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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mRNA 疫苗是将外源目的基因序列通过转录、合成等工艺

制备的 mRNA 通过特定的递送系统导入机体细胞并表达目的

蛋白、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学反应，从而使机体获得免

疫保护的一种核酸制剂。 

mRNA 疫苗具有以下特点：（1）能导入细胞，在体内表达

相应的抗原蛋白，避免了体外蛋白表达、纯化过程；（2）能

够刺激免疫系统产生体液免疫和/或细胞免疫应答，发挥相

应的免疫预防和/或免疫治疗作用；（3）其递送系统具有类似

佐剂的部分特性，能够通过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多种细胞

因子等方式增强机体免疫反应能力或改变免疫应答类型；（4）

由于 mRNA 的降解是通过细胞正常代谢完成，降低了因感染

或整合诱发基因突变的潜在风险。 

尽管 mRNA 疫苗在巨细胞病毒(CMV)、流感病毒、埃博拉

病毒和寨卡病毒等多种传染病临床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研

究进展，但尚存在待确证的诸多问题，如，mRNA 本身具有的

潜在免疫原性；递送系统（如，脂质纳米颗粒）的稳定性、

纳米剂型安全性及所使用阳离子聚合物/脂质体安全性、递

送靶向性及递送效力等诸多问题，影响疫苗的有效性、安全

性和质量可控性。 

mRNA 疫苗通常需采用较为复杂的制剂系统，其药学研发

和生产控制涉及诸多特殊考虑，包括：（1）mRNA 序列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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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对 mRNA 稳定性、目的抗原的表达效率、免疫原性均可能

产生影响，如加帽结构的选择、非翻译区序列的选择及序列

的改构、目的序列的优化、核苷酸的化学修饰等方面；（2）

制剂组成、结构和工艺具有特殊性，主要特点是涉及阳离子

聚合物或脂质材料、递送系统的结构多样性及纳米级粒径特

性、工艺复杂性等，需要通过研究确认主要的考察指标来进

行制剂处方组成和工艺的优化以及控制策略的建立；（3）同

时可能涉及新免疫调节组分表达及新辅料的使用，必要时，

需要单独的安全性研究支持。 

本指导原则是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工

作需要，基于对此类疫苗有限的科学认知水平起草，用于指

导应急状态下 mRNA 疫苗研制，明确现阶段对 mRNA 疫苗研发

技术的基本要求，相关内容将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及 mRNA 疫

苗研究进展和认知的不断深入予以更新。本指导原则并不代

表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类型的推荐性意见。 

本指导原则主要针对非自我扩增型 mRNA 疫苗，对于自

我扩增型 mRNA 疫苗、多组分 mRNA 疫苗在借鉴本指导原则时

还需根据产品相关特点和属性开展相应研究。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新药研发中药学研究的阶

段性、渐进性等特点，研发者需要提前统筹新药整体研发设

计考虑，应提交药学研发路线图、阶段性研究方案及各阶段

风险控制的策略。在各阶段，若有简化或减免的有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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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阐释说明依据和理由，提交资料前建议进行充分的沟通交

流。 

二、模板设计、转录模板质粒构建和菌种库研究资料 

（一）目标抗原选择和 DNA 模板设计 

1.目的抗原选择依据及来源 

明确目的抗原来源、氨基酸和基因序列及蛋白结构，并

与我国当前流行株的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进行分析；明确

目的抗原选择的依据以及其表达蛋白在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中的作用或作用机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建议结合产品完

