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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发再发虫媒传染病不断涌现，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医学节肢动物

相关的野外现场和实验室研究对虫媒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至关重要。国内一直有不同单位

在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但是截止目前，我国仍缺少对医学节肢动物相关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的生物安全规范或操作指南细则。为积极应对医学节肢动物相关活动中可能涉及到的生物

安全问题，提高节肢动物生物安全分级标准化、相关操作和生物安全防护规范化，保障从

业人员安全，制定本医学节肢动物野外和实验室生物安全规范专家共识，旨在指导我国节

肢动物相关工作，保障国家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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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arthropod-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global public health security. The study of arthropods of medical importance is essential 

and critical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rthropod-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institutions or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carrying out the field or laboratory study of 

arthropods of medical importance. But until now, it is still lacking detailed biosafety guideline or 

recommendation which can guide the related work for the arthropods. In order to better respond to 

the biosafety issues that may be involved in the field or laboratory activities of these arthropods,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arthropods biosafety classification, operations and protection, an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biosafety recommendation of arthropods of medical importance in field and 

laboratory has been developed, aiming to guide the future work of arthropods and ensure the national 

biosecurity of China. 

Keyword: Arthropods of medical importance; field biosafety; laboratory biosafety; expert 

consensus 

 

在全球化、气候变化、城市化背景下，新发再发虫媒传染病不断涌现，每年导致超过

70 万人死亡，给全球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带来严重威胁[1]。2022 年 3 月，世界卫生组织

（WHO）指出下一次传染病大流行极有可能由虫媒传播的病原体引发，需要被重点关注

[2]。作为虫媒传染病传播的重要载体，节肢动物媒介是虫媒传染病与虫媒病原体研究中的

关键环节，主要分为两类：野外现场（field）研究和实验室（laboratory）研究，均对虫媒

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至关重要。 

近年来生物安全受到各国高度重视，中国、美国和英国等为代表的国家已经把生物安

全纳入国家战略。节肢动物体型大小、生活习性和移动能力具有其特殊性，因此与常规动

物相比而言对生物安全有更多个性化的需求。为保障相关研究活动的生物安全，许多国家

已经不同程度开展了节肢动物生物安全规范或标准的研究工作[3]。在野外现场研究方面，

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相关生物安全的重要性[4-5]，但是目前还未见节肢动物野

外现场相关的生物安全规范或指南的报道；而在实验室研究方面，美国、英国和欧盟均初

步建立和完善了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的规范和标准体系[6-10]。 

我国地域广阔，吸血节肢动物媒介种类众多，且外来节肢动物和虫媒病原体的输入风

险日益增大。随着未来全球化不断加强，不同区域和国家间人流、交通流、物流往来也将

更加频繁和自由便利化，我国将不可避免面临本土和外来节肢动物及其传播的传染病（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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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或本地扩散）等带来的生物威胁和相关公共卫生风险防控问题。因此在我国开展医学节

肢动物及其传播病原体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需要形成长效机制的工作。

虽然国内一直有不同单位在从事医学节肢动物野外现场或实验室相关研究工作，但是截止

目前，我国仍缺少对医学节肢动物相关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细分领域生物安全规范或操作

指南[9, 11-12]。 

为应对医学节肢动物野外现场和实验室活动中可能涉及到的生物安全问题，提高节肢

动物生物安全分级标准化、相关操作和生物安全防护规范化，保障从业人员安全，海南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开展节肢动物生物安全有关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健康标准

化、海南省地方标准制定工作，并联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 10 余家国内权威机

构，成立了涵盖节肢动物媒介、虫媒传染病与生物安全领域专家的节肢动物生物安全专家

组，制定并达成“医学节肢动物野外现场与实验室生物安全规范专家共识”。本共识内容

包括适用范围、医学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原则，医学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

物安全分级，医学节肢动物野外现场个人防护、装备和材料、废弃物处置、样本包装运输

和意外应急，医学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原则，医学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分级，医学节肢动物实验室设施设备、个人防护、废弃物处置和意外应急等与等方面的内

