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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落實｢國際衛生條例(IHR2005)｣所要求之國際港埠間須有良好且正確之溝

通聯繫機制，以強化公共安全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有效阻絕公共安全危害的擴

散，又，兩岸交通往來越趨頻繁，所造成潛在的公共衛生風險伴隨而生，遂安排

此行前往中國大陸福建參訪，以增進兩岸檢疫業務交流。 

    此次行程為期 3 日，實地參訪福建海港(平潭港、馬尾港)及空港(福州長樂機

場)檢疫制度與檢疫措施實施情況，交流船舶衛生檢查作為、港區衛生、人員檢

疫等相關業務，並瞭解中國大陸於建置指定港埠核心能力近況及成果。中國大陸

自 2006 年起，即全力動員並投注大量成本及量能，大規模推動 IHR 核心能力建

置之預案及 WHO 專家評核等政策，迄今已具可觀成果，福州長樂機場及福州保

稅港區並於 2015 年 12 月通過 WHO 專家驗收。 

    基於中國大陸港埠採｢三檢合一｣制度，即由中國大陸檢驗檢疫主管機關統一

掌管商品檢驗、動植物檢疫、衛生檢疫等業務，與我國疾病管制署專精於公共衛

生及傳染病有異。因此而衍生之差異如港埠檢疫人力專業背景之多樣性、於核輻

射偵檢及處置能力等。但是，於人員檢疫及異常管理，我國具有優越且運作良好

的通報與追蹤平台。此行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部分，在於中國大陸於建置港埠核

心能力所投入龐大資源，及其快速發展的成果，值得借鏡。 

    經此參訪，增益兩岸港埠檢疫業務相互觀摩，激盪出符合國際規範之創新思

維。建議我國國際新建之旅運中心應預先考量檢疫設施之相關規劃，可利於符合

IHR 核心能力規範。此外，持續開展雙方科學研究方面之技術交流，並充分運用

現行之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平台，若遇港埠相關緊急公共衛生事件立即啟動，

即時聯繫溝通，為臺陸雙方邊境檢疫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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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依據｢國際衛生條例(IHR2005)｣規範，國際港埠間須有良好且正確之溝通聯繫

機制，以強化公共安全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有效阻絕公共安全危害的擴散。隨

著開辦小三通業務、兩岸直航及陸客來臺觀光等政策，兩岸往來交通越趨密切，

我國國際港埠如桃園國際機場、臺北松山國際機場及臺北港均扮演舉足輕重角色，

於防範公共衛生風險藉交通工具與人員移動，而對我國國人健康造成威脅之使命

肩負重大責任。 

    此外，中國大陸自 2006 年起，即全力動員並投注大量成本及量能，大規模

推動 IHR 核心能力建置之預案及 WHO 專家評核等政策，迄今已具可觀成果。此

次參訪藉北區管制中心、臺北區管制中心與檢疫組實地參訪福建海港及空港檢疫

制度與檢疫措施實施情況，交流船舶衛生檢查作為、港區衛生、人員檢疫等相關

業務，並瞭解中國大陸於建置指定港埠核心能力近況及成果，以作為未來執行相

關業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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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出國行程 

本次前往中國大陸福建參加檢疫交流活動，並實地參訪國際機場、國

際港口與檢疫相關單位，出國行程摘述如下： 

日期 地點 內容 

12 月 16 日 臺北→福州 啟程、溝通後續行程、檢疫交流 

12 月 17 日 福州→平潭→福

州 

檢疫交流 

12 月 18 日 福州→臺北 檢疫交流、返程 

二、 檢疫交流活動行程 

本次檢疫交流行程由中國大陸福建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對臺辦事處周

瑋主任及衛生檢疫監管處宋誠本處長安排，除邀請該局檢疫業務相關人員

參與討論外，亦實地前往當地國際港埠(空港及海港)以及檢疫相關單位訪

視，就實務面進行意見交換，詳細交流行程如下： 

日期 行程內容 

12 月 16 日 

1. 啟程(臺北松山機場→福州長樂機場) 

2. 臺陸雙方見面會(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 

(1) 中國大陸簡介議題及經驗交流 

 「福建口岸衛生檢疫」 

 「兩岸病媒防治合作」 

(2) 溝通及討論本次參訪交流行程 

3. 參訪福建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實驗室 

12 月 17 日 1. 參訪平潭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海港檢疫運作 



 

3 

 

日期 行程內容 

2. 拜訪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陸春民副主任 

3. 拜訪平潭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林敏副局長 

12 月 18 日 

1. 參訪福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馬尾辦事處海港檢疫運作 

2. 拜訪福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趙勇副局長 

3. 參訪福州機場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空港檢疫運作 

4. 返程(福州長樂機場→臺北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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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檢疫交流內容摘要 

一、 中國大陸檢疫體系  

中國大陸的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以下簡稱「質檢總局」）係

國務院下，為中國大陸檢驗檢疫體系最高之行政機關，主管中國大陸質量、

計量、出入境商品檢驗、出入境衛生檢疫、出入境動植物檢疫、進出口食

品安全和認證認可、標準化等工作之直屬機構。該局內設 17 個單位(司、

廳、處)，其中衛生檢疫監管司主掌全中國大陸出入境衛生檢疫政策制定。 

為落實垂直管理，其下設置 35 個省市及自治區之直屬檢驗檢疫局，

省市及自治區之直屬檢驗檢疫局下還有各分支檢驗檢疫局(及派出機構)、

直屬檢驗檢疫局派出機構(或直屬事業單位)，爰以福建檢疫局為例，依序

摘述說明該局下屬機關層級如下： 

(一) 分支檢驗檢疫局：福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福州機場出入境檢驗

檢疫局等。 

(二) 直屬檢驗檢疫局派出機構：福州保稅港區辦事處等。 

(三) 直屬檢驗檢疫局直屬事業單位：福建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等。 

(四) 分支檢驗檢疫局派出機構：福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馬尾辦事處

等。 

中國大陸各直屬檢驗檢疫局係由中央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決定

該機關之員額數量，至於 35 個省市及自治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內之組織

編制，則由該局自行依業務性質規劃，且報請質檢總局同意後逕行調整。

如福建檢疫局因與臺灣間之人員、物品流動性高，特別設立「對臺工作辦

公室」。中國大陸此作法類似我國，機關之人員數量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管控數量，增加編制(或預算)員額並不容易，但機關內部依據業務屬性

調整組織架構之情形，則相對容易。 

本次前往參與檢疫交流之福建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以下簡稱「福建檢

疫局」)，即為質檢總局 35 個直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之一，該局係為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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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政府「三檢合一」之改革目標，1999 年 8 月由原福建商品檢驗、

福州動植物檢驗檢疫、福州及泉州衛生檢疫等單位整併而成。該局業務含

括範疇與質檢總局相同，包含商品檢驗、動植物檢疫、衛生檢疫等主要內

容，但主要負責實際業務執行層面，與質檢總局負責全中國大陸之政策制

定不同。 

福建檢疫局內設 15 個處室，下轄 14 個分支機構(分布範圍如圖 1)，

以及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信息中心、檢驗檢疫技術中心、機關服務中

心等事業單位，共有 1,000 多位工作同仁負責福建省(除廈門及漳州)出入

境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進出口商品檢驗，以及各港口、碼頭通關作業

中出入境檢驗檢疫業務之協調，組織架構圖如圖 2。 

二、 福建地區主要港埠  

(一) 福建檢疫局所轄港埠(如圖 3)，摘述如下： 

1. 5 個海岸港埠：福州港、泉州港、莆田港、寧德港、漳州港(東山

港區)。 

2. 3 個空港港埠：福州長樂國際機場、泉州晉江機場、武夷山機場。 

3. 另有平潭海港口岸等 8 個港區已列入福建十二五口岸發展規劃，其

中平潭、羅源灣港區已獲國務院批准。 

(二) 以下就此次參訪重點介紹： 

1. 平潭海港口岸  

    平潭由 126 個島嶼組成，主島海壇島面積 271 平方公里，為全中國

大陸第五大島，同時為離臺灣最近的陸地。其屬福建省福州市平潭縣，

現稱福建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簡稱平潭綜合實驗區或平潭實驗區，是

福建省直屬的一個綜合實驗區(自貿試驗區)。於 2009 年設立，定位為

建立兩岸更加緊密合作交流的區域平台，以建設成為探索兩岸合作新模

式的示範區為目標。 

    現有海峽兩岸直航船舶「海峽號」和「麗娜號｣，該兩艘船舶為客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5%B3%A1%E5%8F%B7&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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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滾裝船，每週固定班次往返「臺北港-平潭」和「臺中港-平潭」。自

2013 年下半年開航迄 2015 年 11 月之旅客量已達 38 萬餘人次，2015

年至 11 月底即達 10 萬餘人次。 

2. 福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馬尾辦事處 

  兩岸原有兩馬(馬祖-馬尾)、兩門(金門-廈門)及金泉(金門-泉州)三條

「小三通」航線，惟馬尾港位於閩江內，船速受到限制，馬祖福澳港至

福州馬尾港之船程約需 2 小時。因船程時間太久，造成使用人數無法持

續成長。另為進一步發展馬祖旅遊，兩岸於 2015 年 12 月 23 日新增「白

沙-黃岐」新航線，為兩岸第 4 條「小三通」客運航線，也是航程最短、

費時最少的航線(航程僅 8 海浬、需 25 分鐘)。 

  雖然目前已開啟「白沙-黃岐」新航線，減少海上交通時間，惟黃

岐至福州市區仍須花費一段長途車程，故中國大陸刻正規劃以「浪岐」

取代「馬尾」，不只減少海上交通時間，也將減少陸上交通時間，增加

臺灣連江縣與中國大陸福建省間之交通便利性。 

3. 福州長樂國際機場 

    福州長樂國際機場，簡稱福州機場，位於福州市東南方向長樂漳港

海濱，距離福州市中心約 45 公里。於 1997 年 6 月 23 日投入使用，為

中國大陸首座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籌資金興建的大型現代化航空機場，主

要由廈門翔業國有企業集團成立之全資子公司「福州國際航空港有限公

司」營運管理。為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以及對臺、對外重要的國際航空港，

屬東南沿海地區重要的航空客貨集散地與福建省內國家級門戶樞紐機

場。 

    福州長樂機場現有國內與國際航線共 106 條，國際航線延伸至紐約、

澳洲、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柬埔寨和我國等

航點，出入境旅客量約 150 萬人次；目前與我國臺北、桃園、臺中及高

雄等國際機場有定期直航班機。此機場出入境旅客量於此機場出入境旅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6140/134750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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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量於 2015 年 11 月 30 日首次突破 1,000 萬人次，成為中國大陸第 25

個千萬級機場。  

三、 空港檢疫業務簡介 

    福建檢疫局於機場設置有分支機構「福州機場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負

責檢疫檢驗相關業務，內設 7 個科室，其中「旅檢科」負責機場出入境人

員衛生檢疫監管工作，該科人員編制現有 30 人，具有醫師背景的有 10 位。 

    福州機場現場檢驗檢疫設施主要有檢疫通道、快速檢測室、醫學檢查

室、負壓隔離室(候轉車)、防護用品儲備間、衛生處理藥械庫、核生化監測

裝備展藏室（圖 4 至 10）及視頻監控室等，以因應港埠疫情防控應急處置

工作需要。 

    常態下入境航空器檢疫方式分為電訊檢疫與登機檢疫。經過航線風險

分析確定為低風險航線的定期入境客機航班，在獲取由中國大陸檢驗檢疫

局機構頒發的「交通工具衛生證書」後可以申請實施航空器電訊檢疫；風

險分析結果較為高、中風險航線的航班或臨時入境航班實施登機檢疫。實

施電訊檢疫的入境航空器，在抵達後可直接上下人員、裝卸貨物。 

    檢疫中在航空器上發現有傳染病爆發或其他有礙健康的情況，並有可

能對航空器以外的工作人員及公眾產生健康危害時，應對航空器進行評估

和緊急現場處置。在緊急狀態下會啟動機上廣播、指定機位登機檢疫(定泊

檢疫)和檢疫機位登機檢疫(遠端機位檢疫)。 

四、 海港檢疫業務簡介  

  本次參訪福建檢疫局分支機構「平潭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及「福州出

入境檢驗檢疫局馬尾辦事處」之海港業務，兩海港皆設置｢旅檢科｣負責出

入境人員衛生檢疫監管工作，每一旅檢科之人員編制均為 7 人。依據本次

參訪過程，摘要說明海港檢疫業務內容如下： 

(一) 船舶檢疫 

中國大陸船舶檢疫措施區分電訊檢疫、靠泊檢疫、登船檢疫及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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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各項檢疫措施方法及近期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1. 電訊檢疫： 

船舶於入境中國大陸前 24 小時內，透過電話、傳真、電子

郵件等電訊方式，主動申報船上船員及旅客健康情形，此部份

作法類似我國審查檢疫措施。惟中國大陸要求具有「交通工具

衛生證書」(附件 1)之船舶，始可採取電訊檢疫方式，該「交通

工具衛生證書」需向中國大陸檢驗檢疫單位申辦，有效期限為

1 年。 

船舶如取得「交通工具衛生證書」後之有效期限 1 年內，

檢疫單位亦會不定期針對該等船舶進行船上衛生情形抽查，必

要時可廢止該船舶之電訊檢疫資格。另，檢驗檢疫單位基於風

險評估後風險分級之衛生監督制度，一併考慮該船舶啟程地之

傳染病風險，必要時仍可廢止該船舶之電訊檢疫資格。以 2015

年行駛高雄-福州之船舶為例，臺灣被中國大陸認為是傳染病低

度傳播風險地區，惟 2015 年高雄登革熱疫情熾熱階段，福建檢

疫局即廢止行駛該航線船舶之電訊檢疫資格，惟後續已恢復取

得該證書之船舶可進行電訊檢疫。 

雖然目前中國大陸仍規範取得「交通工具衛生證書」之船

舶，始可採取電訊檢疫方式，惟近年來其透過持續推動建置 IHR

港埠核心能力、創建國際衛生港口預案，並了解臺灣係傳染病

低度傳播風險地區，故福建檢疫局多可接受臺灣船舶採取電訊

檢疫方式，且嘗試讓所有中風險船舶航線實施電訊檢疫，此也

讓福建檢疫局試點航線地區之電訊檢疫比例由 68%提升至 98%，

接近我國審查檢疫比例。 

2. 靠泊檢疫： 

船舶如無電訊檢疫資格，於停靠碼頭後，應經檢疫人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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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確認該船舶無傳播傳染病之虞後，船員及旅客始可開始下

船，相較於電訊檢疫，需耽誤船方及旅客較多時間。 

3. 登船檢疫： 

    船舶如通報有異常狀況，或依據國際疫情緊急程度，必要

時由檢疫人員將進行登船檢疫，故將依據風險評估結果，要求

船舶停靠於下述地點： 

(1) 指定船席： 

目前如有登船檢疫需求，多要求船舶停靠於指定船席進行

檢疫。 

(2) 檢疫錨地： 

目前要求船舶停靠於錨地後，再執行檢疫措施之機率極

低。 

4. 隨船檢疫： 

    多為郵輪採用之檢疫方式，因郵輪旅客數多達數百至數千

人，旅客入境後再執行檢疫措施非常耗時，故檢疫人員可前往

前一港與旅客同時登輪，當郵輪進入公海後即可開始執行檢疫

措施，減少入境旅客執行檢疫措施之時間。惟因中國大陸郵輪

持續增長，隨船檢疫措施執行成效及成本效益，中國大陸亦在

評估中，未來可能考慮朝降低隨船檢疫比率之方向辦理。 

(二) 船舶衛生檢查 

中國大陸之船舶衛生檢查，以現場查看病媒蹤跡、食物保存情

況等肉眼判斷外，其餘主要以文件審查為主，與臺灣目前執行船舶

衛生檢查之狀況相似。惟因應建置 IHR 港埠核心能力需求，我國

2015 年邀請歐盟專家至臺灣進行船舶衛生檢查方面之交流，專家表

示針對船舶衛生檢查，該國檢疫人員除至船舶上以肉眼察看現場環

境，以及進行文件資料查核外，亦會攜帶相關可攜式之檢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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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現場針對飲用水、娛樂用水、食物、空調系統等進行檢驗，顯

示船舶衛生檢查應不僅於文件查核，此為兩岸必須共同努力之方

向。 

中國大陸於船舶衛生檢查，主要針對下述四大項進行檢查： 

1. 船舶環境衛生：檢查船舶是否有病媒蹤跡、飲用水來源是

否檢測且符合標準、水質餘氯濃度是否符合規範、食物擺

放位置及保存溫度是否妥適、食品是否過期、廢棄物是否

分類且符合處理程序等。 

2. 醫療用品及環境衛生用藥：檢查船舶上之醫療用品是否過

期、藥品種類是否符合船籍國規範、是否有醫療紀錄簿、

消毒劑保存場所及保存方式等。 

3. 相關人員是否具備醫療相關證書：醫護人員或依據規範之

船上負責急救人員，是否受過訓練且取得相關訓練及格證

書。 

4. 人員是否經過相關訓練：進行水質加氯消毒人員、廚房工

作人員等，是否受過相關教育訓練。 

中國大陸之船舶衛生檢查結果，絕大多數船舶皆可獲得船舶免

予衛生管制證書(SSCEC)，與在臺灣之檢查結果相似。此外，中國

大陸檢查結果，如無法取得 SSCEC 之船舶，多數係因為船舶上發

現病媒，導致船舶衛生之檢查結果不佳所致，此與臺灣目前之檢查

結果相似。 

(三) 港區衛生 

中國大陸地區之港區衛生，主要監測八大類病媒，與臺灣情況

大同小異，兩地病媒監測種類，詳如表 1。 

表 1：中國大陸與臺灣之港區病媒監測種類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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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 臺灣 

病媒監測 

種類 

一、 蚊類 

二、 蚤類 

三、 蜚蠊類 

四、 齧齒類 

五、 恙蟎類(含革蟎類) 

六、 蠅類 

七、 蠓類 

八、 蜱類 

一、 病媒蚊 

二、 蚤 

三、 鼠類 

四、 恙蟎 

五、 蜱 

六、 蝨 

中國大陸港區衛生工作係於該港埠建立及使用之前，即由港埠

主管當局委託專業學術(或事業)單位提出為期 1 年之港區病媒監測

計畫，經檢疫單位確認且核可該計畫內容之可行性及完整性後，由

該受託單位進行港區病媒監測，此 1 年間之監測計畫係每月進行，

監測項目含括表 1 之八大類病媒，監測結果為此港埠之港區病媒監

測基準值，此後每 4 年重覆進行為期 1 年之每月監測。至於港區病

媒監測期以外之年度(另外 3 年)，則由港埠主管當局委託病媒防治

業者進行港區病媒消、殺、滅作業(港區環境清消作業)。此與我國

港埠目前每月進行港區病媒密度監測及每季進行港區病媒攜帶病

原體之監測方式不同，我國之監測方式可及早發現港區病媒密度或

港區病媒攜帶病原體之趨勢變化，以利及時依據監測結果，啟動有

效之病媒防治作業，防杜傳染病疫情傳布。 

(四) 船舶衛生相關規費 

有關中國大陸船舶衛生相關規費收費基準係依｢出入境檢驗檢疫費

辦法｣規定，我國係依｢港埠檢疫費用徵收辦法｣。此次參訪之福建檢

疫局依循該規定督導轄下分支機構執行，實地詢問中國大陸實務運

作的細項，得知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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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舶衛生檢疫未納入德國、英國、日本等先進國家之客船另加

計費用規定。 

2. 假日有提供簽發船舶衛生證書(SSC)服務，採預約制，其收費無

假日加價之規定。 

3. 執行電訊檢疫、登船檢疫不收費。 

五、 人員檢疫 

    中國大陸於出境及入境出皆設置檢疫櫃檯，並派檢疫人員執行入境及

出境旅客之發燒篩檢作業，以下針對本次參訪一空港(福州機場)及兩海港

(平潭及馬尾)之觀察情形，摘述說明如下： 

(一) 檢疫櫃檯規劃及設置 

  空港及海港在出入境動線上皆設有檢疫健康諮詢櫃檯，櫃檯旁設

置衛生宣導單張（如圖 11 至 14），供旅客取用。並於檢疫通道裝置紅

外線熱影像儀進行體溫監測、輻射探測器進行核輻射監控及視訊監測

系統進行遠端多點監控，稱之為「三位一體的智慧型查驗平台」(圖

15 至 17)。在福州機場、平潭港等皆設置「申報」、「無申報」及「工

作人員」等三種入境旅客檢疫動線，以福州機場為例，雖然僅有一入

境發燒篩檢站，但有 6 條入境動線(其中 2 條動線提供健康異常旅客主

動通報時使用)，如圖 18。於平時國際無特殊疫情或公共衛生緊急事

件時，開啟 4 條入境動線，配置 12 位檢疫人員同時執勤；此外，平

潭港旅運大樓為近年新建，該大樓新建時已預估未來旅客增長量，並

將出境及入境動線依樓層分流(出境在 2 樓、入境在 1 樓)。該港埠之

檢疫設備嶄新、空間寬廣，雖然設置 6 條入境檢疫動線，惟目前旅運

量不大，平時僅開放 2 條入境檢疫通道，每條動線配置 3 位檢疫人員

同時執勤，另設有西非旅客專用通道(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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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康異常旅客處置程序 

