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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与实践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期生物样本
保藏生物安全防护原则及建议

张小燕ꎬ孙　 伟ꎬ尚世强ꎬ毛建华ꎬ傅君芬ꎬ舒　 强ꎬ江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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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１
　 　
[摘　 要]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２(ＳＡＲＳ￣ＣｏＶ￣２)感染引起的 ２０１９ 冠状

病毒病(ＣＯＶＩＤ￣１９)是乙类传染病ꎮ 随着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蔓延ꎬ生物样本库样本保

藏的生物安全风险增加ꎬ其生物安全防护显得越来越重要ꎮ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

中华医学会相关指南ꎬ本文基于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病原学和 ＣＯＶＩＤ￣１９ 流行病学资料ꎬ
提出了生物样本采集、转运、处理、保藏、检测、检测后处置、突发事件等过程中个人

和生物样本保藏场所的生物安全防护原则及若干建议ꎮ 强调依据有无病毒载量信

息、传染力大小、标本类型(可能接触传播、气溶胶传播、粪口途径传播)对样本进

行严格的生物安全风险评估ꎬ以指导疫情期间生物样本保藏、确保生物样本库生物

安全ꎮ

[关键词]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ꎻ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２ꎻ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ꎻ 生物标本库ꎻ 安全管理ꎻ 保存ꎬ生物学

[中图分类号] 　 Ｑ￣３４　 　 [文献标志码]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ａｎꎬ ＳＵＮ Ｗｅｉꎬ ＳＨＡＮＧ Ｓｈｉｑｉａｎｇꎬ ＭＡＯ Ｊｉａｎｈｕａꎬ ＦＵ Ｊｕｎｆｅｎꎬ ＳＨＵ Ｑｉａ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 Ｋｅｗｅｎ(Ｂｉｏ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５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ＪＩＡＮＧ Ｋｅｗｅｎꎬ 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ｋｗ＿ｚｊｕ＠ ｚｊｕ. ｅｄｕ. ｃ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ｒｃｉｄ.
ｏｒｇ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１４７￣６５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ｉｓ ａ ｇｒａｄｅ Ｂ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２ (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Ｉｎ 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ｉｏｂａｎｋ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浙 江 大 学 学 报 ( 医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ａｂｏｕｔ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ꎬ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ＶＩＤ￣１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ꎬ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ꎬ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ｐｏｓ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ａ ｓｔｒｉｃｔ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ｂａｓｉｎｇ
ｏｎ ｖｉｒｕｓ ｌｏａ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ｆｅｃａｌ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ꎻ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２ꎻ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ꎻ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ｂａｎｋｓꎻ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 (Ｍｅｄ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９ꎬ４９(２):１７０￣１７７. ]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
ＣＯＶＩＤ￣１９)是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２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２ꎬ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感染引起的传染病ꎬ传染性强、潜伏

期长短不一、聚集性发病ꎬ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

播ꎬ患者病情轻重不一ꎬ多数为呼吸道轻症感染甚

至无明显临床表现ꎬ重症率约为 １０％ꎬ但重症患者

的病死率较高ꎮ 随着疫情的蔓延ꎬ各单位生物样

本库样本保藏的生物安全风险大大增加ꎮ 根据我

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华医学会检验医

学分会«２０１９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实验室检测

的生物安全防护指南(试行第一版)»和«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病毒核酸检测专家共识»等[１￣１０]ꎬ本文

基于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病原学和 ＣＯＶＩＤ￣１９ 流行病学

资料ꎬ提出了生物样本采集、转运、处理、保藏、检
测、检测后处置、突发事件等过程中个人和生物样

本保藏场所的生物安全防护原则以及若干建议ꎬ
以确保疫情期间生物样本库的生物安全ꎮ

１　 ＣＯＶＩＤ￣１９ 流行病学

１. １　 病毒特点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归类于 β 冠状病毒属ꎬ为单股正

链 ＲＮＡ( ＋ ｓｓＲＮＡ)病毒ꎬ有包膜ꎬ常为圆形或卵

圆形ꎬ直径 ６０ ~ １４０ ｎｍꎮ 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与蝙蝠 ＳＡＲＳ 样冠状病毒(Ｂａｔ￣ＳＬ￣ＣｏＶ ＺＣ４５)同