容，旨在推进我国节肢动物领域的生物安全能力建设，促进相关研究工作安全、健康开

展，保障国家生物安全。 

1. 适用范围 

本共识适用于涉及吸血性医学节肢动物相关的野外现场或实验室活动开展过程中的生

物安全风险评估、生物安全分级、操作规范和生物安全防护措施等。吸血性医学节肢动物

指能通过吸血叮咬将病原体生物性传播（非机械传播）给人类或动物的节肢动物，如蚊、

蜱、白蛉、蠓、蚤、螨、虱等。医学节肢动物野外现场活动指在实验室以外的环境，开展

医学节肢动物有关的野外调查、野外监测、野外实验、现场勘查、现场调查、现场监测和

现场实验等活动。医学节肢动物实验室活动指在实验室环境下，开展的节肢动物有关的检

测、虫媒传染病和病原相关的致病机制、传播机理研究等，包括节肢动物感染、节肢动物

人工修饰、节肢动物-病原体-宿主动物传播循环、节肢动物饲养、观察、解剖和检测等活

动。 

2.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是指在野外现场活动中为避免医学节肢动物、其宿主动物

和自然环境中人员暴露、生物危害因子的扩散并导致危害而采取的综合防控措施。 

2.1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原则 

当开展医学节肢动物野外现场活动时，应综合考虑节肢动物及其宿主动物和自然环境

来源的生物因子带来的风险。野外现场工作具有复杂性、可变性，应对风险进行充分识别

和综合评估。可能存在的生物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节肢动物直接叮咬的风险。 

（2）人员直接或被动接触环境中节肢动物关联物种（宿主动物等），如抓伤、咬伤、

体液或排泄物接触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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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相关的人兽共患病病原体、生物毒素暴露的风险。 

（4）活动开展的季节、时间段、持续时间相关的风险。 

（5）仪器装备以及废弃物处置相关的风险。 

（6）样本采集、处理和运输相关的风险。 

（7）人员相关的风险。 

（8）其他潜在或未知的生物性风险。 

2.2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分级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可分为三级：一级、二级和三级，其中一级防护

水平最低，三级防护水平最高。 

（1）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一级（arthropods field biosafety level-1，AFBSL-

1）：适用于节肢动物、其动物宿主及自然环境来源的生物因子，通常不会对野外现场工作

人员构成危害（低风险）。 

（2）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二级（arthropods field biosafety level-2, AFBSL-2）：

适用于节肢动物、其动物宿主及自然环境来源的生物因子，通常不会对野外现场工作人员

构成严重危害或风险有限（中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区域正在流行或检出过危害程

度为第三类或第二类病原体[13]、或其他危害程度相当的生物因子。 

（3）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三级（arthropods field biosafety level-3, FBSL-3）：适

用于节肢动物、其动物宿主及自然环境来源的生物因子，会对野外现场工作人员构成严重

或重大危害（高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区域正在流行或检出过危害程度为第一类病

原体[13]、或其他危害程度相当的生物因子；或活动区域存在携带未知病原体的入侵节肢动

物。 

2.3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操作、人员防护和其他 

2.3.1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操作规范 

（1）应依据活动目标制定明确的实施计划和方案，并经所在机构的生物安全委员会审

批；必要时，向当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备案。 

（2）每次活动开展应不少于 2 名工作人员参加。 

（3）工作人员应身体健康状态良好，并依据可能存在的生物因子暴露风险接种相应疫

苗。 

（4）工作人员需系统接受节肢动物采样、生物安全和野外现场其他工作方面的规范培

训，并具备一定的野外现场环境适应和自救能力。 

（5）尽量使用仪器设备诱捕节肢动物，减少直接接触节肢动物的风险。 

（6）如需直接接触节肢动物的宿主动物，应采取合适的防护措施。 

（7）如在野外现场开展节肢动物分类鉴定，应采用防节肢动物逃逸的装置或措施。 

（8）应使用专用的交通工具、笼具和容器装载和运输节肢动物，人和节肢动物之间应

有物理隔离。 

（9）活动结束时，应仔细检查身体和衣物表面是否附着或藏匿节肢动物，并及时做好

手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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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活动结束后，应密切关注身体状况，如出现发热、乏力、关节疼痛等症状，应

