与本部分相关的通用术语收录在GB/T5907的第1部分中。为了方便,本部分重复列出了GB/T5907

第1部分和第2部分的部分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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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标准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1)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鲁志宝、姚松经、韩子忠、邸曼、刘振刚、毕少颖、陈克、田桂花、张得胜、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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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词汇 第4部分:火灾调查

1 范围

GB/T5907的本部分界定了与火灾调查有关的常用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适用于火灾调查、消防管理、消防标准化、消防科学研究、教学、咨询、出版及其他有关的工作

领域。

2 术语和定义

2.1 一般术语

2.1.1 
炭 char(n)
物质在热解或不完全燃烧过程中形成的含碳残余物。
[GB/T5907.1—2014,定义2.46]

2.1.2 
炭化 char(v)
材料热解或不完全燃烧。
[GB/T5907.1—2014,定义2.47]

2.1.3 
炭化深度 chardepth
材料的残余炭化深度(2.1.4)和烧失炭化深度(2.1.5)之和。

2.1.4 
残余炭化深度 remnantchardepth
材料燃烧后残余炭化(2.1.2)层的深度。

2.1.5 
烧失炭化深度 burnedawaychardepth
材料被火烧失部分的深度。

2.1.6 
灰烬 ash
物质完全燃烧生成的粉末状残余物。
[GB/T5907.2—2015,定义2.6.50]

2.1.7 
烟怠 soot
有机物质不完全燃烧时所产生并沉积的微粒,主要是炭(2.1.1)的微粒。
[GB/T5907.2—2015,定义2.6.44]

2.1.8 
分界线 boundary
火灾中的热效应和烟效应在对各种物体作用时,由于作用的程度不同而在受作用区和非受作用区

之间形成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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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火灾蔓延 firespread
火焰或热烟气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

2.1.10 
过火面积 theareaofanfireinvolved
火灾高温作用所涉及的范围。

2.1.11 
火灾现场 firescene
发生火灾的区域和留有与火灾原因有关的痕迹、物证的场所。

2.1.12 
火场再现 firescenereconstruction
在火灾原因(2.1.21)调查分析中,模拟再现火灾发生实际场景的过程。

2.1.13 
现场分析 on-sceneanalysis
综合现场勘验、现场询问(2.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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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 
火灾现场记录 recordingthefirescene
对火灾现场(2.1.11)情况进行的客观记载。

2.1.15 
起火部位 areaoforigin
火灾起始的房间或区域。

2.1.16 
起火点 pointoforigin
火灾起始的地点。

2.1.17 
引火源 ignitionsource
使物质开始燃烧的外部热源(能源)。
[GB/T5907.1—2014,定义2.43]

2.1.18 
起火物 initialfuel
最先被点燃的物质。

2.1.19 
助燃剂 accelerant
能够加速物质燃烧的燃料或氧化剂。

2.1.20 
短路 shortcircuit
带电导体之间形成的低电阻接触现象。

2.1.21 
火灾原因 firecause
导致火灾发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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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火灾原因调查 firecauseinvestigation
通过火灾现场(2.1.11)实地勘验、现场询问(2.2.16)和火灾物证(2.1.28)技术鉴定等工作,分析认定

火灾原因(2.1.21)的活动。

2.1.23 
起火原因 ignitioncause
引燃起火物的直接、唯一的原因。

2.1.24 
灾害成因 causeofdisasterformation
在火灾中燃烧失控并造成特定灾害结果的系列因素。

2.1.25 
火灾损失 fireloss
火灾导致的火灾直接经济损失(2.1.26)和人身伤亡人数。

2.1.26 
火灾直接经济损失 directeconomicfireloss
火灾导致的火灾直接财产损失(2.1.27)、火灾现场处置费用、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等三项损失

之和。

2.1.27 
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directpropertyfireloss
财产(不包括货币、票据、有价证券等)在火灾中直接被烧毁、烧损、烟熏、砸压、辐射以及在救援抢险

中因破拆、水渍、碰撞等所造成的损失。

2.1.28 
火灾物证 physicalevidenceoffirescene
火灾现场(2.1.11)中提取的,能有效证明火灾发生原因的物体及痕迹。

2.1.29 
火灾痕迹 firepattern
物体燃烧、受热后所形成的可观测的物理、化学变化的现象。

2.1.30 
火灾痕迹物证 physicalevidenceoffirepattern
证明起火原因(2.1.23)和火灾发生、发展、熄灭过程的一切带有火灾痕迹(2.1.29)的物体。

2.1.31 
物证鉴定 identificationofphysicalevidence
利用专门的仪器设备、技术手段以及依靠鉴定人的经验和知识,按照相关的鉴定标准和技术规程,

对火灾物证(2.1.28)的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作出鉴定结论的过程。

2.2 现场勘验术语

2.2.1 
火灾现场勘验 firescene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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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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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环境勘验 surroundingareaexamination
现场勘验人员在火灾现场(2.1.11)的外围进行巡视、观察和记录火灾现场(2.1.11)外围和周边环境