源性达 ８５％ 以上ꎮ 该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ꎬ
５６ ℃ ３０ ｍｉｎ、乙醚、７５％乙醇、含氯消毒液、过氧

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ꎬ但氯已定

不能灭活病毒ꎮ 目前传染源主要是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感染者和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２]ꎮ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潜伏期

为 １ ~１４ ｄꎬ最长可达 ２４ ｄꎬ一般为 ３ ~ ７ ｄꎮ 传染

力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ꎬ防护措施也应随之调整ꎮ
疑似和确诊病例可能并发或继发其他病毒、细菌

或真菌感染ꎬ建议接触此类病例及其样本的相关

人员和样本保藏场所提高生物安全防护等级ꎮ
１. ２　 传播途径

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主要的传播途径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

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也可能存在气溶胶传

播ꎻ不排除粪 口途径和其他传播途径ꎻ孕妇与新

生儿之间的垂直传播尚未证实ꎮ
１. ３　 易感人群

人群普遍易感ꎮ 老年人及患有基础疾病者感

染后病情较重ꎬ儿童及婴幼儿感染后也会发病ꎬ但
病情较轻ꎮ

２　 安全防护原则

按照«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

(第二版)» [３]ꎬ建议确定如下安全防护原则:
(１)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暂按病原微生物危害程度

分类中的第二类病原微生物管理ꎮ
(２)有病毒载量信息的标本以及可疑病毒载

量信息的标本应保藏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或生

物样本库ꎬ在预处理、保藏和检测等过程中建议遵

循四点:尽可能避免打开管帽ꎬ必须打开时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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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打开的持续时间ꎻ尽可能避免产生气溶胶、喷
溅ꎻ尽可能不接触标本本身ꎮ 所有操作必须在生

物安全操作柜内进行ꎮ 若不打开管帽或确定不产

生气溶胶、喷溅ꎬ采用二级生物安全防护ꎻ若必须

打开管帽ꎬ或可能产生气溶胶、喷溅ꎬ或可能接触

标本本身ꎬ则采用三级生物安全防护ꎮ 尚无病毒

载量信息的标本可保藏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或

生物样本库ꎮ
有病毒载量信息的标本主要是确诊病例的呼

吸道标本ꎬ如鼻咽拭子、口咽拭子、咳痰、抽吸痰、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保护性毛刷、活检组织等ꎻ确
诊的危重型患者常发生病毒血症ꎬ其血液标本含

