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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敬友、张扬、胡娟、柯家法、邓娟仙、周岷江。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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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实验动物现场检疫监管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境实验动物的现场检疫监管的内容和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境实验动物的现场检疫监管工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４９２５　实验动物　环境及设施

ＧＢ／Ｔ１４９２２．１　实验动物　寄生虫学等级及监测

ＧＢ／Ｔ１４９２２．２　实验动物　微生物学等级及监测

ＧＢ／Ｔ１８０８８　出入境动物检疫采样

进出境动物临时隔离检疫场管理办法

进出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一类、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名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实验动物　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犪狀犻犿犪犾

经人工饲育，对其携带的微生物实行控制，遗传背景明确或者来源清楚的，用于科学研究、教学、生

产、检定以及其他科学实验的鼠、兔、犬及猴。

４　报检单证审核

４．１　核对报检的进境动物种类、品种、数量、进境口岸、产地及合同／信用证、发票、提运单等是否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相符，核对《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

有饲育单位签发的品系和亚系名称以及遗传和微生物状况等证明文件。核对报检的出境动物种类、品

种是否符合输入国家检验检疫机构的官方检疫要求，必要时须核对主管部门出具的出口动物证明文件。

４．２　输入国或我国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出境动物有注册登记或备案要求的，核对报检的动物是否来自注

册登记或备案养殖场。

５　准备工作

５．１　查阅相关双边协定（议定书、备忘录）和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检疫要求。

５．２　现场检疫的工具、消毒器械、消毒药品。

５．３　现场检疫记录。

５．４　必要的人员防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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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进境现场检疫

６．１　现场检查

６．１．１　登机（船、车）核查货证是否相符，内容包括：输出国官方检疫部门出具的《动物卫生证书》（正本）

及所附有关检测报告、饲育单位签发的品系和亚系名称以及遗传和微生物状况证明是否与相关检疫要

求一致；动物品种、数量、启运时间、启运口岸、途经国家和地区是否符合《许可证》要求；不得涂改，除非

修改后由政府授权兽医签名，否则涂改无效；查阅运行日志、贸易合同、发票、装箱单等，了解动物的启运

时间、口岸、途经国家和地区是否符合双边协定和《许可证》的规定和要求。

６．１．２　登机（船、车）进入货舱对实验动物逐头进行临床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动物健康状况、精神及运

动状态；呼吸、饮食、行走及站立姿势是否异常；有无体表寄生虫或皮肤病；分泌物、排泄物是否异常；是

否有疑似动物传染病或寄生虫病的临床症状；向随机（船、车）有关人员询问运输途中动物健康状况，查

看相关记录。

６．２　防疫消毒

对进境的车辆、船舶、飞机的停泊场地、接卸场地、卸载工具和中转运输车辆的用具、垫料及饲料装

运设施与场所由检验检疫机关认可、注册的熏蒸消毒单位，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使用检验检疫机构

认可的药物消毒；对上下运输工具或接近实验动物的人员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实施防疫消毒，在

（机、船）旋梯旁铺设消毒垫，消毒工作完成后出具《运输工具熏蒸／消毒证书》。

６．３　现场调离

６．３．１　经核查货证相符，临床检查未发现异常，检验检疫机关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同意卸离运输

工具。

６．３．２　同群动物调离到《许可证》指定的隔离场进行隔离检疫。

６．４　隔离检疫

６．４．１　临床观察

在隔离检疫期间，应定期对实验动物群进行视察，做好记录，发现实验动物表现异常或有传染病迹

象时应立即隔离，并向上级报告，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６．４．２　实验室检测

６．４．２．１　采样

对于需要采样的实验动物进入隔离检疫场后按ＧＢ／Ｔ１８０８８的要求采抽样和存放，按规定填写《出

入境货物检验检疫样品送检单》并送实验室。

６．４．２．２　检疫项目

按照双边检疫议定书要求和合同要求确定检疫项目。

双边未签订检疫议定书和合同未明确要求的，按照ＧＢ／Ｔ１４９２２．１和ＧＢ／Ｔ１４９２２．２开展检测。

６．４．３　驱虫

隔离期间，对于需要驱虫的可用批准的药物对实验动物进行体内外驱虫。

６．５　检疫监督

６．５．１　动物的运输需由检验检疫机构委派专人押运。

６．５．２　运输动物的车辆车况良好，具有相对密闭和防撒漏设施。

６．５．３　监督临时隔离检疫场是否符合并保持ＧＢ／Ｔ１４９２５和《进出境动物临时隔离检疫场管理办法》

的要求。

６．５．４　检查临时隔离场饲养繁殖记录、动物免疫记录、防疫消毒记录、疫病治疗记录、无害化处理记录、

人员出入记录等相关记录。

６．６　检疫处理

６．６．１　凡不能提供有效检疫证书的，作退回或扑杀销毁处理。

２

犛犖／犜２３６６—２００９



６．６．２　未按《许可证》指定的路线运输进境的，未经检验检疫机构同意、擅自卸离运输工具的，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依法进行处罚并作退回、销毁处理。