及时报告，就医时应告知可能的节肢动物叮咬或接触史。 

2.3.2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人员生物安全防护 

（1）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一级防护    工作人员应穿浅色长袖衣服、长裤、一

次性外科手套、一次性外科帽子；身体裸露部位和衣物上应涂抹蚊、蜱等驱避剂。 

（2）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二级防护    工作人员应穿戴医用防护服，扎紧衣袖

口，领口以及裤腿口，身体裸露部位和衣物上应涂抹蚊、蜱等驱避剂，配套选用防蚊头

罩、防蚤、防蜱袜等。当存在可经气溶胶传播的生物危害因子时，还应使用呼吸防护装

备，如医用防护口罩或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14]。 

（3）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三级防护    除满足节肢动物野外现场生物安全防护二

级基本要求外，应着全身型防护服，并使用呼吸防护装备，如医用防护口罩或动力送风过

滤式呼吸器[14]。 

2.3.3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设备与材料 

（1）应选用合适的笼具、容器装载不同种类（蚊、蜱、跳蚤、蠓等）、不同发育阶段

（幼虫和成虫）和不同状态（死、活体）的节肢动物。 

（2）应配备消毒剂、杀虫剂、驱避剂等。 

（3）应配备合适的节肢动物诱捕装置或仪器，如捕蚊灯、粘蚤纸、麻油纸等。 

（4）应配备污染物收集及无害化处理器材如，高温高压灭菌袋、密封条、标志带和储

运箱等。 

（5）如需接触节肢动物的宿主动物时，应根据宿主动物种类和现场环境特点配备防抓

咬伤器具、动物保定器具或便携式手套箱等。 

2.3.4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废弃物处置 

（1）一次性的材料、器具、防护用品使用完毕后，应使用杀虫剂和消毒剂进行除虫和

消毒后，装入高温高压灭菌袋，转运回实验室高温高压后再做后续处理。 

（2）重复性使用的器具、仪器或防护用品使用完毕后，应使用杀虫剂和消毒剂进行除

虫和消毒去污染后，转运回实验室，经彻底消毒处理后，清洗并检验合格后方可回收利

用。 

（3）现场剩余节肢动物及废弃样本应先用杀虫剂彻底杀死后，然后用盛有消毒液的专

用容器收集，转运回实验室高温高压后再做后续处理。 

（4）工作结束后，交通工具也应及时进行杀虫和消毒灭菌。 

2.3.5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样本包装与运输 

（1）运输时应依据节肢动物种类和发育阶段选用合适的容器，做好标识、并配合使用

次级容器（如笼、盒）运送至实验室，运输过程中应有防节肢动物逃逸的措施。 

（2）适用时可选用常温或低温（冰排、干冰或液氮等）运输。 

2.3.6 节肢动物野外现场意外与应急处置 

（1）发生自然灾害时，应及时通过自毁或其他无害化处置方式处理现场样本。 

（2）运输途中如发生节肢动物意外逃逸，应及时捕获或杀灭逃逸的节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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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节肢动物叮咬或其宿主动物抓咬伤的人员应依据暴露情况进行风险评估后，采

取观察、医学隔离、预防药物使用或应急疫苗接种等措施。 

3  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是指为避免节肢动物及其携带的病原体等生物危害因子造成

的实验室人员暴露、向实验室外环境扩散并导致危害而采取的综合措施，包括实验室物理

防护、操作规范和实验室管理等方面。 

3.1 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原则 

除常规（细胞和脊椎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风险因素外，应重点考虑节肢

动物携带/传播的病原体带来的影响，包括自然感染或实验室人工感染的病原体，或是节肢

动物意外逃逸后可能传播的病原体，因此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水平与其相关的病原体

所适用的生物安全水平直接相关。 

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识别和评估时应综合考虑如下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1）节肢动物的种类和来源，如飞行或爬行类、本地或外来物种、自然种群或人工修