有病毒ꎻ部分确诊患者有腹泻症状ꎬ其粪便标本能

检测出病毒核酸并可培养出病毒ꎻ确诊病例的眼

泪及眼结膜分泌物可检测出病毒核酸[１１￣１２]ꎮ
可疑病毒载量信息的标本有确诊病例的胸腔

积液和尿液标本(尚未发现含有病毒)ꎬ疑似病例

的呼吸道、血液、粪便和尿液标本ꎮ
无病毒载量信息的标本包括确诊病例除胸腔

积液和尿液以外的其他无病原体液ꎬ如脑脊液、心
包积液、腹腔积液、关节液、腹膜透析透出液、精
液、女性生殖道分泌物和后穹隆穿刺液等ꎮ

(３)对保藏样本进行严格的生物安全风险评

估ꎬ根据评估结果实施样本保藏生物安全计划ꎬ具
体可依据有无病毒载量信息、传染力大小、标本类

型(可能接触传播、气溶胶传播、粪口途径)等ꎬ分
类、分贮存器、分场所保藏ꎮ

(４)对检测样本进行严格的生物安全风险评

估ꎬ根据评估结果实施生物安全计划ꎻ具体依据:
有病毒可分离培养样本(动物实验)(Ⅰ类)、不能

可靠灭活的未经培养感染性样本(Ⅱ类)、灭活样

本(Ⅲ类)、无病毒载量信息的样本(Ⅳ类)等ꎮⅠ类

样本检测活动应在生物安全三级或以上等级实验

室开展ꎬ并应获得所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后

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ꎻⅡ类和Ⅲ类样本检

测活动应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或经严格生物安

全评估的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加三级生物安全防

护后开展ꎻⅣ类样本检测活动可在生物安全二级

实验室加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后开展ꎮ
(５)所有样本检测活动要进行必要的动态生

物安全风险评估ꎬ根据动态评估结果实施生物安

全计划ꎬ既避免过度防护、过度消毒ꎬ又能确保无

生物安全意外发生ꎮ

３　 个人和场所生物安全防护

３. １　 防护分级

根据我国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

(试行)» [５]ꎬ个人生物安全防护等级分类和要求

如下ꎮ
生物安全防护底线:医用普通口罩、工作服、

手套ꎮ
一级生物安全防护:医用外科口罩、乳胶手

套、工作服ꎬ加手卫生、可戴医用防护帽ꎮ
二级生物安全防护:医用防护口罩或 Ｎ９５ 型

口罩、乳胶手套、工作服外隔离衣、医用防护帽ꎬ加
手卫生ꎬ必要时(比如有喷溅风险)可加护目镜ꎮ

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医用防护口罩或 Ｎ９５ 型

口罩、单或双层医用防护帽、面屏、护目镜、双层乳

胶手套(条件许可时可用不同颜色)、工作服外防

护服、鞋套ꎬ加手卫生ꎮ 必要时双层口罩(里层为

医用防护口罩ꎬ外层为医用外科口罩)ꎮ
特殊防护:重症患者剧烈咳嗽且没有呼吸道

屏障时ꎬ在三级防护的基础上ꎬ可以双层防护服或

防护服外加隔离衣、双层口罩(里层为医用防护

口罩ꎬ外层为医用外科口罩)、全面型呼吸防护

器、三层乳胶手套、双层医用防护帽等ꎮ
注意事项: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时ꎬ双手沿鼻压

紧贴合ꎻ所有口罩戴上后确认密封ꎬ摘下时不要触

碰正面ꎮ 手套佩戴前须确认气密性ꎬ防护服穿脱

符合规范ꎮ 脱手套和防护服前全身喷雾消毒(有
效氯浓度 ５００ ~ １０００ ｍｇ / Ｌ 消毒液ꎬ或 ７５％乙醇)ꎬ
按标准流程依次脱去个人生物安全防护装备ꎬ污
染面切勿接触内部衣物ꎬ手不接触外表面[１３]ꎮ
３. ２　 用品和消毒

３. ２. １　 转运箱　 样本转运箱要求 Ａ 级生物安全

标准ꎮ 建议涉及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的转运箱专用ꎬ特
殊标本建议加特殊标识ꎮ 转运箱定期清洁消毒

(采用有效氯浓度为 ５００ ｍｇ / Ｌ 的消毒液或 ７５％乙

醇)ꎮ 转运箱一般不能进入隔离病房ꎬ但若从隔

离病房取出ꎬ须内部和外部清洁与消毒(采用有

效氯浓度为 １０００ ｍｇ / Ｌ 的消毒液或 ７５％乙醇)ꎮ
３. ２. ２　 密封标本袋　 透明、有生物安全标识ꎮ
３. ２. ３　 生物安全操作柜　 二级生物安全操作柜ꎬ
须年检合格、性能验证通过ꎬ运行期间性能指标符

合要求ꎬ每日进行功能监测、清洁消毒等ꎮ 生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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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操作柜操作空间以紫外线灯消毒为主ꎬ也可以

