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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药包材微生物检测指导原则公示稿（第二次） 1 

 2 

9627 药包材微生物检测指导原则 3 

 4 

本指导原则为药包材（主要针对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成品质量控制中微生物检测5 

项目设置、方法建立、接受标准以及检测频次等提供指导。 6 

1 检测项目 7 

药包材的微生物控制对于控制药品微生物污染具有重要意义。药包材成品的微生物检测项目一8 

般包括无菌、生物负载和微生物限度。 9 

无菌药包材一般直接用于无菌工艺生产的无菌药品，药包材生产企业应对灭菌工艺进行充分验10 

证，并按已验证的工艺进行精确控制，确保每批放行产品的无菌性。药包材生产企业宜在企业标准11 

中对无菌药包材成品设置无菌项目，并严格按照放行规程进行产品放行。 12 

用于无菌药品的非无菌药包材，生物负载测定是对其存活微生物总数进行测定的过程，生物负13 

载测定数据有助于药品生产企业清洗和/或灭菌工艺的开发、验证和常规控制。是否要对药包材成品14 

设置生物负载测定项目，一般由供需双方在企业标准或质量协议中规定。供需双方宜基于质量风险15 

管理的要求，根据产品特性、污染控制措施、历史数据等综合评估生物负载测定的必要性。需要指16 

出的是，根据生物负载数据的具体使用目的，在进行生物负载测定的基础上，有时还需对生物负载17 

进行进一步微生物鉴定。基于风险的微生物菌群评估方法对于确保产品质量至关重要。 18 

用于非无菌药品的非无菌药包材，是否要对药包材成品设置微生物限度项目，一般由供需双方19 

在企业标准或质量协议中规定。可参考ICH Q6A等国内外相关技术指导原则评估微生物限度检查的20 

必要性。 21 

2 检测方法 22 

本指导原则规定的检测方法是以微生物繁殖为基础的传统培养方法。随着微生物分析技术的迅23 

速发展，一些快速或实时检测技术可引入到微生物质量控制中。在采用新检测技术时，应根据不同24 

应用场景参考药品微生物检验替代方法验证指导原则（指导原则9201）等国内外相关指导原则进行25 

替代方法的验证。 26 

2.1 无菌检查 27 

药包材无菌检查可参照无菌检查法（通则 1101）进行。 28 

检验数量一般参照无菌检查法（通则 1101）中的“医疗器械”。 29 

无菌药包材需要在洁净区内参与药品的无菌加工，一般需对供试品的内外表面进行无菌检查。30 

鉴于药包材的形制等与药品不同，可按照如下方法或经验证的其他方法进行供试品处理及接种培养31 

基，未列出的品种可参照进行。 32 

预灌封注射器、软膏管、橡胶密封件等供试品 取供试品，必要时将其拆散或切碎，等量接种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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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管足以浸没供试品的适量培养基中。 34 

塑料瓶、滴眼剂瓶、软袋等供试品 取供试品，分别用冲洗液充分冲洗供试品内外表面，将冲洗35 

液合并，然后参照无菌检查法（通则 1101）“水溶性液体供试品”项下方法操作。 36 

2.2生物负载测定 37 

2.2.1 方法设计 38 

样品数量生物负载水平的常规监测通常取 3~10 个供试品。 39 

样品份额一般采用整个供试品进行生物负载测定。若存在实验室容器难以容纳整个供试品等情40 

况，可使用代表性部分进行，如片材类药包材可依据表面积确定样品份额。 41 

微生物采集根据药包材的形制，常用的微生物采集方法包括振摇法（机械或人工方式）、冲洗42 

法、超声波洗脱法、袋蠕动法等，其中振摇法和冲洗法最为常用。一般可采用 pH 7.0 无菌氯化钠-43 

蛋白胨缓冲液、0.9%无菌氯化钠溶液等洗脱液，必要时采用含表面活性剂（聚山梨酯 80 或卵磷脂）44 

的洗脱液进行药包材微生物的采集。 45 

接种培养基接种培养基的方法一般包括：薄膜过滤法、平板倾注法、平板涂布法。根据药包材46 

的低生物负载特性，接种培养基宜优先采用薄膜过滤法。洗脱液过滤后，转移滤膜菌面朝上贴于适47 

宜的培养基上进行培养。 48 

微生物培养培养条件应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微生物类型后进行选择。药包材不太可能受到专性厌49 

