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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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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岛微藻产业学会、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青岛华大智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秦松、刘姗姗、孙海翔、孟亮、王萌萌、王寅初、葛保胜、倪鸣、刘心、王博、

赵辉、于道永、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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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藻种质资源库构建与运行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构建与运行微藻种质资源库时，其场地设施、操作程序、样本管理、质量与安全管

理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微藻在科学研究、资源应用与产品开发时，微藻种质资源库的构建与运行。不适用于

极地和冰川等极端或特殊环境来源的微藻资源。
注：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本文件中的“微藻种质资源库”简称为“资源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458 液氮生物容器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7000.2 灯具 第2-22部分：特殊要求应急照明灯具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19489-2008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T 25915.1-2021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1部分：按粒子浓度划分空气洁净等级

GB/T 36066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检测技术分析与应用

GB 50052 供电系统设计规范

SC/T 2047 水产养殖用海洋微藻保种操作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3.2 微藻 microalgae

单一个体尺度范围通常为几微米到几百微米，以单细胞、多细胞群体或丝状体等形式存在，营放氧

光合作用的微观藻类。

3.3

3.4 微藻种质 microalgae culture

从环境中获得的、在实验室培养条件下可以稳定生长和繁殖、用于保留维护的微藻。

3.5

3.6 微藻藻株 microalgae strain

特定微藻种质来源，用人工方法分离纯化出来具有性状均一性的微藻细胞。

3.7

3.8 分离纯化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采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从野外采集样品或原有培养液中获取单种或纯系藻株的过程。

4 资源库规划

4.1 功能分区要求

4.1.1 资源库功能分区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4.1.2 应对开展不相容活动的相邻区域进行有效隔离，包括热源区和无热源区、污染区和清洁区等。

4.1.3 各功能区之间应采取措施避免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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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环境要求

4.2.1 基本要求

资源库实验操作区的设计应符合GB 19489-2008中6.2的规定，设置独立的紫外或臭氧灭菌系统。

4.2.2 空调与通风系统

资源库空调系统应符合GB 19489的规定，有足够的温度和湿度控制能力，环境温度控制在18 ℃～

26 ℃，湿度控制在30 %rh～70 %rh。保藏区温度和湿度应有相应的记录并定期审核复查。通风系统应

符合GB/T 18883的规定，室内通风量可根据工作区面积设置滤菌通风口，保证良好的通风，其中保藏区

的核心工作区洁净度应符合GB/T 25915.1-2021 表1中ISO 8级的洁净等级要求。

4.2.3 水质条件

资源库用水应符合GB/T 6682-2008表1中三级水的规定。

4.2.4 照明条件

资源库照明条件应符合GB 19489的规定。保藏区域光照应符合SC/T 2047的规定。

4.2.5 备用电源

实验区供电系统应符合GB 50052的规定。应安装备用电池或发电机，并符合GB 7000.2的相关要求。

备用电源系统应至少支持资源库运行48 h。

4.2.6 安全设备

资源库应设置门禁系统、监控系统、消防系统。资源库的安全设施应符合GB 19489的规定。

4.2.7 污染物处理

资源库产生的微藻残渣、废液等应灭活后无害化处理。危险废物的处置按照GB 19489规定。

4.2.8 环境监测和定期除菌

资源库应按照GB/T 36066要求定期对空气悬浮粒子、浮游菌、沉降菌、表面微生物及物理参数（温

度、相对湿度、换气次数、气流速度、压差、噪声等）的监测和控制，应对资源库进行每周除菌。

4.3 人员

资源库人员应通过岗前培训与考核，专业能力满足相应的岗位需求。

5 操作程序

5.1 通用要求

实验过程的装备和管理应符合GB 19489的相关规定。

5.2 藻种来源

5.2.1 野外资源

微藻资源样本采集环境描述信息表应符合附录B规定。样品应经实验室预处理、分离纯化、种属鉴

定后保种。

5.2.2 引进资源

从其它有资质的微藻保种单位引进的藻种资源，应经资源库的复核鉴定，再进行后续的研究和保藏

工作。

5.2.3 诱变、转基因藻种

经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等诱变藻种或基因工程改造藻种，应在资源库专属保藏区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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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样品预处理