成的临床前毒理研究同时考虑不同序列选择对疫苗抗体依

赖性感染增强（ADE）效应、肺部免疫病理反应等的潜在影响。

应提供目的产物的理论序列、分子量、分子式、二硫键（如

有）、修饰（如有）等重要结构信息。 

2.DNA 转录模板序列设计及结构 

（1）对 DNA 转录模板设计进行全面阐述，除目的抗原涉

及的 mRNA 序列外，需重点提供其功能性元件的设计及确认

研究结果，如，帽子结构设计，转录启动子的选择，5’UTR 和

3’UTR 的设计，信号肽的设计，Poly(A)加尾结构/长度设计、

所用核苷三磷酸（NTP）类型及其修饰信息等。 

（2）若对编码目标抗原的 mRNA 序列进行了任何修饰、

序列改构或序列优化（如密码子优化等），均应详细提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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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或序列更改的依据与目的（如提高 mRNA 翻译效率、降低先

天免疫原性、增加稳定性等）。应提供结构示意图等，并对

基因修饰或序列改构的利弊进行权衡分析，提供确认的支持

性研究结果。如可能，应评估构建的 mRNA 疫苗本身的免疫原

性。 

某些情况下，若构建的基因序列包括除抗原目的基因以

外的其它基因序列时，应对额外引入基因序列的作用和选择

依据进行分析，如具有利于 S 蛋白三聚体形成的额外插入序

列等，并提供相应序列设计及确认研究数据结果。 

（二）转录模板质粒的构建和制备 

（1）应对转录模板的控制元件和选择标记的序列与来

源进行阐述，如：转录启动子、转录终止序列、抗生素抗性

标记等进行分析。抗生素使用应符合《中国药典》的相关要

求。 

（2）应提供构建和制备转录模板质粒的详细信息和步

骤、鉴定及确证方法。 

（3）对转录模板质粒应结合工程菌种子库的检定进行

全基因序列分析及确认，提供用于生产 mRNA 的转录模板的

全长核苷酸序列，尤其对转录模板的控制元件、插入的目的

基因序列、选择标记基因有无变异等进行分析。 

（三）种子库的建立和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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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DNA 转录模板制备涉及质粒构建及工程菌的使用，还

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相关规定或与国际通行要求建

立种子库系统，并提供国家药品检定机构相应检定报告。 

（1）明确宿主菌的来源、基因型、表型以及目标克隆筛

选的流程。鼓励对宿主菌开展鉴定研究，鉴定项目可包括：

鉴别、抗生素敏感性等。 

（2）工程菌的建立及鉴定：经转化条件优化后，将合格

的目标质粒转化至适宜的工程菌，经克隆筛选后建立种子库

系统。 

（3）种子库的检定：应保证种子库无外源因子污染及目

的基因序列和其他元件的准确性，包括细菌形态学、培养物

纯度、质粒限制酶切图谱、目的基因和其他元件测序等。鼓

励对工程菌活性、质粒保有率、鉴别、抗生素抗性等指标进

行检定。 

（4）传代稳定性研究：开展种子库遗传稳定性分析（序

列大小、序列准确性、质粒限制酶切图谱、质粒拷贝数）并

明确各级种子库的限定传代代次及依据。 

说明各级种子库的制备规模、保存条件、扩增条件、允

许的传代次数等信息。 

三、生产工艺 

（一）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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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开发阶段，应进行各步工艺参数对 mRNA 和/或制剂

质量特性影响的研究。研发阶段应通过工艺参数的研究和优

化，确立 mRNA 和/或制剂的生产工艺及工艺过程控制策略。 

临床样品制备工艺应具备一定规模，并且还应具有一定

的生产连续性和放大可行性，临床样品应在符合 GMP 的条件

下生产。生产的连续性和可控性可结合开发阶段、平台先期

先验工艺经验、工艺成熟度、过程检测充分性等多方面综合

评价。产品开发进程中应不断积累数据，持续确认工艺的一

致性和可控程度。上市生产开始前应明确关键工艺参数，在

此基础上建立充分的生产工艺过程控制策略，包括关键及主

要工艺操作参数控制、中间产品性能参数检测以及相应的检

测方法等。研究数据应能够支持对工艺稳定性及批间一致性

的分析评价。 

（二）mRNA 原液生产 

1.原液生产用主要原材料  

生产用原材料应符合现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相

关规定和/或与国际通行要求一致。 

提供工程菌以外的生产用其它原材料的来源、质量标准

及检定报告。应重点提供以下原材料的相关信息：用于转录

的核苷酸和修饰核苷酸、5’-帽类似物、用于 mRNA 体外合成

大量使用的各种酶（如 T7 转录酶、加帽反应过程中添加的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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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和缓冲液、原液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反应及纯化介质（层

