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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卫办科教函﹝2020﹞7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

生健康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 

为指导各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我委组

织专家修订了《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二版），

请遵照执行。各地在执行过程中遇到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反

馈我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0年 1月 23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 

根据目前掌握的新型冠状病毒生物学特点、流行病学特征、

致病性、临床表现等信息，该病原体暂按照病原微生物危害程度

分类中第二类病原微生物进行管理。 

一、实验活动生物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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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毒培养：指病毒的分离、培养、滴定、中和试验、

活病毒及其蛋白纯化、病毒冻干以及产生活病毒的重组实验等操

作。上述操作应当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内进行。使用病毒培养

物提取核酸，裂解剂或灭活剂的加入必须在与病毒培养等同级别

的实验室和防护条件下进行，裂解剂或灭活剂加入后可比照未经

培养的感染性材料的防护等级进行操作。实验室开展相关活动前，

应当报经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准，取得开展相应活动的资质。 

（二）动物感染实验：指以活病毒感染动物、感染动物取样、

感染性样本处理和检测、感染动物特殊检查、感染动物排泄物处

理等实验操作，应当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操作。实验室开展相

关活动前，应当报经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准，取得开展相应活动的

资质。 

（三）未经培养的感染性材料的操作：指未经培养的感染性

材料在采用可靠的方法灭活前进行的病毒抗原检测、血清学检测、

核酸提取、生化分析，以及临床样本的灭活等操作，应当在生物

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同时采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的个人防护。 

（四）灭活材料的操作：感染性材料或活病毒在采用可靠的

方法灭活后进行的核酸检测、抗原检测、血清学检测、生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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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操作应当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分子克隆等不含致病性

活病毒的其他操作，可以在生物安全一级实验室进行。 

二、病原体及样本运输和管理 

（一）国内运输：新型冠状病毒毒株或其他潜在感染性生物

材料的运输包装分类属于 A类，对应的联合国编号为 UN2814，

包装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文件 Doc9284《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

细则》的 PI602分类包装要求；环境样本属于 B类，对应的联合

国编号为 UN3373，包装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文件 Doc9284《危险

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的 PI650分类包装要求；通过其他交

通工具运输的可参照以上标准包装。 

新型冠状病毒毒株或其他潜在感染性材料运输应当按照《可

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

（卫生部令第 45号）办理《准运证书》。 

（二）国际运输：新型冠状病毒毒株或样本在国际间运输的，

应当规范包装，按照《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并满足相关国家和国际相关要求。 

（三）毒株和样本管理：新型冠状病毒毒株和相关样本应当

由专人管理，准确记录毒株和样本的来源、种类、数量、编号登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