5.3.1 准备培养基

资源库应预备常用微藻培养液和固体培养基，常用微藻培养基配方见附录C。

5.3.2 分离培养

应根据不同样本选取相应的分离方法进行分离培养：

a) 微吸管分离法：适用于细胞较大的藻种。在显微镜下用微吸管挑选目标藻细胞，转移到准备

好的容器中培养。若存在其他藻体，可多次反复挑选分离，直到没有其他藻体存在为止;

b) 稀释分离法：适用于目标藻种在样品中已占优势的藻种分离。用培养液稀释藻液至每滴液中

只含有一个藻细胞，通过显微镜观察到有目标细胞时，转移至细胞培养板培养;

c) 平板分离法：适用于所含藻种种类较少的样品。用涂布棒蘸取浓缩液在固体平板培养基上以

“Z”字形划线，或稀释适当的水样喷洒在培养基上，同时涂布两个平板，适宜条件下培养一

段时间分离出单藻落。

5.4 纯化培养

应将分离筛选出来的藻种先进行96孔或24孔细胞培养板富集培养，使藻细胞增值培养到所需细胞浓

度。藻细胞采取显微镜检查进行无菌验证，并用培养物接种到三种不同浓度（1:1, 1:10, 1:100）的微

生物检验培养基培养验证。

5.5 鉴定

5.5.1 鉴定流程

微藻分类鉴定流程应符合附录D的规定。

5.5.2 传统分类法

光学或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的藻细胞的外观和形态特征，区分不同的藻种，对难以鉴定到种的，应

鉴定到属。形态鉴定发生异议时，应三位及以上具有形态学鉴定经验的专家进行确认。

5.5.3 分子标记鉴定

5.5.3.1 要求

通过分子标记鉴定，将测序结果进行序列比对，确定藻种的种类。常规情况下，单基因测序可实现

种属分类的鉴定；对于较难鉴定微藻，可联合几种分子标记法实现多基因数据基础上的鉴定；对于个别

特殊微藻，可进一步使用基因组水平的分子标记进行辅助鉴定。

5.5.3.2 测序类型

测序引物应符合附录E。测序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a) 16S rRNA 基因测序适用于鉴定到属的原核微藻，18S rRNA 基因适用于真核微藻；

b) ITS 测序适用于需要鉴定到属、种水平的真核微藻；

c) COI 基因测序适用于需要鉴定到属或种的物种；

d) rbc L 基因适用于目、科、属水平的系统发育分析，鉴定到属的物种。

5.5.3.3 基因组水平的分子标记

对于难以用普通单基因或多基因联合标记鉴定的微藻，采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简单重复序列

间扩增、简化基因组测序和全基因组测序等分子鉴定方式。

5.5.4 结果判定

形态鉴定与分子鉴定结果不一致时，应以分子鉴定结果为最终结果。

5.6 样品保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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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确定鉴定结果的藻种生成独立且可被检索的样品保藏号，可按藻种鉴定时间顺序对样品进行编