  如經篩檢發現旅客出現疑似傳染病症狀，或旅客主動通報有疑似

傳染病症狀者，可先填寫「出/入境健康申明卡」（附件 2），或口頭向

出入境檢疫櫃檯人員申報。針對該等出現疑似傳染病症狀之旅客將先

行留置，由檢疫人員對其進行健康評估，必要時可於現場採集檢體且

進行快速檢測(如:具有登革熱、瘧疾、O1 群霍亂弧菌 O1 及 O139、A/B

型流感病毒、大腸桿菌 O157 等 6 種快速檢測試劑) ，並視旅客健康狀

況給予「旅行健康告知書」（附件 3），且將相關診療及健康評估資料

記錄於「口岸傳染病疑似病例醫學排查紀錄」（附件 4）。此外，針對

採檢對象除請其簽署「採樣知情同意書」並採檢外，檢疫人員依據前

揭檢驗及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將相關資料記錄於「口岸傳染病可疑病

例流行病學調查表」（附件 5）後建檔。另，本次參訪之三港埠均設置

有醫學排查室與快速檢測實驗室可執行前揭個案健康評估及檢體採

檢、現場檢驗等工作。 

  若檢疫人員評估該旅客疑似罹患傳染病，將通報當地衛生單位(如：

福州機場-疾控中心)、撥打救護車專線(120)以及填寫「口岸傳染病疑

似病例轉診單」（附件 6），請救護車將旅客轉送至指定醫院(福州長樂

機場-福州市肺科醫院、平潭港-平潭綜合實驗區醫院)診治，後續轉由

防疫單位(疾控中心)人員進行疫情調查、診療等事宜。 

(三) 健康異常旅客處置之環境規劃及設備/施 

  本次參訪之三港埠皆已規劃後送就醫旅客動線，福州機場並備有

負壓轉送車(圖 7)，疑似傳染病旅客可乘坐於車內，並有電話可直接

與車外人員聯繫，可將該旅客直接推送至指定地點並轉送醫院；此外，

福州機場及馬尾港並設有負壓隔離室(圖 20)，平潭港則僅有獨立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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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疑似旅客處置空間。此行較為可惜之處，因參訪時間緊湊，未及於

實地參觀福州機場內設之大型負壓隔離室(中國大陸稱達 200 平方公

尺)。此外，中國大陸針對健康異常之旅客處理空間，多規劃體溫複測、

健康評估、旅客留置、檢體快速檢驗等不同功能之工作空間，平潭港

之健康異常旅客處置之空間規劃，詳如圖 21。 

  人員檢疫之其他相關設施部分，福州機場備有手套、口罩、防護

衣等個人防護裝備外，另有個人後背式之登機包(內有完整檢疫所需防

護裝備等用物，便利檢疫人員即時出動，如圖 22)、相關醫療設施及

用品(如:血壓計、EKG 等，另海港有移動式 X 機)、環境清消物品及設

備(以利執行旅客健康評估或後送就醫後之環境清消，如:超低容量機、

加壓式噴霧機等；圖 9)。 

六、 IHR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情況 

(一) 中國大陸於 2006 年開始，於質檢總局主導之下，以｢創建國際衛生口岸

｣進行港埠 IHR 核心能力建置預案，後加入 IHR(2005)精神，並由上而

下投注大量經費進行口岸建設，於 2012 年開始，以檢驗檢疫部門為指

導，由港埠經營單位、地方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如：衛生暨生委部門)共

同推動口岸核心能力落實，做到合心、合力、合作，並納入地方政府考

評績效。 

(二) 據了解，中國大陸質檢總局為全面推動港埠 IHR 核心能力，以成立數

個工作小組方式運作，並由幾個於此專案參與度高的省級出入境檢驗檢

疫局擔任成員，並各依當地港埠特性認領工作組。舉例而言，上海出入

境檢驗檢疫局負責國際郵輪衛生檢疫工作組，並編撰了郵輪檢疫通訊期

刊；而福建檢疫局負責蟲媒工作組，也因此於其福建國際旅行衛生保健

中心內可見完整規劃、資料齊全之福建醫學媒介生物研究室，以及該中

心與我國我國病媒學術界專家學者、病媒防治業者各種研討會、科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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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之交流及合作。 

(三) 所運用評核標準：初期係由中國大陸自訂指標，後 WHO 於 2009 年 10

月正式公布｢指定港埠核心能力需求評估文件｣(95 項指標)，另，其初期

自訂指標項目較 WHO 之 95 項指標多，經評估後中國大陸認為港埠若

通過其自訂指標，應可達 WHO 指標。後續中國大陸將自訂指標與 WHO

之 95 項指標，按港埠實際情形調整與整併相關項目，並採滾動式修正

方式。自 2013 年我國所知 216 項版本至今，已分別有海港及空港版本

《國際衛生條例（2005）》口岸核心能力考核表，海港版又區分為有旅

檢及無旅檢海港，評核項目分別為 216 項及 199 項；空港版為 216 項，

現依此表進行港埠建置及評核，此次參訪並攜回前列資料作為業務參考

之用(如附件 7)。 

(四) 惟中國大陸人員表示，以近年實際評核經驗而言，此版本指標仍有持續

調整修正之必要，且相較於流程之紙本文件之呈現，實務運作之流暢度、

熟悉度、落實度才是真正重點。雖現有指標有關鍵項目，仍不足夠反應，

爰下階段修正目標為調整實務操作相關評核項目所佔比重，以真實呈現

與反應港埠建置實況。而關於實務運作較書面資料為重，於我國 2015

年 11 月邀請德國專家來臺評核時，也是專家提供建議之一，顯見此為

往後運行重點及國際趨勢。 

(五) 此次前往參訪，恰為福州長樂機場及福州保稅港甫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現

場考核之際，經此驗收後，此二港埠分別成為「國際衛生機場」和「國

際衛生港口」，福州保稅港更成為福建省第一個獲此殊榮的貨運港口。

並由相同的考核專家群，一併進行江蘇省張家港成為國際衛生港口之五

年後再次考核，成為中國大陸首個通過複核的國際衛生港口。 

(六) 福建省建置 IHR 港埠核心能力歷程簡介如下： 

1. 2012 年 9 月，福州長樂機場、福州保稅港區通過了質檢總局的口

岸核心能力驗收，為創建國際衛生機場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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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2年，福州市政府決定在福州長樂國際機場創建國際衛生機場、

在福州保稅港區創建國際衛生港口，由省、市政府領導和檢驗檢疫

部門指導而推進。 

3. 2013 年 5 月，由福建檢疫局作為福州市國際衛生機場、衛生港口

創建工作協調小組成員單位，按照創建國際衛生機場、海港相關標

準的技術要求，結合前期口岸核心能力建設驗收情況，分別針對福

州長樂國際機場、福州保稅港區進行預評估。其面相含括媒介生物

監測與控制、食品飲用水衛生監督、固液體廢棄物處理、傳染病監

測、預防接種與醫療急救、交通工具、公共場所衛生監督、衛生檢

疫與衛生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實驗室檢測等技術，計

200 餘項考核指標（時為空港 208 項、海港 230 項），全面進行資

源盤點，釐清與國際規範之差距，明確創建方向與重點。 

4. 2014 年，福州市向質檢總局正式申請創建國際衛生機場、國際衛

生港口。 

5. 2015 年 5 至 6 月份通過質檢總局專家檢查組預驗收，並由福建檢

疫局組織專家開展模擬考核驗收，做好迎接世界衛生組織驗收準備 

6. 2015 年 12 月 9 日，在世界衛生組織丹尼爾博士(現場測評驗收組組

長)等 4 位專家指導下，福州長樂國際機場、福州保稅港區順利通

過世界衛生組織的現場考核，分別成為「國際衛生機場」和「國際

衛生港口」。 

(七) 就中國大陸整體運作模式而言，其創建國際衛生機場/港口考核驗收的

程序為，先由質檢總局組織國內專家組，根據創衛評估標準進行考核；

達到 90 分及以上的再由世界衛生組織派國際評估專家組實地測評、驗

收。考核的形式主要包括聽取匯報、審核資料、現場評審、實地監測驗

證、現場詢問等，通過後由中國大陸官方授牌認證。 

(八) 核生化緊急應變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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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3 年 3 月，福建檢疫局福州機場口岸被國家反恐辦定位為質

檢體系中，唯一的國家反恐防範重要目標聯繫點。福建檢疫局及其福州

機場局緊密結合港埠實際情況，因地制宜發展落實方案，並於 2014 年

1 月在全中國大陸共 10 個反恐聯繫點中，成為第一個通過國家驗收的

聯繫點。福州長樂機場內設有反恐應急儲備室，備有完善核生化、有毒

物質之偵檢設備(快速篩檢套組、手持式機具、各型防護裝備等)。 

七、 福建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實驗室  

    此實驗室附屬於福建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而福建國際旅行衛生保

健中心是福建檢疫局直屬事業單位，為經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批准設

立，從事出入境人員健康體檢、傳染病監測、國際旅行衛生保健諮詢、預防

接種等業務。現有幹部職工 47 人，醫學專業技術人員約佔 85%，及聘用人

員 30 人。 

    該中心擁有國家重點實驗室 3 個，區域性實驗室 4 個和 1 個常規醫學實

驗室(負責體檢相關檢驗)。實驗室檢測能力涵括生物安全防護三級以下的所

有病原體檢測項目，為港埠衛生檢疫執法提供強而有力的技術支持。 

    此外，另設中國大陸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福建醫學媒介生物研究室、

福州口岸門診部、福州依賴性藥品檢測中心、福建醫科大學「公共衛生與

預防醫學專業教學基地」。 

    令人感到印象深刻是，其福建醫學媒介生物研究室完整展示福建病媒

監測種類及各港區監測概況(如圖 23 至 24)，該中心近年來，並已密切與我

國病媒學術界專家學者、病媒防治業者舉辦多場研討會、執行科研合作計

畫，成果豐碩，並已有蚊媒 DNA 鑑定芯片等研發應用進行專利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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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一) 檢疫體制與設備 

    福建檢疫局是質檢總局設在福建的直屬機構，於 1999 年 8 月由原福建

商檢、福州動植檢和福州、泉州衛檢「三檢合一」組建，因其業務權責涵

括我國數相關機關，相對其各種硬體設備和專業人力的配備是比我國充裕，

雖具有各種設備但是否適用於國內則需再研議，如負壓候轉車、遠端機坪

設有負壓隔離室等，國內各港埠設有負壓隔離艙與專用擔架，使用時可以

直接上救護車將旅客後送至醫院，而福州機場所配置的負壓候轉車雖有較

舒適的隔離空間，但運送到救護車時無法直接送上救護車，旅客須走出負

壓候轉車再上救護車後送至醫院，相對增加傳染給他人的機會。目前國內

港埠若發現疑似 1、5 類傳染病旅客則直接後送醫院做進一步診察，因此港

埠設置負壓隔離室應非必要性的設備。 

    另於第一線檢疫人力專業內涵，中國大陸因｢三檢合一｣之故，港埠配

置有不同專業背景之檢疫人員，如商品檢驗、動植物檢疫、公共衛生及醫

學等，相較於我國疾病管制署主管傳染病相關檢疫工作，中國大陸體制具

檢疫人員專業多樣性，業務涵蓋面廣，統一單位易於管理，我方檢疫人員

以護理專業背景為多，另有醫學、醫事檢疫、公共衛生、生物技術等相關

背景人力提供強力後援。 

(二) 空港檢疫模式 

    中國大陸針對低風險入境航空器採電訊檢疫(入境前15-20分鐘通報)，

發現異常則採高風險入境航空器檢疫模式(登機檢疫)。目前國內則是採航

機異常通報管理模式，針對國賓禮遇或國際醫療轉送案會要求航空器所有

人或管理等人提供入境申報單(包含入境人員健康申明)備查，並無全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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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提供。針對異常班機需視國際疫情狀況而採取登機檢疫，後續則需啟動

人力調動支援機制。 

(三) 人員檢疫及異常管理 

    中國大陸所使用之「三位一體的智慧型查驗平台」，相較於我國目前所

使用的單一紅外線熱影像儀更易判讀體表溫度異常之旅客。異常旅客後續

交由疾控中心(角色似我國地方衛生局)人員追蹤處理，雙方採電話或電郵方

式聯繫溝通，並無一特定通報平台，其追蹤模式類似我國 1990 年代作法，

採電郵方式通報衛生單位(當時並無症狀通報系統和自主健康管理暨居家

隔離資訊系統)。 

    但其在境外防線方面是有值得我國學習的部份，如西非伊波拉病毒感

染疫情流行時，對於來自疫區之旅客則會透過外事部門掌握疫區人員整體

狀況、商務部門掌握外勞人員狀況、教育部門負責來華留學生狀況等聯防

聯控工作機制，另透過境外官方將有關人員來華及返國的人數、時間和航

班等資訊通報給相關港埠，以加強入境監測。 

(四) 核生化災 

    在反恐機制方面，中國大陸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因身負「三檢合一」權

責，故負責港埠核生化反恐防範任務，平時執行核生化有害因子監測，變

時則須執行港埠核生化恐怖事件初步處理研判。中國大陸國際港埠並設置

有旅客行李、人員之通道式及手持式輻射偵檢設備，輻射災害偵檢能力卓

越且完善。 

    而我國疾病管制署於 2009 年成立「生物防護應變隊」，於疑似生恐事

件發生時，前往現場執行採檢及初步研判病原之任務，核化災則由其他相

關單位處理，故面對核生化恐怖事件時，事先做好各相關機關分工機制顯

得異常重要，以避免權責劃分不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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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國大陸 IHR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情形 

    其初期質檢總局主導推動｢創建國際衛生口岸(港埠)｣，進行全面資

源盤點，後由地方政府接手，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指導，聯合港埠經營單

位，共同推進建置｢國際衛生條例(IHR2005)｣口岸核心能力建置工作，並

以 5 年再次複評方式驗證建置維運成果。而我國係由行政院核定第一、

二期 IHR 核心能力建置計畫，並組織中央跨部會推動小組，由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擔任小組秘書處，負責整體規劃及具體運作，同時將

港埠主管機關及經營管理單位納入，共同執行。建置及評核完成後，以

港埠衛生安全工作小組平台，定期檢討維繫建置成果，以達惟運保全之

效。因兩岸行政體制相異，其具體推動模式略有不同，惟其推動概念與

精神相似，初期均由中央政府機關主導，後於中央政府機關指導下，將

維運保全權責回歸港埠。 

    如前所提，中國大陸近年於 IHR 核心能力建置投入大量資源，其

快速發展之建置成果及規模值得借鏡。特別是以質檢總局主導，將省級

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納為工作小組之執行模式極具參考級價值，優點在於

提供不同省局一個發揮港埠地方特性及專長的舞台，廣納各地方強項，

並透過資源共享而跨轄區提升整體港埠建置情形及競爭力。 

二、 建議 

(一) 借鏡 IHR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工作模式 

    中國大陸近年於港埠核心能力建置大量投入，由前期創建國際衛

生口岸至近期依 IHR(2005)建置口岸核心能力，展現成果豐碩且值得學

習。建議我國國際新建之旅運中心應預先考量檢疫設施之相關規劃，

可利於符合 IHR 核心能力規範。此外，可學習其工作小組之運作模式，

提供資源共享的平台，相互觀摩學習，增進我國各港埠間專業交流。 

(二) 充分運用現行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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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全球往來交通便捷，伴隨而生的是傳染病跨境傳播、新興核

生化恐怖攻擊等公共衛生風險加劇，例如 2015 年發生之國際伊波拉病

毒（Ebola）及莫士（MERS）傳染病疫情，無一國家可置身事外於防

堵跨境傳播之職責。此外，為落實｢國際衛生條例(IHR2005)｣所要求之

國際港埠間須有良好且正確之溝通聯繫機制，以強化公共安全突發事

件的應變能力，有效阻絕公共安全危害的擴散之規範，建議持續充分

運用現行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平台，為臺陸雙方邊境檢疫把關。 

(三) 持續與開展雙方檢疫業務面及科學研究面之技術交流 

    兩岸近年開辦小三通業務、兩岸直航及陸客來臺觀光等政策，交

流越趨頻繁密切，於海港、空港之兩岸交流旅運量逐年上升，在可預

知將面對更嚴峻的公共衛生風險情況下，於承平時期即需強化學術專

業研究之合作，以提供政策之實證基礎與執行之強力後援，並積極向

國際各國及往來密切國家接軌檢疫業務政策及實務，相互分享與觀摩

學習符合世界衛生組織規範之創新思維，以利變時即時採取最佳策略。

此行所見，中國大陸檢疫業務及相關科學研究均展現卓越成果，建議

往後持續進行雙方檢疫業務面及科學研究面之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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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照片 

 

照片 1、交流座談會 

 

照片 2、交流座談會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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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福建檢驗檢疫局合影 

 

照片 4、福建入出境檢驗檢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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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福州檢驗檢疫局前合影 

 

照片 6、拜會平潭實驗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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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拜會福州機場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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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圖 

 

圖 1、福建入出境檢驗檢疫局各分支機構及分布圖 

 

圖 2、福建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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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福建檢疫局所轄港埠 

 

圖 4、福州長樂機場檢疫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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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福州長樂機場快速檢測室 

 

圖 6、福州長樂機場醫學檢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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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福州長樂機場負壓隔離候轉車 

 

圖 8、福州長樂機場防護用品儲備間 



 

30 

 

 

 

圖 9、福州長樂機場衛生處理藥械庫 

 

圖 10、福州長樂機場核生化監測裝備展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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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伊波拉病毒 

 

 

圖 12、港埠衛教宣導單張-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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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港埠衛教宣導單張-流感 

 

 

圖 14、港埠衛教宣導單張-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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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三位一體的智慧型查驗平台 

 

圖 16、三位一體的智慧型查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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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三位一體的智慧型查驗平台 

 

圖 18、福州長樂機場具 6 條入境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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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平潭港西非旅客專用通道 

 

圖 20、馬尾港負壓隔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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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平潭港疑似旅客處置空間規劃 

 

圖 22、福州長樂機場個人後背式之登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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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福建醫學媒介生物研究室 

 

圖 24、福建醫學媒介生物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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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 

附件 1、交通工具衛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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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出/入境健康申明卡(中) 

 

  



 

40 

 

附件 2、出/入境健康申明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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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旅行健康告知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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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旅行健康告知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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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口岸傳染病疑似病例醫學排查紀錄-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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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口岸傳染病疑似病例醫學排查紀錄-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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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口岸傳染病可疑病例流行病學調查表-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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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口岸傳染病可疑病例流行病學調查表-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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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核
口
岸
名
称
：

分
支
机
构
名
称
：

直
属
局
名
称
：

考
 核

 时
 间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考
核
表

（
空
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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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中國大陸《國際衛生條例（2005）》口岸核心能力考核表-空港



1
．
本
考
核
表
为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考
核
组
对
申
请
口
岸
现
场
考
核
时
使
用
，
是
结
论
评
定
的
原
始
依
据
；

2
．
表
中
“考
核
结
果
”填
写
：
在
相
应
的
空
格
中
打
“√
”。
对
于
结
论
为
“观
察
”或
“不
符
合
”的
，
在
“情
况
说
明
”栏
中
对
具
体
情
况
加
以
描
述
；

3
．
考
核
内
容
中
的
工
作
缺
失
（
应
开
展
而
未
开
展
）
为
“不
符
合
”；
开
展
不
完
善
为
“观
察
”。

4
．
关
键
项
：
考
核
表
中
带

*
的
，
表
示
为
关
键
项
，
共

7
项
，
其
中
任
何
一
项
不
合
格
，
即
不
能
通
过
验
收
。

5
．
权
重
系
数
：
对
各
考
核
大
项
设
置
权
重
系
数
，
第
一
部
分
口
岸
沟
通
协
调
能
力
权
重
为

1
0
%
；
第
二
部
分
常
规
能
力
权
重
为

6
5
%
；
第
三
部
分
应
急
能

力
权
重
为

1
5
%
；
第
四
部
分
现
场
考
核
权
重
为

1
0
%
（
其
中
书
面
考
试
权
重
为

5
%
，
现
场
操
作
权
重
为

5
%
）
。

6
．
计
分
方
法
：
“符
合
”每
项
得

1
分
，
“观
察
”每
项
得

0
.5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
各
大
项
标
化
得
分

=
该
大
项
实
际
得
分

/该
大
项
总
分

*
1
0
0
*
权
重
系
数

，
四
大
项
标
化
得
分
合
计
为
标
化
总
分
。

7
．
标
化
总
分

8
0
分
（
含

8
0
分
）
以
上
为
考
评
合
格
。

使
 
 
用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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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
  
  
 年

度

季
度

交
通
工
具
数
量

旅
客
和
交
通
员
工
数
量

交
通
工
具
数
量

旅
客
和
交
通
员
工
数
量

1º 2º 3º 4º 总
计

时
间
：
  
  
 年

度

季
度

交
通
工
具
数
量

旅
客
和
交
通
员
工
数
量

交
通
工
具
数
量

旅
客
和
交
通
员
工
数
量

1º 2º 3º 4º 总
计

出
境
国
际
交
通
工
具
：

客
运
交
通
工
具

货
运
交
通
工
具

工
作
量
统
计

入
境
国
际
交
通
工
具
：

客
运
交
通
工
具

货
运
交
通
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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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1

1
责
任
部
门
与
责
任
人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有
明
确
的
负
责
与
本
口
岸
有
交
通
工
具
、
人
员
往
来

的
国
家
或
者
地
区
的
口
岸
主
管
当
局
进
行
沟
通
联
络
的
部
门
、
专
兼
职
人
员
。

2

联
络
方
式
及
联
络
记
录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有
与
本
口
岸
有
交
通
工
具
往
来
的
国
家
或
者
地
区

的
口
岸
主
管
当
局
联
络
的
具
体
联
络
机
制
，
包
括
与
对
方
主
管
当
局
官
员
的
联
系
方
式
、
沟
通
内

容
，
如
将
受
染
交
通
工
具
上
所
发
现
的
证
据
以
标
准
及
抵
达
时
还
需
要
进
一
步
采
取
的
控
制
措
施

等
相
关
信
息
提
供
给
对
方
。
有
与
本
口
岸
有
交
通
工
具
往
来
的
国
家
或
者
地
区
的
口
岸
主
管
当
局

进
行
沟
通
的
相
关
记
录
，
如
电
话
记
录
、
传
真
件
、
电
子
邮
件
等
。

3

建
立
联
防
联
控
工
作
机
制
。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及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分
别
与
所
在
地
卫
生
、
交

