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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水生动物消毒技术规范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境水生动物防疫消毒操作程序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境水生动物及其装载容器、包装物、装载用水（冰）和其他铺垫材料，进出境水生
动物现场查验场地、养殖场、进境水生动物隔离场及暂养场防疫消毒。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N/T 4659进出境动物防疫消毒技术规范 总则

3操作程序

3 . 1准备工作

3 . 1 . 1制定工作方案

    检验检疫机构应按照SN/T 4659的要求，根据货物的来源、种类、数量、运输工具、包装性质以及现
场检查发现疫病污染或污染嫌疑的实际情况，提出防疫消毒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应包括消毒

对象、消毒方式、消毒药物的选择、消毒地点、消毒时间、实施人员、消毒器械、防护装备以及消毒效果验

证评价的具体技术要求。

3. 1. 2药品配制

    针对不同水生动物种类、不同运输工具、不同消毒方法、不同气候和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消毒剂。
常用消毒剂的特点及配制参见附录A和附录B.

3．1.3器械及用具

3.1.3.1配药工具

塑料桶、药勺、漏斗、过滤网、搅棒、量杯、磅秤、天平等。

3 . 1 . 3 . 2消毒器械

    根据防疫消毒处理方案，选择适当消毒器械，并应确保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主要包括机动、手动喷
雾器、通道式喷雾设施等。

3 . 1 . 3 . 3防护设备

    个人防护包括操作人员防护和其他人员防护。根据各种消毒方法的原理和操作规程，应采取具有
针对性的个人防护措施。

    喷洒消毒：穿戴长袖工作服、防护帽、橡胶手套、胶鞋、口罩、防护眼镜等，必要时戴防毒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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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用具

不同网目密度的手抄网、充氧尼龙袋、塑料箱或其他可盛装水生动物的箱体，充氧设备。
用于监测消毒效果的病毒缓冲液或细菌培养液、棉签等。

其他物品

急救药械、封识、警示标识、毛巾、刷子、洗涤剂、记录表和笔等。

步骤与方法

防疫性消毒

运输工具 载用水（冰）、器具、其他铺垫材料

水生动物卸离
’“装物、洲
运输工具后 消毒

行全面消毒。消毒程序为清洗～去

    a)   1: 500- 1: 1000的毒葛
        1 000 mL/m2 ;

    b) 二氧化氯（复合亚氯酸钠：
          现配；        ｝

可作喷雾、冲洗、浸泡消毒，喷洒单位用量

作喷雾‘冲洗〕浸泡消毒＿，浓度150 mg/L-200 mg/L。需现用

载用水（冰）、器具、其他铺垫材料进

过氧乙酸，可作喷雾消毒一般’W况下。·“％一0.5%,需1用现配，
热处理：115 ' C- 1301 °C消W 5 - mi n（器具) ;  60 '    口热I Omi n，70℃加热6 mi n,  75℃加热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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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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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 2现场查验场地、养

消毒程序为清洗一去

a) 设置消毒池（垫）
在场地进人口设置消 军度为一个车轮周长的1-5倍，与出入口同宽。在人员通道放

置清毒垫。消毒池内可用2,0 mg/t,-30 Tng/L的生石灰嵘氧化钙）或1.0 mg/L-1.5 mg/L的漂白粉
（次氯酸钙），消毒垫用上述消毒溶液浸透。每3天更换可次，在雨雪天后消毒药应及时更换。
    b)  场地消毒     ＼                        厂                                                                                                              一            厂
    水生动物进人养殖场、隔离场及暂养场前硝毒单位应对场地生活区、隔离区、养殖区周边环境及场
舍内部进行消毒。水生动物装卸完毕，消毒单位应对装卸场地进行消毒。消毒方法如下：

        1)  1:500-1100。的毒菌灭（复合双链季IM盐），可作喷雾、冲洗、浸泡消毒，喷洒单位用
            量1 000 mL/m2 ;

        2) 二氧化氯（复合亚氯酸钠），可作喷雾、冲洗、浸泡消毒，浓度150 mg/L-200 mg/L。需现
              用现配；
        3) 过氧乙酸，可作喷雾消毒，一般情况下。.2％一。.5%，需现用现配；
        4) 高锰酸钾：全池泼洒，2 mg/L-3 mg/Lo

