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中心摄影。主要是拍摄现场中心地段，以接触点为中心，拍摄与肇事接触的各个部

位，以及与现场有关的部位，主要是说明重要物体特点、状况、痕迹、物体的联系，如被破

坏的地方，遗留痕迹、物证的地方，尸体的位置等。 

（4）细目摄影。主要拍摄现场上发现的各种痕迹物证，用以反映这些痕迹和物证的大小、

形状、特征等。 

① 要拍摄肇事车辆和其他物体接触部位的表面痕迹，反映出事故属于碰撞、碾压、刮

擦、挤打、翻车、落水、坠车、爆炸、失火等情况。 

② 拍摄物体痕迹、尸体、尸体表面伤痕、尸体致死原因等微小物片物体，如肇事车辆

刹车拖印痕迹，伤亡人员的伤痕，血迹及机械事故的机件损坏情况等。 

③ 拍摄肇事车辆，如肇事车辆牌号、车辆厂牌。 

④ 拍摄事故的后果，反映事故的损失伤亡、物资损坏等情况。 

（5）宣传摄影。有时为了宣传和收集资料的需要，也可以拍摄伤者，必要时可拍摄肇事

人，可以运用技巧，突出反映某一个侧面，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 

2）现场摄影常用的方法 

（1）相向拍摄方法。它是从两个相对的方向对现场中心部分进行拍摄，即把现场的中心

部分和相对应的情况拍入两张照片中。 

（2）十字交叉拍摄法。是从四个不同的地点向现场的中心部分交叉进行拍摄，即把现场

中心部分和前后左右的情况拍入四张照片中。 

（3）回转连续和平行连续拍摄法。是将现场分段进行拍摄，然后将各个照片拼接成一个



 

完整的照片，这是在现场面积较大，拍一张照片包括不了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方法。 

回转连续拍摄法是将相机固定在一个地方，只是转动相机角度进行分段拍照，这种方法

用于距离较远的对象。 

平行连续拍摄法是从数点拍摄现场，每个摄影地点必须与被摄对象有着相等的距离，而

且必须平行。 

（4）比例拍照法。这种方法是把钢卷尺放在被损物体旁边进行的拍照，比例摄影常常在

痕迹、物证以及碎片、微小物等情况下采用，以便根据照片确定被摄物体的实际大小和尺寸。 

3）交通事故现场常见痕迹的拍照 

（1）碰撞痕迹。这种痕迹一般在外形上表现为凹陷、隆起、变形、断裂、穿孔、破碎等

特征，一般只需选择合适的拍照角度即可表达出来，而凹陷痕迹特别是较小较浅的凹陷痕迹

较难拍照。拍摄这种痕迹时，关键在于用光技巧。一般可采用侧光，也可利用反光板、闪光

灯进行拍照。 

（2）刮擦痕迹。这种痕迹一般表现为被刮擦的双方表皮剥脱，互相粘挂，如接触点有对

方车辆的漆皮或者被刮伤者的衣服纤维，人的皮肉、毛发等。 

如属刮擦对方物体的表漆皮等有颜色物体，可选择相应的滤色镜拍照，突出被粘挂物，

如红色车辆粘挂绿色漆皮，要选用红色滤色镜，使红色变淡，而绿色漆皮加深。又如绿色车

辆的叶子板被刮擦后漆皮脱落，金属的银灰色裸露出来，为了突出金属的银灰色，加用红色

或黄色滤色镜，加深绿色的色调，使银灰色突出。 

（3）碾轧痕迹。碾轧痕迹在外形上一般表现为凹凸变化、变形、碾碎等特征，如轮胎碾



 

