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规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

第 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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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2005 年 11 月 24 日经卫生部

部务会议讨论通过 ,现予以发布 ,自 200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高强

二 ○○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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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加强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本运输的管理 ,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

卫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本是指在《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

物名录》中规定的第一类、第二类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的运输管理工作。

《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中第三类病原微生物运输包装分类为 A 类的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

本 ,以及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 ,按照本规定进行运输管理。

第四条　运输第三条规定的菌 (毒)种或样本 (以下统称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本) ,应当经

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 ,不得运输。

第五条　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教学、科研、菌 (毒) 种保藏以及生物制品生产的单位 ,因工作需要 ,

可以申请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

第六条　申请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的单位 (以下简称申请单位) ,在运输前应当向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原件一份 ,复印件三份) :

(一)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运输申请表 ;

(二)法人资格证明材料 (复印件) ;

(三)接收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的单位 (以下简称接收单位)同意接收的证明文件 ;

(四)本规定第七条第 (二) 、(三)项所要求的证明文件 (复印件) ;

(五)容器或包装材料的批准文号、合格证书 (复印件) 或者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本运输容

器或包装材料承诺书 ;

(六)其它有关资料。

第七条　接收单位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

(一)具有法人资格 ;

(二)具备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资格的实验室 ;

(三)取得有关政府主管部门核发的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菌 (毒) 种或样本保藏、生物制

品生产等的批准文件。

第八条　在固定的申请单位和接收单位之间多次运输相同品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本

的 ,可以申请多次运输。多次运输的有效期为 6 个月 ;期满后需要继续运输的 ,应当重新提出申请。

第九条　申请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本的 ,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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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及时审查 ,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 ,应当即时出具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对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符合法定形式的 ,应当即时受理 ,并在 5 个工作

日内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符合法定条件的 ,颁发《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本准运

证书》;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应当出具不予批准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申请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本的 ,应当将申请材料提交

运输出发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初审 ;对符合要求的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出具初审意

见 ,并将初审意见和申报材料上报卫生部审批。

卫生部应当自收到申报材料后 3 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符合法定条件的 ,颁发《可感染人类

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准运证书》;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应当出具不予批准的决定并说明理

由。

第十一条　对于为控制传染病暴发、流行或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的运输申请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卫生部之间可以通过传真的方式进行上报和审批 ;需要提

交有关材料原件的 ,应当于事后尽快补齐。

根据疾病控制工作的需要 ,应当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运送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本

的 ,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直接提出申请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审批 ;符合法定条件的 ,颁发《可感染

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准运证书》;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应当出具不予批准的决定并说

明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将审批情况于 3 日内报卫生部备案。

第十二条　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的容器或包装材料应当达到国际民航组织《危险

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Doc9284 包装说明 PI602)规定的 A 类包装标准 ,符合防水、防破损、防外泄、耐

高温、耐高压的要求 ,并应当印有卫生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签、标识、运输登记表、警告用语和提示用语。

第十三条　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本 ,应当有专人护送 ,护送人员不得少于两人。申

请单位应当对护送人员进行相关的生物安全知识培训 ,并在护送过程中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第十四条　申请单位应当凭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发的《可感染人类的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准运证书》到民航等相关部门办理手续。

通过民航运输的 ,托运人应当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CCAR276) 和国际民航组织文

件《危险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Doc9284) 的要求 ,正确进行分类、包装、加标记、贴标签并提交正确填

写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文件 ,交由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批准的航空承运人和机场实施运输。如需由未经批准的

航空承运人和机场实施运输的 ,应当经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在运输之前的包装以及送达后包装的开启 ,应当在符

合生物安全规定的场所中进行。

申请单位在运输前应当仔细检查容器和包装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所有容器和包装的标签以及标本登记

表是否完整无误 ,容器放置方向是否正确。

第十六条　在运输结束后 ,申请单位应当将运输情

况向原批准部门书面报告。

第十七条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依照《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六十七条

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或样本

的出入境 ,按照卫生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加强医用

特殊物品出入境管理卫生检疫的通知》进行管理。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运输包装标识

11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危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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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运输登记表

收样单位 :

详细地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送样单位 :

详细地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31 外包装放置方向标识

注 :在航空运输时 ,包装标记、标签以国际民航组织《危险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第五部分第二章及第三章的相关规定为准。

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运输申请表 (略)

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6 ]72 号

卫生部关于贯彻落实《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
加强食品卫生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 ,维护正常的食品生产经营秩序 ,保护消费者健康 ,我部于 2005 年 12

月印发了《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将于今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现就《办

法》贯彻实施工作通知如下 :

一、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食品卫生许可是《食品卫生法》规定的一项基本食品卫生管理措施 ,是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基础和

重要内容。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的卫生许可管理 ,关系到规范食品市场经济秩序的全局工作和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卫生许可制度实施以来 ,对于提高食品卫生安全水平、改善食品卫生整体面貌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卫生许可过程中也存在审查把关不严 ,使一些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取得了卫生许可证 ,

给食品卫生安全带来隐患 ,影响了卫生部门的执法形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和《中编办关于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 ,明

确职责 ,提高认识 ,积极贯彻落实《办法》各项规定 ,加强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的食品卫生许

可和许可后监督管理工作 ,严厉查处违法行为。

二、精心部署 ,积极宣贯

《办法》是食品安全新形势下加强食品卫生许可工作的重要规范性文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认真做好

《办法》宣贯工作。各地要在《办法》实施前后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既要营造声势 ,更要注重实效。

要在宣传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 ,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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