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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深圳市物之源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深圳市鼎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深圳云宜迅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慕容灏鼎、郑文丽、兰文升、孙洁、谢晋雄、夏成林、高凤翔、扈庆华、杨洋、

何建安、秦智锋、张伟锋、李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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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冷链食品及包装口岸环节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采样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进口冷链食品及包装口岸环节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采样作业中的技术要求、采样程序、

样本保存及运输、采样货物处置、多部门协作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经深圳市入境的进口冷链食品及包装在口岸环节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采样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冷链食品  cold chain food 

从产地收购或捕捞，经产品加工、贮藏、运输、分销、零售、直到转入消费者手中的各个环节始终

处于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所必需的低温环境的易腐食品。 

注：通常分为初级农产品和加工食品。 

3.2 

口岸环节  port stage  

进口货物、交通工具从入境开始至完成所有进口海关手续之间的阶段。 

3.3 

承载容器  bearing container 

进出口贸易中，盛载进出口货物的跨境运输用容器。 

注：通常为集装箱。 

3.4 

生物安全转运箱  biosafety transfer box 

具备防水、防破损、防外泄、耐高（低）温、耐高压特性，印有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兽医主管部

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警告用语和提示用语，专用于承载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进行运输的密封容

器。 

3.5 

作业消毒  operation disinfect 

在采样作业实施的过程中，按规定使用 75 %酒精或含氯消毒液（≥500 mg/L）对货物、包装表面、

承载容器内壁等特定对象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 

3.6 

空白采样标的物  blank sampling object 

用于空白采样的非抗病毒材质洁净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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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环境要求 

采样应在清洁的环境中进行，采样区域及其周围20 米内不应有可能对货物、载货交通工具和样本

造成污染的未屏蔽污染源。应避免雨水、大风等环境的不良因素影响，防止样本被污染。 

4.2  场所要求 

4.2.1 采样场所应设置防护装备脱卸区，并根据可能受污染的程度从轻到重依次划分为清洁区、半污

染区和污染区，各区之间应有密闭物理隔断，并应分别配备医疗废弃物收集容器、洗消设施和用品，不

应混用。 

4.2.2 采样场所应能提供采样所需的清洁环境，具备防风、防雨设施。 

4.2.3 采样场所应具备卸货平台，配备必要的装卸设备或工具，且装卸设备及工具应未被污染。 

4.2.4 采样场所应提供采样货物专用卸货堆放区域，避免与其他货物混放。 

4.2.5 采样场所应提供充足的照明设施。 

4.3  人员要求 

4.3.1 人数要求 

应由2名或以上人员参与采样。对于需要采样人员以外工作人员协助搬运、留证、监督等工作的，

宜尽可能控制参与协助的人数。 

4.3.2 资质要求 

采样人员应经生物安全培训合格和采样技术培训合格，并经采样单位备案认可为实施新型冠状病毒

检测采样作业的人员。 

4.3.3 疫苗接种及核酸检测要求 

所有参与采样作业的人员（含协助人员）均应按照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政策规定完成疫苗

接种，且3天内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如政府主管部门有更新要求的，按照最新要求实施。 

4.3.4 个人防护要求 

采样人员应穿戴下列个人防护装备： 

a) 工作服； 

b) 一次性工作帽； 

c) 双层医用一次性乳胶手套； 

d)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 

e) 医用防护口罩； 

f) 防护眼镜或一次性防护面罩； 

g) 工作鞋或胶靴或一次性鞋套； 

h) 一次性防水靴套。 

4.4  材料器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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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配备无菌病毒采样管（含保存液10 mL）、长柄采样拭子、自封口无菌采样袋、生物安全转运箱、

