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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号 FGWJ-2024-128 主题分类 法规文件 / 规范性文件

标题 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药品抽检探索性研究原则及程序的通知

发布日期 2024-03-29

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药品抽检探索性研究原则及程序的通知

国药监药管〔2024〕15号

发布时间：2024-03-29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为进一步规范药品抽检工作，指导各地药品监管部门及药品检验机构科学开展探索性研究，更好地发挥药品抽检服务药品监管的实际效能，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了《药

品抽检探索性研究原则及程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药品抽检是上市后药品监管的重要手段，是防范药品潜在风险隐患、提升药品质量水平的重要技术支撑。药品抽检，尤其是探索性研究，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风

险防控的总原则，以对药品质量风险的早发现、早防范、早排除为根本目的。

　　二、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可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监管实际需求，在地方药品抽检中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探索性研究，并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管理，指导相关药品检验机构按

照《药品抽检探索性研究原则及程序》等要求开展探索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结果可以作为药品监管部门采取风险控制以及进一步监管措施的参考。

　　三、开展探索性研究应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进行，要结合当前药品监管需求和药品工业化生产实际，充分了解研究品种的行业现状、临床用药、质量标准和存在问题等，

从可能影响药品质量安全的关键因素和重要环节入手，进行科学、深入、准确的分析研究，发现并提出在质量标准、原辅料、工艺处方、包装材料、说明书以及涉嫌违法违

规生产等方面的问题线索、可能原因、改进措施以及进一步加强监管的意见或建议。

中 En无障碍 关怀版

请输入关键字

     

https://www.nmpa.gov.cn/index.html
https://www.nmpa.gov.cn/index.html
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title=%E5%9B%BD%E5%AE%B6%E8%8D%AF%E7%9B%91%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8%8D%AF%E5%93%81%E6%8A%BD%E6%A3%80%E6%8E%A2%E7%B4%A2%E6%80%A7%E7%A0%94%E7%A9%B6%E5%8E%9F%E5%88%99%E5%8F%8A%E7%A8%8B%E5%BA%8F%E7%9A%84%E9%80%9A%E7%9F%A5&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xxgk%2Ffgwj%2Fgzwj%2Fgzwjyp%2F20240329101810183.html
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title=%E5%9B%BD%E5%AE%B6%E8%8D%AF%E7%9B%91%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8%8D%AF%E5%93%81%E6%8A%BD%E6%A3%80%E6%8E%A2%E7%B4%A2%E6%80%A7%E7%A0%94%E7%A9%B6%E5%8E%9F%E5%88%99%E5%8F%8A%E7%A8%8B%E5%BA%8F%E7%9A%84%E9%80%9A%E7%9F%A5&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xxgk%2Ffgwj%2Fgzwj%2Fgzwjyp%2F20240329101810183.html
http://sns.qzone.qq.com/cgi-bin/qzshare/cgi_qzshare_onekey?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xxgk%2Ffgwj%2Fgzwj%2Fgzwjyp%2F20240329101810183.html&title=%E5%9B%BD%E5%AE%B6%E8%8D%AF%E7%9B%91%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8%8D%AF%E5%93%81%E6%8A%BD%E6%A3%80%E6%8E%A2%E7%B4%A2%E6%80%A7%E7%A0%94%E7%A9%B6%E5%8E%9F%E5%88%99%E5%8F%8A%E7%A8%8B%E5%BA%8F%E7%9A%84%E9%80%9A%E7%9F%A5&api_key=
http://sns.qzone.qq.com/cgi-bin/qzshare/cgi_qzshare_onekey?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xxgk%2Ffgwj%2Fgzwj%2Fgzwjyp%2F20240329101810183.html&title=%E5%9B%BD%E5%AE%B6%E8%8D%AF%E7%9B%91%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8%8D%AF%E5%93%81%E6%8A%BD%E6%A3%80%E6%8E%A2%E7%B4%A2%E6%80%A7%E7%A0%94%E7%A9%B6%E5%8E%9F%E5%88%99%E5%8F%8A%E7%A8%8B%E5%BA%8F%E7%9A%84%E9%80%9A%E7%9F%A5&api_key=
https://www.nmpa.gov.cn/wbppcss/ewm.html?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xxgk%2Ffgwj%2Fgzwj%2Fgzwjyp%2F20240329101810183.html&title=%E5%9B%BD%E5%AE%B6%E8%8D%AF%E7%9B%91%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8%8D%AF%E5%93%81%E6%8A%BD%E6%A3%80%E6%8E%A2%E7%B4%A2%E6%80%A7%E7%A0%94%E7%A9%B6%E5%8E%9F%E5%88%99%E5%8F%8A%E7%A8%8B%E5%BA%8F%E7%9A%84%E9%80%9A%E7%9F%A5
https://www.nmpa.gov.cn/wbppcss/ewm.html?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xxgk%2Ffgwj%2Fgzwj%2Fgzwjyp%2F20240329101810183.html&title=%E5%9B%BD%E5%AE%B6%E8%8D%AF%E7%9B%91%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8%8D%AF%E5%93%81%E6%8A%BD%E6%A3%80%E6%8E%A2%E7%B4%A2%E6%80%A7%E7%A0%94%E7%A9%B6%E5%8E%9F%E5%88%99%E5%8F%8A%E7%A8%8B%E5%BA%8F%E7%9A%84%E9%80%9A%E7%9F%A5
https://www.nmpa.gov.cn/index.html
http://english.nmpa.gov.cn/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weibo.com/u/1335661387
https://mail.nmpa.gov.cn/
https://zwfw.nmpa.gov.cn/web/user/login
https://www.nmpa.gov.cn/hudong/weixin/index.html
javascript:;


2024/3/30 18:04 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药品抽检探索性研究原则及程序的通知

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p/20240329101810183.html 2/2

　　四、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对探索性研究发现的问题组织综合分析研判，并根据研判结果分类施策，切实将探索性研究结果转化为具体的监管措施或质量提升手段；对涉

及其他省份企业的，在综合分析研判时要充分听取企业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的意见建议，共同研究确定应采取的监管措施；对工作中发现区域性、系统性重大质量风险