析柱、磁珠、过滤膜）溶剂等。对于采用重组技术或生物/化

学合成技术自行制备的生产用原材料（如 T7 转录酶、焦磷酸

酶、RNA 酶抑制剂等），需提供相应的生产工艺和质量研究

资料。对于生产中使用的各种酶的保真度需予以分析。对于

5’-帽类似物、核苷酸等原材料的质量标准应含有可充分表征

产品相关杂质的纯度检测，如，质谱、核磁、HPLC 等方法。

原液和制剂生产过程中原则上应避免人或动物来源的成分。

如果使用人源或动物源物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相关规定和/或参照 ICH Q5A 等技术指南提供外源因子风险

评估。 

2.工艺研究及确认 

mRNA 原液生产工艺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即 DNA 转录模板

的制备和 mRNA 的制备。转录模板制备可采用质粒 DNA 扩增

或 PCR 扩增、纯化及线性化等方法；mRNA 制备工艺通常采用

转录模板进行 mRNA 体外转录、mRNA 加帽、去磷酸化、DNA 酶

处理、mRNA 纯化等步骤获得 mRNA 原液。mRNA 修饰（如修饰

核苷的加入）、加 Poly(A)尾通常在转录过程中进行；加帽

可在转录过程中同时进行也可作为单独的工艺步骤。 

应明确生产工艺流程，提交流程图，说明相应工艺步骤

的目的、工艺流程步骤、过程控制描述、物料流转及中间产

物等。应提供原液生产工艺各步骤的研究内容，对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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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步骤中各种工艺参数进行探索和优化，建立稳定工艺，并

制定相应的过程控制策略。 

需提供工艺确认资料，包括工艺过程控制确认（含中间

产物关键质量属性是否符合可接受标准及关键工艺参数、重

要工艺参数是否在控制范围内等）、批次放行数据结果及必

要的杂质清除效果等数据。 

2.1 转录模板的制备 

如采用转录模板质粒扩增/线性化工艺，需考虑研究优

化的工艺参数如：质粒浓度、质粒线性化酶浓度、孵育时间、

温度等。如采用 PCR 扩增工艺，需考虑研究优化的工艺参数

如温度、PCR 扩增体系、循环次数、时间、温度等。需对转录

模板制备的关键工艺参数及其控制范围进行确认，并建立相

应的过程控制检测标准，如线性化效率、模板浓度、序列准

确性、纯度、杂质残留等。 

如需储存，应明确储存条件、储存方式并进行相关支持

性研究。 

2.2 mRNA 合成 

应对 mRNA 的体外转录、加 Poly(A)尾、加帽、去磷酸化、

DNA 酶处理等工艺步骤的关键工艺参数进行研究与优化，对

关键工艺参数及其控制范围进行确认，如：1）体外转录工艺

中的反应体系、RNA 聚合酶浓度、NTP 浓度、转录时间、温度、

终止反应条件等；2）DNA 酶处理工艺（如有）中的 DNA 酶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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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处理时间、温度、终止反应条件等；3）加帽步骤应研究