用 ７５％乙醇消毒(不建议用含氯消毒剂)ꎬ消毒后

建议用清水擦拭ꎮ
３. ２. ４　 标本分装用具　 使用专用移液器ꎬ吸头带

滤芯为佳ꎮ
３. ２. ５　 紫外线灯　 符合国家标准[１４]ꎮ 定期检测

性能、完整记录、累计使用不超过规定时限ꎮ 每次

消毒时间不少于 ３０ ｍｉｎꎮ 注意根据消毒空间大小

合理应用紫外线灯管数量以及有效消毒距离ꎮ 实

验室内空间消毒ꎬ必要时可以采用移动方式ꎬ避免

层高导致消毒无效ꎮ
３. ２. ６　 消毒液　 每天实验前后使用有效氯浓度

为 １０００ ｍｇ / Ｌ 的消毒液进行桌面、台面及地面消

毒ꎮ 消毒液新鲜配制ꎬ２４ ｈ 内使用ꎮ 清洁区可以

使用有效氯浓度为 ５００ ｍｇ / Ｌ 的消毒液消毒ꎮ
３. ３　 实验环境

实验区符合二级或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规

范ꎮ 负压环境最为理想ꎬ注意定期进行压力监测

和功能验证ꎮ 实验室管理参考文献[８]执行ꎮ
核酸检测(如 ＰＣＲ)必须具备相应资质ꎬ且实

验室环境符合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基本要求ꎮ 实验

室若要进行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核酸检测ꎬ须重新评估

并经有关部门批准ꎮ
３. ４　 样本保藏环境

样本保藏区应符合生物安全二级或三级规

范ꎮ 负压环境最为理想ꎬ注意定期进行压力监测

和功能验证ꎮ 保藏区严格管理ꎬ分区到位ꎬ门禁有

效ꎮ 常规消毒:较大面积以含氯消毒液为主ꎬ小面

积可用乙醇ꎮ 处理气溶胶的良好方式是开窗通

风ꎬ也可以消毒空气(如紫外线、过滤、空气消毒

机等方式)ꎮ 有病毒或可疑病毒载量信息的样本

保藏区应按三级生物安全防护ꎮ
３. ５　 个人要求

３. ５. １　 资质和培训　 须具备相应工作资质、岗位

能力认可ꎮ 定期接受常规专业培训ꎬ包括相应技

术规范、操作规程、生物安全防护等ꎬ并考核合格ꎮ
近期接受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相关微生物学、感染病学、
流行病学、感染控制学等培训ꎬ并考核合格ꎮ
３. ５. ２　 行为和心理　 掌握正确的洗手时机ꎬ正确

