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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考 查 目 标

本科目考核内容包括刑事科学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两部分。要求考生准确掌握刑事

科学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具备应用所学的知识去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和素质。具体包括：

1. 掌握刑事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与技术，掌握刑事影

像技术、电子物证检验技术和视听资料检验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等，

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 掌握分析数字电路逻辑功能的数学方法，掌握门电路、常用组合逻辑部件、触

发器、计数器、寄存器、555 定时器等的功能与应用，掌握组合逻辑电路、同步时序逻

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刑事科学技术 75 分

数字电子技术 75 分

四、试卷的题型结构

1.简答题（共 3小题，每小题 5分，共 15 分）（刑事科学技术 3小题）

2.论述题（共 3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刑事科学技术 3小题）

3.综合应用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刑事科学技术 2小题）

4.化简题（共 2小题，每小题 3分，共 6分）（数字电子技术 2小题）

5.画图题（共 1小题，每小题 7分，共 7分）（数字电子技术 1小题）

6.分析题（共 4小题，每小题 8分，共 32 分）（数字电子技术 4小题）

7.设计题（共 3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数字电子技术 3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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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考 查 内 容

第一部分《刑事科学技术》

一、刑事科学技术概述

（一）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

1.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

2.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内容

（二）刑事科学技术的内容体系

1.刑事科学技术总论

2.刑事科学技术分论

（三）刑事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

1.物质交换原理

2.种属认定原理

3.同一认定原理

（四）刑事科学技术的任务和作用

1.刑事科学技术的任务

2.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

二、刑事影像技术

（一）现场摄影与摄像

1.现场拍摄的工作步骤

2.现场摄影与摄像的内容及拍摄要点

3.现场拍摄的表现手法

4.现场照片案卷制作

（二）物证摄影

1.物证摄影的一般要求

2.物证摄影的通用技术手段

3.物品类物证的拍摄记录方法

4.物证的检验摄影方法

（三）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1.数字图像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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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图像处理的方法及应用

三、痕迹检验

（一）手印检验

1.手纹的特性

2.手的外形结构与手掌皮肤组织结构

3.手掌面皮肤花纹的类型与特征

4.手印的形成与分类

5.现场手印的寻找、发现

6.潜在手印的显现方法

7.现场手印的记录和固定提取

8.样本手印的收取

9.手印鉴定

10.指纹自动识别系统

（二）足迹检验

1.足迹的分类

2.足迹的特征

3.现场足迹的勘验

4.现场足迹的记录

5.足迹分析

6.足迹鉴定

（三）工具痕迹检验

1.工具痕迹的基本类型

2.常见的工具痕迹及其特征

3.工具痕迹的发现、识别和提取

4.分析工具痕迹

5.工具痕迹鉴定

（四）枪弹痕迹检验

1.射击弹头、弹壳上的痕迹特征

2.弹着痕迹

3.枪弹痕迹的勘验

4.枪弹痕迹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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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痕迹检验

1.车辆痕迹检验

2.整体分离痕迹检验

3.纺织品痕迹检验

4.开锁、破锁痕迹检验

5.牙齿痕迹检验

四、文件检验

（一）笔迹检验

1.笔迹检验原理

2.笔迹特征

3.笔迹检验的方法

4.非正常笔迹检验

（二）印刷文件检验

1.印刷文件与印刷文件检验

2.货币、票证检验

3.印章印文检验

4.印刷机具鉴别

5.印刷品来源鉴别

（三）污损文件检验

1.污损文件与污损文件检验

2.变造文件检验

3.文字记载模糊的文件检验

（四）文件制成时间检验

1.文件制成时间检验的途径

2.字迹书写时间的检验

3.印文盖印时间的检验

4.字迹与印文形成时序的判断

五、微量物证检验

（一）爆炸物证检验

1.爆炸物及其残留物种类

2.炸药爆炸与易燃物爆炸的现场特征



6

3.爆炸物证的采取、包装

4.爆炸物证的检验

（二）射击残留物检验

1.射击物与射击残留物

2.射击残留物的分布

3.射击残留物的采集和包装

4.射击残留物的检验

（三）油脂、涂料检验

1.油脂物证的采集与包装

2.油脂物证的分析

3.涂料的组成

4.常用涂料的品种和特性

5.涂料物证的采集与包装

6.涂料物证的分析检测

（四）纤维检验

1.纺织纤维的特征

2.纺织纤维上的染料

3.纺织品的分类

4.纤维物证的特点与采集

5.纤维物证的检测

六、电子物证检验

（一）电子数据取证技术

1.电子数据取证的分类

2.电子数据取证的原则

3.电子数据取证的流程

4.电子数据的提取与固定

5.移动终端取证技术

（二）电子数据检验技术

1.数据恢复技术

2.系统痕迹检验技术

3.电子邮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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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即时通信检验

5.软件的同一性、相似性检验

6.软件功能检验

（三）电子物证检验工具

1.检验工具

2.设备配置与技术能力

七、视听资料检验

（一）图像资料检验

1.图像伪造篡改的主要方式

2.图像资料检验的主要方法

（二）法庭语音检验技术

1.法庭语音检验技术的基本内容

2.法庭语音检验的技术方法

3.语音证据的特点

4.语音证据的作用

第二部分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一、数制和码制

（一）数制

（二）二进制算术运算

1.二进制算术运算的特点

2.反码、补码和补码运算

3.几种常用的编码

二、逻辑代数基础

（一）逻辑代数中的三种基本运算

（二）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和常用公式

（三）逻辑代数的基本定理

1.代入定理

2.反演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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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偶定理