冰排、75 %酒精或含氯消毒液（≥500 mg/L）、空白采样标的物。各类材料器具应在有效期内。除有分

离病毒培养需求应使用非灭活型病毒采样管外，其余情况应使用灭活型病毒采样管。 

4.5  辅助工具要求 

应配备叉车、货物托板等货物装卸以及包装开拆等辅助工具。所有辅助工具应经消毒，确保不会对

采样食品及包装、承载容器造成污染。 

4.6  其他用品要求 

应配备医用废弃物收纳袋、医用废弃物收纳桶等专用医疗废弃物收集容器，记号笔等标记工具，录

像机/行为记录仪、相机、记录单等证据记录工具。 

5  采样程序 

5.1  总体要求 

5.1.1 采样作业前置 

采样作业应为承载容器在境内开启之后的首道工序，应在消毒、查验等其他作业之前实施。 

5.1.2 承载容器状态确认 

采样前，应确认进口冷链食品承载容器是在境内首次开封，且承载容器密封性能完好，其内表面及

所载被采样货物未被境内环境因素污染。 

5.2  采样前准备 

5.2.1 货物信息确认 

了解被采样货物的基本情况，包括货物种类、装箱方式、包装方式等，并根据货物装运过程中境外

人员可能触碰留渍的部位确定采样部位。 

5.2.2 采样数量及位置 

5.2.2.1  通用要求 

样本的采样数量应符合5.2.2.2～5.2.2.6的要求，如政府主管部门有更新要求的，按照最新要求实

施。 

5.2.2.2  大包装食品采样数量 

产品只有外包装（如大桶冷冻果汁等）时，仅对产品外包装及承载容器内壁采样，采样数量及位置

如下：  

a) 每个集装箱取1个内表面拭子； 

b) 在集装箱内随机或针对人员接触较大可能性的不同位置抽取6件货物，每件货物取1个外包装表

面拭子，可不区分申报产品。 

5.2.2.3  冷藏水果及深加工食品采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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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冷藏水果，或产品经过深加工，直接密闭包装、产品本身无污染可能的（如预包装液体食品等），

对产品内外包装采样，采样数量及位置如下： 

a) 每个集装箱取1个内表面拭子； 

b) 在集装箱内随机或针对人员接触较大可能性的不同位置抽取6件货物，每件货物取1个外包装表

面拭子、2个内包装表面拭子，可不区分申报产品。 

5.2.2.4  其他冷链食品采样数量 

其它冷链食品，对产品本身及其内外包装采样，采样数量及位置如下： 

a) 每个集装箱取1个内表面拭子； 

b) 在集装箱内随机或针对人员接触较大可能性的不同位置抽取6件货物，每件货物取1个外包装表

面拭子、1个内包装表面拭子、1个产品表面拭子，可不区分申报产品。 

5.2.2.5  非集装箱运输货物采样数量 

每批货物外包装、内包装、产品各取1个表面拭子，托盘取1个表面拭子。散装船运输的，按报关单

计，参照单个集装箱运输采样。 

5.2.2.6  空白样本采集数量 

开启进口冷链食品承载容器之前应采集至少1个现场空白样本。使用生物安全转运箱装载样本之前

应采集至少1个运输空白样本。空白样本随同进口冷链食品及包装采样样本一同送检，用于实验室检测

过程的质量控制。 

5.2.3 材料器具准备 

根据采样数量需求配备充足的材料器具（种类见4.4）并检查其有效性及其清洁情况，必要时进行

作业消毒，其中冰排需完全预冷。 

5.2.4 辅助工具准备 

根据采样需求选用合适辅助工具，注意辅助工具不应对货物及包装造成非必要的损伤，检查各辅助

工具清洁情况，必要时再次进行作业消毒。 

5.2.5 其他用品准备 

检查记录工具可用性，包括电池电量、储存容量、网络连接等状态是否满足全程作业需求，确保证

据记录有效。配备充足的防护装备及医疗废弃物收集容器。 

注：防护装备包括备用防护手套、消毒剂等。 

5.2.6 样本标签制作 

采样前1 h内应根据进口冷链食品相关信息制作样本标签并加贴至采样管外壁，标签本体应注明采

样人员能明确识别其对应采样位置的信息。样本标签宜尽量采用信息化手段与以下信息关联： 

a) 进口申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 申报单证号码； 

2) 进出口单位； 

3) 货物名称； 

4) 数重量； 

5) 包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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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来源国家/地区； 