执行手卫生ꎮ 不随意触摸面部皮肤、眼睛、鼻孔等

黏膜部位ꎮ 正确理性面对疫情ꎬ时刻保持良好的

生物安全防护意识ꎮ

４　 样本采集

４. １　 一般患者

针对发热但无明显流行病学史的患者ꎬ采集

人员须二级生物安全防护ꎮ
４. ２　 疑似患者

就地隔离采样ꎮ 确诊前采集者执行三级生物

安全防护ꎮ 不建议采集人员进入隔离区采集标本ꎮ
４. ３　 确诊患者

４. ３. １　 风险　 依据有无病毒载量信息、传染力大

小、样本不同类型进行风险评估ꎮ 尽可能避免飞

沫传播、接触传播和可能的气溶胶传播ꎮ
４. ３. ２　 样本采集项目　 与临床医生或研究者沟通

并达成共识ꎬ尽可能减少不利于防护、消毒的采样

操作ꎬ尽可能减少容易产生飞沫或气溶胶的操作ꎮ
４. ３. ３　 样本采集程序　 样本采集者须三级生物

安全防护ꎬ同时患者佩戴口罩或其他呼吸屏障ꎮ
避开患者咳嗽、呼吸道诊疗操作等时刻ꎮ 在能够

达成目标的情况下ꎬ尽量减少接触、尽量避免飞沫

和气溶胶产生、尽量缩短在病床旁停留的时间ꎮ
尽可能执行患者自主采集ꎬ如痰液、粪便标本ꎬ此
时样本采集者或医护人员回避ꎮ 疑似或确诊患者

的样本要有特殊标识ꎮ
４. ３. ４　 申请单、条码和相关文书　 建议无纸化办

公ꎬ保持申请单、条码和相关文书清洁无污染状态ꎮ

５　 样本转运

５. １　 人　 员

５. １. １ 　 转运人员 　 采取一级生物安全防护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标本应有专人护送ꎬ护送人员不得少于

２ 人ꎮ 转运人员事先应进行相关的生物安全防护

培训ꎮ
５. １. ２　 司机　 不可独自转运ꎬ转运途中须佩戴医

用外科口罩ꎮ 建议采用专用车辆运输ꎬ司机事先

须经过针对性培训ꎬ并对相关风险知情同意ꎮ
５. １. ３　 接收人员　 采取一级生物安全防护ꎮ 接

收前确认装箱前是否消毒ꎮ 如确定未消毒、不确

定是否消毒、怀疑消毒不到位时ꎬ可于开箱瞬间用

７５％乙醇喷雾消毒ꎮ
５. ２　 转运物品

５. ２. １　 样本　 同一患者 ２ 份以上的密封样本可

以放在同一密封袋ꎬ不同患者应采用不同密封袋

放置ꎮ 密封袋外注明样本基本信息ꎬ建议附上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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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转运清单随样本一起转运ꎮ
５. ２. ２　 包装 　 所有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转运箱要有

统一的特殊标识ꎬ运输时要单独转运ꎬ不可与其他

物品混杂ꎮ 包装符合感染性物质运输的三层包装

系统(防水主容器ꎬ防水辅助包装ꎬ强度满足其容

积、质量及使用要求的刚性外包装) [１５]ꎬ将样本加

盖确认不会溢出ꎬ装入两层密封袋后置于样本盒

内ꎬ消毒封闭后将样本盒正向放入转运箱ꎬ转运箱

封闭前用紫外线消毒(非紧急状态时)、喷雾消

毒、外表面消毒(采用含氯浓度为 １０００ ｍｇ / Ｌ 的

消毒液或 ７５％乙醇)ꎮ 若需航空运输ꎬ除转运箱

外ꎬ样本包装材料也应符合防水、防破损、防外泄、
耐高温、耐高压并应当印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

定的 Ａ 类生物安全包装要求ꎬ有生物危险标签、
标识、运输登记表、警告用语和提示用语[１６]ꎮ
５. ３　 其他要求

５ . ３ . １　 运输审批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的运输须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ꎮ 省内运输时由省级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审批ꎻ跨省运输由出发地省级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审批ꎻ跨境运输还须报所在地海关直属检验检

疫部门审批ꎮ 严禁委托不具备感染性生物材料

运输资质的部门运输ꎬ不得通过邮寄方式运输ꎬ
严禁通过公共交通运输ꎮ 运输完成后应向原审

批部门书面报告[１５] ꎮ
５. ３. ２　 运输条件及时限　 运输过程中保持转运

箱平稳ꎬ样本直立ꎬ避免剧烈振荡ꎮ 中途不可自行

打开转运箱ꎬ若发生意外情况ꎬ须到接收地点说明

情况后与样本接收人员做好防护后共同处理ꎮ 禁

止采用气动系统转运标本ꎮ 为保持样本活性ꎬ样
本采集后应尽快转运至样本保藏中心处理、冻存ꎮ
若无法在 ２４ ｈ 内送达ꎬ尽量 － ７０ ℃以下保存(无
条件者 － ２０ ℃ 暂存)ꎮ 所有样本均要求低温运