的勘验活动。

2.2.3 
初步勘验 preliminaryexamination
现场勘验人员在不触动现场物体和不变动现场物体原始位置的情况下对火灾现场(2.1.11)内部进

行的初步的、静态的勘验活动。

2.2.4 
细项勘验 particularitemexamination
现场勘验人员在初步勘验的基础上,对各种痕迹物证进行的进一步勘验活动。

2.2.5 
专项勘验 specialitemexamination
现场勘验人员对火灾现场(2.1.11)收集到的引火物、发热体以及其他能够产生火源能量的物体、设

备、设施等特定对象所进行的勘验活动。

2.2.6 
烟熏痕迹 sootinesspattern
物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游离碳粒子,在流动时吸附于物体表面或侵入物体空隙中形成的一种状态

和印迹。

2.2.7 
倒塌痕迹 collapsepattern
物体或建筑构件在火灾发生、发展过程中失去平衡,由原位置向失去支撑的方向发生移动、转动,甚

至发生变形,而后其残体在新的位置上重新堆积形成稳定状态的印迹。

2.2.8 
变色痕迹 coloringpattern
在火灾热作用下,物体发生颜色变化后形成的印迹。

2.2.9 
变形痕迹 metamorphosingpattern
物体的整体结构或某一构件,在火灾现场(2.1.11)热作用和外力作用下,其外部形状发生某种程度

的改变而形成的印迹。

2.2.10 
熔化痕迹 meltingpattern
融化痕迹

固体物质受热发生熔化或熔融、软化、流淌,冷却后外形发生变化而形成的印迹。

2.2.11 
炭化痕迹 charringpattern
固体可燃物在炭化(2.1.2)过程中形成的印迹。

2.2.12 
灰化痕迹 ashingpattern
可燃物完全燃烧后,以灰烬(2.1.6)的形式堆积形成某种形状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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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炸裂痕迹 burstingpattern
物体受到高温或外力的作用产生裂纹、裂缝或断裂所留下的印迹。

2.2.14 
流淌痕迹 liquidflowingpattern
易燃或可燃液体在静止或流动状态下发生燃烧后,在其接触的物体表面上形成的印迹。

2.2.15 
清洁燃烧痕迹 cleanburnpattern
不燃物体表面上的烟气沉积物被进一步燃烧干净,呈现出局部干净而周围存在烟气沉积物的印迹。

2.2.16 
现场询问 on-sceneinterrog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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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 
现场实验 testfor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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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再现性试验。

2.2.18 
放火案件线索 incendiaryc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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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证、迹象、信息等。

2.2.19 
火灾现场照相 photographingthefirescene
运用照相技术,按照火灾调查工作的要求和现场勘验的规定,用拍照的方式对火灾现场(2.1.11)的

一切有关事物的记录。

2.2.20 
火灾现场方位照相 sequentialphotographingthefirescene
以整个火灾现场(2.1.11)及现场周围环境为拍摄对象,反映火灾现场(2.1.11)所处的位置及其与周

围事物关系的照相。

2.2.21 
火灾现场概貌照相 fullscalephotographingthefirescene
以整个火灾现场(2.1.11)或现场中心地段为拍摄内容,反映火灾现场(2.1.11)的全貌以及现场内各

部分关系的照相。

2.2.22 
火灾现场重点部位照相 photographingimportantareasinthefirescene
以火灾现场(2.1.11)起火点(2.1.16)、起火部位(2.1.15)或燃烧炭化(2.1.2)破坏严重部位、遗留尸

体、痕迹或可疑物品等所在部位为拍摄内容,反映火灾痕迹(2.1.29)、物品在火灾现场的位置、状态及与

周边事物的关系的照相。

2.2.23 
火灾现场细目照相 detailphotographingthefirescene
以与引火源(2.1.17)有关的痕迹、物品为拍摄对象,反映痕迹、物品的大小、形状等特征的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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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火灾物证鉴定术语

2.3.1 鉴定方法

2.3.1.1 
薄板层析法 thinlayerchromatographyanalysis
将试样(2.3.3.2)与标准样在同一薄层板点样、展开、显色后,再进行对比,用以进行火灾现场(2.1.11)

常见易燃液体及其燃烧残留物鉴定的方法。

2.3.1.2 
红外光谱法 infraredspectroscopyanalysis
依据不同物质组成结构不同,利用红外特征吸收技术,对火灾物证(2.1.28)进行鉴定、检测的方法。

2.3.1.3 
紫外光谱法 ultravioletspectrumanalysis
依据不同物质组成结构不同,利用紫外特征吸收技术,对火灾物证(2.1.28)进行鉴定、检测的方法。

2.3.1.4 
气相色谱-质谱(GC-MS)法 gaschromatography/massspectrometry(GC-MS)analysis
利用气相色谱-质谱(GC-MS)检测技术,依据总离子流色谱图和提取离子流色谱图辨别特征谱峰

对火灾物证(2.1.28)进行鉴定、检测的方法。

2.3.1.5 
液相色谱法 liquidchromatographyanalysis
利用液相色谱检测技术,依据检测器得到的特征谱峰对火灾物证(2.1.28)进行鉴定、检测的方法。

