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1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多元表現歷程檔案 

多元表現類型 彈性自主學習 

作者班級  作者座號  作者姓名  

組員班級  組員座號  組員姓名  

組員班級  組員座號  組員姓名  

一、主題摘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實際操作來探討犯罪現場鑑識的各種方法，並對其進行系統性比較與分析。具體

而言，本研究將記錄並比較各種鑑識方法的優缺點，並將其與現代科學鑑識技術進行對照，進一

步探討不同鑑識方法在實際案件中的應用情境及其效果。並透過對傳統與現代鑑識技術的比較，

旨在揭示現代科學鑑識技術相較於傳統方法的進步與優勢，並探討其在提升鑑識精確度、效率及

應用範圍上的貢獻。此外，本研究也將深入分析各種科學鑑識方法的理論基礎與實際操作過程，

藉此增進對鑑識科學原理的理解，並期許自己對鑑識技術演進的認識。最終，本研究希望透過實

務操作與理論結合的方式，讓學習者能夠全面了解各種鑑識方法的運用條件及其適用性，並為未

來鑑識科學的發展提供實踐經驗與理論參考。 

 

二、選題動機 

在選擇研究主題之前，常透過新聞媒體接觸到許多駭人聽聞的社會案件，這些案件通常會播放鑑

識人員忙碌工作的畫面。當時，我不禁聯想到他們的工作方式，是否像福爾摩斯般，運用神奇的

科學原理，將犯人的每一舉一動都掌握在手中，甚至能輕易採集關鍵證據，迅速將罪犯繩之以

法。這樣的場景讓我對犯罪現場鑑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激起了我對學習這些神秘而高效方法

的渴望。然而，隨著進一步的自主學習，我漸漸意識到，現實中的科學鑑識工作遠比我先前所想

的更為複雜和科學化。學術界對於鑑識技術的研究並非單純的“魔法”，而是建立在嚴謹的科學

原理之上，包含了物理、化學、法醫學等多領域的知識，且每一項技術都有其適用的範圍和局限

性。透過這次學習過程，我不僅更清楚地了解了現代鑑識方法的實際運作，也對未來深入探索各

種鑑識技術的理論與應用充滿期待。我希望能夠進一步研究如何將這些方法與現代科學結合，提

升鑑識工作的準確性與效率，並為未來的犯罪偵查提供更多的技術支持與理論基礎。 

1、 預期效益 

1.對日常生活中產生的疑問進行探索：在探索過程中，儘管研究過程尚不夠嚴謹，結果可能與事

實有所偏差，但這並未削弱我們對問題的熱情與好奇心。每當發現新的線索或突破，團隊成員間

會進行深入討論，並將每個人的想法與發現分享交流。 

2.透過實驗探索未知，及檢視過程中的問題：在實驗進行過程中，團隊成員經常面臨各種挑戰與

問題。我們秉持著團隊合作精神，積極討論解決方案，並針對問題進行反思與改進。  



 

3.透過實驗來嘗試解決原先的疑問質感敘述：在解決疑問的過程中，我們不僅透過實驗尋找答

案，更注重在過程中的學習與成長。在這樣的合作氛圍中，每個成員都感受到自己的貢獻對團隊

的重要性，並在相互支持中完成對未知的探索與解決。 

四、學習內容 

一、進度安排、修正計畫、重啟執行等 

1.成果照片、（影片 QR code 不一定要）、紀錄等 

2.成果說明(執行時遭遇困難的解決方式)等 

3.你從中學習到了什麼？ 

※成果報告書可以放在附件一 

五、面臨的挑戰與習得的能力 

學習過程遇到的挫折、解決方式、自己學會哪些能力（知識的精進、實驗能力提升、團隊合作及

電腦融入實驗分析…） 

 

五、心得與反思 

一、心得感想 

1.本學期的收穫(所學的知識、能力和態度等) 