输ꎬ运送期间尽量避免反复冻融ꎮ
５. ３. ３　 转运材料　 转运须有转运清单ꎬ采集、转
运、接收环节有对应人员签字ꎬ以便回溯ꎮ

６　 样本接收和处理

接收、分拣、离心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管时ꎬ操作

者须进行二级生物安全防护ꎮ 特殊情况(如怀疑

泄漏或可能产生气溶胶、喷溅)时升级为三级生

物安全防护ꎮ 操作应尽可能在生物安全操作柜中

进行ꎬ从密封袋取出样本后ꎬ须用 ７５％乙醇喷雾消

毒ꎮ 若须打开管帽ꎬ动作应柔缓ꎬ样本管与操作者

面部保持距离ꎮ 如果可以ꎬ样本管喷雾消毒ꎬ打开

后的管帽消毒后弃去ꎮ
离心操作前须与仪器相关技术人员沟通ꎬ获

得避免气溶胶、喷溅的资料信息ꎬ经过严格生物安

全评估(包括配套通风、空气消毒等整体方案)后
进行离心操作ꎮ 离心时操作者与离心机保持一定

距离ꎬ但不可远离ꎮ 样本离心无意外ꎬ须静止

１０ ｍｉｎ以上开盖ꎬ喷雾消毒后进行后续操作ꎮ 若有

疑似意外ꎬ如离心过程有异常声响ꎬ则立即停止离

心ꎬ静止 ３０ ｍｉｎ 以上再小心开盖ꎬ７５％乙醇喷雾消

毒后进行后续操作ꎮ 样本放入转子或从转子取出、
分装等操作均应在生物安全操作柜中进行[３]ꎮ

呼吸道样本:一般无须分装处理ꎮ 将样本取

出后样本管表面用含氯消毒湿巾擦拭消毒即可ꎬ
－ ８０ ℃保存ꎮ

血液样本:采集无抗凝和抗凝两管血液样本ꎬ
静置 ３０ ｍｉｎꎬ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４ ℃离心 １０ ｍｉｎ
分别获得血清、血凝块和血浆、血细胞沉淀ꎬ分装

０. ５ ｍＬ 冻存管中ꎬ按要求 － ２０ ℃或 － ８０ ℃冻存ꎮ
粪便样本:采集的新鲜粪便混匀后分装至

２ ｍＬ冻存管ꎬ按要求 － ２０ ℃或 － ８０ ℃冻存ꎮ
尿液样本:可直接将原尿混匀分装至 ２ ｍＬ 冻

存管中ꎬ按要求 － ２０ ℃ 或 － ８０ ℃ 冻存ꎮ 也可按

以下步骤操作:上下混匀样本数次ꎬ先保存两管

(２ ｍＬ 冻存管)原尿ꎬ余下平均分装到两个离心管

(５０ ｍＬ)中ꎬ１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４ ℃ 离心 ５ ｍｉｎꎬ弃上清

液ꎬ沉淀中分别加入 ＲＮＡｌａｔｅｒ 液(可迅速渗透到

样本组织内ꎬ起稳定和保护细胞 ＲＮＡ 的作用)和
９５％乙醇ꎬ振荡混匀ꎬ分装至 ２ ｍＬ 冻存管中ꎬ按要

求 － ２０ ℃或 － ８０ ℃冻存ꎮ

７　 样本保藏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保藏区应符合生物安全二级

或三级规范ꎬ建议根据有无病毒载量信息、传染力

大小、样本类型等进行样本分类ꎬ分贮存器、分区

保藏ꎮ 有病毒载量信息的样本应保藏在生物安全

三级实验室或生物样本库ꎬ对可疑病毒载量信息

的样本也应按此要求保藏ꎬ负压环境最为理想ꎬ但
要注意监测压力和定期功能验证ꎮ 无病毒载量信

息的标本可保藏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或生物样

本库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除了应专库专柜单独储存ꎬ还

４７１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要做好样本进出和存储记录ꎬ建立专门档案制度ꎮ
必须对所有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设立 Ａ 级生物安全电