通
（
海
事
、
民
航
、
港
务
等
）
、
铁
路
、
海
关
、
边
防
、
环
保
、
反
恐
等
部
门
建
立
书
面
的
联
防

联
控
工
作
协
作
机
制
。
协
作
机
制
应
当
明
确
联
系
部
门
、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
协
商
机
制
、
日

常
信
息
通
报
以
及
应
急
状
态
下
协
作
事
宜
等
，
部
门
间
联
系
部
门
、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应
及
时

更
新
，
并
保
留
联
系
记
录
。

4

测
试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有
效
性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定
期
组
织
开
展
或
参
加
所
在
地
卫
生
、
交

通
（
海
事
、
民
航
、
港
务
等
）
、
铁
路
、
海
关
等
部
门
参
与
的
口
岸
传
染
病
防
控
、
口
岸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演
练
，
验
证
协
作
机
制
的
有
效
性
。
应
急
演
练
应
当
保
留
演
练
方
案
及
影
视
材

料
（
照
片
）
备
查
。
演
练
应
当
每
两
年
至
少
一
次
。

5

疫
情
信
息
垂
直
报
告
制
度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建
立
口
岸
公
共
卫
生
风
险
证
据
报
告
机
制
，

及
时
通
过
出
入
境
口
岸
卫
生
检
疫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报
告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
国
家
质
检
总
局
，
以

便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或
者
国
家
质
检
总
局
组
织
实
施
公
共
卫
生
评
估
、
管
理
及
应
对
。
这
些
公
共

卫
生
风
险
证
据
包
括
：
入
境
或
者
出
境
的
人
间
病
例
、
可
能
被
感
染
或
污
染
的
媒
介
、
被
污
染
的

货
物
以
及
实
施
WH
O
建
议
之
外
的
卫
生
措
施
及
其
卫
生
依
据
等
。

6
疫
情
信
息
部
门
间
通
报
制
度
。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与
所
在
地
卫
生
部
门
（
或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机

构
）
建
立
口
岸
发
现
的
公
共
卫
生
风
险
证
据
信
息
通
报
机
制
，
报
告
口
岸
发
现
的
传
染
病
病
例
。

7

口
岸
主
管
当
局
间
信
息
通
报
制
度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根
据
本
口
岸
交
通
工
具
入
境
后
、
出
境

前
在
境
内
其
他
港
口
停
靠
情
况
，
与
该
港
口
所
在
地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建
立
信
息
通
报
机
制
，
以
便

及
时
将
本
口
岸
发
现
的
公
共
卫
生
风
险
证
据
及
达
时
所
需
要
的
控
制
措
施
等
相
关
信
息
提
供
给
下

一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项
目

序
号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考
核
表

（
空
港
）

口
岸
的
沟
通
、
协
调
能
力
（
1
4
）

1
.
2

与
其
他
入

境
口
岸
主

管
当
局
之

间
的
国
际

沟
通
联
系

（
2
）

1
.
1

各
直
属

局
、
口
岸

分
支
机
构

与
海
关
等

口
岸
相
关

单
位
、
卫

生
等
政
府

部
门
之
间

联
络
沟
通

机
制
的
建

立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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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与
上
级
部

门
之
间
的

内
部
报
告

机
制
（
1
）

8

建
立
检
验
检
疫
系
统
内
部
报
告
机
制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建
立
并
及
时
更
新
与
上
级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卫
生
检
疫
主
管
部
门
的
业
务
联
系
，
包
括
指
定
专
人
负
责
联
系
、
明
确
上
级
机
构
卫
生
检

疫
主
管
部
门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等
，
并
建
立
明
确
的
指
令
传
达
机
制
，
确
保
上
级
机
构
决
策
审

批
、
风
险
评
估
、
实
施
限
制
和
控
制
措
施
等
指
令
得
以
落
实
。

9
对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或
航
空
公
司
进
行
备
案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对
定
期
航
班
、
班
次
或
者
经

常
往
来
的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运
营
者
实
施
备
案
，
并
建
立
相
关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备
案
档
案
。

1
0

对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的
代
理
或
代
表
单
位
进
行
备
案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对
本
口
岸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的
代
理
企
业
（
代
表
单
位
）
实
施
备
案
，
并
建
立
相
关
企
业
备
案
档
案
。

1
1

公
开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联
系
方
式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当
以
适
当
的
形
式
，
如
告
示
、
宣

传
材
料
、
网
上
公
布
或
者
通
过
业
务
监
管
系
统
进
行
公
告
等
，
向
本
口
岸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运
营

者
或
者
其
代
表
人
公
开
本
机
构
受
理
交
通
工
具
卫
生
检
疫
的
部
门
、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等
，
以

便
交
通
工
具
运
营
者
及
时
报
告
交
通
工
具
上
发
现
的
有
传
染
病
症
状
者
或
病
人
，
同
时
也
能
将
拟

实
施
的
控
制
措
施
提
前
告
知
交
通
工
具
运
营
者
、
签
发
相
关
卫
生
证
书
和
接
收
卫
生
文
件
等
。

1
2

建
立
面
向
出
入
境
人
员
的
沟
通
联
系
机
制
。
制
定
有
效
的
与
出
入
境
人
员
沟
通
的
程
序
，
包
括
在

入
境
、
出
境
口
岸
检
疫
查
验
、
候
机
（
船
、
车
）
厅
等
现
场
，
以
电
子
显
示
、
发
放
宣
传
材
料
、

给
予
健
康
建
议
、
设
立
咨
询
台
、
咨
询
电
话
、
网
上
公
示
等
多
种
手
段
，
告
知
出
入
境
人
员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的
具
体
联
系
信
息
，
包
括
联
系
人
、
联
系
电
话
、
传
真
、
电
子
邮
件
等
，
以
便
向

出
入
境
人
员
告
知
拟
实
施
的
控
制
措
施
、
接
收
卫
生
文
件
以
及
提
供
健
康
咨
询
。

1
3

对
高
危
人
群
实
施
健
康
干
预
。
根
据
来
自
或
前
往
国
家
、
地
区
的
实
际
，
对
入
境
、
出
境
人
员
进

行
风
险
评
估
，
对
高
危
人
群
实
施
针
对
性
地
疾
病
防
治
知
识
宣
传
、
健
康
咨
询
等
健
康
干
预
措

施
。

1
.
6

与
服
务
供

应
商
建
立

沟
通
渠
道

（
1
）

1
4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当
建
立
与
为
出
入
境
的
人
员
、
行
李
、
货
物
、
集
装
箱
、
交
通
工
具
、
物

品
和
邮
包
提
供
服
务
的
单
位
之
间
的
联
络
程
序
，
并
运
转
有
效
，
包
括
联
系
部
门
、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等
，
可
用
于
提
前
告
知
拟
实
施
的
控
制
措
施
。

小
计

1
.
5

与
交
通
工

具
运
营
者

建
立
沟
通

渠
道
（
3
）

与
出
入
境

人
员
建
立

沟
通
渠
道

（
2
）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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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2

2
.
1

2
.
1
.
1

制
定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1
）

1
5

根
据

总
局

要
求

，
制

定
并
实
施
入
出
境
人
员
检
疫
查
验
、
医
学
巡
查
、
医
学
排
查
、
快
速

筛
查

、
采

样
送

检
、

病
人
转
送
、
携
带
物
查
验
等
工
作
程
序
以
及
相
关
记
录
要
求
，
并
严

格
遵

照
实

施
；

1
6

人
员

配
置

要
求

（
1
）

数
量

要
求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部

门
必

须
配

置
与

入
境

口
岸

旅
行

者
的

流
量

、
频

次
以

及
口

岸
的

复
杂

性
相

适
应

的
专

业
人

员
（

特
指

医
学

或
公

共
卫

生
相

关
专

业
背

景
人

员
）

数
量

,
岗

位
专

业
人

员
最

低
不

能
少

于
现

场
工

作
人

员
的

1
/
3
，

少
于

6
名

工
作

人
员

的
旅

检
口

岸
，

最
少

2
人

为
专

业
人

员
；

*

1
7

（
2
）

保
证

旅
检

通
道

每
班

次
至

少
应

配
备

1
名

专
业

人
员

。
*

1
8

（
3
）

资
格

要
求

：
带

班
人
员
、
医
学
巡
查
人
员
、
流
调
和
医
学
排
查
人
员
须
具
备
相
关
医

学
或

公
共

卫
生

背
景

专
业
人
担
任
。

1
9

（
4
）

培
训

要
求

：
保

证
旅
客
检
疫
查
验
人
员
接
受
岗
前
培
训
，
获
得
直
属
局
资
格
考
核
；

保
证

在
岗

专
业

人
员

每
年
参
加
专
业
学
习
（
包
括
培
训
或
演
练
）
，
至
少
两
次
。

2
0

出
入

境
人

员
候

检
区

。
设
置
科
学
合
理
，
配
置
引
导
牌
、
告
示
牌
、
公
告
栏
、
宣
传
栏
、

填
卡

台
、

候
检

线
、

标
志
牌
、
健
康
申
明
卡
填
写
模
板
、
健
康
咨
询
台
、
电
子
显
示
屏
。

2
1

查
验

通
道

。
设

置
科

学
合
理
，
配
置
查
验
台
、
标
志
牌
、
通
道
护
栏

2
2

必
须

装
有

红
外

体
温

监
测

及
校

正
设

备
*

2
3

携
带

物
查

验
区

。
设

置
科
学
合
理
，
配
置
查
验
台
、
标
志
牌
、
告
示
牌
、
公
告
栏
。

出
入

境
人

员
检

疫
查

验
设

施
设

备
配

置
（

9
）

情
况

说
明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考

核
表

（
空

港
）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序

号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项

目

常
规

核
心

能
力

（
1
8
6
）

传
染

病
的

监
测

与
控

制
（

3
2
）

2
.
1
.
2

检
疫

查
验

人
员

配
置

与
要

求
（

4
）

2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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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专
用

通
道

。
出

入
境

人
员
查
验
区
内
应
设
有
用
于
病
人
转
运
的
并
与
其
他
人
员
通
道
不
存

在
交

叉
污

染
的

专
用

通
道
。

2
5

医
学

排
查

区
域

，
用

于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

医
学

排
查

工
作

，
布

局
及

流
程

应
符

合
传

染
病

控
制

要
求

，
配

备
桌

椅
、

诊
床

、
防

护
设

备
、

消
毒

药
械

、
相

关
医

学
排

查
表

单
和

血
压

计
、

听
诊

器
等

医
学

检
查

设
备

等
，

流
调

和
医

学
排

查
记

录
完

备
，

备
有

各
类

废
弃

物
收

集
容

器
。

*

2
6

留
验

隔
离

区
域

，
用

于
疑

似
病

例
的

临
时

隔
离

，
配

备
诊

床
、

消
毒

和
各

类
废

弃
物

收
集

容
器

等
，

要
求

符
合

传
染

病
控

制
要

求
，

能
够

防
止

病
例

交
叉

污
染

，
至

少
能

够
同

时
安

置
两

名
病

例
。

*

2
7

传
染

病
快

速
检

测
区

域
。
出
入
境
人
员
查
验
区
域
内
应
设
置
传
染
病
快
速
检
测
场
所
，
具

备
实

施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0

0
5
）
》
规
定
的
医
学
检
查
和
传
染
病
快
速
筛
查
的
能
力
，

配
备

采
样

器
具

、
生

物
安
全
移
运
箱
、
快
速
检
测
试
剂
、
传
染
病
快
速
检
测
设
备
、
冷
藏

储
存

设
备

。

2
8

管
理

制
度

。
建

立
有

设
施
设
备
专
人
负
责
制
度
，
定
期
对
设
施
设
备
进
行
保
养
、
校
准
、

补
充

、
更

换
，

使
之

处
于
可
使
用
状
态
。

2
9

专
用

储
藏

区
域

。
设

有
个
人
防
护
用
品
专
用
储
藏
区
，
配
备
必
要
的
储
藏
柜
；

3
0

防
护

用
品

。
配

有
适

当
数
量
的
各
级
防
护
装
置
，
其
中
生
物
安
全
三
级
4套

以
上
，
二
级
10

套
以

上
，

其
它

级
别

防
护
用
品
数
量
充
足
，
满
足
工
作
需
求
；

3
1

管
理

制
度

。
建

立
有

防
护
用
品
专
人
保
管
制
度
，
定
期
保
养
、
补
充
、
更
新
。

3
2

设
置

国
际

旅
行

健
康

咨
询
服
务
区
域
。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设
置
开
展
国
际
旅
行
卫
生
咨
询
和

预
防

措
施

现
场

评
估

的
工
作
区
域
，
展
示
由
WH

O确
定
的
黄
热
病
、
疟
疾
等
重
点
传
染
病
的

传
播

风
险

地
区

名
单

或
分
布
图
，
提
供
各
国
对
入
境
人
员
的
预
防
接
种
要
求
，
印
制
相
关

的
防

治
知

识
宣

传
材

料
，
并
可
为
国
际
旅
行
者
提
供
药
物
预
防
和
旅
行
卫
生
建
议
等
服

务
。

3
3

实
施

疫
苗

预
防

接
种

：
（

1
）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可
为
国
际
旅
行
人
员
（
包
括
交
通
员
工
）
实
施
黄
热
病
疫
苗
及
按
对

方
国

家
要

求
实

施
的

疫
苗
接
种
服
务

3
4

（
2
）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提
供
预
防
接
种
服
务
的
区
域
布
局
应
包
括
等
候
室
、
施
种
室
及
急
救

室
，

并
张

贴
有

中
英

文
对
照
的
接
种
须
知
、
过
敏
及
禁
忌
症
的
说
明
。

3
5

（
3
）

咨
询

人
员

和
施

种
人
员
经
专
业
培
训
并
具
备
相
应
的
专
业
资
质
证
书
；

3
6

（
4
）

由
具

有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的
人
员
按
规
定
签
发
《
疫
苗
接
种
或
预
防
措
施
国
际
证
书
》

2
.
1
.
3

国
际

旅
行

卫
生

服
务

和
预

防
接

种
（

7
）

（
口

岸
所

在
地

无
保

健
中

心
的

考
核

直
属

局
或

所
在

地
分

支
局

保
健

中
心

）

国
际

旅
行

卫
生

服
务

和
预

防
接

种
（

7
）

（
口

岸
所

在
地

无
保

健
中

心
的

考
核

直
属

局
或

所
在

地
分

支
局

保
健

中
心

）

个
人

防
护

设
施

用
品

配
置

（
3
）

2
.
1
.
5

2
.
1
.
5

2
.
1
.
4

出
入

境
人

员
检

疫
查

验
设

施
设

备
配

置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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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5
）

黄
热

病
等

疫
苗

、
预
防
药
物
储
备
充
足
，
保
藏
条
件
符
合
要
求
且
记
录
规
范
；

3
8

（
6
）

疫
苗

接
种

设
备

齐
全
，
配
备
有
接
种
异
常
反
应
急
救
器
械
及
药
品
，
并
建
立
预
防
接

种
异

常
反

应
登

记
报

告
制
度

3
9

建
立

合
作

机
制

。
口

岸
运
营
者
与
地
方
医
疗
服
务
机
构
建
立
联
络
协
作
机
制
，
有
合
作
协

议
、

工
作

方
案

，
有

明
确
联
络
人
，
并
有
效
运
行
。

4
0

设
置

医
疗

联
络

点
或

急
救
点
。
口
岸
运
营
者
设
立
医
疗
联
络
点
或
急
救
点
，
确
保
患
病
旅

行
者

能
够

迅
速

通
过

地
方
急
救
网
络
送
至
指
定
医
疗
机
构
进
行
诊
断
和
治
疗
。

4
1

建
立

地
方

急
救

网
络

。
地
方
急
救
网
络
信
息
沟
通
顺
畅
，
反
应
快
速
，
其
中
应
涵
盖
针
对

传
染

病
的

施
救

网
络

，
包
括
患
病
旅
客
转
运
、
医
疗
救
助
、
应
急
处
置
等
程
序

4
2

口
岸

急
救

点
设

施
设

备
。
如
口
岸
设
有
急
救
点
，
还
应
设
置
急
救
器
材
库
及
药
品
库
，
并

对
医

疗
急

救
器

材
及

药
品
定
期
进
行
检
查
，
及
时
更
新
，
确
保
数
量
充
足
，
备
有
完
整
的

出
入

库
记

录
。

4
3

联
络

方
式

。
口

岸
运

营
者
建
立
医
疗
救
助
网
络
相
关
单
位
的
关
键
信
息
清
单
，
内
容
包
括

联
络

人
地

址
、

联
络

人
、
电
话
、
距
入
境
口
岸
远
近
和
路
线
图
等
，
并
定
期
更
新
、
发
布

，
并

保
证

相
关

人
员

及
时
知
晓
。

4
4

转
运

设
备

。
协

议
机

构
或
现
场
急
救
点
配
备
可
随
时
供
口
岸
运
送
患
病
旅
行
者
使
用
的
设

备
，

其
中

急
救

车
至

少
1
部
或
负
压
担
架
2个

，
车
上
配
备
相
应
的
专
业
人
员
、
支
持
治
疗

设
施

、
足

够
的

消
毒

设
备
及
用
品
等
。

4
5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要
求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有
专
人
负
责
口
岸
发
现
患
病
旅
客
的
转
运

协
调

工
作

；
熟

悉
掌

握
转
送
医
疗
机
构
的
联
络
方
式
和
交
接
程
序
。

2
.
1
.
7

口
岸

传
染

病
发

现
情

况
及

记
录

(
1
)

4
6

能
通

过
体

温
监

测
、

主
动
申
报
、
医
学
巡
查
，
发
现
有
传
染
病
症
状
者
，
并
进
行
医
学
排

查
。

必
要

时
，

能
开

展
现
场
采
样
和
快
速
筛
查
。
保
存
一
年
内
有
旅
客
签
署
的
《
采
样
知

情
同

意
书

》
、

《
口

岸
传
染
病
可
疑
病
例
排
查
记
录
表
》
中
有
快
速
试
剂
检
测
结
果
等
记

录
。

2
.
2

4
7

入
出

境
航

空
器

：
根

据
总
局
要
求
，
制
定
并
实
施
具
有
下
列
内
容
的
工
作
规
范
：

（
1
）

入
出

境
航

空
器

检
疫
申
报
工
作
（
包
括
电
讯
检
疫
要
求
）
，
内
容
应
涵
盖
、
航
空
器

动
态

、
旅

客
名

单
、

航
空
过
程
中
卫
生
状
况
等
信
息
报
告
时
限
及
相
关
要
求
，
并
书
面
告

知
航

空
公

司
。

国
际

旅
行

卫
生

服
务

和
预

防
接

种
（

7
）

（
口

岸
所

在
地

无
保

健
中

心
的

考
核

直
属

局
或

所
在

地
分

支
局

保
健

中
心

）

2
.
1
.
6

2
.
1
.
5

2
.
2
.
1

制
定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5
）

入
出

境
交

通
工

具
的

检
疫

查
验

（
1
1
）

指
定

医
院

与
转

运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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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
2
）

入
出

境
航

空
器

检
疫
查
验
工
作
，
内
容
应
涵
盖
航
空
器
检
疫
查
验
工
作
程
序
以
及
相

关
记

录
要

求
，

并
严

格
遵
照
实
施
；

4
9

（
3
）

入
出

境
航

空
器

卫
生
监
督
工
作
，
内
容
应
涵
盖
航
空
器
饮
用
水
及
食
品
卫
生
监
督
、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工
作

程
序
以
及
相
关
记
录
要
求
，
并
严
格
遵
照
实
施
；

5
0

（
4
）

入
出

境
航

空
器

卫
生
处
理
工
作
，
内
容
应
涵
盖
卫
生
处
理
、
效
果
评
价
工
作
程
序
及

相
关

记
录

要
求

，
并

严
格
遵
照
实
施
；

5
1

具
备

航
空

器
检

疫
机

位

5
2

人
员

配
置

要
求

：
（

1
）

数
量

要
求

：
每

班
次
航
空
器
检
疫
和
卫
生
监
督
须
2名

工
作
人
员
。

5
3

（
2
）

岗
位

专
业

要
求

：
保

证
每

班
次

至
少

具
备

1
名

医
学

或
公

共
卫

生
相

关
人

员
。

*

5
4

（
3
）

人
员

资
格

要
求

：
交
通
工
具
查
验
人
员
上
岗
前
应
通
过
培
训
，
获
得
直
属
局
认
可
的

资
格

。

5
5

（
4
）

备
案

要
求

：
需

签
发
有
关
查
验
证
书
的
人
员
，
应
有
直
属
局
授
权
或
备
案
；

5
6

（
5
）

培
训

要
求

：
交

通
工
具
检
查
人
员
每
年
参
加
专
业
学
习
（
包
括
培
训
或
演
练
）
不
少

于
两

次
。

2
.
2
.
3

口
岸

其
他

卫
生

学
指

标
发

现
情

况
及

记
录

(
1
)

5
7

能
依

据
风

险
分

析
和

评
估
结
果
，
采
取
有
效
的
监
管
措
施
发
现
出
入
境
人
员
以
外
检
疫
对

象
的

卫
生

学
问

题
（

如
截
获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或
发
现
垃
圾
、
污
物
、
污
水
等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等

）
，

并
实

施
有

效
的
针
对
性
控
制
措
施
。
出
入
境
人
员
以
外
检
疫
对
象
包
括
：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

集
装

箱
、
货
物
、
物
品
、
特
殊
物
品
、
行
李
、
邮
包
、
快
件
、
尸
体
/骸

骨
等

。

2
.
3

5
8

建
立

检
疫

查
验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作
业
指
导
书
；

5
9

充
分

利
用

集
中

审
单

的
信
息
化
手
段
，
建
立
全
申
报
制
度
，
实
行
风
险
管
理
和
分
类
管

理
；

6
0

建
立

发
现

不
合

格
事

件
的
后
续
处
理
程
序
和
机
制
。

2
.
3
.
1

检
疫

查
验

人
员

配
置

与
要

求
（

5
）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3
）

2
.
2
.
2

2
.
2
.
1

制
定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5
）

集
装

箱
、

货
物

、
邮

包
、

快
件

、
物

品
的

检
疫

查
验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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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2

