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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食药监注[2008]7 号 

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基本技术要求（试行） 

 

  多组分生化药是指原材料来源于人、动物的组织或者体液，或者通过发酵而

来的非单一成分的药品。大多数该类产品的组成成分不完全明确，按照化学药品

的质控方式很难控制其质量；并且动物来源、工艺条件的细小变化均有可能导致

物质基础的变化，而这些质量上的变化较难通过终产品的质量标准加以控制，从

而可能会引发不可预测的不良反应。另外，部分已上市生化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尚不完全确切。因此，对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除考虑与普通化学药注射剂相同

的问题之外，还应结合其特点进行研究。 

  目前已有的多组分生化药均按化学药品管理，技术要求也基本与化学药品一

致，但基于前述原因，现行化学药品的技术要求并未涵盖生化药在控制人畜共患

病毒的传播、终产品的质量以及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方面的要求。因此，在参考

生物制品的技术要求的基础上，并结合生化药审评中的实践起草了以下针对多组

分生化药注射剂的技术要求。 

  按照现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新申报的多组分生化药（包括注册

分类 1 和 3）均已按照生物制品进行管理，故以下技术要求主要针对按照化学药

品管理的注册分类 2、5 和 6 的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 

 

一、剂型及规格的合理性 

  剂型的选择主要考虑药物的理化性质、稳定性和生物学特性，以及临床治疗

的需要和临床用药的顺应性，此外，还要考虑工业化生产的可行性等因素。规格

则是根据临床研究确定的用法用量，从方便临床用药、满足临床用药需要的角度

设定，同时随着临床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 

  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剂型的选择和规格的设定同样遵循上述原则，基本要求

如下： 

  1.剂型的合理性 

  注射剂多数为静脉给药直接进入人体，其质量问题将导致严重的安全性后

果，且多组分生化药物源自生物体，具有生物多样性和来源不确定性的特点，其

组成与工艺密切相关，严格意义上，工艺不同将导致药物的成分或比例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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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不同难以用检测方法检出，故无论从质量控制还是无菌保证方面均较化学药

品更困难，在开发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时更应慎重考虑。 

  注射剂通常包括大容量注射剂、粉针剂及小容量注射剂三种，多组分生化药

注射剂应重点考虑无菌保证和质量稳定可控等，在研发过程中应遵循如下原则： 

  （1）如主要成分在水溶液中稳定性良好，同时可耐受湿热灭菌，则适于开

发成小容量注射剂或大容量注射剂。其采用的灭菌条件的无菌保证值应在 6 以

上；对影响产品安全性的物质应在规范的方法学研究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控制。如

主要成分在水溶液中稳定，只是不能耐受常规的湿热灭菌工艺，则不宜开发成大

容量注射剂；如为临床必需的治疗用药品，则可开发成小容量注射剂，并须采用

严格的无菌生产工艺，其无菌保证值应与粉针剂相当。小容量注射剂同样应对影

响产品安全性的物质在规范的方法学研究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控制。 

  （2）如主要成分在水溶液中不稳定，则不宜开发成小容量注射剂或大容量

注射剂，可以开发成粉针剂。粉针剂因不适于终端湿热灭菌，其无菌保证值低于

湿热灭菌，通常为 3。因此认为粉针剂的无菌保证水平不及采用湿热灭菌的小容

量注射剂和大容量注射剂。粉针剂同样应对影响产品安全性的物质在规范的方法

学研究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控制。 

  （3）对于由其他给药途径改为注射剂的品种，在充分分析开发注射剂必要

性的基础上，还应与现有剂型进行安全性、有效性、质量稳定可控性方面的比较

分析，尤其要对影响产品安全性的物质，在数量和种类上与原剂型比较是否无明

显增加，明确所改剂型的特点和优势，并对改变后的剂型进行相应的药学研究、

药理毒理研究和临床试验。 

  （4）如果改变上市产品的剂型（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大容量注射剂互

换），应有支持其变更的充分的试验依据，证明变更后的剂型在安全、有效和质

量稳定可控性方面更具优势。但鉴于多组分生化药剂型变更后产品的质量可能发

生变化，故应进行相应的药学研究、药理毒理研究和临床试验。 

  2.规格的合理性 

  应根据说明书中规定的用法用量，从方便临床用药、满足临床用药需要的角

度设定制剂的规格。多组分生化药规格的设定，除遵循“化学药品注射剂基本技

术要求”中的一般原则外，还要重点关注不同规格产品中的主要成分的种类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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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应保持一致，并尽量以活性成分的量计算规格。 