2.3.1.6 
液相色谱-质谱(LC-MS)法 liquidchromatography-massspectrometry(LC-MS)analysis
利用液相色谱-质谱检测技术,对不挥发性、极性和热不稳定性的火灾物证(2.1.28)进行分析鉴定的

方法。

2.3.1.7 
差热分析法 differentialthermalanalysis
依据火灾物证(2.1.28)样 品 与 参 比 物 之 间 的 温 差(ΔT)随 温 度 或 时 间 的 变 化 关 系,判 定

火灾物证(2.1.28)的热效应的分析方法。

2.3.1.8 
热重分析法 thermogravimetricanalysis
在程序控制温度下分析火灾物证(2.1.28)样品的质量与温度变化关系,以确定火灾物证(2.1.28)样

品的热稳定性的分析方法。

2.3.1.9 
俄歇分析法 augerelectronspectroscopycomponentanalyticmethod
利用俄歇电子表面分析系统对火灾现场(2.1.11)中导线短路(2.1.20)熔珠(2.3.2.2)孔洞内表面的

成分进行分析,依据其所含成分质量百分比的不同,判断导线短路(2.1.20)是一次短路熔痕(2.3.2.6)或
二次短路熔痕(2.3.2.7)的方法。

2.3.1.10 
宏观法 macroscopicmethod
用肉眼、放大镜或显微镜对火灾现场(2.1.11)中残留的导线熔痕(2.3.2.1)进行观察,依据其外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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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确定导线熔痕(2.3.2.1)熔化性质的方法。

2.3.1.11 
金相分析法 metallographicanalyticmethod
对火灾现场(2.1.11)残留的金属熔痕(2.3.2.1),包含熔珠(2.3.2.2),进行金相分析,依据其显微组织

特征判定其熔痕(2.3.2.1)性质的方法。

2.3.1.12 
剩磁法 residualmagneticmethod
对火灾现场(2.1.11)中电流通路或雷电流通路附近的铁磁物质进行剩磁检测,依据检测数据判定

在火灾现场(2.1.11)中是否发生过短路(2.1.20)或雷电现象的方法。

2.3.1.13 
微观形貌法 microcosmicappearancemethod
对火灾现场(2.1.11)中的残留的痕迹进行表面形貌的观察分析,依据其微观形貌特征判定

熔痕(2.3.2.1)化学性质的方法。

2.3.1.14 
电气火灾模拟试验法 simulatedtestmethod
通过还原火灾现场(2.1.11)电气设备使用状态,起火时的环境条件,起火部位(2.1.15)的可燃物放

置情况等,确定电气设备发生故障并引燃可燃物的鉴定方法。

2.3.2 电气熔化痕迹

2.3.2.1 
熔痕 meltedmark
在外界火焰或短路(2.1.20)电弧高温作用下,在金属表面,特别是铜、铝导线上形成的球状、凹坑

状、瘤状、尖状及其他不规则的微熔或全熔痕迹。

2.3.2.2 
熔珠 meltedbead
导体在外界火焰或短路电弧的高温作用下熔化,掉落后形成的珠状熔痕(2.3.2.1)。

2.3.2.3 
电热熔痕 meltedmarkbyelectricarcorcurrent
金属导体因电弧或电流热作用形成的熔痕(2.3.2.1)。

2.3.2.4 
短路熔痕 shortcircuitmeltedmark
导体在短路电弧高温作用下形成的熔痕(2.3.2.1)。

2.3.2.5 
火烧熔痕 meltedmarkduetofireburning
受火灾现场(2.1.11)高温作用发生熔化,在金属表面,特别是铜、铝导线上形成的熔痕(2.3.2.1)。

2.3.2.6 
一次短路熔痕 primaryshortcircuitedmeltedmark
在正常环境条件下,铜、铝导线因本身故障发生短路,在导线上形成的熔痕(2.3.2.1)。

2.3.2.7 
二次短路熔痕 secondaryshortcircuitedmeltedmark
在火灾环境条件下,铜、铝导线产生故障而引发短路,在导线上形成的熔痕(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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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8 
熔化过渡区 fusiontransition
熔化区与未熔化区的交界区域。

2.3.2.9 
短路迸溅熔珠 splashdownmeltedbeadcausedbyshortcircuited
导体发生短路(2.1.20)或电弧故障后,瞬间熔化并喷溅到其他物体上形成的熔珠(2.3.2.2)。

2.3.3 物证与对比样品

2.3.3.1 
检材 testingmaterial
从火灾现场(2.1.11)提取的,对火灾事实有指示、确定作用并可委托鉴定机构分析、检测的物证。

2.3.3.2 
试样 trialsample
从检材(2.3.3.1)中经过筛选、提取,并在实验室中进行处理后,适合仪器检测的检材(2.3.3.1)。

2.3.3.3 
对比样品 comparisonsample
已知其物理、化学属性,在物证检验鉴定过程中用于和检材(2.3.3.1)对比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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