饰种群等。 

（2）节肢动物的发育阶段和生存繁殖能力。 

（3）节肢动物对病原体的媒介效能和其他影响媒介效能的因素。 

（4）节肢动物的感染状态，如已知未感染特定病原体的节肢动物、已知感染特定病原

体的节肢动物、感染未知病原体或感染状态不明的节肢动物。 

（5）节肢动物感染的病原体的种类及其生物危害等级。 

（6）是否使用节肢动物宿主动物及使用的宿主动物种类。 

3.2 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分级 

依据实验对象和活动的风险，节肢动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分与国际接轨，可

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一级防护水平最低，四级防护水平最高。 

（1）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一级（arthropods containment level-1，ACL-1）：适用

于操作对公众、环境和工作人员影响小的节肢动物及其相关生物因子（低风险），实验室

对象通常不会引起人或动物危害，包括未感染病原体的本地节肢动物物种；或未感染病原

体且不能在本地引发虫媒传染病流行的外来节肢动物物种。 

（2）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二级（arthropods containment level-1，ACL-2）：适用

于操作对公众、环境和工作人员有中度危险的节肢动物及其相关生物因子（中风险），实

验室对象通常不会对人或动物构成严重危害，或传播风险有限，并且具备有效预防和控制

措施，包括已感染第三类病原体或危害程度相当的病原体的本地或外来节肢动物；或未感

染病原体的人工修饰的节肢动物。 

（3）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三级（arthropods containment level-1，ACL-3）：适用

于操作对公众、环境和工作人员有高度危险的节肢动物及其相关生物因子（高风险），实

验室对象对人或动物构成严重危害，并可通过媒介生物或气溶胶传播，包括已感染第二类

病原体或危害程度相当的病原体的本地、外地或人工修饰的节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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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肢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四级（arthropods containment level-1，ACL-4）：适用

于操作对公众、环境和工作人员有极高危险的节肢动物及其相关生物因子（极高风险），

实验室对象对人或动物构成重大危害，包括已感染第一类病原体或危害程度相当的病原体

的本地、外地或人工修饰的节肢动物。 

3.3 节肢动物生物安全一级（ACL-1）实验室 

3.3.1  ACL-1 实验室设施与设备 

（1）实验室门窗等需加装纱网等防虫装置，避免饲养的节肢动物逃逸和野生节肢动物

进入实验室。实验室地板、墙壁、天花板材料应耐受常用清洁剂和杀虫剂，需高温、高湿

度的房间还应耐湿防霉。 

（2）天花板不应过高，以便于发现和捕获逃逸的节肢动物。 

（3）实验室内壁、地面和家具等应无缝处理、颜色应为浅色，以便于发现和识别逃逸

的节肢动物。  

（4）实验室内家具和仪器设备等应易于移动，以便于清洁和发现逃逸的节肢动物。 

（5）应配备与饲养的节肢动物种类和发育阶段相适应的笼具、容器等，防止其逃逸。 

（6）实验室环境温度、湿度及光照应具备大范围调节性（适用大规模饲养）；也可采

取替代方案，如在房间内使用人工气候箱等。 

（7）应在实验室入口处张贴 ACL-1 生物危害标识，标识信息包括节肢动物种属等。 

（8）实验室与外界连通处，如上下水、电线管道穿墙处等均应使用合适的网筛或其他

密封措施，防止节肢动物逃逸。 

3.3.2  ACL-1 实验室操作规范 

（1）装有节肢动物的笼具或容器一般不应放置在主干道或走廊等，以避免被意外接触

和开启。 

（2）实验室内应尽量减少与节肢动物饲养和实验无关的物品存放，以便及时发现逃逸

的节肢动物，并降低其逃逸后存活和繁殖的机会。 

（3）装有节肢动物的笼具或容器应有清晰且牢固的标识，标识信息包括物种、来源、

发育阶段（卵，幼虫，成虫等）、日期和研究负责人等。 

（4）尽量选择使用体外薄膜饲血系统，如需使用活体动物饲血，应经所在机构生物安

全委员会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审批并制定合适的饲血规程。 

（5）如在实验室内饲养宿主动物，应确保其不会接触到其他节肢动物，并定期仔细检

查宿主动物身体部位（皮毛、耳朵等）是否藏匿有节肢动物。 

（6）应使用已知不含病原体的血液饲喂节肢动物，避免使用感染状态不明的动物或人

来源的血液制品。 

3.3.3  ACL-1 实验室个人防护 

（1）如接触节肢动物、使用宿主动物或血液时应佩戴一次性手套，适用时应着浅色棉

质常规实验服。 

（2）如对节肢动物过敏，可选用防节肢动物过敏原的口罩、面罩、头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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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ACL-1 实验室废弃物处置 

