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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題目： 新犯罪證據！獨一無二的耳紋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耳紋的獨特性 

在犯罪電影以及電視劇當中，我們常看到警方藉由指紋破案。由於指紋具有永久不變、

觸物即留痕且因人而異等特性，因此可以作為法庭上有利的證據。然而你知道「耳紋」也

具有相同的特性嗎？每個人的耳殼（即耳廓、耳輪、耳垂等）所呈現的印紋（耳紋），如同

指紋一樣，人各不同且其形態特徵終生不變，是獨一無二的，因此可以進行人別識別。圖

一為人類的耳殼，可以看到其構造十分的複雜，兩個個體的耳殼一模一樣的機率可以說是

十分的低，而 1906 年 Imhofer 也透過五百多個耳紋的資料得出只要四個特徵點便可以辨

別不同的耳紋。 

圖一 耳殼構造 

犯罪現場的耳紋 

耳紋比對技術在 19 世紀末就已經出現，然而 20 世紀初發展了指紋比對的技術後，因

其應用更為廣泛，使得耳紋比對一直被忽視。直到 Lannarelli 在 1989 年收集了超過一萬

個耳紋並發現他們皆有差異時，關於耳紋的研究才漸漸興盛。由於犯罪者通常知道在犯罪

現場不能留下指紋，因此常常會帶著手套犯案，但卻會忽略在犯案過程中，為了確保被害

人家不在屋內，將其耳朵貼在門窗上，偷聽屋內的動靜，而導致的印紋（耳紋）殘留，而研

究也顯示在 15%的犯罪現場中皆有發現耳紋。因此現今許多歐美國家利用耳紋進行人別辨

識已經十分普遍，且許多學者也在研究如何讓耳紋比對電腦化，並建立完善的耳紋資料庫，

供警方作為辦案的工具。另外由於監視器廣泛的運用在社會當中，因此犯罪者都會在犯案

時喬裝打扮，以便隱藏其面部特徵。這時便可以發現耳紋的優勢，相較於臉部特徵或是聲

【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2 
 

音比對，耳紋不受臉部表情影響且幾乎不會因為年紀增長而有所改變。在圖二中我們可以

看到，該搶劫犯透過壓低帽子來掩飾其面部特徵，然而並未注意到他的耳朵外露，此時若

透過電腦的耳紋比對技術，便可能可以為警方的偵辦提供有利的證據參考。 

 

 

 

 

 

 

 

 

 

 

圖二 監視器耳紋比對例子 

耳紋採集 

耳紋與指紋的採集方式並無太大差別，其主要的組成成分皆為水、油質以及灰塵，故

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利用「粉末法」的方式進行採集，透過水和油質吸附粉末的原理來讓耳

紋現形。圖三以及圖五分別呈現筆者的左耳以及右耳照片，而圖四及圖六分別為使用電磁

鐵指紋筆以及鐵粉進行「粉末法」採集而來的耳紋。可以看到採集到的耳紋十分清晰，並

且與筆者的耳殼紋路十分相似。 

 

 

 

 

 

 

 

 

 

 

 

              

            圖三 筆者左耳照片                          圖四 筆者左耳耳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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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 筆者右耳照片                            圖六 筆者右耳耳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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