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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9/2021_2022__E6_8A_A5_

E6_A3_80_E5_91_98_EF_c30_509649.htm 植物检疫是伴随着植

物引种而来的。随着国际间植物种质资源引种或交换日益增

多，一些在引入国内不存在的病、虫、杂草等危害物可能随

种质材料被传入，一旦蔓延，将给整个生态带来很大后患。

《检疫法》总则和有关条款明确规定，进出境植物检疫的范

围包括三个方面：（1）进出境的货物、物品和携带、邮寄进

出境的物品，包括植物、植物产品及其它检疫物。植物的种

子、种苗包括盆栽、绿化和观赏树苗，果树苗木、砧木、接

穗、插条、块根、块茎鳞茎，花卉、蔬菜种子，花粉、植物

组织或细胞培养材料、试管苗，多肉植物繁殖材料以及中药

植物种苗等。（2）装载容器和包装物，包括植物、植物产品

和其它检疫物的货物装载容器，携带或邮寄包装物品。（3）

运输工具，包括来自植物疫区的轮船、飞机、火车、汽车。

与植物种质资源进出境有关的各种进出境装载运输工具，均

属检疫对象。 按《检疫法》规定，不论是入境的还是出境的

植物、植物产品及其它检疫物，首先要进行审批和报检。 1

．检疫审批制度 我国现行具有植物检疫审批权的机关分中央

和省级两个层次，主要有农业部植物保护总站、国家林业总

局森林保护司，负责审批国务院有关部门引进或输出的植物

种子、种苗和其它繁殖材料；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厅

（局）植物保护站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森

林保护机构，负责审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和

单位引进或输出的植物种子、种苗和其它繁殖材料。 检疫审



批程序包括提出申请、填写检疫审批单和审批三步。首先是

执行种子、苗木引进或输出的部门或单位向规定的审批机关

提出书面申请。代办检疫审批手续的，代理人必须提交委托

书。申请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同时应附必要的文件和

单证。随后申请输入种子、种苗和其它繁殖材料的填写《引

进种子、苗木检疫申请书》、《引进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单

》、《引进国外植物种苗隔离试种报告书》，申请输出种子

、种苗和其它繁殖材料的填写相应的输出表格审批单。最后

由检疫审批机关审查证件是否齐备，根据输出国家的疫情和

两国间签定的检疫条款，签署审批意见。批准的主要条件是

输出国家无重大疫情。如有特殊要求的，要在“审批意见”

