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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景情况背景情况背景情况背景情况 

1. 第一批诊断规程和植检处理方法于 2007 年按照快速标准制定过程提交成员

国磋商。对诊断规程和植检处理方法提出的一些正式反对意见的性质表明，对这些

技术标准的范围和目的可能仍然存在误解。文件的复杂性和翻译困难也可能是造成

这些误解的因素。 

2. 植检委 2008 年关于棕榈蓟马（Thrips palmi）的讨论，可能解决了一些有关

诊断规程范围和目的问题，但还没有机会对植检处理方法进行类似的讨论。 

3. 消除正式反对意见需要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技术小组成员，以及就诊断规

程而言，需要主要作者和编辑小组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 

4. 针对这些问题，2008 年，植检委为诊断规程和植检处理方法确立了特殊的标

准制定过程。这意味着成员可不提正式反对意见，而是就诊断规程或植检处理方法

提出评论。然而，这很可能将导致收到的评论数量多于快速过程中收到的数量，因

而，增加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和专家解决与诊断规程和植检处理方法有关的问题

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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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植检委原先预期，鉴于诊断规程和植检处理方法将由技术专家制定，因而收

到的评论将是可由相关专家小组容易处理的技术性评论。然而，收到的评论和反对

意见表明，鉴于这一预期没有得到植检委所有成员认同，在有关诊断规程和植检处

理方法的磋商过程中提出了广泛的概念性问题。 

II.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6. 本文件目的在于介绍主要问题概况，并提出植检委有关诊断规程和植检处理

方法的说明，以便促进有关预期和可实现目标的讨论。 

III. 一般性问题一般性问题一般性问题一般性问题 

7. 各缔约方在开展与公约有关的活动时，应酌情考虑国际标准。人们没有使用

这些标准的义务，但使用这些标准应使缔约方的植检方法无须进一步提出技术理由

就能得到国际承认。 

8. 缔约方认识到标准应当能够普遍适用和加以实施。这意味着诊断规程应适合

有关限定有害生物方面既没有专家或又得不到最先进技术设备的国家。对植物检疫

处理方法来说，绝对肯定存在的所有有害生物被消除或毁灭，可能没有必要或无法

实现；效率水平要与国际贸易中的用途相适应，适用于有关有害生物，并在国际植

检措施中明确说明。 

IV. 诊断规程诊断规程诊断规程诊断规程 

9. 按照第 2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诊断规程应当“为对特定限定有害生物进行

可靠诊断提出最低要求，并提供确保这些方法适用于各种情形的灵活性”。诊断规

程“意在供进行有害生物诊断，作为植检措施一部分的实验室使用”。此外，诊断规

程“通常说明一种以上的方法，以考虑实验室的能力和适用这些方法的情形”。 

10. 为棕榈蓟马诊断规程成员国磋商结果而编写的植检委文件（CPM2008 INF7 

和 INF14），探讨了与制定诊断规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在 2008 年 6 月的会议上，

诊断规程技术小组审议了某个缔约方在会议之前提出的三项评论和一般性补充意

见。作为这些讨论的结果，该技术小组修改了其作者说明和工作程序（见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2008 年会议报告）。商定的主要事项包括： 

- 作者起草诊断规程，重点应放在提出某项诊断的最低要求的方法上，而

不是包括适用于所有可能情形的所有方法的详细信息上。应酌情包括补

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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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规程草案应认真核查，以确保仅仅在技术上有必要，而且直接影响

诊断结果时，才包括设备、试剂和化学制品的商标。（请见标准委员会

2008 年 11 月会议报告。） 

- 如有的话，应当包括有关所有方法的特异性、敏感性和再现性的信息。 

- 诊断规程应提供便于国家植保机构决定在其特定情形下使用何种方法的

信息。决策方案不应包括在内，流程图应仅在必要时包括在内。 

- 诊断规程草案必须与第 2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要求一致。 

- 各项诊断规程草案将由诊断规程技术小组的一位成员充当“仲裁人”，

核查该草案是否与第 2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一致。 

- 诊断规程草案在提交诊断规程技术小组之前须先提交有关专家，因而缔

约方能够相信诊断规程中包含的方法适合全球使用。 

- 诊断方法得到不断更新和改进。在采用时，诊断规程将包含已在使用中

的、在制定诊断规程时被认为可靠的方法。植检委应当意识到诊断规程

将需要定期审查和必要时加以修订。 

11. 与有害生物的诊断有关的其他一系列问题现正由诊断规程技术小组进行审

议。其中包括：方法的环形试验和确认；质量保证（包括敏感度、特异性和再现性

术语）以及方法的组合。 

12. 请植检委 

1. 同意有关诊断规程的以下声明 

2. 决定是否将该声明插入第 2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诊断规程的目的和

作用一节 

制定诊断规程，目的是便于进行有害生物诊断以作为植检措施一部分的实验

室中能够胜任的合格诊断人员普遍使用。诊断规程中说明的方法，为对特定

限定有害生物进行可靠诊断提出最低要求，包括适用时提供的有关这些方法

的特异性、敏感性和再现性的信息。适当时还包括特异性、敏感度和再现性

程度不同的方法。 

诊断规程通常说明一种以上的方法，以考虑到实验室的能力和适用这些方法

的情形。规程提供指南，但国家植保机构应决定哪种方法对其情形适用。 

诊断规程基于起草时可获得的科学知识水平。在提交标准委员会之前，诊断



 CPM 2009/12 

 

 

4 

规程将经过有关专家审议，并由诊断规程技术小组的一名仲裁人核查是否与

第27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要求一致。 

一旦得到通过，诊断规程将由诊断规程技术小组定期审查更新以考虑诊断方

法的发展。 

植检处理植检处理植检处理植检处理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13. 根据第 2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植检处理方法应“有效杀灭、灭活或消除有

