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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为保证植物检疫领域实验室认可活动中能力范围表述的准确性

和一致性，真实客观体现植物检疫实验室的技术能力，亟需对植物

检疫领域认可能力范围表述加以规范。CNAS 技术处于 2019 年对

《植物检疫实验室认可能力范围表述研究》予以立项。现将工作情

况做一个简单介绍： 

2019 年 7 月课题立项，11 月课题组成立（小组成员见附件）；

2020 年 1 月在广东湛江召开的 CNAS 动植检专委会 2019 年工作总

结时课题组召开了第一次线下会议，对研究内容和分工进行了讨

论；并于 2020 年 8 月，形成了初稿；11 月完成第一次修改。 

2020 年 12 月，课题组于云南昆明召开第二次课题组现场讨论

会，并就已形成的文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2021 年 4 月和 2022 年 3

月，课题组以视频会的形式进行两次全体讨论，并形成了送审稿。 

二、主要内容 

（一）《评审作业指导书》 

在CNAS-WI14《认可能力范围（技术能力）评审作业指导书》

的基础上，针对植物检疫实验室的特点，本项目组主要就实验室技

术能力的评审过程，强调以下关注的要点： 

1、申请书的审查应注意： 

实验室是否包括隔离检疫温室（异地）/网室和昆虫饲养设施

等； 

2、评审工作准备 

策划并准备：申请认可能力范围，重大敏感的检测对象和项

目，拟确认方式及关键过程。 

3、现场试验准备  

现场试验应覆盖实验室申请认可的专业领域，基于风险评估，

根据以下情况选取代表项目进行现场试验，例如：（有别于其它领

域的前4种情况） 

— 其它实验室经常检出，而该实验室未检出的项目； 

— 首次检出、很少开展、新开展或变更的项目； 



— 包含多个种类的属及以上分类阶元和概括性表述的类群； 

— 检测鉴定难度较大、操作复杂、容易发生混淆乃至错误的项

目； 

— 依靠主观判断较多的项目、形态学检测鉴定项目； 

— 涉及多种原理和仪器设备、多场所的项目，包括需要特殊仪

器设备，如电子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等。 

4、方法确认的评审 

没有现行有效检测鉴定标准的，实验室自行制定非标方法，并

进行确认。应关注实验室方法确认的过程及结果是否科学、有效，

符合行业公认要求，是否有充足证据确保非标准方法所得结果的可

靠性和有效性，并在评审报告中进行简要描述。 

对于一个项目涉及多个检测方法标准的，需注意实验室“方法选

择、确认和验证的程序”是否满足要求；一个样品需检测多种有害生

物的，是否能够全部包括或制定适宜的作业指导书。 

应关注并评审检测鉴定方法偏离的确认程序和有效性：针对不

同检测对象（检测样品和基质），从样品处置（检测样品数量和制

备方法），检测方法与鉴定方法（如不同特异性引物或培养基，乃

至不同原理的方法等）。 

 

5、技术能力的确认 

评审组对申请认可的各个场所的技术能力，项目/参数应逐个评

审。结合现场评审发现和专业判断，基于风险评估，选择明确适宜

的方法进行确认。应综合采用多种方式全面确认实验室申请的检测

能力，包括核对仪器设备配置、查阅记录、现场提问、查阅实验室

参加能力验证的情况、查阅检验（检查）报告、现场试验、现场演

示等。 

（1）重点关注： 

① 涉及能力验证结果不满意，及申诉投诉情况的； 

② 对技术能力有异议或容易产生疑义的； 

③ 进行限制的项目/参数 

— “属内全部种类”，或“只测”或“不测”，“只做”或“不做”，“只

做检测”或“不做鉴定”； 



— “只测属内部分种类”，确保具备限制范围以外的所有检测鉴

定能力： 

— 无法鉴定到具体种类，应说明“只能鉴定到属”。 

（2）辅助确认方法：除尽量采用现场试验、演示、提问等确认方式

外，还可通过查阅记录和技术能力的佐证资料予以确认，包括但不

限于： 

— 实验室及个人工作总结，尤其是有害生物检出截获情况和记

录； 

— 实验室人员工作、科研制标的经历和成绩，专著及论文发表

等能力评估。 

 