RNA 反应浓度、温度、时间，加帽反应缓冲体系、物料投料

比（如 5’-帽类似物、鸟苷三磷酸、核糖核酸酶抑制剂、相关

转移酶等）、补料方式、反应温度、时间等，工艺过程中需

关注加帽的效率、mRNA 片段的降解情况以及序列的准确性，

对加帽类型及不同加帽类型的比例进行研究；4）去磷酸化工

艺中（如有）的磷酸酶浓度、反应时间等；5）如涉及修饰核

苷酸，应明确被修饰的核苷酸、修饰类型、修饰后的纯化方

法和纯度、投料比例等。 

应对上述工艺步骤产物进行过程控制检测，如加帽率、

加 Poly(A)尾产物长度、mRNA 序列完整性、序列准确性、纯

度、mRNA 浓度、副反应产物浓度（不完整 mRNA、双链 RNA、

截短 RNA、长链 RNA 等）、残留蛋白、残留 DNA、无菌、内毒

素等。 

2.3 mRNA 纯化 

应明确 mRNA 生产过程中各纯化工艺步骤的目的并建立

杂质谱。应对纯化方式、介质选择依据、动态载量、回收率、

杂质去除率等进行研究。对 mRNA 纯化工艺的关键工艺参数

优化并确认。 

需对 mRNA 纯化工艺建立相应的过程控制，包括纯化产

物检测，如 mRNA 浓度、mRNA 序列准确性及完整性、产品及

工艺相关杂质去除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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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艺确认 

除连续批次的生产及放行检验外，应对 mRNA 纯化工艺

过程中的潜在杂质进行研究，提供 mRNA 生产潜在产品相关

杂质与工艺相关杂质的来源、去除步骤、去除能力等，包括

5’非帽化 RNA、双链 RNA（dsRNA）、长链 RNA、截短 RNA、残

留模板 DNA、残留酶底物、内毒素等。对残留物安全性进行

评估，必要时进行毒理学分析。 

（三）制剂处方及生产工艺 

提供制剂处方、工艺及其确定依据，辅料的来源、质量

标准及检定报告。 

应明确制剂处方中每种组分的作用、含量以及选择的依

据；可结合前期递送系统平台知识通过不同制剂处方/工艺

对 mRNA-佐剂/递送系统相互作用、制剂对 mRNA 的保护作用

（mRNA和 mRNA制剂在血清或外加核酸酶条件下的降解研究）、

mRNA 的转染效率（mRNA 入胞及内体逃逸效率）、mRNA 的体

外翻译（无细胞提取液、细胞等）、动物药效学研究（免疫

原性、保护力研究）、毒理研究、生产工艺可控性、稳定性

等方面的影响筛选和确定初步的制剂处方。 

提供初步的研究资料（包括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和研究

结论）以说明制剂工艺关键步骤确定的合理性以及工艺参数

控制范围的合理性，包括主要工艺参数研究资料，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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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对制剂质量属性的影响，如复合率、包封率、粒径及其

分布、载药量、脂质组分、氮磷比（可质子化的氮基与 mRNA

的磷酸基团的摩尔比）与目标理论值的一致性等研究资料。 

如果冻干则应开展冻干工艺对产品质量、纳米颗粒相关

特性、冻干前后效力等影响的研究，并拟定适宜的生产工艺

参数。 

1.制剂工艺阶段原辅料（佐剂或呈递物质）的要求 

应对纳米颗粒和递送系统制备涉及的关键原材料/辅料

（脂质、阳离子聚合物等）进行充分的筛选和质控。原则上

应提供递送系统各个成分的选择依据、来源（天然或合成，

尤其是卵磷脂和高分子等的来源）、生产用原材料、生产工

艺、特性鉴定、质量控制和稳定性的研究资料；包括但不限

于正电荷脂质材料（DOTAP（(2,3-二油酰基-丙基)-三甲胺）、

DC-Chol (N’, N’-二甲基乙二胺基氨甲酞基胆固醇)和 DLin-

MC3-DMA 等）、辅助磷脂/脂材（DSPC、DOPE、DPPC 和胆固

醇）、PEG 化的脂材（mPEG-DSPE、PEG-c-DMA）、阳离子聚合

物材料（聚乙烯亚胺（PEI）、聚氨基酸）以及上述材料的衍

生物。 

（1）递送系统较多用到阳离子聚合物或正电荷脂质等

非传统疫苗辅料组分，且各家制剂组分不尽相同。对于明确

使用已商品化的佐剂和递送物质，需提供该类物质的组分、

化学组成及规格，国内外使用该类物质的情况及已完成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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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安全性研究和人体使用的安全性研究数据。鉴于不同递

