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核酸检测实验室设计关键问题解答 

1、实验室设计的主要依据有哪些？答：主要依据有《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4 号，2018.04.04 修订发布）；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 医疗机构临床基

因扩增检验实验室工作导则》（卫办医政发〔2010〕194 号）；《新型

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二版）》（国卫办科教函[2020]70 号，

2020.1.23））等。 

2、实验室的核心控制目标是什么？答：核心控制目标包含两方面：一

是控制病原污染，防止病原污染操作人员和外部环境，保证生物安全；

二是控制核酸污染，防止核酸污染试剂、样本和相关操作过程，保证实

验质量。 

3、实验室需要几个功能区？答：实验室所需功能区通常根据使用仪器

的功能和实际工作需要设置。传统的 PCR 实验室分为四个区，即试剂

准备区、样本制备区、核酸扩增区和产物分析区。使用全自动定量  PCR 

仪（如 RT-PCR）的实验室， 核酸扩增区和产物分析区可以合并为一个

区，即实验室分为三个区，即试剂准备区、样本制备区和扩增分析区  。

使用核酸提取、扩增、分析一体化检测仪的，实验室可设置两个区，即

试剂准备区和提取扩增分析区。对于不需要进行试剂准备的，试剂准备

区可据实际情况予以取消。 

4、各工作区必须毗邻布置吗？答：不是。工作区的布置可分为两种形

式：一是分散布置形式，即相关工作区或部分工作区分布在不同地点，

甚至不在一层楼或一栋楼内。二是集中布置形式，即各工作区依次毗邻

布置。图 1 为某分散式实验室案例。 

 