隐患的，应及时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分析问题原因，科学妥善处置，并将有关情况报告国家药监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按规定统一发布新建且经过复核确认的

检验方法、检测项目等，供相关企业参考利用，具体要求另行规定。

　　五、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充分分析利用包括探索性研究结果在内的监管大数据，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以及涉及的重点企业、重点品种、重点环节，

不断提升药品监管的科学性、靶向性、准确性。

　　六、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国家药品计划抽验质量分析指导原则的通知》（食药监药化监〔2014〕93号）同时废止。

　　

　　

　　

　　国家药监局

　　202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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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抽检探索性研究原则及程序 

 

根据监管工作需要，药品监管部门及其设置或指定的药品检

验机构（以下简称“承检机构”）可以采用药品标准以外的检验

项目和检验方法开展探索性研究，为防控潜在风险隐患、提升药

品质量水平、加强药品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1 适用范围 

探索性研究是指在药品抽检中，除按照药品标准进行检验并

判定药品是否符合标准规定之外，根据监管工作需要，进一步针

对抽检样品可能存在的质量风险，采用药品标准以外的检验项目

和检测方法对药品质量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的过程，可为防控潜

在风险隐患、提升药品质量水平、加强药品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本原则及程序主要适用于在药品抽检中按程序开展的探索

性研究，以及基于检验和探索性研究结果对抽检品种质量状况进

行的相关分析工作。 

2 探索性研究基本原则 

2.1 探索性研究针对可能影响药品质量的相关因素开展，应

以服务监管为目的，结合监管实际需要和药品工业化生产实际开

展，相关结果需转为具体的监管措施或切实可行的监管建议。 

2.2 除有特殊监管需求外，开展探索性研究的品种遴选参考

《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组织抽检的药品

监管部门应对拟开展探索性研究的品种进行研究，包括确定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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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批次数、抽样环节、企业覆盖比例、文号覆盖比例等，以确

保抽取的样品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原则上，开展探索性研究品种的在产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以下简称“持有人”）数量应不少于 3 家。少于等于 3 家在产

持有人的，样品应实现全覆盖；多于 3 家在产持有人的，抽取样

品应覆盖全部在产持有人数的 70%以上。 

2.3 开展探索性研究工作，承检机构应充分了解相关品种的

历史沿革、处方工艺、不良反应、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的适用及

变更、持有人数量、在产情况、市场分布、监管历史等，可采用

问卷、函调、电话、现场交流等方式进行调研，深入了解国内首

研首仿生产企业及品种情况，充分掌握承检品种在安全性、有效

性、质量可控性等方面的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有针

对性的探索性研究方案，避免重复研究或过度研究。 

2.4 探索性研究应针对药品的不同特性开展，承检机构应结

合临床应用及药物性质，以实际研究结果和数据积累为基础，选

择恰当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开展处方、生产工艺与稳定性、有效性、

安全性等方面的关联性评价，建立多元化的药品质量评价体系，

采用的评价分析方法须保证科学性和合理性。 

2.5 探索性研究应科学、规范开展，相关程序应符合药品检

验和实验室管理相关规定。除有特殊要求外，不得有针对性地对

某一企业品种开展单独的探索性研究。 

2.6 在探索性研究中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线索及其他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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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的，承检机构不得擅自向相关企业、单位、个人泄露，不得

擅自前往相关企业或单位开展调研、检查、现场实验等工作；确

需进一步了解核实相关情况，应与相关企业或单位所在地省级药

品监管部门联系，或向组织探索性研究的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2.7 在探索性研究中发现存在问题隐患，需要进一步开展研

究的，不受任务时限要求限制，应继续深入研究；发现问题线索

的，应及时按程序报告。 

3 探索性研究工作要点 

探索性研究应针对处方工艺、现行标准与质量存在的主要或

重要缺陷、标准检验中发现的问题等影响药品质量的关键因素开

展，如非法添加、溶出曲线、含量均匀度分布曲线、包材相容性

等，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建议；一般不得重复新药临床前研

究与 I 期临床研究的内容，如药物合成路径、稳定性试验（不包

括影响因素实验）、药理、毒理、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等有

关研究。 

对于某些剂型（如眼用制剂、注射剂），可以针对处方合理

性开展刺激性、溶血性等药理实验，也可对杂质进行初步毒理等

方面的研究。 

以下归纳了部分药品类别及剂型的探索性研究要点，未涵盖

的药品类别及剂型，可参照开展探索性研究。 

3.1 化学药 

3.1.1 口服固体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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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标准较简单、关键质量控制指标缺失或存在一定问题、

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地标升国标等品种，建议重点关注

溶出度、释放度、有关物质等研究。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除承检机构发现可能影响药品质量的问题外，不建议做大量的溶

出度探索性研究，可通过适当的批间溶出曲线比较，考察其工艺

稳定性和一致性情况。 

3.1.1.1 溶出度或释放度。与国外标准比较；方法、介质类型、

介质 pH 与体积、转速、取样时间与限度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可参照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技术要求，根据每个品种的特殊性，

科学合理设定研究项目。 

3.1.1.2 有关物质。与国外标准比较；考虑薄层色谱（TLC）

法的分离度与检测限，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的专属性和检

测灵敏度，关注检测器参数设置，紫外光谱（UV）重点关注检测

波长、蒸发光散射（ELSD）重点关注不同类型参数设定等、进

样浓度、供试品与对照品制备用溶剂（特别关注部分特殊品种的

溶剂效应）；杂质限度设定的合理性；对于含量大于 0.1%的未知

杂质，可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结构分析；对有关物质测定方法的合

理性进行评价，如需测定校正因子，建议采用斜率比法，优先考

虑主成分自身对照法的可行性；需要时可进一步考察杂质的毒理

作用影响，或检测方法中有毒有害试剂的毒性影响等研究内容。 

分析杂质来源，明确杂质的引入途径，探讨降低杂质的方法；

分析有关物质与处方工艺、包装材料等的关系，特别是原料药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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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制粒工艺、成型工艺等，并考虑辅料与有关物质降解的关系；

