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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本标准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在 2010年 3月通过。 

引言 

范围 

    本标准描述入境后检疫站（下称检疫站）的设计和操作的一般准则，检疫站封闭存放输入

的植物，主要是种植用植物的货物，以便检查其是否被检疫性有害生物侵染。 

参考文献 

ISPM 1. 2006 年。《关于植物保护在国际贸易中应用植物检疫措施的植物检疫原则》。罗

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经修经，经有版本经 ISPM第 1号：2006年] 

ISPM 2. 2007 年。《有害生物危经性分析框架》。罗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现有版

本修订于 2007年] 

ISPM 5.《植物检疫术语表》。罗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 

ISPM 11. 2004 年。《经疫性有害生物经经分析，包括经境经经和活体经基因生物分析》。罗

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 

定义 

    本标准所使用植物检疫术语的定义可见第 5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要求概要 

    为了确定指定植物商品的检疫措施，应当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对某些此类商

品而言，输入国的国家植物保护机构（NPPO）可决定为管理 PRA 所确定的有害生物风险需要进

行入境后检疫。如果某种检疫性有害生物很难检测、需要时间在检疫站中封存植物货物，迹象

或症状、或需要进行检验或处理，显现可能是一种适当的植物检疫措施。 

    检疫站要成功运作，其设计和管理应确保对植物货物可能携带的任何检疫性有害生物加以

适当隔离，不让其从检疫站中外流或逃逸。检疫站还应当确保植物货物的存放方式最有利于对

植物的观察、研究、进一步检查、检验或处理。 

    检疫站可由大田、网室、玻璃温室和/或实验室等组成。所用设施种类应根据输入的植物

及其可能携带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类确定。 

    检疫站选址应适当，符合基于植物生物学和植物可能携带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的物

理和操作要求。此类有害生物的影响也应得到考虑。 

    检疫站的操作要求包括与人员要求、技术和操作程序、记录保持等有关的政策和程序。检

疫站应建立检测和鉴定检疫性有害生物，处理、去除或销毁受感染植物材料和可能藏匿这些有

害生物的其他材料的系统。国家植保机构应确保对检疫站进行定期审核。 

    入境后检疫期结束时，如果发现植物中无检疫性有害生物，即可从检疫站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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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输入的植物可能传带检疫性有害生物。对此类商品考虑采取植物检疫措施时，国家植保机

构应根据风险管理原则采取措施（ISPM 第 1 号:2006 年）。为了评估有害生物风险，为特定途

径确定适当的植物检疫措施，应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对国际贸易中的许多商品而言，输入

国的国家植保机构确定风险管理措施，既减轻有害生物风险，又避免进行入境后检疫的必要。

然而，对某些商品来说，尤其是对种植用植物来说，国家植保机构可确定需要实施一个检疫

期。 

    在某些情形中，由于无法在入境时核查特定货物中有无检疫性有害生物，国家植保机构可

决定有必要对该货物实行检疫期，以便检测有无有害生物，留有便于迹象或症状显现的时间，

并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处理。 

    检疫站进行隔离的目的是防止植物携带的有害生物逃逸。所需检查、检测、处理和核实活

动结束时，该货物可酌情放行、销毁或保留作为参照材料。 

    本标准所述准则亦可适用于检疫隔离其他生物体（如检疫性有害生物、有益生物、生物防

治物），对此也可能需要其他具体的要求。 

确定入境后检疫作为一种植物检疫措施的必要性 

    为根据 ISPM 第 2 号（2007 年）和 ISPM 第 11 号（2004 年）确定对种植用植物或其它植物

的特定商品采取的植物检疫措施，应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该分析确定与植物相关的有害生

物风险，并确定为管理这项风险采取的植物检疫措施，其中可包括特定时期内入境后检疫。入

境后检疫站的物理和操作特性，决定检疫站所提供的隔离程度及其充分隔离各种检疫性有害生

物的能力。 

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一旦决定入境后植物检疫措施，就应确定这项措施是否可由以下之一方式

采取： 

— 现有的一个无须改造的入境后检疫站（可包括隔离的大田） 

— 对现有的一个入境后检疫站的结构或操作条件进行改造 

— 设计建造的一个新的入境后检疫站 

— 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中的检疫。 

要求 

1. 入境后检疫站的一般要求 

    植物货物的入境后检疫站的要求，应考虑植物生物学、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生物学和可能携

带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任何媒介的生物学，尤其是其传播和蔓延方式。检疫隔离中成功扣押植物

