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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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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
（第二版）

• 网上均有电子版下载，包括送检单



病原体分类

• 新型冠状病毒暂按照病原微生物危害程度分类中
第二类病原微生物进行管理



病原体及样本运输和管理1

• 国内运输：新型冠状病毒毒株或其他潜在感染性
生物材料的运输包装分类属于A类，对应的联合
国编号为UN2814，包装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文件
Doc9284《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的
PI602分类包装要求；



三层包装

l第一层为自封袋或2ml离心管

l第二层为防水、防漏的安全壳容器

l第三层为运输包装

包装要求

l样本应用吸水纸等包裹，固定在自封袋或离心管内

l在坚固、防水、防漏的第二层安全壳容器中，用吸水纸等填充物将内有标

本的自封袋或离心管固定好，装入第三层包装

l第二层和第三次包装之间应放置冰排等制冷材料

l安全壳容器和外包装须与IATA危险物品条例包装制度650相符合

标本的包装



病原体及样本运输和管理2

• 环境样本属于B类，对应的联合国编号为UN3373，
包装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文件Doc9284《危险品航
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的PI650分类包装要求；

• 通过其他交通工具运输的可参照以上标准包装。

• 新型冠状病毒毒株或其他潜在感染性材料运输应
当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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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令第45
号）办理《准运证书》。



运输流程



l 由专人专车运送，运送人员须有相关资质，且不得少

于两人

l申请单位对与运送人员进行相关的生物安全培训

l在运送过程中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l运输前仔细检查容器，要符合安全要求

l按照规定进行标本运输前的包装和送达后的开启

标本运输的生物安全要求



涉及试验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要
求
• 病毒培养：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指病毒的分离、
培养、滴定、中和试验、活病毒及其蛋白纯化、
病毒冻干以及产生活病毒的重组实验等操作。

• 动物感染实验：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操作。



感染性物质运输包装



单位内部运输样本

⚫ 单位内部、实验室间样本的运输应使用内部转运箱；



送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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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临床样本的灭活等操作，应当

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

• 同时采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的个人防护。



灭活材料的操作

• 感染性材料或活病毒在采用可靠的方法灭活后进
行的核酸检测、抗原检测、血清学检测、生化
分析等操作应当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
分子克隆等不含致病性活病毒的其他操作，可以
在生物安全一级实验室进行。



个人防护穿戴

在实验室内的个人防护（PPE）

• 在BSL-2实验室内使用BSL-3个人防 
护装备（PPE）；

• N95口罩，一次性连体防护服，护目
镜，面罩，双层手套

• 所有疑似感染性样品必须严格在生物
安全柜内操作；

• 穿戴两层手套；

•   手出生物安全柜时：先消毒，脱去外 
层手套，退出安全柜；再戴一层新手 
套，再后续操作；

建议此次2019-nCoV检测工作：



个人防护装备（PPE）使用指南

•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

• 个人防护建议

• 不同暴露风险等级时的防护建议

• PPE穿脱顺序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手套

• 一次性橡胶检查手套 
ü应符合GB 10213-2006
ü应为长袖手套

ü丁腈材质or乳胶材质

• 长袖加厚橡胶手套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手套



• 注意事项
a.戴手套不能替代手卫生，且尽量减少接触污染物

b.手套应大小合适

c.佩戴之前做简易充气检漏检查，确保手套没有破损

d.手套套在防护服袖口外面

e.切勿反复使用

f.严禁戴手套时触摸脸部，调整个人防护用品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手套



• 用于飞沫隔离的防护

• 性能要求：分3层
ü外层有阻水作用, 可防止飞沫进入口罩里面

ü中层则有过滤作用, 可阻隔>90%的5μm颗粒

ü近口鼻的内层用以吸湿

• 分清口罩的内外面，不能反戴；

    一般鼻夹结构是在外面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医用外科口罩



• 用于空气隔离的防护

• 性能要求：

ü应符合《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GB19083-2010
ü对非油性0.3μm颗粒的过滤效率大于95%
ü同时具备表面抗湿性、合成血阻断性能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医用防护口罩





p佩戴气密性检查方法
• 双手捂住口罩快速呼气（正压检查方法）或吸气（负压
检查方法），应感觉口罩略微有鼓起或塌陷

• 若感觉有气体从鼻梁处泄漏，应重新调整鼻夹，若感觉
气体从口罩两侧泄漏，进一步调整头带位置

• 若无法取得密合，不要佩戴口罩进入危险区域，应寻求
主管人员的帮助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医用防护口罩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医用防护口罩



Ø 使用注意事项

a.使用人员应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了解使用和维护过程

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产品使用限制

b.每次佩戴好医用防护口罩后,应做佩戴气密性检查

c.医用防护口罩不应重复使用

d.口罩受到体液喷溅，应尽快更换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医用防护口罩



• 性能要求
ü应符合《呼吸防护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GB 30864-

2014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PAPR



• 使用注意事项

ü 使用前先进行流量检查，以确认电池供电充足，PAPR运行正常；

先打开电机送风后，再佩戴头罩/面罩/头盔等

ü 摘脱时应先摘下头罩/面具/头盔后再关闭电源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PAPR



• 性能要求：
• 应符合《个人用眼护具技术要求》

（GB14866-2006）
• 应能覆盖整个面部
• 一次性防护面屏

• 使用注意事项
• 应在每次使用后进行清洗和消毒，
可使用次氯酸钠

• 在消毒后重新使用或储存前，应确
保经温水彻底冲洗，并完全风干

• 如面屏模糊不清，应尽快更换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防护面屏OR眼罩



• 性能要求

• 符合《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GB19082-
2009
ü抗渗水性：静水压1.67kPa（17cmH2O）时，不得渗漏