分析水分等多种因素与药物稳定性、有关物质产生是否有关。 

3.1.1.3 元素杂质残留。结合生产工艺进行考察；特别关注原

料药中使用金属催化剂的情况，以及其他易引入元素杂质的情

况；如有发现其他毒性杂质应进一步考虑其毒性影响。 

3.1.1.4 有机溶剂残留。结合生产工艺进行考察；关注固体制

剂品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有机溶剂残留情况。 

3.1.2 注射剂 

重点关注与临床给药方式相关的用药合理性、安全性、有关

物质、渗透压、添加剂（稳定剂、抗氧剂、助溶剂、等渗剂等）、

pH 值、溶液澄清度与颜色、不溶性微粒与可见异物等方面。 

3.1.2.1 安全性。分析灭菌工艺的合理性，关注 F0 值，对 F0

值小于 8 的工艺分析其是否还有其他手段来保证灭菌有效性

（如：用 0.22μm 以下滤膜过滤、全密闭灌装与封口等）；关注灭

菌条件对药物稳定性的影响；关注细菌内毒素方法与限度、热原

的给药剂量以及热原检查替代方法的研究。 

3.1.2.2 有关物质。同 3.1.1.2。 

3.1.2.3 渗透压。关注静脉注射用或椎管注射用小容量注射剂

的渗透压范围，处方工艺的改变、添加剂的加入等方面。 

3.1.2.4 添加剂。关注添加剂的品种、加入量、加入的必要性、

合理性以及对药物稳定性的影响。 

3.1.2.5 可见异物。关注与包材的关联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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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无菌分装的注射用粉针 

重点关注晶型、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有关物质、溶剂残留、

包材（如胶塞）相容性、包材（如硅硼玻璃）多种元素杂质的残

留；对于有可能产生聚合物的品种，建议考察其聚合物的水平，

并应评价测定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考察聚合物与有关物质之

间的相关性；探讨有关物质测定方法取代聚合物测定方法的可行

性；考察不同方法测定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3.1.4 滴眼剂 

该剂型属无菌制剂，应对其安全性给予关注，参考注射剂项

下相关要求进行研究，同时应重点关注渗透压、pH、无菌、可见

异物、不溶性微粒、金属性异物等研究项目；关注缓冲剂与抑菌

剂种类、用量合理性、抑菌效力及其对药物稳定性的影响；关注

开启后的微生物污染情况；适当考虑对滴眼液的黏度的评价，分

析处方的合理性、工艺稳定性和使用中的稳定性；适当考虑包装

材料、容器或包装方式对其抑菌效力等质量稳定性的影响。 

3.1.5 生化药品 

3.1.5.1 动物来源生化药品。关注动物的种属是否存在混用或

代用；通过考察组胺、动物感染微生物的蛋白或核酸残留来验证

使用的动物是否符合检疫的要求；关注生产工艺能否有效去除杂

蛋白或核酸残留；关注添加剂与渗透压；关注高分子物质；考察

辅料对含量测定的干扰；关注活力测定方法的专属性；关注抗生

素残留问题；关注标准中未涉及的安全性项目（如：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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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毒性，热原或细菌内毒素等）。 

3.1.5.2 合成肽类生化药品。重点关注纯度与有关物质方面。 

3.1.5.3 多糖类生化药品。关注多糖的分子量与分子量分布及

其测定方法的科学性；关注在水系溶液中多糖分子水合化对分子

量测定的影响；关注生物来源杂质；此外对于取代多糖还应关注

取代度。 

3.1.6 其他制剂。结合其剂型的质量特性，重点关注与其风险

点及关键质量参数相关的项目（如：高水活性液体口服制剂，可

结合工艺评估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污染风险或其他不可接受微生

物污染风险）。 

3.2 中成药 

3.2.1 口服制剂 

3.2.1.1 药材、饮片。重点关注提取物是否有质控指标进行控

制，质控指标的选择是否科学，质控指标的限度是否合理等；关

注药材的基原、产地，关注药材品质；考察是否存在生产过程中

投入使用假劣药材或饮片的情况（如：使用染色药材、硫磺熏蒸

药材、增重药材，使用非药用部位，冒充贵细药材等）。关键中

间体研究可参照《中药新药质量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关注质控

指标与药材品质、生产工艺是否正相关。 

3.2.1.2 生产工艺。关注不同企业不同生产工艺对药品质量的

影响，特别是药材前处理情况，是否切片或粉碎，切片的厚度及

粉碎的粒度；药材煎煮或提取时间；生产工艺中有效成分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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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考察是否存在未按批准的处方投料、未按批准的工艺生产

等情况，是否存在掺伪投料、少投料以及未按处方进行提取物投

料或原粉投料；结合不同年龄群体可能的敏感性，考虑中药、天

然药物的特点；关注中成药中添加的药用辅料的合理性，尤其是

防腐剂、增溶剂、着色剂、矫味剂的种类和用量对于药效的影响。

蜜丸应关注蜂蜜用量与质量。 

3.2.1.3 质量控制。重点关注无专属性检验项目或专属性检验

项目较少的品种；重点关注标准中未控制的药味，包括定性与定

量；可尝试用指纹图谱、特征图谱、一标多测、浸出物或固形物

等项目来控制；针对处方含毒性药味或现代研究表明含有毒性成

分的药味，应关注毒性成分的质量控制。 

3.2.1.4 安全性。如有药材原粉投料，应关注农药残留、重金

属、微生物、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如有朱砂、雄黄等药味，应关

注汞与砷的价态；如有易霉变药材，应关注真菌毒素；如存在关

键中间体的制备，应关注有机溶剂残留、树脂残留等；如有动物

药原粉投料，还应关注兽药残留。 

3.2.2 注射剂 

3.2.2.1 药材、饮片。同 3.2.1.1。 

3.2.2.2 生产工艺。生产工艺的合理性、科学性；特别是分析

灭菌工艺的合理性，灭菌条件对药物稳定性的影响。 

3.2.2.3 外观。关注溶液的颜色及其均一性、澄清度、不溶性

微粒与可见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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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添加剂。重点关注表面活性剂的种类、来源与加入量，