5、各工作区一定要设缓冲间吗？答：是。缓冲间，是指在房间的进出

口处设置两道门，不同时开启，阻止房间内外空气直接相通，防止空气

交换（防止交叉污染、减少室内指标丢失）的密闭小室。在建筑上，缓

冲间是阻隔房间内外空气交换的首要措施。相关工作区设置缓冲间是控

制生物气溶胶和核酸交叉污染的必要措施。 

6、实验室一定需要“PCR 专用走廊”吗？答：不是。所谓“PCR 专用

走廊”对控制交叉污染并无实质意义。有关标准规范中并未规定应设置

该走廊。设置“PCR 专用走廊”还会占用较大的面积，往往迫使核心工

作间的空间变得非常局促。在保证足够实验面积的基础上，可设置“PCR 

专用走廊”，可作公用前室，放置更衣柜和储物柜，用以穿戴个人防护

用品（PPE）、相关工作区专用工作衣帽以及存放实验耗材等物品。 

7、实验室人流必须单向通行吗？ 答：不是。所谓单向通行，是指“PCR 

走廊”设置前后两门，限定人员必须从一门进，另一门出的做法。《医

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工作导则》指出，进入各工作区域应当

严格按照单一方向进行，即：试剂储存和准备区→标本制备区→核酸扩

增区→产物分析区。其要义是指单向工作流程（工作顺序），目的是防

止人员因先进入后两工作区，后进入前两工作区，而将核酸由后两区携

带至前两区，造成交叉污染。 对于集中布置的实验室，因各区毗邻而

易交叉污染，故强调单向工作流程来减少各区之间核酸交叉污染的几率，

但并非限定人员在结束实验活动离开工作区后须单向通行。控制病原和

核酸交叉污染的核心措施是尽量减少气溶胶的流出，如离开工作区时脱

去工作服、工作区设置缓冲间和定向气流等。 对 于 设 有 缓 冲 间 

的 实 验 室，“PCR 走廊”应为清洁区，在该走廊上无单向通行的必

要。况且，现实中前后两门的间距往往很小，并不能真正体现出单向通

行的状态。对于分散布置的实验室，则更无单向通行可言。 

8、为了方便，PCR 的几个区可以相互连通吗？ 答：不可以。 实验

室各工作区在物理空间上和在使用中，应当始终处于完全的分隔状态，

不能有空气的直接相通。实验室不应当只是形式上的分区，不应当是一

个区域嵌套一个区域。 

9、PCR 实验室是 BSL-2 实验室吗？答：不是。无论 PCR 实验过程由

几个工作区完成，只有样本制备区是 BSL-2 实验室（说明：设有样本接

受室，在室内进行样本预处理的，该室也为 BSL-2 实验室），而试剂

准备区、核酸扩增区和产物分析区均不涉及生物风险问题，不属于生物

安全实验室。需要提醒的是：上述三个工作区均为无生物安全问题的独

立实验室。因此，不需要刻意采用门及门禁、围墙等措施将集中布置式

的所有工作区包围起来。 

10、是否一定要使用 B2 型生物安全柜？答：不是。恰恰相反，实验室

通常采用 A2 型，而非 B2 型生物安全柜。B2 适用于操作散发有毒、刺

激性、异嗅和放射性气体的实验活动；A2 则适用于操作无上述物质的

实验活动。生物安全柜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检测：a) 安装后，投入使

用前（包括生物安全柜被移动位置后）；b) 更换高效空气过滤器或内

部部件维修后；c) 年度的维护检测。在此基础上，使用合格的 A2 和 B2 

生物安全柜，均可保证生物安全；同时，在提取核酸过程中也无因  A2 与 

B2 的不同而存在防止核酸交叉污染的差异。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设计为负压的实验室，采用 B2 生物安全柜时，实

验室容易出现问题，需格外谨慎。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 B2 生物安

全柜的排风量为正常维持实验室负压所需排风量的多倍，其启停对室内

压力的影响很大，致使实验室压力和压力梯度等指标难以控制；二是对

于排风管道连接于实验室排风系统的 B2 型生物安全柜，当实验室排风

机或送风机故障时，生物安全柜都出现会停机或技术指标发生偏离的现

象；三是对于单独设置排风管道的 B2 型生物安全柜，在实验室运行而

生物安全柜未启动的情况下，室外空气会经生物安全柜的排风管道倒灌

进室内，即便是在实验室停止工作的状态下，也易出现室外空气倒灌的

现象。 

11、样本制备区（包括缓冲间）必须设置洗手池吗？答：不是。样本制

备间区是 BSL-2 实验室，依据 GB19489-2008：6.3.4.1：如果实验室

不具备供水条件，则应设手消毒灭菌装置；6.5.1.8：应设置洗手池或

手部清洁装置，宜设置在出口处。此外，新冠检测人员 PPE 退脱程序要

求，由核心工作间向外，每脱一样 PPE，手消毒一次，直至退出实验室，

期间并无水洗手环节。因此，实验室可采用手消毒措施来满足手部卫生

要求。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二版）》明

确：洗手池产生的污水应当单独收集，排入实验室水处理系统，经处理

达标后方可排放。因此，若实验室的下水系统具备病原微生物灭活的条

件（活毒废水灭活设施），则可设洗手池，否则不可设置洗手池。顺便

说明一下：地面卫生可使用一次性拖布浸消毒液处理。 

12、实验室必须设紧急冲淋装置吗？答：不是。应急救援装置和用品的

配置应有针对性，满足适用性要求。依据 GB19489-2008 第 6.1.12 条，

无足够腐蚀性伤害隐患的实验室，不需要设置紧急冲淋装置。此外，在

这样的工作场所设置紧急冲淋装置，在编制管理体系文件时也会遇到梗

阻，包括无法进行相关危险源的辨识和应急救援预案的撰写；并且， 冲

淋装置的日常管理也会给实验室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3、实验室必须设洗眼装置吗？答：是。GB19489-2008 第 6.2.4 条明