检
疫

查
验

人
员

要
求

（
1
）

6
1

工
作

人
员

需
经

卫
生

检
疫
岗
位
专
业
培
训
，
 每

批
次
执
行
查
验
工
作
应
至
少
具
备
一
名
医

学
或

公
共

卫
生

专
业

人
员

6
2

应
具

有
进

出
境

货
物

储
存
场
地
卫
生
许
可
。

6
3

设
有

标
志

牌
、

查
验

平
台
，
设
有
查
验
场
地
（
分
为
检
疫
查
验
区
、
检
疫
隔
离
区
、
检
疫

处
理

区
）

；

6
4

配
有

媒
介

控
制

设
施

、
核
和
辐
射
检
测
设
备
，
并
有
效
运
行
；

6
5

配
有

检
疫

用
车

、
检

疫
查
验
箱
；

6
6

设
有

远
程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并
接
入
局
总
控
室
。

2
.
4

6
7

口
岸

区
域

内
的

供
水

单
位

应
具

备
以

下
工

作
要

求
：

（
1
）

供
水

单
位

均
应

取
得
有
效
卫
生
许
可
证
；

6
8

（
2
）

二
次

供
水

水
源

原
则
上
应
来
自
市
政
管
网
，
对
确
因
特
殊
原
因
未
来
自
市
政
管
网
的

水
源

，
其

水
质

应
符

合
生
活
饮
用
水
相
关
标
准
。

6
9

（
3
）

机
供

水
水

质
、

加
水
点
和
加
水
车
管
理
应
符
合
《
航
空
卫
生
指
南
》
要
求

7
0

（
4
）

能
够

提
供

最
近

一
年
内
的
全
水
水
质
检
测
报
告
（
可
为
水
厂
的
检
测
报
告
）
。

7
1

（
5
）

应
建

立
饮

用
水

安
全
方
案
和
水
质
监
测
计
划
，
并
且
不
断
完
善
和
更
新
。

7
2

（
6
）

应
根

据
水

质
监

测
计
划
定
期
对
饮
用
水
源
、
水
站
、
各
类
供
水
点
、
供
水
船
舶
等
开

展
水

质
监

测
，

并
将

监
测
结
果
整
理
归
档
。

7
3

（
7
）

具
备

常
用

感
官

指
标
、
理
化
指
标
的
检
测
能
力
，
能
够
定
期
采
样
进
行
检
测

7
4

（
8
）

具
备

余
氯

快
速

检
测
能
力
，
每
天
（
或
每
次
供
水
）
按
照
监
测
计
划
开
展
余
氯
快
速

检
测

工
作

7
5

（
9
）

蓄
水

池
（

箱
）

周
围
 
10

m
以
内
没
有
渗
水
坑
和
污
染
源
，
周
围
 2

m内
没
有
污
水
管

线
及

污
染

物
，

水
站

周
围
环
境
整
洁
；
非
市
政
管
网
供
水
应
确
保
水
源
位
置
安
全
，
远
离

污
染

源
。

查
验

设
施

设
备

要
求

（
5
）

2
.
4
.
1

2
.
3
.
3

饮
用

水
卫

生
（

1
8
）

2
.
4
.
1

口
岸

卫
生

监
督

（
6
0
）

饮
用

水
卫

生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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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
1
0）

建
立

蓄
水

池
（
箱
）
定
期
清
洗
消
毒
制
度
，
能
够
严
格
实
施
并
保
留
相
关
记
录
。

7
7

（
1
1）

供
水

单
位

应
建
立
饮
用
水
设
备
、
加
氯
设
备
和
余
氯
实
时
监
测
仪
器
等
工
作
记
录

，
各

项
记

录
真

实
、

完
整
。

7
8

（
1
2）

应
针

对
水

质
检
测
发
现
的
不
合
格
项
，
及
时
采
取
控
制
措
施
，
确
保
水
质
安
全
。

7
9

（
1
3）

所
有

涉
水

工
作
人
员
均
需
持
有
合
格
、
有
效
健
康
证
，
经
卫
生
知
识
培
训
合
格
后

方
能

上
岗

。

8
0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的
卫

生
监

督
工

作
要

求
：

（
1
）

应
对

各
供

水
单

位
建
立
独
立
档
案
，
档
案
应
包
括
卫
生
行
政
许
可
、
水
质
监
测
计

划
、

卫
生

监
督

文
书

、
水
质
检
测
报
告
、
采
取
的
控
制
措
施
、
从
业
人
员
职
业
禁
忌
调
离

档
案

及
行

政
处

罚
档

案
等

8
1

（
2
）

至
少

每
月

一
次

对
各
供
水
单
位
进
行
现
场
监
督
。

8
2

（
3
）

具
备

余
氯

快
速

检
测
能
力
，
能
够
根
据
工
作
实
际
开
展
快
速
检
测
工
作

8
3

（
4
）

具
备

常
用

感
官

指
标
、
理
化
指
标
的
检
测
能
力
，
能
够
定
期
采
样
进
行
检
测

2
.
4
.
1

饮
用

水
卫

生
（

1
8
）

8
4

（
5
）

应
根

据
制

定
的

水
质
监
测
计
划
定
期
开
展
监
测
，
保
留
每
年
的
监
测
数
据
原
始
记
录

，
监

测
结

果
以

及
分

析
报
告
；
并
根
据
监
测
结
果
及
时
指
导
供
水
单
位
采
取
措
施
，
保
障

水
质

安
全

。

8
5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应
具

备
：

（
1
）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均
应
取
得
有
效
卫
生
许
可
证
；

8
6

（
2
）

所
有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应
建
立
独
立
档
案
, 

档
案
资
料
真
实
、
完
整
，
应
包
括
卫

生
许

可
、

卫
生

监
督

文
书
、
索
票
索
证
单
据
、
抽
样
检
验
、
从
业
人
员
健
康
证
、
职
业
禁

忌
调

离
及

行
政

处
罚

等
资
料
；

8
7

（
3
）

配
备

专
门

或
兼

职
的
食
品
卫
生
管
理
人
员

8
8

（
4
）

定
点

采
购

，
建

立
索
证
索
票
制
度
并
严
格
实
施

8
9

（
5
）

生
产

加
工

流
程

合
理
、
规
范

9
0

（
6
）

食
品

储
存

和
运

输
应
符
合
相
关
卫
生
要
求
，
食
品
存
储
和
运
输
冷
链
控
制
符
合
卫
生

要
求

。

食
品

卫
生

（
1
3
）

2
.
4
.
2

饮
用

水
卫

生
（

1
8
）

2
.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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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
7
）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应
制
定
并
有
效
执
行
卫
生
控
制
程
序
、
操
作
程
序
，
并
做
好
相

关
记

录
,且

真
实

有
效

；

9
2

（
8
）

从
业

人
员

必
须

持
有
有
效
健
康
证
并
经
卫
生
知
识
培
训
合
格
；
从
业
人
员
具
有
良
好

卫
生

习
惯

，
能

够
严

格
遵
守
相
关
卫
生
制
度

9
3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的
卫

生
监

督
要

求
：

（
1
）

应
对

口
岸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建
立
档
案
，
档
案
资
料
真
实
、
完
整
，
应
包
括
卫
生

许
可

、
卫

生
监

督
文

书
、
抽
样
检
验
、
行
政
处
罚
等
资
料
；

9
4

（
2
）

应
对

口
岸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开
展
口
岸
食
品
卫
生
监
督
量
化
分
级
管
理
工
作
；

9
5

（
3
）

按
照

分
级

管
理

规
定
的
频
率
开
展
现
场
监
督
工
作
并
做
好
相
关
记
录
；

9
6

（
4
）

具
备

相
应

的
快

速
检
测
能
力
，
定
期
抽
样
开
展
食
品
快
速
检
测
，
并
做
好
相
关
记

录
；

2
.
4
.
2

食
品

卫
生

（
1
3
）

9
7

（
5
）

按
照

要
求

对
食

品
进
行
抽
样
检
测
，
并
且
指
定
有
资
质
的
实
验
室
承
担
口
岸
食
品
卫

生
监

督
样

品
的

实
验

室
检
测
工
作
；

9
8

公
共

服
务

场
所

卫
生

要
求

：
（

1
）

口
岸

区
域

内
有

公
共
服
务
场
所
应
取
得
有
效
卫
生
许
可
证
。

9
9

（
2
）

应
设

有
专

职
或

兼
职
卫
生
管
理
人
员
，
建
立
完
善
的
卫
生
管
理
规
章
制
度
。

1
0
0

（
3
）

所
有

的
公

共
服

务
场
所
服
务
人
员
均
需
持
有
健
康
证
，
经
卫
生
知
识
培
训
合
格
后
方

可
上

岗
。

1
0
1

公
共

卫
生

间
卫

生
要

求
：
公
共
卫
生
间
数
量
应
与
旅
行
者
流
量
和
频
次
相
匹
配
，
运
行
状

况
良

好
，

配
置

符
合

GB
1
7
21

7
《
城
市
公
共
厕
所
卫
生
标
准
》
，
定
时
进
行
清
洁
、
消
毒
，

卫
生

状
态

良
好

，
无

臭
味
；

1
0
2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卫
生

监
督

要
求

：
（

1
）

应
对

各
类

公
共

场
所
经
营
单
位
建
立
档
案
，
档
案
资
料
真
实
、
完
整
，
应
包
括
卫
生

许
可

、
卫

生
监

督
文

书
、
抽
样
检
验
、
行
政
处
罚
等
资
料
；

1
0
3

（
2
）

开
展

日
常

卫
生

监
督
，
及
时
将
卫
生
监
督
中
发
现
的
卫
生
风
险
予
以
反
馈
，
指
导
进

行
整

改
；

食
品

卫
生

（
1
3
）

2
.
4
.
2

2
.
4
.
3

公
共

场
所

卫
生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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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
3
）

制
定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管
理
计
划
，
对
公
共
场
所
或
区
域
定
期
开
展
微
小
气
候
及
空
气

质
量

监
测

；

1
0
5

（
4
）

空
气

质
量

不
符

合
国
家
相
关
规
定
或
标
准
的
，
检
验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及
时
反
馈
口

岸
运

营
者

，
提

出
整

改
措
施
，
并
督
促
落
实
。

1
0
6

航
空

器
固

液
体

废
弃

物
处
理
应
符
合
《
航
空
卫
生
指
南
》
、
国
境
卫
生
检
疫
法
等
要
求
。

1
0
7

废
弃

物
的

管
理

：
（

1
）

口
岸

运
营

者
应

建
立
固
体
、
液
体
废
弃
物
管
理
制
度
，
并
不
断
完
善
和
更
新
。

1
0
8

（
2
）

口
岸

营
运

者
确

保
固
体
、
液
体
废
弃
物
收
集
网
络
覆
盖
公
共
收
集
点
、
客
运
站
、
货

运
及

集
装

箱
码

头
、

基
础
设
施
及
场
地
、
运
输
单
位
和
交
通
工
具
废
物
服
务
单
位
、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等
区

域
，
并
纳
入
市
政
废
弃
物
处
置
网
络
。

1
0
9

固
体

废
弃

物
存

放
：

（
1
）

配
备

足
够

数
量

带
盖
、
分
类
垃
圾
桶
并
保
持
外
表
清
洁
，
存
放
场
所
保
持
清
洁
卫

生
。

1
1
0

（
2
）

垃
圾

分
类

存
放

，
生
活
垃
圾
和
工
业
垃
圾
不
得
混
放
。

1
1
1

固
体

废
弃

物
移

运
及

处
理
：

（
1
）

口
岸

运
营

者
应

建
立
固
体
和
液
体
废
物
转
运
操
作
规
程
，
并
做
好
记
录

1
1
2

（
2
）

有
充

足
的

和
密

闭
的
垃
圾
运
输
车
、
专
用
污
水
车
，
车
辆
外
观
清
洁
，
并
有
定
期
清

洗
的

规
章

制
度

和
操

作
流
程
；

1
1
3

（
3
）

固
体

废
弃

物
做

到
日
产
日
清
，
封
闭
移
运
；

1
1
4

（
4
）

有
固

定
的

、
符

合
卫
生
要
求
的
、
流
程
合
理
的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
垃
圾
处
理
场
所
有

防
止

媒
介

生
物

孳
生

的
设
施
并
防
止
对
周
围
环
境
、
地
表
水
、
地
下
水
造
成
二
次
污
染
；

1
1
5

（
5
）

有
符

合
相

应
资

质
的
垃
圾
焚
烧
或
填
埋
场
所
，
并
与
之
签
订
垃
圾
处
理
合
同
或
协

议
。

1
1
6

液
体

废
弃

物
移

运
及

处
理
：

（
1
）

有
指

定
集

中
是

污
水
处
理
系
统
；
有
污
水
收
集
和
排
放
；

1
1
7

（
2
）

有
足

够
的

专
用

污
水
移
运
车
，
运
输
封
闭
，
并
保
持
清
洁
卫
生

2
.
4
.
3

公
共

场
所

卫
生

(
8
)

2
.
4
.
4

固
体

、
液

体
废

弃
物

管
理

与
监

督
(
1
5
)

2
.
4
.
4

固
体

、
液

体
废

弃
物

管
理

与
监

督
(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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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8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的
卫
生
监
督
要
求
：

（
1
）

根
据

固
体

、
液

体
废
弃
物
的
种
类
、
来
源
对
其
进
行
风
险
评
估
，
并
采
取
相
应
的
控

制
措

施
。

1
1
9

（
2
）

监
督

垃
圾

处
理

单
位
在
存
储
、
分
拣
、
移
运
、
处
理
等
环
节
工
作
措
施
到
位
。

1
2
0

（
3
）

制
定

对
来

自
疫

区
或
疑
似
患
者
的
固
体
废
弃
物
无
害
化
处
理
、
移
运
的
规
章
制
度
和

操
作

流
程

。

1
2
1

数
量

要
求

：
按

照
入

境
口
岸
规
模
、
类
型
以
及
口
岸
的
复
杂
性
，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卫
生
监

督
岗

位
人

数
应

满
足

口
岸
卫
生
监
督
业
务
工
作
量
的
需
要
；

1
2
2

监
督

执
法

要
求

：
每

次
监
督
必
须
保
证
2名

执
法
人
员
（
其
中
至
少
一
名
执
法
人
员
必
须
具

有
卫

生
监

督
资

质
认

定
）
。

1
2
3

人
员

资
格

要
求

：
口

岸
卫
生
监
督
人
员
上
岗
前
应
通
过
培
训
，
获
得
直
属
局
认
可
的
资

质
；

1
2
4

备
案

要
求

：
需

签
发

航
空
器
卫
生
证
书
、
卫
生
许
可
等
卫
生
检
疫
证
书
人
员
，
应
有
直
属

局
授

权
或

备
案

；

1
2
5

培
训

要
求

：
保

证
卫

生
监
督
人
员
每
年
参
加
二
次
以
上
专
业
学
习
、
培
训
或
演
练
。

2
.
4
.
6

口
岸

卫
生

监
督

设
施

、
设

备
及

用
品

配
置

（
1
）

1
2
6

卫
生

监
督

设
备

及
用

品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配
备
足
够
数
量
的
食
品
和
饮
用
水
快
速

检
测

、
公

共
场

所
微

小
气
候
及
空
气
质
量
监
测
、
媒
介
监
测
等
常
规
指
标
检
测
设
备
。

2
.
5

1
2
7

有
专

用
的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工
具
及
工
具
储
藏
室
；

1
2
8

监
测

工
具

能
分

区
、

整
齐
存
放
，
有
相
关
的
使
用
记
录
；

1
2
9

管
理

制
度

。
建

立
有

防
护
用
品
专
人
保
管
制
度
，
定
期
保
养
、
补
充
、
更
换
。

1
3
0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制

定
口
岸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方
案
，
方
案
的
有
关
要
求
：

（
1
）

监
测

区
域

包
括

：
基
础
设
施
及
储
存
场
地
、
候
机
厅
、
交
通
工
具
地
面
相
关
运
营
设

施
、

入
境

口
岸

周
边

区
域
（
至
少
4
0
0米

范
围
内
）
；

2
.
5
.
1

口
岸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的
监

测
与

控
制

（
1
6
）

固
体

、
液

体
废

弃
物

管
理

与
监

督
(
1
5
)

口
岸

区
域

内
的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
7
）

2
.
5
.
2

2
.
4
.
4

口
岸

卫
生

监
督

工
作

人
员

配
置

与
要

求
（

5
）

2
.
4
.
5

监
测

设
备

配
置

（
3
）

61



1
3
1

（
2
）

 
监

测
点

：
根

据
口
岸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生
境
特
点
，
选
择
监
测
点
，
每
种
类
型
的
生

境
应

至
少

选
择

一
个

监
测
点
；

1
3
2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根
据

制
定
的
监
测
方
案
开
展
监
测
，
监
测
工
作
要
求
：

（
1
）

根
据

方
案

开
展

鼠
类
及
其
鼠
体
寄
生
虫
、
蚊
类
、
蝇
类
、
蜚
蠊
等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的

监
测

工
作

；

1
3
3

（
2
）

对
监

测
工

作
有

完
整
的
监
测
原
始
记
录
资
料
；

1
3
4

（
3
）

现
场

监
测

与
实

验
室
间
有
监
测
样
品
交
接
记
录

1
3
5

（
4
）

对
监

测
结

果
及

时
统
计
分
析
，
为
口
岸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控
制
和
媒
传
疾
病
的
防
控
提

供
科

学
依

据
；

1
3
6

（
5
）

有
完

善
的

监
测

数
据
通
报
、
指
导
防
控
机
制
，
在
监
测
到
密
度
、
数
量
、
种
群
等
有

超
标

或
其

他
异

常
情

况
时
，
能
够
及
时
通
报
口
岸
运
营
者
，
指
导
开
展
防
控
；

1
3
7

口
岸

运
营

者
或

食
品

供
应
商
对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与
控
制
要
求
：

（
1
）

制
定

口
岸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控
制
方
案
，
区
域
包
括
：
基
础
设
施
及
储
存
场
地
、
候
机

厅
、

交
通

工
具

地
面

相
关
运
营
设
施
、
入
境
口
岸
周
边
区
域
（
至
少
40

0米
范
围
内
）
；

1
3
8

（
2
）

控
制

计
划

应
符

合
综
合
治
理
原
则
，
对
监
测
发
现
密
度
、
数
量
、
种
群
等
有
超
标
或

其
他

异
常

情
况

的
，

应
当
及
时
组
织
开
展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控
制
工
作
，
并
开
展
效
果
评

价
；

1
3
9

（
3
）

该
方

案
应

在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认
可
、
备
案
。

1
4
0

（
4
）

口
岸

运
营

者
或

口
岸
服
务
商
应
当
建
立
专
业
的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
控
制
队
伍
，
有
明

细
分

工
，

定
期

开
展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与
控
制
的
培
训
,并

接
受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监
督
指
导
。

1
4
1

（
5
）

应
当

有
资

金
支

持
，
保
证
控
制
计
划
有
效
执
行
。

1
4
2

（
6
）

口
岸

区
域

内
各

建
筑
物
、
停
机
坪
有
足
量
的
媒
介
防
控
设
施
，
包
括
毒
鼠
屋
、
粘
鼠

板
等

，
并

能
正

确
使

用
，
设
置
地
点
合
理
、
有
效
；

2
.
6

1
4
3

根
据

行
李

、
货

物
、

集
装
箱
、
交
通
工
具
、
物
品
等
运
输
情
况
及
不
同
卫
生
处
理
措
施
的

要
求

，
指

定
具

备
条

件
的
场
所
。
指
定
的
卫
生
处
理
场
所
应
考
虑
风
向
、
与
居
住
区
的
距

离
等

因
素

，
避

免
可

能
对
人
员
造
成
的
伤
害
/不

适
/损

伤
和
对
环
境
造
成
破
坏
。

2
.
5
.
3

卫
生

处
理

（
2
5
）

2
.
6
.
1

场
所

（
3
）

口
岸

区
域

内
的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
7
）

口
岸

区
域

内
的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
7
）

2
.
5
.
2

2
.
5
.
2

口
岸

区
域

内
的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控
制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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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4

指
定

符
合

要
求

的
药

品
器
械
储
存
场
所
。

1
4
5

药
械

储
存

场
所

应
建

立
相
应
的
管
理
制
度
并
保
证
行
之
有
效
。

1
4
6

卫
生

处
理

档
案

规
范

完
整
，
有
卫
生
处
理
指
令
（
电
子
申
报
凭
条
或
业
务
联
系
单
）
、
卫

生
处

理
记

录
、

卫
生

处
理
结
果
报
告
单
等
。

1
4
7

卫
生

处
理

的
处

理
依

据
、
处
理
目
的
、
处
理
方
法
准
确
、
恰
当
。

1
4
8

具
备

完
善

的
卫

生
处

理
工
作
制
度
，
包
括
人
员
培
训
、
药
械
使
用
、
质
量
安
全
管
理
、
效

果
评

价
等

。

1
4
9

定
期

更
新

和
修

订
卫

生
处
理
作
业
指
导
书
。

1
5
0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的
卫

生
处
理
监
管
人
员
应
具
有
医
学
相
关
专
业
背
景

1
5
1

卫
生

处
理

从
业

人
员

经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主
管
部
门
培
训
并
取
得
合
格
证
。

1
5
2

有
年

度
培

训
计

划
和

培
训
记
录
，
每
年
培
训
1次

以
上
。

1
5
3

每
个

卫
生

处
理

人
员

至
少
配
备
一
套
与
本
岗
位
工
作
有
关
的
防
护
用
品
。

1
5
4

防
护

用
品

应
由

专
人

保
管
、
定
期
保
养
、
并
及
时
补
充
、
更
新
。

1
5
5

直
属

局
及

分
支

机
构

有
落
实
辖
区
卫
生
处
理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检
查
方
案
的
年
度
工
作
计
划

，
监

督
检

查
涵

盖
的

对
象
、
内
容
全
面

1
5
6

直
属

局
及

分
支

机
构

对
辖
区
卫
生
处
理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检
查
频
率
符
合
有
关
要
求