6、其它 

（1）对实验室测量不确定度评估的评审 

植物检疫实验室关于有害生物检测鉴定（物种鉴定）均属定性

报告，虽有部分数据（如测量），但也仅辅助于定性结果的判定。

如果涉及定量检测报告，评审组应评价实验室测量不确定度评估符

合CNAS- CL01-G003《测量不确定度的要求》的情况。 

只有，CNAS-TRL001（2012）《医学领域植物检疫实验室—测

量不确定度的评定与表达》。还没有植物检疫的测量不确定度的评

定与表达。 

（2）植物检疫实验室检测结果溯源性的要求 

尚无植物检疫实验室检测结果的溯源性的要求，符合CNAS-

CL01 -G002《测量结果的溯源性要求》的情况。 

 

（二）认可能力表述 

1、明确了检测对象的描述时，不应表述为 “植物检疫”等不

明确的测试物品，需根据检测方法界定检测对象为某种或某类植物

及其植物产品、有害生物或测试样品等。为此，建议表述为三大

类，即：植物种苗、植物产品、（包括植物有害生物的）其它检疫

物”。 

2、明确了项目/参数是指植物有害生物的检测鉴定（包括物种

鉴定）及特性测定/测试的内容，不应表述为“检疫性有害生物”、



“昆虫”等未明确且/或无法明确具体检测鉴定目标。 

（1）关于分类阶元：包含多个种类的属，可展开填写，或在限

制范围中备注具体种类，或在限制范围中说明或使用“不测”、“只

测”，以减少歧义并明确实验室的真实能力。 

（2）关于常规项目：如采用一致统一的方法即可检测出习性相

近的有害生物类群，如杂草、昆虫、螨类和软体动物等，可表述为

常规项目的检测。反之，如需采用针对性、选择性方法，如植物病

原真菌和细菌的选择性培养基、病毒的特异性引物或抗血清等，则

不应表述为常规项目。 

常规项目一般只做初步鉴定或判定，应限制为“不做鉴定”。这

是由于海关实验室目前的需求，工作实际的需要，允许初筛实验室

申请的认可。 

（3）关于名称：规范了 病原物统一表述为病菌或学名的中文

译名（区别有害生物检测鉴定与病害诊断）；应表述为属，如根结

线虫属，而非根结线虫； 多个名称可在其后括号中表述； 英文能力

表中物种名称应采用拉丁文学名。 

（4）允许重复，增加统计的难度。因为根据检测对象展开项目

/参数，不同检测对象可能重复表述。 

3、明确了检测标准的描述时，应规范书写完整信息；对于无标

准或者标准与实际内容有差异的应按规定编制作业指导书并编号。 

4、明确了限制范围的描述时，主要是对检测对象、项目/参

数、检测标准中需要规定范围的部分进行限制。 

（1）属的问题：检测对象或检测标准是“属”的应说明“只能鉴

定到属”，还是“属内全部种类”或“只测属内部分种类”，即： 

— 无法鉴定到具体种类，应说明“只能鉴定到属”； 

— 只检测鉴定其中一些种类，应说明 “只测”的种类。 

（2）承认实际情况：由于技术、样品等原因，限制为“只做成

虫鉴定”应限制与幼虫鉴定相关标准条款。 

5、明确了说明部分涉及的内容可包括设备的情况、项目的认

可情况等。 

6、对上述的内容以示例形式（附录 A）予以说明。 



网上征求意见稿经修改后现已形成发布稿，经 CNAS 秘书处

同意，按照规定进行发布实施。 

 

附件：起草人名单 

               《植物检疫领域认可能力范围表述说明认可说明》         

                    起草组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日 



附件： 

起草人名单 

九、参加单位、人员及任务分工 

姓 名 单 位 职称/职务 专业 任务分工 

林石明 厦门海关技术中心 正高级 植物保护 组长 

陶雨风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副高级 食品生物科学 项目骨干 

倪兴武 厦门海关技术中心 其它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廖富荣 厦门海关技术中心 正高级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王宏毅 厦门海关技术中心 正高级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黄蓬英 厦门海关技术中心 正高级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王振华 武汉海关技术中心 副高级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魏春艳 长春海关技术中心 正高级 动物学 项目骨干 

高  渊 苏州海关技术中心 副高级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李  萍 银川海关技术中心 副高级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李明福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刘忠善 昆明海关技术中心 正高级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顾渝娟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正高级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廖  芳 天津海关技术中心 正高级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李凯兵 佛山海关技术中心 副高级 植物保护 项目骨干 

孙晓辰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中级 自动化（信息

与智能技术） 
项目骨干 

侯君钊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中级 食品科学 

与工程 
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