7) 运输交通工具名称及号码。 

b) 采样位置，如： 

1) 货物表面； 

2) 内包装表面； 

3) 外包装表面； 

4) 承载容器内表面； 

5) 其他位置。 

c) 采样时间，应精确至小时，能准确预估采样确切时间的以预估采样时间为准，否则以标签制作

时间后延1 h为准； 

d) 采样单位及人员； 

e) 检测机构、检测项目及检测标准。 

5.2.7 分工安排 

应根据人员配备的情况提前进行合理的分工安排，明确采样、标记、制样、录证、消毒等工作的具

体责任人员。 

5.2.8 穿戴防护装备 

采样人员及协助人员应检查个人防护装备（见4.3.4），确保其清洁、有效并规范穿戴。 

5.3  采样实施 

5.3.1 摄录留证 

开启行为记录仪等摄像设备，采样全程进行摄录留证。 

5.3.2 运输空白采样 

于清洁区打开无菌病毒采样管包装，取出采样拭子，对空白采样标的物表面或其他清洁区域表面进

行涂抹，按照5.3.10的f)至j)进行操作，作为运输空白样本。 

5.3.3 信息检查 

核对承载容器编号、封识号，确保与采样标的申报信息一致。检查承载容器密封情况，确保为境内

首次开封。 

5.3.4 开箱拍照留证 

开启承载容器后卸货前，应对承载容器内的状态进行拍照留证。 

5.3.5 辅助接触作业消毒 

在搬运前，对搬运人员可能触碰货物的部位以及所使用的开拆工具进行作业消毒。对即将放置采样

货物的卡板等承载工具进行消毒。 

5.3.6 搬运作业 

应按采样人员指定的卸货区域和数量进行卸货搬运，搬运人员每一次接触货物均需进行作业消毒。 

5.3.7 采样前作业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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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人员每次取用新的材料器具（种类见4.4）前，均需对外层手套进行作业消毒。外层手套严重

污染或可能破损等影响其防护效果的，应更换外层手套。 

5.3.8 现场空白采样 

将空白采样标的物密封后带至采样现场，取出空白采样标的物置于采样环境中，静置30分钟以上，

打开无菌病毒采样管包装，取出采样拭子，对空白采样标的物表面进行涂抹，按照5.3.10的f)至j)进行

操作，作为现场空白样本。 

5.3.9 采样拍照留证 

对采样对象及其对应的采样管一同拍照留证。 

5.3.10 采样步骤 

依次执行以下采样步骤： 

a) 打开已加贴对应采样对象标签的无菌病毒采样管包装，取出采样拭子，将拭子伸入采样管的保

存液中，充分浸润、提起、离开液面，在采样管壁轻轻挤掉多余保存液，其中涂抹食品本体的

拭子不蘸取保存液，取出后直接使用；  

b) 按照表1选择采样位置，并按要求使用拭子涂抹采样； 

表1  各采样对象的采样位置及涂抹要求 

采样对象 采样位置 涂抹要求 其他方式采样要求 

承载容器内环境 承载容器内壁裸露表面3个不同位置 

每个位置往返涂抹2～3

次，涂抹单程长度约10 

cm，涂抹总面积≥25 cm
2 

— 

外包装表面 至少2个表面，表面积≤100 cm
2
，取全

部表面；1000 cm
2
≥表面积≥100 cm

2
，

取100 cm
2
；表面积＞1000 cm

2
，可多

点采样，总采样面积不低于表面积的

10 %，重点采集经常接触的部位 

内包装表面 内包装外表面至少3个不同位置 

水海产品表面 动物外表及深入天然孔隙（包括口腔、

鳃、贝壳内部，冷冻产品除外），至少

选取3个不同位置；对于已经分割的水

产品，还应包含水产品的断面 每个位置往返涂抹2～3

次，涂抹单程长度约5 cm，

涂抹总面积≥15 cm
2
 

动物类产品表面 动物外表面，分割动物产品、蛋类以

及动物油脂表面，至少选取3个不同位

置 

植物类产品表面 植物表面包括表面缝隙，至少选取3

个不同位置 

预包装食品表面 产品表面至少选择3个不同位置 每个位置往返涂抹2～3

次，涂抹单程长度约5 cm，

涂抹总面积≥15 c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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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采样对象 采样位置 涂抹要求 其他方式采样要求 