心得撰寫架構建議： 

經歷了什麼……  發現了什麼……  因此你學習了什麼……  影響了你什麼…… 

2.對於本堂課的感想 

3.其他 

二、反思 

1.本學期的目標是否有達成 

  (1)有，如何更精進？  (2)沒有，如何調整與改進？ 

2.對自己這次的學習的評價為何？ 

3.未來展望(對於你所學的能力，能應用在什麼樣的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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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指紋鑑定 

壹、三秒膠法（氰丙烯酸酯法）  

一、實驗原理： 

氰丙烯在氣化後具有很高的活性，所產生的氣體會在指紋中水分、陰離子等物質的催化作用下，產

生聚合反應，形成白色不透明的氰丙烯聚合物，且不易消失。 

二、實驗器材： 

1.三秒膠 

2.玻璃容器（不適合用塑膠） 

3.錫箔紙  

4.指紋證物（杯蓋、紙、不同顏色瓶蓋） 

5.衛生紙（紙巾不適合） 

6.手套與口罩  

三、實驗步驟：（全程皆需帶著手套與口罩）  

1.將錫箔紙折成盒子形狀 

2.將衛生紙放入錫箔紙做的盒子中 

3.將上述物品與待測證物放入玻璃容器中，並滴入三秒膠到衛生紙上 

5.迅速蓋上蓋子 

6.等待三秒膠揮發與指紋反應 

7.取出待測物 

8.觀察與記錄結果  

四、實驗結果： 

 

 

 

 

 

 

 

 

 

圖 1： 圖 2： 圖 3： 



 

 

 

  

 

五、實驗討論： 

1.我們利用三種不同顏色瓶蓋作為實驗待測物，分別有綠色、紅色、藍色，發現明顯程度： 

  紅>藍>綠，推測可能是深淺或明亮度關係影響指紋的明顯程度。 

2.如果三秒膠滴太少，指紋顯現就會不明顯（三秒膠揮發的氣體少）。 

3. 不適用於紙類，因為紙類會把物體表面水分吸收，導致氰丙烯無法反應。 

4.問題：  

（1）指紋顯現不太明顯 。 

（2）待側物品放的位置太靠近揮發的地方。 

（3）三秒膠滴太少，白色顯現不明顯；滴太多，指紋變得太白。 

（4）指紋壓得時間不夠長，或手指中汗液或油脂含量不夠導致指紋不明顯。 

（5）衛生紙容易結塊，導致揮發反應很快就結束 。 

六、現代使用： 

1. 現代仍為常用的鑑識方式，適合處理非多孔性和部分多孔性材料上的指紋，也可處理時間較

久的指紋，對稍微老化或稀少的殘留物仍有效。 

2. 常結合螢光染劑（BY-40），染色之後，以多波域光源照射，再使用濾鏡觀察顯現指紋，能

有效解決遇有背景干擾，或白色反應紋線顯現不清晰，背景複雜的問題。 

貳、碘蒸氣法  

一、實驗器材： 

1.燒杯（500毫升、250毫升） 

2.錶玻璃 

圖 4： 圖 5： 圖 6： 



 

3.熱水（或加熱器） 

4.冰塊 

5.電子秤  

6.秤量紙 

7.碘 

8.印有指紋的測量紙 

二、實驗步驟： 

1.在 250毫升燒杯放入 2克碘。 

2.將 500毫升燒杯裝入熱水。 

3.將 250毫升燒杯放入裝有熱水之 500毫升燒杯。 

4.立即覆蓋上帶測物，且印有指紋面朝下。 

5.用錶玻璃壓代測物以固定。 

6.在錶玻璃上放冰塊，有助於碘蒸氣凝結。 

7.等待紫色的碘揮發結束。 

8.觀察實驗結果。 

9.之後測量加入 3克、加入 4克的不同反應結果。 

10.比較三者之結果。 

 

 

 

 

 

 

 

 

 

 

 

 

 

 

 

 

 

 

圖 7碘蒸氣實驗裝置圖 



 

（三）實驗原理： 

主要由碘的昇華特性以及其與指紋殘留物中油脂的物理吸附作用，且不會破壞或改變指紋結構。 

（四）實驗結果： 

 

    

 