1
5
7

有
按

计
划

监
督

检
查

的
记
录
，
对
监
督
检
查
发
现
的
问
题
有
整
改
意
见
和
后
续
追
踪
。

1
5
8

执
法

性
卫

生
处

理
完

全
采
用
国
家
质
检
总
局
委
托
评
审
通
过
的
有
效
药
品
。
没
有
过
期
药

品
，

或
有

过
期

药
品

但
单
独
存
放
并
有
销
毁
记
录
。

1
5
9

所
有

采
购

和
使

用
的

药
品
都
有
严
格
的
出
入
库
手
续
和
台
账
记
录
。

1
6
0

药
品

使
用

量
应

符
合

作
业
指
导
书
或
监
管
部
门
的
要
求
，
施
药
误
差
在
允
许
范
围
内
，
药

品
使

用
量

与
原

始
记

录
和
单
据
等
相
符
。

2
.
6
.
5

卫
生

处
理

监
管

（
3
）

2
.
6
.
6

药
械

使
用

情
况

（
4
）

个
人

防
护

设
施

用
品

配
置

（
2
）

2
.
6
.
4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4
）

2
.
6
.
1

场
所

（
3
）

2
.
6
.
2

2
.
6
.
3

卫
生

处
理

工
作

人
员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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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1

有
足

够
的

药
物

储
备

，
以
应
对
突
发
的
重
大
疫
情
。

1
6
2

有
完

整
的

年
、

半
年

、
月
度
卫
生
处
理
业
务
和
用
药
量
数
据
。

1
6
3

建
立

质
量

分
析

制
度

，
按
要
求
定
期
开
展
质
量
分
析
，
形
成
分
析
报
告
。

1
6
4

建
立

卫
生

处
理

效
果

评
价
制
度
，
开
展
卫
生
处
理
评
价
工
作
。

1
6
5

评
价

的
原

始
记

录
、

相
关
数
据
、
图
片
资
料
等
完
整
，
结
果
可
信
。

2
.
6
.
9

仪
器

配
置

（
1
）

1
6
6

配
备

必
要

的
浓

度
检

测
仪
、
残
留
检
测
仪
等
质
量
控
制
和
效
果
评
价
仪
器
并
及
时
校
准
。

2
.
6
.
1
0

重
大

过
失

（
1
）

1
6
7

一
年

之
内

无
因

卫
生

处
理

工
作

不
当

发
生

造
成

重
大

人
员

伤
亡

、
重

大
经

济
损

失
或

严
重

社
会

影
响

的
事

故
。

*

2
.
7

2
.
7
.
1

制
定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1
）

1
6
8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制
定
本
口
岸
机
构
特
殊
物
品
查
验
、
处
置
和
后
续
监
管
规
程
。

1
6
9

（
1
）

岗
位

专
业

要
求

：
后
续
监
管
必
须
配
备
两
名
执
法
人
员
，
其
中
至
少
一
名
人
员
具
有

医
学

相
关

专
业

背
景

；

1
7
0

（
2
）

培
训

要
求

：
入

出
境
特
殊
物
品
风
险
识
别
、
查
验
和
后
续
监
管
人
员
每
年
参
加
专
业

培
训

不
少

于
一

次
。

1
7
1

专
业

人
员

根
据

岗
位

职
责
掌
握
以
下
相
应
的
知
识
和
能
力
：

(1
)
特

殊
物

品
查

验
岗
位
人
员
应
掌
握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感
染
性
物
质
的
包
装
、
标
签
要
求
；

1
7
2

（
2
）

特
殊

物
品

后
续

监
管
岗
位
人
员
应
掌
握
病
原
微
生
物
的
风
险
等
级
以
及
实
验
室
生
物

安
全

的
要

求
。

2
.
8

2
.
8
.
1

总
体

要
求

（
1
）

1
7
3

口
岸

所
在

的
直

属
局

或
分
支
局
应
当

配
备

和
调

动
用
于
传
染
病
监
测
、
卫
生
监
督
样
品
检

测
等

提
供

口
岸

卫
生

检
疫
执
法
技
术
支
持
所
必
需
的
实
验
室
，
能
够
开
展
医
学
检
验
、
微

生
物

检
测

、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鉴
定
与
检
测
工
作
。

2
.
6
.
6

药
械

使
用

情
况

（
4
）

数
据

和
质

量
分

析
（

2
）

检
疫

人
员

配
置

（
4
）

入
出

境
特

殊
物

品
的

卫
生

检
疫

监
管

（
5
）

卫
生

处
理

效
果

评
价

（
2
）

实
验

室
的

技
术

支
持

（
7
）

2
.
7
.
2

2
.
6
.
8

2
.
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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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4

常
见

的
食

品
微

生
物

检
测
：
细
菌
总
数
、
大
肠
菌
群
、
沙
门
氏
菌
、
志
贺
氏
菌
、
大
肠
杆

菌
0
15
7
、

致
泻

大
肠

埃
希
氏
菌
、
副
溶
血
性
弧
菌
、
葡
萄
球
菌
、
溶
血
性
链
球
菌
、
霍
乱

弧
菌

等
常

见
致

病
菌

以
及
诺
如
病
毒
、
轮
状
病
毒
等
病
毒
检
测
。

1
7
5

病
原

体
检

测
项

目
：

能
开
展
脑
膜
炎
双
球
菌
、
沙
门
氏
菌
、
霍
乱
弧
菌
、
志
贺
氏
菌
、
副

溶
血

性
弧

菌
、

结
核

菌
、
肠
出
血
性
大
肠
杆
菌
O1

57
:H

7、
痢
疾
杆
菌
、
伤
寒
杆
菌
检
测
；

季
节

性
流

感
、

甲
型

H1
N
1
流
感
、
麻
疹
、
乙
型
脑
炎
、
登
革
、
基
孔
肯
雅
、
诺
如
、
甲

肝
、

戊
肝

病
毒

检
测

；
疟
原
虫
检
测
。

1
7
6

水
质

常
见

项
目

的
检

测
（
如
细
菌
总
数
、
大
肠
菌
群
、
有
效
氯
）
。

1
7
7

食
品

中
理

化
检

测
项

目
，
如
污
染
物
、
农
药
残
留
、
兽
药
残
留
等
，
按
总
局
要
求
，
可
委

托
有

资
质

检
测

机
构

承
担
，
应
提
供
委
托
协
议
。

1
7
8

具
备

本
辖

区
或

本
口

岸
区
域
范
围
内
常
见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的
鉴
定
能
力
。

1
7
9

直
属

局
的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实
验
室
应
当
具
备
本
辖
区
内
常
见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相
关
常
见
病

原
体

的
检

测
能

力
。

2
.
9

2
.
9
.
1

制
定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1
）

1
8
0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当
制
定
本
口
岸
入
出
境
尸
体
、
棺
柩
、
骸
骨
卫
生
检
疫
查
验
操
作

规
程

。

1
8
1

(1
)
监

管
入

殓
必

须
配
备
两
名
执
法
人
员
，
其
中
至
少
一
名
人
员
必
须
为
医
学
或
公
共
卫
生

相
关

专
业

背
景

人
员

；

1
8
2

（
2
）

对
不

符
合

卫
生

要
求
的
入
出
境
尸
体
、
棺
柩
、
骸
骨
，
应
具
备
指
导
有
关
单
位
进
行

卫
生

处
理

及
其

他
处

置
的
能
力
。

2
.
1
0

1
8
3

直
属

局
应

建
立

培
训

和
演
练
的
工
作
机
制
，
定
期
举
办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培
训
和
模
拟
演

练
，

并
留

有
相

关
资

料
。

1
8
4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制
定
核
生
化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预
案
、
技
术
方
案
等
。

口
岸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监

测
与

排
查

(
1
2
)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鉴
定

与
检

测
能

力
（

2
）

检
疫

人
员

配
置

与
要

求
（

2
）

2
.
9
.
2

机
制

要
求

(
3
)

2
.
8
.
2

可
开

展
的

检
测

项
目

（
4
）

2
.
1
0
.
1

2
.
8
.
3

出
入

境
尸

体
、

棺
柩

、
骸

骨
卫

生
检

疫
监

管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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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5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与
地

方
反
恐
办
保
持
畅
通
沟
通
渠
道
、
确
保
实
现
联
防
联
控
。

2
.
1
0
.
2

人
员

能
力

要
求

(
1
)

1
8
6

资
质

要
求

：
核

生
化

监
测
人
员
应
具
备
卫
生
检
疫
查
验
岗
位
资
质
认
定
。

1
8
7

监
测

设
备

要
求

：
（

1
）

在
入

出
境

人
员

、
携
带
物
、
货
物
、
集
装
箱
、
邮
包
的
检
疫
查
验
现
场
设
有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监
测

设
备

。

1
8
8

（
2
）

在
货

物
查

验
现

场
应
设
有
放
射
性
物
质
临
时
隔
离
存
放
场
所
；
在
人
员
检
疫
现
场
设

有
放

射
性

物
质

集
纳

容
器
。

1
8
9

（
3
）

在
出

入
境

人
员

、
行
李
、
集
装
箱
通
道
或
卡
口
设
置
通
道
式
辐
射
监
测
设
备
；
每
个

口
岸

至
少

配
有

一
台

可
以
进
行
核
素
分
析
的
γ
谱
仪
和
一
台
放
射
性
表
面
污
染
监
测
仪
，

保
证

工
作

稳
定

并
按

期
进
行
检
定
。

1
9
0

（
4
）

配
有

基
本

生
物

有
害
因
子
快
速
检
测
试
剂
和
生
物
安
全
移
运
装
置
。

1
9
1

（
5
）

配
有

化
学

毒
剂

监
测
仪
器
或
设
备
并
保
证
工
作
稳
定
。

1
9
2

防
护

设
备

要
求

:

（
1
）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按
岗
位
人
数
配
有
适
量
个
人
剂
量
仪
及
放
射
性
防
护
服
。

1
9
3

（
2
）

配
有

至
少

2
套

A
级
防
护
服
，

5
套

B
级
防
护
服
以
及
其
它
个
人
防
护
用
具
并
定
期
进

行
维

护
。

2
.
1
0
.
4

口
岸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发

现
截

获
情

况
及

记
录

（
1
）

1
9
4

能
够

在
口

岸
发

现
或

截
获
、
处
置
出
入
境
人
员
、
航
空
器
、
集
装
箱
、
货
物
等
放
射
性
超

标
、

生
物

或
化

学
有

害
因
子
等
事
件
，
有
一
年
内
的
核
生
化
事
件
处
置
记
录
。

2
.
1
1

1
9
5

有
书

面
列

出
的

评
估

、
诊
治
、
隔
离
受
染
动
物
的
应
急
预
案
；

1
9
6

有
书

面
列

出
的

辖
区

诊
治
、
隔
离
受
染
动
物
的
兽
医
中
心
和
隔
离
场
信
息
（
地
址
、
电
话

号
码

、
路

线
图

）
；

2
.
1
0
.
3

机
制

要
求

(
3
)

2
.
1
1
.
1

评
估

、
诊

治
和

隔
离

受
染

动
物

（
6
）

设
备

要
求

（
7
）

及
时

提
供

与
受

染
动

物
相

关
的

诊
断

检
查

、
评

估
和

采
取

建
议

措
施

（
4
）

2
.
1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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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有
具

备
资

质
的

人
员

负
责
及
时
对
受
染
动
物
进
行
评
估
、
诊
治
并
采
取
措
施
；

1
9
8

有
受

染
动

物
接

受
评

估
、
诊
治
、
隔
离
的
常
规
书
面
报
告
程
序
。

1
9
9

有
必

要
的

运
送

人
员

和
防
护
设
备
；

2
0
0

有
受

染
动

物
后

续
诊

治
和
感
染
控
制
情
况
的
书
面
报
告
程
序
。

小
计

备
注
：
带
*号

的
为
关
键
项
。

2
.
1
1
.
2

通
过

妥
善

的
安

全
运

输
安

排
，

指
派

和
运

送
动

物
至

指
定

兽
医

机
构

（
2
）

2
.
1
1
.
1

及
时

提
供

与
受

染
动

物
相

关
的

诊
断

检
查

、
评

估
和

采
取

建
议

措
施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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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3

2
0
1

有
明
确
的
针
对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处
置
的
组
织
机
构
及
职
责
分
工

2
0
2

有
明
确
的
各
部
门
责
任
人
或
协
调
人
姓
名
及
联
系
方
式

2
0
3

建
立
有
与
地
方
相
关
单
位
的
协
调
机
制
，
确
保
发
生
可
能
引
起
国
际
关
注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时
可
立
即
启
动
地
方
支
援
。

2
0
4

口
岸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防
控
要
纳
入
当
地
政
府
的
防
控
体
系
中
：

（
1）

将
口
岸
疫
情
重
大
疫
情
防
控
纳
入
当
地
政
府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控
制
体

系
；

2
0
5

（
2）

应
急
预
案
由
政
府
部
门
牵
头
制
定
，
涵
盖
口
岸
相
关
部
门
、
地
方
卫
生
、
环
保
等
相

关
部
门
。

2
0
6

（
3）

应
急
预
案
中
应
明
确
各
部
门
在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处
理
中
的
职
责
，
确
定
联

系
人
和
联
系
方
式
，
并
每
年
度
更
新
（
更
新
详
情
可
单
独
附
在
原
件
之
后
）

2
0
7

口
岸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防
控
要
纳
入
口
岸
运
营
者
的
应
急
中
心
防
控
体
系
中
；
建
立

健
全
与
口
岸
相
关
部
门
（
口
岸
办
、
海
关
、
边
防
、
口
岸
运
营
者
等
）
的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
督
促
相
关
部
门
在
应
急
预
案
之
下
建
立
各
自
的
工
作
方
案
；

2
0
8

口
岸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预
案
：

（
1）

直
属
局
应
建
立
本
辖
区
内
的
相
应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预
案
。
应
急
预
案
应

有
明
确
的
组
织
机
构
及
职
责
分
工
，
各
部
门
负
责
人
及
联
系
方
式
，
每
年
度
进
行
更
新
（

更
新
详
情
可
单
独
附
在
原
件
之
后
）
；

2
0
9

（
2）

口
岸
分
支
机
构
应
当
建
立
本
口
岸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预
案
，
并
应
当
建
立

细
化
的
标
准
操
作
程
序
，
内
容
应
涵
盖
传
染
病
（
群
体
性
疾
病
）
、
食
物
中
毒
等
突
发
事

件
；
程
序
上
应
包
括
疫
情
报
告
、
风
险
评
估
、
现
场
处
置
、
实
验
室
支
持
、
病
人
转
运
、

后
勤
保
障
、
事
后
评
估
等
环
节
。

项
目

项
目

序
号

应
急
预
案
（

6
）

序
号

3.
2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考
核
表

（
空
港
）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3.
1

组
织
机
构
与

协
调
（
3
）

应
对
可
能
引
起
国
际
关
注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应
急
核
心
能
力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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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0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在
涉
及
多
省
（
市
、
区
）
口
岸
的
传
染
病
疫
情
、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
包
括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超
标
事
件
）
等
进
行
评
估
时
，
或
其
他
重
大
突
发
事
件
时
，
向

国
家
质
检
总
局
成
立
的
卫
生
检
疫
专
家
组
申
请
，
总
局
派
出
专
家
或
以
电
话
会
议
的
形
式

协
助
直
属
局
进
行
事
件
评
估
。
（
对
直
属
局
的
要
求
）

2
1
1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成
立
技
术
专
家
组
。
负
责
对
传
染
病
疫
情
、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
包

括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超
标
事
件
）
等
进
行
评
估
，
负
责
对
本
辖
区
口
岸
相
关
紧
急
事
件
报

告
进
行
评
估
，
并
在
2
4小

时
内
完
成
评
估
。
有
条
件
的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也
可
以
成
立

相
应
的
专
家
评
估
组
。
（
对
直
属
局
的
要
求
）

2
1
2

建
立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评
估
机
制
。
各
级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根
据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0
5
）
》
附
件
2
（
评
估
和
通
报
可
能
构
成
国
际
关
注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决
策
文

件
）
》
，
建
立
口
岸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评
估
程
序
，
并
兼
顾
口
岸
定
点
医
院
、
急
救
中

心
、
口
岸
有
关
部
门
、
实
验
室
和
其
他
口
岸
外
应
急
力
量
的
作
用
。
备
有
可
用
于
在
24
小

时
内
对
所
有
与
港
口
、
机
场
和
陆
路
口
岸
相
关
的
紧
急
事
件
报
告
进
行
沟
通
和
评
估
的
程

序
（
包
括
谅
解
备
忘
录
和
协
议
）
，
并
建
立
与
这
些
单
位
和
部
门
的
业
务
联
系
，
并
定
期

更
新
，
记
录
在
案
。

2
1
3

直
属
局
应
建
立
应
对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专
业
队
伍
储
备
，
保
障
应
急
工
作
需
要
。

2
1
4

直
属
局
应
建
立
应
对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物
资
储
备
，
落
实
预
算
和
专
项
经
费
、
技
术

装
备
等
保
障
措
施
，
保
障
应
急
工
作
需
要
。

2
1
5

各
级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建
立
年
度
应
急
响
应
培
训
、
演
练
计
划
并
组
织
实
施
；

2
1
6

培
训
、
演
练
内
容
符
合
应
急
预
案
要
求
，
并
随
之
更
新
；

3.
4

专
业
人
员
和

物
资
储
备
（

2
）

建
立
2
4
小
时

紧
急
事
件
评

估
工
作
制
度

（
3
）

3.
3

小
计

3.
5

培
训
和
演
练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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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入境口岸主管当局之间的国际沟通联系（2） 2

各直属局、口岸分支机构与海关等口岸相关单位、卫生等政府部
门之间联络沟通机制的建立（5）

5

与上级部门之间的内部报告机制（1） 1

与交通工具运营者建立沟通渠道（3） 3

与出入境人员建立沟通渠道（2） 2

与服务供应商建立沟通渠道（1） 1

传染病的监测与控制（32） 32

入出境交通工具的检疫查验（11） 11

集装箱、货物、邮包、快件、物品的检疫查验（9） 9

口岸卫生监督（60） 60

口岸医学媒介生物的监测与控制（16） 16

卫生处理（25） 25

入出境特殊物品的卫生检疫监管（5） 5

实验室的技术支持（7） 7

出入境尸体、棺柩、骸骨卫生检疫监管（3） 3

口岸核生化有害因子监测与排查(12) 12

评估、诊治和隔离受染动物（6） 6

组织机构与协调（3） 3

应急预案（6） 6

建立24小时紧急事件评估工作制度（3） 3

专业人员和物资储备（2） 2

培训和演练（2） 2

216

细化

《国际卫生条例（2005）》口岸核心能力考核表
（空港）

计数序号 项目

合计

口岸的沟通、协调
能力（14）

1

常规核心能力（
186）

2

应对可能引起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应急核心

能力（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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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核
口
岸
名
称
：

分
支
机
构
名
称
：

直
属
局
名
称
：

考
 核

 时
 间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考
核
表

（
海
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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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说

 
 
明

1
．
本
考
核
表
为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考
核
组
对
申
请
口
岸
现
场
考
核
时
使
用
，
是
结
论
评
定
的
原
始
依
据
；

2
．
表
中
“考
核
结
果
”填
写
：
在
相
应
的
空
格
中
打
“√
”。
对
于
结
论
为
“观
察
”或
“不
符
合
”的
，
在
“情
况
说
明
”栏
中
对
具
体
情
况
加
以
描
述
；

3
．
考
核
内
容
中
的
工
作
缺
失
（
应
开
展
而
未
开
展
）
为
“不
符
合
”；
开
展
不
完
善
为
“观
察
”。

4
．
关
键
项
：
考
核
表
中
带

*
的
，
表
示
为
关
键
项
，
共

7
项
，
其
中
任
何
一
项
不
合
格
，
即
不
能
通
过
验
收
，
。

5
. 
无
旅
检
业
务
的
口
岸
：

2
.1

.3
出
入
境
人
员
检
疫
查
验
设
施
设
备
配
置
（
第

2
0
-2

8
项
）
和

2
.4

.3
公
共
场
所
卫
生
（
第

9
9
-1

0
6
项
）
不
作
为
考
核
内

容
,常
规
核
心
能
力
考
核
项
目
为

1
6
9
项
。

6
．
权
重
系
数
：
对
各
考
核
大
项
设
置
权
重
系
数
，
第
一
部
分
口
岸
沟
通
协
调
能
力
权
重
为

1
0
%
；
第
二
部
分
常
规
能
力
权
重
为

6
5
%
；
第
三
部
分
应

急
能
力
权
重
为

1
5
%
；
第
四
部
分
现
场
考
核
权
重
为

1
0
%
（
书
面
考
试
权
重
为

5
%
，
现
场
操
作
权
重
为

5
%
）
。

7
．
计
分
方
法
：
“符
合
”每
项
得

1
分
，
“观
察
”每
项
得

0
.5
分
，
“不
符
合
”得

0
分
。
各
大
项
标
化
得
分

=
该
大
项
实
际
得
分

/该
大
项
总
分

*
1
0
0
*
权
重
系

数
，
四
大
项
标
化
得
分
合
计
为
标
化
总
分
。

8
．
标
化
总
分

8
0
分
（
含

8
0
分
）
以
上
为
考
评
合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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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
  
  
 年

度

季
度

交
通
工
具
数
量

旅
客
和
交
通
员
工
数
量

交
通
工
具
数
量

旅
客
和
交
通
员
工
数
量

1º 2º 3º 4º 总
计

时
间
：
  
  
 年

度

季
度

交
通
工
具
数
量

旅
客
和
交
通
员
工
数
量

交
通
工
具
数
量

旅
客
和
交
通
员
工
数
量

1º 2º 3º 4º 总
计

客
运
交
通
工
具

货
运
交
通
工
具

入
境
国
际
交
通
工
具
：

客
运
交
通
工
具

货
运
交
通
工
具

出
境
国
际
交
通
工
具
：

工
作
量
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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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1