 

二、制备工艺研究 

  多组分生化药的组成、质量与原材料和制备工艺密切相关，同时生化药在控

制人畜共患病传播方面有其特殊和严格的要求，仅靠成品的质量标准不能全面控

制此类产品的质量，必须要结合起始原料和工艺过程的控制才能较有效地控制产

品的质量，保证质量的一致性。因此起始原料的质量要求、工艺过程、原液（或

原料药）的质量控制均属于质量控制的一部分，应将原材料控制、工艺过程控制

和原液（或原料药）的质量控制作为质量标准的一部分纳入质量控制体系，以尽

可能控制起始原料、制备工艺对终产品的组成和含量的影响，实现全过程控制。 

  鉴于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的上述特殊性，其研究工作的总体思路应该是：通

过全面的质量对比研究，从源头开始进行全程的严格控制，以证明并保证申报的

产品与原剂型或被仿制产品（简称“已上市相关品种”，下同）的组成与含量是

完全一致且可控的。 

  1.原材料的控制 

  （1）动物饲养环境的要求 

  动物的饲养环境（封闭饲养）对某些生化药品的有效组分和含量等可能有较

大的影响；同时，饲养环境相对固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动物健康状况的一

致性。因此，可以考虑参考生物制品的要求进行定点饲养。 

  （2）动物来源的原材料 

  对于来源于动物器官或组织的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由于原材料来源复杂，

动物的种属、健康状况、饲养环境、年龄、采集时间、采集方法等对其有效成分

的含量和比例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需明确动物来源，且应为经检疫合

格的健康动物；对提取所用的动物种属、年龄、采集部位及方法、采集后的保存

方法与有效期等制订相应的要求；制订原材料的质控标准；根据动物可能携带的

人畜共患病病原体情况制订相应的检疫要求，规定详细的检疫方法。 

  （3）牛源性原材料 

  为防止牛海绵状脑病通过用药途径的传播，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牛源性及

其相关药品监督管理的公告》（国药监注〔2002〕238 号）的有关规定，生化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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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量避免使用牛源性原材料，不得使用取自于高危险性的牛组织的牛源性材

料，如牛脑、脊髓、眼睛、扁桃体、淋巴结、肾上腺、回肠、近端结肠、远端结

肠、脾脏、硬脑脊髓膜、松果体、脑脊液、垂体、胎盘等。 

  （4）来源于人类体液的原材料 

  对于来源于人类体液（如尿液等）的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要明确目标人群

的入选标准（包括健康状况的检查标准），明确人类体液的收集方法和要求，制

定严格的质控方法和标准，并对体液中含有的病原微生物进行严格控制。 

  （5）其它 

  由于多组分生化药的工艺对质量控制的极端重要性，需要直接从源头开始，

全程对质量与工艺进行控制，以保证生化药制剂的质量。如采用已批准上市的生

化药原料药，则该原料药也应符合本文中所提出的技术要求，否则，应从源头开

始自行生产。基于同样的原因，不得采用外购的中间体（包括浓缩液等）制备生

化药注射剂。 

  2.提取纯化工艺 

  生化药的提取工艺与其组分、组成密切相关，需注意对制备工艺进行充分的

研究。 

  （1）工艺依据 

  对于按化学药品管理的多组分生化药，如果有相关产品已经上市，则需提供

提取工艺选择的详细依据，说明申报工艺与文献及已上市相关品种提取工艺的差

异及原因。同时，应与已上市的相关生化药组分进行全面比较和研究，提供详细

的研究资料，以说明本品的组分、组成和相关的生化药等同或一致,注意对每一

类别有效组分和每一类有效组分中的各组分进行比较，选择多种分析方法或手段

进行研究。根据试验结果，阐述制备工艺的合理性。 

  （2）工艺研究和工艺验证 

  需对制备工艺进行详细的研究，包括粉碎、提取、纯化、病毒灭活、灭菌等

各环节，明确工艺过程的关键环节、控制方法和工艺参数，并进行充分的验证，

确定重要工艺参数范围。研究中应选择能够全面反映产品质量的指标，如活性组

分的含量、活性（活力）、活性组份的收率等，必要时应通过与已上市相关生化

药组分的比较研究确定制备工艺和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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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对工艺稳定性进行研究，考察在该制备工艺下中间体质量的稳定情况，包