鱼卵

    聚乙烯毗咯烷酮碘（Polyvinylpyrrolidone iodine, PVP）俗称碘伏，是以聚乙烯毗咯烷酮为载体的碘制
剂，具有低毒、高效、环保等优点，蛙鱼繁殖场常用来消毒鱼卵及其密切接触工具，以防止鱼类病毒垂直传

播。根据1t鱼品种对有机碘的敏感性不同，蛙鱼卵消毒使用的碘浓度为50 mg/L,75 mg/L或100 mg/L,
药液pH为7.0-7.5［可用100 ppm碳酸氢钠（NaHCO3）进行调节］为宜，但对碘伏敏感性未知的鱼卵，建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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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消毒液使用浓度，如用50 ppm碘伏消毒液（10 L水中加人50 mL的碘伏{t合而成）作用15 min,
    消毒步骤：
    a） 用净水洗涤鱼卵，清除其表面粘附的有机质；
    b) 受精卵于干净的水中浸泡透水30 min-60 min，使鱼卵充分吸水；
    c） 按计算用量加人PVP，使其达到100 mg/L，并稍微搅动，浸泡10 min(此浓度不适合于孵化的
        鱼苗，因其对碘比较敏感，应降低浓度）；
    d) 逐渐加人预先配好的浓度为1.5 g/L硫代硫酸钠溶液，直到水体变澄清，即已中和；
    e） 器具消毒可用100 mg/L的PVP浸泡30 min-60 min,

3. 2. 2紧急消毒

3 . 2 . 2 . 1基本要求

    在水生动物感染或疑似感染动物
动物疫病及特点参见附录C. 赢一一一布协以消灭病原体。常·水生
3. 2. 2. 2运输工具、包装物、装载用水

消毒程序为消毒～清洗一去污
（冰’户”铺
牛梢毒，30 min f2查应葺瘴洗二去污寸消毒，消毒药剂的选用参

考3. 2. 1. 1,

3. 2. 2. 3现场查验场地、养殖场、隔离场及暂养场
乙   」       一     ＿   户      ·    ＊即1窃禹痛掩黔分

消毒程序为消毒～清洗一去污一消毒，30 mi
考3. 2. 1. 2,

3.2.2.4动物尸体

消毒，消毒药剂的选用参

焚毁：将病害动物尸体、病害动物

、洒消毒。

                                            ＼

或用其池芳妥乏烧毁碳加
掩埋：掩埋前，应对需掩埋的病周动物，
掩埋病害动物尸体和病害动物产命上层

转烧处
埋后的灰

喷

化制：“用干化、湿化机，将原料吟，分别“人化制

理，掩埋坑底铺2 cm厚生石

裤表环境应使用有效消毒药
｛

      ／
／

／

｛＿＿厂从3. 2. 3记录填写

    消毒工作完成后，消毒单位应详细记录消毒工作情况，如消毒日期、地点、消毒面积、处理方法、药物
名称及用药量、现场操作人员等（参见附录D),

3 . 3效果评定

3.3.1防疫消毒从业单位需对消毒处理的每个环节进行效果评价，包括药剂的有效性、处理浓度的准
确性、处理程序的准确性。必要时可以设置指示菌对消毒效果进行评价。

3.3.2从业单位首先要制定操作方案（参见附录E中表E. 1)，并且监督从业人员按照方案执行，在消毒
工作完成后及时填写现场操作原始记录（参见附录E中表E.2)。再经过效果评价合格后开具处理结果
报告单（参见附录E中表E.3)交检验检疫机构核准。
3.3.3从业单位对经过评估确定的防疫消毒处理方法和技术指标，以及参照相关技术指标实施的防疫
消毒，在完成处理后，定期（每季一次）按标准或规范对被处理对象重新检查和扦样送实验室检验进行效

果评价，并做好记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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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从业单位对预防性消毒可采用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进行效果评价，对紧急消毒和终末消毒，每
次均应进行效果评价。具体应根据不同消毒对象、消毒范围、消毒方法，参照相关标准或操作规范实施

判定或验证。检验检疫机构可以采取现场监督、放置菌毒试样杀灭效果检测、物体表面棉拭子涂擦采样

送检等手段综合评价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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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用消毒剂使用方法

常用消毒剂使用方法见表A.1.

