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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2021_2022__E5_87_BA_E

5_85_A5_E5_A2_83_E7_c30_35452.htm 第83号 《出入境特殊物

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已经2005年5月1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

施行。 局 长 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

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出入境特殊物品的卫生检

疫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入

境、出境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

特殊物品的卫生检疫监督管理。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管理全国出入境特殊

物品的卫生检疫监督管理工作；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对辖区内出入

境特殊物品实施卫生检疫监督管理。 第四条 出入境特殊物品

的卫生检疫管理实行卫生检疫审批、现场查验和后续监督管

理制度。 第五条 取得《入/出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

（以下简称《卫生检疫审批单》），并经卫生检疫合格的出

入境特殊物品，方准入境、出境。 第六条 出入境特殊物品由

国家质检总局指定并公布的口岸入境、出境。 第二章 卫生检

疫审批 第七条 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所辖区域内出入境特殊物

品的卫生检疫审批。 第八条 入境、出境特殊物品的货主或者

其代理人应当在交运前向入出境口岸直属检验检疫局提交《

入/出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申请单》（下简称《审批申请

单》）。 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根据出入境特殊物品的分类



填写《审批申请单》，每一类别填写一份。 第九条 申请办理

出入境微生物、人体组织、血液的卫生检疫审批手续的，应

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准许出入境证

明（原件和复印件）； （二）特殊物品所含病原微生物的学

名（中文和拉丁文）和生物学特性(中英文对照件)的说明性

文件； （三）含有或者可能含有3至4级病原微生物的入境特

殊物品，及含有或者可能含有尚未分级病原微生物的入境特

殊物品，使用单位应当具备BSL-3级(p3级)实验室，并提供相

应资质的证明； （四）科研用特殊物品应当提供科研项目批

准文件原件或者科研项目申请人与国内外合作机构协议（原

件和复印件,中、英文对照件）； （五）供移植用器官应当提

供有资质医院出具的供体健康证明和相关检验报告。 第十条 

申请办理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的卫生检疫审批手续的，货主

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用于治疗、预防、

诊断的入境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应当提供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出具的进口注册证明； （二）用于治疗、预防、诊断

的出境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应当提供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

具的《药品销售证明》； （三）用于其他领域的出入境生物

制品、血液制品，应当提供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进口批件。 

第十一条 直属检验检疫局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

申请，应当予以受理。 第十二条 受理申请的直属检验检疫局

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并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许

可或者不准予许可的决定，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

经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

由告知申请人。 准予许可的，应当签发《卫生检疫审批单》

，不准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对于尚未认知其传染



性的特殊物品，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当报请国家质检总局开展

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所需时间不计入审批期限，但应当书面

告知货主或者其代理人。 第十三条 出入境的特殊物品卫生检

疫审批单只能使用一次，有效期限为90天。 第十四条 供移植

用器官因特殊原因未办理卫生检疫审批手续的，入境、出境

时检验检疫机构可以先予放行，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放

行后10日内申请补办卫生检疫审批手续。 第三章 卫生检疫 第

十五条 入境、出境特殊物品到达口岸后或者离开口岸前，货

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依法向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检验检疫机构不予受理报检： （一）不能提供

《卫生检疫审批单》的； （二）《卫生检疫审批单》超过有

效期的； （三）伪造、涂改有关文件或单证的； （四）其他

不符合检验检疫要求的。 第十六条 受理报检的口岸检验检疫

机构按照下列要求对出入境特殊物品实施现场查验，并填写

《入／出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现场查验记录》： （一）检查

出入境特殊物品名称、批号、规格、数量、输出／输入国和

生产厂家等项目是否与审批单列明的内容相符； （二）检查

出入境特殊物品包装是否安全无破损，不渗、不漏； （三）

对出境的特殊物品应核查出厂检验合格报告，检查生产记录

、原材料来源，以及生产流程是否符合卫生要求。 第十七条 

对需抽样检验的入境特殊物品，经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许可，

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可先运至有储存条件的场所，待检验合格

后方可移运或使用。口岸检验检疫机构不具有检验能力的，

应当委托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的实验室进行检验。 第十八条 邮

寄、携带的出入境特殊物品，因特殊情况未办理卫生检疫审

批手续的，检验检疫机构应当予以截留，要求按照规定办理



卫生检疫审批手续，并按照第十六条进行查验，经检疫合格

后方可放行。 第十九条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对经卫生检疫符合

要求的出入境特殊物品予以放行。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签发《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并予以封存、退回或者销毁

： （一）名称、批号、规格、数量等与审批内容不相符的； 

（二）包装或者保存条件不符合要求的； （三）超过有效使

用期限的； （四）经检验不符合卫生检疫要求的； （五）被

截留物品自截留之日起60日内未获准许可的。 口岸检验检疫

机构对处理结果应当做好记录、归档，并上报国家质检总局

。 第四章 后续监管 第二十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辖区内含有或

可能含有病原微生物的入境特殊物品实施后续监管。 需要后

续监管的入境特殊物品，未经检验检疫机构的同意，不得擅

自使用。 第二十一条 对需要实施异地后续监管的入境特殊物

品，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出具《入境货物调离单》，并及

时电子转单给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使用单位应当在特殊物

品入境后30日内，持《入境货物调离单》到目的地检验检疫

机构申报，并接受后续监管。 第二十二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入

境特殊物品实施后续监管的内容包括： （一）含有或者可能

含有病原微生物入境特殊物品的使用单位是否具有相应等级

的生物安全实验室，P3级以上实验室必须获得国家认可机构

的认可； （二）使用单位实验室操作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资

质； （三）入境特殊物品使用情况记录，是否按照审批用途

使用。 使用单位应当及时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使用情况说明

。 第二十三条 检验检疫机构在后续监管过程中发现有不符合

要求的，应当责令限期整改，并对已入境的特殊物品进行封

存，直至整改符合要求。如经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责令其



退运或者销毁。 第二十四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后续监管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应当立即报告国家质检总局，并通报原审批的

直属检验检疫局。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检验检疫机构可以给予警告或者处以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瞒报或者漏报禁止进口的微生物、人

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的； （二）未

经检验检疫机构许可，擅自移运、销售和使用特殊物品的； 

（三）在规定时限内未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或者拒绝接受特

殊物品卫生检疫后续监管的； （四）伪造或者涂改检疫单、

证的。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

有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下列用

语的含义： （一）微生物是指病毒、细菌、真菌、放线菌、

立克次氏体、螺旋体、衣原体、支原体等医学微生物； （二

）人体组织是指人体胚胎、器官、组织、细胞、人体分泌物

、排泄物； （三）生物制品是指：细菌类疫苗、病毒类疫苗

、抗毒素、各种诊断用试剂、干扰素、激素、酶及其制剂以

及其他活性制剂（毒素、抗原、变态反应原、单克隆抗体、

重组DNA产品、抗原-抗体复合物、免疫调节剂、微生态制剂

、核酸制剂等），以及其他生物材料制备的有关制品； （四

）血液及其制品是指全血、血浆、血清、血细胞以及由血液

分离、提纯或者应用生物技术制成的血浆蛋白组分或者血细

胞组分制品。 第二十八条 进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出入境

特殊物品的卫生检疫管理，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

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2006年1

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