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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0_94_E7_81_AB_E7_c62_645700.htm 1 概述 近几年， 电气

线路设备故障或违章使用引起的火灾居高不下， 严重危害国

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 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

电气火灾突发性强、隐蔽性强， 特别是某些电气工程因非正

规安装， 布线方式混乱， 容易引发电气故障， 也容易引起火

灾。非电气原因引起的火灾在发生和蔓延过程中， 电气设施

处于火焰高温作用， 破坏电气绝缘， 带电线路相继发生短路

等诱发电气故障。因此， 在疑难火灾原因认定过程中， 怎样

理解电气起火源和周围可燃物之间的关系， 电气火灾痕迹物

证与起火源之间的关系， 火灾原因认定和技术鉴定之间的关

系， 是火调人员在工作实践中应该着重掌握的事情， 也是查

清事实， 处理责任事故的关键。本文就多年来从事现场和火

因鉴定工作的实践， 谈谈具体的看法和涉及的有关问题。 来

源：www.100test.com 2 电气火灾原因认定和残留物技术鉴定 

火灾原因认定是火灾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火灾调查与相

关部门合作， 经过人员询问、现场勘查、物证鉴定等环节， 

对引起火灾之原因给出准确的判定意见。火灾原因认定的正

确与否， 取决于火调人员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火场残留

物的烧毁状态和特征规律，物证残存痕迹的分析、判别与鉴

定， 有赖于发现者（目击者）、扑救者等的指证。可以说特

大疑难火灾电气原因的认定与排除是多学科知识和专家经验

综合运用的结果。若不注重火灾现场中的每一个重要环节， 

都将导致火灾原因认定缺乏科学性、准确性， 甚至出现偏差



或错判， 影响公安消防部门火灾原因认定的公信力， 也不利

于司法机关判定火灾纠纷。从技术角度看， 火灾原因认定必

须首先确定起火点或部位， 通过残留物状态分析火灾发生、

发展的时空关系， 痕迹物证之间相互的证明关系， 判定火流

方向和蔓延方向， 最终找到起火点（部位）。其次， 必须在

起火点（部位） 处查清引起火灾的起火源。由于引起火灾的

原因种类较多， 起火空间的限制， 火灾的模式也是多样的， 

残留物存在的状态和特征也是不同的。提取必要的痕迹物证

或残留物进行技术鉴定或检验， 对鉴定结论或检验结果再经

现场勘验核实， 排除可疑因素， 才能查清火灾原因。其三， 

根据痕迹物证鉴定情况， 痕迹物证与其它痕迹物证的相互指

证关系， 火灾发生前物证的电气故障征兆等因素， 对引起电

气故障的进一步分析， 判明电气故障引起的原因， 为分清事

故责任提供科学依据。所以， 疑难电气火灾的认定是一项较

为系统的辨识过程， 是现场勘查物证分析勘查核实的反复过

程， 每一环节均不可偏废。 重特大疑难电气火灾残留物技术

鉴定是通过利用科学的试验方法和手段， 对火灾现场中提取

的痕迹物证形成的原因或性质进行鉴别， 目的是为电气火灾

原因认定提供更为可靠的技术支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火灾原因认定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凭经验或感觉判