关注稳定剂、抗氧化剂与等渗剂等。 

3.2.2.5 渗透压。关注渗透压范围；关注影响中药注射剂渗透

压的因素：如有机溶剂、无机杂质、有机杂质、添加剂都会导致

渗透压升高，或影响渗透压测定时无法析出冰晶的情况。 

3.2.2.6 高分子杂质。重点关注残留异性蛋白、鞣质等高分子

杂质，可采用高灵敏度的方法进行研究。 

3.2.2.7 质量控制。关注热原、无菌、异常毒性、过敏反应、

降压物质等安全性项目；关注吐温 80 等助溶剂的用量，评估对

安全性带来的影响。 

3.2.3 软膏剂 

3.2.3.1 药材、饮片。同 3.2.1.1。 

3.2.3.2 生产工艺、添加剂、质量控制等。关注微生物限度或

无菌、防腐剂用量合理性及抑菌效力、含细粉软膏剂的粒度。 

3.3 中药饮片 

重点关注药材的基原、产地、采收加工、炮制工艺；关注药

材的品质；关注辐照灭菌对饮片质量（包括：性状、药效、辐射

残留等）的影响；考察是否存在使用假劣药材、染色药材、硫磺

熏蒸药材、增重药材及使用非药用部位生产饮片的情况；直接口

服的中药饮片还应该关注微生物限度项。 

3.3.1 植物类中药饮片 

3.3.1.1 来源。考察药材的本草考证情况，重点关注药材的基



 —— 10 —

— 

原、历史沿用以及不同地方炮制规范习用等情况；考察是否混有

非药用部位、掺杂使假等现象，建议采用专属性强的理化方法或

基因检测等方法进行确认；如遇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情况应加以

充分说明。 

3.3.1.2 种植采收加工与炮制。重点关注是否存在中药材种植

不规范、种植年限不够、不适宜产区种植、滥用农药、抢青采收

等现象；关注不同种植方式及采收加工方法是否符合药典规定，

不同产地、生长年限、采收季节、采收时间、采收加工方法是否

会对药材的品质造成影响以及影响规律；炮制过程重点关注炮制

工艺是否合理，比较现代炮制方法与传统炮制方法的优劣势，比

较不同炮制规范中规定炮制工艺关键点的异同，采用辅料炮制的

饮片还应该关注辅料用量和质量以及对饮片品质的影响；关注炮

制前后品质的变化。 

3.3.1.3 质量控制和评价。重点关注影响中药材及饮片品质的

关键性因素（包括：品种、产地、生长年限、采收季节、采收加

工方法、炮制、存储、使用、人为的掺杂掺假及检验方法不当造

成的影响）；重点关注质控指标的选择、检验参数与限度设置的

科学性与合理性，可综合性状、鉴别、检查、浸出物、含量测定

等多个项目进行评价，可尝试建立指纹图谱、特征图谱、一标多

测、浸出物或固形物等方法来综合评价和控制；关注炮制对药材

质量的影响。 

3.3.1.4 安全性。重点关注农药残留、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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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有易霉变药材，应关注真菌毒素；关注是否有使用染色药

材、硫磺熏蒸药材、增重药材生产中药饮片等现象，并建立合适

的方法加以控制；关注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人体的影响；直接口服

的中药饮片还应该关注微生物限度项；含毒性成分的药材应关注

毒性成分含量的高低，必要时增加限度检查；此外还应关注存储

不当造成的走油、虫蛀、风化、潮解和黏连等现象。 

3.3.2 动物类中药饮片 

3.3.2.1 来源。重点关注动物的种源，是否存在混用或代用等

问题；关注养殖方法是否存在不规范养殖等问题；其余同植物类

中药饮片。 

3.3.2.2 采收加工与炮制。重点关注防腐方法；关注动物非药

用部位的去除；其余同植物类中药饮片。 

3.3.2.3 质量控制。关注灰分、水分等检查项；关注动物类特

异性成分的定性定量检查方法；其余同植物类中药饮片。 

3.3.2.4 安全性。重点关注真菌毒素、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农

药残留（杀虫剂等）、兽药残留、二氧化硫熏蒸等安全性问题；

其余同植物类中药饮片。 

3.3.3 矿物类中药饮片 

3.3.3.1 来源。重点关注药材是否为天然或人工合成，其余同

植物类中药饮片。 

3.3.3.2 采收加工与炮制。重点关注炮制工艺（如：煅的时间

和温度）；其余同植物类中药饮片。 



 —— 12 —

— 

3.3.3.3 质量控制。同 3.3.1.3。 

3.3.3.4 安全性。重点关注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等问题；对于朱

砂、雄黄等药材，应关注汞与砷的价态问题；其余同植物类中药

饮片。 

3.3.4 菌类中药饮片 

3.3.4.1 来源。重点关注菌种的不纯与退化；关注寄生物的品

种或培养基质问题；其余同植物类中药饮片。 

3.3.4.2 采收加工与炮制。重点关注菌类中药材种植中菌种有

害突变或感染病毒；其余同植物类中药饮片。 

3.3.4.3 质量控制。重点关注菌类药材特异性成分的定性定量

测定；其余同植物类中药饮片。 

3.3.4.4 安全性。重点关注农药残留、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添

加剂污染、微生物污染等问题；其余同植物类中药饮片。 

3.3.5 树脂、加工品及其他类别 

3.3.5.1 来源。重点关注药材是否为天然或人工合成；关注原

植物的基原和产地；其余同植物类中药饮片。 

3.3.5.2 采收加工与炮制。关注不同企业不同产地加工工艺、

生产工艺对药材质量的影响，特别是药材前处理情况，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工艺残留、杂质；发酵药材可关注加工后酶活性的变化；

关注储存温度对药材质量的影响。 

3.3.5.3 质量控制。树脂类药材关注不同树脂的掺假问题；其

余同植物类中药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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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4 安全性。同 3.3.1.4。 

