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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XF 839—2009《火灾现场勘验规则》，与 XF 839—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

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术语“火灾现场勘验”和“现场询问”（见 3.1、3.2，2009年版的 3.1、3.2）；

——删除了术语“放火案件线索”（见 2009年版的第 3章）；

——增加了安全防护的技术要求和火灾现场危害因素的内容（见 4.3）；

——更改了公安机关保护现场的技术要求及现场保护范围（见 5.1、5.2，2009年版的 4.4.1、
4.4.2）；

——更改了自动消防设施、安防设施的勘验要求，更改了环境勘验、初步勘验、细项勘验、专项

勘验、尸体勘验、制图和照相的技术要求（见第 6章，2009年版的 4.5）；

——更改了现场询问中被询问人员的范围（见第 7章，2009版的 4.8）；

——增加了视频提取与分析的技术要求（见第 8章）；

——增加了自燃火灾物证提取的技术要求（见 9.2.3）；

——更改了现场实验的一般要求，增加了火灾视频调查实验的技术要求（见第 10章，2009版的

4.9）；

——更改了现场分析的主要内容（见 11.3，2009版的 4.10.3）；

——增加了将现场移交公安机关的技术要求（见 12.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灾调查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11）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9年首次发布为 GA 839—2009，根据应急管理部 2020年第 5号公告，标准编号由 GA
839—2009调整为 XF 839—2009；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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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指导和规范火灾现场勘验工作，提高火灾现场勘验质量，保障火灾现场勘验工作的科学性和公

正性，依据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制定本文件。通过建立更为规范、完整和操作强的技术文件，使消

防救援机构火调人员开展火灾现场勘验时有据可依，使火灾现场勘验工作充分发挥发现、收集证据材

料和调查线索的作用，推动提高勘验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完成火灾原因认定和延伸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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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现场勘验规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火灾现场勘验职责、设备和装备、安全防护等要求，确立了火灾现场勘验的程序，

描述了火灾现场勘验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消防部门对火灾现场的勘验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5907.1 消防词汇 第1部分：通用术语

GB/T 5907.4 消防词汇 第4部分：火灾调查

GB/T 16840.1 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方法 第1部分：宏观法

GB/T 20162 火灾技术鉴定物证提取方法

XF/T 1464 火灾调查职业危害安全防护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5907.1、GB/T 5907.4、GB/T 1684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火灾现场勘验 fire scene examination
依法对与火灾有关的场所、物品、痕迹、人身、尸体表面等进行勘查、验证，发现、鉴别和提取

火灾痕迹物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火灾证据材料并进行记录的活动。

[来源：GB/T 5907.4-2015，2.2.1，有修改]

3.2

现场询问 on-scene interrogation
为火灾现场勘验（3.1）提供勘验重点，印证现场勘验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在火灾现场对相关知情

人所进行的打听、发问的活动。

[来源：GB/T 5907.4-2015，2.2.6，有修改]

3.3

现场分析 on-scene analysis
综合火灾现场勘验（3.1）和现场询问（3.2）等调查情况，对所获取的证据材料、调查线索进行筛

选、研究、判定的过程。

[来源：GB/T 5907.4-2015，2.1.13]

4 总体要求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XF/T 839-20XX

2

4.1 火灾现场勘验职责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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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调查线索和其他信息，为

分析火灾发生、发展过程，认定火灾原因提供证据。

4.1.2 火灾现场勘验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现场保护、实地勘验、现场询问、视频提取与分析、物证

提取、现场分析和现场处理，并根据调查需要进行现场实验和检验鉴定。

4.1.3 火灾现场勘验应确定负责人。火灾现场勘验负责人（以下简称“勘验负责人”）应履行的职责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组织、指挥、协调火灾现场勘验工作；

b) 确定现场保护范围和安全防护措施，组织对火灾现场危害进行评估并确定安全防护措施；

c) 确定火灾现场勘验人员分工、勘验方法、内容和步骤；

d) 决定提取火灾物证等证据材料及检材；

e) 决定聘请、邀请相关专业人员协助调查；

f) 决定并主持现场分析，审核火灾现场勘验相关材料；

g) 报请消防部门负责人批准组织实施现场实验；

h) 决定对火灾现场的处理。

4.1.4 火灾现场勘验人员（以下简称“勘验人员”）应按照分工履行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进行实地勘验、现场询问；