ü透湿量：应不小于2500g/m2·d

ü合成血液穿透：1.75kPa时，不得渗漏

ü过滤效率：70%

• 应具有门襟胶条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医用一次性防护服

舒适性or防水性



• 穿着方法
ü 检查防护服的完好性，大小合适

ü 穿上防护服

ü 戴上帽子拉上拉链，贴上门襟胶条

ü 如有必要，可用胶带将接合部位密封，如门襟、防护服袖子和防
护手套接合处

ü 做抬手、抬腿、下蹲、弯腰等动作以检查防护服是否合身，是否
有妨碍作业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医用一次性防护服



• 脱除方法
ü揭开门襟胶条
ü从上向下拉开防护服拉链，双手抓住颈侧部位向上拉，
低头的同时双手向后翻，这样可以摘下帽子并脱出双肩，
然后双手从袖中抽出，之后就能顺利地将防护服以及鞋
套完全脱下（这个过程中注意内裹外原则，避免双手和
防护服外表面接触）

• 使用注意事项
ü不应重复使用
ü防护服上受到血液、体液喷溅，应视现场情况和防护服
的防渗透性能尽快更换

关键PPE及使用方法-医用一次性防护服



一是培训、练习，要手把手的演示，务必使参与的医护人员可以熟
练的穿脱个人防护用品（PPE）

二是没有任何皮肤暴露

三是PPE穿脱的每一步都必须由有经验的人进行监督检查

PPE注意事项



• 日常工作中均应遵循《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 进入污染区域戴手套和穿个人防护装备前

• 进行无菌操作前

• 有可能接触患者和患者的污染物及其污染物品和环境表面
之后

• 脱去个人防护装备过程中

个人防护建议-手卫生



• 快速手消毒方法：45秒
ü取适量快速手消毒剂，均匀涂抹至整个手掌

ü按六步洗手法认真揉搓双手至干燥，30秒钟左右

• 洗手方法：1分钟
ü在流动水下，双手充分淋湿

ü取适量皂液均匀涂抹至整个手掌

ü按六步洗手法认真揉搓双手，至少15秒钟

ü在流动水下彻底冲净双手，用一次性纸巾擦干

ü非感应式水龙头采用一次性纸巾开关龙头

个人防护建议-手卫生



六步/七步
洗手法口诀：
内外夹弓
大立腕



不同暴露风险等级时的防护建议

• 根据可能的暴露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ü低风险：对不进入留观场所、隔离病房、实验室和转运
车厢等污染区域，且预计不会直接接触患者或患者的污
染物及其污染物品和环境表面的人员，尤其是医务人员，
在诊疗所有患者时均应按《医院隔离技术规范》做好标
准预防措施

ü高风险：直接接触患者、可能接触患者或患者的污染物
及其污染物品和环境表面的人员，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
增加接触隔离、飞沫隔离和防喷溅措施



• 不是层数越多越好，得考虑到舒适

• 并且便于开展医疗操作

到底应该穿几层才保险？



• 应由受过培训的监督员指导并监督整个穿脱过程，口头提
示并记录穿脱步骤，必要时可从旁协助，确保穿脱过程科
学合理

• 监督员在指导脱摘个人防护装备时，自己应穿戴个人防护
装备

• 房间放一面镜子可以帮助医护人员穿脱

PPE穿脱顺序



实验准备和样本处理

• 样本的分装、灭活、裂解、检测等均应在生物安全柜内 
操作；

• 未经可靠灭活的样本必须密闭封装，容器外表面消毒后再 
拿出生物安全柜。如离心等操作。



检测实验应在BSL-2进行

⚫ 样品的病毒抗原检测、血清学检测、核酸检测、生化

分 析等操作，如ELISA、IFA、PCR、RT-PCR等实验

操作 应在BSL-2实验室进行

⚫ 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指
南

（第二版）》进行检测操作



样本检测废弃物处
理

• 样本检测后的废弃物应及时销毁；

• 应在生物安全柜内密闭封装，外表面消毒后再拿出生物安
全柜进行灭菌处理。

• 生物安全柜清场消毒。



废弃物处理

严格按照医疗废弃物处理规程；

• 两层包装，垃圾不过夜；利器单独处理；

• 外表面消毒；

• 高压灭菌；

• 移交登记。

建议此次2019-nCoV检测工作中废弃物处理：



• 1.正确使用PPE，必要时针对性提高防护等级（新型冠状病毒，BSL-2
提升至BSL-3级别防护）

• 2.规范操作各仪器设备，登记；

• 3.准备工作：积极预防（首要）；除常规准备工作外，应特别对关键
性危险步骤进行预防准备。

• 4.检测实验方案：正常操作流程＋安全处理细节。

• 5.意外情况：生命安全第一，控制核心污染源，妥善处理，寻求帮助，
及时报告。

• 6.自我健康观察，如有异常，前期医学处置措施＋及时报告。

操作方案的安全评价及自查



春节快乐！
平安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