轧松软潮湿泥土路，路面会形成凹凸变化的轮胎花纹印。机动车碾压非机动车时，会造成变

形、断裂等痕迹。在拍摄时要注意反映出痕迹特点、旧性裂痕与新裂痕的区别。 

（4）渗漏痕迹。事故发生后，常发生车辆水箱、管道断裂、形成油、水渗漏痕迹。 

（5）其他痕迹。 

① 机件断裂痕迹。一般都有陈旧裂痕的明显区别，能在现场拍照，应当拍照，如不便

拍照，可拆下后进行拍照。 

② 血迹。拍照时主要应看血迹落在什么颜色的物体上，确定是否用滤色镜和加用何种

滤色镜，如血滴落在黄土地或泥土粘污的油路上，均可用黄色滤色镜拍照，如血迹在黑色发

亮的油路上，需加蓝色或绿色滤镜拍照。 

③ 刹车拖印。刹车拖印对判断肇事车辆运行位置、行驶速度、制动效能及采取措施情况

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刹车痕迹属于易破坏和消失的痕迹，因此，在现场痕迹拍照中，

需优先并全力拍好，拍照重点应放在反映刹车印的起止点，特别是起点与道路中心线或路边的

关系。同时，应反映刹车拖印的特征，如左右轮、前后轮拖印是否一致或拖印中断或变为压印，

拖印呈直线或拖印有弧度、弯曲等，拍照时可以在拖印起点处用白灰或树枝等标记。 

拍照刹车拖印一是要迅速赶到现场；二是要优先勘察和拍照刹车拖印；三是要进行认真

观察和分析判断。 

7.1.4.3  现场丈量 

现场丈量必须准确，必要的尺寸不可缺，多余的尺寸不必要，在丈量前要认定与事故有

关联的物体、痕迹，然后逐项进行，并做好记录。 



 

1．勘察丈量现场痕迹 

需要丈量的现场痕迹有以下几种： 

（1）刹车印迹。车辆制动后，轮胎与地面摩擦出现的炭黑拖印；有轨车辆制动后与道轨

摩擦出现的金属光泽印迹。如果刹车痕迹是弧形时，应在痕迹起止间等分成四个距离五个点，

分别量五个点至道路一边的垂直距离，然后量出刹车痕迹的长度。一般拖印距离比较容易测

量，但是压印距离也很重要，也必须注意测量。 

（2）碰撞、碾压、刮擦、挤打等痕迹。车辆与车辆、车辆与人、车辆与畜、车辆与其他

物体接触后双方留下的痕迹。 

（3）微小痕迹。车辆撞人后车身或其他物体某一部位上留有指纹、毛发、血皮、纤维或

其他肉跟不易发现的微小痕迹。 

（4）遗留物。在现场上留下的轮胎花纹和刹车印，有车身颜色的漆皮、玻璃屑、脱落的

汽车零件或泥土、物资或其他遗留物等。 

（5）车辆行驶方向的判断。 

① 车辆在行驶时，由于轮胎滚动对路面的作用，常使轮胎侧面的尘土、细砂等物质形

成扇形，扇形展开面是车辆行驶的后方。 

② 车辆如果压折树枝、草棍等物，这些东西的断头常常指向行驶方向的后方。 

③ 从车上滴下来的油点、水点的形状，尖端一般指向行驶方向。 

④ 车辆经过水泡或污泥的地方，常会将水和污泥等带到干燥、清洁的路面上，留下水

或泥土的痕迹，有这类痕迹路面的一方是行驶的方向。 



 

⑤ 畜力车还可根据蹄迹的分布位置、形态，分析车辆行进的方向和牲畜种类。 

2．丈量肇事接触部位 

确定肇事接触点，对处理事故起关键作用，接触点是形成事故的焦点，又是判定事故责

任的重要证据。接触部位是多种多样的，要经过深思熟虑、全面细致的分析后，在确认无误

的情况下才能丈量。通常要丈量车与车、车与人、车与畜和其他物体上的部位，接触部位距

地面的高低，形状的大小（长、宽、深），标明在各个物体上的部位，接触点的受力方向、形

状，要注意观察存留的毛发、血迹、皮肉、木屑、漆色等物证。 

确定事故的接触点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接触点的空间位置，就是双方在什么部位最先接触的，即接触部位； 