b) 根据调查需要，开展视频分析、现场实验；

c) 进行现场照相、录像、制图；

d) 提取火灾物证等火灾证据材料；

e) 制作火灾现场勘验记录、视频分析报告、现场实验报告等；

f) 参与现场分析。

4.2 火灾现场勘验设备和装备

4.2.1 勘验人员应携带必要的勘验设备和装备。

4.2.2 勘验设备和装备包括安全防护类装备、现场保护类装备、现场勘验类装备、现场询问类装备、

电子数据提取与分析类装备以及其他必要的装备。

4.3 安全防护

4.3.1 勘验人员遵循“先辨识、再评估、后进入”的原则，组织对危害因素进行辨识，分析、预测和

评估其危害程度，在采取有效控制和防范措施并经勘验负责人同意后，方可进入现场开展工作。

4.3.2 火灾现场危害因素涉及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建筑物可能垮塌、建筑构件可能坠落的部位；

b) 深坑，高温、湿滑、结冰及积水场所；

c) 尖锐物体；

d) 带电线路及设备；

e) 压力容器；

f) 粉尘、燃烧残留物颗粒，易燃易爆物品；

g) 放射性物质、有毒物质、腐蚀性物质；

h) 致病性微生物、传染病媒介物。

i) 勘验人员应根据火灾现场危害因素的种类和特点，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的性能和用途，选择使

用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4.3.3 勘验人员个人防护装备的穿戴和安全防护要求应符合 XF/T 1464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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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保护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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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消防部门应通知

公安机关协助保护火灾现场。

5.2 根据现场勘验需要，与火灾发生、发展、蔓延及危害后果直接相关的场所均可列入现场保护范

围。

5.3 封闭火灾现场的，消防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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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围栏或者封闭现场出入口等方式，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并在现场勘验结束后及时解除现场封

闭。情况特殊确需进入现场的，应经勘验负责人同意，并由勘验人员陪同在限定区域内活动。

5.4 勘验负责人应根据勘验需要和调查进展情况，调整现场保护范围。经勘验不需要保护的部分，消

防部门应及时调整现场保护范围并予以公告。

5.5 勘验人员应对可能受到自然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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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采用照相或录像等方式先行固定。

6 实地勘验

6.1 一般要求

6.1.1 勘验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应观察火场燃烧情况，开展现场走访，向知情人了解有关火灾的情

况，收集现场围观人员的言论和记录等信息，及时向勘验负责人报告重要情况。

6.1.2 勘验人员可根据调查需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资料：

a) 自动消防设施的火灾报警、联动控制触发、动作、反馈等运行状态信息；

b) 安防设施的相关报警信息；

c) 网络、智能用电终端、电网监控等运行的相关信息、数据；

d) 温度、湿度、风力、风向、雷电等气象信息；

e) 地震时间、地点（经纬度和参考地名）、震源深度、震级等地震信息；

f)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信息；

g) 监控视频、数码产品视频、网络视频等与火灾现场有关的视频和电子数据资料；

h) 建筑及其配套设施、设备的相关图纸。

6.1.3 火灾现场已被清理或破坏，难以通过火灾现场勘验寻找火灾事故认定证据的，应在火灾现场勘

验记录中载明现场被清理或破坏的情况。

6.2 勘验步骤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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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由勘验负责人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确定勘验步骤。

6.2.2 环境勘验是勘验人员在火灾现场的外围进行巡视、观察和记录火灾现场外围和周边环境的勘验

活动，目的是在观察的基础上拟定勘验范围、确定环境勘验顺序，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现场周围有无引起火灾的因素，如现场周围的烟囱、用火点、动火点、电气线路、燃气、燃

油管线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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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疑痕迹；

c) 现场周围有无可提供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的视频监控、建筑消防设施、安防设施等设

施、设备；

d) 建筑物的燃烧范围、破坏程度、烟熏痕迹、物体倒塌形式和方向。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XF/T 839-20XX

4

6.2.3 初步勘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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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进

行的初步的、静态的勘验活动，目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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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现场不同方向、不同高度、不同位置的烧损程度；

b) 垂直物体形成的受热面及立面上形成的各种燃烧图痕；

c) 重要物体倒塌的类型、方向及特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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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电气控制装置、线路位置及被烧状态，断电、断网情况；

f) 各种火源、热源的位置和状态；

g) 有无放火条件和遗留的痕迹、物品。

6.2.4 细项勘验是勘验人员在初步勘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各种痕迹、物品进行清理、识别及提取的