号，难以确定到种的以鉴定到属的先后顺序编号。长期没有鉴定出结果的藻种暂存于未编号的样品保存

区，直到给出鉴定结果再进行编号。样品保藏号信息卡见附录F。

5.7 样本保存

5.7.1 要求

藻种应采用与其保存培养相适宜的保种条件和技术。藻种保存应填写登记表，表格内容见附录G。

5.7.2 保存方法

5.7.2.1 超低温保存

保存在液氮罐中，按藻种的纯度要求可选浸没式或非浸没式保藏方式，保藏温度170 ℃～196 ℃。

超低温保存适用于需要长期保存（3年以上），且有对应抗冻保护剂的藻种。

5.7.2.2 极低温保存

藻种经过浓缩后应进行极低温保存。包括温控在（-80±1 ）℃的冷冻真空干燥保存,温控在

（-20±1） ℃的低温甘油生理盐水保存。冷冻真空干燥保存适用于需要长期保存（最大年限18年）的

藻种，低温甘油生理盐水保存适用于需要中长期保存（3年左右）藻种。

5.7.2.3 低温保存

低温保存应按照SC/T 2047的规定，适用于2个月～3个月较长期需要传代的藻种。保存方式常用液

体培养基保存法、固液双相继代保存法、平板保存法、斜面保存法。

5.7.2.4 常温保存

常温保存应按照SC/T 2047的规定，适用于15 d～30 d短期需要传代的藻种。保存方式常用液体培

养基保存法和试管中琼脂斜面划线培养。

6 样本管理

6.1 样本存取

6.1.1 样本入库

填报样本入库申请，表格内容见附录H。入库申请表应经管理人员审核通过后，录入样本管理系统。

每个样本应至少保存2份备份。

6.1.2 样本存放

样本入库时应采取分区定位的方式进行存放，以保证每个样本位置都对应存放于该处样本的编码。

6.1.3 样本出库

填报样本出库申请表应符合附录 I的规定。需经管理人员审核通过后，方可取得藻种样本。非特殊

需求及需要，原始样品不应离开资源库。

6.2 样本使用

使用单位索取、购买藻种应进行登记，并签订藻液处理协议，确保不污染环境造成环境危害。

6.3 出库样本处理

已出库样本使用后尚有存余，使用人员应与资源库工作人员沟通后将剩余样本及时销毁。

6.4 日常维护

定期进行活体样本的传代培养，具体方法见5.7.2.4。当备份样本耗尽后，资源库管理人员应对样

品进行再次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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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信息管理

6.5.1 必备信息包含微藻样本来源信息及样本首次入库时间、存放位置、出入库及使用记录、传代信

息、保存条件、培养基、形态学鉴定结果资料、分子鉴定资料等。样本使用耗尽或由于其他意外情况导

致丢失以后，应及时对样本存放信息进行注销。

6.5.2 可选信息宜包含经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样本的遗传信息、生物化学测定成分及应用指导信息等。

可选信息应由样本使用人员提供，并由信息系统管理人员在管理系统中定期进行更新维护。

7 质量与安全管理

7.1 质量管理

7.1.1 质量要求

资源库应按照GB/T19001要求运行。

7.1.2 审查

资源库质量管理，应设立内审员定期对资源库的标准操作程序的执行情况、库存系统、监管和安全

等问题进行动态审查。

7.1.3 质量控制

定期对资源库中的样本进行抽检，判定微藻保存状态。

7.2 安全管理

7.2.1 环境安全

资源库环境安全要求见4.2.8。

7.2.2 液氮安全

资源库液氮存储装置应符合GB 5458的规定，应每天记录液氮的用量和剩余量，确保液氮量维持运

行3d以上。做好防冻措施。

7.2.3 设备安全

资源库使用的设备设施应定期维护，关键设备应经设备负责人授权后方可操作。

7.2.4 应急预案

应建立应急预案制度，应急预案措施应包括生物安全事故应急措施、化学污染应急措施、意外创伤

应急措施、其他预防性应急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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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藻种库功能分区

A.1 接收和分发区域

接收和分发区域为污染区，开展微藻的接收和分发工作，应注意安全防护并避免样本和种质的交叉

污染，配备清洁消毒措施。

A.2 实验操作区域

A.2.1 通用要求

资源库实验操作区域设计应符合GB 19489的要求。

A.2.2 培养基制备区

承担微藻培养基配制、灭菌等工作。应具备基本的实验条件与消毒灭菌设备。

A.2.3 纯化接种区

纯化接种区是清洁区，开展微藻的分离纯化与接种维护工作，实验人员应严格遵守实验室标准化操

作规程，无菌操作并避免种质之间交叉污染。

A.2.4 显微镜检区

微藻的形态鉴定与质量监测的工作。应配备适合微藻质检所需的设备设施。

A.2.5 分子生物学实验区

微藻的分子生物学鉴定与质量检测的工作。应配备适合分子生物学实验所需的设备设施。

A.2.6 危险化学品保管区

危险化学品指定放置区域。

A.2.7 生物废弃物存放区

生物废弃物的指定放置区域。

A.3 种质保藏区域

种质保藏区域主要用于微藻活体及核酸样本的保藏。设置不同环境要求的保藏空间区隔，设定不同

的光照培养环境。

A.4 信息办公区域

A.4.1 信息管理区

承担微藻种质的内部信息化管理与对外服务。应配备与资源库库容量和对外服务业务量相适应的软

硬件设施。

A.4.2 综合办公区

日常办公场所。应配备与其工作相适应的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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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微藻资源样本采集环境描述信息表

