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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已颁布了近60部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条例、规定和行业标准。
其中，2004.年8月28日由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7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和2004年11月12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第424号国务院令《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条例》是法律性文件，而2004年4月5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19489-2004）《实验
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和2002年12月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WS 233-2002）《微生
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是相关行业人员必须熟知的文件。
这些文件的发布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生物安全的高度重视，本书正是在学习上述各种文件和参考国外相
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实际情况，针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化学实验室、临床
检验室、病理实验室、基因工程实验室、核素实验室（含辐射类诊断室）、公共卫生实验室和动物实
验室等方面实际工作需求而编写的。
　　广义上，实验室生物安全包括操作人员自身的安全，实验室内其他人员的安全、对环境的安全和
对实验动物的安全几个方面。
其中对环境的安全影响最广泛，实验室内生物安全问题容易产生突发性传染病事件，这种突发性传染
病事件在100多年来时有发生。
1886年，科霍发表的霍乱病实验室感染报告可能是最早的与实验室生物安全有关的报告；而2007年3月
，我国某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工作人员发生的1例流行性出血热事件则是本书完稿前最新的事件；2003年
以来相继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和北京发生的实验室SARS冠状病毒泄漏事件，可能是近10年来影响最为
严重的生物安全实例。
临床检验和卫生防疫人员一般是在未知病原体的条件下工作，经常处于感染烈性传染病的风险之中；
在医院，院内感染事件时有发生，我国有的医院院内感染率达到5％；交通运输过程中化学毒物泄漏
事件和实验室中化学毒物对环境的污染时有发生；基因释放及其遗传毒性则可能是威胁人类生命的最
大隐患。
　　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对我国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有所贡献，对从事相关实验室中从事教学、
科研、检验等工作的工作人员有所帮助，同时，大力推进我国高校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州市血液中心汪佳喜、陆英、黄芝瑛、李玉光、曾锋、郭中敏、张定梅、
王国玲、卢献平、何军芳、吕祁峰、俞雄文、李红玉等老师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难免，敬请读者予以指正，以便再版修订时参考借鉴，谢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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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过对病原生物、化学品、放射线、基因工程等生物安全基础知识的介绍，
较完整地论述了它们对人体、环境、动物及其他生物的危害，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防护其危害
的具体措施，包括实验人员的个人防护、环境保护、非实验人员的防护及动物防护，对生物安全一级
、二级、三级、四级实验室的结构及装备条件、实验人员的操作规程、各类病原生物、化学品、基因
、放射线所需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级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此外，《实验室生物安全》还列举了若干没有进行生物安全防护或防护不适当的各类危害事件，以引
起读者对生物安全的兴趣和重视，提高人们的生物安全意识。
　　《实验室生物安全》是国内迄今为止对生物安全防护知识、防护措施论述较深人较完整的一本专
著。
对从事病原生物学、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学、医学、化学、药学、动物学及基因工
程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师生员工在科研、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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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章 基因工程生物安全总论　　转基因食品已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转基因技术的潜在效益和风险如何？
各国政府又是如何对基因工程生物进行管理的？
本章将简要阐述这些基本问题。
　　第一节　基因工程生物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和相关法规　　一、基因.工程生物安全管理的目标和重
要性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研究的发展和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的培育已经突破了
传统意义上生物种类的界限，基因片段可以在物种间转移，也可以在属间转移，甚至可以在生物界问
转移。
由于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难以完全、准确地预测到转基因在受体生物遗传背景中的全部表型效应，因
此，人们对于转基因生物出现的新组合、新性状及其潜在危险性的预见能力非常有限。
就目前的科学研究推断，转基因植物有演变成杂草的可能性，转基因动物有演变成“怪物”的可能性
，还可能进一步演变成优势生物，或通过基因漂移而影响其他生物，由此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并对人类
生存构成威胁。
另外，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也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人类健康，等等。
因此，在大力发展生物技术研究、培育生物技术产业和利用生物技术服务人类的今天，加强基因工程
安全管理，采取严格的监控措施，防患于未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加强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就是要提高研究者、开发者和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引导人们
正确对待生物技术研究及生物技术产品，消除人们谈转基因生物而色变的恐惧心理和对转基因生物无
所谓的淡漠心理，进而从制度上、措施上和效果上保证基因工程研究和开发对人类自身健康和生态环
境的安全。
具体地说，就是在加速发展生物技术研究及生物技术产业化的同时，从基因工程安全管理的角度对基
因工程从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到商品化生产进行安全性评价和全程监控，包括对基因操作
、受体生物、基因工程体及其产品和环境的监测，监督基因工程体及其产品的安全释放，对可能出现
的事故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提供基因工程体及其产品安全性的科学依据，从而为政府制定生物技术
研究及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政策和批准基因工程体及其产品投入生产和投放市场提供决策依据。
因此，加强基因工程安全管理是促进生物技术研究及生物技术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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