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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当前阶段 提交植检委第十八届会议（2024 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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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运集装箱的建议（R-06）。 

2022 年，植检委海运集装箱焦点小组修订了植检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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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由于对植检委第 R-06 号建议进行了大量修订，本草案未以

跟踪修订方式标示。 

本文为文件草案。 

2023-12 编辑 

2024-01 翻译 

宗旨和范围 

2016 年，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认识到

植物有害生物通过国际海运集装箱途径转移的风险。 

本植检委建议旨在提高对于海运集装箱途径相关有害生物风险的认识，并建

议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国家植保机构）和其他相关方采取有助于降低与此途径相

关的有害生物风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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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植检委建议的范围包括海运、陆运和铁路运输的载货和空置海运集装箱1的

内外部有害生物污染。 

尽管《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植保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植物有害

生物（以下简称“有害生物”），但植检委认识到，有效防治此类有害生物的行

动也可能有助于降低与植物检疫无关的生物和其他污染物风险。  

详细背景信息参见附件 1。  

具体而言，本植检委建议旨在： 

− 明确与海运集装箱运输途径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并提高人们对这一风

险的认识；  

− 就降低与海运集装箱途径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的方法提供指导，同时

尽量减少对供应链的影响； 

− 鼓励对海运集装箱及其货物进行目视检查，并采取其他措施减少有害

生物污染； 

− 为有害生物污染常用清除方法提供指导； 

− 鼓励生产和广泛使用不易藏匿有害生物的海运集装箱（特别是底板无

缝隙的集装箱），同时提高有害生物污染的检测性，降低清除难度；  

− 就降低海运集装箱及其货物有害生物污染风险的有效措施和相关信息，

征求《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和其他相关方的意见。 

建议面向对象 

缔约方、国家植保机构、区域植物保护组织以及参与国际贸易的其他相关方，

包括出口商、进口商、托运人、包装商、其他物流运营商和海运集装箱制造商。  

建议 

1. 有害生物风险应对活动的目标 

植检委鼓励缔约方和利益相关方支持实施全球协调一致、且基于科学和风险

的措施，旨在大幅降低与海运集装箱途径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 

 
1  本植检委建议书中的“污染”一词不同于第 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中的“污染”一词：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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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认识  

植检委鼓励国家植保机构向相关方通报可能适用于海运集装箱途径的任何植

物检疫要求。 

鼓励国家植物保护机构： 

− 向参与集装箱供应链运作的所有各方宣传与海运集装箱途径有关的有

害生物传播风险信息； 

− 推广防止或减少海运集装箱及其货物受到有害生物污染风险的做法；  

− 通过将《国际植保公约》海运集装箱清洁准则（《国际植保公约》秘

书处，2020a）纳入相关的行业准则，促进并支持采用适当程序，清

洁海运集装箱的内外部及其装运货物。  

3. 降低海运集装箱途径有害生物污染的风险 

植检委鼓励参与集装箱供应链的所有各方，确保其尽职尽责履行保管责任，

在将集装箱移交供应链下一个责任方保管之前，核查集装箱是否存在有害生物污

染。如果发现可见的有害生物污染，鼓励接收方追究交付方的责任。  

负有监管责任的各方包括但不限于集装箱仓库、发货人、托运人、包装商、

运输服务商、集装箱运营商、所有陆运方式（如铁路、卡车）的所有承运商、收

货人和码头。  

鼓励参与海运集装箱物流的所有各方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海运集装箱及其货

物受到可见的有害生物污染。这可能涉及按照现有最佳做法，如《货物运输单元

包装业务守则》（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14

年）和《国际植保公约》指南（参见附录 1），避免有害生物污染。此类最佳做法

可能包括：  

− 在无植被、土壤和自由水污染风险的区域储存（例如，使用完全

铺设/密封的储存和处理区域）；  

− 在远离受污染集装箱和货物的地方储存； 

− 收货人在下一次使用集装箱或装船前完全开启并清洗集装箱。  

在特定情况下（如使用人工照明时），或在有害生物高发季节或有害生物持

续暴发情况下，可采取其他措施，减少对有害生物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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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视检查海运集装箱及其货物有害生物污染情况  

