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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NY/T７６５—２００４«高致病性禽流感样品采集、保存和运输技术规范»,与 NY/T７６５—

２００４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更改了范围(见第１章);
———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０４年版的第２章);
———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
——— 更改了采样前准备(见第４章,２００４年版的第３章);
——— 更改了样品采集(见第５章,２００４年版的第４章);
——— 更改了样品包装(见第５章,２００４年版的第４章);
——— 更改了样品保存和运输(见第６章和第７章,２００４年版的第５章);
——— 更改了附录 A、B(见附录 A、B,２００４年版的附录 A、B);
——— 增加了附录C(见附录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动物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８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中国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
本标准起草人:李阳、于晓慧、蒋文明、邓国华、刘伟、尹馨、施建忠、刘朔、彭程、王静静、陈丕英、李金

平、袁丽萍、侯广宇、刘华雷.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０４年第一次发布为 NY/T７６５—２００４;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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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病性禽流感样品采集、保存及运输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致病性禽流感样品釆集、保存和运输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疑似或确诊高致病性禽流感样品的采集、保存及运输.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本文件.

NY/T７６６　高致病性禽流感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７６８　高致病性禽流感人员防护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样品　specimen
取自动物或环境,拟通过检测反映动物个体、群体或环境有关状况的材料或物品.

３２
采样　sampling
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从动物或环境取得一定量的样品,并经过适当的处理,留做待检样品的过程.

３３
抽样单元　samplingunit
同一饲养地、同一饲养条件下的动物群体或个体,同一产地、同一批次的动物产品.

３４
随机抽样　randomsampling
按照随机原则(总体中每一个观察单位都有同等的机会被选入样品中),从总体中抽取部分观察单位

的过程.

４　采样前准备

４１　釆样人员

从事样品采集的人员应经过生物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熟练掌握采样工作程序和采样操作技术.采

样时应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采样,做好样品信息记录,确保样品质量符合要求、样品及相关信息可追溯.

４２　采样器具

４２１　应根据所采集样品的种类和数量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采样工具、器械及容器等,并进行适量包装.

４２２　采样工具和盛样器具应做灭菌处理,并保持洁净、干燥.

４２２１　解剖刀、剪刀、镊子等用具应经高压蒸汽(１０３４３kPa,１２１ ℃±０５ ℃,１５min~３０min)或

１００℃蒸馏水煮沸灭菌３０min或干热灭菌１２０℃６０min,应急无灭菌用具可临时用７５％酒精擦拭或进

行火焰灭菌处理.

４２２２　应使用无菌一次性针头、注射器和采样拭子.

４３　样品保存液

样品保存液配制方法按照附录A的规定执行,经１０３４３kPa、１２１℃高压灭菌２０min后分装到２mL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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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管中,每管１２mL储存备用.

４４　采样记录和防护材料

不干胶标签、签字笔、记号笔、采样单、记录本等;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手套、采样袋、乳胶手套、防护

服、防护帽、胶靴(防护鞋套)、垫布、７５％酒精消毒液、生物安全垃圾袋等.

５　样品釆集

５１　采样原则

５１１　合理选择采样方法

５１１１　应根据采样的目的、内容和要求合理选择样品采集的种类、数量、部位与抽样方法.样品数量应

满足流行病学调查和生物统计学的要求.

５１１２　诊断或被动监测时,应选择症状典型或具有明显病变/发病征兆的禽只,采集组织样品、疑似污

染物.

５１１３　主动监测时,应采集口咽拭子和泄殖腔拭子,根据禽只日龄、季节、免疫接种史、周边疫情情况估

计其流行率,确定抽样单元.在抽样单元内,应遵循随机抽样原则.

５１２　采样时限

采集死亡动物的样品,最佳采集时间为动物死亡后２h内.夏天不应超过６h,冬天不应超过２４h.

５１３　无菌操作

采样过程应注意无菌操作,解剖刀、剪刀、镊子、器皿、注射器、针头等采样用具应事先灭菌,每种样品

应单独采集.

５１４　减少应激和损害

活体动物采样时,应动作轻柔,避免过度刺激或损害动物,减少应激.

５１５　生物安全防护

采样人员应按 NY/T７６８的要求加强个人防护,严格遵守生物安全操作的相关规定;同时,应做好环

境消毒,并按 NY/T７６６的要求对动物或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污染环境,防止动物疫病传播.

５２　拭子样品采集

５２１　采集口咽拭子时,应将拭子深入喉头及上颚裂来回旋转３次~５次,沾取分泌液.口咽拭子的样

品保存液中抗生素浓度按照附录 A的规定配制.

５２２　采集泄殖腔拭子时,应将拭子深入泄殖腔约１５cm~２cm,至少旋转３圈.尽可能沾取到组织黏膜

细胞碎片,并沾取少量粪便.泄殖腔拭子的样品保存液中抗生素浓度应提高至１０倍,配制方法按照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５２３　将采样后的拭子头部按样品编号分别浸入含有１２mL样品保存液(配制方法按照附录A的规定

执行)的２mL采样管中,尾部弃去,盖紧管盖,用封口膜封口防止液体溢出,并填写相应采样单.