送系统所用辅料生产商的工艺、杂质谱可能存在差异，建议

尽早明确并固定脂质辅料的生产商，在脂质辅料首次选用、

供应商变更、生产变更（如生产工艺等）时，建议进行全面

的脂质辅料质量特性研究，积累对脂质辅料质量特性的认知，

确保变更对产品质量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若国内外均未使用过该类递送物质，则应参照《新药用

辅料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指导原则》对其作用原理、CMC 信息

（包括供应商、新辅料合成工艺、质量控制等）、安全性及

其功能效应进行详细的研究。如果使用了 PEG 化的脂质，还

应重点提供 PEG 化脂质的结构图、合成率、结构分布率及纯

度等信息。 

（2）建议对递送系统所用辅料制备工艺的稳健性开展

研究和优化。由于 mRNA 递送系统的复杂性，建议开展对不同

批号的聚合物材料或脂质组分对 mRNA 的复合或包封效果、

纳米颗粒结构完整和粒径均一性的研究，以确保 mRNA 纳米

颗粒制剂的均一性和质量可控性，并建议根据研究结果拟定

阳离子聚合物或特殊脂质材料可以接受的质量标准。建议申

请人明确关键原材料/辅料中的杂质残余及可能影响制剂质

量属性的关键要素，拟定的质量标准应含有可充分表征产品

相关杂质的纯度检测，如，质谱、核磁、HPLC 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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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佐剂：鉴于 mRNA 递送系统的复杂性及可能存在的

佐剂作用、国内外在研 mRNA 递送平台的实际情况，不建议添

加单独的佐剂成分。如需添加佐剂，应保证添加的佐剂不会

引起不可接受的毒性。临床前须通过明确的功能指标及试验

研究证实佐剂发挥的具体的免疫调节作用，同时关注添加该

佐剂成分后可能引入的风险，如，对 mRNA 结构、非预期免疫

反应及免疫损伤和免疫病理等。使用佐剂所带来的增强免疫

应答的潜在获益必须超过其所带来的风险等。应参照佐剂相

关研究指南提交全套的佐剂药学研究资料。 

2.mRNA 包封/装载及纯化  

mRNA 的非病毒递送系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基于脂质的

递送系统（如核酸脂质复合物（lipoplexes）和阳离子脂质

体等）、基于聚合物的载送系统（如 polyplexes 等）、基于

脂质和聚合物的载体系统（如 lipopolyplexex 等）。mRNA 包

封/装载的过程一般系以聚阳离子材料或正电荷脂质等材料

与 mRNA 复合（complexing）后直接成粒，或成粒后再经包覆

形成核壳形结构的过程。制剂制备过程可能还包括后续纯化

步骤，以去除未包封/装载的 mRNA、游离的聚合物或脂质材

料和/或包封过程中引入的有害物质。制备递送物质的工艺

及其与 mRNA 的复合、颗粒成型等工艺系 mRNA 疫苗的关键工

艺步骤，应说明 mRNA 的包封形式及递送系统选择的依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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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工艺和复合物（如脂质体或纳米颗粒）纯化工艺的研究与