微藻样本采集环境信息描述表，见表B.1。

表 B.1 微藻资源样本采集环境描述信息表

采集基本信息描述：

采集人 采集人单位

采集样品编号

采集时间 采集地点

采集地坐标

海拔

m

采集时季节及气候特征

采集地环境信息描述

采集地环境类型

采集样本类型

水域

水域性质

pH 值
温度

℃

深度

m

盐度 电导率 其他

采集样品类型

污泥

污泥沉积类型

pH 值
温度

℃

其他

土壤

土壤类型 pH值

温度

℃

湿度

%
其他

生物体 微藻名称

部位、组织名

称、采集样品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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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常用微藻培养基配方

C.1 f/2 培养基

C.1.1 适用范围

f/2培养基适用于硅藻类海洋真核微藻。

C.1.2 f/2 培养基配方

微藻f/2培养基配方，见表C.1。

表 C.1 微藻 f/2 培养基配方

成分 母液
用量

mL

NaNO3 75g/L dH2O 1

NaH2PO4 H2O 5g/L dH2O 1

Na2SiO3 9H2O 30g/L dH2O 1

微量元素母液 — 1

维生素母液 — 0.5

海水 — 1000

C.1.3 微量元素母液

微藻f/2培养基微量元素配方，见表C.2。

表 C.2 微藻 f/2 培养基微量元素配方

成分 初级母液 用量

FeCl3 6H2O — 3.15g

Na2EDTA 2H2O — 4.36g

CuSO4 5H2O 9.8 g/L dH2O 1 mL

Na2MoO4 2H2O 6.3 g/L dH2O 1 mL

ZnSO4 7H2O 22.0 g/L dH2O 1 mL

CoCl2 6H2O 10.0 g/L dH2O 1 mL

MnCl2 4H2O 180.0 g/L dH2O 1 mL

蒸馏水（dH2O） — 1000 mL

C.1.4 维生素母液

微藻f/2培养基维生素配方，见表C.3。

表 C.3 微藻 f/2 培养基维生素配方

成分 初级母液 用量

盐酸硫胺 (维生素B1) — 200 mg

生物素(维生素H) 0.1 g/L dH2O 10 mL

维生素B12 1.0 g/L dH2O 1 mL

蒸馏水（dH2O） — 1000 mL

C.2 BG11 培养基

C.2.1 适用范围

BG11培养基适用于蓝藻通用培养基。

C.2.2 BG11培养基配方

微藻BG11培养基配方见表C.4，可根据不同生长环境选择蒸馏水或灭菌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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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微藻 BG11 培养基配方