（1）丢弃节肢动物前，应确保其已经被处死，可使用加热或低温冷冻方式处死后，再

放入垃圾袋中。 

（2）应对饲养节肢动物的笼具和容器进行适当清洁。 

（3）应及时清理操作台面和地面。饲养蚊虫的实验室内如有积水应及时清除，以防止

蚊虫滋生。 

3.3.5  ACL-1 实验室意外与应急处置 

（1）应制定预防措施防止节肢动物逃逸。 

（2）应制定有害生物预防措施，防止野生节肢动物和宿主动物进入实验室造成感染或

交叉污染。 

3.4 节肢动物生物安全二级（ACL-2）实验室 

适用时，应符合 ACL-1 实验室基本要求，以及 GB 19489《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

求》中 BSL-2/ABSL-2 实验室的相关要求[15]。除此之外还应： 

3.4.1  ACL-2 实验室设施与设备 

（1）实验室应设在相对独立的区域，与其他开放式区域（无人员限制）分隔开来。 

（2）实验室应设置缓冲间，且当房间内有节肢动物时，门应保持关闭；应依据节肢动

物种类和风险评估确定是否需要增加额外的防逃逸屏障（如纱门，风幕等）。   

（3）实验室不宜设置窗户。如有窗户，则应保证窗户密封良好，且不易破损。 

（4）实验室如设置机械通风系统，应适合节肢动物的饲养，送、排风口处应设置便于

维护和消毒灭菌的防逃逸屏障（如纱网、过滤器等）。 

（5）实验室内排水管道应有防止节肢动物和病原体意外释放的措施，可用适当的化学

药剂填充排水水封，以防止不同发育阶段的节肢动物存活。 

（6）实验室内部照明装饰等设计时应考虑减少节肢动物的藏匿空间。墙壁、地板和天

花板应进行无缝化处置或用密封剂填充。灯具应从顶板上方安装，与天花板齐平且密封完

整。 

（7）照明应照度和色温合适、光源均匀，不影响节肢动物生长发育，不能对设施内部

的操作安全有不利影响。 

（8）实验室所在的建筑物内应配备高温高压灭菌装置。 

（9）应在设施入口处张贴 ACL-2 实验室生物危害标识，标识信息包括感染的或可能

感染的病原体、节肢动物种属等。 

（10）应配备用于节肢动物分选、解剖操作的手套箱。 

（11）适用时应配备节肢动物麻醉专用设备，如二氧化碳麻醉板、冷冻台等。 

（12）应配备节肢动物监测、捕获和杀灭装置，如诱蚊灯、电蚊拍等。 

（13）应每年对实验室进行内部评估及检查，以确保相关的维护工作或改造未影响设

施的安全性。同时还应考虑研究方案、试剂或节肢动物种类的变化是否适用于现有的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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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ACL-2 实验室操作规范 