括活性组分的含量、活性（活力）、活性组份的收率等，以保证不同批次产品质

量的重现性。 

  （3）中间体的质控 

  对提取纯化工艺所得的中间体需制订严格的质控方法，并作为质量标准的一

部分。 

  （4）其它 

  提取、纯化工艺对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的质量及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如申请变更工艺，应先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药学研究，并根据药学研究的结果考虑

进行药理毒理、临床研究，以保证工艺变更前后产品的等同或一致。 

  3.制剂处方及制备工艺研究 

  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处方及制剂工艺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思路总体可以参照

常规化学药进行。对于生化药物而言，处方及工艺研究的重点在于保证药物在生

产、贮藏、运输和临床使用过程中的物理化学稳定性和生物活性。 

  （1）制剂处方工艺与稳定性 

  一般而言，多组分生化注射剂多含肽类、蛋白质、多糖等物质，这类物质在

溶液中或高湿条件下降解或聚合的速度较干燥条件下更快。研究中应详细了解外

界条件(如 pH、温度、光照、氧浓度等)对生化药物稳定性的影响，选择适宜的

辅料提高制剂的物理化学稳定性和生物活性。由于多组分生化注射剂组分复杂，

处方设计中需注意避免药物和辅料的不良相互作用，处方筛选除一般研究项目

外，还需考察药物活性的改变。制剂生产过程可能会对某些生化药物稳定性和制

剂质量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包括 pH、热处理环节、冻干环节、剪切力和压力等，

需注意进行详细的研究。此外，还需对制剂工艺的稳定性进行研究，考察在该工

艺下药品质量的稳定情况，包括活性组分的含量、活性（活力）、产品收率等。 

  总之，这类制剂的处方和工艺研究需充分考虑生化药品的有关特性。 

  （2）灭菌工艺 

  灭菌工艺的选择和验证研究是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处方工艺研究的重要内

容，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思路可参照“化学药品注射剂基本技术要求”进行，应提

供灭菌工艺的详细验证资料。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生化药的特殊性，需关注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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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对产品质量/疗效以及产品安全性的影响。 

  （3）辅料 

  对辅料的要求可参照“化学药品注射剂基本技术要求”进行。 

 

三、病毒灭活/去除工艺验证 

  生化药的原材料由于来源于不同的动物组织或者体液，为保持特定/有效成

分的生物活性，通常需要采用比较温和的生产工艺和提取制备条件，因而污染的

潜在病毒可能未得到有效灭活/去除，给用药人群带来感染的风险性。因此，必

须确立在生产工艺中包含能够有效灭活/去除病毒的特定工艺步骤，并验证其灭

活/去除病毒的效能，提供病毒灭活/去除有效性验证资料。以保证制品的病毒安

全性。 

  1.来源动物 

  应保证来源动物的健康符合家畜检验检疫的要求，不携带人畜共患性疾病病

原体。对于监测和检疫的病原微生物具体种类和方法，申报单位应根据生产中实

际采用的动物种类，在调研病原微生物的性质和对于人类的致病性基础上，研究

确定相关要求，并提供来源依据和标准。 

  2.生物组织原材料 

  应根据以上调研结果，采用敏感方法检测生物组织原材料中的病原微生物。

检测结果应排除组织中污染有人畜共患性疾病病原体和能够感染人类细胞的病

毒。 

  3.有效工艺步骤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法： 

  （1）巴斯德消毒法（60℃10 小时） 

  （2）低 PH 孵放法（PH3.8±0.2，24±1℃，21 天） 

  （3）干热灭活法（80℃72 小时，100℃30 分钟） 

  （4）有机溶剂处理法（S/D 灭活法，1%TritonX100＋0.3%TNBP4 小时以上，

或者 1%Tween80＋0.3%TNBP24℃6 小时以上） 

  （5）膜过滤法（50nm 或者 20nm 纳米膜，如 DV50 或者 DV20） 

  以上方法应用于具体制品时，应针对潜在污染病毒的特点进行选择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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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品种的实际工艺条件进行验证。 