动态的勘验活动，目的是根据燃烧痕迹、物品确定起火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起火区域内重要物品的烧损程度；

b) 物体塌落、倒塌的层次和方向；

c) 低位燃烧图痕、燃烧终止线和燃烧产物；

d) 物体内部的烟熏痕迹；

e) 受伤人员的损伤部位和程度；

f) 设施、设备、容器、管道及电气线路的故障点。

6.2.5 专项勘验是勘验人员对火灾现场发现的引火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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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收集证明起火原因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电气故障或者电器本身产生高温的痕迹；

b) 机械设备故障产生高温的痕迹；

c) 管道、容器泄漏物起火或爆炸的痕迹；

d) 自燃物质的自燃特征及自燃条件；

e) 起火物的残留物；

f) 动用明火的物证；

g) 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物品；

h) 引火源、起火物周边可燃物种类和分布情况。

6.3 尸体勘验

6.3.1 勘验人员应对尸体表面进行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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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抓握物等。

6.3.2 移动尸体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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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尸体周围有无可疑致伤物、引火源及其他可疑物品，有无喷溅状等异常的血迹形态特征。

6.4 火灾现场勘验记录

6.4.1 火灾现场勘验时，勘验人员应及时记录、整理火灾现场勘验资料，制作火灾现场勘验记录，包

括火灾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和现场录像、录音等。火灾现场勘验记录应客观、准确、全

面、详实地记录勘验发现的火灾现场状况，内容符合法定证据要求。

6.4.2 火灾现场勘验笔录应与实际勘验的内容相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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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现场勘验笔录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发现火灾的时间、地点，发生火灾单位名称、地址、起火场所，火灾现场勘验工作开始和结

束时间，记录人等；

b) 勘验负责人、勘验人员姓名、单位、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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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火灾现场勘验的过程；

d) 现场的位置、建筑情况，主要存放物品、设备、主要烧毁物品、过火面积等情况；

e) 整体燃烧程度，尸体、受伤人员、重要物品的位置、状态、数量和燃烧痕迹；

f) 提取的痕迹物品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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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物有关的痕迹、物证；

h) 勘验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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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在现场勘验

笔录上注明。

6.4.3 勘验人员应制作现场方位图、现场平面图。根据现场需要，选择制作现场示意图、建筑物立面

图、局部剖面图、火灾视频点位分布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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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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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部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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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部位（起火点）、引火源、起火物位

置、尸体位置和方向等主要火灾事实。

6.4.4 勘验人员宜按照 XF/T 1249的要求进行现场照相。勘验前先进行原始现场的拍照，勘验过程中

应对证明起火部位（起火点）、起火原因的火灾物证进行重点拍照。现场照相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a) 反映整个火灾现场及其周围环境，反映现场所处位置及其与周围建筑物等的关系；

b) 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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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能够证明起火部位（起火点）、火灾蔓延方向的痕迹、物品时应放置位置标识；

d) 拍照与引火源有关的痕迹、物品时应使用标尺和标识，并与重点部位拍照时使用的标识一

致，反映该痕迹、物品的大小、形状、特征等。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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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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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证一一对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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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现场询问

7.1 勘验人员应根据调查需要，通知火灾发现人员、报警人员、最先到场扑救的人员、消防救援人

员、火灾发生前最后离开起火部位的人员、熟悉现场周围情况和生产工艺的人员、值班人员、火灾肇

事嫌疑人、火灾受害人等知情人员到现场接受询问。

7.2 现场询问知情人应单独进行，并采用录音、录像等方式全过程记录，可根据需要制作询问笔录。

7.3 现场询问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发现起火的时间、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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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火前现场原貌；

g) 火灾发生前是否有大风、雷电活动等天气现象及发生情况。

8 视频提取与分析

8.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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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勘验人员应及时对火灾视频资料进行提取与分析。

