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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SF/Z JD0201009《藏文笔迹鉴定实施规范》分为五个部分： 

——第1部分：藏文笔迹特征的分类； 

——第2部分：《藏文笔迹特征比对表》的制作规范； 

——第3部分：藏文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第4部分：藏文笔迹鉴定规程； 

——第5部分：藏文签名鉴定规程。 

本技术规范为SF/Z JD0201009的第1部分。 

本技术规范按照GB/T 1.1-2009的规则起草。 

本技术规范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提出。 

本技术规范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归口。 

本技术规范起草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司法鉴定所。 

本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其美次仁、刘惠萍。 

本技术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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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笔迹鉴定实施规范 

第 1 部分:藏文笔迹特征的分类 

1 范围 

SF/Z JD0201009的本技术规范规定了藏文笔迹鉴定中常用的术语和定义以及笔迹特征的种类。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文件鉴定中藏文笔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F/Z JD0201001.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 第1部分 文件鉴定通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SF/Z JD0201001.1-2010中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文件。 

3.1  

笔画 

构成藏文乌坚字（相当于楷书汉字）字形的最小连笔单位。藏文字最基本的笔画有字头、字颈、字

臂、字腹、字腰、字肢、字背、字腿等。藏文字笔画的名称见表A.1。 

3.2  

笔顺 

书写每个藏文字时的笔画的次序和方向。藏文字笔顺规则通常是：由上至下，先左后右，先外后里，

先写字头或主要笔画后写附加笔画，笔顺规则见表A.2。 

3.3  

笔数 

构成一个藏文字的笔画数。 

3.4  

书写工具 

指书写活动中形成笔迹的造型体的总称。(常见的藏文书写工具有钢笔、圆珠笔、墨水笔、竹笔等，

其中钢笔和竹笔的笔尖是特制而成，笔尖宽而斜。由于藏文字体的不同，笔尖的斜度方向不同，书写乌

坚体的笔尖左低右高，书写乌眉体的笔尖左高右低，书写丘玛体的笔尖较窄。书写藏文时执笔方法不同

与汉字，在书写过程中便于笔的旋转，一般用拇指和食指挟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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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书写控制能力 

指书写活动中书写人通过书写运动器官控制书写工具进行书写运动的能力。书写控制能力与书写人

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密切相关，根据程度可分为极高、较高、中等、较低、极低等级别。 

3.6  

书写习惯 

指书写人在书写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自身独有的书写动力定型体系。 

3.7  

书写模式 

指由书写方法、运笔方式、字体、字形、书写速度等因素综合反映出的书写人特定的书写形式，如

按照藏文字体可分为乌坚体模式、乌眉体模式等；按照书写速度可分为慢写模式、快写模式、速写模式

等；按照书写方法和运笔方式可分为简写模式、略写模式、缩写模式、连写模式等。 

3.8  

样本字迹 

供比较、对照的笔迹。 

3.9  

笔迹种类 

指笔迹根据不同文种、形成方式、形成机制等划分的各种类型。笔迹种类按照文种可分为：汉字笔

迹、拼音文字笔迹、数字符号笔迹、绘画笔迹等；按照形成的方式可分为：正常笔迹和非正常笔迹，非

正常笔迹又分为：条件变化笔迹、冒名笔迹、伪装笔迹、摹仿笔迹等（藏文属拼音文字）。 

3.10  

正常笔迹 

书写人在正常的心理和生理状态下，在通常的书写条件下书写形成的字迹。 

3.11  

非正常笔迹 

书写人在非正常状态或非通常的书写条件下书写形成的字迹。一般包括：条件变化笔迹、伪装笔迹、

摹仿笔迹、伪造笔迹等。 

3.12  

条件变化笔迹 

书写人在非正常生理、心理状态下，或在非通常书写环境、条件下书写形成的非正常笔迹，如老年

人笔迹、特殊病态笔迹、特殊书写工具形成的笔迹等。 

3.13  

冒名笔迹 

书写人未采用任何摹仿手段、直接冒用他人的名义书写形成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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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伪装笔迹 