五、實驗討論： 

1.適合用於紙類來測指紋多孔性材料（如紙、木材）具有微小孔洞，能吸附碘蒸氣，讓碘分子滯留

在材料表面較長時間，待指紋殘留物中的油脂和碘蒸氣結合後，顯現效果會更加穩定和清晰。 

2.碘蒸氣具有毒性，需要在通風處進行實驗。 

3.指紋顯現的顏色深度不同。 

六、現代應用： 

1. 碘蒸氣法使用頻率降低，且無法使用在非多孔性材質上，具有限制。 

2. 螢光顯影技術：使用螢光染劑或光學設備，能更快速、清晰地檢測指紋。 

3. 數位化技術：高解析度掃描與影像處理技術，讓指紋顯現更準確且容易保存。 

 叁、硝酸銀指紋實驗 

一、原理: 

利用硝酸銀與汗水中的氯化鈉生成 AgCl沉澱，再照光後顯現出黑色指紋影像。 

二、使用器具: 

  蓋過指紋的紙張(證物)、硝酸銀 

三、過程: 

1.將指紋印於濾紙上  

2.將濃度 3M 硝酸銀滴於蓋過指紋的濾紙上 

3.滴完硝酸銀的濾紙拿至陽光下曝曬一段時間。 

圖 8： 圖 9： 圖 10： 圖 11： 



 

四、結果與討論: 

1.三種方法中，若以硝酸銀指紋法，可以避免吸到碘蒸氣法的毒氣。 

2.若以證物之指紋清晰度方面，硝酸銀的效果勝過於碘蒸氣法。 

3.雖然在紙張上的效果好，但對於光滑平面如玻璃和塑膠製品，幾乎無法呈現有效果。 

4.硝酸銀法主要用在紙張上，若是在塑膠、金屬等光滑表面會利用氰基丙烯酸酯法，可以補足硝酸 

  銀法的不足。 

五.實驗結果 

 

 

 

 

 

 

 

 

 

 

 

圖 12： 圖 13： 



 

主題二：血跡實驗 

壹、魯米諾反應 

一、實驗原理:「魯米諾」（Luminol）是一種化學試劑，其分子式為 C₈H₇N₃O₂。 

血液是一種結締組織，由細胞、纖維和基質構成，血液由血球有形成分和血漿組成，血球中的紅血

球內含血紅素。血紅素中的金屬酶—過氧化氫酶，可催化氧化還原反應，金屬酶係指酵素結構的組

成部分是金屬離子，如錳、鐵、鈷、鎳、銅、鋅等，它們可催化過氧化氫分解出氧和水。 

當魯米諾與氧化劑（如過氧化氫，H₂O₂）混合後，在催化劑的作用下會進行氧化反應。 

催化劑通常為血紅素中的鐵（Fe²⁺ 或 Fe³⁺），這是血液中紅血球的成分之一。反應過程中，魯米諾

分子進入激發態，隨後返回基態，釋放能量，以藍色螢光（波長介於 450∼475 nm之間）形式表現

出來。 

 

 
 

 

二、實驗器材 

器材或溶液 數量 

量筒（10毫升） 2個 

滴管 3支 

黑色墊板 1個 

長尾夾 1個 

噴霧瓶 1個 

衛生紙 數張 

魯米諾（C8H7N3O2） 0.6公克 

氫氧化鉀 4.5公克 

蒸餾水 75毫升 

3%H2O2（aq） 80毫升 

 

三、實驗過程 

1.試劑配製： 

（1）取 0.6公克魯米諾（C8H7N3O2）與 4.5公克氫氧化鉀，置入 75毫升的蒸餾水中，並均勻 

魯米諾試劑檢測原理 



 

攪拌。 

（2）將步驟（1）配製的溶液，與等體積的 3%H2O2混 合，並倒入噴霧瓶中。 

2.檢測方法： 

（1）以蒸餾水清洗棉花棒頭，利用棉花棒輕沾類 似血漬的物質。  

（2）將棉花棒置於表玻璃上，於暗室中噴魯米諾試液於其上，若出現藍色螢光為陽性反應， 否則

為陰性。 

3.實驗結果分析：  

  