（四）逻辑函数及其描述方法

1.逻辑函数及描述方法

2.逻辑函数的两种标准形式

（五）逻辑函数的化简方法

1.公式化简法

2.卡诺图化简法

3.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及其化简

4.多输出逻辑函数的化简

5.逻辑函数形式的变换

三、组合逻辑电路

（一）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二）组合逻辑电路的基本设计方法

（三）若干常用的组合逻辑电路模块

1.编码器

2.译码器

3.数据选择器

4.加法器

5.数值比较器

6.组合逻辑电路中的竞争-冒险

四、半导体存储电路

（一）SR 锁存器

（二）触发器

（三）寄存器

五、时序逻辑电路

（一）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1.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2.时序逻辑电路的状态转换表、状态转换图、状态机流程图和时序图

（二）若干常用的时序逻辑电路

1.移位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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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数器

3.顺序脉冲发生器

4.序列信号发生器

（三）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1.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2.时序逻辑电路的自启动设计

六、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电路

（一）施密特触发电路

（二）单稳态电路

（三）多谐振荡电路

1.对称式多谐振荡电路

2.非对称式多谐振荡电路

3.环形振荡电路

4.用施密特触发电路构成的多谐振荡电路

（四）555 定时器及其应用

1.555 定时器的电路结构和功能

2.用 555 定时器接成的施密特触发电路

3.用 555 定时器接成的单稳态电路

4.用 555 定时器接成的多谐振荡电路

Ⅳ．参考试题及答案要点

一、简答题（共 3小题，每小题 5分，共 15 分）

1.简述寻找、发现现场手印的方法。

参考答案：

（1）透射光观察法；

（2）反射光观察法；

（3）多波段光源观察法；

（4）紫外观察照相系统观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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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

二、论述题（共 3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1.试述犯罪嫌疑人足迹的确定。

参考答案：

现场勘查中发现的作案人活动区域中发现的足迹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所留，也可能是

事主、报案人或其他无关人员所留。因此，要紧密结合现场情况和具体案情，进行全面

分析，以确定犯罪嫌疑人所留足迹。通常可以从以下方面判断：

（1）根据足迹的遗留部位确定；

（2）根据足迹的新旧程度判断；

（3）根据足迹的特征确定；

（4）根据足迹与其他痕迹物证的关系确定；

（5）通过甄别排除确定嫌疑足迹。

以下略。

三、综合应用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光滑黑色硬质平面塑料表面遗留的一枚汗潜指纹，最好使用粉末显现法中的何种

粉末进行刷显，并说明操作方法。

参考答案：

最好用铝粉显现法。具体操作：用普通毛刷蘸取少量粉末，在光滑黑色硬质平面塑

料表面遗留指纹处轻轻垂直扫动，在纹线显现出之后，应顺着纹线的流向刷显，直至指

纹被完全显现出来，然后将毛刷上的多余粉末抖净，用毛刷将被显客体表面多余粉末清

扫干净即可。

四、化简题（共 2小题，每题 3分，共 6分）
1. 用公式法简化函数式

)( GHADEBDDBBCCBCAABF  。

参考答案：

)( GHADEBDDBBCCBCAABF 

= G)ADE(HBDDBBCCB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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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DDBBCCBA 

= DCBDDBBCCBA 

= DCDBBCA 

五、画图题（共 1小题，每题 7分，共 7分）

1.试说明图示器件的名称，当它在图示波形 CP、S 及 R 作用下，请画出相应的输出

波形 Q及Q ．设 Q（0）=0，且不计传输时延。

1S
C1
1R 

Q

Q

S
CP
R

CP

S

R

Q

Q t

参考答案：

 CP 

S 

R 

Q 

Q  

t 
名称：RS锁存器或同步RS触发器或电平触发RS触发器。

六、分析题（共 4小题，每题 8分，共 32 分）

1.如图所示八选一数据选择器，其中，电路有 3个输入变量 A，B，C和 1个控制变

量 M，分析电路的逻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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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0 1 2 3 4 5 6 7, 0, 0, , 0, , , 1D M D D D M D D M D M D       

由此列出真值表

M=0 M=1

当 M＝0 时实现“意见一致”功能，即 A，B，C状态一致时输出为 1；当 M＝1时实现“多

数表决”功能，即输出与 A，B，C中多数的状态一致。

七、设计题（共 3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1.试用 JK FF 设计一个同步减法计数器，当输入信号 X=0 时，计数器状态保持不变；

当 X=1 时，状态变化为 11，10，01，00，11…，画出电路图。

参考答案：

列出状态转换表，并导出激励表

X
Qn

1 Qn
0 Qn

1
1 Qn

0
1 J n

1 Kn
1 J n0 Kn

0

0 0 0 0 0 0 － 0 －

0 0 1 0 1 0 － － 0

0 1 0 1 0 － 0 0 －

0 1 1 1 1 － 0 － 0

1 0 0 1 1 1 － 1 －

1 0 1 0 0 0 － － 1

1 1 0 0 1 － 1 1 －

1 1 1 1 0 －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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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

J XQ

K XQ

1 0

1 0










，

J X

K X

0

0










.

电路图







SS
1J1J

1K
C1 C1

R R
1K



 
 



FF1FF0X Q0 Q1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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