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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已经 2008 年 11 月 4 日农业部

第 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孙政才���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保藏管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兽药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菌（毒）种和样本的保藏活动及其

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菌（毒）种，是指具有保藏价值的动物细 菌、真菌、放

线菌、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氏体、螺旋体、病毒等微生物。 
 
  本办法所称样本，是指人工采集的、经鉴定具有保藏价值的含有 动物病原微

生物的体液、组织、排泄物、分泌物、污染物等物质。 
 
  本办法所称保藏机构，是指承担菌（毒）种和样本保藏任务，并向合法从事 
动物病原微生物相关活动的实验室或者兽用生物制品企业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

的单位。 
 
  菌（毒）种和样本的分类按照《动物病原微生物分 类名录》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农业部主管全国菌（毒）种和样本保藏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菌（毒）种和样本保

藏监督管理工 作。 

  第五条 国家对实 验活动用菌（毒）种和样本实行集中保藏，保藏机构以外

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保藏菌（毒）种或者样本。 



第二章 保藏机构 

 

  第六条 保藏机构分为国家级保藏中心和省级保藏中心。保藏机构由农业部指

定。 
 
   保藏机构保藏的菌（毒）种和样本的种类由农业部核定。 

  第七条 保藏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关于保藏机构设立的 整体布局和实际需要； 
 
  （二）有满足菌（毒）种和样本保藏需要的设施设备；保藏高致病性动物病原

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应当具有 相应级别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并

依法取得《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资格证书》； 
 
  （三）有满足保藏工作要求的工作人员； 
 
   （四）有完善的菌（毒）种和样本保管制度、安全保卫制度； 
 
  （五）有满足保藏活动需要的经费。 

  第八条 保藏机构的职责： 
 
  （一）负责菌 （毒）种和样本的收集、筛选、分析、鉴定和保藏； 
 
  （二）开展菌（毒）种和样本的分类与保藏新方法、新技术研究； 
 
   （三）建立菌（毒）种和样本数据库； 
 
  （四）向合法从事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实验室或者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

业提供菌（毒）种或者样 本。 

第三章 菌（毒）种和样本的收集 

 

  第九条 从事动物疫情监测、疫病诊断、检验检疫和疫病研究 等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及时将研究、教学、检测、诊断等实验活动中获得的具有保藏价值的

菌（毒）种和样本，送交保藏机构鉴定和保藏，并提交菌（毒）种和 样本的背景

资料。 
 
  保藏机构可以向国内有关单位和个人索取需要保藏的菌（毒）种和样本。 



  第十条 保藏机构应当向提供菌（毒）种和样本的单位和个人 出具接收证

明。 

  第十一条  保藏机构应当在每年年底前将保藏的菌（毒）种和样本的种类、

数量报农业部。 

第 四章 菌（毒）种和样本的保藏、供应 

 

   第十二条 保藏机构应当设专库保藏一、二类菌（毒）种和样本，设专柜保

藏三、四类菌（毒）种和样本。 
 
  保藏机 构保藏的菌（毒）种和样本应当分类存放，实行双人双锁管理。 

  第十三条 保藏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的技术资料档案，详细记录所保藏的菌

（毒）种和样本的名称、 编号、数量、来源、病原微生物类别、主要特性、保存

方法等情况。 
 
  技术资料档案应当永久保存。 

  第十四条 保藏机构应当对保藏的菌（毒）种按时鉴定、复 壮，妥善保藏，

避免失活。 
 
  保藏机构对保藏的菌（毒）种开展鉴定、复壮的，应当按照规定在相应级别的

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 

  第十五条 保藏机构应当制定实验室安全事故处理应急预 案。发生保藏的菌

（毒）种或者样本被盗、被抢、丢失、泄漏和实验室人员感染的，应当按照《病原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及时报告、启动预案， 并采取相应的处

理措施。 

  第十六条  实验室和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需要使用菌（毒）种或者样本

的，应当向保藏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七条 保藏机构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 
 
  （一） 提供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查验从事高致

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批准文件； 
 
  （二）提供兽用生物制品 生产和检验用菌（毒）种或者样本的，查验兽药生

产批准文号文件； 
 
  （三）提供三、四类菌（毒）种或者样本的，查验实验室所在单位出具的 证



明。 
 
  保藏机构应当留存前款规定的证明文件的原件或者复印件。 

  第十八条 保藏机构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时，应当进行登记，详细记录所

提供的菌（毒）种 或者样本的名称、数量、时间以及发放人、领取人、使用单位

名称等。 

  第十九条 保藏机构应当对具有知识产权的菌（毒）种承担相应的保密责任。 
 
   保藏机构提供具有知识产权的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应当经原提供者或者

持有人的书面同意。 

  第二十条 保藏机构提供的菌（毒）种或者样本应当附有标签，标明菌（毒）

种名称、编号、移 植和冻干日期等。 

  第二十一条  保藏机构保藏菌（毒）种或者样本所需费用由同级财政在单位

预算中予以保障。 

第 五章 菌（毒）种和样本的销毁 

 

  第二 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藏机构应当组织专家论证，提出销毁菌

（毒）种或者样本的建议： 
 
  （一）国家规定应 当销毁的； 
 
  （二）有证据表明已丧失生物活性或者被污染，已不适于继续使用的； 
 
  （三）无继续保藏价值的。 

  第二十三条 保藏机构销毁一、二类菌（毒）种和样本的， 应当经农业部批

准；销毁三、四类菌（毒）种和样本的，应当经保藏机构负责人批准，并报农业部

备案。 
 
  保藏机构销毁菌（毒）种和样本的， 应当在实施销毁 30 日前书面告知原提供

者。 

   第二十四条 保藏机构销毁菌（毒）种和样本的，应当制定销毁方案，注明

销毁的原因、品种、数量，以及销毁方式方法、时间、地点、实 施人和监督人

等。 



  第二十五条  保藏机构销毁菌（毒）种和样本时，应当使用可靠的销毁设施

和销毁方法，必要时应当组织开展灭活效果验证和风险评估。 

  第二十六条 保藏机构销毁菌（毒）种和样本的，应当做好销 毁记录，经销

毁实施人、监督人签字后存档，并将销毁情况报农业部。 

  第二十七条 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将菌（毒）种

和样本就地销毁或者 送交保藏机构保管。 

第六章 菌（毒）种和样本的对外交流 

 

  第二十八条 国家对菌（毒）种和样本对外交流实行认定审 批制度。 

  第二十九条  从国外引进和向国外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应当经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农业部批准。 

  第三十条 从国外引进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单位，应当在 引进菌（毒）种

或者样本后 6 个月内，将备份及其背景资料，送交保藏机构。 
 
  引进单位应当在相关活动结束后，及时将菌（毒）种和样本就地 销毁。 

  第三十一条  出口《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所列的菌

（毒）种或者样本的，还应当按照《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

的规定取得生物两用 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许可证件。 

第七章 罚则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保藏或者提供菌（毒）种或 者样本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责令其将菌（毒）种或者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

机构；拒不销毁或者送交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五

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 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及时向保藏机构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对单位处一

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农业部批准，从国外引进或者向国外提供

菌（毒）种或者样本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责令其将菌

（毒）种或者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并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保藏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农业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取消保藏机构资格。 

第 八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80 年 11 月 25 日农业部发

布的《兽医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试行办法》（农〔牧〕字第 181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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