8.1.2 火灾视频资料主要包括记录火灾现场及反映火灾发生、发展和蔓延线索的监控视频、数字产品

拍摄的视频等。

8.2 提取与保存

8.2.1 了解报警时间、燃烧特征、燃烧范围、起火建筑结构、出入口分布、摄像机（拍摄人员）位置

等火灾现场勘验和现场询问信息。

8.2.2 实地查看监控摄像机、摄录设备安装（拍摄）位置、方向、角度、拍摄范围以及周边道路、水

源、建（构）筑物等标志物信息。

8.2.3 收集火灾现场监控系统、摄录设备的运行（使用）情况、品牌型号、技术参数、拍摄参数、视

频格式、视频调取转存方法、保存期限、管理人（所有人）联系方式等信息。

8.2.4 收集监控系统电气线路布置图、安装施工图和摄像机分布图。

8.2.5 利用现有地图、卫星照片、建筑设计、施工、装修图和火灾现场平面图制作监控摄像机、摄录

设备的分布图，标注监控摄像机、摄录设备编号、位置、方位、角度、拍摄范围相关信息。

8.2.6 分组分区域调取火灾现场的火灾视频资料，优先调取起火时段、起火区域、探头全覆盖区域、

保存期限短的视频资料，同步收集监控系统、摄录设备的登录密码及专用视频播放软件。调取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模拟视频监控系统（CCTV）视频资料，可采用提取录像带、转录录像带和视频信号转录

（使用视频采集设备将视频信号采集到电脑并生成视频数字文件）；

b) 数模混合视频监控系统（DVR）视频资料，可采用直接拷贝，系统导出，拆除主机硬盘拷贝

（镜像）或整机提取；

c) 网络视频监控系统（NVR）视频资料，可采用联系监控系统管理人（所有人），网络存储服

务商系统导出，硬盘网线直读，拆除主机硬盘拷贝（镜像）或整机提取；

d) 摄录设备视频资料，可采用自带程序导出、直接拷贝或整机提取；

e) 因技术或设备原因无法调取视频资料，可采用主机硬盘拷贝（镜像）或及时送专业技术部门

进行调取；

f) 监控系统、摄录设备在火灾中受到损坏无法调取火灾视频资料的，应及时送专业技术部门、

机构进行修复并调取。

8.2.7 优先使用对视频画质影响最小的方法导出视频资料，使用压缩率最小的视频格式以及最大的分

辨率、波特率和帧率，最大程度保持视频画质。

8.2.8 调取火灾视频资料时，应校对视频资料的显示时间与北京时间的误差。

8.2.9 同步调取能够清晰、全面反映起火前现场原貌的对比视频资料。手机、运动相机等摄录设备的

对比视频资料可采用相同型号设备、拍摄位置、高度、方向、角度和参数拍摄灾后现场的方式获取。

8.2.10 火灾视频资料应制作备份，防止数据丢失和误删、改。存储火灾视频资料和软件的硬盘、U
盘、光碟等存储介质应制作火灾视频资料调取记录。

8.3 视频分析

8.3.1 对提取的火灾视频资料应及时进行分析，必要时消防部门可委托依法设立的鉴定机构进行视频

分析。火灾视频资料分析均需在备份视频上进行，使用对火灾视频资料画质影响最小的方式开展视频

分析研判工作。

8.3.2 检索火灾视频资料可采用调节播放速度、视频亮度（对比度、锐利度、色彩、画面大小等参

数）以及多画面查看等方式，检索发现的关键线索视频资料需制作火灾视频资料检索记录表，记载关

键线索视频资料的基本信息、时间误差、关键帧画面显示时间和北京时间、异常现象、可疑人员活动

情况等内容，截取关键线索的视频片段、关键帧画面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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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根据调查需要，火灾视频资料分析获取的与认定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起火原因等

相关的关键线索视频资料需进行验证，可采取实地勘验和现场实验等方法验证。

8.3.4 根据调查需要，经勘验负责人批准后，可进行火灾视频调查现场实验。火灾视频调查实验应在

相同或接近火灾视频拍摄位置、方向、角度、参数、环境等条件下开展。火灾视频调查实验应照相或

者录像，制作火灾视频调查实验报告，并由实验人员签字。

8.3.5 进行视频分析应制作火灾视频资料分析报告，分析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起火原