  生产工艺中至少应包含从机制上可以互补的两种有效工艺步骤。如巴斯德消

毒法与低 PH 孵放法，S/D 法和干热法等联合步骤；如采用纳米膜过滤法，可以

将其作为有效工艺步骤之一，但不能单独使用，应将其与其他灭活工艺步骤联合，

如巴斯德消毒法与膜过滤法，低 PH 孵放法与膜过滤方法等；如果现有工艺中没

有特定有效步骤，或者达不到有效性基本要求，应根据具体品种的理化特性及中

间制品对于工艺步骤的耐受性，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增加有效工艺步骤或

者调整现有步骤的工艺条件。 

  详细解释参见药监局《关于印发<血液制品去除/灭活病毒技术方法及验证指

导原则〉的通知》（国药监注〔2002〕160 号）。 

  4.验证设计和分析 

  （1）指示病毒的选择 

  指示病毒的选择应根据具体品种的组织原材料来源动物及其相关病毒选择，

通常应选择对于理化因素耐受性强或者病毒粒径小的有一定代表性的指示病毒，

包括脂包膜和非脂包膜病毒。但不宜选择对于人类具有严重致病性、易传染和播

散的烈性病毒。详细解释参见药审中心公布的《生物组织提取制品和真核细胞表

达制品的病毒安全性评价技术审评一般原则》。 

  （2）验证方法和评价 

  通常采用与实际生产工艺最接近（适当缩小）的模拟工艺条件以验证灭活/

去除病毒的效能，在未经处理的中间品或者原液中加入一定量的感染性活病毒，

经过灭活/去除工艺步骤处理后，计算病毒感染量下降的程度，并结合病毒灭活/

去除动力学资料评价生产工艺的特定步骤是否确实有效，通常以能够灭活/去除

4Log 以上病毒浓度量作为有效工艺步骤，工艺灭活/去除的累积病毒量应当远超

过相当于一个剂量的原液中可能含有的潜在污染病毒量（该潜在污染病毒量是指

实际生产中不应当出现的最坏情况）。另外，还应评价灭活/去除条件对产品质量

的影响。 

  经过验证有效的工艺步骤其工艺参数（温度、时间、膜型号和规格、灭活剂

种类和浓度等）和产品验证时的其它条件（溶液的 pH、离子浓度、蛋白浓度、

保护剂种类和浓度等）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不得再改变，必需维持在验证时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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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范围内。如果超出原限定的范围，需要重新进行验证。 

 

四、质量研究及稳定性研究 

  除遵循化学药物质量研究的有关指导原则外，多组分生化药物质量研究应紧

密结合工艺和生化药的特点，充分考虑产品安全性，进行全面的质量研究。 

  1.质量研究及质量标准 

  （1）质量研究项目 

  质量研究一般分为性状、鉴别、检查、含量测定或效价测定等几方面。多组

分生化药物的质量研究项目应全面，尽量对各组成成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 

  多组分生化药物可能包含的组分种类较多，如氨基酸、微量元素、短肽、蛋

白质、酶及辅酶、多糖、激素、生长因子、脂质、核酸及其降解产物等，鉴别项

目应尽可能对所含组分进行特征性鉴别，如果组成过于复杂，应至少明确所含的

起药效的主要成分。 

  检查项目的设置随不同制剂会有差别。重点关注安全性指标和杂质。由于原

材料为生物来源，成品中含有各种生化物质，为保证注射给药的安全，一般须进

行过敏物质、降压物质、异常毒性等检查。由于不同动物的敏感度不同，异常毒

性试验应选取小鼠和豚鼠两种动物进行。 

  多组分生化药组成复杂，为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对均一，应研究采用合适的分

析方法控制产品的主要成份。例如对于多肽类药物，可采用指纹图谱的方法控制

各多肽的种类及与主成分的相对含量。同时为保证药品安全，应对杂质进行深入

的研究，保证其类别不多于已上市产品，含量限度不高于已上市产品。例如，终

产品为糖类，则一般应对其中含有的脂类、蛋白、核酸等进行检查和控制。其他

的检查项目需充分考虑到产品的不同特点进行，如产品为不同分子量所组成的聚

合物，则应进行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检查。制备工艺中如使用有机溶剂，则应注

意对有机溶剂残留量的检查。 

  含量测定应涵盖起药效的主要组分。如终产品具有生物活性，则应建立起生

物活性测定方法，测定指标应跟药物的治疗作用密切相关，对于有多种治疗作用

的生化药，应建立起不同的生物活性测定方法。 

  （2）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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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方法的选择和验证可参照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的有关指导原则，重点关