货物，需要防止任何相关检疫性有害生物逃逸，并防止检疫站以外地区的生物进入检疫站或将

检疫性有害生物传播到检疫站以外。 

2. 入境后检疫站的具体要求 

    检疫站可由以下一个或几个设施构成：大田、网室、玻璃温室、实验室等。检疫站所用设

施应根据输入的植物的种类及其可能带入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决定。 

    国家植保机构在确定检疫站的要求时应考虑所有相关事项（如地点、物理和操作要求、废

物处理设施、有无对检疫性有害生物进行检测、诊断和处理的适当系统）。国家植保机构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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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通过检查和审核维持适当程度的隔离。附录 1 提供了有关根据不同种类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的生物学确定的入境后检疫站的要求的指导。 

2.1 地点 

确定入境后检疫站的地点时，应考虑以下方面： 

— 检疫性有害生物意外逃逸的风险 

— 及早发现逃逸的可能性 

— 发生逃逸时采取有效管理措施的可能性。 

    检疫站应提供适当的隔离和稳定性（如受严重气候或地质事件影响的风险极小）。还应考

虑与易受感染植物及相关植物种的适当隔离（如地点远离农业或园艺生产、森林或生物多样性

高度集中的地区）。 

2.2 物理要求 

    入境后检疫站的物理设计应当考虑植物的生长要求、可能与货物相关的任何检疫性有害生

物的生物学、检疫站的工作流程以及特定的应急要求（如发生断电和断水时）。办公设施及辅

助服务基础设施应根据需要提供，并与入境后检疫站内的植物适当隔离。 

须考虑的物理要求包括： 

— 检疫站的划定 

— 大田的隔离 

— 按不同限制程度划分内部活动分区 

— 结构性材料（墙、地板、屋顶、门、网片、窗） 

— 检疫站的规模（以确保入境后检疫站及相关程序的有效操作） 

— 内部分隔货物的隔离间 

— 进入检疫站及在检疫站内（检疫隔离的植物生长区避免交通） 

— 出口的设计（门、窗、气孔、排水管和其他导管的设计） 

— 处理系统（空气、水、固体和液体废物的处理） 

— 设备（如专用生物安全柜、高压消毒锅） 

— 水电供应，包括备用发电机 

— 入口处的洗脚池 

— 工人用净化换衣室 

— 标记的使用 

— 保安措施 

— 废物处置设施的利用。 

2.3 操作要求 

    入境后检疫站应由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操作，或由其授权和审核。 

    检疫站的操作将需要具体程序，用来管理确定的与检疫站内植物货物相关的风险。应编制

一本程序手册，适当时由该国家植保机构批准，详细说明检疫站实现其目标所应遵循的程序。 

    操作要求涉及与管理审查、定期审核、人员培训、入境后检疫站的一般操作、植物的纪录

保持和可追溯性、应急预案、健康与安全以及文献等有关的适当政策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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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人员要求 