（1）工作人员在离开实验室前应做好手卫生，并检查实验服、身体上是否携带或藏匿

节肢动物。 

（2）感染性材料和节肢动物均不得通过下水道直接排放。 

（3）工作人员应经过培训并考核合格，掌握节肢动物相关的实验技能且具备 BSL-2

实验室操作资质才能进入 ACL-2 实验室工作；如需同时操作脊椎动物，还应具备 ABSL-2

实验室操作资质。 

（4）节肢动物在操作区和饲养区之间的转运必须使用坚固安全的容器防止其逃逸。 

（5）可将未感染的节肢动物饲养在 ACL-1 实验室，实验前转运至 ACL-2 实验室，再

进行感染或感染后的饲养。未经风险评估，禁止将节肢动物从 ACL-2 实验室转移到 ACL-1

实验室。 

（6）为防止交叉污染，感染性血餐应放置在 ACL-2 实验室内指定区域，不宜与非感

染性血餐存放在同一区域。 

（7）逃逸的节肢动物必须进行重新捕获或直接处死，重新捕获的节肢动物经风险评估

后方可放回饲养容器中。禁止徒手处死感染性节肢动物，可在防护条件下使用工具（如镊

子）操作。 

（8）应避免在生物安全柜内操作节肢动物个体（如分选、解剖等）。 

（9）节肢动物的容器标识信息还应有感染病原的名称、数量、感染日期等。 

（10）如在 ACL-2 实验室内饲养宿主动物，应采取物理隔离措施，避免其与节肢动物

不必要的接触。 

3.4.3  ACL-2 实验室个人防护 

（1）应佩戴医用防护手套，并穿着浅色实验服。 

（2）应依据风险评估结果，选用面部、眼部或呼吸防护装备。 

3.4.4  ACL-2 实验室废弃物处置 

（1）应尽量使用一次性容器、器具饲养或操作节肢动物，使用完毕后经高温高压灭菌

再做后续处理；对于重复性使用，且无法高温高压灭菌的容器、器具，可以先进行表面消

毒后再净化处理。 

（2）所有含节肢动物的废弃物均需经高温高压灭菌再做后续处理。高温高压灭菌处理

前，应使用冷冻或其他适当的方法对处死节肢动物。 

（3）实验结束后，实验设备和工作台表面应使用消毒剂进行消毒。 

3.4.5  ACL-2 实验室意外与应急处置 

（1）应设置有效的节肢动物监测和处置方案，如设置诱蚊灯，产卵器等监测评估是否

发生逃逸。 

（2）如发生节肢动物逃逸应及时寻找捕获，并使用工具（如点蚊拍等）杀灭逃逸的节

肢动物。 

3.5 节肢动物生物安全三级（ACL-3）实验室 

适用时，应符合 ACL-2 实验室基本要求，以及 GB 19489《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

求》中 BSL-3/ABSL-3 实验室的相关要求[15]。除此之外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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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ACL-3 实验室设施与设备 

（1）实验室应设在独立的区域，并设置气锁、门禁，仅限授权人员进入。适用时可在

入口处设置淋浴间。 

（2）实验室防护区内应配备高温高压灭菌设备，以便实验材料和废弃物进出。 

（3）实验室门、送排风口周围的空间应密封完整和便于消毒灭菌。可在围绕门框、送

排风口周围安装并填充粘性或油脂材料等屏障，防止节肢动物逃逸。  

（4）实验室不宜设置水槽和排水管道，如有水槽和排水管道须用适当的方法填充（化

学消毒剂）以防止不同发育阶段节肢动物的藏匿和生存。 

（5）感染的节肢动物与感染的宿主动物可安置在同一实验室房间内，但应有物理隔

离。 

（6）应配备节肢动物专用的（解剖、分选等）带 HEPA 过滤器的手套箱式隔离器。 

（7）实验室内家具的柜门或抽屉应密闭性能良好，不使用时应保持关闭状态，以避免

节肢动物进入和藏匿。 

3.5.2  ACL-3 实验室操作规范 

（1）所有操作程序均应设计合理且有效执行，以防止节肢动物逃逸及气溶胶产生。可

在低等级实验室中使用未感染的节肢动物/宿主动物进行模拟操作，以便对操作程序进行修

订和论证。 

（2）工作人员应具备 ACL-2 和 BSL-3 实验室操作资质才能进入 ACL-3 实验室工作，

如需同时操作脊椎动物，还应具备 ABSL-3 实验室操作资质。 

（3）所有节肢动物的操作应在一级屏障中完成。应依据节肢动物种类、生活史、行为

特征以及病原体的特征来设计合适的操作程序。 

（4）还应有节肢动物记录清单，并对节肢动物进行精确计数。主要饲养笼盒、容器的

标识必须包括节肢动物的数量；从转入 ACL-3 实验室至实验结束时所有关键环节的节肢动

物数量都应有记录，且记录保存良好。 

（5）除主容器外，适用时应在主容器的基础上使用次级容器，增加节肢动物逃逸的难

度。  

3.5.3  ACL-3 实验室个人防护 

（1）应佩戴双层医用防护手套，外层手套应为浅色，并经常进行表面消毒或更换。 

（2）应使用呼吸防护装备，如医用防护口罩或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3）应着浅色全身型个人防护服。 