因、蔓延过程等内容。

8.3.6 火灾视频资料分析报告应及时反馈给火灾事故调查人员，指导现场勘验、现场询问和火灾事故

认定等工作。

9 物证提取与检验鉴定

9.1 一般要求

9.1.1 火灾现场勘验过程中发现对火灾事实有证明作用的痕迹、物品以及可排除某种或某几种起火原

因的痕迹、物品，都应及时固定、提取。

9.1.2 现场提取火灾痕迹、物品时，勘验人员不应少于两人并应有见证人、证人或当事人在场。

9.1.3 提取前，应采用照相或录像的方法对痕迹、物品进行固定，量取其位置、尺寸，必要时可绘制

平面或立面图辅助说明，并详细描述其外部特征，归入火灾现场勘验笔录。

9.1.4 对提取后的痕迹、物品，应根据其特点采取相应的方法分别封装，粘贴标签，标明火灾名称和

封装痕迹、物品的名称、编号及提取时间等，由封装人、见证人、证人或者当事人签名，见证人、证

人、当事人拒绝签名或无法签名的，应在标签上注明。检材盛装袋或容器应完好并保持洁净，不应与

检材发生化学反应。对特殊检材，应采取相应方法提取和包装，防止损坏或被污染。

9.2 提取方法和要求

9.2.1 提取电气故障痕迹、物品应按照以下方法和要求进行：

a) 采用冷切割的方法提取检材；

b) 提取导线熔痕时应注意查找对应点，将熔痕连同导线一起提取，可在距离熔痕 10cm以上的

导线处截取，如果导体、金属构件等不足 10cm时，可整体提取；

c) 提取电连接部位导体痕迹时，应注意检查电线与电缆接头，铜铝导线接头，电器设备、仪

表、接线盒开关和插头、插座等；

d) 提取熔珠时采用筛选法和水洗法，注意查找金属构件、导线表面上的熔珠；

e) 提取金属熔化痕迹时可对其所在位置和有关情况进行说明；

f) 提取绝缘层残留痕迹时，将导体和绝缘层一并提取，可提取火场边缘的未被火烧的导线，截

取线路的长度可为 2m～5m。

9.2.2 提取易燃液体痕迹、物品应按照以下提取方法和要求进行：

a) 地面检材采用砸取或截取的方法提取，水泥、地砖、木地板、复合材料等地面可砸取或将留

有流淌和爆裂痕迹的部分进行切割并提取，泥土地面可直接铲取，地毯等地面装饰物应将被

烧形成的孔洞内边缘部分剪取，各种地板的接缝处应重点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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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燃烧残留物，木制品，尸体的毛发、衣物和放火犯罪嫌疑人的毛发、衣物等可直接提取；

d) 提取检材应在起火部位（起火点）及其周围进行，并在远离起火部位（起火点）提取适量比

对检材，提取数量应满足 GB/T 2016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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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提取自燃火灾物证，应提取与起火点处燃烧物相同的物质，提取的物证应未受火场高温及扑救

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时，可提取起火部位（起火点）处的炭化残留物。

9.2.4 提取设备中具有磨损、断裂等痕迹的零部件。

9.2.5 现场提取痕迹、物品应填写火灾痕迹物品提取清单，由提取人、见证人、证人或当事人签名；

见证人、证人、当事人拒绝签名或无法签名的，应在火灾痕迹物品提取清单上注明。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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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丢失。

9.3 委托检验鉴定

9.3.1 火灾痕迹、物品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消防部门应委托依法设立的鉴定机构进行，并与鉴定机

构约定鉴定期限和鉴定检材的保管期限。

9.3.2 消防部门认为存在需要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情形的，应委托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补充鉴定可

继续委托原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应另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

10 现场实验

10.1 一般规定

10.1.1 为了验证火灾在某些条件下、一定时间内能否发生或证实与火灾发生有关的事实是否存在，

可进行现场实验。

10.1.2 现场实验由勘验负责人组织进行，也可联合或委托相关单位进行。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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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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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位置能否看到某种情形或听到某种声音；

e) 在某一条件下能否完成某一行为或过程；

f) 验证起火部位或起火点；

g) 其他与火灾有关的事实。

10.2 现场实验内容

10.2.1 现场实验宜选择在与火灾发生时的光线、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环境条件相似的场所进

行，使用与被验证的引火源、起火物相同的物品。火灾视频调查实验应在火灾现场的同一时间段和相

似环境条件下进行。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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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 现场实验应由两名以上人员进行。现场实验应照相、录像，并制作现场实验报告。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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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使用的物品、仪器、设备；

e) 实验的过程；

f) 实验得出的数据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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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实验结束时间，参加实验人员签名。