3.4 生物制品 

3.4.1 生产工艺。关注不同企业产品生产工艺的差异可能对

产品质量产生的影响；关注生产工艺是否能有效去除杂蛋白或核

酸残留等杂质；关注病毒或外源因子残留风险；关注有效成分是

否有聚集现象发生；关注保存期间的降解模式。 

3.4.2 不同企业产品质量的相似性。关注国内外、不同企业产

品的质量差异；关注同企业产品的批间一致性。 

3.4.3 质量标准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重点关注生物学活

性、纯度、杂质等关键质量属性；关注可见异物、微细可见异物

及不溶性微粒等的分布及来源。 

3.4.4 包材相容性。关注包材中元素的迁移情况，包括重金属

离子、抗氧剂、有机物等。 

3.4.5 其他质量扩展研究。随着新技术、新手段、新发现的出

现，对产品进行的研究。 

3.5 药用辅料 

重点关注安全性指标、功能性相关指标、不同来源产品的质

量比对、药用辅料与药物的相容性和稳定性研究，以及对佐剂的

质量进行研究。 

3.5.1 安全性指标 

3.5.1.1 有关物质。同 3.1.1.2。 

3.5.1.2 元素杂质残留。结合生产工艺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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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3 有机溶剂残留。结合生产工艺进行考察。 

3.5.1.4 其他。对于供注射用的药用辅料，应关注不溶性微粒、

高分子杂质、细菌内毒素、无菌（不进行终端灭菌的注射剂）或

微生物限度（进行终端灭菌的注射剂）等项目。 

3.5.2 功能性相关指标 

根据药用辅料的类别对相应的功能性指标进行考察；关注不

同来源，不同型号，不同级别的产品相关功能性指标的差异。 

3.5.3 不同来源产品的质量比对 

关注国内外、不同级别、不同生产工艺等不同来源产品的质

量差异。 

3.5.4 药用辅料与药物的相容性和稳定性研究 

结合药用辅料的质量特性、制剂应用等方面，对注射剂中使

用的药用辅料与药物的相容性和稳定性进行考察。 

3.6 药包材 

研究项目可参照《化学药品注射剂与药用玻璃包装容器相容

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化学药品注射剂与塑料包装材料

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化学药品与弹性体密封件相容性研

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化学药品注射剂生产所用的塑料组件

系统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南（试行）》《化学药品注射剂包装系统密

封性研究技术指南（试行）》等。重点关注材料及包装系统的安

全性、相容性、密封性、功能性以及不同来源产品质量对比。 

3.6.1 材料安全性。关注抗氧剂、增塑剂、稳定剂等各种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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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剂的种类、加入量、加入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对药物安全性

的影响；关注是否存在使用和混用再生料的情况；关注加工过程

中使用印刷物、黏合剂、添加剂、残留单体、小分子化合物等有

害物质残留情况。 

3.6.2 相容性。关注化学助剂（如抗氧剂、增塑剂等）、金属

元素以及挥发性成分、降解产物等物质与药物相容性。关注印刷

物、黏合剂、添加剂、残留单体、小分子化合物等，及其降解产

物向药物的迁移；关注药物活性成分或功能性辅料被药包材的吸

附；关注经包装药物后药包材的质量变化情况（如：玻璃容器的

脱片、胶塞的硅油等）。 

3.6.3 功能性。关注包装容器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带来的风险

以及影响；关注药包材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工艺、步骤以及部件质

控情况（如：玻璃安瓿的折断面不平整、输液组合盖穿刺漏液、

落屑、注射剂瓶的冷冻破裂、防儿童开启失效、多室袋虚焊等）。 

3.6.4 保护性。关注包装容器对药品的保护性能；关注药包材

的材质选择、物理性能以及密封完整性等要求；对密封性能、阻

隔性能、机械性能、跌落性能以及避光性能等进行考察。 

4 问题发现与处置 

4.1 问题报送 

4.1.1 发现相关企业涉嫌存在掺杂掺假、违法违规生产等行

为，经研判认为可能存在较为严重风险隐患，需要对相关企业或

单位开展现场核查的问题，承检机构应在明确相关问题后及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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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情况上报组织探索性研究的药品监管部门，上报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按基本情况、发现的问题、原因分析、风险研判、监管建

议以及附件（如新建方法，至少包括方法正文及起草说明）等。 

4.1.2 发现抽检品种在处方工艺、质量控制、原辅料使用、标

签、说明书等方面的问题，尚未发现相关产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

存在严重不良后果，经研判认为通过持有人自查自纠可予控制的

一般问题，承检机构应按照组织探索性研究的药品监管部门的工

作要求，将有关情况汇总后统一上报。 

4.1.3 发现抽检品种的药品标准在项目设置、检验方法、限度

值规定，以及不同注册标准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对产品质量的影

响等问题，承检机构应加强与药品标准管理部门的沟通，按照国

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的起草要求完成标准研究工作，将明确的标

准完善建议上报组织探索性研究的药品监管部门；或者按照药品

标准管理部门的有关要求，直接将相关材料同时报送药品标准管

理部门。 

4.1.4 发现抽检品种存在掺杂掺假嫌疑并研究新建药品补充

检验方法的，承检机构应按《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管理工作规程》

（食药监科〔2016〕155 号）和《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指南》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 年第 7 号通告）有关要求，按程序报

批，同时报告组织探索性研究的药品监管部门。 

4.1.5 除上述发现的问题及建议外，探索性研究如有其他有

助于加强药品监管，促进药品质量提升的成果和建议，可参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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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规定进行报送，并在此处阐述问题的基本情况、问题原因、监

管建议等内容。 

4.2 问题处置 

组织探索性研究的药品监管部门需根据承检机构发现并报

送的风险问题和监管建议，组织分析研判并按程序逐一处置。 

对经研判认为需开展现场检查的，应部署有关检查机构或直

接派出检查组开展现场检查，根据检查结果依法处置，必要时应

视情况开展延伸检查；对经研判认为可组织相关企业排查整改的，

可将有关情况通报涉及企业，由企业自行开展排查并整改；对经

研判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以明确有关情况的，可商请相关职

能部门配合核实；对经研判认为相关问题尚不明确或需要提供更

多资料、数据的，应组织相关承检机构进一步深入研究。 

对经研判认为相关产品可能存在用药风险的，应立即采取有

效风险控制措施，或组织相关持有人开展评估，并监督持有人对

存在质量问题或其他安全隐患的药品采取主动召回等风险控制

措施，对应当召回而未采取召回的，要责令召回。 

如涉及外省相关企业的，需由组织探索性研究的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通报涉及相关企业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对发现抽检