酸性或软质水果（如草莓） 食品本体 — 随机抽取25 g样品转移至无菌袋中 

液体形态食品 食品本体 — 用无菌移液管转移50 mL液体样品平

均分装于2个离心管中 

c) 每个位置涂抹后均应将拭子放入采样管保存液中搅拌3次以上，其中食品本体应分离样品后涂

抹或不接触保存液直接涂抹； 

d) 标记采样位置（货物本体除外）； 

e) 按照表1选取下一位置进行涂抹，按本条b)、c)、d)重复进行操作，直至所有要求位置均涂抹

采集完毕； 

f) 将拭子插入装有保存液的采样管中，在拭子缺口折断点处弯曲折断采样拭子柄，盖正、拧紧采

样管盖，检查确保样本密封； 

g) 对采样管外表面进行作业消毒； 

h) 记录采样情况（含采样人、采样对象、采样位置和标签信息等）； 

i) 将采样管单独封装于一个密封袋中，并对密封袋进行作业消毒； 

j) 将密封袋放置于生物安全转运箱内并保持采样管垂直。 

5.4  采样结束 

采样结束后，应恢复承载容器开启前的货物存放状态，注意不应在承载容器内遗留采样辅助工具、

卡板等非原载物品（用于标记采样情况的标签除外），封闭承载容器，于承载容器开口处加施封存标识，

直至检测结果出具完成后方可处置（见第7章）。 

5.5  撤离现场 

采样人员应有序撤离，在防护装备脱卸区规范脱卸个人防护装备，并按照5.6条处置。 

5.6  废弃物处置 

对使用后的个人防护用品等以及采样产生的废弃物实施医疗废弃物管理，按下列要求处理： 

a) 将废弃物装入医疗废弃物收集袋中，盛装的医疗废物达到包装物或容器的3/4时，进行双层紧

密、严实封口，并对每层包装容器外表面进行作业消毒； 

b) 封扎好的废弃物应移交医用垃圾处理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5.7  终末消毒 

完成采样程序后，应对采样场所及装卸工具等辅助工具进行彻底消毒。 

5.8  出具采样凭据 

采样单位应在完成采样作业后向货主/承运人出具采样凭据，应明确采样单位、采样人员、采样对

象、采样时间等信息。 

5.9  采样注意事项 

5.9.1 避免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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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过程中，应保持采样环境清洁，避免雨水等环境的不良因素影响，防止样品被污染。采样拭子

仅可接触需采集的物品，避免触碰到其它物体。 

5.9.2 避免交叉污染 

采样过程中，应避免交叉污染，具体包括： 

a) 采集内包装、产品表面拭子样本时，拭子应避免触及外包装、刀具切割痕迹处； 

b) 采样及录证过程中，盛放拭子的采样管外壁不应触碰到内外包装或产品表面； 

c) 避免在搬运人员接触的位置采样。 

5.9.3 采样指向性 

一般宜随机采样，若怀疑某些部位最有可能受新型冠状病毒污染，可进行选择采样。常见的敏感采

样部位包括货物的外包装把手、外包装侧面、标签、封口、断面以及带柄水果（如冷冻榴莲）的果柄等

便于抓握的部位等。 

5.9.4 全程留证 

应对采样作业的全过程进行拍照和音频视频录证，锁定证据链。应对抽中采样的货物标签进行拍照

留证，以便识别、追溯污染源。 

6  样本保存及运输 

6.1  送样人员要求 

6.1.1 资质要求 

送样人员应经生物安全培训合格。 

6.1.2 防护要求 

6.1.2.1  常规防护 

送样人员运送生物安全转运箱时应穿戴工作服、医用防护口罩、医用一次性乳胶手套、工作鞋或胶

靴等，并应双人运送。 

6.1.2.2  应急处理防护 

若发生样品溢洒、泄露等需应急处理的情况，送样人员应穿戴工作服、医用一次性防护服、一次性

工作帽、医用一次性乳胶手套和长袖加厚橡胶手套、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或防护面屏、长筒胶靴、一