子标签ꎬ并建立完善的追踪系统ꎬ严格注明标本基

本信息(样本编号、日期、地点和采集人等)、患者

基本信息、临床诊断结论、实验室检测信息(检测

项目、时间、结果等)ꎬ从而可随时了解标本来源

信息和追踪原始出处ꎮ 未经允许ꎬ严禁擅自进行

ＣＯＶＩＤ￣１９ 病原微生物样本的交流、交换、赠予或

扩散ꎮ 不得擅自使用未经批准、 私自保存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 病原微生物样本[１５]ꎮ
所有非 ＲＮＡｌａｔｅｒ 液保存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

分装后ꎬ用含氯消毒湿巾擦拭管外表面ꎬ放入相

应种类标本盒ꎬ经消毒液或 ７５％ 乙醇喷雾消毒

后 － ８０ ℃ 保藏ꎮ ＲＮＡｌａｔｅｒ 液保存的样本入盒后

４ ℃保存过夜ꎬ再置于 － ８０ ℃保藏ꎮ

８　 样本后期检测(持续评估改进中)

除非有明确证据零风险ꎬ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

期间保藏 的 所 有 样 本 ( 包 括 ＣＯＶＩＤ￣１９ 和 非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进行后期检测时ꎬ建议二级生物

安全防护ꎮ
８. １　 高风险

直接接触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可能会有接触传播

风险ꎬ若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易产生气溶胶或喷溅引

起传播ꎬ均属于高风险过程ꎬ操作人员须配备三级

生物安全实验室个人防护ꎬ在二级生物安全操作

柜(Ａ２ 及以上)内操作ꎮ 直接接触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

本时ꎬ佩戴的双层手套应及时更换ꎬ如发生喷溅须

立即更换ꎮ
核酸检测实验室必须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办公厅关于医疗机构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有关要求通知(国卫办医函〔２０２０〕５３ 号)中的

要求ꎮ 核酸扩增前ꎬ可先对样本灭活(如 ５６ ℃孵

育 ３０ ｍｉｎ 或者用试剂盒自带的核酸提取裂解液

处理)ꎮ 黏液和痰液样本加胰蛋白酶或 ４％氢氧

化钠操作时ꎬ应避免产生气溶胶ꎮ 保持 ＰＣＲ 实验

室环境有效负压ꎬ保持空气有序流动ꎬ及时排除可

能产生的气溶胶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分泌物涂片须在生物安全操

作柜内操作ꎬ 完成后须紫外线照射 ３０ ｍｉｎ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培养相关操作(液化、振荡、涂布、
划线等)须在生物安全操作柜内完成ꎮ 注意抽取

血培养瓶培养液时ꎬ内部压力易导致喷溅和产生

气溶胶ꎬ必须在生物安全操作柜内进行ꎬ同时采取

三级生物安全防护ꎮ 样本接种至培养皿后ꎬ密封

４ 周并作特殊标记ꎮ 微生物鉴定、药敏试验等操

作按原防护要求进行ꎮ
８. ２　 中等风险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不开管帽或确定不产生气溶

胶和喷溅等ꎬ风险程度中等ꎮ 实验室人员配备二

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个人防护ꎬ建议在二级生物安

全操作柜(Ａ２ 及以上)内操作ꎮ
８. ３　 低风险

不 接 触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 本 或 疫 情 期 间 非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ꎬ采取一级生物安全防护ꎮ
８. ４　 风险不确定