氧菌的污染，可不考虑该测试。一般可将需氧菌、霉菌和酵母菌合并测试，将全部的供试液过滤到50 

一张滤膜上，放置在合适的通用培养基上（如胰酪大豆胨琼脂培养基）进行培养（如 20°C～25°C51 

培养 2～3 天，30°C～35°C 培养 3～4 天），或者其他经验证的培养条件。其中培养基的配制、灭52 

菌、贮藏以及质量控制等宜符合非无菌产品微生物限度检查：微生物计数法（通则 1105）、药品微53 

生物实验室质量管理指导原则（指导原则 9203）的要求。 54 

微生物计数采用薄膜过滤法进行微生物计数时，每张滤膜上的菌落数宜不超过 50cfu。以相当于55 

1 个供试品的菌落数报告测定结果。 56 

2.2.2 方法验证 57 

生物负载测定的方法验证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一是评估测试方法的适用性，以证明测试过程58 

对微生物无生长抑制作用，可参考非无菌产品微生物限度检查：微生物计数法（通则 1105）进行。59 

二是评估测试方法的回收率，用回收率的校正因子对结果进行校正以补偿无法完全从产品和/或微生60 

物培养中采集的微生物数量，方法回收率试验一般采用人工接种产品的方式，可参考 GB/T19973.161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微生物学方法第 1 部分：产品上微生物总数的确定》进行。 62 

2.3 微生物限度检查 63 

药包材微生物限度检查可参照非无菌产品微生物限度检查：微生物计数法（通则 1105）、非无64 

菌产品微生物限度检查：控制菌检查法（通则 1106）进行，优先采用薄膜过滤法。 65 

容器类、实体类等供试品的检验量不少于 5 个；片材类供试品的检验量不少于 500cm2（按单面66 

计），取 5 等份，每份 100cm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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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当于1个或100cm2供试品的菌落数报告需氧菌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结果，以相当于1个68 

或100cm2供试品中是否检出控制菌报告控制菌检查结果。 69 

鉴于药包材的形制等与药品不同，可按照如下方法或经验证的其他方法进行供试液制备，未列70 

出的品种可参照进行。 71 

容器类（瓶、管等）供试品取供试品，采用冲洗法，每个供试品分别加入一定体积（依供试品72 

标示容量按比例确定）冲洗液，振摇一定时间，充分冲洗供试品内腔，将冲洗液合并，即得供试液。73 

在振摇之前，采用适宜的方式将供试品密闭（如将瓶盖旋紧、用夹子将管尾端密闭等）。 74 

实体类（密封件、垫片等）供试品取供试品，采用振摇法，合并供试品投入盛有一定体积（依75 

供试品个数按比例确定）冲洗液的无菌容器中，振摇一定时间，充分冲洗供试品，即得供试液。必76 

要时，可预先剪碎处理。视情况可分别冲洗供试品，将冲洗液合并，即得供试液。 77 

片材类（铝箔、膜、硬片等）供试品取供试品，采用振摇法，每份供试品分别投入盛有一定体78 

积（依供试品取样面积按比例确定）冲洗液的无菌容器中，振摇一定时间，充分冲洗供试品，将冲79 

洗液合并，即得供试液。必要时，可预先剪碎处理。视情况可合并供试品制备供试液。 80 

3 接受标准 81 

3.1 无菌检查接受标准 82 

无菌检查接受标准应符合无菌检查法（通则 1101）的规定，应无菌生长。 83 

3.2 生物负载水平 84 

生物负载的可接受水平是基于生产过程正常运行条件下收集到的历史数据建立的，反映了生产85 

过程的风险控制要求限值。同时，生物负载水平的建立也宜考虑随后清洗和/或灭菌工艺的经济性以86 

及对药品内毒素水平的影响等。在满足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考量的基础上，一般由供需双方87 

在企业标准或质量协议中规定。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特殊的药包材需要在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加工后88 

使用，比如共挤膜加工成输液袋等，其加工工艺可能会影响药包材出厂时的生物负载水平，药品生89 

产企业宜对加工工艺带来的生物负载水平的变化进行合理评估。 90 

3.3 微生物限度标准 91 

微生物限度检查一般包括微生物计数和控制菌检查，其中微生物计数包括需氧菌总数、霉菌和92 

酵母菌总数检查。相应限度标准包括需氧菌总数限度标准、霉菌和酵母菌总数限度标准以及控制菌93 

的种类。药包材微生物限度标准的制定宜综合考虑其原料来源及性质、生产工艺条件、使用用途、94 

药品给药途径、药品限度标准及微生物污染对患者的潜在危险等因素。限度标准应能保证药品安全95 

性、有效性的要求，一般可由供需双方在企业标准或质量协议中规定。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特殊的96 