确规定：应在实验室工作区配备洗眼装置。大多数实验室为了避免上水

供应和下水处理所带来的麻烦，通常选用洗眼瓶。这也是国外实验室常

见的做法。 

14、实验室必须设污物走廊、洁污分流吗？答：不是。实验室生物安全

的本质要求是不允许污染外泄。废弃物可通过安全打包，必要时进行表

面消毒后运送出来处理进行消毒处理；也可原地进行消毒处理。既无

“污物”，则不需设置污物走廊，无须洁污分流。反之，设置污物走廊，

不仅占用较大面积，而且使得实验室平面和工作程序等变得格外复杂。 

15、各工作区之间一定要设传递窗吗？答：不是。传递窗不是必须设置

的设备，物品可随人员进出各工作区。对于分散布置的实验室，各工作

区之间无传递窗可言。对于集中布置的实验室，为了方便工作，可以考

虑设置传递窗。但是，应注意到房间之间的空气易通过传递窗相互交换。 

16、是否一定要在样本制备区（包括缓冲间、PCR 走廊）设置压力蒸汽

灭菌器？答：不是。GB19489-2008 第 6.2.5 条明确规定：应在实验室

或其所在建筑内配备压力蒸汽灭菌器或其他适当的消毒灭菌设备。换言

之，可在样本制备区设置高压蒸汽灭菌器，但并非必须在其区域设置压



力蒸汽灭菌器。通常的做法是在大实验区（如同一楼层）设装置公用消

洗间，配置压力蒸汽灭菌器等消毒灭菌设备，集中处理废弃物。   

17、 新冠检测是否一定要负压 BSL-2 实验室？ 答：不是。无论是常

压 BSL-2 实验室（俗称普通 P2，可开窗通风，也可设简单排风装置），

还是负压 BSL-2 实验室（俗称 P2+：封闭结构，有恒定压力和压力梯

度控制）BSL-2 实验室，均符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要求。 

18、负压 BSL-2 实验室是否更加安全？答：不可一概而论。负压的主

要作用是保护环境，阻止空气无组织外泄，而非保护实验人员。负压实

验室，若设计合理，如气流组织（包括送排风口的布置）符合定向气流

原则，即气流由低风险区流向高风险区（定向气流），同时避免房间气

流干扰生物安全柜气流（横向干扰）等符合生物安全要求，方可起到保

护人员的作用。反之，则更加危险。  

19、如何确定实验室压力？答：仅为控制核酸交叉污染，往往采用各区

压力递减的方式。而基于生物安全的原则，应避免样本制备区的空气渗

入核酸扩增区。因此，对于集中布置的 PCR 实验室，核酸扩增区的设

计压力应与样本制备区持平，则四个区域的压力顺序为“高、平、平、

低”。设计为恒定压力的实验室，与相邻房间的最小负压差不小于 10Pa

（绝对值）；采用简单排风装置的实验室，通风换气量宜按压力梯度不

小于 10Pa（绝对值）计算。 

20、缓冲间设计为最高压或最低压是否合理？答：不合理。相对各工作

区的核心工作间，将其缓冲间设计为最高压， 名曰“正压防护墙”；

设计为最低压，名曰“负压陷阱”。其目的是为了阻止空气交换（病原

和核酸的交叉污染）。但是，无论是“正压防护墙”，还是“负压陷阱，

在人员进出，缓冲间门开启时，都会增加工作区空气外溢的程度。基于

生物安全实验室定向气流原则，即气流由低风险区向高风险区流动缓冲

间的压力（绝对值）应低小于核心工作间，且不低于外部区域。  

21、实验室空气是否一定要净化？答：不是。房间空气是否净化，与生

物安全和实验结果并无直接关联，即不需净化。当然，采取空气净化措

施，有利于延长生物安全柜等排风高效过滤器的使用寿命；对保证实验

质量也可具有积极的意义。 

22、各工作区的气流组织与洁净室相同吗？答：不是。样本制备区是 

BSL-2 实验室，采用机械通风时应符合定向气流的原则，见图 2 。其

他区域则无定向气流要求，可与洁净室相同。 

 



 
23、样本制备间（BSL-2）应采用上送下排还是上送上排？答 :皆可以。

上送上排和上送下排各有特点。上送上排，易于送排风口风口均匀对称

布置、便于运行维护（高效过滤器检测、更换等）、可节约面积  ，是

生物安全实验室的主流做法。需要说明的是，为避免气流短路，对于小

房间，如缓冲间，宜采用上送下排方式，以避免气流短路。上送下排，

若将排风口均匀布置，则需设置排风夹道，占用面积较大。通常，实验

室面积较为紧张，为节约面积，常采用对侧双角排风立柱的方式，但气

流均匀性较差。同时，难以对高效过滤器进行检测（包括捡漏），见图 

3。 

24、如何设置通风空调？答：应结合实验室的具体情况选择通风空调方

式。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非恒定压力做法（简单做法），设置普通

排风装置（如排风扇等）＋温度控制装置（如分体空调、暖气等）；二

是恒定压力做法，设置集中空调（净化空调）装置，采用自动控制措施。

对于送风：采用集中空调的，可合并送风。对于排风：试剂准备区可只

送不排，若设排风，应独立排风；样本准备区属于 BSL-2 实验室，若

设排风，应独立排风；核酸扩增区和产物分析区可分别独立排风，也可

合并排风。各工作区的送风和排风总管道应设置电动密闭阀。 

25、试剂准备间是否适宜选用生物安全柜？答：试剂准备间的关键控制

目标是确保试剂不被污染，不涉及生物安全问题。因此，选用超净工作

台是科学合理的，不需要设置生物安全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