1
责
任
部
门
与
责
任
人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有
明
确
的
负
责
与
本
口
岸
有
交
通
工
具
、
人
员
往
来
的

国
家
或
者
地
区
的
口
岸
主
管
当
局
进
行
沟
通
联
络
的
部
门
、
专
兼
职
人
员
。

2

联
络
方
式
及
联
络
记
录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有
与
本
口
岸
有
交
通
工
具
往
来
的
国
家
或
者
地
区
的

口
岸
主
管
当
局
联
络
的
具
体
联
络
机
制
，
包
括
与
对
方
主
管
当
局
官
员
的
联
系
方
式
、
沟
通
内
容
，

如
将
受
染
交
通
工
具
上
所
发
现
的
证
据
以
标
准
及
抵
达
时
还
需
要
进
一
步
采
取
的
控
制
措
施
等
相
关

信
息
提
供
给
对
方
。
有
与
本
口
岸
有
交
通
工
具
往
来
的
国
家
或
者
地
区
的
口
岸
主
管
当
局
进
行
沟
通

的
相
关
记
录
，
如
电
话
记
录
、
传
真
件
、
电
子
邮
件
等
。

3

建
立
联
防
联
控
工
作
机
制
。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及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分
别
与
所
在
地
卫
生
、
交
通

（
海
事
、
港
务
等
）
、
海
关
、
边
防
、
反
恐
等
部
门
建
立
书
面
的
联
防
联
控
工
作
协
作
机
制
。
协
作

机
制
应
当
明
确
联
系
部
门
、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
协
商
机
制
、
日
常
信
息
通
报
以
及
应
急
状
态
下

协
作
事
宜
等
，
部
门
间
联
系
部
门
、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应
及
时
更
新
，
并
保
留
联
系
记
录
。

4

测
试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有
效
性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定
期
组
织
开
展
或
参
加
所
在
地
卫
生
、
交
通

（
海
事
、
港
务
等
）
、
海
关
等
部
门
参
与
的
口
岸
传
染
病
防
控
、
口
岸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演

练
，
验
证
协
作
机
制
的
有
效
性
。
应
急
演
练
应
当
保
留
演
练
方
案
及
影
视
材
料
（
照
片
）
备
查
。
演

练
应
当
每
两
年
至
少
一
次
。

5

疫
情
信
息
垂
直
报
告
制
度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建
立
口
岸
公
共
卫
生
风
险
证
据
报
告
机
制
，
及

时
通
过
出
入
境
口
岸
卫
生
检
疫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报
告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
国
家
质
检
总
局
，
以
便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或
者
国
家
质
检
总
局
组
织
实
施
公
共
卫
生
评
估
、
管
理
及
应
对
。
这
些
公
共
卫
生
风

险
证
据
包
括
：
入
境
或
者
出
境
的
人
间
病
例
、
可
能
被
感
染
或
污
染
的
媒
介
、
被
污
染
的
货
物
以
及

实
施
W
HO
建
议
之
外
的
卫
生
措
施
及
其
卫
生
依
据
等
。

6
疫
情
信
息
部
门
间
通
报
制
度
。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与
所
在
地
卫
生
部
门
（
或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机
构
）

建
立
口
岸
发
现
的
公
共
卫
生
风
险
证
据
信
息
通
报
机
制
，
报
告
口
岸
发
现
的
传
染
病
病
例
。

7

口
岸
主
管
当
局
间
信
息
通
报
制
度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根
据
本
口
岸
交
通
工
具
入
境
后
、
出
境
前

在
境
内
其
他
港
口
停
靠
情
况
，
与
该
港
口
所
在
地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建
立
信
息
通
报
机
制
，
以
便
及
时

将
本
口
岸
发
现
的
公
共
卫
生
风
险
证
据
及
达
时
所
需
要
的
控
制
措
施
等
相
关
信
息
提
供
给
下
一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

序
号

1
.
1

1
.
2

与
其
他
入

境
口
岸
主

管
当
局
之

间
的
国
际

沟
通
联
系

（
2
）

口
岸
的
沟
通
、
协
调
能
力
（
1
4
）

各
直
属

局
、
口
岸

分
支
机
构

与
海
关
等

口
岸
相
关

单
位
、
卫

生
等
政
府

部
门
之
间

联
络
沟
通

机
制
的
建

立
（
5
）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考
核
表

（
海
港
）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项
目

序
号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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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项
目

序
号

项
目

1
.
3

与
上
级
部

门
之
间
的

内
部
报
告

机
制
（
1
）

8

建
立
检
验
检
疫
系
统
内
部
报
告
机
制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建
立
并
及
时
更
新
与
上
级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卫
生
检
疫
主
管
部
门
的
业
务
联
系
，
包
括
指
定
专
人
负
责
联
系
、
明
确
上
级
机
构
卫
生
检
疫
主

管
部
门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等
，
并
建
立
明
确
的
指
令
传
达
机
制
，
确
保
上
级
机
构
决
策
审
批
、
风

险
评
估
、
实
施
限
制
和
控
制
措
施
等
指
令
得
以
落
实
。

9
对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或
交
通
工
具
运
营
者
进
行
备
案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对
定
期
航
线
或
者
经
常

往
来
的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运
营
者
实
施
备
案
，
并
建
立
相
关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备
案
档
案
。

1
0

对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的
代
理
或
代
表
单
位
进
行
备
案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对
本
口
岸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的
代
理
企
业
（
代
表
单
位
）
实
施
备
案
，
并
建
立
相
关
企
业
备
案
档
案
。

1
1

公
开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联
系
方
式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当
以
适
当
的
形
式
，
如
告
示
、
宣
传

材
料
、
网
上
公
布
或
者
通
过
业
务
监
管
系
统
进
行
公
告
等
，
向
本
口
岸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运
营
者
或

者
其
代
表
人
公
开
本
机
构
受
理
交
通
工
具
卫
生
检
疫
的
部
门
、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等
，
以
便
交
通

工
具
运
营
者
及
时
报
告
交
通
工
具
上
发
现
的
有
传
染
病
症
状
者
或
病
人
，
同
时
也
能
将
拟
实
施
的
控

制
措
施
提
前
告
知
交
通
工
具
运
营
者
、
签
发
相
关
卫
生
证
书
和
接
收
卫
生
文
件
等
。

1
2

建
立
面
向
出
入
境
人
员
的
沟
通
联
系
机
制
。
制
定
有
效
的
与
出
入
境
人
员
沟
通
的
程
序
，
包
括
在
入

境
、
出
境
口
岸
检
疫
查
验
、
候
船
厅
等
现
场
，
以
电
子
显
示
、
发
放
宣
传
材
料
、
给
予
健
康
建
议
、

设
立
咨
询
台
、
咨
询
电
话
、
网
上
公
示
等
多
种
手
段
，
告
知
出
入
境
人
员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的
具

体
联
系
信
息
，
包
括
联
系
人
、
联
系
电
话
、
传
真
、
电
子
邮
件
等
，
以
便
向
出
入
境
人
员
告
知
拟
实

施
的
控
制
措
施
、
接
收
卫
生
文
件
以
及
提
供
健
康
咨
询
。

1
3

对
高
危
人
群
实
施
健
康
干
预
。
根
据
来
自
或
前
往
国
家
、
地
区
的
实
际
，
对
入
境
、
出
境
人
员
进
行

风
险
评
估
，
对
高
危
人
群
实
施
针
对
性
地
疾
病
防
治
知
识
宣
传
、
健
康
咨
询
等
健
康
干
预
措
施
。

1
.
6

与
服
务
供

应
商
建
立

沟
通
渠
道

（
1
）

1
4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当
建
立
与
为
出
入
境
的
人
员
、
行
李
、
货
物
、
集
装
箱
、
交
通
工
具
、
物
品

和
邮
包
提
供
服
务
的
单
位
之
间
的
联
络
程
序
，
并
运
转
有
效
，
包
括
联
系
部
门
、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等
，
可
用
于
提
前
告
知
拟
实
施
的
控
制
措
施
。

与
交
通
工

具
运
营
者

建
立
沟
通

渠
道
（
3
）

1
.
4

小
计

1
.
5

与
出
入
境

人
员
建
立

沟
通
渠
道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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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2

2
.
1

2
.
1
.
1

制
定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1
）

1
5

根
据

总
局

要
求

，
制

定
并
实
施
入
出
境
人
员
检
疫
查
验
、
医
学
巡
查
、
医
学
排
查
、
快
速
筛

查
、

采
样

送
检

、
病

人
转
送
、
携
带
物
查
验
等
工
作
程
序
以
及
相
关
记
录
要
求
，
并
严
格
遵
照

实
施

；

1
6

人
员

配
置

要
求

（
1
）

数
量

要
求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部

门
必

须
配

置
与

入
境

口
岸

旅
行

者
的

流
量

、
频

次
以

及
口

岸
的

复
杂

性
相

适
应

的
专

业
人

员
（

特
指

医
学

、
公

共
卫

生
相

关
专

业
背

景
人

员
）

数
量

,
岗

位
专

业
人

员
最

低
不

能
少

于
现

场
工

作
人

员
的

1
/
3
，

少
于

6
名

工
作

人
员

的
旅

检
口

岸
，

最
少

2
人

为
专

业
人

员
；

*

1
7

（
2
）

保
证

旅
检

通
道

每
班

次
至

少
应

配
备

1
名

专
业

人
员

。
*

1
8

（
3）

资
格

要
求

：
带

班
人
员
、
医
学
巡
查
人
员
、
流
调
和
医
学
排
查
人
员
须
具
备
相
关
医

学
或

公
共

卫
生

专
业

。

1
9

（
4）

培
训

要
求

：
保

证
旅
客
检
疫
查
验
人
员
接
受
岗
前
培
训
，
获
得
直
属
局
资
格
考
核
；

保
证

在
岗

专
业

人
员

每
年

至
少
参
加
两
次
以
上
专
业
学
习
、
培
训
或
演
练
。

2
0

出
入

境
人

员
候

检
区

。
设
置
科
学
合
理
，
配
置
引
导
牌
、
告
示
牌
、
公
告
栏
、
宣
传
栏
、
填
卡

台
、

候
检

线
、

标
志

牌
、
健
康
申
明
卡
填
写
模
板
、
健
康
咨
询
台
、
电
子
显
示
屏
。

2
1

查
验

通
道

。
设

置
科

学
合
理
，
配
置
查
验
台
、
标
志
牌
、
通
道
护
栏

2
2

必
须

安
装

有
红

外
体

温
监

测
及

校
正

设
备

。
*

2
3

携
带

物
查

验
区

域
。

设
置
科
学
合
理
，
配
置
查
验
台
、
标
志
牌
、
告
示
牌
、
公
告
栏
。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常
规

核
心

能
力

（
1
8
6
）

出
入

境
人

员
检

疫
查

验
设

施
设

备
配

置
（

9
）

检
疫

查
验

人
员

配
置

与
要

求
（

4
）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考

核
表

（
海

港
）

情
况

说
明

2
.
1
.
3

序
号

传
染

病
的

监
测

与
控

制
（

3
2
）

2
.
1
.
2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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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2
4

专
用

通
道

。
出

入
境

人
员
查
验
区
内
应
设
有
用
于
病
人
转
运
的
并
与
其
他
人
员
通
道
不
存
在
交

叉
污

染
的

专
用

通
道

。

2
5

医
学

排
查

区
域

，
用

于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

医
学

排
查

工
作

，
布

局
及

流
程

应
符

合
传

染
病

控
制

要
求

，
配

备
桌

椅
、

诊
床

、
防

护
设

备
、

消
毒

药
械

、
相

关
医

学
排

查
表

单
和

血
压

计
、

听
诊

器
等

医
学

检
查

设
备

等
，

流
调

和
医

学
排

查
记

录
完

备
，

备
有

各
类

废
弃

物
收

集
容

器
。

*

2
6

留
验

隔
离

区
域

，
用

于
疑

似
病

例
的

临
时

隔
离

，
配

备
诊

床
、

消
毒

和
各

类
废

弃
物

收
集

容
器

等
，

要
求

符
合

传
染

病
控

制
要

求
，

能
够

防
止

病
例

交
叉

污
染

，
至

少
能

够
同

时
安

置
两

名
病

例
。

*

2
7

传
染

病
快

速
检

测
区

域
。
出
入
境
人
员
查
验
区
内
应
设
置
传
染
病
快
速
检
测
场
所
，
具
备
实
施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0
5
）
》
规
定
的
医
学
检
查
和
传
染
病
快
速
筛
查
的
能
力
，
配
备
采
样
器

具
、

生
物

安
全

移
运

箱
、
快
速
检
测
试
剂
、
传
染
病
快
速
检
测
设
备
、
冷
藏
储
存
设
备
。

2
8

管
理

制
度

。
建

立
有

设
施
设
备
专
人
负
责
制
度
，
定
期
对
设
施
设
备
进
行
保
养
、
校
准
、
补

充
、

更
换

，
使

之
处

于
可
使
用
状
态
。

2
9

专
用

储
藏

区
域

。
设

有
个
人
防
护
用
品
专
用
储
藏
区
，
配
备
必
要
的
储
藏
柜
；

3
0

防
护

用
品

。
配

有
适

当
数
量
的
各
级
防
护
装
置
，
其
中
生
物
安
全
三
级
4套

以
上
，
二
级
10
套

以
上

，
其

它
级

别
防

护
用

品
数
量
充
足
，
满
足
工
作
需
求
；

3
1

管
理

制
度

。
建

立
有

防
护
用
品
专
人
保
管
制
度
，
定
期
保
养
、
补
充
、
更
新
。

3
2

设
置

国
际

旅
行

健
康

咨
询
服
务
区
域
。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设
置
开
展
国
际
旅
行
卫
生
咨
询
和
预
防

措
施

现
场

评
估

的
工

作
区
域
，
展
示
由
W
HO

确
定
的
黄
热
病
、
疟
疾
等
重
点
传
染
病
的
传
播

风
险

地
区

名
单

或
分

布
图

，
提
供
各
国
对
入
境
人
员
的
预
防
接
种
要
求
，
印
制
相
关
的
防
治
知
识
宣

传
材

料
，

并
可

为
国

际
旅
行
者
提
供
药
物
预
防
和
旅
行
卫
生
建
议
等
服
务
。

3
3

实
施

疫
苗

预
防

接
种

。
（

1）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可
为
国
际
旅
行
人
员
（
包
括
交
通
员
工
）
实
施
黄
热
病
疫
苗
及
按
对

方
国

家
要

求
实

施
的

疫
苗

接
种
服
务

3
4

（
2）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提
供
预
防
接
种
服
务
的
区
域
布
局
应
包
括
等
候
室
、
施
种
室
及
急
救

室
，

并
张

贴
有

中
英

文
对

照
的
接
种
须
知
、
过
敏
及
禁
忌
症
的
说
明
。

2
.
1
.
5

个
人

防
护

设
施

用
品

配
置

（
3
）

国
际

旅
行

卫
生

服
务

和
预

防
接

种
（

7
）

（
口

岸
所

在
地

无
保

健
中

心
的

考
核

直
属

局
或

所
在

地
分

支
局

保
健

中
心

）

2
.
1
.
4

出
入

境
人

员
检

疫
查

验
设

施
设

备
配

置
（

9
）

2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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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3
5

（
3）

咨
询

人
员

和
施

种
人
员
经
专
业
培
训
并
具
备
相
应
的
专
业
资
质
证
书
；

3
6

（
4）

由
具

有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的
人
员
按
规
定
签
发
《
疫
苗
接
种
或
预
防
措
施
国
际
证
书
》

3
7

（
5）

黄
热

病
等

疫
苗

、
预
防
药
物
储
备
充
足
，
保
藏
条
件
符
合
要
求
且
记
录
规
范
；

3
8

（
6）

疫
苗

接
种

设
备

齐
全
，
配
备
有
接
种
异
常
反
应
急
救
器
械
及
药
品
，
并
建
立
预
防
接

种
异

常
反

应
登

记
报

告
制

度

3
9

建
立

合
作

机
制

。
口

岸
运
营
者
与
地
方
医
疗
服
务
机
构
建
立
联
络
协
作
机
制
，
有
合
作
协
议
、

工
作

方
案

，
有

明
确

联
络
人
，
并
有
效
运
行
。

4
0

设
置

医
疗

联
络

点
或

急
救
点
。
口
岸
运
营
者
设
立
医
疗
联
络
点
或
急
救
点
，
确
保
患
病
旅
行
者

能
够

迅
速

通
过

地
方

急
救
网
络
送
至
指
定
医
疗
机
构
进
行
诊
断
和
治
疗
。

4
1

建
立

地
方

急
救

网
络

。
地
方
急
救
网
络
信
息
沟
通
顺
畅
，
反
应
快
速
，
其
中
应
涵
盖
针
对
传
染

病
的

施
救

网
络

，
包

括
患
病
旅
客
转
运
、
医
疗
救
助
、
应
急
处
置
等
程
序

4
2

口
岸

急
救

点
设

施
设

备
。
如
口
岸
设
有
急
救
点
，
还
应
设
置
急
救
器
材
库
及
药
品
库
，
并
对
医

疗
急

救
器

材
及

药
品

定
期
进
行
检
查
，
及
时
更
新
，
确
保
数
量
充
足
，
备
有
完
整
的
出
入
库
记

录
。

4
3

联
络

方
式

。
口

岸
运

营
者
建
立
医
疗
救
助
网
络
相
关
单
位
的
关
键
信
息
清
单
，
内
容
包
括
联
络

人
地

址
、

联
络

人
、

电
话
、
距
入
境
口
岸
远
近
和
路
线
图
等
，
并
定
期
更
新
、
发
布
，
并
保
证

相
关

人
员

及
时

知
晓

。

4
4

转
运

设
备

。
协

议
机

构
或
现
场
急
救
点
配
备
可
随
时
供
口
岸
运
送
患
病
旅
行
者
使
用
的
设
备
，

其
中

急
救

车
至

少
1部

或
负
压
担
架
2
个
，
车
上
配
备
相
应
的
专
业
人
员
、
支
持
治
疗
设
施
、
足

够
的

消
毒

设
备

及
用

品
等
。

4
5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要
求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有
专
人
负
责
口
岸
发
现
患
病
旅
客
的
转
运
协
调

工
作

；
熟

悉
掌

握
转

送
医
疗
机
构
的
联
络
方
式
和
交
接
程
序
。

国
际

旅
行

卫
生

服
务

和
预

防
接

种
（

7
）

（
口

岸
所

在
地

无
保

健
中

心
的

考
核

直
属

局
或

所
在

地
分

支
局

保
健

中
心

）

指
定

医
院

与
转

运
（

7
）

2
.
1
.
5

2
.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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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2
.
1
.
7

口
岸

传
染

病
发

现
情

况
及

记
录

(
1
)

4
6

能
通

过
体

温
监

测
、

主
动
申
报
、
医
学
巡
查
，
发
现
有
传
染
病
症
状
者
，
并
进
行
医
学
排
查
。

必
要

时
，

能
开

展
现

场
采
样
和
快
速
筛
查
。
保
存
一
年
内
有
旅
客
签
署
的
《
采
样
知
情
同
意

书
》

、
《

口
岸

传
染

病
可
疑
病
例
排
查
记
录
表
》
中
有
快
速
试
剂
检
测
结
果
等
记
录
。

2
.
2

4
7

制
定

出
入

境
人

员
检

疫
查
验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内
容
涵
盖
人
员
检
疫
查
验
工
作
程
序
以

及
相

关
记

录
要

求
，

并
对
日
常
查
验
工
作
有
工
作
质
量
监
督
机
制
；

4
8

制
定

出
入

境
船

舶
检

疫
申
报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明
确
总
申
报
单
、
船
员
名
单
、
航
海
健

康
申

报
单

、
压

舱
水

申
报
单
等
申
报
内
容
和
时
限
符
合
相
关
要
求
，
有
有
效
的
申
报
途
径
。

4
9

制
定

出
入

境
船

舶
检

疫
查
验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内
容
涵
盖
船
舶
检
疫
查
验
工
作
程
序
以

及
相

关
记

录
要

求
，

并
对
日
常
查
验
工
作
有
工
作
质
量
监
督
机
制
；

5
0

制
定

出
入

境
船

舶
卫

生
监
督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内
容
涵
盖
船
舶
饮
用
水
及
食
品
卫
生
监

督
、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工
作
程
序
以
及
相
关
记
录
要
求
；

5
1

制
定

出
入

境
船

舶
卫

生
处
理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内
容
涵
盖
卫
生
处
理
、
效
果
评
价
工
作

程
序

及
相

关
记

录
要

求
；

5
2

数
量

要
求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部

门
必

须
配

置
与

出
入

境
人

员
和

船
舶

的
流

量
、

频
次

以
及

口
岸

的
复

杂
性

相
适

应
的

医
学

或
公

共
卫

生
专

业
背

景
人

员
数

量
；

船
舶

检
疫

查
验

每
班

次
至

少
配

备
一

名
医

学
相

关
专

业
人

员
。

*

5
3

人
员

资
格

要
求

：
船

舶
检
疫
查
验
人
员
上
岗
前
应
通
过
培
训
，
获
得
直
属
局
认
可
的
资
格
。

5
4

备
案

要
求

：
需

签
发

有
关
查
验
证
书
的
人
员
，
应
有
直
属
局
授
权
或
备
案
；
签
发
船
舶
卫
生
证

书
人

员
必

须
由

获
得

资
质
的
医
学
相
关
专
业
背
景
人
员
承
担
。

5
5

培
训

要
求

：
保

证
在

岗
专
业
人
员
每
年
至
少
参
加
两
次
以
上
专
业
学
习
、
培
训
或
演
练
。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5
）

检
疫

查
验

的
人

员
配

置
与

要
求

（
4
）

2
.
2
.
1

2
.
2
.
2

交
通

工
具

检
疫

查
验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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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5
6