表A. 飞 常用消毒剂使用方法

类型
药物

名称
主要成分 适用范围 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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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含氯类

二氧

化氯
分子式为：C1O2

                                            1．不适用于航空器消毒。

        1·浸泡或擦洗：“效氯＿含量孤贾裂盘豪纂圣暴霎器
羹猛暑扩默200 mg/L,30 min-60 minzit.        2.YS：        't7cJp7K,凳鬓霆       17K'#'

                        0 0 0  mg /  L ^ '  1   0 0 0   mg /  L,  ) 1
废弃物等      ＿＿＿， 。＿＿，，。，二` N J J U 7J c  .
                 . Zu mL/m-3u ML/ m一’T1 3．消毒物品中有机物过

              用30 min-60 min多时，应冲洗干净后再
消毒

1．喷洒、擦拭使用浓度。.2％一

过氧

乙酸

运输工具、装载容｝1%，作用30 min-60 min.   ｝密封熏蒸（要求现场相对
分子式为：C2 H4 03｝器、铺垫材料、场地、12．熏蒸使用浓度5 mL/m3一｝湿度60％一80%，温度

过氧化 废弃物等

物类

15 mL/ m3，作用时间1 h-
2 h

臭氧｝分子式为：03

                  1．水体消毒：加臭氧量

1                       0.5 mg/L^-1.5 mg/L，水中臭1．高浓度臭氧对人有毒，
                  氧浓度在0.1 mg/L-0.5 mg/L，大气中允许浓度为

                  维持5 min-10 min。对于质0. 2 mg/m3，工作场所允

＿。、，、＊，础量较差的水，加臭氧量可提高许浓度为1.0 mg/m3 .
水份钾每少飞‘日到3mg／L-6mg／L。2．臭氧为强氧化剂，对多
母、训冷衣四2．空气消毒：3omg／m3的臭种物品有损坏·
                  氧，作用15mi n- 30mi n。3．臭氧对物品表面上污

                    3．物体表面消毒：臭氧浓度染的微生物有杀灭作用，

＞121119／L，作用时间15而n-
201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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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1（续）

类型
药物

名称
主要成分 适用范围 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

杂环类1氧乙烷｝分子式为：C2H40 靡毓装黔蒸PI 1 50  g/m3
料、场地等1100 g/m'密闭24 h-72 h

1．易燃易爆。
2．不能用于可食用动物
产品和饲料等物品的

熏蒸

季按

盐类
泰胜｝双链季馁盐

／

／
／

一‘
皮肤、鱼卵

／

浸泡30 min；鱼卵消！有腐蚀性，不应做相应金
含碘类｝ 碘伏1聚乙烯毗咯烷酮碘

恋
1．碘伏应于阴凉处避光、
防潮、密封保存。

效碘500 mg/L12．碘伏对二价金属制品

用10。一mg/-l, IA-伏消毒｝属制品的消毒。

10、 min,VZ用50 mg/L碘伏消｝3一消”时·若存在有机
M} { p p作p q  1 5  mi n    i物，应提高药物浓度或延

长消毒时间。

4．避免与拮抗药物同用

醛类 甲醛

含37%：   40% 。的茹藻雨房、、确甲醛，。40 mL/.3 ,、锰酸
水溶液，内含8％一爱船仓的表面木质、钾30 g/m3熏蒸12'h～  24 h,            ＿一＿
15％甲醛、2％碱性娜洲资；淘瓷、金属和ARM时房间门紧闭，9蒸后通黑臀毕旦育通”““－
二醛、强化酸性戊率滩林舞械、纺th品、风Z喷rc浸泡，15 min一“h) ,万pJ1T AV
（商品名：SOnacide，        !  - J :Sonac ide)       品   厂3 th '                                                                         ｛                                             一

坛。三真滚载刻、一刃
幻

，

／

 
 