要求可包括： 

— 一名适当的合格的监督员，全面负责入境后检疫站的维持和所有入境后检疫活动 

— 合格的工作人员，承担指定的维持入境后检疫站及相关活动的责任 

— 拥有适当资格的科学辅助人员或随时可获得这些人员。 

2.3.2 技术和操作程序 

技术和操作要求应在程序手册中写明，可包括： 

— 对检疫站在任何特定时间可持有的植物数量的限制，以免超出检疫站的能力，以至妨碍

检查或危及检疫隔离 

— 确保检疫站内不同货物或批次的适当空间隔离 

— 规定在植物转移之前或出现有害生物时对检疫站进行消毒和杀灭害虫 

— 防止有害生物通过手、切削工具、鞋、衣服传播的处理和卫生程序，以及检疫站表面消

毒程序 

— 说明为测试检疫性有害生物而如何对植物进行处理、取样、调运到诊断实验室的方式 

— 需要时使用特定的隔离设备（如生物安全柜、箱） 

— 规定对设备（如高温消毒器和生物安全柜）进行评估和管理（如保养和校准） 

— 使用专用或一次性个人防护设备 

— 规定对检疫站及其附近发生的有害生物进行监测（如使用诱集装置） 

— 检测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适当检查和/或测试 

— 检疫受到干扰或出现故障（如火灾、检疫站植物或有害生物意外释放、断电或其他紧急

情况）时的有效应急预案 

— 违规处理程序，包括对受检疫性有害生物感染的植物材料的适当处理或销毁，以及需要

时保存标本 

— 对进出检疫站的货物进行全面跟踪的系统（跟踪系统应使用一种独一无二的标识符，

从植物货物抵达，到搬运、处理和检测，直至放行或受感染货物的销毁） 

— 确定构成违反检疫程序的标准，建立一个确保立即向国家植保机构报告任何违反情况及

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系统 

— 规定如何审查、修正和管理文件的程序 

— 为确保检疫站符合要求而进行内部和外部审核的安排（如结构完整性和卫生要求） 

— 受感染货物的处置和灭活规定 

— 废物包括包装材料和生长介质的净化和处置程序 

— 限制工作人员接触检疫站之外可能处于风险中的植物 

— 控制授权人员和来访者进出的手段（如陪同来访者、来访者出入限制、来访者登记系

统） 

— 确保所有工作人员充分合格的程序，包括必要时进行培训和能力检测。 

2.3.3 记录保持 

可能需要保持以下记录： 

— 检疫站位置图，并在图上标明检疫站的位置及所有出入口 

— 检疫站所开展的所有入境后检疫活动的记录（如人员活动和检疫隔离的植物货物的检

查、有害生物检测、有害生物鉴定、检验、处理、处置和放行） 

— 检疫站所有植物货物及其原产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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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记录 

— 检疫站工作人员和其他获准进入检疫站（或检疫站特定区域）的人员清单 

— 人员培训和技能记录 

— 来访者记录。 

2.4 检疫性有害生物或媒介的诊断和去除 

    检疫站应建有监测检疫站内及其附近有害生物的状况，以及探测和识别检疫性有害生物或

其潜在媒介的系统。检疫站要能够从站内工作人员中或通过其他手段获得诊断专业力量的手

段。无论如何，最终诊断决定应由国家植保机构作出。 

    检疫站应拥有尽快处理、去除或销毁检疫站内发现的任何受感染植物材料的专业力量、设

施或设备。 

2.5 检疫站的审核 

    国家植保机构应确保对检疫站进行官方定期审核，以保证检疫站符合物理和操作要求。 

3. 入境后检疫过程的结束 

    植物货物仅在发现其无检疫性有害生物时，才能从检疫站放行。 

    植物如发现有检疫性有害生物，应加以处理或去除有害生物，或销毁。销毁方式应排除该

有害生物从检疫站逃逸的任何可能性（如化学销毁、焚化、高压蒸汽销毁）。 

在特殊情形下，受感染或可能受感染的植物可 

— 运送到另一个检疫站进一步检查、检测或处理 

— 退回启运国，或如果符合接收国植物检疫输入要求，或经对应的国家植保机构同意，按

有约束安全的条件调运到另一个国家 

— 在检疫隔离中保存作为技术或科学工作的参照材料。 

    在此类情形下，与植物流动相关的任何有害生物风险都应得到充分考虑。 

    入境后检疫过程结束后，国家植保机构应出具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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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仅供参考，并非本标准的说明部分。 

附录 1：入境后检疫站的要求 

    以下内容可供国家植保机构在设立植物货物的入境后检疫站时考虑。这些要求以可能与植

物相关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生物学为依据。为处理特定有害生物带来的风险，可能有必要提出