次性防水靴套、防水围裙或防水隔离衣，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隔离和跟踪处置。 

6.2  生物安全转运箱要求 

生物安全转运箱应防水、防破损、防泄漏、耐高（低）温和高压，配备冰排，配备温度监测装置，

保温效果良好。箱体外表面应有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安全危害标识、警示语

和提示语。 

6.3  样本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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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管经密封、消毒和装袋后应及时竖立放置于生物安全转运箱内。生物安全转运箱应放置2～3

个预冷冰排。样本收集完成后应按照使用指引及时密封生物安全转运箱并对其外表面进行作业消毒。 

6.4  运输条件 

应指定专人专车运送，期间确保样本一直处于低温环境，避免反复冻融。运输期间不应开启生物安

全转运箱。 

6.5  运输时限 

样本从采集到抵达实验室的时间应严格控制在4 h以内。 

6.6  接收实验室安全级别 

应为生物安全二级或以上。 

6.7  实验室保存 

接收后24 h内进行检测的样本应置于4 ℃中保存；24 h内无法检测的样本则应置于-70 ℃或以下保

存，若无-70 ℃保存条件，则应于-20 ℃中暂存但不超过48 h。 

6.8  实验室留样 

应预留供病毒基因测序或分离培养的样本，置于-70 ℃或以下保存。如无-70 ℃保存条件，应及时

转运至有相应条件的实验室留存。 

7  采样货物处置 

7.1  检测结果阴性处置 

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撕除货物承载容器的封存标识，对采样部位进行作业消毒后，放行货物。 

7.2  检测结果阳性处置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进行分级分类处置，对发现阳性的场所和货物实施控制，进行终末消毒，对人

员做好健康管理。 

8  多部门协作 

8.1  协同机制 

参与进口冷链食品及包装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的各行政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作业单位、场地场所责

任管理单位等机构应按照政府要求建立联防联控沟通机制，及时通报包括检测情况等防控工作情况，提

出工作意见。 

8.2  数据申报 

进口冷链食品货物应及时向海关申报货物进口，如实、准确提供货物基础信息以及包装、装箱情况

等信息。 

注：货物基础信息包括品名、数重量、来源国家/地区等。 

8.3  场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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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场所管理单位应按4.2的要求对场所进行设置和维护，并在采样作业终止后对场所实施消毒。 

8.4  数据管理 

参与进口冷链食品及包装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各环节的各机构根据职责及时对采样检测数据进行记

录、维护和保存，保存期限不应少于3年。 

8.5  送样交接 

采样部门应与送样部门（包括双方隶属单位一致的情况）共同书面确认采样样本的有效性及封装情

况后方可执行运输。 

8.6  实验室接收 

采、送样部门应与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实验室协商，由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实验室提供样

本接收服务，保证符合6.5的要求，接收实验室应与送样部门共同书面确认采样样本的有效性及封装情

况方可接收样本。 

8.7  病毒基因测序样品交接 

检出核酸阳性的样本，检测实验室应根据地方防控政策要求及时联系相应病毒基因测序机构，并在

4 h内将检出核酸阳性样本对应的留存样本按照第6章的要求运送至病毒基因测序机构，样本交接应符合

8.4及8.5的要求。如国家或地方防控政策有更新要求的，按照最新要求执行。 

8.8  信息传递 

指导或指引相关单位实施疫情防控措施的信息，应按8.1的沟通机制要求，根据职责及时向相关方

进行传递，各信息发布单位应对自身发布的信息负责。各信息发布和接收单位应书面确认信息的发布和

接收情况。 

注：指导或指引相关单位实施疫情防控措施的信息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以及根据结果而采取的决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