亡
J

／

  
～％

  n

‘度J

。

浓用清
犷11
场

／

料材幽益

跳

、务
冲

火碱液｝氢氧化钠
对金属有腐蚀性，能灼伤

皮肤和赫膜，注意自身

防护

碱类

⋯1、黔黔，唯纂奚育鑫一常用浓度10/ -20°0
        ｝ ｝ 动 物 尸 体 等 1

现配现用，不宜久贮

酚类

消毒剂 -A R] /?3 FP oft t- 91‘，1）1翼嚣碧1        1IFPM  R°--YY        f5  11p        2h喷洒，‘％一5%,0.5 h^-1：   an-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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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寸  录B

（资料性附录）

消毒剂配制

B.1消毒剂的浓度配制见式（B.1) :
                                           C1 X V1 =C2 X V2

    式中：
    Cl―原液浓度，％；
    V1―原液容量，单位为毫升（mL;
    C2―拟稀释溶液浓度，％；
    V2―稀释液容量，单位为毫升（ML)
B.2投药量计算见式（B.2):

                    舰二孺
    式中：
    m―投药量，单位为千克（kg);
  、一脑腿，单位15A4A-*(g/m3);
  v一”体机单肠筋米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1 )

、1

声
夕
户

BZ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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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C

          （资料性附录）
常见水生动物疫病及消毒处理方式

常见水生动物疫病及消毒处理方式见表C. l o

表C . 1常见水生动物疫病及消毒处理方式

种类 疾病名称 基本情况 消毒方法        ｝

虾类

对虾白斑

综合症

是由白斑综合症杆状病毒复合体引发的一种综合性病

症。该病毒粒子为杆状，包含双链DNA，斑节对虾、日

本对虾、中国对虾、南美白对虾等都能因感染而患病，一

旦流行，对虾在2天一7天内的死亡率可达100°0。国际
兽疫局（OIE)、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以及亚太地区水
产养殖发展网络中心（NACA）早在1995年就将其列为
需要报告的重要的水生动物病毒性疫病之一

1. 1 mg/I. NaC1O处理30 min;
2. 5 mg/L NaC1O处理10 min;
3．用10 ppm有机碘（Povidone. iodine)
处理30 mi n;

4. UV‘剂量：9 X 10 pW· s/cm2，照射一
60 min;

5 .  5 5℃处理9 0  mi n和7 0℃处理
5 mi n;

6.  pHl和pH12环境中10 min失活；
7．经臭氧（有效浓度：0.5 pg/mL)处理
10 min;

8．经100 mg/mL NaC1O和有机碘以及
75 mg/mL四级胺处理10 min

对虾传染

性皮下及

造血组织

  坏死病

对虾传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也称慢性矮小残缺

综合征（Runt-deformity syndrome, RDS)。水生动物疾
病诊断手册中将该病定为须报告的甲壳类其他重要疾

病之一。其病原为对虾传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

毒（Infectious hypoder-mal and haemato po iet Pc necro
sis virus,IH HNV)，该病毒不能引起南美白对虾大量的
死亡，只引起对虾生长缓慢，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IH
HNV粒子直径为22 nm，无A膜，20面体，线性单链
DNA，长度为4.1 kb，根据形态学及生物化学等特性将
其分类为细小病毒科病毒

0.5％(5 000 mg/L）过氧乙酸溶液浸泡
3 0  mi n - 6 0  mi n

对虾桃拉

综合症

对虾桃拉综合症病毒（Taura syndrome virus,TSV）是危
害对虾养殖的一个主要病原之一，感染TSV的对虾体
色变深，体表发红，呈深红色或褐色，尤其是尾扇和游泳

足更为明显，触摸病虾体表，发现甲壳较软，体表可出现

大量大小不一、散状分布的不规则黑色斑点，有些斑点

部位甚至出现溃烂症状，死亡率可达60％一90%。该病
于1992年首次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地区暴发，随后向
世界各地的对虾养殖区域传播

：穿蒸黑二犷’“氧乙酸“液浸泡一
              一



SN/ T 4746- 2017

表C. 1（续）

种类 疾病名称 基本情况 消毒方法

虾类 黄头病

黄头病是由黄头病毒（YHV）引起的对虾传染性疾病，患

病对虾开始特别会吃食，然后突然停止吃食，在2天一
4天内就会出现临床症状并死亡，濒死虾头胸部因肝胰
腺发黄而变成黄色，因此称为黄头病。我国将其列为二

类疫病，OIE将其列为必须申报的疫病

O.5%(5 000 mg/L）过氧乙酸溶液浸泡
3 0  mi n - 6 0 mi n

蛙类

壶菌病

蛙壶菌（学名：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是一种壶
菌门真菌，可以引起两栖类的壶菌病。它们最初是于