书写人试图改变自身的书写习惯，故意采用某些特殊的书写方式书写形成的非正常笔迹。常见的伪

装手段有故意改变书写速度，故意改变写法、结构、字形、搭配、笔顺、运笔等，某些情况下也有采用

各种摹仿手段进行伪装的。 

3.15  

摹仿笔迹 

书写人仿照他人的笔迹书写形成的非正常笔迹。摹仿笔迹根据采用的手段通常可分为临摹笔迹、套

摹笔迹、记忆仿写笔迹等。 

3.16  

临摹笔迹 

书写人对照被摹仿人的笔迹，边看边写形成的非正常笔迹。 

3.17  

套摹笔迹 

书写人利用被摹仿人的笔迹采用直接套描方式或勾描后再描写的方式书写形成的非正常笔迹。 

3.18  

记忆仿写笔迹 

书写人先对被摹仿人的笔迹进行比较分析、并练习仿写，然后脱离摹本凭记忆仿写形成的非正常笔

迹。 

3.19  

笔迹特征 

指书写人的书写技能、书写水平和书写习惯特点在笔迹中的具体反映。笔迹特征是笔迹鉴定的客观

依据。 

4 藏文笔迹特征的种类 

4.1 书写风貌特征 

又称书写风格。指通过整篇字迹的谋篇布局、字的大小形态和结构特点、书写速度和力度的变化、

笔画质量等因素综合反映出的书写人的书写技能、书写水平、书写控制能力的概貌特点。 

4.2 布局特征 

4.2.1 布局特征的表现 

指通篇字迹谋篇布局的特点或局部字迹的排列组合关系。具体表现在段、行、字、符号之间及其相

互之间的空间分布特点。如字间和行间的疏密；字与字或符号之间的比例关系；字或符号与格线的关系；

行缩进、突出特点；抬头、落款的位置；页边、页脚、页眉的宽窄、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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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字体特征。指单字的基本形状和体式，包括单字的体式、大小、形状及倾斜方向、角度等。单

字的体式如乌坚体、簇玛体、珠擦体、丘玛体等；单字外部形状如长、方、扁、圆、不规则形状等。藏

文的几种字体见表A.3。 

4.3 结构特征 

指某些固定搭配的单字之间(如签名、日期等),以及单字的笔画之间的空间布局和比例关系。 

4.4 笔顺特征 

指构成单字的各笔画之间及字与符号之间的书写次序和方向。藏文的字母符号数量有限，每个字母

的结构一般比较简单，笔画数量也少，因此藏文字母的规范笔顺较多，特殊笔顺较少。藏文字的规范笔

顺见表A.1。 

4.5 运笔特征 

指起、行、收笔一个完整的书写过程或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书写过程中反映出的书写方向和角度、书

写速度和力度的变化特点在笔迹中的综合反映，以及书写过程中在笔画的起、收、转、折、连、绕、顿、

提、摆、颤、抖、拖、带等细微书写动作处反映出的书写方向和角度、书写速度和力度的变化特点。藏

文字的起、行、收笔主要是根据书写工具而定，专用的藏文书写笔书写时，起、行、收笔的运笔形态、

方向等特征大体趋于一致，个人差异极不明显。而非专用的藏文书写笔（常用的钢笔或圆珠笔等）书写

时，起、行、收笔的运笔形态、方向等特征的差异性很明显。 

4.6 笔痕特征 

指书写过程中书写工具在字迹笔画中形成的综合反映书写工具结构特点和书写人书写动作特点的

痕迹特征，如专用的藏文书写钢笔或自制的竹签笔书写形成的墨水露白、堆积、间断、分裂等，其出现

的部位、形态、分布特点。笔迹鉴定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区分书写工具形成的“笔痕特征”与因书写条

件或伪装、摹仿形成的非正常笔迹的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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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藏文字笔画名称及笔顺规则 

藏文字笔画名称见表A.1。 

表A.1 藏文字笔画名称表 

 

笔

画  

名

称 

 

（字头）（其瓦）（吾拉）  （字腿）（字臂）（字腹）（索巴）（字肢）（字颈）（曲枪瓦）     （字腰） 

 

笔

画  

名

称 

（冈恰）      （卧宗）   （吉拉）    （堆坡）   （娘格） （坡或括诊） （坡拉）（格厅）（亚普） 

 

笔

画 

 

名

称 

（酿美）   （弛曲） （普达）   （驰诊）  (背)    （里谷）      （眉夏） （雄诊） 

 

藏文笔顺规则见表A.2。 

表A.2 藏文笔顺规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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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藏文笔顺规则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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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字体式样见表A.3。 

表A.3 藏文字体式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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