成分 母液 用量

柠檬酸铁溶液 — 1 mL

柠檬酸 6.0 g/L dH2O —

柠檬酸铁铵 6.0 g/L dH2O —

大量元素成分

NaNO3 — 1.5 g

K2HPO4 3H2O 40.0 g/L dH2O 1 mL

MgSO4 7H2O 75.0 g/L dH2O 1 mL

CaCl2 2H2O 36.0 g/L dH2O 1 mL

Na2CO3 20.0 g/L dH2O 1 mL

微量元素母液 — 1 mL

蒸馏水（dH2O）或灭菌海水 — 1000 mL

C.2.3 微量元素母液

微藻BG11培养基微量元素配方，见表C.5。

表 C.5 微藻 BG11 培养基微量元素配方

成分 母液 用量

MgNa2EDTA 3H2O — 1.000 g

H3BO3 — 2.860 g

MnCl2 4H2O — 1.810 g

ZnSO4 7H2O — 0.220 g

CuSO4 5H2O 79.0 g/L dH2O 1 mL

Na2MoO4 2H2O — 0.391 g

Co(NO3)2 6H2O 49.4 g/L dH2O 1 mL

蒸馏水（dH2O） — 1000 mL

C.3 Prov 培养基

C.3.1 适用范围

Prov适用于部分盐碱性土壤或海水中分离得到的微藻藻株。

C.3.2 微藻Prov培养基配方

微藻Prov培养基配方，见表C.6。

表 C.6 微藻 Prov 培养基配方

成分 母液 用量

NaNO3 75g/L dH2O 1 mL
NaH2PO4H2O 5g/L dH2O 1 mL

碱性土壤浸出液 — 15 mL
微量元素母液 — 1 mL
维生素母液 — 0.5 mL

海水 — 1000 mL

C.3.3 微藻Prov培养基微量元素配方

微藻Prov培养基微量元素配方，见表C.7。

表 C.7 微藻 Prov 培养基微量元素配方

成分 初级母液 用量

FeCl3 6H2O — 3.15g
Na2EDTA 2H2O — 4.3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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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7 微藻Prov培养基微量元素配方（续）

成分 初级母液 用量

CuSO4 5H2O 9.8 g/L dH2O 1 mL
Na2MoO4 2H2O 6.3 g/L dH2O 1 mL
ZnSO4 7H2O 22.0 g/L dH2O 1 mL
CoCl2 6H2O 10.0 g/L dH2O 1 mL
MnCl2 4H2O 180.0 g/L dH2O 1 mL

蒸馏水（dH2O） — 1000 mL

C.3.4 微藻Prov培养基维生素配方

微藻Prov培养基维生素配方，见表C.8。

表 C.8 微藻 Prov 培养基维生素配方

成分 初级母液 用量

盐酸硫胺 (维生素B1) — 200 mg
生物素(维生素H) 0.1 g/L dH2O 10 mL

维生素B12 1.0 g/L dH2O 1 mL
蒸馏水（dH2O） — 1000 mL

C.4 L1 培养基

C.4.1 适用范围

L1培养基在f/2 培养基的基础上加入了部分微量金属元素，适用于沿海微藻。

C.4.2 微藻L1培养基配方

微藻L1培养基配方,pH范围为 8.0～8.2,见表C.9。

表 C.9 微藻 L1 培养基配方

成分 母液
用量

mL

NaNO3 75.0 g/L dH2O 1

NaH2PO4 H2O 5.0 g/L dH2O 1

Na2SiO3 9H2O 30.0 g/L dH2O 1

微量元素母液 — 1

维生素母液 — 0.5

灭菌海水 — 1000

C.4.3 L1培养基微量元素配方

微藻L1培养基微量元素配方，见表C.10。

表 C.10 微藻 L1 培养基微量元素配方

成分 初级母液 用量

FeCl3 6H2O — 3.15g

Na2EDTA 2H2O — 4.36g

MnCl2 4H2O 178.10 g/L dH2O 1 mL

ZnSO4 7H2O 23.0 g/L dH2O 1 mL

CoCl2 6H2O 11.9 g/L dH2O 1 mL

CuSO4 5H2O 2.50 g/L dH2O 1 mL

Na2MoO4 2H2O 19.9 g/L dH2O 1 mL

H2SeO3 1.29 g/L dH2O 1 mL

NiSO4 6H2O 2.63 g/L dH2O 1 mL

Na3VO4 1.84 g/L dH2O 1 mL

K2CrO4 1.94 g/L dH2O 1 mL

蒸馏水（dH2O） — 10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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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4 L1培养基维生素配方

微藻L1培养基维生素配方，见表C.11。

表 C.11 微藻 L1 培养基维生素配方

成分 初级母液 用量

盐酸硫胺 (维生素B1) — 200 mg

生物素(维生素H) 0.1 g/L dH2O 10 mL

维生素B12 1.0 g/L dH2O 1 mL

蒸馏水（dH2O） — 10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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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微藻分类鉴定流程

图D.1给出了微藻分类鉴定流程。

图 D.1 微藻分类鉴定流程

样本鉴定

形态学鉴定

分子标记鉴定

确定物种

16S rRNA

18S rRNA

ITS 测序

COI 基因

Rbc L 基因

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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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E

（资料性）

分子标记鉴定引物参考序列

E.1 16S rRNA 基因测序引物序列

16S-27F 5’- AGAGTTTGATCCTGGCTCAG-3’，
16S-1492R 5’-GGTTACCTTGTTACGACTT-3’；
16S rRNA基因测序可得到约1500 bp基因片段产物。