品种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或其他重要问题，应报告国家药监局

药品监管司。 

5 质量分析工作要点 

根据组织探索性研究的药品管理部门的要求，承检机构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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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调研、检验和探索性研究结果，统计分析药品质量与处方、原

辅料、生产工艺、包装材料、检验项目等因素的相关性（统计学

分析要点见附件 1），分析影响药品质量的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

对承检品种的总体质量状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承检机构可参考综合评分方法（见附件 2）对各持有人样品

的质量进行综合评分，用表列出参加评分的检验项目与权重系数

及企业评分情况，如果对本指导原则项目评分计算方法进行了修

改，则还应说明修改的理由；按评分由高到低顺序列出各持有人

的综合评分。 

承检机构可综合上述工作，撰写承检品种的质量分析报告

（见附件 3），为药品检查、检验、监测、审评审批、标准提升等

日常监管工作提供进一步的技术支撑和数据积累。 

 

附件：1.统计学分析要点 

2.综合评分方法 

3.质量分析报告撰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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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统计学分析要点 

 

1 检验数据的统计描述 

1.1 统计表。统计表是以表格形式简明阐述数据关系的一种

方式。一张表只表达一个中心内容。统计表标题表达的主词放在

表的左侧，作为横标目；宾词放在表的右侧，作为纵标目；数字

内容一般用小数点对齐，符号内容一般居中，无内容时用“－”表

示，数据缺失时用“…”表示；表格一般不设纵线。 

1.2 统计图。统计图是以图型直观阐明数据关系的方式。 

统计地图：统计地图用于表述统计量在不同地域的分布情

况，数据用散点或颜色来表示。 

饼图：饼图是以圆形面积作为 100%，以若干个（两个以上）

扇形表示事物内部构成所占的比例。 

条图：条图是用相同宽度、不同长度的直条表示相互独立的

统计量的大小，条图横坐标一般为定性变量，纵标为定量变量。 

频数分布图（直方图）：频数分布图是以各直方面积描述各组

频数的分布情况。频数分布图直观简洁，是定量资料分析的重要

方法，可以发现数据的分布情况，便于发现特异数据，估计正常

值，初步评价限度设定的合理性等。 

散点图：散点图表示两个定量变量之间的大致关系，判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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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或分布模式。 

折线图：折线图是用线段表示数据值的变化，用于描述统计

量随另一连续变量变化的趋势，通常是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箱式图：箱式图是探索数据的重要分析工具，其给出的信息

量更丰富。箱式图用于多组数据平均水平和变异程度的直观分析

比较，每组数据均可呈现其最小值、最大值、中位数、下四分位

数和上四分位数，可以反映数据的变异程度，观察数据的分布特

征，如：正态分布、左偏分布、右偏分布还是其他类型的分布。

简单的箱式图是以下四分位数和上四分位数为箱型方框的上下

边，以最大值、最小值为线的上下端，在箱型方框中标出中位数

的位置。 

2 两组数据均数比较的 t 检验 

两组数据均数比较的 t 检验方法有：总体方差相等的 t 检验、

总体方差不等的 t’检验和配对 t 检验。 

同一批样品在两个不同地方抽检数据的比较，或者同一批样

品在两个不同时间的抽检数据的比较，应使用配对 t 检验。 

3 多组数据均数比较的方差分析 

超过两组数据的均数比较应使用方差分析（F 检验）。 

两组以上完全随机设计数据的均数比较应使用完全随机设

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完全随机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结果只能反映

出各组数据均数是否有差异，如有差异，不能说明两两之间都有

差异。如需进一步分析两两之间是否有差异，则应进行多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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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数间的多重比较分析。 

用完全随机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多组数据均数有

差异时，用 LSD-t 检验和 SNK-q 检验进行两两之间的比较。 

4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将随机数据归类的统计学分析方法。适用于对数

据规律尚不清楚，不知道应分为几类的数据分类分析。聚类分析

的方法较多，应根据专业知识选择合适的聚类分析方法。 

聚类分析常用于数据的探索性分析，其结果应密切结合专业

知识，一般可尝试多种聚类方法分类，以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聚类分析的步骤一般有：①选择一种聚类方法进行计算；②

对计算的结果用专业知识进行解释；③如果分类结果无法以专业

知识解释，尝试另一种聚类分析方法，直至分类结果符合专业知

识的解释（如：中药材或中成药中某种成分定量测定的数据，由

于中药成分的变化差异较大，可以用聚类分析将测定的数据进行

分类）。 

5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统计方法，包括二元

线性相关分析、多元相关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 

二元相关分析是研究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相关性的统计

方法。药品检验中，样品溶液的颜色与有关物质是否相关，有关

物质是否是与贮存时间相关等分析应使用二元相关分析。 

多元相关分析是研究一个变量与多个自变量相关性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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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例中，有时样品溶液的颜色可能与原料的质量、晶型、

有关物质、贮存时间、贮存的温度与湿度等因素存在关系，这时

应使用多元相关分析。多元相关分析要求应变量是连续变量，自

变量可以是连续变量也可以是分类变量或有序变量。 

典型相关分析是研究两组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统计方法。例

如，上例中，有时样品溶液的颜色、澄清度等可能与原料的质量、

晶型、有关物质、贮存时间、贮存的温度与湿度等因素存在关系，

这时应使用典型相关分析进行数据分析。 

相关分析步骤一般有：①将需分析的参量输入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计算；②对计算的结果中不相关的参量剔除，剩余参量重新

输入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算；重复此步骤，直至剩余参量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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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综合评分方法 
 