1998年发现，在其后的十年内，造成了大量两栖类的死
亡，引发多个物种灭绝，是为全新世灭绝事件之一

浓度为10 mg/ L- 20 mg/ L的漂白粉
（含有效氯30%）水溶液药浴10 min-
3 0  mi n

蛙病毒

感染症

蛙病毒感染症是由蛙病毒（RGV）引起的感染症，病蛙精
神不振，行动迟缓，食欲减退，接着在蛙的体表有出血

点，幼蛙背部皮肤开始仅局部坏死脱落，很快烂斑扩大，

病情不断加重；头背部皮肤失去光泽，出现白色花纹，表

皮脱落，溃烂，并露出背肌；腹部皮肤有出血点，四肢发

红、溃烂；有的指及趾部充血、出血或溃烂。病重的蛙很

消瘦，解剖发现肠壁严重充血，肠内无食物，有的肝或胆

囊肿大，不久即死

0.5%(5 000 mg/L）过氧乙酸溶液浸泡
3 0  mi n -  6 0  mi n

贝类

鲍鱼凋

  萎病

该病由立克次体感染而致，因直接从贝足组织肌肉萎缩

坏死，因而又名为肌肉萎缩症。患病高峰期为每年的

4月一8月水温上升期，当水温超过23 °C，发病率明显
增高，病鲍病情加重；而水温在13℃和25℃范围外，则
发病率较低。该病主要危害体长在1.5 cm左右的鲍稚
贝，死亡率可达50％左右，危害性较大

热处理，100 'CIO min处理。该病原对
热、光照、干燥及化学药剂抵抗力差，

60 °C 30 min即可杀死，100 °C很快死

亡，对一般消毒剂、磺胺及四环素、氯霉

素、红霉素、青霉素等抗生素敏感

折光马尔

太虫病

该病是由折光马尔太虫寄生于牡砺、贻贝等双壳类动物

消化系统的一种寄生虫病。折光马尔太虫主要感染消

化腺上皮细胞，早期感染发生在触手的上皮细胞、胃、消

化管和鳃。幼虫期寄生于胃、肠和消化道的上皮细胞，

并继续发育形成抱子囊。在宿主体外，折光马尔太虫可

存活数天至2周一3周

浓度为8 mg/I.的硫酸铜或硫酸铜及硫
酸亚铁合剂（5:2)水溶液作用30 min

鱼类

病毒性

出血性

败血病

病毒性出血性败血病（又名蹲鱼腹水病）是由弹状病毒

引起的一种虹鳍鱼传染病。以出血性败血症为特征。

本病流行于欧洲及北美，日本也有检出的报道，致死率

高，是鱼类口岸检疫的第一类检疫对象。OIE将其列为
需要向OIE申报的疫病

水产养殖水体消毒：使用浓度为

0.01 mg/L一。.1 mg/ L二氧化氯>3日一
5日1次，鱼病暴发时酌情加量

传染性造

血器官坏

    死

鱼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是一种毒力很强的弹状病毒

所引起的急性、全身性的严重传染病，主要侵害虹蹲，包

括硬头蹲、大磷大马哈鱼、红大马哈鱼和大西洋大马哈

鱼。该病最初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在美国西北
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养鱼场发现，现在已广泛流行于整

个北美和日本

1％一2％来苏尔溶液用于手消毒，3％一
5％用于器械物品消毒，5％一10％用于
环境、排泄物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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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续）

种类 疾病名称 基本情况 消毒方法                                                                                                                                                                                                                                                                          一

鱼类

病毒性神

经坏死病

  病毒性神经坏死病（Viral nervous necrosis, VNN）又
称病毒性脑病和视网膜病（Viral encephalopathy and ret-
inopathy)，流行于除美洲和非洲外几乎世界所有地区的
海水鱼类，对仔鱼和幼鱼危害很大，严重者在一周内死