 

4.結果與討論: 

（1）魯米諾血跡法之結果明顯有效，但價格昂貴，所以我們嘗試使用酚酞法來測血跡反應。 

（2）在了解了魯米諾反應原理後，發現此方式無法有效辨識人血還是其他物種之動物血。分辨人血

或其他動物的血可利用抗體與抗原的配對原理，利用由某種類型的細胞製造出來的抗體，稱為單株

抗體，可與人類血液中特有的成分（抗原）結合而呈陽性反應，其他動物血液則無（呈陰性），以分

辨之。市面上已有推出檢測卡，可快速分辨血液是否為人血，其檢測方式相當簡單，只要先將可疑

血跡放入試管中，待可疑血跡在試管中溶解後，取數滴溶液滴入檢測卡，如果是人血，此卡就會出 

現兩條線，若是其他動物血，則只有一條線 

 

圖 14：將血跡沾在濾紙上，放在暗室中 圖 15：將魯米諾試劑噴灑在沾血跡的濾

紙上立刻出現藍色螢光 



 

貳、還原態酚酞試劑檢測法（Kastle－Meyer test） 

一、實驗原理： 

還原態酚酞試劑檢測法（以下簡稱 KM試劑 檢測法），試劑包含過氧化氫溶液與還原態酚酞指示劑，

前者觸發反應，後者用以顯示反應結果。以過氧化氫針對血紅素中的金屬酶—過氧化氫酶或過氧化

物酶，進行催化反應。金屬酶中的金屬離子（如鐵離子等）使過氧化氫分解出氧，分解出的氧和無

色酚酞指示劑進行氧化還原反應而改變顏色。若該物質含血紅素，則還原態酚酞被氧化為氧化態，

在鹼性溶液中呈粉紅色。 

 

 

二、實驗器材 

器材或溶液 數量 

小燒杯 50毫升 

量筒 10毫升 

滴管 4 支 

表玻璃 3 個 

棉花棒 10 支 

氫氧化鉀 20 公克 

鋅粉 20 公克 

蒸餾水 100 毫升 

酚酞 2 公克 

酒精 20 毫升 

圖 16：還原態酚酞試劑檢測法 



 

3%H2O2（aq） 20 毫升 

 

三、實驗過程 

1.試劑配製： 

（1）取 2公克酚酞、20公克氫氧化鉀、20公克鋅粉，置入 100毫升蒸餾水中，混合後加熱攪 拌，

取澄清液，保存於棕色瓶中 4℃冷藏。 

（2）實驗前將步驟（1）配製的溶液以酒精稀釋五倍，置於燒杯中。 

2.檢測方法： 

（1）以蒸餾水清洗棉花棒頭，利用棉花棒輕沾血漬物質，並 360°轉動使棉棒頭完整地沾染樣品。 

（2）以酒精殺菌後，沾染一滴還原態酚酞。  

（3）沾染一滴過氧化氫。  

（4）若出現粉紅色的變化，為陽性反應，則此檢體推測為血液。 

 

 

 

 

 

 

 

 

 

 

 

 

圖 17：使用酚酞試劑檢測血跡圖 



 

四、實驗結果與心得 

1.相較於魯米諾，此方式的成本相對較低廉，是個較經濟實惠之方式。 

2.原來酚酞也可以用來檢測血跡反應，我一直以為酚酞只是酸鹼指示劑而已。 

 

 