综合评价是依据多个指标、多个因素对药品质量评价对象作

出评价，并排出优劣顺序的统计学方法。综合评价的方法较多，

药品抽检采用的综合评分法是基于检验结果的评分方法，其一般

步骤如下： 

（1）成立综合评分小组，小组成员不少于 3 名。 

（2）专家小组根据法定质量标准、补充标准、探索性研究中

拟作为修订或增订并报国家药典委员会审批的检验标准，或拟作

为上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补充检验标准，选择反映药品质

量的主要检验项目作评价指标。 

药品评价抽检中，选择可量化的、能区分不同企业产品质量

差异的主要项目作为评价指标，评价项目应包括检出的不符合规

定项目。口服固体制剂可选择的项目如：溶出度、有关物质、含

量测定等。注射剂可选择的项目如：澄清度与颜色、有关物质、

水分、干燥失重、含量测定等。对于所有样品检验结果全部符合

规定的符合性检查项目，如鉴别、热原、无菌等可不选择，但一

旦这些项目有不符合规定时，应选择并进行量化处理。评价指标

一般选择 3～5 项即可。 

（3）专家小组研究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权重系数一般

在 0.6～1 之间。对药品质量影响大的项目权重系数大些，对药

品质量影响小的项目权重系数小些。选择的评价指标中，对药品

质量影响最大项目的权重系数设为 1，对药品质量影响最小项目

的权重系数设为 0.6，其他项目的权重系数在 0.6～1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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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药品抽检所选择评价项目的满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

说明质量越好。符合规定项目的最低分为 60 分，最高分为 100

分，不符合规定为 0 分。各检验项目评分可参考如下方法计算。 

（5）先按法定标准计算综合评分，再按法定标准加探索性研

究计算综合评分。 

①定量检验项目 

定量检验项目采用离差法计算评分值。首先确定量值的限度

范围、限度均值，然后根据检验值与限度均值的差确定检验项目

的评分，如含量测定、有关物质检查、溶剂残留等项目。 

有上限与下限规定范围的检验项目 

假设该项目规定范围为 a～b，a 为下限，b 为上限，测得值

为 C，其评分按下式计算： 

 

只有上限规定的检验项目 

假设该项目规定上限为 b，默认低限一般为 0，测得值为 C，

其评分按下式计算： 

 

只有下限规定的检验项目 

假设该项目规定下限为 a，测得值为 C，其评分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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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半定量检验项目 

对于半定量检验项目，应当根据专业知识将检验项目结果分

成不同等级，依据不同等级用专家评分法确定评分。如重金属检

查、澄清度检查、溶液的颜色等项目。 

假设该项目可以分为 L 个等级，从 0 开始，每增加一个等级

加 1，例如，某项分 5 个等级，分别表示为 0、1、2、3 和 4。等

级越小质量越好，测得值为第 C 个等级，其评分按下式计算： 

 

③定性项目 

定性项目通常只有两种结果，如符合规定与不符合规定、呈

正反应与不呈正反应等，如无菌、降压物质、过敏反应检查等。

这类检验项目用专家评分法确定评分，按下式计算： 

 

④含量均匀度 

中国药典含量均匀度分为初试与复试，进入复试的说明产品

的均一性可疑，应当与初试区分对待。计算 AV 值：  

判定限度，L=15、20、25。 

初试符合规定的，其评分按下式计算： 

 

复试符合规定的，其评分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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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重（装）量差异 

 

RSDMax 为所有符合规定批重（装）量差异 RSD 的最大值。 

⑥溶出度或释放度 

 

RSDMax 为所有符合规定批溶出度或释放度 RSD 的最大值。 

（6）计算每个批号样品综合评分： 

  

式中：Mj 为批的分值，wi 为项目的权重系数，Mi 为项目的

分值。 

（7）以各企业的样品评分值的平均值或中位值进行评价，并

考虑各企业抽检总批次对评分值的影响。 

（8）根据综合评价结果，结合专业知识，调整、修改选择评

价指标与权重系数，逐步实现科学评价。 

复方口服固体制剂有 N 个溶出度（或含量测定）检查时，应

当视为 N 个检验项目，应有各自的权重系数；有些检验项目有多

个指标，如有关物质项有单杂、特定杂质和总杂的规定时，假设

有关物质重权系数为 0.9，可将有关物质拆分为 N 个检验项目，

但此 N 个检验项目的权重系数之和为 0.9，仍相当于一个检验项

目；释放度检查多个取样点可类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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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质量分析报告撰写指南 

 

 

 

××××年××药品抽检 

××××（品种名称）质量分析报告 

 

 

 

 

 

 

 

 

××××××（承检机构全称）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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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字体） 

 

摘要 

正文…… 

 

一、基本信息 

（一）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应包括本品的历史沿革（尽可能包含国内首研企业

的详细情况，首次申报企业获批情况，委托生产企业品种的标准

变更情况等）、剂型（药用辅料为级别、药包材为型号）、规格、

包装、适应症或功能与主治（药用辅料为应用或用途、药包材为

功效或用途）及不良反应（药用辅料和药包材为安全性信息或注

意事项）；部分特性描述（如：生物学特性、药剂学特性、理化

特性）。 

正文…… 

 

（二）原料药合成工艺 

本部分应简要叙述原料药的批准文号数量、在产企业数以及

本次抽样涉及的原料药生产企业情况，原料药主要合成工艺、药

包材原材料的制造工艺情况，以及中药材炮制工艺（如有）、来

源、采收季节和产地加工等信息；并分析原料药与制剂的对应关

系。 

正文…… 



 —— 29 —— 

（三）国内外标准情况与对比分析 

本部分需用表的形式逐项列出本品国内现行标准与国外标

准的检验项目、简要的检验方法和限度（如有）、分析现行药品

标准的优劣。 

正文…… 

 

二、调研 

（一）调研方案 

调研方案应包括调研目的、调研方式、时间安排和调研问卷

等内容，问卷的内容应根据药品特点设计。 

正文…… 

 

（二）调研结果 

调研结果应简要叙述调研问卷的反馈情况及其他调研获取

的信息，对反馈信息采用适宜的方法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在附件

列出。 

正文…… 

 

三、样品信息 

（一）批准文号情况 

本部分应说明抽检品种的持有人数量、批准文号的数量（如

有进口批准文号单独列出）、药包材的备案登记号数量及关联信

息，并按不同剂型逐项分析。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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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品的剂型、规格与包装情况 

本部分应说明抽检品种的剂型（药用辅料为级别、药包材为

型号）、规格及各自的批数与比例，并分别说明不同企业的包装

材料与包装情况。 

正文…… 

 