（4）应依据风险评估合理使用其他个人防护。 

3.5.4  ACL-3 实验室废弃物处置 

应选用一次性容器、器具饲养或操作感染的节肢动物，使用完毕后应先经高温高压灭

菌再做后续处理。 

3.5.5  ACL-3 实验室意外与应急处置 

（1）若高度怀疑有节肢动物逃逸，应先尽寻找和捕获，或保证实验室内其他节肢动物

安全的前提下，用杀虫剂对发现的逃逸节肢动物进行杀灭；如未寻找到逃逸的节肢动物则

需要对实验室进行全面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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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肢动物逃逸发生后，工作人员应及时向实验室生物安全负责人等管理人员汇

报，根据相关部门的反馈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3.6 节肢动物生物安全四级（ACL-4）实验室 

适用时，应符合 ACL-3 实验室基本要求，以及 GB 19489《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

求》中 BSL-3/ABSL-3 实验室的相关要求[15]。除此之外还应： 

（1）ACL-4 实验室设施与设备 

ACL-4 实验室一般是指 BSL-4 实验室中开展节肢动物相关活动的区域，应采用浅色装

饰，且设施内仅存放节肢动物实验活动所需的物品。 

（2）ACL-4 实验室操作规范 

①节肢动物与宿主动物需分别安置在实验室内不同的房间。 

②工作人员需接受严格的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具备 ACL-3 和 BSL-4 实验室操作资质

才能进入 ACL-4 实验室工作；如需同时操作脊椎动物，还应具备 ABSL-4 实验室操作资

质。由于节肢动物操作通常需要使用小型器具，因此，对操作灵活性要求很高，应对工作

人员开展着正压防护服时操作节肢动物的特殊培训。 

③所有节肢动物相关操作都应在手套箱式隔离器中进行。 

④应对节肢动物精确计数并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确保每只节肢动物的存在。 

⑤除主容器外还应同时使用次级容器盛放节肢动物，确保节肢动物处于双重安全容器

中。 

⑥节肢动物应先被充分灭活，再进行后续处理。 

（3）ACL-4 实验室个人防护 

①着浅色正压防护服，佩戴浅色的防护服手套。 

②适用时，可选配其它特殊防护装备。 

（4）ACL-4 实验室废弃物处置 

    应符合 ACL-3 实验室废弃物处置要求。 

（5）ACL-4 实验室意外与应急处置 

如果发生节肢动物逃逸并且未被找到，应关闭整个节肢动物实验区域，并使用消毒剂

和杀虫剂对区域进行全面消杀。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实施背景下节肢动物生物安全的机遇和挑战 

2021 年 4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正式施行，为节肢动物生物安全的

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法律支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实

施，节肢动物生物安全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有利于提升相关人员对节肢动物生物安

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促进虫媒传染病相关研究工作安全健康地开展；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生物安全法》的宣传和普及，公众对生物安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将不断提高，这将有

助于提升节肢动物生物安全的整体认知水平。 

同时，在推进节肢动物生物安全规范化和标准化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节肢动物

生物安全涉及到多个领域和部门，具体实施和监管难度较大，需要加强协调和配合；节肢

动物相关研究和活动需要具备多学科知识储备、专业的技术、设备或设施，对于一些基层

单位和技术人员来说，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槛；保障节肢动物野外现场和实验室生物安全需

要投入大量的经费和人力，一些单位可能存在经费和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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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推进节肢动物生物安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升我国生物

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伦理审查与知情同意    本研究不涉及伦理批准和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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