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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９２６７《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分为１２个部分：

———第１部分：红外吸收光谱法；

———第２部分：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

———第３部分：分子荧光光谱法；

———第４部分：原子发射光谱法；

———第５部分：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６部分：扫描电子显微镜／Ｘ射线能谱法；

———第７部分：气相色谱质谱法；

———第８部分：显微分光光度法；

———第９部分：薄层色谱法；

———第１０部分：气相色谱法；

———第１１部分：高效液相色谱法；

———第１２部分：热分析法。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９２６７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２—２００３《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　第２部分：紫外可见吸收光

谱法》。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２—２００３相比主要变化有：

———补充了术语和定义的内容（本部分的３．８、３．９、３．１４～３．１６）；

———增加了检测器种类（本部分的５．３．４）；

———增加了“控制系统”和“数据处理系统”的内容（本部分的５．３．５、５．３．６）；

———删除了“记录仪”的内容（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２—２００３的５．２．５）；

———对实验条件设定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本部分的５．５．２、５．５．４）；

———修改和补充了定量分析的内容（本部分的７．３．１、７．３．５～７．３．７；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２—２００３的

７．３．３．１～７．３．３．５）；

———增加了结论的表述内容（本部分的８．２）。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理化检验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７９／ＳＣ４）

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红旗、李娟。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２—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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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

第２部分：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９２６７的本部分规定了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的检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刑事技术领域中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其他领域亦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９２６７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１３９６６　分析仪器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３９６６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狌犾狋狉犪狏犻狅犾犲狋牔狏犻狊犻犫犾犲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狊狆犲犮狋狉犪（犝犞犞犻狊）

用波长（波数）和吸光度描绘物质在紫外或可见区域（２００ｎｍ～７００ｎｍ）所得的吸收曲线。

３．２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　犝犞犞犻狊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狊狆犲犮狋狉狅狊犮狅狆狔

研究物质分子对紫外和可见区波长的光的相互作用，利用吸收谱带的波长位置的吸光度进行试样

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

３．３　

　　导数光谱　犱犲狉犻狏犪狋犻狏犲狊狆犲犮狋狉狌犿

又称微分光谱。无论是分子的吸收光谱、发射光谱及激发光谱均可表示成波长的函数犐＝犳（λ），它

的导函数的图象就是导数光谱，有一阶、二阶、三阶等各阶导数光谱。

３．４　

　　吸收带　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犫犪狀犱

紫外和可见光区域跃迁类型相同的吸收峰称吸收带，可分为Ｒ带、Ｋ带、Ｂ带和Ｅ带。

３．５　

　　肩峰　狊犺狅狌犾犱犲狉狆犲犪犽

在吸收峰旁产生的一个曲折，用Ｓｈ表示。

３．６　

　　红移　狉犲犱狊犺犻犳狋

亦称长移，由于化合物的局部结构修饰或者使用的溶剂变更时紫外和可见吸收峰向长波长方向

移动。

３．７　

　　蓝（紫）移　犫犾狌犲狊犺犻犳狋

亦称短移，由于化合物的局部结构修饰或者使用的溶剂变更时紫外和可见吸收峰向短波长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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