药包材需要在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加工后使用，比如硬片加工成泡罩等，其加工工艺可能会改变药包97 

材出厂时的微生物水平，药品生产企业宜对加工工艺带来的微生物水平的变化进行合理评估。 98 

4 检测频次 99 

需要进行无菌检查的药包材，药包材生产企业宜对产品进行逐批检查。 100 

生物负载测定频次的确定宜基于风险评估，体现如因季节变化、生产变更或材料变更引起的生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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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负载变化，可根据时间（如每月、每季度）或生产量（如间隔批次）等原则进行，由供需双方在102 

企业标准或质量协议中规定，应保证每批产品的生物负载均符合可接受水平。 103 

微生物限度检查频次可参考 ICH Q6A 和国内外相关技术指导原则，由供需双方在企业标准或质104 

量协议中规定，应保证每批产品的微生物限度均符合限度标准。 105 

 106 

 107 

 108 

药包材微生物检测指导原则起草说明 109 

1.制修订的目的意义 

本指导原则基于风险管理的理念，为药包材成品质量控制中微生物检测项目设置、方法建立、

接受标准以及检测频次等提供指导，以满足药包材生产企业质量标准制定和微生物控制的需求。 

2.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2.1.对标准范围的说明 

本指导原则着重解决各种药包材成品微生物检测该检测什么、怎么检测、指标是什么以及常规

检测策略的问题,配套药包材标准体系中各通则的构建，为药包材生产企业质量标准的建立提供指南。

药包材生产环境的沉降菌、浮游菌、表面微生物以及工艺用水/用气等通用微生物检监测技术不在本

指导原则范围以内。第一次公示时编号为9653，本次改为9627。 

2.2.对检测项目设置的说明 

对于无菌检查和微生物限度检查的要求与药品基本一致。为了清洗及灭菌工艺的有效验证和常

规控制，本指导原则引入生物负载测定，提高药包材质量控制水平，为无菌药品的质量控制提供保

证。需要指出的是，本指导原则中的生物负载并不涵盖无菌药包材生产企业过程控制中的生物负载。 

2.3.对检测方法的说明 

由于药包材种类繁多，难以针对每个品种给出具体的、明确的试验方法及参数，同时考虑生产

企业方法建立个性化、自主性的需求，本指导原则给出了无菌检查、生物负载测定和微生物限度检

查方法设计和验证的指南，不同类型药包材生产企业可以根据本指导原则建立方法并完成方法验证

后，在常规检测中采用验证的方法实施日常检测。 

2.4.对接受标准的说明 

无菌检查为定性试验。 

与微生物限度不同，生物负载测定主要为随后的清洗和/或灭菌提供信息，药包材携带的微生物

会被灭菌工艺杀灭，不会进入药品，但生物负载水平的建立也宜考虑随后灭菌工艺的经济性以及对

制剂内毒素水平的影响等。生物负载测定主要基于生产过程正常运行条件下收集到的历史数据建立，

也由供需双方在企业标准或质量协议中规定。 

对于微生物限度检查，由于药包材携带的微生物会进入药品后接触患者，所以限度标准的制定

宜综合考虑原料来源及性质、生产工艺条件、药品给药途径及微生物污染对患者的潜在危险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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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参照药品考虑需氧菌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以及控制菌的检出。在满足药品安全性、有效性

等方面考量的基础上，一般由供需双方在企业标准或质量协议中规定。 

2.5.对常规检测策略的说明 

目前药包材产品的原料多为塑料、玻璃、橡胶、金属等，这些材料为非天然来源、具有低水分

活度、本身不易滋生微生物的特点。而且，药包材产品的加工工艺多为热加工，可降低原料本身的

初始生物负载，故药包材产品一般生物负载都比较低。但即使如此，如果药包材原料的初始生物负

载过高，或者药包材的生产过程控制欠缺等，微生物仍有引入到药包材产品中的可能。药包材生产

企业宜基于风险评估制定适宜的检测策略，避免过度控制及失控情况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