其他要求。 

入境后检疫站的一般要求 

• 植物与其他区包括人经使用的经公室物理分离 

• 确保未经适当授经不得接触或从经疫站经运植物的适当保障措施 

• 植物在无疫生经基经（如经菌盆装混合基料或无土生经基经）中生经 

• 植物在凸出的经台上生经 

• 经经入的植物提供适当的生经条件（如温度、采光和湿度） 

• 提供有利于有害生物经经迹象和症状的条件 

• 密封所有出入口，包括经经和管道出入口（开放性地面经施例外），控制地方有害生物（如经经目经物、粉虱

、经经）和阻止其经入经疫站 

• 经经物（包括受感染植物）和经经（如切割工具）在运离经疫站之前经行经菌、经化或经经的系经和手段 

• 防止有害生物经播的适当的灌经系经 

• 经玻璃温室和网室而言：可触及面使用光滑防渗材料建造，以便清洗和有效经化 

• 经玻璃温室和网室而言：经棚和经壁使用防退化材料建筑、防昆虫和其它经肢经物攻经的材料建造 

• 所有工作人经和来经者穿防经服（如经经室经用外衣、鞋或鞋套、一次性手套）并在离开经疫站经脱去 

• 工作人经在离开存放危经材料的经疫站区经经行经化 
生物特性（检疫性有害生物的） 入境后检疫站的要求 

完全通过嫁接传播的有害生物（如知道没有

媒介的某些病毒或植物原生质） 

• 经疫站经施可包括大田、网室、玻璃温室或经经室 

• 入境后经疫站界经明确 

• 与潜在寄主适当隔离 

• 寄主材料经限于经疫站内 

仅通过土壤或水传播的，或藏匿于仅通过土

壤或水传播的媒介中的有害生物（如孢囊线

虫、多面体病毒） 

• 经疫站经施可包括网室、通道或玻璃温室 

• 经窗在不使用经经经，打开经窗经经安装窗经 

• 洗脚池 

• 防渗地板 

• 经经物和水（经出经疫站的经物和水）经行适当经理，以经经经

疫性有害生物 

• 经土壤经行适当经理，以经经土壤携经的经病媒介 

• 植物与土壤适当隔离 

• 防止经水经入用于灌经寄主植物的水源 

• 排水管安装泥土收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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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SPM 34-11 

依靠空气传播或移动的形体大于 0.2 毫米的

有害生物或有害生物传播媒介（如蚜虫） 

• 经疫站经施可包括网室、玻璃温室或经经室 

• 自经关经和密封的经经，装配适当的密封和清经器 

• 经出通经两道经，中经由通道或前经隔开 

• 前经安装无经手经的水池 

• 前经安装经虫经经器 

• 网眼小于 0.2 毫米（70 目）（如用于网室和出气口）以防止有害

生物或其经播媒介经入和逃逸 

• 经疫性有害生物的替代性寄主材料不得经入经疫站经经的有害生

物或经播媒介的经散范经（任何方向） 

• 有害生物经经经划，包括使用粘性经集器、灯光经集器或其它昆

虫经经装置 

• 取暖、通经和空经系经内将提供经气气流 

• 通经系经有经用供经系经，并用于经经其他经经 

• 经物和经经在运离经疫站之前经行经菌或经化 

依靠空气传播或移动的体积 

小于 0.2 毫米的有害生物或有害生物传播媒

介（如某几种螨或蓟马） 

• 经疫站经施可包括使用普通玻璃、抗冲经聚碳酸脂或双经塑料建

造的温室或经经室 

• 自经关经和密封的经经，装配适当的密封和清经器 

• 经出通经两道经，中经由通道或前经隔开 

• 前经安装无经手经的水池 

• 前经安装经虫经经器 

• 经疫性有害生物的替代性寄主材料不得经入经疫站经期的有害生

物或经播媒介的经散范经（任何方向） 

• 有害生物经经经划，包括使用粘性经集器、灯光经集器或其它昆

虫经经装置 

• 取暖、通经和空经系经内将提供经气气流 

• 高效微粒空气（HEPA）经经或其相当的经经（HEPA 经经网捕

捉 99.97%直径经 0.3 微米的 
经粒） 

• 经物和经经（如切割工具）在运离经疫站之前经行消毒或经化 

• 通经系经装经一个经用供经系经，用以保持空气经经梯度和经经

其他经经 

• 供气和排气系经经经经经，以确保所有经候都有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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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移动性或易于散布的有害生物（如锈

菌、空气传播的 

细菌） 

• 经疫站经施可包括采用防碎玻璃或双壁聚碳酸经建造的玻璃温室

或经经室 

• 洗脚池 

• 自经关经和密封的经经，装配适当的密封和清经器 

• 经出通经两道经，中经使用通道或前经隔离 

• 前经安装无经经手操作的水池 

• 经疫性有害生物的替代性寄主材料不得经入经疫站经期的有害生

物或经播媒介经散范经（任何方向） 

• 取暖、通经和空经系经内提供经气气流 

• 通经系经装经一个经用供经系经，用以保持空气经经梯度和经经

其他经经 

• 不得从经外直接经入经疫站 

• 通道两端大经经经，任何经候只能打开其中一道经 

• 高效微粒空气（HEPA）经经或相当的经经（HEPA 经经网捕捉

99.97%直径经 0.3 微米的 
经粒） 

• 所有经气通经 HEPA 经经网经经 

• 固体和液体经物和经经（如切割工具）在运离经疫站之前经行消

毒或经化 

• 供气和排气系经经经经经，以确保所有经候都有经气气流 

• 安装安全警经 

• 淋浴器（工作人经离开经疫站经可能需要） 

• 装经经操作经程如经力差和经水经理的经经系经，以防止重要系

经经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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