11 现场分析

11.1 勘验负责人可根据火灾现场勘验需要决定并主持现场分析。

11.2 现场分析时，勘验人员应交换实地勘验和现场询问等情况，将收集的证据和线索逐一进行筛

选，排除无关、虚假的证据和线索，通过分析确认火灾事实。

11.3 现场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

a) 有无放火嫌疑；

b) 火灾损失、火灾性质、火灾等级；

c) 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起火原因；

d) 下一步调查方向、方法、需要排查的线索、调查的重点对象和重点问题；

e) 是否需要复勘现场；

f) 是否需要聘请专家协助调查或通知公安机关协作；

g) 对火灾现场的处理意见；

h) 火灾肇事嫌疑人；

i) 实地勘验、现场询问获得的证据材料和调查线索；

j) 其他需要分析、确认的问题。

12 现场处理

12.1 火灾现场勘验结束后，应由勘验负责人决定是否继续保留现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保留

现场：

a) 有人员伤亡的和较大社会影响的；

b) 可能发生民事纠纷的；

c) 其他有必要保留的情形。

12.2 保留现场的可整体保留或局部保留，应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采取妥善措施进行保护。

12.3 不需要继续保留现场的，应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

12.4 有放火嫌疑的火灾现场应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XF/T 839-20XX

10

参考文献

[1] XF/T 1249 火灾现场照相规则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年第二次修正

[3]火灾事故调查规定（公安部令第121号）

[4]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61号）

[5]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国办发〔2017〕7号）

[6]民用航空器事故和飞行事故征候调查规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179号）

[7]消防救援机构与公安机关火灾调查协作规定（应急〔2021〕6号）

[8]消防救援机构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应急〔2021〕77号）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目    次
	前    言
	引    言
	火灾现场勘验规则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4.1　火灾现场勘验职责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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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调查线索和其他信息，为分析火灾发生、发展
	4.1.2　火灾现场勘验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现场保护、实地勘验、现场询问、视频提取与分析、物证提取、现场分析和现
	4.1.3　火灾现场勘验应确定负责人。火灾现场勘验负责人（以下简称“勘验负责人”）应履行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
	4.1.4　火灾现场勘验人员（以下简称“勘验人员”）应按照分工履行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4.2　火灾现场勘验设备和装备
	4.2.1　勘验人员应携带必要的勘验设备和装备。
	4.2.2　勘验设备和装备包括安全防护类装备、现场保护类装备、现场勘验类装备、现场询问类装备、电子数据提取与分析

	4.3　安全防护
	4.3.1　勘验人员遵循“先辨识、再评估、后进入”的原则，组织对危害因素进行辨识，分析、预测和评估其危害程度，在
	4.3.2　火灾现场危害因素涉及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4.3.3　勘验人员个人防护装备的穿戴和安全防护要求应符合XF/T 1464中的规定。


	5　现场保护
	6　实地勘验
	6.1　一般要求
	6.2　勘验步骤
	6.3　尸体勘验
	6.4　火灾现场勘验记录

	7　现场询问
	7.1　勘验人员应根据调查需要，通知火灾发现人员、报警人员、最先到场扑救的人员、消防救援人员、火灾发生前最后
	7.2　现场询问知情人应单独进行，并采用录音、录像等方式全过程记录，可根据需要制作询问笔录。
	7.3　现场询问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8　视频提取与分析
	8.1　一般要求
	8.1.1　勘验人员应及时对火灾视频资料进行提取与分析。
	8.1.2　火灾视频资料主要包括记录火灾现场及反映火灾发生、发展和蔓延线索的监控视频、数字产品拍摄的视频等。

	8.2　提取与保存
	8.2.1　了解报警时间、燃烧特征、燃烧范围、起火建筑结构、出入口分布、摄像机（拍摄人员）位置等火灾现场勘验和现
	8.2.2　实地查看监控摄像机、摄录设备安装（拍摄）位置、方向、角度、拍摄范围以及周边道路、水源、建（构）筑物等
	8.2.3　收集火灾现场监控系统、摄录设备的运行（使用）情况、品牌型号、技术参数、拍摄参数、视频格式、视频调取转
	8.2.4　收集监控系统电气线路布置图、安装施工图和摄像机分布图。
	8.2.5　利用现有地图、卫星照片、建筑设计、施工、装修图和火灾现场平面图制作监控摄像机、摄录设备的分布图，标注
	8.2.6　分组分区域调取火灾现场的火灾视频资料，优先调取起火时段、起火区域、探头全覆盖区域、保存期限短的视频资
	8.2.7　优先使用对视频画质影响最小的方法导出视频资料，使用压缩率最小的视频格式以及最大的分辨率、波特率和帧率
	8.2.8　调取火灾视频资料时，应校对视频资料的显示时间与北京时间的误差。
	8.2.9　同步调取能够清晰、全面反映起火前现场原貌的对比视频资料。手机、运动相机等摄录设备的对比视频资料可采用
	8.2.10　火灾视频资料应制作备份，防止数据丢失和误删、改。存储火灾视频资料和软件的硬盘、U盘、光碟等存储介质应