（2）接触部位的平面位置，就是把接触部位投影到路面上的点，即接触点。 

判定接触点的依据： 

① 事故现场的物理（力和运动）现象，双方损坏的部位及受力情况； 

② 事故现场的散落物，如车体下的泥土、玻璃碎片等； 

③ 刹车印迹； 

④ 运动学和动力学的理论（运动轨迹和碰撞损坏情况）。 

在现场勘察工作中要确定以下五个基本点，即发现对方地点、感到危险地点、采取紧急

措施地点、相撞地点和停止地点。前两个点由当事人供述，后三个点是客观存在，由现场勘

察确定的。 

发现对方地点，用以判断当事人的疏忽程度，可以用式（7.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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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式中  S ——疏忽程度； 

z ——足以发现对方的距离，m； 

F ——发现对方的距离，m。 

感到危险地点，用以确认当事人的判断是否正确。对于危险现象不感到危险，就是判断

错误。 

3．道路与车辆鉴定 

交通事故与车辆、道路条件和交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必须进行认真的检查和鉴定，从

而分析交通事故的道路原因。道路鉴定的依据是有关道路的工程技术标准。鉴定的内容是路

面状况，车道宽度，路基、桥涵的质量，道路的坡道、弯道、超高和视距等。 

车辆的技术状况及乘员、载重情况检查与鉴定的内容主要包括转向、制动、挡位、轮胎，

喇叭、灯光、后视镜、雨刷器等及其乘员、装载等情况，有的事故必要时可检查鉴定机械内

部状况，对各项检查都要做好检验记录，如检验内容，试车次数、试车路面、检验结果等，

检验人员应签字盖章。 

7.1.4.4  绘制现场图 

1．现场图的种类 

（1）现场草图。通常包括现场位置和周围的环境以及遗留有痕迹、物证的地点，运动的

关系，事故的情况，给人以总观的印象。绘制现场草图虽然可以粗糙些，但内容必须完整、



 

齐全，尺寸必须准确，这是绘制现场平面图的基础。 

（2）平面图。是以出事地点为中心，把痕迹、其他物体的相互关系，按比例绘制在图上。

现场平面图是现场勘察的正式技术文件，可以作为法律的依据，所以，绘制现场平面图必须

十分认真、仔细、准确，不能有丝毫差错。 

（3）断面图。对有的事故现场，平面图已无法把其情况清楚地反映出来，比如翻到路外，

用斜面的长度和标高，均不能确切地反映出斜坡情况，则用断面图加以补充，车辆的碰撞、

刮擦痕迹也需用断面图表示。断面图可分为横断面和纵断面图，均以与道路的关系为准。纵

断面图主要用来表示道路的纵坡宽。横断面图则可以明确地反映出现场的实际情况。 

2．绘制现场图的要求 

（1）在绘制现场图时，首先应对整个现场有个总的概念，才能把图布置好，绘得清楚、

简单、准确，以防止遗漏。但是，也不能将现场上与事故无关的一切物体都绘入图内。 

（2）现场图的比例可根据出事地点的大小灵活确定，通常用 1∶200。 

（3）图上应准确地表明事故以及物体和痕迹的原始位置，同时必须与现场勘察笔录记载

的内容吻合。 

（4）现场图上必须注明图的名称、测量方法、比例大小、方位、图例及其他说明、绘制

的日期及绘图人的签字。 

3．绘制现场图图例 

绘制现场图的图例基本可分为五类： 



 

（1）交通元素图例，即在道路上通行或停放的动态元素图例，例如各种车、马、行人均

属此类。 

（2）道路安全设施图例，指道路上为了交通安全及路政管理方面设施的图例，例如信号

灯、交通标志、分道线等。 

（3）动态痕迹图例，指交通元素的运动轨迹，或发生事故时留下来的运动痕迹。例如运

行路线、刹车印迹、接触地点等。 

（4）地形地物图例，指在公路环境中的地形地物，例如建筑物、山峰、河流、树木等。 

（5）其他图例，指上述图例以外，绘制现场图或事故分析图用的图例。例如交通事故现

象图例、指北针等。 

7.1.5  现场勘察记录 

1．现场勘察记录的内容 

（1）接到报案的时间，事故发生和发现的时间、地点，当时的气候，报案人与当事人的

姓名、职业、工作单位、住址及他们所叙述关于事故发生、发现的经过。 

（2）现场保护人员的姓名、职业、工作单位，到达现场时间、采取的保护措施及保护过

程中发现的情况。 

（3）现场勘察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当时的情况（气候、光线）。 

（4）现场所在地点的位置及周围环境。 

（5）记录现场情况属于哪一类现场，特别记明现场变动情况，变动原因或现场上所见的



 