５２４　对于鸽、珍禽等体型较小的禽鸟,采样时宜选用直径为３mm 的拭子,避免因拭子取样给禽类造成

损伤.

５３　组织样品采集

５３１　应用无菌器械无菌采集禽鸟的气管、肺、肝、脾、肾、脑、心、肠(包括内容物)等组织脏器,装入无菌

采样袋或其他灭菌容器中.上述每个样品取样重量为１５g~２０g,如果重量不够可取全部脏器(如脾脏).

５３２　不同禽鸟脏器不应混样,同一禽鸟的不同脏器一般不做混样.

５３３　将样品封口,注明组织名称,编号并填写相应采样单.

５４　粪便样品采集

小珍禽和野禽可采集新鲜粪便样品(每份样品１g~２g),分别置于盛有样品保存液的采样管中.粪

便样品的样品保存液中抗生素浓度应提高１０倍(按附录 A).

５５　血清样品采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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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１　禽翅静脉采血

可用不含抗凝剂的真空采血器或合适规格的注射器,压迫翅静脉近心端,使血管怒张,注射器针头平

行进入静脉,放松对近心端的按压,缓慢抽取血液,每只病禽采血样１mL,置于２mL离心管.

５５２　禽心脏采血

５５２１　雏禽心脏采血

针头平行颈椎从胸腔前口插入,见有血液回流时,把针芯向外拉使血液流入采血器.每只病禽采血样

１mL,置于２mL离心管中.

５５２２　成年禽心脏采血

５５２２１　右侧卧保定时,在触及心脏搏动明显处,或胸骨脊前端至背部下凹处连线的１/２处,垂直或稍

向前方刺入,见有血液回流即可采集.每只病禽采血样１mL,置于２mL离心管中.

５５２２２　仰卧保定时,胸骨朝上,压迫嗉囊,露出胸前口,将针头沿其锁骨俯角刺入,顺着体中线方向水

平刺入心脏,见有血液回流即可采集.每只病禽采血样１mL,置于２mL离心管中.

５５３　血清样品制备

将血样室温(２５℃)下倾斜３０°静置２h~４h,或３７℃温箱中静置３０min,待血液凝固、血清析出时,用
无菌针头剥离出血凝块,即可收集到血清.必要时,可低速离心(１０００g 离心５min~１０min)分离出血

清,编号并填写相应采样单.

５６　整禽样品采集

将整个禽鸟尸体包入禽尸体袋中并编号,填写相应采样单.包装样品的容器密封后,外表需进行消毒

处理.

５７　环境样品采集

５７１　包括可能被污染的器具、物品、地面、墙面等物体的表面进行样品采集时,采样拭子充分浸润样品

保存液后在表面重复涂抹,将拭子放回采样管浸润,取出后再次涂抹采样,重复３次以上.对表面较大的

物体进行多点分布式采样.

５７２　收集污水时,用拭子浸入吸附污水,将拭子放回采样管浸润,取出后再次浸入污水,重复３次以上,
对每个污水采样位置应进行多点分布式采样.

５８　样品登记表填写

样品登记表详见附录B,采样单应用签字笔逐项填写(一式三份).样品标签和封条应用签字笔填写,
采样管上可用记号笔作标记.应将采样单和病史资料装在自封袋中,随样品一起送到实验室.

５９　样品包装

保证样品包装良好,确保到达实验室的样品外观完整且运输途中不发生泄漏.样品包装分为三部分:
主容器、辅助包装和外包装,主容器和辅助包装又统称为内包装,具体要求应符合附录C的规定.

５１０　废弃物处理

５１０１　无法达到检测要求的样品,按 NY/T７６６的要求对剩余所有样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５１０２　采样完成后的器械,如一次性器械应进行消毒无害化处理;可重复使用的器械应先消毒后清洗.

６　样品保存

６１　样品采集后宜于２４h内送往实验室.

６２　样品采集后室温(２５℃)放置不宜超过４h.

６３　能在２４h内送到实验室,可用保温箱内加冰袋冷藏运输.

６４　超过２４h不能送到实验室,应做冷冻处理.应先将样品置于－２０℃以下冻结,用于样品保存的冰

箱应为单独专用,并且加锁专人保管.然后,在保温箱内加冰袋冷藏运输,途中不能超过４８h.

６５　血清样品应与其他样品分开,单独存放.

６６　样品应避免反复冻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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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样品运输

７１　应选择较为快速、合理的途径或方式将采集的样品送往实验室.

７２　样品的运输应由不少于２人的专人护送,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７３　国内运输.样品应该通过陆路运输;没有陆路通道,可以通过民用航空运输.通过航空运输时,托运

人应持有中国民航局备案的«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训练合格证»,对于确诊样品的运输,托运人还应持

有«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准运证书».