检测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过程中ꎬ有产生气溶胶

的风险ꎬ且产生时间和程度不确定的所有检测项

目ꎬ其风险无法准确评估ꎬ建议采取二级或三级生

物安全防护ꎮ

９　 样本检测后处置

建议检测报告有特殊标识ꎬ尽量采用无纸化

办公ꎮ
９. １　 样本密封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应在生物安全操作柜中重新

加盖新的管帽ꎮ 若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直接高压蒸汽

灭菌ꎬ建议可用塑料薄膜密封覆盖、双层包装袋密

封、标注有生物危害或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标识ꎬ且一般应

单独高压蒸汽灭菌ꎮ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感染性强、风险大ꎬ样本一般不

应长期留存ꎬ应当日高压蒸汽灭菌ꎬ需要时应保藏

在生物安全三级或以上实验室或生物样本库ꎮ 若

实验区无高压蒸汽灭菌条件ꎬ则密封后集中统一

处理ꎮ 高压蒸汽灭菌后样本出实验室后也应符合

生物安全原则和管理规范ꎮ
９. ２　 医疗废物处理

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产生的医疗废物达到垃

圾袋或医疗利器盒容量的 ３ / ４ 时ꎬ及时封口收集ꎮ
先在垃圾袋外表面喷洒 １０００ ｍｇ / Ｌ 含氯消毒液ꎬ
扎紧袋口ꎬ再次用 １０００ ｍｇ / Ｌ 含氯消毒液喷洒袋

外表面ꎬ出污染区放入第二层垃圾袋中扎紧袋口ꎮ
垃圾袋和利器盒外粘贴红色高感染性废弃物标识

及中文标签ꎮ 标签内容包括:医疗废物产生单位、
产生部门、产生日期、类别ꎬ并标注“ＣＯＶＩＤ￣１９”或
“ＣＶＤ”ꎬ放入专用转运箱密闭转运ꎬ转运箱外也应

５７１张小燕ꎬ等.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期生物样本保藏生物安全防护原则及建议



粘贴红色高感染性废弃物标识及中文标签ꎮ

１０　 生物安全操作失误或意外处置

１０. １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污染生物安全操作柜操作

台面的处置

溢漏量较少时ꎬ用消毒纸巾覆盖和吸收溢出

物ꎬ纸巾上倾倒有效氯含量为 ５５００ ｍｇ / Ｌ 的消毒

液(从溢漏区外围开始ꎬ逐步向中心区消毒)ꎬ消
毒 ３０ ｍｉｎ 以上后按医疗或医学实验室废弃物处

理ꎬ溢漏区须重复清洁和消毒一次ꎻ溢漏量较大时

应立即停止工作ꎬ在风机工作状态下ꎬ先按上述溢

漏量较少时进行台面消毒ꎬ然后将生物安全操作

柜内物品全部移出ꎬ打开台面钢板ꎬ往下层槽中加

入消毒液ꎬ消毒处理 ３０ ｍｉｎꎬ打开收集槽下放水阀

门ꎬ将消毒液放出收集到容器中ꎬ将收集槽四壁擦

拭干净ꎬ再用清水二次擦洗ꎬ盖好台面钢板ꎬ然后

按常规紫外线消毒ꎬ必要时甲醛熏蒸消毒[１５]ꎮ
１０. ２　 ＣＯＶＩＤ￣１９ 样本造成实验室污染的处置

保持实验室空间密闭ꎬ禁止不相关人员出入ꎬ
避免污染物扩散ꎮ 使用 ５５００ ｍｇ / Ｌ 有效氯消毒液

的毛巾覆盖污染区ꎬ消毒 ３０ ｍｉｎ 以上ꎬ必要时(如
大量溢漏时)可用过氧乙酸加热熏蒸实验室过夜

(室内湿度 ６０％ ~ ８０％)ꎬ剂量为 ２ ｇ / ｍ３ꎬ或 ２０ ｇ / Ｌ
过氧乙酸消毒液用气溶胶喷雾器喷雾ꎬ剂量为

８ ｍＬ / ｍ３ꎬ作用 １ ~ ２ ｈꎮ 清理上述污染物必须严

格遵循活病毒生物安全操作要求ꎬ废弃物采用高

压蒸汽灭菌处理ꎬ另需进行实验室换气等ꎬ防止产

生次生危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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