植检委鼓励国家植保机构和所有相关方在可进入且安全的情况下，根据其保

管责任，对海运集装箱的所有内外部表面（如箱顶和顶盖、箱底和底盘、箱壁和

箱门）及其货物进行目视检查，发现潜在的有害生物污染。 

植检委建议，进行此类检查时不仅要遵守健康和安全法规，还要遵守公司特

定的目视检查政策和程序。同样，建议在发货前、包装前和开箱后（如可接触

到），检查空集装箱内外部是否存在有害生物污染。此外，建议对冷藏集装箱的

通风进气格栅和底板排水孔进行目视检查。 

《国际植保公约》海运集装箱调查指南（《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2020b）

提供了更多详细信息，说明最常发现有害生物污染的地方，还就如何以安全方式

对海运集装箱进行目视检查（包括检查底盘和顶盖）提出了指导意见。  

5.  有害生物污染清除和管理方法 

如果发现有害生物污染，清除或管理方法可包括以下任何或所有方法：  

− 扫除或用真空吸尘器清理海运集装箱内部； 

− 采用水洗、擦拭或其他物理手段清洁海运集装箱内部或外部； 

− 使用高压清洗机。  

鼓励将集装箱存放在不易受污染的地方（如混凝土、砾石等坚硬表面或其他

无动植物的表面）。 

鼓励所有相关方安全可靠地处理污染物，防止扩散，例如收集所有清扫物以

及吸尘器中的材料，并进行处理。 

安全储存、处理或处置污染物包括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 

− 物理密封，如装袋或放入密闭容器； 

− 安全、适当的化学处理；  

− 温度（加热或冷冻）处理； 

− 焚化；  

− 深埋。 

如有必要对无法从海运集装箱中安全清除的有害生物污染进行无害化处理，

国家植保机构或其他主管部门可能会对处理方法使用提出要求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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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检委建议，如果在集装箱及其货物上或集装箱内部发现可见的有害生物污

染，国际运输海运集装箱的接收方应就适当的风险管理行动和有害生物污染（包

括清洗水）处理，向各自国家植保机或其他主管部门寻求指导。为此，鼓励 国家

植保机构提供此类指导。  

6.  海运集装箱结构  

植检委认识到，改进全球集装箱船队的现有集装箱设计可能需要大量时间。

然而，有证据表明，不使用与集装箱墙壁之间有裂缝、缝隙和间隙的底板，可以

降低有害生物污染风险。因此，植检委鼓励集装箱行业与集装箱制造商合作，考

虑如何促进生产和广泛使用无缝隙、不易产生裂缝和缝隙且更易于清洁的集装箱

底板。植检委还鼓励集装箱制造商在集装箱底部涂上浅色涂层，便于发现有害生

物污染。植检委建议将这些改装作为集装箱正常使用周期和更换时限的部分内容。  

现有集装箱设计进行其他改进，例如底盘和通风口，可进一步促进降低风险。

植检委建议更多研究这些可能性，并鼓励国家植保机构和其他有关各方提供有关

集装箱表面或集装箱内最常发现有害生物污染的位置的相关信息。  

目前，无法轻易改进现有集装箱涂层，难以降低有害生物污染。因此，植检

委建议对此类改装进行更多研究，并鼓励有关各方考虑更换目前的沥青底层涂料，

降低“粘性”，从而减少有害生物和污染物粘附。 

7.  提出有效措施和最佳做法 

因此，《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欢迎就制定由行业或政府主导、促进降低风

险的解决方案并就可能普遍行之有效的实用措施和活动提出建议。此外，促进降

低有害生物风险的新兴技术相关信息，对于《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审议颇具价值。 

植检委鼓励国家植保机构与利益相关方合作，收集关于有害生物存在及其通

过海运集装箱途径传播相关风险信息，并向《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供这些信

息。此类数据收集的一项重要工具是《国际植保公约》海运集装箱调查指南中的

模板（《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2020b）。 

植检委要求向《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交有关这些要点内容的信息（电子

邮件：ippc@fao.org）。 

8.  与其他多边机构合作  

认识到海运集装箱污染可能对植物和动物健康构成风险，为避免制定重复或

相互冲突的措施，植检委鼓励《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寻求与其他相关多边

mailto:ippc@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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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海关组织、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开展合作。 

有关多边机构在海运集装箱清洁方面采用一致方法，可促进集装箱物流相关

方执行植检委的这项建议。 

9.  建立适当监管工具 

植检委鼓励缔约方制定适当的监管工具，促进国家植保机构管理与海运集装

箱途径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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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是本文件提出的正式建议的一部分 