正
式

对
外

开
放

口
岸

应
具
有
指
定
的
检
疫
锚
地
，
并
有
可
使
用
的
前
往
锚
地
检
疫
的
船
舶
；

5
7

配
有

检
疫

查
验

箱
和

医
学
排
查
、
媒
介
控
制
、
核
辐
射
检
测
等
工
作
所
需
设
备
，
各
种
设
备
状

态
正

常
，

能
满

足
工

作
需
要
。

5
8

船
舶

停
靠

港
区

应
有

检
验
检
疫
工
作
用
房
，
应
安
装
远
程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并
接
入
局
控
制
室
。

5
9

专
用

储
藏

区
域

。
设

有
个
人
防
护
用
品
专
用
储
藏
区
，
配
备
必
要
的
储
藏
柜
；

6
0

防
护

用
品

。
配

有
适

当
数
量
的
各
级
防
护
装
置
，
其
中
旅
检
口
岸
要
求
配
备
生
物
安
全
三
级
4套

以
上

，
其

他
口

岸
要

求
配
备
生
物
安
全
三
级
2套

以
上
；
要
求
配
备
生
物
安
全
二
级
5套

以
上

，
其

它
级

别
防

护
用

品
数

量
充
足
，
满
足
工
作
需
求
；

6
1

管
理

制
度

。
建

立
有

防
护
用
品
专
人
保
管
制
度
，
定
期
保
养
、
补
充
、
更
新
。

2
.
2
.
5

口
岸

其
他

卫
生

学
指

标
发

现
能

力
（

1
）

6
2

能
依

据
风

险
分

析
和

评
估
结
果
，
采
取
有
效
的
监
管
措
施
发
现
出
入
境
人
员
以
外
检
疫
对
象
的

卫
生

学
问

题
（

如
截

获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或
发
现
垃
圾
、
污
物
、
污
水
等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等
）
，

并
实

施
有

效
的

针
对

性
控
制
措
施
。
出
入
境
人
员
以
外
检
疫
对
象
包
括
：
出
入
境
交
通
工
具
、

集
装

箱
、

货
物

、
物

品
、
特
殊
物
品
、
行
李
、
邮
包
、
快
件
、
尸
体
/骸

骨
等
。

6
3

在
港

有
载

自
境

外
压

舱
水
排
放
的
，
应
如
实
申
报

6
4

对
有

疫
情

疫
病

输
入

风
险
的
压
舱
水
排
放
实
施
严
密
、
有
效
监
管
并
有
相
关
记
录
。

2
.
3

6
5

建
立

检
疫

查
验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作
业
指
导
书
；

6
6

充
分

利
用

集
中

审
单

的
信
息
化
手
段
，
建
立
全
申
报
制
度
，
实
行
风
险
管
理
和
分
类
管
理
；

6
7

建
立

发
现

不
合

格
事

件
的
后
续
处
理
程
序
和
机
制
。

2
.
3
.
2

检
疫

查
验

人
员

要
求

（
1
）

6
8

工
作

人
员

需
经

卫
生

检
疫
岗
位
专
业
培
训
，
 每

批
次
执
行
查
验
工
作
应
至
少
具
备
一
名
医
学

或
公

共
卫

生
专

业
人

员

集
装

箱
、

货
物

、
邮

包
、

快
件

、
物

品
的

检
疫

查
验

（
9
）

2
.
3
.
1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3
）

船
舶

检
疫

查
验

设
施

（
3
）

2
.
2
.
3

个
人

防
护

设
施

用
品

配
置

（
3
）

2
.
2
.
4

2
.
2
.
6

压
舱

水
监

管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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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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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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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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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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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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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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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6
9

应
具

有
进

出
境

货
物

储
存
场
地
卫
生
许
可

7
0

设
有

标
志

牌
、

查
验

平
台
，
设
有
查
验
场
地
（
分
为
检
疫
查
验
区
、
检
疫
隔
离
区
、
检
疫
处
理

区
）

；

7
1

配
有

媒
介

控
制

设
施

、
核
和
辐
射
检
测
设
备
，
并
有
效
运
行
；

7
2

配
有

检
疫

用
车

、
检

疫
查
验
箱
；

7
3

设
有

远
程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并
接
入
局
总
控
室
。

2
.
4

7
4

口
岸

区
域

内
的

供
水

单
位

应
具

备
以

下
工

作
要

求
：

（
1
）

取
得

有
效

卫
生

许
可
证
；

7
5

（
2）

二
次

供
水

水
源

原
则
上
应
来
自
市
政
管
网
，
对
确
因
特
殊
原
因
未
来
自
市
政
管
网
的

水
源

，
其

水
质

应
符

合
生

活
饮
用
水
相
关
标
准
。

7
6

（
3）

供
水

单
位

建
立

饮
用
水
安
全
方
案
和
水
质
监
测
计
划
，
能
够
提
供
最
近
一
年
内
的
全

水
水

质
检

测
报

告
（

可
为

水
厂
的
检
测
报
告
）
。

7
7

（
4）

蓄
水

池
（

箱
）

周
围
 
1
0m

以
内
没
有
渗
水
坑
和
污
染
源
，
周
围
 2

m内
没
有
污
水
管
线

及
污

染
物

，
水

站
周

围
环

境
整
洁
；
非
市
政
管
网
供
水
应
确
保
水
源
位
置
安
全
，
远
离
污
染
源
。

蓄
水

池
（

箱
）

定
期

清
洗
消
毒
制
度
，
能
够
严
格
实
施
并
保
留
相
关
记
录
。

7
8

（
5）

应
具

备
常

用
感

官
指
标
、
理
化
指
标
等
检
测
能
力
，
根
据
水
质
监
测
计
划
定
期
对
饮

用
水

源
、

水
站

、
各

类
供

水
点
、
供
水
船
舶
等
开
展
水
质
监
测
，
并
将
监
测
结
果
整
理
归
档
。

7
9

（
6）

应
具

备
余

氯
快

速
检
测
能
力
，
建
立
饮
用
水
设
备
、
加
氯
设
备
和
余
氯
实
时
监
测
仪

器
等

工
作

记
录

，
各

项
记

录
真
实
、
完
整
。

8
0

（
7）

所
有

涉
水

工
作

人
员
均
需
持
有
合
格
、
有
效
健
康
证
，
经
卫
生
知
识
培
训
合
格
方
能

上
岗

。

8
1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的
卫

生
监

督
工

作
要

求
：

（
1
）

应
对

各
供

水
单

位
建
立
独
立
档
案
，
档
案
应
包
括
卫
生
行
政
许
可
、
水
质
监
测
计
划
、

卫
生

监
督

文
书

、
水

质
检

测
报
告
、
采
取
的
控
制
措
施
、
从
业
人
员
职
业
禁
忌
调
离
档
案
及
行
政

处
罚

档
案

等
；

查
验

设
施

设
备

要
求

（
5
）

饮
用

水
卫

生
（

1
2
）

2
.
4
.
1

口
岸

卫
生

监
督

（
5
4
）

2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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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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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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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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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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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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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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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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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8
2

（
2）

定
期

对
各

供
水

单
位
进
行
现
场
监
督
。

8
3

（
3）

具
备

余
氯

快
速

检
测
能
力
，
能
够
根
据
工
作
实
际
开
展
快
速
检
测
工
作

8
4

（
4）

具
备

常
用

感
官

指
标
、
理
化
指
标
的
检
测
能
力
，
能
够
定
期
采
样
进
行
检
测

8
5

（
5）

应
根

据
制

定
的

水
质
监
测
计
划
定
期
开
展
监
测
，
保
留
每
年
的
监
测
数
据
原
始
记
录

，
监

测
结

果
以

及
分

析
报

告
；
并
根
据
监
测
结
果
及
时
指
导
供
水
单
位
采
取
措
施
，
保
障
水
质
安

全
。

8
6

口
岸

区
域

内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应
具
备
：

（
1）

均
应

取
得

有
效

的
卫
生
许
可
证
；

8
7

（
2）

所
有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应
建
立
独
立
档
案
, 

档
案
资
料
真
实
、
完
整
，
应
包
括
卫
生

许
可

、
卫

生
监

督
文

书
、

索
票
索
证
单
据
、
抽
样
检
验
、
从
业
人
员
健
康
证
、
职
业
禁
忌
调
离
及

行
政

处
罚

等
资

料
；

8
8

（
3）

应
配

备
专

门
或

兼
职
的
食
品
卫
生
管
理
人
员

8
9

（
4）

定
点

采
购

，
建

立
索
证
索
票
制
度
并
严
格
实
施

9
0

（
5）

生
产

加
工

流
程

合
理
、
规
范

9
1

（
6）

食
品

储
存

和
运

输
应
符
合
相
关
卫
生
要
求
，
食
品
存
储
和
运
输
冷
链
控
制
符
合
卫
生

要
求

。

9
2

（
7）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应
制
定
并
有
效
执
行
卫
生
控
制
程
序
、
操
作
程
序
，
并
做
好
相

关
记

录
，

且
真

实
有

效
；

9
3

（
8）

从
业

人
员

必
须

持
有
有
效
健
康
证
并
经
卫
生
知
识
培
训
合
格
；
从
业
人
员
具
有
良
好

卫
生

习
惯

，
能

够
严

格
遵

守
相
关
卫
生
制
度

9
4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的
卫
生
监
督
要
求
：

（
1）

应
对

口
岸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建
立
档
案
，
档
案
资
料
真
实
、
完
整
，
应
包
括
卫
生

许
可

、
卫

生
监

督
文

书
、

抽
样
检
验
、
行
政
处
罚
等
资
料
；

9
5

（
2）

应
对

口
岸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开
展
口
岸
食
品
卫
生
监
督
量
化
分
级
管
理
工
作
；

9
6

（
3）

应
按

照
分

级
管

理
规
定
的
频
率
开
展
现
场
监
督
工
作
并
做
好
相
关
记
录
；

饮
用

水
卫

生
（

1
2
）

2
.
4
.
1

2
.
4
.
2

食
品

卫
生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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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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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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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说

明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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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9
7

（
4）

应
具

备
相

应
的

快
速
检
测
能
力
，
定
期
抽
样
开
展
食
品
快
速
检
测
，
并
做
好
相
关
记

录
；

9
8

（
5）

按
照

要
求

对
食

品
进
行
抽
样
检
测
，
并
且
指
定
有
资
质
的
实
验
室
承
担
口
岸
食
品
卫

生
监

督
样

品
的

实
验

室
检

测
工
作
；

9
9

口
岸

区
域

内
有

公
共

服
务
场
所
应
取
得
有
效
的
口
岸
卫
生
许
可
证
。

1
0
0

应
设

有
专

职
或

兼
职

卫
生
管
理
人
员
，
建
立
完
善
的
卫
生
管
理
规
章
制
度
。

1
0
1

所
有

的
公

共
服

务
场

所
服
务
人
员
均
需
持
有
健
康
证
，
经
卫
生
知
识
培
训
合
格
后
方
可
上
岗
。

1
0
2

公
共

卫
生

间
卫

生
要

求
：
公
共
卫
生
间
数
量
应
与
旅
行
者
流
量
和
频
次
相
匹
配
，
运
行
状
况
良

好
，

配
置

符
合

GB
17
21
7
《
城
市
公
共
厕
所
卫
生
标
准
》
，
定
时
进
行
清
洁
、
消
毒
，
卫
生
状

态
良

好
，

无
臭

味
；

1
0
3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卫
生

监
督

要
求

：
（

1）
应

对
各

类
公

共
场
所
经
营
单
位
建
立
档
案
，
档
案
资
料
真
实
、
完
整
，
应
包
括
卫
生

许
可

、
卫

生
监

督
文

书
、

抽
样
检
验
、
行
政
处
罚
等
资
料
；

1
0
4

（
2）

应
开

展
日

常
卫

生
监
督
，
及
时
将
卫
生
监
督
中
发
现
的
卫
生
风
险
予
以
反
馈
，
指
导

进
行

整
改

；

1
0
5

（
3）

制
定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管
理
计
划
，
对
公
共
场
所
或
区
域
定
期
开
展
微
小
气
候
及
空
气

质
量

监
测

；

1
0
6

（
4）

空
气

质
量

不
符

合
国
家
相
关
规
定
或
标
准
的
，
检
验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及
时
反
馈
口

岸
运

营
者

，
提

出
整

改
措

施
，
并
督
促
落
实
。

1
0
7

废
弃

物
的

管
理

：
（

1）
口

岸
运

营
者

应
当
建
立
固
体
、
液
体
废
弃
物
管
理
制
度
，
并
不
断
完
善
和
更
新
。

1
0
8

（
2）

口
岸

运
营

者
应

当
确
保
固
体
、
液
体
废
弃
物
收
集
网
络
，
覆
盖
公
共
收
集
点
、
客
运

站
、

货
运

及
集

装
箱

码
头

、
基
础
设
施
及
场
地
、
运
输
单
位
和
交
通
工
具
废
物
服
务
单
位
、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等

区
域

，
并
纳
入
市
政
废
弃
物
处
置
网
络
。

固
体

、
液

体
废

弃
物

管
理

与
监

督
(
1
4
)

食
品

卫
生

（
1
3
）

2
.
4
.
4

2
.
4
.
3

公
共

场
所

卫
生

(
8
)

2
.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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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固
体

废
弃

物
存

放
：

（
1）

 配
备

足
够

数
量

带
盖
、
分
类
垃
圾
桶
并
保
持
外
表
清
洁
，
存
放
场
所
保
持
清
洁
卫
生
。

1
1
0

（
2）

垃
圾

分
类

存
放

，
生
活
垃
圾
和
工
业
垃
圾
不
得
混
放
。

1
1
2

固
体

废
弃

物
移

运
及

处
理
：

（
1）

口
岸

运
营

者
应

建
立
固
体
和
液
体
废
物
转
运
操
作
规
程
，
并
做
好
记
录

1
1
3

（
2）

有
充

足
的

和
密

闭
的
垃
圾
运
输
车
、
专
用
污
水
车
，
车
辆
外
观
清
洁
，
并
有
定
期
清

洗
的

规
章

制
度

和
操

作
流

程
；

1
1
4

（
3）

固
体

废
弃

物
做

到
日
产
日
清
，
封
闭
移
运
；

1
1
5

（
4）

有
固

定
的

、
符

合
卫
生
要
求
的
、
流
程
合
理
的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
垃
圾
处
理
场
所
有

防
止

媒
介

生
物

孳
生

的
设

施
并
防
止
对
周
围
环
境
、
地
表
水
、
地
下
水
造
成
二
次
污
染
；

1
1
6

（
5）

有
符

合
相

应
资

质
的
垃
圾
焚
烧
或
填
埋
场
所
，
并
与
之
签
订
垃
圾
处
理
合
同
或
协
议

。

1
1
7

液
体

废
弃

物
移

运
及

处
理
：

（
1）

有
指

定
集

中
是

污
水
处
理
系
统
；
有
污
水
收
集
和
排
放
；

1
1
8

（
2）

有
足

够
的

专
用

污
水
移
运
车
，
运
输
封
闭
，
并
保
持
清
洁
卫
生

1
1
9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的
卫

生
监

督
要

求
：

（
1）

根
据

固
体

、
液

体
废
弃
物
的
种
类
、
来
源
对
其
进
行
风
险
评
估
，
并
采
取
相
应
的
控

制
措

施
。

1
2
0

（
2）

监
督

垃
圾

处
理

单
位
在
存
储
、
分
拣
、
移
运
、
处
理
等
环
节
工
作
措
施
到
位
。

1
2
1

（
3）

制
定

对
来

自
疫

区
或
疑
似
患
者
的
固
体
废
弃
物
无
害
化
处
理
、
移
运
的
规
章
制
度
和

操
作

流
程

。

固
体

、
液

体
废

弃
物

管
理

与
监

督
(
1
4
)

2
.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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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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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1
2
2

数
量

要
求

：
按

照
入

境
口
岸
规
模
、
类
型
以
及
口
岸
的
复
杂
性
，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卫
生
监
督
岗

位
人

数
应

满
足

口
岸

卫
生
监
督
业
务
工
作
量
的
需
要
；

1
2
3

监
督

执
法

要
求

：
每

次
监
督
必
须
保
证
2
名
执
法
人
员
（
其
中
至
少
一
名
执
法
人
员
必
须
具
有

医
学

相
关

专
业

背
景

）
。

1
2
4

人
员

资
格

要
求

：
口

岸
卫
生
监
督
人
员
上
岗
前
应
通
过
培
训
，
获
得
直
属
局
认
可
的
资
质
；

1
2
5

备
案

要
求

：
需

签
发

船
舶
卫
生
证
书
等
卫
生
检
疫
证
书
人
员
，
应
有
直
属
局
授
权
或
备
案
；

1
2
6

培
训

要
求

：
保

证
卫

生
监
督
人
员
每
年
参
加
二
次
以
上
专
业
学
习
、
培
训
或
演
练
。

2
.
4
.
6

口
岸

卫
生

监
督

设
施

、
设

备
及

用
品

配
置

（
1
）

1
2
7

卫
生

监
督

设
备

及
用

品
：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配
备
足
够
数
量
的
食
品
和
饮
用
水
快
速
检

测
、

公
共

场
所

微
小

气
候
及
空
气
质
量
监
测
、
媒
介
监
测
等
常
规
指
标
检
测
设
备
。

2
.
5

1
2
8

有
专

用
的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工
具
及
工
具
储
藏
室
；

1
2
9

监
测

工
具

能
分

区
、

整
齐
存
放
，
有
相
关
的
使
用
记
录
；

1
3
0

管
理

制
度

。
建

立
有

专
人
保
管
制
度
，
定
期
保
养
、
补
充
、
更
换
。

1
3
1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制

定
口
岸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方
案
，
方
案
的
有
关
要
求
：

（
1）

监
测

区
域

包
括

：
客
运
站
、
货
运
及
集
装
箱
码
头
、
基
础
设
施
及
储
存
场
地
、
候
船

厅
、

交
通

工
具

地
面

相
关

运
营
设
施
、
入
境
口
岸
周
边
区
域
（
至
少
40

0米
范
围
内
）
；

1
3
2

（
2）

 监
测

方
法

：
符

合
相
关
的
国
境
口
岸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规
程
的
规
定
；
根
据
口
岸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生

境
特

点
，
选
择
监
测
点
，
每
种
类
型
的
生
境
应
至
少
选
择
一
个
监
测
点
；

口
岸

区
域

内
的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
7
）

2
.
4
.
5

监
测

设
备

配
置

（
3
）

口
岸

卫
生

监
督

工
作

人
员

配
置

与
要

求
（

5
）

2
.
5
.
2

口
岸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的
监

测
与

控
制

（
1
6
）

2
.
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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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1
3
3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根
据

制
定
的
监
测
方
案
开
展
监
测
，
监
测
工
作
要
求
：

（
1）

根
据

方
案

开
展

鼠
类
及
其
鼠
体
寄
生
虫
、
蚊
类
、
蝇
类
、
蜚
蠊
等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的

监
测

工
作

；

1
3
4

（
2）

对
监

测
工

作
有

完
整
的
监
测
原
始
记
录
资
料
；

1
3
5

（
3）

现
场

监
测

与
实

验
室
间
有
监
测
样
品
交
接
记
录

1
3
6

（
4）

对
监

测
结

果
及

时
统
计
分
析
，
为
口
岸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控
制
和
媒
传
疾
病
的
防
控
提

供
科

学
依

据
；

1
3
7

（
5）

有
完

善
的

监
测

数
据
通
报
、
指
导
防
控
机
制
，
在
监
测
到
密
度
、
数
量
、
种
群
等
有

超
标

或
其

他
异

常
情

况
时

，
能
够
及
时
通
报
口
岸
运
营
者
，
指
导
开
展
防
控
；

1
3
8

口
岸

运
营

者
或

食
品

供
应
商
对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与
控
制
要
求
：

（
1）

制
定

口
岸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控
制
方
案
，
区
域
包
括
：
客
运
站
、
货
运
及
集
装
箱
码
头

、
基

础
设

施
及

储
存

场
地

、
候
船
厅
、
交
通
工
具
地
面
相
关
运
营
设
施
、
入
境
口
岸
周
边
区
域
（
至

少
40
0米

范
围

内
）

；

1
3
9

（
2）

控
制

计
划

应
符

合
综
合
治
理
原
则
，
对
监
测
发
现
密
度
、
数
量
、
种
群
等
有
超
标
或

其
他

异
常

情
况

的
，

应
当

及
时
组
织
开
展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控
制
工
作
，
并
开
展
效
果
评
价
；

1
4
0

（
3）

该
方

案
应

在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认
可
、
备
案
。

1
4
1

（
4）

口
岸

运
营

者
或

口
岸
服
务
商
应
当
建
立
专
业
的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
控
制
队
伍
，
有
明

细
分

工
，

定
期

开
展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与
控
制
的
培
训
,并

接
受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监
督
指
导
。

1
4
2

（
5）

应
当

有
资

金
支

持
，
保
证
控
制
计
划
有
效
执
行
。

1
4
3

（
6）

口
岸

区
域

内
各

建
筑
物
、
港
区
及
码
头
停
靠
船
舶
有
足
量
的
媒
介
防
控
设
施
，
包
括

毒
鼠

屋
、

粘
鼠

板
、

防
鼠

板
等
，
并
能
正
确
使
用
，
设
置
地
点
合
理
、
有
效
；

口
岸

区
域

内
的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控
制

(
6
)

2
.
5
.
2

2
.
5
.
3

口
岸

区
域

内
的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监
测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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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2
.
6