６．６．３　现场检疫发现实验动物死亡或有一般传染病临床症状时，应做好现场检疫记录，隔离有传染病

临床症状的动物，对铺垫材料、剩余饲料、排泄物等作无害化害处理。

６．６．４　现场检疫怀疑进境实验动物感染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一类、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名

录》中所列的一类传染病、寄生虫病临床症状的，应立即封锁现场，采取紧急防疫措施，禁止装卸动物，并

按照《进出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预案》的规定执行。

６．６．５　检出一类传染病、寄生虫病的，按照《进出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预案》的规定执行，迅速上

报，全群动物作退回或者扑杀销毁处理。

６．６．６　检出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的，对阳性动物作退回或者扑杀销毁处理。

６．６．７　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一类、二类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名录》之外影响实验动物性能或对

农牧业有严重危害的其他疾病的，作除害、退回或扑杀销毁处理。

６．６．８　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对隔离检疫期间动物的粪便、污水，剩余的饲草、饲料、治疗废弃物、

生活垃圾等做无害化处理。

６．６．９　对检疫不合格动物出具《动物检疫证书》，死亡动物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

６．７　检疫放行

６．７．１　进境实验动物隔离检疫期为３０ｄ，特殊情况下若需延长隔离检疫期，应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批准。

６．７．２　对隔离检疫合格的动物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准予放行，并记录实验动物隔离检疫期

满后的流向。

７　出境现场检疫

７．１　现场检查

确认出境动物来自检验检疫机关注册饲养场并经隔离检疫合格的动物群。装运前２４ｈ内对出境

动物逐头进行临床检查并核对动物数量。临床检查无任何传染病、寄生虫病症状和伤残。

７．２　隔离检疫

７．２．１　按输入国家或地区与我国签署的动物检疫双边议定书、贸易合同及我国出口动物的有关法律、

法规要求，实施隔离检疫。应对实验动物逐头进行临床检查，必要时对合格的实验动物加施检疫标号。

７．２．２　实验室检测

实验动物进入隔离检疫场后在规定时间内按照ＧＢ／Ｔ１８０８８的要求采样，并按照进口国和我国的

检疫要求进行检测。

７．２．３　驱虫

必要时应用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的药物对实验动物进行体内外驱虫处理。

７．３　防疫消毒

对出境的车辆、船舶、飞机的停泊场地、接卸场地、卸载工具和中转运输车辆以及临时隔离场的用

具、垫料及饲料装运设施与场所由检验检疫机关认可、注册的熏蒸消毒单位，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

使用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的药物消毒；对上下运输工具或接近实验动物的人员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

实施防疫消毒，在（机、船）旋梯旁铺设消毒垫。

７．４　检疫监督

７．４．１　监督临时隔离检疫场是否符合并保持ＧＢ／Ｔ１４９２５和《进出境动物临时隔离检疫场管理办法》

的要求。

７．４．２　检查临时隔离场饲养繁殖记录、动物免疫记录、防疫消毒记录、疫病治疗记录、无害化处理记录、

人员出入记录等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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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　运输动物的车辆车况良好，具有相对密闭和防撒漏设施。

７．４．４　出境动物应由检验检疫机构培训合格的押运员负责押运并按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路线进

行运输。

７．４．５　押运员应作好运输途中的饲养管理和防疫消毒工作，不得串车，不准沿途抛弃或出售病、残、死

动物及随意卸下或抛弃饲料、粪便、垫料等，应作好押运记录。

７．４．６　运输途中发现重大动物疫情时，应立即向启运地检验检疫机关报告，同时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

７．５　检疫处理

７．５．１　对于检出一类传染病、寄生虫病的群体，按照《进出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预案》的规定执行。

７．５．２　对于检出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的动物，按规定作扑杀处理，并通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７．５．３　对于检出其他不合格的实验动物应随检随剔除。

７．５．４　未按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路线运输的，未经检验检疫机构同意、擅自卸离运输工具的，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依法进行处罚或禁止动物出境。

７．５．５　口岸检查或口岸隔离检疫不合格的，不得出境。

７．６　检疫放行

经隔离检疫和口岸检查合格的动物，出具《出境货物通关单》或《出境货物换证凭单》，出具或换发

《动物卫生证书》，准予放行。

８　资料归档

８．１　出具的相关证书和口岸查验记录随附报检单证归档保存。

８．２　隔离检疫期间的日常监管记录专档保存备查。

９
０
０
２—

６
６
３
２
犜
／
犖
犛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２２０１５６

定价： 　　１４．００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