栏中注明。如引种需要作隔离试种进行检疫观察的，应注明

具体的条件和要求。检疫审批单在有效期内有效，过期作废

，须重新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2．报检制度 检疫报检制度分

为进境报检制度、过境报检制度、携带和邮寄报检制度和出

境制度。进出境植物、植物产品或其它检疫物的所有者或其

代理人应持输出国或产地检疫证明，贸易合同等单证向口岸

检疫机关报检。进境报检时间可在检疫物抵达口岸时。出境

报检在检疫物出境前办理，需作检疫处理的在出境前15d办理

。 进出境报检程序大体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交检证件

，包括检疫证书、贸易合同、检疫物进出境单据，种子、种

苗和其它繁殖材料的有效检疫审批单。第二步，填写进境/出

境《动植物检疫报检单》。现在《报检单》上所有项目都已

编成代码，以便微机处理。《报检单》的内容必须与实际相

符，否则要受到行政处罚。第三步，核对、登记、编号。口

岸检疫人员对《报检单》进行核对，确定无误后登记、编号



，等待现场检疫和隔离检疫。 3．检疫方法 产地检疫 产地检

疫是实施植物检疫的基础，其主要任务是根据输入国检疫要

求、检疫实际需要以及检疫物供需单位、个人要求，到入境

或出境检疫物的产地进行检疫。产地检疫时依据进出境检疫

物种类，应检病、虫、杂草的生物学特性选择一种或几种适

当的方法进行。检疫不合格者，暂停进口或出口。 现场检疫 

现场检疫包括依法登船、登车、登机实施检疫，依法进入港

口、车间、机场、邮局实施检疫，依法进入种植、加工、存

放场所实施检疫。同时按《检疫法》规定采样。现场检疫的

主要任务如下：（1）查检检疫审批单、报检单、输出国家或

地区检疫证书等单证，核对证物是否相符；（2）查验与检疫

物有关的运行日志、货运单、贸易合同等，查询检疫物的启

运时间、港口、途径国家和地区；（3）检查外部包装、运输

工具、堆放场所以及铺垫材料等是否附有检疫性病、虫、杂

草；（4）在全批检疫物中，用科学方法抽样检查是否带有危

险性病、虫、杂草（对各种植物、植物产品和其它检疫物的

抽查数量有明确规定，种苗类是按一批总件数的5％ ~ 20％抽

查）；（5）根据检疫需要，在全批检疫物中拣取代表样品，

携回室内检查。 室内检疫 根据进出境国的双边协定和检疫条

款，对代表样品和发现的病、虫、杂草，按其生物学特性分

别在室内采用一种或几种检疫方法进行检查和鉴定。（1）通

过过筛检查筛上物和筛下物是否带有害虫、病粒、菌核、杂

草；（2）隐蔽性害虫，可根据为害症状以及可选的籽粒、果

实、枝条等，采用剖开，灯光透视、染色、比重等方法检查

；（3）附着性病原菌，用直接镜检、洗涤等方法检查；（4

）潜伏性病原菌，用分离培养，切片等方法检查；（5）病原



线虫，用漏斗分离法检查。目前，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已被

广泛应用于植物检疫，不仅大大提高了检疫效率，而且检疫

结果更准确可靠。 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在100件以下的

，取一份样品，101 ~ 500件的取2份，501 ~ 3 000件的取3份，3

000件以上的取4份。每份代表样品的数量如下：红枣、橄枣

、块根、块茎、葱头、大蒜等取2 000 ~ 2 500 g；菜豆1 000 ~ 1

500 g，甜瓜籽，西瓜籽1 000 g，蔬菜、杂草种子及落叶松、

榆树种子取100 g，细小种子取10 ~ 30 g。 隔离检疫 《检疫法

》规定，输入的植物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在以下三

种情况下要进行隔离检疫：第一，某些植物危险性病、虫、

杂草，特别是许多毒病，在输入的种苗上往往表现隐症，口

岸抽样检查时很难检出，而在生长发育期间容易鉴别；第二

，国家公布的病、虫、杂草名录有一定的局限性，《检疫名

录》中的某些病、虫、杂草虽然在国外发生不太严重，传入

国内后，可能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有利于其发生危害，并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第三，当引进的植物带有微量病原物时，

口岸抽样检查很难发现疫情，传入后，可能大量繁殖而引起

严重的流行危害。隔离检疫需要隔离检疫场所。口岸植物检

疫机关都建有植物隔离检疫苗圃。中国农业科学院品种资源

研究所负责中国与国外植物种质资源交换的管理工作。该所

在北京和厦门设有两个国家作物引种和检疫基地。其中北京

检疫基地设有各类检疫温室、防虫温室、综合检疫室、土壤

消毒设备、防虫网室及露天苗圃，能根据作物不同来源地区

及可能存在病、虫、杂草危险程度，满足不同层次的隔离检

疫要求。 4．检疫结果的处理 检疫放行 经检疫合格的植物、

植物产品或其它检疫物，检疫机关鉴发《检疫证书》或在报



关单上加盖检疫放行章，入境的还可开具《检疫放行通知单

》，海关依据这些单证验放。 除害处理 检疫不合格的检疫物

可在隔离检疫基地进行除害处理，重新检疫合格的出证放行

。除害又称无害化，是通过化学、物理和其他方法杀灭有害

生物的处理方式。在检疫中应用最广泛的是熏蒸。 销毁或退

回 对于除害处理后仍不合格的检疫物应销毁，不准出入境。

不愿销毁的还给物主。如必须引进的，则要转港卸货，并限

制使用的范围、时间和地点。 检疫特许审批 《检疫法》规定

，如果禁止进境物属于科学研究、教学等特殊需要，而引进

单位又具有符合检疫要求的防疫、监督管理措施时，检疫机

关可以鉴发《进境植物检疫特许审批单》，同时要求上级主

管部门出具证明材料，说明“特批物”的品种、产地、引种

的特殊需要和使用方式。百考试题编辑整理"#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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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