反常现象。 

（6）记录现场丈量情况，如伤亡情况，车辆和其他物资损失情况，痕迹的详细情况，提

出的痕迹，物证的名称和数量。 

（7）说明现场拍照的内容，拍摄的数量等。 

（8）说明绘制现场图的数量。 

（9）现场技术鉴定材料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① 车辆技术鉴定； 

② 道路鉴定； 

③ 尸体检验情况。 

（10）勘察现场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法医签字。 

2．现场勘察记录的要求 

（1）要使没有亲自参加勘察现场的人，能根据现场勘察记录记载的内容，对现场情况得

到一个符合实际现场的概念。必要时，可以根据现场勘察记录恢复现场的原状。 

（2）现场勘察记录应详细地记载勘察所见的情况，不要叙述那些对事故没有意义的记载。

在事故处理过程中需要了解现场上某一情况时，现场勘察记录能作为查考的依据。 

（3）保证笔录的客观性，能够客观，全面反映现场情况，起到证据作用，不准任何臆测

记载。 

（4）笔录的词句要确切，通俗易懂，不能用模棱两可的词句，如较近、不远、旁边、可

能、大概等字样。凡是多次勘察现场，都应依次制作补充笔录。 



 

7.2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就是对交通事故当事人有无违章行为，以及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后

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所进行的一种定性定量描述。 

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进行认定，是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是后续工作的基础，是整个处理工作的中心环节。责任认定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整个事故

处理工作的成败。责任认定的目的，一是为了确定事故损害赔偿额的划分，二是为了追究肇

事者的责任，三是能对其他交通参与者起到教育、警戒的作用，四是研究交通事故发生的规

律，制订安全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和管理对策。 

7.2.1  交通事故责任分类 

在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不仅要求对事故当事人是否负有事故责任进行定性的认定（即 

有无责任的认定），还必须对当事人的事故责任进行定量的认定（即有多大的责任），所以对

交通事故责任必须进行定量的分类。根据合理、准确、可行的指导思想，把事故责任分为全

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没有责任等五种。而根据交通事故的相互对应关

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交通事故责任类型。 

1．全部责任和没有责任 

即交通事故完全是由一方当事人的交通违章行为所导致，另一方当事人没有任何违章行

为，或者虽然也有违章，但和交通事故没有因果联系，则应由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一方当事



 

人负该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即负 100%的责任；另一方当事人则没有事故责任。 

2．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 

交通事故中，双方当事人都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违章行为和交通事故发生都有因果

关系，但是程度有区别，情节有轻重，有的违章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有的违章是造成事

故次要原因。那样，应由违章情节较重，造成交通事故主要原因的一方当事人负事故的主要

责任，即负 51%～99%的事故责任；另一方当事人则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即负 1%～49%的

责任。 

3．同等责任 

交通事故的双方当事人都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存在，这种违章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有因

果联系，且违章情节轻重一样，在很难分清主次的情况下，则由双方当事人负事故的同等责

任，即双方当事人各负 50%的责任。 

在交通事故中，如当事人有三方及三方以上的则可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

事故的联系，参照上述责任种类及定量标准进行认定，各方分担事故的责任。 

7.2.2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原则和方法 

清楚分析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后，交通事故的责任也就基本上能够确定了。“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基本原

则。认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负有事故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当事人必须有违反交

通法规的行为，二是当事人的违章和事故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路权原则和安全原则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法律依据。路权包括通行权和先行权，

两者又是紧密相连的，有了通行权，才可能有先行权。在事故当事人都有违章行为，并且违

章行为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又都有违反路权的行为，根据路权原则无法认定事故责任时，

则根据交通法规中的安全原则来认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事故责任认定的具体过程如图7.2

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