亡率可达100%，且近年受感染的鱼类种类和受危害程
度迅速增加。病鱼表现厌食，上浮于水面，表现螺旋状

或旋转游动，或腹部朝上漂浮于水面，难干下沉，病鱼腹

部肿大，有的缥肿大充血，外观无其他明显病变
                            ｝

碘伏消毒液消毒

                                           一

鲤春病

毒血症

＿鲤春病毒血症（又称虹传染性献症曝由鲤弹状
病毒”‘起鲤鱼科的一种急性·出血‘胜传染性病。以全身
出血及腹水、发病急＿、死亡率高为特Aa OIE将其列为
w要向 O l E申报的疫病    、／        ，／
                                                      ／                                  ／
＿ 一 一 八 一    ／

常用10％一20％浓度的石灰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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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进出境水生动物防疫消毒记录

进出境水生动物防疫消毒记录见表D.1.

表D.1进出境水生动物防疫消毒记录

报检号
「―

＿＿」＿＿  荤毒地虑

货主 天气

使用药剂（包括浓度）   作用对象
丁夕

作用时间

货物口

场地口
            ／

运、俞
／真他口    ／

  ，处理方怯

一霭百
浸泡口

其他口

＿点＿分至＿
点  分共  小时

货物呀一经竺王早旦
场地口 其他口

  ． 喷雾钟
－ － 一 浸 泡 口

－－一卜，草他口

＿点＿分至＿

点  分共  小时

＿点＿分至＿
点＿分共＿小时

解运输工真口
地口 其他口
    ＼

喷雾目

浸泡口

其他白
    ／

点  分至

点  分共  小时

厂
卜

货物口

场地口

运输工具口

其他口

一                                                                                                               ／
      乡／一～一
匕－一  哎务曰

／／

／＼

浸泡口

其他口

点  分至

点＿分共＿小时

货物口

场地口

运输工具口

其他口

喷雾口

浸泡口

其他口

＿点＿分至＿

点＿分共＿小时

备注

工作人员签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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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效果评定表格

效果评定表格见表E.1一表E.3.

表E.1进境水生动物防疫消毒方案

编号：

处理单位

委托单位

处理依据

处理对象 处理时间 药物名称 浓度和剂量
处理方法

和器械

处理数量

（面积／体

积／数量）

实施人员’

现场查验场地

隔离场场地

养殖场

饲草饲料

船舶

汽车

铺垫材料

其他

安全防护措施

现场操作人员

  及资质

处理单位负责人（公章）：                              日期：

监管意见：

监管部门：            监管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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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2进境水生动物防疫消毒原始记录

编号：

处理单位
                                                                                          一

委托单位

处理对象 数量／体积

场所名称

处理方法

药剂及浓度

药量

施药时间 散毒时间

现场负责人 操作人员

安全人员 值班人员

浓度效果

（浓度检测）

残留浓度检测 <     p p m

药械准备：

技术规范：

处理结果：

效果评价：

安全措施：

人个防护：

现场防护：

处理单位负责人（公章）：                             日期：

监管意见：

监管部门：            监管人：                    日期：

申请人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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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3进境水生动物防疫消毒结果报告单

编号：

处理单位

委托单位

报检编号 处理编号

处理对象

防疫消毒环节 处理布法
药剂名称 L－一－－－一不夕 产赓及剂量
施药时间   ／／ 散毒时间

／

现场负责人
    ／                            ／

厂   瓜 一 一 谈

一： 一’一   ＿＿＿＿＿＿＿＿．
经检测，防疫消毒处理过程符合要求，经效果评价，防疫消毒结果安全有效，达到消毒目的。

              一   了一卜
．二    ，＿，，．                      、厂          ／              ＼
特此狠古！           、／    ｛    ／           ＼

          厂＿                                                                                               一                                                                                                  ／                                                                                                                                                                                                                                                                                                                                                                        ＼，
防疫消毒从业单位（公章）：八  」       一                                 一＼、
              户   ／     厂     ．  厂    ＼     ｛

碳人（签名）：                                     一  ＿一叩’一
结果评／   一＼＿ 一／‘一／
监管部门：                 －－－－－一监管人员：                七－一

备注：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交检验检疫机构；一份防疫消毒从业单位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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