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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季班）赴中国
刑事警察学院交流学习

“再见勤学楼，再见敏学
楼，再见东05！”2021年 6月
18日，赴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交流学习的刑事技术系2018
级 30 位学子（2021 年春季
班），在历时三个月的学习后
圆满返程。

刑事技术系 2018 级 30 名“蓝精
灵”从红卫山赶赴塔湾83号，饱含着对
刑事科学技术的热忱，自成都而始，翻过秦
岭，越过渤海，来到沈阳。

初春的沈阳还刮着凛冽的寒风，“中国刑事警察
学院”几个大字出现在眼前，刑警学院的师生代表拉
起“欢迎四川警察学院同学交流学习”的横幅，
在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上，川警院的同学们与
刑警学院川渝籍同学们围坐在一起，交流谈笑，
大家一改平日的普通话，一口地道的川渝
方言，慢慢地将彼此的距离拉近，三个
月的学习交流正式拉开帷幕。

“第一次感到融入刑警学院的
校园生活，源于一场比拼火热的篮
球比赛。”一位同学拆挡旁“敌”，另
一位同学持球跃至前场，背打
篮下，撤步跳投，一气呵成。“球
进了！球进了！”场外一阵热烈
欢呼…… 伴随着第六届辽
宁学联校际篮球联赛的开
展，刑院与川警院同学共同
组成了一支队伍参加了
此次比赛。“这届篮球赛
事分为两个小组，每个
小组由五个学校代
表队组成。我们代
表队分在了‘死亡 A
组’。大家没有因此
灰心丧气，而是并
肩作战，团结互
助。也在此过
程中，‘升华’了
我们与刑院同
学 的 兄 弟
情。”同学说。

两 校 同
学携手拼搏，
最终以三胜
一负的战绩
成功出线，
取得了季
军的优秀
成绩。

塔湾83号的故事有很多，给我留下
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校辩
论队，我到刑警学院学习的第三周，就收
到了他们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培训赛，
我还记得那一场辩题的内容是“苏格拉底
应不应该越狱”，在比赛中见到了刑警学
院师弟师妹们敏捷的思维、强大且严谨的
语言表达能力。 ——刑技1802徐乙博

在中国刑警学院学习的课余时间，
在教研室老师和刑警学院师兄们的带领
下所进行的拓展学习让我受益匪浅；在
刑警学院的学习日子里我们将秉承川警
院“忠诚为民，勤学成才。”的校训努力学
习，不断进步提高！

——刑技1802叶天弘

能够参加沈阳市川渝杯篮球赛非
常的开心。这次比赛不仅使我们在周
末放松身心，也促进了四川警察学院与
中国刑警学院同学之间的友谊。警校
兄弟们奋勇拼搏，团结一致，取得了季
军的好成绩。川渝学子通过篮球增进
彼此感情尽显川渝魅力。

——刑技1804邓文童

在刑警学院交流学习期间，我有幸
前往公安部警犬基地交流。此行加深了
我对警犬工作的了解，让我学会了更多
的训犬技能。相信回到川警院后，在今
后的警犬工作中我将会有更加出色的表
现，展现出川警学子的风采。

——刑技1801严欣怡

塔湾83号，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记四川警察学院刑事技术系2018级30位成员

六月的沈阳不同于南方的闷热，这里的太
阳格外热情，放肆地把阳光射向大地。校园里
的大树披着厚厚的叶子，将热烈的阳光拦在外
面，时不时的风吹来，阵阵的凉爽便浸透了全
身。6月17日晚，敏学楼的宣传栏上换上了新

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欢
送川警同学。”此去一别，山高水远。两校同学
把离别的不舍含在心头，将未来的祝福送给彼
此。

回想三个月的求学历程，30位同学与刑

警学院从初识、相知到收获、感怀，见面会的横
幅、篮球赛的欢呼、课堂上的求索……一幕一
幕仿佛就在昨天。心贴心的桥梁，连接了南与
北的跨越；心贴心的距离，穿越了两千余的里
程。 （龙诗艺 徐子媛 王书莉）