注方法的专属性、灵敏性、耐用性。 

  常规项目通常可采用现行版药典收载的方法,如 pH 值、澄清度与颜色、干燥

失重、水分、分子量及分布、细菌内毒素、热原、无菌、异常毒性、降压物质、

不溶性微粒、重金属、含量均匀度等。但由于生化药组成复杂，对测定方法可能

有干扰，应注意药典方法是否适用，必要时进行修订。 

  当常规化学测定方法较难建立时，可使用符合要求的生化测定方法和技术，

如酶法、免疫法等。必要时，还需建立特定的生物测定方法，用于活性测定和毒

性测定。 

  （3）质量标准 

  由于多组分生化药物组分复杂，必须结合起始原料和工艺过程的控制，才能

较有效地控制质量，保证质量一致性。可参照生物制品制检规程，将起始原料、

中间体、原液的质量要求、以及工艺过程纳入质量标准，以尽可能对产品进行全

面质量控制。 

  标准中应收入注射剂的常规检验项目，如性状、鉴别、pH 值/酸碱度、澄清

度与颜色、干燥失重/水分、细菌内毒素/热原、无菌、不溶性微粒、分子量及分

子量分布、装量、含量测定等。 

  涉及到多组分生化药特性的安全性指标应订入标准，如过敏物质、降压物质、

异常毒性等。如前所述，活性测定是反映产品质量的重要内容，有时比含量测定

更具专属性，应尽量将活性测定项目订入质量标准。为保证申报品种的物质基础

与已上市相关品种保持一致，应在全面质量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在质量标准中订

入杂质检查项目。 

  质量标准所收载的项目限度的确定应遵循化学药物的一般原则。 

  2.稳定性研究 

  稳定性研究可参照化学药品的稳定性研究技术要求，多组分生化药物注射剂

的稳定性研究注意以下特点。 

  （1）稳定性考察指标的选择 

  多组分生化药物注射剂一般采取无菌操作工艺，同时其所含的组分均为动物

或人体内源性物质，有可能起到细菌培养基的作用，因此无菌和热原/细菌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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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等是必须要考察的指标。在放置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较为复杂的降解反应或化学

反应，因此除了常规检查指标外，应进行安全性指标如过敏物质、降压物质、异

常毒性等考察，以全面反映产品的稳定性。 

  （2）放置条件的选择 

  生化药物稳定性影响因素较多，尤其是对温度较为敏感，因此多数生化药物

注射剂需要在低温下保存。稳定性试验中的放置条件需要仔细设计，如加速试验

条件的选择往往需要考察多个温度下的稳定性，以确定长期稳定性试验的条件。 

  （3）有效期的确定 

  有效期的确定原则同化学药物。但由于部分多组分生化药物不够稳定，一般

以长期试验的结果来确定有效期，而不再根据加速试验的结果外推有效期。 

 

五、药理毒理研究 

  在已有的药学研究能够证明申报品种的物质基础与已上市相关品种完全一

致，且产品中各成分（包括有效成分）明确且可控的前提下，对于注册分类 5

或 6 类的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可以借鉴已上市相关品种的药理毒理研究信息；而

对于注册分类 2 的品种，还应按照法规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药理毒理研究。如果药

学研究不能证明物质基础的一致性，则应按照相应的注册分类要求进行申报。 

 

六、临床研究 

  如果已有的药学研究能够证明申报品种的物质基础与已上市相关品种完全

一致，且产品中各成分（包括有效成分）明确且可控，则可以按照法规的相关要

求进行验证性或桥接性临床试验。 

 

七、说明书和标签撰写 

  多组分生化药的说明书应该体现自身产品的特点。说明书的撰写须遵循化学

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的一般要求，并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药品名称】鉴于本品为多组分，须详细说明本品的来源与主要成分，并阐

明起主要药效作用的成分。 

  【药理毒理】应根据试验结果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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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症】【用法用量】应根据临床试验定位和结果确定适应症的目标人群，

不能超出临床试验的范畴。 

  【不良反应】应基于临床试验的结果，并兼顾已上市同类产品说明书的内容。 

  【禁忌】【注意事项】【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老年患者用药】【儿童用药】

【药物相互作用】可以参考已上市同类产品说明书的内容。同时检索有关文献，

以丰富此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