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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豫卫科教〔2020〕2 号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

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中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卫生健康委，各有

关单位：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实验

室生物安全指南（第二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方案 (第三版)》要求，结合我省疫情防控工作的进展情况，

经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控工作专家组讨论，现就进一步加强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中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强调如下：

一、加强分类管理。新型冠状病毒暂按病原微生物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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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中第二类病原微生物进行管理。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及相关机构开展标本采集、运送、存储和检测要严格按照《病

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4 号）

（2018 修订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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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

二版）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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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样本的灭活等）活

动应在符合条件的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并经设区的市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增加该项目实验活动备案后开展（备案

资料在河南卫生科技网下载）。各单位样本的采集、检测等

实验活动中的个人防护要切实按照指南要求采用三级防护，

如一次性医用防护服、护目镜或眼罩、双层手套、N95 及以

上级别口罩、防护靴套等，口罩必须做气密性检测，如检测

不合格需佩戴正压呼吸防护装置（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关于医疗机构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有关要求的

通知》）。要对实验活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生物安全风险

评估，对可能发生的试管破裂、液体渗漏、气溶胶扩散、意

外刺伤、停电等意外事件要有应急处理措施。对保障实验室

生物安全的关键设施设备（如：生物安全柜、高压蒸汽灭菌

器、电源、通风橱等）要加强性能确认、状态核查，确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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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防护作用可靠。严禁在生物安全一、二级实验室开

展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毒培养和动物感染实验。

二、依法开展运输。单位外部运输新型冠状病毒毒株或

其他潜在感染性材料的，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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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准运证书。

申请办理准运证书时，对运输申请单位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

物实验活动资格证明材料不做要求。申请材料请在河南卫生

健康委网站首页“行政审批”模块“表格下载”栏目中下载

第 15 项表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

审批申请表》。要专人专车，有经过培训、具备生物安全应

急处置能力、熟悉实验室生物安全应急预案的两名专业人员

护送运输，并根据需要采取相应的个人防护措施，携带相应

的防护与消毒用品等。严防运输过程中样本被抢、被盗、丢

失、泄露等情况的发生。运输样本的包装要符合 A 类感染性

物质包装要求，各层包装的外表面应经过有效消毒，要有清

晰标注其相关信息的标识或标签；单位内部运输时样本应放

入一次性密封袋内密封，置于样本转运箱后与样本运送人员

交接，样本由经生物安全培训合格的专人运送入实验室。运

送人员应佩戴帽子、一次性外科口罩、手套、隔离衣等个人

防护装备。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紧急情况下运送样本的审批，

可按照《河南省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

输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规定，开辟绿色通道，优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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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程序，加快办理进度。具体参照《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防控工作中生物样本运输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豫卫

科教函〔2020〕3 号）执行。

三、严格废弃物处理。检测完毕的样本如非必要不建议

保管。要严格采取高压灭菌措施确认灭菌效果后按相关规范

处理。毒株、样本的保管和废弃物的管理、实验操作失误和

意外事件的处理要严格按照《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

指南（第二版）》执行。

四、夯实主体责任。实验室的设立单位负责实验室的生

物安全管理，其主要负责人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加强内部

管理。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按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条例》《河南省人间传染的一级、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及实验活动备案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室生物安

全属地化管理的通知》和生物安全实验室备案现场技术审核

标准加强生物安全实验室备案质量控制，不得放松实验室备

案条件。在切实保证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能力的基础上加快

推进备案工作，以适应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同时要做好现

场审核材料的存档工作。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防控工作中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压

实监管责任，加强人员培训，树立生物安全底线意识，增强

生物安全防护能力。同时，继续做好实验室生物安全日常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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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备案和运输等工作，确保实验室生物安全万无一失。

附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实

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二版）的通知

2020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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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月 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