主題三：唾液實驗 

一、實驗原理： 

澱粉酶來催化澱粉水解，成為小分子的寡醣或麥芽糖。由於澱粉與三碘錯離子（I3–，褐色）反應會

產生藍黑色的錯合物，觀察碘試液顏色的變化，即可判斷溶液中澱粉被澱粉酶催化水解之程度。因

此將含澱粉及澱粉酶之反應液滴加到碘試液並混合均勻，反應剛開始時因含有澱粉，因此混合後碘

試液呈現藍黑色。隨著澱粉酶催化水解反應之進行，混合液中澱粉含量減少而碘試液逐漸轉為紅棕

色。最後當反應液中澱粉完全被水解時，混合液呈現碘試液原有之黃棕色。因此，記錄定量澱粉被

完全水解所需的時間（即反應液與碘試液混合，無藍黑色呈現），代表酵素催化反應之速率，水解所

需的時間越短者表示酵素的催化效率越高。 

二、藥品及器材 

1.用量：0.5％氯化鈉 25 mL、碘試液（1% I2 / 2% KI）3～5 mL、2％澱粉溶液 6 mL、pH7緩衝溶液

4 mL、pH 5和 pH 9緩衝溶液各 1 mL。 

2.用量：試管（10 mL） 10支、試管架 1個、乳帽和玻璃滴管（或塑膠滴管） 2支、燒杯（100 mL） 2

個、量筒（10 mL）1支、漏斗 1支、玻璃棒 1支、刻度吸量管（2 mL）1支、安全吸球 1個、保麗

龍湯杯（200 mL） 2個、溫度計 1個、計時器 1個、碎冰 100 g、投影片及襯墊白紙 1套。 

【藥品配製】 

1.0.5%氯化鈉：秤 0.5 g氯化鈉（NaCl）加水至 100 g。 

2.2%澱粉溶液：秤 2 g可溶性澱粉以少量水攪拌成乳狀液，沖加熱水至 100 g，煮沸後靜置放冷。 

3.碘試液（1%I2 / 2%KI）：秤 1 g碘（I2）及 2 g碘化鉀（KI）加水稀釋至 100 g。 

4.pH 5緩衝液：秤 14.0 g鄰苯二甲酸氫鉀（KHP）及 2.7 g碳酸氫鈉（NaHCO3），加水稀釋至 1公

升。 

5. pH 7緩衝液：秤 1.20 g磷酸二氫鈉（NaH2PO4）及 0.885 g磷酸氫鈉（Na2HPO4），加水稀釋至 1 公

升。 

6.pH 9緩衝液：6.2 g硼酸（H3BO3）及 38.1 g硼砂（Na2B4O7·10H2O），加水稀釋至 1公升。 

 

三、實驗過程 

1.洗淨烘乾 10支試管，放冷後備用；準備一張「澱粉酶活性測定」投影片及襯墊白紙。 



 

2.配製唾液澱粉酶溶液：經由漏斗收集 1 mL唾液於 10mL量筒中，加入 0.5%氯化鈉溶液至量筒 10 mL

標線處以稀釋唾液，並轉置於乾淨的 100 mL燒杯中，再加入 15 mL的 0.5%氯化鈉溶液，以玻璃棒

攪拌並混合均勻，此為唾液澱粉酶溶液。 

 

3.準備碘試液：以滴管吸取碘試液，在「澱粉酶活性測定」投影片及襯墊白紙上，於橫向方格內的每

格滴入 1滴碘試液，預先準備 5～10滴碘試液。 

4.取 1 mL之 pH 7緩衝溶液置於乾淨試管中，再加入 1 mL的 2%澱粉溶液，此為反應試液。 

5.以 2 mL刻度吸量管（或有刻度的塑膠滴管）量取 2 mL唾液澱粉酶溶液，加入於上述反應試液中，

立刻以彈震試管方式或以乾淨之玻璃滴管吸排溶液數次，將溶液混合均勻並開始計時。 

6.溶液混合後，立即以玻璃滴管取 1滴反應液與投影片上 1滴碘試液混合顯色。每隔 30秒或 1分鐘，

取 1 滴反應液與投影片上碘試液混合，隨時間觀察顏色的變化，直到溶液之藍黑色消失呈現碘試液

的黃棕色，如圖 18所示。 

 

 

 

 

 

四、實驗分析： 

在唾液澱粉酶的作用下，A組與 C組澱粉含量皆隨著時間變少，顏色漸漸變淡，而 B組則不明顯，

推論可能是唾液澱粉酶活性過低或配製錯誤。 

五、實驗結論： 

唾液澱粉酶的活性愈大，投影片上的碘液會較快變淡。 

 

 

圖 18：使用唾液澱粉酶分解澱粉實驗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