害生物，或使有害生物丧失繁殖能力或丧失与限定物有关的活力”。处理方法应当

“可行、适用，主要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或为其他目的使用”，应当有效适用于可能

遇到的有害生物的生命阶段；应当“明确记录，已表明使用有关科学程序，包括相

关时使用适当的实验设计）生成了效率数据”，而且“不产生植物性毒素或其他有

害影响”。 

14. 提交成员国磋商的第一批植检处理方法有 14 种辐射处理。共收到了三个缔约

方提出的正式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涉及： 

- 添加以下有关条文的需要： 

• 处理方法的非预定目标作用： 

• 第18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条文； 

• 表明许多商品是在改变空气条件的情况下运输的，需要对缺氧空气条件

下使用辐射处理进一步研究。 

- 将处理方法外推用于所有寄主植物和（对一种处理方法而言）外推用于

所有实蝇科的证据不一致 

- 标准草案中的放射量测定数据不足。 

- 对处理方法不可行或在许多国家中将难以实施的关注。 

15. 植检处理技术小组指出，缔约方已有与使用植检处理有关的针对许多问题的

法律和业务程序，例如，农药登记、健康和产品安全等。因此，该小组建议在所有

处理说明中包括一项一般性声明，提醒缔约方植检处理仅针对植检问题。 

16. 辐射处理草案使用对相关有害生物和限定物的效率（规定置信度的有效剂量)

一词。一些缔约方认为，植检处理的最低效率水平应为 Probit 9（在至少 100,000

个体有害生物的试验中杀灭 99.9968%有害生物的一种处理方法）。虽然国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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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果蝇处理方法达到 Probit 9 效率，但这并不适合所有植检处理方法。事例可

包括作为系统方法一部分所使用的处理和有害生物发生率低的情形。对某些有害生

物来说，将不可能获得足够数量的生物体来按照 Probit 9 标准对某种处理方法进行

试验。 

17. 在有些情况下，为辐射处理提交的数据仅来自一种出版物。只要相关数据“是

使用适当的科学程序，包括相关时一种适当的实验设计生成”，这就满足了第 2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要求。数据的质量由植检处理技术小组在评价过程中考虑。 

18. 在提交处理方法或部分或全部按照历史数据评价处理方法的要求方面，国家

植保机构可能需要得到指导。标准如果由植检处理技术小组制定，则数据集之间可

能形成一致性和可比性，对提交这类数据的提交者和评价者均有利。 

19. 在制定 14 项辐射处理方法草案时，辐射处理数据被外推用于所有水果和蔬

菜，因为这种处理涉及有害生物接受的应用剂量。这不受到有害生物所处的基质的

影响（除非该基质为冷冻状态）。根据一系列研究得出的数据，植检处理技术小组

（和果蝇非疫区和系统方法技术小组）建议将处理方法之一外推至用于所有实蝇

科。按照第 2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如果扩大某种处理方法的应用范围（如扩

大温度范围，包括其他栽培变种或有害生物物种），可提供补充信息以支持任何外

推方法”。对提交的材料进行评价以确定外推方法是否适当。 

20. 在一些情况下，对国际植保机构提交的处理方法进行评价之后，植检处理技

术小组要求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进一步索取资料和/或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评估

的结果，可能是提出把这些处理方法提交给标准委员会审查，然后通过国际植保公

约标准制定过程转交成员国磋商。 

21. 由于大多数国家植保机构没有使用这种处理方法的经验，在第 18 号国际植检

措施标准中提供了有关辐射处理程序的详细说明。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尽管国家植保

机构对有效使用其他种类的处理方法（如熏蒸、冷处理、热处理等）的程序普遍比

较熟悉，但是否需要提供有关这些程序的指导。 

22. 对某些处理方法如辐射来说，可为有害生物大类确定提供检疫安全性的剂量，

既保持众多商品的质量，又免去为这一类别中每一物种确定和核准具体辐射剂量的

必要。 

23. 请植检委： 

1. 注意植检处理技术小组打算制定便于根据历史数据考虑处理方法的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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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虑为有效使用处理方法的程序提供指导的必要； 

3. 同意有关植检处理方法的以下声明 

4. 决定是否应将该声明纳入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28号第一部分。 

植检处理应达到杀灭、灭活或消除有害生物，或使有害生物丧失繁殖能力，

或丧失活力的，既可行又适合主要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效率程度。 

植检处理方法的效率程度应由缔约方在决定该处理方法能否在某种特定情形

中用作植检措施时考虑。对一种处理方法的接受将取决于以下因素：有待控

制的有害生物种群、途径、植检处理是否作为一种系统方法的一部分加以使

用以及任何残余有害生物能否从货物中逃逸和造成破坏的可能性。 

在考虑向植检处理技术小组提交植检处理方法时，国家植保机构和区域植保

组织应考虑对人体健康和安全的影响、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限定物的质量和预

期用途等因素。植检处理的范围不包括与产品登记有关的事项、国内对批准

处理方法的其他要求或对特定商品的潜在植物性毒素影响。然而，植检处理

方法中应指明已知的植物性毒素影响。适当时这些问题应由缔约方使用其正

常的国内管理程序加以处理。 

提出的方法由植检处理技术小组评价，必要时可要求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以

支持提出的方法。如果适当，将对提出的方法进行评价，以确定数据能否外

推应用于其他相关情形。 

鼓励尽可能为有害生物组或属、类制定既提供检疫安全，又保持广泛种类商

品的质量的植检处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