附件 1：海运集装箱途径的有害生物风险和影响 

本附件介绍了有关国际海运集装箱2途径特点的背景信息，确定了相关各方的共

同责任，以及与海运集装箱途径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 

目前，管理海运集装箱途径相关有害生物风险是《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面临

的一项挑战。同时，全球经济和所有国家的经济表现、粮食安全的维护以及避免全

球贸易不必要成本，均有赖于海运集装箱高效运输，以确保供应链可预测且有效运

作。此外，所涉利益相关方数量众多，范围广泛，而且该途径本身多为非植物途径，

因此，除了国家植保机构外，还涉及其他负责部门。  

集装箱物流业务十分复杂，易受集装箱运输和定位障碍影响。即使在集装箱运

输过程中出现微小延误，也会对国际供应链和全球贸易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因此，

既要采取植物检疫行动，又要尽量降低对供应链的影响，这两者必须兼顾。 

还应认识到，完全消除海运集装箱途径带来的风险并不可行。因此，最可行的

是采取以科学和风险为基础的措施，大幅降低此类风险。 

共同责任 

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其他政府组织和行业各方能够为降低海运集装箱及其货物

的有害生物污染风险发挥作用。然而，不同国家进行海运集装箱途径相关有害生物

风险管理时，法律依据有所不同。 

鼓励参与国际海运集装箱物流的所有各方目视，在管理集装箱时，采取目视检

查等各种做法，最大限度降低有害生物污染风险。如果在集装箱及其货物内或表面

上发现可见的污染，鼓励接收集装箱的一方追究前一方的责任。本植检委建议提供

了一套做法，一旦实施，能够减少集装箱及其货物中出现的污染。植检委认识到，

应根据各方在海运集装箱供应链中的作用和责任采取此类做法，并应考虑到所有相

关安全和操作制约因素。  

空置海运集装箱相关风险  

 
2 “海运集装箱”一词是指《货物运输单元包装业务守则》（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2014 年）中定义的多式联运钢制货运集装箱，这也与《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中的定义相一致：  

“一种具有永久性，足够坚固而适合重复使用的运输设备；专门设计用于方便以一种或其他运

输方式运输货物，无需中途重新装载：设计安全和/或容易处理，具有相关用途的配件，并根据经修

订的 1972 年《国际安全集装箱公约》批准使用”。  

术语“海运集装箱”不包括运载车辆、运载工具或包装，但包括所有通过海运、公路和铁路进

行国际运输的集装箱。该术语包括空箱和包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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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海运集装箱也可能受到有害生物的污染。导致此类污染的主要因素是包装

不完整和清洁问题。因此，植检委建议包括对空箱进行目视检查和清洁，以及对包

装箱进行目视检查。 

收货人和集装箱仓库能够在空集装箱的清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集装箱仓

库往往是空箱的始发地和目的地。在集装箱仓库目视检查空箱，并根据需要清理空

箱，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对集装箱物流造成的影响。  

有害生物风险受货物类型、装卸和储存的影响 

海运集装箱所运货物的性质会造成有害生物风险。与货物和包装相关的有害生

物可在海运集装箱中存活数月至数年。此外，集装箱包装前和包装期间商品的处理

和储存也会导致货物和海运集装箱受到污染。包装是海运集装箱内部有害生物污染

风险较高的阶段。因此，本植检委建议适用于在包装等各阶段考虑有害生物风险，

包括货物在包装区域停留期间。这是因为各类货物，无论是植物还是非植物产品

（如汽车零件、管道、轮胎和电子产品），也无论处理和储存方法如何，都可能成

为集装箱的潜在有害生物污染源（如杂草种子、植物器官、土壤、昆虫、积水）。  

本植检委建议专用术语  

污染—本植检委建议使用《货物运输单元包装业务守则》中的“污染”定义，

该定义适用于海运集装箱及其货物（如有）。 

《货物运输单元包装业务守则》（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2014 年）中 “污染”的定义如下： 

可见动物、昆虫或其他无脊椎动物（处于任何生命周期阶段的活体或死亡

生物，包括卵壳或卵筏），或任何动物来源的有机材料（包括血液、骨头、毛

发、肉、分泌物、排泄物）；有活力或无活力植物或植物产品（包括果肉、种

子、叶、枝、根、皮）；或真菌等其他有机物质；或土壤，或水；不在《货物

运输单元包装业务守则》申报之列的物品。 

货物运输单元。《货物运输单元包装业务守则》将“货物运输单元”定义为

“货物集装箱、交换体、车辆、铁路货车或任何其他类似单元，特别是用于多式联

运时”。 

就本植检委建议而言，清洁海运集装箱（通常简称为“货物运输单元”）是指

不含下列内容的集装箱（根据《货物运输单元包装业务守则》修改）：   

− 任何之前的货物残留物；  

− 之前托运所用的任何固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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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与之前托运货物有关的标记、标牌或标志；  

− 在货物运输单元中可能积累的任何碎屑（废弃物）； 

− 可见污染（包括可能存活并随后繁殖的此类物种任何部分、种子、卵

或繁殖体；土壤；有机物）。 

 

本附录仅供参考，不属于本文件的规定性内容。 

附录 1：《国际植保公约》关于降低海运集装箱污染风险的指南概要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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