定痕迹的性质将逐渐为科学分析方法和技术所取代， 因而技

术鉴定在火灾认定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目前广泛应用的

电气火灾原因技术鉴定方法主要有宏观分析法、金相分析法

、成分分析法、剩磁分析法、综合分析法、模拟试验法等， 

上述方法为认定火灾起火原因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 技

术鉴定只是火因认定过程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而不能取代火



因认定， 必需将火因技术鉴定和现场勘查有机结合起来， 才

能使火因认定更科学、更准确、更有可信力。从目前消防管

理体制来看， 火因认定属于消防监督机关的业务范畴，而火

因技术鉴定大都是科研单位或鉴定中心从事的技术服务范畴

， 鉴定单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不参与火灾现场的调查工作

， 只对消防监督机关送检的痕迹物证形成的性质进行分析。

由于痕迹形成是能量在时间和空间、火灾环境及其故障模式

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着火前发生故障形成的痕迹大多数是

构成火灾的直接因素， 又如构成电气火灾的故障痕迹又被火

焰作用而破坏或提取不到， 会造成火因认定和技术鉴定结论

的不一致。因此不能将技术鉴定绝对化、形式化， 单纯的以

技术鉴定结论作为证据， 而不综合分析火灾中出现的相关因

素， 这不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认定方法。 来源：考试大 火

灾调查实践证明， 火灾原因认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辨识

过程。电气物证鉴定（本文主要是论述残留物技术鉴定） 是

电气火灾认定和排除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定结论是火因认定

的重要证据。但技术鉴定鉴别痕迹的熔化性质（原因） ， 只

能说明电气故障或诱发故障发生的结果， 并不说明故障形成

的原因。 3 主要技术鉴定术语的理解 3.1 一次短路熔痕一次短

路熔痕是指铜铝导线在着火前发生短路故障而残留的熔化痕

迹。它包含三种含义： 其一，“着火前”表示处于非火灾环

境（自然环境） ； 其二， 表示电气线路发生短路故障， 不

考察短路形成的原因； 其三， 表示短路时释放的热能使导线

熔化到凝固的过程。在勘查现场过程中， 对技术鉴定做出的

一次短路熔痕结论，应重点注意以下问题：本文来源:百考试

题网 （1） 查清在着火前一段时间内， 电气线路或设备有无



发生故障，发生故障后的维修情况， 是否将故障残存部分弃

留在起火部位或起火点处。如某汽车制造厂火灾， 送检的物

证鉴定为一次短路熔痕， 后经现场勘查和访问核实， 该送检

物证为检验汽车电瓶是否带电所使用过的导线。 （2） 查清

着火前电气有无异常情况， 包括烟雾、气味、声光、电压波

动等。如电气绝缘烧损伴随着较强的刺激味道， 短路是线路

之间的放电过程， 发生短路时有一定的声响和弧光等。 （3

） 应注意是否有利用电气设施进行纵火的可能性， 用电气设

施短路纵火是人为地使不等电位的带电导体发生短路引燃可

燃物起火。所以这要通过查清起火点处是否留有可疑物品， 

是否有助燃剂的存在来确定。 （4） 长距离悬挂带电导体如

架空线等在已着火情况下被烧断后， 又在重力拉动下其电源

侧线路向支撑点方向移位而脱离最先着火部位， 这时发生对

地或其他金属短路， 则痕迹鉴定结果表现为一次短路熔痕特

征。应查清整个线路有无短缺， 痕迹发生的具体位置，与搭

接地面或金属物质痕迹是否重合， 痕迹下面有无可疑物品等

。 （5） 瞬间多点短路， 电气回路有时因高压或过流，会发

生沿电源方向移动的多点短路， 引起火灾的短路点不一定发

生在供电线路末端， 也就是第一次短路的位置。 3.2 二次短

路熔痕二次短路熔痕为铜铝导线在火焰或高温作用下，因绝

缘破坏而发生短路时残留的痕迹。它也包含三个含义： 其一

， 表示痕迹的形成处于火灾环境中或高温分布区域； 其二， 

表示电气因绝缘破坏发生诱发性短路故障， 其三， 表示短路

释放的热能和高温热能共同作用使导线发生熔化和凝固的过

程。在火灾原因认定过程中，如鉴定结论为二次短路熔痕， 

又找不到其它电气痕迹，大多数排除电气火灾的可能性。但



应注意以下问题： （1） 构成火灾的短路痕迹可能在火焰的

作用下遭到破坏， 形成火烧熔痕或重新发生短路， 特别是成

束电缆火灾， 某一部位发生短路， 起始是由电缆芯外侧表面

发生短路， 引燃绝缘起火， 电缆芯部又发生短路， 在强大的

电弧和火焰作用下， 原先形成的一次短路熔痕容易遭致烧毁

， 留下的痕迹反映出二次短路熔痕特征。 （2） 对电热器具

的电源线和大功率照明线路（如白炽灯、卤素灯） ， 即使鉴

定为二次短路痕迹， 只要查清电源线和发热元件是直接连通

的或电源线和发热元件之间的开关处于闭合状态， 就可以证

明电热器具在起火前处于带电状态， 这是电热器具烤燃可燃

物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3） 对电磁式电气设备如变压器、

镇流器、接触器等若鉴定在绕组（线圈） 上的熔痕为二次短

路熔痕， 不能排除线圈引起火灾的可能性。因为线圈（绕组

） 过流，温升过高， 使匝间绝缘炭化冒烟起火， 继而发生匝

间或层间短路， 则短路痕迹由以前定义为二次短路痕迹， 现

应改为线圈（绕组） 故障形成的电热熔痕， 用以区分火烧短

路即二次短路痕迹。否则， 结论或定义不清楚， 对火灾原因

认定有着重大的影响。 3.3 电热作用形成的熔化痕迹接触不良

引起火灾往往在接点处留下电热作用熔化痕迹， 对痕迹的鉴

别是认定接触不良火灾的主要技术依据。然而就其痕迹形成

原理来看， 一方面由于接触不良如收缩电阻或膜电阻过大以

及松动、振动等原因形成， 另一方面接点的超容量使用， 长

期小范围过电流形成， 这种接触故障往往形成时间较长， 伴

有恶性循环， 容易引起火灾， 从目前的技术角度只能定义为

电热作用形成的熔化痕迹。在此应着重提及的事项是接点通

过故障（线路原发性故障和火灾诱发性故障） 大电流， 大大



超过接点的容量， 短时作用也会形成接点电热作用熔化痕迹

， 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 但较少见。对于这类痕迹主要根据

火灾现场蔓延方向、燃烧规律和火流方向， 缩小起火部位的

范围。另外通过检查接点所带的负荷工作状态和线路情况， 

如线路有无短路痕迹， 接点处有无发生金属崩溅等可认定或

排除接点过热引起火灾的可能性。 4 结语 在火灾调查过程中

， 电气残留的痕迹物证十分普遍， 必须将电气痕迹物证同其

他痕迹物证联系起来， 形成以起火点为中心向四周蔓延的立

体分布体系， 才能揭示火灾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燃烧规律及

其变化。痕迹物证勘验在火场勘查过程中处处体现， 涉及广

泛的经验知识和鉴定技术。为适应火灾调查技术发展的需要

， 必须建立电气火灾调查知识和概念体系， 探索痕迹物证勘

验更为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 并逐渐完善， 以更好地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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