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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文章題目： 血跡會說話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這樣教 CSI 血跡鑑識，我就懂了 

經常看到媒體對兇案現場「血跡斑斑、慘不忍賭」的報導？但大家是否知道犯罪現場的屍體和物證都會

說話？關鍵在於是否接觸相關知識、學習或是接受相關訓練。本次的「科學探究競賽 – 這樣教我就懂」，將

帶大家重返犯罪現場，認識血跡型態學，學習如何「看血跡、辨真相」！ 

犯罪現場的血跡型態分析（Bloodstain pattern analysis, BPA）可用來推測個別血點位置及描述血點產生的

機制，除血跡移動方向、血跡的來源（血源）、攻擊的凶器種類（刀、槍…等等）及可能的遇害人數外，尚包

括案件主要發生現場、受害人、嫌疑人或事件發生時之位置與次序等，有助現場重建的資訊。進一步的探究，

更能判斷該現場是否為案發的第一現場！ 

相信很多人會思考，為何僅由犯罪現場的血跡型態，鑑識人員便可分析上述的重建結果？從觀察血滴的

實驗不難發現，「高處滴落的血跡型態，會受滴落距離（高度）、角度、物體表面材質等因素的影響」。亦

即，由不同高度滴落的血滴，其直徑將隨高度增加而變大、星芒狀也隨之變大；實驗結果顯示，超過高度約

七尺滴落的血滴，其直徑就不再隨高度增加而擴大，意味該距離為臨界高度，此時滴落的血滴，直徑約為一

吋的極限值，故可藉由極限值內的血點直徑，反推得知受傷處滴血的高度！依據流體力學理論，血跡自然滴

落的臨界高度和直徑，受到地心引力、空氣阻力、表面張力與血液的黏稠度等變數的影響（如圖一）。此外，

不同滴落的角度，也會形成不同的血跡形狀（如圖二）。 

 

 

圖一、血跡自然滴落受到地心引力、空氣阻力、表

面張力和血液的黏稠度等變數的影響 

 

圖二、不同滴落的高度、角度，也會形成不同的血

跡形狀 

 

血液若與水平線呈 90 度滴落，會出現規則的圓形；呈 60 度滴落，則血跡形狀開始呈現橢圓形；到 4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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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有尾巴（tail）形成，故越小的角度碰撞，噴濺會是拉長的橢圓形。另移動中滴落的血跡，因為受水平

加速度影響，同樣也會造成橢圓形的血跡型態、且尖端或狹窄處會朝向血滴前進的方向，鑑識人員可藉此研

判受傷者的移動方向（如圖三）。 

 

圖三、鑑識人員可藉以研判受傷者的前進方向 

犯罪現場每一滴血點的長、寬、方向及位置輸入電腦後，可計算出每個血點飛濺的角度，並可模擬繪製

一條條該血點的行進軌線，這些軌線交錯最密集處就是血源處（如圖四），血源即為出血處（打擊、受傷處），

這也是鑑識人員藉以研判、重建犯罪現場的關鍵！ 

 

 

圖四、軌線交錯最密集處即為出血處，是鑑識人員藉以研判、重建犯罪現場的關鍵 

 

血液自身體流出後，便開始聚集、凝結，一般凝血的時間約 3 至 15 分鐘，經過不同時間凝集後的血跡擦

拭痕跡亦不相同（如圖五）；透過擦拭痕跡，藉以判斷嫌犯行兇多久後，方清理現場；進而推論出嫌犯在現

場的停留時間與對案發現場的熟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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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經過不同時間凝集後的擦拭痕跡 

沾血的物體碰觸到其他表面時，一些血液會從物體移轉到表面上，移轉到表面上的血跡，具備足夠的特

徵，足以辨識原物體，鑑識人員可以藉由遺留現場的血跡型態研判凶器的種類（如圖六）。「空白型態」是

指鑑識人員預期會有血跡噴濺的區域卻未見血跡噴濺，這或許能顯示攻擊者所站的位置或有物體被移動過的

結果。例如，假設被害人遭到砍殺，於該處四周都可見血跡噴濺，唯獨受害人的一側例外，此時，可推論兇

手當時可能就站在那個位置，或該處原有其他物件，後來被移除，才擋掉噴濺的血液。也就是說，血液噴濺

在兇手或其他物體上。 

 

圖六、鑑識人員藉由遺留現場的血跡型態研判凶器種類的實驗 

 

鑑識科學為一實務學科，鑑識與現場勘察技術當然也必須實作；希望透過此次血跡型態的說明與實

作練習的簡介，讓大家更容易瞭解現場物證如何說話，及其背後的科學原理，實踐科學探究的真諦。期

待「簡單說、您就懂」，將犯罪現場鑑識這門科學，介紹給更多普羅大眾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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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沒按照本競賽官網提供「表單」格式投稿，不予錄取。 

2.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得

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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