E.2 18S rRNA 基因测序引物序列

18S-F: 5’- AGAGTTTGATCCTGGCTCA-3’，
18S-R 5’-CCCGGGATCCAAGCTTGATCCTTCTGCAGGTTCACCTAC-3’；
18S rRNA基因测序可得到1600 bp～1800 bp 基因片段产物。

E.3 ITS 基因测序引物序列

ITS-F: 5’-GGAAGTAGAAGTCGTAACAAGG-3’，
ITS-R 5’-TCCTCCGCTTATTGATATGC-3’；
采用ITS基因测序扩增可得到600 bp～800 bp 基因片段产物。

E.4 COI 基因测序引物序列

COI-F: 5’-ATGAHGGDGCDCCWGAYATG-3’，
COI-R 5’-CCWCCHCCHGCDGGRTC-3’；
COI基因测序，可得到约420 bp 基因片段。H、A、T、D、W、R为简并碱基，其中H=A, C or T，D=A,

G or T， W=A or T， Y=C or T， R=A or G。

E.5 rbc L 基因测序引物序列

rbc L -F: 5’-ATGTCTCAATCTGTAWCAGAACGGACTC-3’，
rbc L -R 5’-TAARAAWCKYTCTCTCCAACGCA-3’；
rbc L 基因测序，可得到约660 bp 基因片段产物。 W、K、Y为简并碱基，W=A or T , K=G or T , Y=C

o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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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F

（规范性）

样品保藏号信息卡

样品保藏号信息卡，见表F.1。

表 F.1 样品保藏号信息卡

保藏号 原始编码

学名 中文名

培养基 培养条件

来源 分离人

入库时间 保存位置

传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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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G

（规范性）

藻种保存登记表

藻种保存登记表格式样图，见表G.1。

表 G.1 样品保藏号信息卡

资源库编号 收到日期 编号日期

保存位置 档案编号

中文名 属名 种名加词

其他保藏中心编号
a
：

委托保藏人对藻种制定的编号：

该藻种是否模式藻株： □是 □不是

该藻种是否新分类单元： □是 □不是

原产国
b
：

藻种转移历史：

采集方式：□自行分离 □交换 □购买 □委托保藏 □接受赠送

采集地点 采集日期

采集地生境

水深 经度 纬度

分离源 分离日期

分离人 鉴定人 鉴定日期

建议培养条件：最适培养温度： ℃；建议光照强度： Lx；建议盐度： ‰

培养基（成分）：

建议长期保藏方法：□液氮超低温保存 □冷冻真空干燥保存 □其他

建议的保护剂：

其它说明事项：

寄存方式：

□个人寄存 □单位寄存 □非公开寄存，保存期限：

□赠送 □公开寄存（公益性共享），公开延迟时间：

□有限公开寄存，公开延迟时间：

提供形式：□斜面培养物 □液体浓缩液 □其它

委托保藏人姓名 单位

通讯地址

Tel Fax

E-mail 邮编

委托保藏人签名： 年

月 日

藻种资源库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a
若该藻种被其他保藏中心保藏请填写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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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注明原产国的藻种，将不被接受。如果该藻种的原产国不是中国，应提供详细的资料以及引进国家和引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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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H

（规范性）

样本入库申请登记信息表

表H.1给出了样本入库申请登记信息。

表 H.1 样本入库申请登记信息表

样本基本信息描述：

样本学名 样本中文名

样本来源

获取时间 获取人

分离方式 分离人

鉴定方法

保存条件

保存形式

培养基

遗传信息
a

基因组

转录组

适当补充

生物化学信息
a

油脂

色素

脂肪酸

适当补充

应用指导信息
a

应用领域

开发前景

适当补充

其他情况说明

申请人姓名 申请单位

通讯地址

Tel Fax

E-mail 邮编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藻种资源库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a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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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规范性）

样本出库申请登记表

表I.1给出了样本出库申请登记信息。

表 I.1 样本出库申请登记表

资源库编号 学名

样本现有状态

样本用途 使用范围

出库样本使用耗尽情况记录：

其它说明事项：

样本出库方式：

申请人姓名 单位

通讯地址

Tel Fax

E-mail 邮编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藻种资源库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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