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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 2142—2024

法庭科学　涉火案件现场勘查

个人防护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法庭科学领域涉火案件现场勘查个人防护的术语和定义、个人防护总体要求、个人

防护具体要求、个人防护装备的选配和使用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法庭科学领域涉火案件现场勘查过程中对常见危害的个人防护，其他涉火现场勘查

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害因素　hazardous factor
对涉火案件现场勘查人员造成伤害或导致疾病的突发性危险因素及慢性有害因素。

[来源：XF/T 1464—2018，3.2，有修改]
3.2

个人防护装备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有效预防和防御涉火案件现场危害因素而配备的各种个人防护物品。

[来源：XF/T 1464—2018，3.4，有修改]

4　个人防护总体要求

4.1　现场勘查人员在进入涉火案件现场前应做好个人防护。

4.2　个人防护装备应与现场环境状况、勘查需求、存在的危害因素和危害程度相适应。

4.3　个人防护装备应在保证有效防护的基础上，兼顾舒适性和便利性。

4.4　现场勘查人员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发现个人防护装备已失效或存在其他危害因素，现有个人防护装

备不能满足勘查安全要求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或消除危害因素，或配备相应的个人防护装备。

4.5　在高温/低温等恶劣天气进行现场勘查时，配备的个人防护装备应具备透气散热/保暖等功能。

4.6　现场勘查人员在光照不良的条件下进行勘查时，应配备相应的反光、发光标示及个人照明设备。

4.7　现场勘查人员在通风不良的条件下进行勘查时，应采取通风换气措施，必要时还应配备相适应的

空气/氧气呼吸设备。

4.8　若现场存在放射性危害、生物危害等特殊危害因素，应由专业机构处置，待危害因素消除后方可进

行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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