７４　在国际间运输的样品,应当规范包装,按照«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满

足相关国家和国际通用规则要求.

７５　通过航空进行运送的样品抵达目的地机场后,由专门车辆运送至接收单位,通过陆路运输的样品由

专业车辆进行运送,运送人员和接收人员应对样品进行双签收.

７６　样品应由专人管理,准确记录样品的来源、种类、数量,编号登记,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样品的安全,严
防发生误用、恶意使用、被盗、被抢、丢失、泄露等事件.

７７　样品在运输中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的,承运单位、护送人应当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在２h内分

别向承运单位的主管部门、护送人所在单位报告,同时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报告,发生被盗、被抢、丢失的,还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

７８　样品运抵后应尽快进行检测,避免反复冻融.病原学样品４℃存放应不超过４d,否则应在－７０℃
或以下保存.血清学样品４℃存放应不超过７d,否则应在－２０℃以下保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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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样品保存液配制

样品保存液的配制方法如下:

a)　A液:０２mol/L磷酸二氢钠水溶液.NaH２PO４H２O２７６g,加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溶解,最后

定容至１０００mL.

b)　B液:０２mol/L磷酸氢二钠水溶液.Na２HPO４７H２O５３６g或 Na２HPO４１２H２O７１６g
或 Na２HPO４２H２O３５６g,加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溶解,最后定容至１０００mL.

c)　００１mol/LpH７２磷酸盐缓冲液(PBS)(含抗生素和稳定剂)的配制.取 A 液１４mL,B液

３６mL,加 NaCl８５g,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定容至１０００mL.１０３４３kPa,１２１℃高压灭菌

２０min,冷却后,无菌条件下分别加入青霉素(２０００U/mL)、链霉素(２ mg/mL)、庆大霉素

(５０μg/mL)、制霉菌素(１０００U/mL)和牛血清白蛋白(５mg/mL)或１０％终体积的甘油.
上述抗生素浓度宜用于组织和口咽拭子;如果用作粪便和泄殖腔拭子的缓冲液,抗生素浓度应提高

１０倍.加入抗生素后,应调pH 至７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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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样　品　登　记　表

样品登记表见表B１.

表B１　样品登记表

场点名称 纬度 经度

采样地址 省　　　　 市　　 县(区)　　　　乡镇(街道)　　　　　村

场点联系人 联系电话

采样人 电话 采样时间

场点类型
□养禽场 □散养户 □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 □屠宰场 □其他

样品类型及

采样数量

□拭子 □组织

□血清 □其他

既往病史及

免疫情况

流行病学情况、
临床症状和

病理变化

样品类型 编号 栋舍 样品数量 种类 品种 存栏数 禽鸟来源地

　　注:经纬度(６位小数,如１１７４０２４２６,３２、９１８５７６);动物种类(鸡、鸭、鹅、鸽子、鹌鹑等);动物品种(蛋鸡、白羽肉鸡、黄羽

肉鸡、地方品种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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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样　品　包　装

C１　内包装

C１１　液体样品的采样管应放在规定的采样管塑料盒内,避免晃动;每个组织样品应分别包装.

C１２　样品应正确盛放在主容器内,主容器应是防水、防泄漏的,保证完全密封.

C１３　辅助包装是在主容器之外的结实、不透水和防泄漏的第二层包装.

C１４　应在主容器和辅助包装之间填充吸附材料.吸附材料应充足,能够吸收所有的内装物.多个主

容器装入一个辅助包装时,应分别包装主容器,防止互相摩擦.

C１５　主容器的表面贴上标签,标明样品类别、编号、名称和数量等信息.

C１６　相关文件,例如样品数量表格、危险性声明、信件、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信息等应当放入一个防水的

袋中,并贴在辅助包装的外面.

C１７　辅助包装应用适当的衬垫材料固定在外包装内,在运输过程中使其免受外界影响,如破损、浸水

等.冷冻剂应放在辅助包装和外包装之间.

C２　外包装

C２１　液体样品的采样管应放在规定的采样管塑料盒内,避免晃动;每个组织样品应分别包装.

C２２　外包装的强度应当充分满足对于其容器、重量及预期使用方式的要求.

C２３　外包装应选用有效氯５００mg/L的含氯消毒剂、０１％~０２％的过氧乙酸或其他有效的可用于物

体表面的消毒剂进行喷洒消毒或擦拭消毒.并应当确保外包装六面消毒,不留死角,消毒剂用量约

２００mL/m２~３００mL/m２,达到消毒作用时间后,方可进行搬运、装卸等操作.

C２４　外包装消毒后应当印上生物危险标识.生物危险标识如图C１所示.

图C１　生物危险标识

C２５　通过民用航空运输的,应当符合«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CCAR２７６)和国际民航组

织文件Doc９２８４«危险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中的有关包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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