（三）样品批数 

本部分应说明抽检的样品总批次、涉及的批准文号（备案登

记号）数及其比例、涉及的持有人数及其比例、抽样的批次与比

例、未覆盖的持有人数及其比例（持有人数量小于 20 时在正文

用表列出，大于 20 时在附件中列出）、从经营企业及医疗机构抽

取样品的数与比例。对纳入国家集中采购品种的，应说明国家集

中采购品种中选企业的抽样批次数、持有人数、批准文号数等情

况。 

正文…… 

 

（四）样品分布 

本部分需用统计地图或统计表列出样品抽样批次与地区比

例分布情况；用图形或统计表列出样品在生产、经营（药用辅料

为使用企业）、使用单位抽检的批次与比例分布情况。 

正文…… 

 

四、处方与生产工艺 

本部分需说明通过调研等方式获得的处方（药包材为配方）

和生产工艺情况，不同持有人处方（配方）与工艺的差别（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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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料、药包材为不同来源产品质量对比）。以 1000 个制剂单位

（中成药可以制法的制剂单位）列出处方主药与辅料，用流程图

简要表述生产工艺流程。 

正文…… 

 

五、依据标准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总检验结果 

本部分需详细说明检验样品数、符合规定数与百分率、不符

合规定数与百分率。不符合规定样品信息应以统计表列出，包括

但不限于标示上市许可持有人、标示生产企业、批号、批准文号

（或备案登记号）、制剂规格、抽样环节、检品来源（被抽样单

位）、检验依据、不符合规定项目。 

正文…… 

 

（二）分项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部分需按现行标准的检验项目，逐项叙述该项检验结果与

项目合格率（如：性状、鉴别等），并简要列出检验方法与限度，

样品与对照品的典型图谱或照片，该项目合格率。 

对不符合规定的，应列出详细数据，包括图谱与照片，并分

析可能造成不符合规定的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及解决办法。 

对定量数据检验项目（如：pH 值、水分、含量等），需使用

频数分布图列出检验结果，分析检验结果的分布与该项目检验方

法和限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于样品批数大于等于 6 的持有

人，用箱式图列出涉及持有人的检验结果，分析质量差异。 

详细的检验数据，需用表的形式在附件中列出，表的纵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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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有人、批号、执行标准、检验项目（如有多个检验项目按

标准顺序列出）、检验结论；有关物质应列出单杂和总杂，溶出

度应列出 6 个或 12 个数据，含量均匀度应列出平均值、标准差

和 A+kS 值。 

对药包材物理性能或功效性能，需按标准的计数抽样要求应

列出每个样品的检测数据（超过 10 个抽样数量的可以列出结果

数据范围）或平均值。 

正文…… 

 

六、探索性研究及其检验结果分析 

（一）开展探索性研究项目及其目的 

叙述开展探索性研究的项目，研究目的，采用的主要方法及

标准（方法或标准应标明来源，如自行开发的方法或引用其他药

典或产品注册标准等）。 

正文…… 

 

（二）探索性研究及其检验结果分析 

本部分需逐项叙述探索性研究项目详细研究方法，样品与对

照品的典型图谱或照片，研究结果与结论；方法学需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附录分析方法验证指导原则验证，详细方法学验

证内容在附件中列出。 

如果该项目拟作为修订或增订检验标准，或拟作为补充检验

标准，则应说明修订或增订检验项目的依据，限度修订或设定的

依据，对选取每个厂家每个规格各 3 批以上样品进行检验的结果

按“依据标准检验结果与分析”进行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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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修订或增订标准资料按药品标准提高有关要求或药品标

准管理部门工作要求整理，拟补充检验标准资料按药品补充检验

方法申报有关要求整理。相关上述资料应在附件中列出。 

正文…… 

 

（三）探索性研究总检验结果 

依照探索性研究方法涉及的相关项目（包含拟修订、增订或

拟补充标准检验项目，以及某些探索性研究项目结果有不符合规

定情况，但经评估认为不需纳入标准的检验项目等），计算总合

格率。 

正文…… 

 

（四）影响本品质量主要因素分析 

通过调研、标准检验、探索性研究，统计分析药品质量与处

方、原辅料、生产工艺、包装材料、检验项目等因素的相关性，

分析影响药品质量的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 

正文…… 

 

七、综合评分 

按附 1 对各持有人样品质量进行综合评分，用表列出参加评

分的检验项目与权重系数及企业评分情况，如果对本指导原则项

目评分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改，则还应说明修改的理由；按评分由

高到低顺序列出各持有人的综合评分。 

由于药包材的物理性能或使用性能指标，与药品检验项目不

同，其权重系数、评定标准及判定规则参考打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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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八、发现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一）涉嫌存在掺杂掺假、违法违规生产等行为，经研判认

为可能存在较为严重风险隐患，需要对相关企业或单位开展现场

核查的问题。 

本部分主要包括探索性研究发现的涉嫌掺杂掺假、非法添

加、不投料、低限投料、替代投料、染色、清场不净、物料间交

叉污染、擅自改变生产工艺、原辅料质量控制不严等违法违规需

对相关企业或单位开展现场核查的风险。行文要求及研究结果描

述可参照《关于填报国家药品抽检发现的药品质量风险信息的

函》（监督函〔2021〕58 号）的要求执行。 

正文…… 

 

（二）发现抽检品种在处方工艺、质量控制、原辅料使用、

标签、说明书等方面的问题。 

本部分主要包括探索性研究中发现的尚不影响药物安全性

和有效性的风险，包括工艺的优化、生产过程管理的加强等，旨

在帮助企业不断提升药品质量管理水平，主动落实药品质量安全

的主体责任。行文要求及研究结果描述可参照《关于填报国家药

品抽检发现的药品质量风险信息的函》（监督函〔2021〕58 号）

的要求执行。 

正文…… 

 

（三）药品标准在项目设置、检验方法、限度值规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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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注册标准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等问题。 

本部分主要包括在探索性研究中，对现行药品标准提出的改

进方法或完善建议。行文要求及研究结果描述可参照《关于填报

国家药品抽检发现的药品质量风险信息的函》（监督函〔2021〕

58 号）的要求执行。 

正文…… 

 

 

九、总体评价 

在本部分，承检机构可按检验结果、探索性研究检验结果、

综合评分等对承检品种的质量状况作出总体评价，给出“好、较

好、一般、差”的结论。 

正文…… 

 

 

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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