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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实施中国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计划第二批重点项目的通知

国药监科外〔2021〕37号

发布时间：2021-06-28

局机关各司局、各有关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1〕16号），加快推动中国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计划实施，在系统总结首批监管

科学重点项目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经国家药监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发布中国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计划第二批重点项目。

　　请各牵头单位、实施单位按照聚焦前沿、突出重点、强化实效、稳步推进的原则，抓紧研究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明确研究计划，细化研究目标和任务，落实合作单位，

加快创新监管工具、标准和方法，进一步提升药品监管能力和水平，加快创新产品上市步伐，更好满足公众健康需要。

　　本批重点项目执行周期原则上为2年。合作单位原则上依托国家药监局监管科学研究基地和重点实验室。项目实施方案请于7月20日前报科技和国际合作司。

　　

　　附件：中国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计划第二批重点项目

　　

　　

　　

　　国家药监局

　　202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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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n

请输入关键字

      

本站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 版权所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Copyright © NMPA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标识码bm35000001 备案序号:京ICP备1302780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311号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北露园1号 | 邮编：100037 |   联系我们



 —— 1 —— 

附件 

 
中国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计划 

第二批重点项目 
 

一、中药有效性安全性评价及全过程质量控制研究 

（一）研究内容 

围绕加快推进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临床试验三结合审评证

据体系的构建以及中药注册分类的实施，开展中药疗效评价，中药

安全性（毒性）数据库构建，中药材、中药饮片、制剂生产等全过

程质量控制方法，以及中药材、中药饮片评价方法与质量标准研究，

开发符合中药特点的审评审批新工具、新标准、新方法。 

（二）牵头单位：药品注册司 

（三）实施单位：药审中心、中检院、核查中心、药典委 

二、干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评价体系及方法研究 

（一）研究内容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结合国际前沿生物技术产品研发进展和

监管经验，围绕干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评价方法及标准、非临床

研究与评价策略和技术、质量研究与质量控制评价技术等，深入

开发干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非临床评价方法、临床试验优化设计

方法、临床结局等评价新工具、新标准和新方法。 

（二）牵头单位：药品注册司、药品监管司 

（三）实施单位：药审中心、中检院、核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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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实世界数据支持中药、罕见病治疗药物、创新和临床

急需医疗器械评价方法研究 

（一）研究内容 

以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提高临床评价质量和效率、拓展

临床证据来源为目的，围绕应用于中药、罕见病治疗药物审评的

真实世界证据技术评价要求，以及应用于医疗器械审评的真实世

界数据标准、数据获取系统及监管可用性评价方法等，研究符合

中国国情的真实世界数据收集、质量评价、处理和分析标准，形

成真实世界证据支持监管决策的评价新工具、新标准、新方法。 

（二）牵头单位：药品注册司、器械注册司 

（三）实施单位：药审中心、器审中心、核查中心 

四、新发突发传染病诊断及治疗产品评价研究 

（一）研究内容 

聚焦防疫抗疫临床急需，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病原学与防疫

技术体系建设、诊断及治疗产品的研发、评价等，开展新发突发

传染病诊断试剂性能评价、治疗和预防药物研发与评价体系研究，

形成相关技术规范指南和评价技术标准。 

（二）牵头单位：药品注册司、器械注册司 

（三）实施单位：中检院、药审中心、器审中心 

五、纳米类创新药物、医疗器械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控制评

价研究 

（一）研究内容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聚焦纳米科技在创新药物、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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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前沿性、交叉性产品中的应用，深入开展纳米类药物安全性有

效性和质量控制及评价技术、纳米类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控制及评

价技术等研究，形成审评技术规范指南和相关标准。 

（二）牵头单位：药品注册司、器械注册司 

（三）实施单位：药审中心、器审中心、核查中心 

六、基于远程传输、柔性电子技术及医用机器人的创新医疗

器械评价研究 

（一）研究内容 

聚焦新型高端诊疗设备等前沿性、交叉性产品，开展基于远

程/无线传输技术医疗器械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评价、基于柔性

电子技术的新一代穿戴式和有源植入式医疗器械产品安全性有

效性评价、医用机器人检验及评价技术研究，形成检验及评价技

术指南和标准规范等。 

（二）牵头单位：器械注册司 

（三）实施单位：器审中心、中检院、核查中心 

七、新型生物材料安全性有效性评价研究 

（一）研究内容 

针对医疗器械新型生物材料使用过程中的监管与评价问题，

围绕生物 3D 打印等新材料，组织工程类医疗器械产品，创新医

用生物材料，重组胶原蛋白、软骨再生材料、骨科口腔抗菌材料

等，开展性能评价和安全性有效性评价研究，形成相关指导原则

和技术审评体系。开展人工皮肤、角膜替代方法研究，建立基于

中国人源细胞的皮肤模型和基于含黑色素皮肤模型的美白功效



 —— 4 —— 

评价标准等。 

（二）牵头单位：器械注册司、化妆品监管司 

（三）实施单位：器审中心、中检院、核查中心 

八、化妆品新原料技术指南研究和化妆品安全监测与分析预

警方法研究 

（一）研究内容 

针对我国化妆品新原料质量标准不健全、安全评价技术研究

薄弱以及化妆品安全监测评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开展化妆品新

原料质量标准、创新技术化妆品新原料关键技术要点、安全评价

以及化妆品不良反应判断标准和安全风险分析预警方法等研究，

形成我国化妆品新原料质量标准体系发展规划和相关质量标准、

创新技术化妆品新原料技术指南和审评指导原则、化妆品风险物

质在线筛查平台、化妆品不良反应判断标准等，提高我国化妆品

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牵头单位：化妆品监管司 

（三）实施单位：中检院、评价中心、核查中心 

九、恶性肿瘤等常见病、多发病诊疗产品评价新工具、新标

准和新方法研究 

（一）研究内容 

针对恶性肿瘤等常见病、多发病，开展早期诊断及筛查产品

临床评价、模型引导的药物审评技术和标准、以患者为中心的药

物临床试验评价体系、连续制造技术实施和技术要求、伴随诊断

体外诊断试剂监管标准和方法等新工具、新标准和新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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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临床评价、药物研发等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和审评路径。 

（二）牵头单位：药品注册司、器械注册司 

（三）实施单位：药审中心、器审中心、中检院、核查中心 

十、药品、医疗器械警戒技术和方法研究 

（一）研究内容 

围绕药物警戒关键技术及工具、有源和高风险植入类无源医

疗器械安全性监测与评价技术、上市后中药不良反应监测关键技

术等，加强信号识别与预警、验证及风险评估、自动化报告质量

评估等关键技术研究。建设药品医疗器械警戒自发报告和主动监

测系统，持续提高警戒智能化和现代化监测评价能力。 

（二）牵头单位：药品监管司、器械监管司 

（三）实施单位：评价中心、药审中心、器审中心、中检院、

核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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