	8.3　视频分析
	8.3.1　对提取的火灾视频资料应及时进行分析，必要时消防部门可委托依法设立的鉴定机构进行视频分析。火灾视频资料
	8.3.2　检索火灾视频资料可采用调节播放速度、视频亮度（对比度、锐利度、色彩、画面大小等参数）以及多画面查看等
	8.3.3　根据调查需要，火灾视频资料分析获取的与认定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起火原因等相关的关键线索视频
	8.3.4　根据调查需要，经勘验负责人批准后，可进行火灾视频调查现场实验。火灾视频调查实验应在相同或接近火灾视频
	8.3.5　进行视频分析应制作火灾视频资料分析报告，分析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起火原因、蔓延过程等内容。
	8.3.6　火灾视频资料分析报告应及时反馈给火灾事故调查人员，指导现场勘验、现场询问和火灾事故认定等工作。


	9　物证提取与检验鉴定
	9.1　一般要求
	9.1.1　火灾现场勘验过程中发现对火灾事实有证明作用的痕迹、物品以及可排除某种或某几种起火原因的痕迹、物品，都
	9.1.2　现场提取火灾痕迹、物品时，勘验人员不应少于两人并应有见证人、证人或当事人在场。
	9.1.3　提取前，应采用照相或录像的方法对痕迹、物品进行固定，量取其位置、尺寸，必要时可绘制平面或立面图辅助说
	9.1.4　对提取后的痕迹、物品，应根据其特点采取相应的方法分别封装，粘贴标签，标明火灾名称和封装痕迹、物品的名

	9.2　提取方法和要求
	9.2.1　提取电气故障痕迹、物品应按照以下方法和要求进行：
	9.2.2　提取易燃液体痕迹、物品应按照以下提取方法和要求进行：
	9.2.3　提取自燃火灾物证，应提取与起火点处燃烧物相同的物质，提取的物证应未受火场高温及扑救的影响。进行对比分
	9.2.4　提取设备中具有磨损、断裂等痕迹的零部件。
	9.2.5　现场提取痕迹、物品应填写火灾痕迹物品提取清单，由提取人、见证人、证人或当事人签名；见证人、证人、当事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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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损毁或丢失。

	9.3　委托检验鉴定
	9.3.1　火灾痕迹、物品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消防部门应委托依法设立的鉴定机构进行，并与鉴定机构约定鉴定期限和鉴
	9.3.2　消防部门认为存在需要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情形的，应委托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补充鉴定可继续委托原鉴定机构


	10　现场实验
	10.1　一般规定
	10.1.1　为了验证火灾在某些条件下、一定时间内能否发生或证实与火灾发生有关的事实是否存在，可进行现场实验。
	10.1.2　现场实验由勘验负责人组织进行，也可联合或委托相关单位进行。
	10.1.3　现场实验应验证如下内容：

	10.2　现场实验内容
	10.2.1　现场实验宜选择在与火灾发生时的光线、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环境条件相似的场所进行，使用与被验证的引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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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　现场实验应由两名以上人员进行。现场实验应照相、录像，并制作现场实验报告。
	10.2.4　现场实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1　现场分析
	11.1　勘验负责人可根据火灾现场勘验需要决定并主持现场分析。
	11.2　现场分析时，勘验人员应交换实地勘验和现场询问等情况，将收集的证据和线索逐一进行筛选，排除无关、虚假的

	11.3　现场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

	12　现场处理
	12.1　火灾现场勘验结束后，应由勘验负责人决定是否继续保留现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保留现场：
	12.2　保留现场的可整体保留或局部保留，应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采取妥善措施进行保护。
	12.3　不需要继续保留现场的，应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
	12.4　有放火嫌疑的火灾现场应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