1
4
4

根
据

行
李

、
货

物
、

集
装
箱
、
交
通
工
具
、
物
品
等
运
输
情
况
及
不
同
卫
生
处
理
措
施
的
要
求

，
指

定
具

备
条

件
的

场
所
。
指
定
的
卫
生
处
理
场
所
应
考
虑
风
向
、
与
居
住
区
的
距
离
等
因
素

，
避

免
可

能
对

人
员

造
成
的
伤
害
/不

适
/损

伤
和
对
环
境
造
成
破
坏
。

1
4
5

指
定

符
合

要
求

的
药

品
器
械
储
存
场
所
。

1
4
6

药
械

储
存

场
所

应
建

立
相
应
的
管
理
制
度
并
保
证
行
之
有
效
。

1
4
7

卫
生

处
理

档
案

规
范

完
整
，
有
卫
生
处
理
指
令
（
电
子
申
报
凭
条
或
业
务
联
系
单
）
、
卫
生
处

理
记

录
、

卫
生

处
理

结
果
报
告
单
等
。

1
4
8

卫
生

处
理

的
处

理
依

据
、
处
理
目
的
、
处
理
方
法
准
确
、
恰
当
。

1
4
9

具
备

完
善

的
卫

生
处

理
工
作
制
度
，
包
括
人
员
培
训
、
药
械
使
用
、
质
量
安
全
管
理
、
效
果
评

价
等

。

1
5
0

定
期

更
新

和
修

订
卫

生
处
理
作
业
指
导
书
。

1
5
1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的
卫

生
处
理
监
管
人
员
应
具
有
医
学
相
关
专
业
背
景
，
熟
悉
卫
生
处
理
相
关
标

准
及

工
作

流
程

，
监

督
并
指
导
卫
生
处
理
工
作
。

1
5
2

卫
生

处
理

从
业

人
员

经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主
管
部
门
培
训
并
取
得
合
格
证
。

1
5
3

有
年

度
培

训
计

划
和

培
训
记
录
，
每
年
培
训
1次

以
上
。

1
5
4

每
个

卫
生

处
理

人
员

至
少
配
备
一
套
与
本
岗
位
工
作
有
关
的
防
护
用
品
。

1
5
5

防
护

用
品

应
由

专
人

保
管
、
定
期
保
养
、
并
及
时
补
充
、
更
新
。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4
）

个
人

防
护

设
施

用
品

配
置

（
2
）

卫
生

处
理

工
作

人
员

（
3
）

场
所

（
3
）

2
.
6
.
2

卫
生

处
理

（
2
5
）

2
.
6
.
3

2
.
6
.
1

2
.
6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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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1
5
6

直
属

局
及

分
支

机
构

有
落
实
辖
区
卫
生
处
理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检
查
方
案
的
年
度
工
作
计
划
，
监

督
检

查
涵

盖
的

对
象

、
内
容
全
面

1
5
7

直
属

局
及

分
支

机
构

对
辖
区
卫
生
处
理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检
查
频
率
符
合
有
关
要
求

1
5
8

有
按

计
划

监
督

检
查

的
记
录
，
对
监
督
检
查
发
现
的
问
题
有
整
改
意
见
和
后
续
追
踪
。

1
5
9

执
法

性
卫

生
处

理
完

全
采
用
国
家
质
检
总
局
委
托
评
审
通
过
的
有
效
药
品
。
没
有
过
期
药
品
，

或
有

过
期

药
品

但
单

独
存
放
并
有
销
毁
记
录
。

1
6
0

所
有

采
购

和
使

用
的

药
品
都
有
严
格
的
出
入
库
手
续
和
台
账
记
录
。

1
6
1

药
品

使
用

量
应

符
合

作
业
指
导
书
或
监
管
部
门
的
要
求
，
施
药
误
差
在
允
许
范
围
内
，
药
品
使

用
量

与
原

始
记

录
和

单
据
等
相
符
。

1
6
2

有
足

够
的

药
物

储
备

，
以
应
对
突
发
的
重
大
疫
情
。

1
6
3

有
完

整
的

年
、

半
年

、
月
度
卫
生
处
理
业
务
和
用
药
量
数
据
。

1
6
4

建
立

质
量

分
析

制
度

，
按
要
求
定
期
开
展
质
量
分
析
，
形
成
分
析
报
告
。

1
6
5

建
立

卫
生

处
理

效
果

评
价
制
度
，
开
展
卫
生
处
理
评
价
工
作
。

1
6
6

评
价

的
原

始
记

录
、

相
关
数
据
、
图
片
资
料
等
完
整
，
结
果
可
信
。

2
.
6
.
9

仪
器

配
置

1
6
7

配
备

必
要

的
浓

度
检

测
仪
、
残
留
检
测
仪
等
质
量
控
制
和
效
果
评
价
仪
器
并
及
时
校
准
。

卫
生

处
理

监
管

（
3
）

2
.
6
.
5

2
.
6
.
6

药
械

使
用

情
况

（
4
）

2
.
6
.
7

数
据

和
质

量
分

析
（

2
）

2
.
6
.
8

卫
生

处
理

效
果

评
价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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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2
.
6
.
1
0

重
大

过
失

（
1
）

1
6
8

一
年

之
内

无
因

卫
生

处
理

工
作

不
当

发
生

造
成

重
大

人
员

伤
亡

、
重

大
经

济
损

失
或

严
重

社
会

影
响

的
事

故
。

*

2
.
7

2
.
7
.
1

制
定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1
）

1
6
9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制
定
本
口
岸
机
构
特
殊
物
品
查
验
、
处
置
和
后
续
监
管
规
程
。

1
7
0

岗
位

专
业

要
求

：
后

续
监
管
必
须
配
备
两
名
执
法
人
员
，
其
中
至
少
一
名
人
员
必
须
具
备
医
学

或
公

共
卫

生
专

业
背

景
；

1
7
1

培
训

要
求

：
入

出
境

特
殊
物
品
风
险
识
别
、
查
验
和
后
续
监
管
人
员
每
年
参
加
专
业
培
训
不
少

于
一

次
。

1
7
2

专
业

人
员

根
据

岗
位

职
责
掌
握
以
下
相
应
的
知
识
和
能
力
：

(
1)
特

殊
物

品
查

验
岗

位
人
员
应
掌
握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感
染
性
物
质
的
包
装
、
标
签
要
求
；

1
7
3

（
2）

特
殊

物
品

后
续

监
管
岗
位
人
员
应
掌
握
病
原
微
生
物
的
风
险
等
级
以
及
实
验
室
生
物

安
全

的
要

求
。

2
.
8

2
.
8
.
1

总
体

要
求

（
1
）

1
7
4

口
岸

所
在

的
直

属
局

或
分
支
局
应
当

配
备

和
调

动
用
于
传
染
病
监
测
、
卫
生
监
督
样
品
检
测
等

提
供

口
岸

卫
生

检
疫

执
法
技
术
支
持
所
必
需
的
实
验
室
，
能
够
开
展
医
学
检
验
、
微
生
物
检

测
、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鉴
定
与
检
测
工
作
。

1
7
5

常
见

的
食

品
微

生
物

检
测
：
细
菌
总
数
、
大
肠
菌
群
、
沙
门
氏
菌
、
志
贺
氏
菌
、
大
肠
杆
菌

0
15
7、

致
泻

大
肠

埃
希

氏
菌
、
副
溶
血
性
弧
菌
、
葡
萄
球
菌
、
溶
血
性
链
球
菌
、
霍
乱
弧
菌

等
常

见
致

病
菌

以
及

诺
如

病
毒
、
轮
状
病
毒
等
病
毒
检
测
。

1
7
6

病
原

体
检

测
项

目
：

能
开
展
脑
膜
炎
双
球
菌
、
沙
门
氏
菌
、
霍
乱
弧
菌
、
志
贺
氏
菌
、
副
溶
血

性
弧

菌
、

结
核

菌
、

肠
出
血
性
大
肠
杆
菌
O
15

7:
H7

、
痢
疾
杆
菌
、
伤
寒
杆
菌
检
测
；
季
节

性
流

感
、

甲
型

H1
N1
流

感
、

麻
疹
、
乙
型
脑
炎
、
登
革
、
基
孔
肯
雅
、
诺
如
、
甲
肝
、
戊
肝
病
毒

检
测

；
疟

原
虫

检
测

。

可
开

展
的

检
测

项
目

（
4
）

2
.
8
.
2

2
.
7
.
2

检
疫

人
员

配
置

（
4
）

实
验

室
的

技
术

支
持

（
7
）

入
出

境
特

殊
物

品
的

卫
生

检
疫

监
管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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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1
7
7

水
质

常
见

项
目

的
检

测
（
如
细
菌
总
数
、
大
肠
菌
群
、
有
效
氯
）
。

1
7
8

食
品

中
理

化
检

测
项

目
，
按
总
局
要
求
，
可
委
托
有
资
质
检
测
机
构
承
担
，
应
提
供
委
托
协

议
。

1
7
9

具
备

本
辖

区
或

本
口

岸
区
域
范
围
内
常
见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的
鉴
定
能
力
。

1
8
0

直
属

局
的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实
验
室
应
当
具
备
本
辖
区
内
常
见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相
关
常
见
病
原
体

的
检

测
能

力
。

2
.
9

2
.
9
.
1

制
定

工
作

规
范

和
操

作
程

序
（

1
）

1
8
1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当
制
定
本
口
岸
入
出
境
尸
体
、
棺
柩
、
骸
骨
卫
生
检
疫
查
验
操
作
规

程
。

1
8
2

检
疫

查
验

必
须

配
备

两
名
执
法
人
员
，
其
中
至
少
一
名
人
员
必
须
为
医
学
或
公
共
卫
生
相
关
专

业
背

景
人

员
；

1
8
3

（
2）

对
不

符
合

卫
生

要
求
的
入
出
境
尸
体
、
棺
柩
、
骸
骨
，
应
具
备
指
导
有
关
单
位
进
行

卫
生

处
理

及
其

他
处

置
的

能
力
。

2
.
1
0

1
8
4

直
属

局
应

、
建

立
培

训
和
演
练
的
工
作
机
制
，
定
期
举
办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培
训
和
模
拟
演
练

，
并

留
有

相
关

资
料

。

1
8
5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制
定
核
生
化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预
案
、
技
术
方
案
等
。

可
开

展
的

检
测

项
目

（
4
）

2
.
8
.
2

口
岸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监

测
与

排
查

(
1
1
)

检
疫

人
员

配
置

（
2
）

医
学

媒
介

生
物

鉴
定

与
检

测
能

力
（

2
）

2
.
1
0
.
1

机
制

要
求

(
2
)

2
.
9
.
2

出
入

境
尸

体
、

棺
柩

、
骸

骨
卫

生
检

疫
监

管
（

3
）

2
.
8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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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2
.
1
0
.
2

人
员

能
力

要
求

(
1
)

1
8
6

岗
前

培
训

：
核

生
化

监
测
人
员
应
经
直
属
局
培
训
合
格
后
上
岗
。

1
8
7

监
测

设
备

要
求

：
（

1）
在

入
出

境
人

员
、
携
带
物
、
货
物
、
集
装
箱
的
检
疫
查
验
现
场
设
有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监

测
设

备
。

1
8
8

（
2）

在
货

物
查

验
现

场
应
设
有
放
射
性
物
质
临
时
隔
离
存
放
场
所
；
在
人
员
检
疫
现
场
设

有
放

射
性

物
质

集
纳

容
器

。

1
8
9

（
3）

在
旅

客
、

行
李

、
集
装
箱
通
道
或
卡
口
设
置
通
道
式
辐
射
监
测
设
备
；
每
个
口
岸
至

少
配

有
一

台
可

以
进

行
核

素
分
析
的
γ
谱
仪
和
一
台
放
射
性
表
面
污
染
监
测
仪
，
保
证
工
作
稳
定
并

按
期

进
行

检
定

。

1
9
0

（
4）

配
有

基
本

生
物

有
害
因
子
快
速
检
测
试
剂
和
生
物
安
全
移
运
装
置
。

1
9
1

（
5）

配
有

化
学

毒
剂

监
测
仪
器
或
设
备
并
保
证
工
作
稳
定
。

1
9
2

防
护

设
备

要
求

:

（
1
）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按
岗
位
人
数
配
有
适
量
个
人
剂
量
仪
及
放
射
性
防
护
服
。

1
9
3

（
2
）

配
有

至
少

2
套

A
级
防
护
服
，

5
套

B
级
防
护
服
以
及
其
它
个
人
防
护
用
具
。
专
人
负
责
，

并
定

期
进

行
维

护
、

更
新
。

2
.
1
0
.
4

口
岸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发

现
截

获
能

力
（

1
）

1
9
4

能
够

在
口

岸
发

现
或

截
获
、
处
置
出
入
境
人
员
、
船
舶
、
集
装
箱
、
货
物
等
放
射
性
超
标
、
生

物
或

化
学

有
害

因
子

等
事
件
，
有
一
年
内
的
核
生
化
事
件
处
置
记
录
。

2
.
1
1

评
估

、
诊

治
和

隔
离

受
染

动
物

（
6
）

设
备

要
求

（
7
）

2
.
1
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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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情

况
说

明
序

号
项

目

1
9
5

有
书

面
列

出
的

评
估

、
诊
治
、
隔
离
受
染
动
物
的
应
急
预
案
；

1
9
6

有
书

面
列

出
的

辖
区

诊
治
、
隔
离
受
染
动
物
的
兽
医
中
心
和
隔
离
场
信
息
（
地
址
、
电
话
号

码
、

路
线

图
）

；

1
9
7

有
具

备
资

质
的

人
员

负
责
及
时
对
受
染
动
物
进
行
评
估
、
诊
治
并
采
取
措
施
；

1
9
8

有
受

染
动

物
接

受
评

估
、
诊
治
、
隔
离
的
常
规
书
面
报
告
程
序
。

1
9
9

有
必

要
的

运
送

人
员

和
防
护
设
备
；

2
0
0

有
受

染
动

物
后

续
诊

治
和
感
染
控
制
情
况
的
书
面
报
告
程
序
。

小
计

2
.
1
1
.
2

通
过

妥
善

的
安

全
运

输
安

排
，

指
派

和
运

送
动

物
至

指
定

兽
医

机
构

（
2
）

及
时

提
供

与
受

染
动

物
相

关
的

诊
断

检
查

、
评

估
和

采
取

建
议

措
施

（
4
）

备
注

：
带

*号
的

为
关

键
项

。

2
.
1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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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3

2
0
1

有
明
确
的
针
对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处
置
的
组
织
机
构
及
职
责
分
工

2
0
2

有
明
确
的
各
部
门
责
任
人
或
协
调
人
姓
名
及
联
系
方
式

2
0
3

建
立
有
与
地
方
相
关
单
位
的
协
调
机
制
，
确
保
发
生
可
能
引
起
国
际
关
注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时
可
立
即
启
动
地
方
支
援

2
0
4

口
岸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防
控
要
纳
入
当
地
政
府
的
防
控
体
系
中
：

（
1
）
将
口
岸
疫
情
重
大
疫
情
防
控
纳
入
当
地
政
府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控
制
体

系
；

2
0
5

（
2
）
应
急
预
案
由
政
府
部
门
牵
头
制
定
，
涵
盖
口
岸
相
关
部
门
、
地
方
卫
生
、
环
保
等
相

关
部
门
。

2
0
6

（
3
）
应
急
预
案
中
应
明
确
各
部
门
在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处
理
中
的
职
责
，
确
定
联

系
人
和
联
系
方
式
，
并
每
年
度
更
新
（
更
新
详
情
可
单
独
附
在
原
件
之
后
）

2
0
7

口
岸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防
控
要
纳
入
口
岸
运
营
者
的
应
急
中
心
防
控
体
系
中
；
建
立

健
全
与
口
岸
相
关
部
门
（
口
岸
办
、
海
关
、
边
防
、
口
岸
运
营
者
等
）
的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
督
促
相
关
部
门
在
应
急
预
案
之
下
建
立
各
自
的
工
作
方
案
；

2
0
8

口
岸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预
案
：

（
1
）
直
属
局
应
建
立
本
辖
区
内
的
相
应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预
案
。
应
急
预
案
应

有
明
确
的
组
织
机
构
及
职
责
分
工
，
各
部
门
负
责
人
及
联
系
方
式
，
每
年
度
进
行
更
新
（

更
新
详
情
可
单
独
附
在
原
件
之
后
）
；

2
0
9

（
2
）
口
岸
分
支
机
构
应
当
建
立
本
口
岸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应
急
预
案
，
并
应
当
建
立

细
化
的
标
准
操
作
程
序
，
内
容
应
涵
盖
传
染
病
（
群
体
性
疾
病
）
、
食
物
中
毒
等
突
发
事

件
；
程
序
上
应
包
括
疫
情
报
告
、
风
险
评
估
、
现
场
处
置
、
实
验
室
支
持
、
病
人
转
运
、

后
勤
保
障
、
事
后
评
估
等
环
节
。

情
况
说
明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考
核
表

（
海
港
）

应
急
预
案
（

6
）

3
.
2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应
对
可
能
引
起
国
际
关
注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应
急
核
心
能
力
（
1
6
）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3
.
1

组
织
机
构
与

协
调
（
3
）

序
号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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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观
察

不
符
合

情
况
说
明

考
核
结
果

（
只
能
选
其
中
一
项
）

项
目

序
号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
0
0
5
）
》
口
岸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标
准

序
号

项
目

2
1
0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在
涉
及
多
省
（
市
、
区
）
口
岸
的
传
染
病
疫
情
、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
包
括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超
标
事
件
）
等
进
行
评
估
时
，
或
其
他
重
大
突
发
事
件
时
，
向

国
家
质
检
总
局
成
立
的
卫
生
检
疫
专
家
组
申
请
，
总
局
派
出
专
家
或
以
电
话
会
议
的
形
式

协
助
直
属
局
进
行
事
件
评
估
。
（
对
直
属
局
的
要
求
）

2
1
1

直
属
检
验
检
疫
局
成
立
技
术
专
家
组
。
负
责
对
传
染
病
疫
情
、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
包

括
核
生
化
有
害
因
子
超
标
事
件
）
等
进
行
评
估
，
负
责
对
本
辖
区
口
岸
相
关
紧
急
事
件
报

告
进
行
评
估
，
并
在
24
小
时
内
完
成
评
估
。
有
条
件
的
口
岸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也
可
以
成
立

相
应
的
专
家
评
估
组
。
（
对
直
属
局
的
要
求
）

2
1
2

建
立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评
估
机
制
。
各
级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根
据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20
05
）
》
附
件
2（

评
估
和
通
报
可
能
构
成
国
际
关
注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决
策
文

件
）
》
，
建
立
口
岸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评
估
程
序
，
并
兼
顾
口
岸
定
点
医
院
、
急
救
中

心
、
口
岸
有
关
部
门
、
实
验
室
和
其
他
口
岸
外
应
急
力
量
的
作
用
。
备
有
可
用
于
在
24
小

时
内
对
所
有
与
港
口
、
机
场
和
陆
路
口
岸
相
关
的
紧
急
事
件
报
告
进
行
沟
通
和
评
估
的
程

序
（
包
括
谅
解
备
忘
录
和
协
议
）
，
并
建
立
与
这
些
单
位
和
部
门
的
业
务
联
系
，
并
定
期

更
新
，
记
录
在
案
。

2
1
3

直
属
局
应
建
立
应
对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专
业
队
伍
储
备
，
保
障
应
急
工
作
需
要
。

2
1
4

直
属
局
应
建
立
应
对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物
资
储
备
，
落
实
预
算
和
专
项
经
费
、
技
术

装
备
等
保
障
措
施
，
保
障
应
急
工
作
需
要
。

2
1
5

各
级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应
建
立
年
度
应
急
响
应
培
训
、
演
练
计
划
并
组
织
实
施
；

2
1
6

培
训
、
演
练
内
容
符
合
应
急
预
案
要
求
，
并
随
之
更
新
；

小
计

建
立
2
4
小
时

紧
急
事
件
评

估
工
作
制
度

（
3
）

培
训
和
演
练

（
2
）

3
.
4

专
业
人
员
和

物
资
储
备
（

2
）

3
.
3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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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细化 计数

与其他入境口岸主管当局之间的国际沟通联系（2） 2

各直属局、口岸分支机构与海关等口岸相关单位、卫生等政府部
门之间联络沟通机制的建立（5）

5

与上级部门之间的内部报告机制（1） 1

与交通工具运营者建立沟通渠道（3） 3

与出入境人员建立沟通渠道（2） 2

与服务供应商建立沟通渠道（1） 1

传染病的监测与控制（23） 23

交通工具检疫查验（18） 18

集装箱、货物、邮包、快件、物品的检疫查验（9） 9

口岸卫生监督（46） 46

口岸医学媒介生物的监测与控制（16） 16

卫生处理（25） 25

入出境特殊物品的卫生检疫监管（5） 5

实验室的技术支持（7） 7

出入境尸体、棺柩、骸骨卫生检疫监管（3） 3

口岸核生化有害因子监测与排查(11) 11

评估、诊治和隔离受染动物（6） 6

组织机构与协调（3） 3

应急预案（6） 6

建立24小时紧急事件评估工作制度（3） 3

专业人员和物资储备（2） 2

培训和演练（2） 2

199合计

《国际卫生条例（2005）》口岸核心能力考核表
（海港，无旅检）

常规核心能力
（169）

应对可能引起
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核心
能力（16）

2

3

口岸的沟通、
协调能力（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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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细化 计数

与其他入境口岸主管当局之间的国际沟通联系（2） 2

各直属局、口岸分支机构与海关等口岸相关单位、卫生等政府部门
之间联络沟通机制的建立（5）

5

与上级部门之间的内部报告机制（1） 1

与交通工具运营者建立沟通渠道（3） 3

与出入境人员建立沟通渠道（2） 2

与服务供应商建立沟通渠道（1） 1

传染病的监测与控制（32） 32

交通工具检疫查验（18） 18

集装箱、货物、邮包、快件、物品的检疫查验（9） 9

口岸卫生监督（54） 54

口岸医学媒介生物的监测与控制（16） 16

卫生处理（25） 25

入出境特殊物品的卫生检疫监管（5） 5

实验室的技术支持（7） 7

出入境尸体、棺柩、骸骨卫生检疫监管（3） 3

口岸核生化有害因子监测与排查(11) 11

评估、诊治和隔离受染动物（6） 6

组织机构与协调（3） 3

应急预案（6） 6

建立24小时紧急事件评估工作制度（3） 3

专业人员和物资储备（2） 2

培训和演练（2） 2

216

3

应对可能引起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应
急核心能力（

16）

合计

《国际卫生条例（2005）》口岸核心能力考核表
（海港，有旅检）

1
口岸的沟通、协
调能力（14）

2
常规核心能力（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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