“ 鉴
定人”的

静心课
刑 技 1802 徐

子媛说：“刚拿到
交流班课表时，我

就看到了三位‘老熟
人’——手印学、足

迹学和法医学，虽说是接
触过的知识层面，但不同

的老师不同的讲法足够我去
‘温故而知新’。”
跟随负责指纹检验教学的张

忠良老师，同学们完成了很多个人
生的“第一次”。“在期末考核时，我完成
了‘痕检鉴定人’生涯的第一次指纹比

对”徐子媛继续分享
着，“我们组

的 考
题 是
通 过

残损指
纹痕迹对

比，在十组检
材中找出目标指纹。”从

一开始看着复杂的纹线发
愣，不知道从何动手，到积极核对样

本区域、特征点，反复核对后慢慢勾勒
出检材的纹线走向、倾斜程度等，最终成

功作出同一比对。这样的经历也让同学们明
白了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鉴定人，要不断培养
自己“动起来”、“静下来”的素养。

跟随教授足迹鉴定的史力民老师，同
学们通过平面足迹、立体足迹的观察测量，
去寻找“跃变点”、“趾前沿”等足迹特征，循
着特征去叩问“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大家
感慨道：“追寻真相的过程需要有数据的支
撑，过去，我们只知道使用已经给出的数据
去计算嫌疑人的相关信息，这次，我们终于
知道了这些数据是从何所得，知其然，更需
要知其所以然！”

冷冻、切片、晾干、染色、固形、观察，今
年四月的一天，叶天弘等同学按着步骤，在
法医系病理实验室里制作着病鼠组织切
片，一步一步地钻研打磨，五大步骤环环相
扣，最终，同学们成功制得病鼠组织切片。

“每一个细微的结果，存在着上千种可能的
原因，不做想当然的推理，真相，需要多角
度的证据稳定支撑才能最终显露出来。法
医学是在冰冷的尸体上找出关键的线索。”
叶天弘同学分享，“之前的理论学习让我入
门法医学，这次实践就让我学会了更细致
地去寻找蛛丝马迹。”

“文检人”的思维课
“你见过一个字有多少模样？”答案是，

无数种。
税正航和他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领会了何为“见字如面”。汉字本身的博大
精深造就了笔迹的千般姿态，同一个字，千
人千相；同一个人，也可能同字千相。身为

文件检验人，学会笔迹检验是极为
重要的一项任务。“笔迹的种类、特
征，常见模仿、伪装等笔迹的特点是

什么？”税正航提出疑问，“老师会用丰富精
彩的实际案例来为我们启发，培养我们主
动寻找答案的思维能力。”一板一眼的尺划
字、歪歪斜斜的左手笔迹、弯弯扭扭的酒后
笔迹……有何特点？有何变化？如何还
原？在不断思考、探索中，他们在实践中得
到了答案，还原出一道道正常书写的笔迹，
最终找到线索，破解谜团。

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除了传统
书写笔迹的检验外，这群未来的“文检人”
将面对的还有数据资料文件的处理。被随
手删除的文件去了哪？数据又是如何被覆
盖？“面对这些问题，孙晓冬老师就用通俗
易懂的比喻让我们理解网络安全专业方面
对数据操作的原理，帮助我们更好的结合
网络信息安全侦查思维与案件侦查思路，
并还原到案件本身去探索网络侦查的奥
秘。”刑技1804税正航说。不同于传统刑
事技术对生物检材、手印足迹的关注，网络
侦查的关注点在于“网络日志”、“电脑主
机”、“硬盘”等，了解涉网络安全案件侦查
的现场保护与传统犯罪现场保护的异同，
在现场勘察时便能更好地为有效数据资料
文件的辨识、收集、归类、送检等提供有力
支撑。

“检测人”的动手课
实验室的讲台上，一堆微量物证、化学

检材、毒物纤维等依次摆放着，作为理化检
测检验教学实践内容，同学们要动起手来，
在这些瓶瓶罐罐中通过化学检验寻找出与

“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
肉眼观察形态、粗细，生物显微镜纵向

微观形态、筛除天然纤维、保留化学纤维，
偏光显微镜对化学纤维进一步分类、根据
不同的干涉条纹进一步判断，红外光谱先
检测样本的特征吸收峰后，再与检材比较
……“通过实际操作，我们在赵鹏程老师的
带领下认识了不少的毒物，见识了毒化纤
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认识到了在今后的
工作中不能忽视细小问题的重要性，因为
哪怕再细微的物证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
键！”刑技1801王浩懿这样说到。

感怀

收获

初识

警院人

感
恩
相
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