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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ＦＡＯ／ＩＰＰＣ之ＩＳＰＭＮｏ．２７标准《限定性有害生物的诊断规程》（英文版）。

本标准与ＩＳＰＭＮｏ．２７标准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删除了原标准的批准、背景、诊断规程的目标与致谢、诊断规程的出版等部分；

———删除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重新定义了范围；

———删除了原标准的“附录Ｉ：制定诊断规程的主要步骤”。

本标准由全国植物检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

和国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印丽萍、叶军、林石明、朱水芳、于翠、郑建中、王福祥、王秀芬、安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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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性有害生物检测与

鉴定规程的编写规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限定性有害生物的检测与鉴定规程编写的内容和结构，并规定了检测与鉴定方法的

最低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相关国际贸易和有害生物监测中限定性有害生物的检测与鉴定规程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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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１—２０００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植物检疫术语表（ＩＳＰＭ第５号，ＦＡＯ，２００７）

３　检测与鉴定规程编写原则和基本框架

３．１　原则

３．１．１　限定性有害生物检测与鉴定规程应为从事检测和鉴定相关有害生物的专家
１）或受过专业培训

的人员提供必需的方法和指导。

３．１．２　检测与鉴定规程中采用的检测与鉴定方法应经过灵敏度、特异性和再现性
２）测试；所选用的有

害生物诊断方法的技术资料应是公开发表的，并经过相关专家确认的，同时，这些方法的可操作性（包括

操作的难易、花费时间和速度）以及对操作人员所应具备的相关知识和经验都应具有普遍适用性；选用

的仪器以及对照样品、试剂等的获取都应具有普遍适用性。

３．１．３　每一项检测与鉴定规程应尽可能包括不止一种方法，以供不同检测能力的实验室和在不同情况

下选用，不同情况也包括有害生物不同发育阶段需要不同的方法进行检测，还包括需通过几种方法对诊

断结果进行确证的情况。

３．１．４　每一项检测与鉴定规程中应包括对有害生物的相关信息的描述，包括：分类信息、寄主、分布、生

物学、保存记录和相应的科学文献。在许多情况下还可补充更多有助于检测与鉴定的信息。

３．１．５　检测与鉴定规程应提供为保证有害生物鉴定准确性而采用的参考物质（如阳性和阴性对照，标

本）的来源及获得途径的相关信息。

３．１．６　检测与鉴定规程应包括诊断方法所采用的一些仪器、化学试剂等在使用时的安全警示；还应包

括使用这些仪器、化学试剂并不排除其他合适的化学品或仪器在外的提示。

　　１）　专家指昆虫学家，真菌学家，病毒学家，细菌学家，线虫学家，杂草学家，分子生物学家等。

　　２）　再现性（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指用相同的方法，同一试验材料，在不同的条件下获得的单个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

不同的条件指不同操作者，不同设备，不同实验室，不同或相同的时间。

１

犌犅／犜２３６３５—２０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