优化。 

包封工艺可能包括： 

（1）mRNA 与阳性聚合物材料的复合阶段； 

（2）纳米颗粒制备及纯化阶段。 

复合阶段关键工艺参数可能包括投料比（阳离子材料与

mRNA 的比率）、各个复合物料的反应浓度、缓冲体系及浓度、

pH 和复合时间等；应对阳离子聚合物材料和复合工艺进行筛

选和优化，重点可考察氮磷比对复合率以及 mRNA 稳定性的

影响等。应对复合中间体拟定适宜的过程控制及检定标准，

如包封均一性等。 

纳米颗粒形成阶段的关键工艺参数可能包括 mRNA浓度、

递送材料（尤其是阳离子材料）浓度、混合时的溶剂系统及

流速、混合压力、纯化参数和除菌过滤等。建议关注纳米颗

粒形成过程中及形成后的工艺过程对纳米颗粒的聚集或解

散、mRNA 泄露、mRNA 完整性以及稳定性的影响，建议关注核

酸/脂质比、电位等与 mRNA 稳定性以及转染效率、表达效率

之间的关系。纳米颗粒质控方面应设置适宜的控制标准，如，

mRNA 含量、包封率、Zeta 电位、粒度大小及分布和辅料组分

含量及试剂残留等项目。 

3.工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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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连续批次生产工艺的确认和评价资料，应至少包括

检验分析和验证在该生产工艺条件下中间产物及成品的质

量情况；工艺相关杂质和产品相关杂质去除效果等研究资料。 

四、质量特性研究 

mRNA 疫苗质量特性研究可参考已上市 siRNA 脂质纳米

颗粒及纳米产品的相关技术指南。提供常规放行检验分析和

采用先进的分析技术进行的质量研究和特性分析研究数据。

特性分析通常包括结构特征（尤其与 mRNA 递送系统功能相

关的结构属性）、纯度、杂质分析（工艺相关杂质及产品相关

杂质）、体内外效力、免疫学特性等研究。除常规放行检验项

目外，mRNA 疫苗质量研究和特性分析研究资料应考虑开展以

下研究，并鼓励对影响疫苗效力或安全性的其他结构特征开

展研究。 

在研发早期，应对样品进行初步结构确证，提交研究数

据，完整的结构确证数据可在申报新药上市时提交；疫苗的

生物效价研究是反映工艺性能和产品质量的综合指标，建议

尽早开展相关研究。 

在递送系统的质量特性研究中，应关注取样样品的代表

性以及制样过程对样品实际状态的影响。 

（一）mRNA 的结构分析和理化性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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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核酸序列正确性（包括影响疫苗稳定性、转录、翻

译表达效率的关键元件）、mRNA 浓度（紫外吸收）、mRNA 修

饰比例、加帽率、完整性、纯度、物理特性（如外观、pH 值

等）、mRNA 体外翻译活性等特性进行分析。如可能，应评估

构建的 mRNA 疫苗本身的免疫原性。 

（二）纳米颗粒的结构分析和理化性质分析 

应基于制剂质量特性对产品功效的影响程度来确定表

征的完整度和等级。建议对 mRNA 复合及成核效率、pH、复合

率和/或包封率、平均粒径和粒径分布、粒子微观形态、Zeta

电位、渗漏/释放的评价、mRNA 和免疫增强剂在各磷脂含量/

比例、成品中药脂比、装载和未装载 mRNA 量（药物在脂质体

中的分布情况/存在状态）、未形成组装结构的聚合物材料和

正电荷脂质材料、氮磷比、辅料杂质（尤其是含有不饱和双

键的脂材，如 DOPE、DLin-MC3-DMA 的氧化/降解产物、合成

聚合物相关杂质等）等进行分析研究。如适用，建议进行成

核颗粒聚集度、PEG 密度等表征研究。建议开展脂质纳米颗

粒（LNP）质量属性（如粒径、粒径分布、电荷、包埋率）与

免疫效果的相关性研究。mRNA 释放性能与有效性密切相关，

鼓励开展 mRNA 释放特征研究，如体外模拟释放、溶酶体 pH

环境下的释放性能等，可采用色谱、光谱等方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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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mRNA-递送系统的相互作用：建议结合递送系统与

mRNA 相互作用的结构或特性开展必要的质量研究，理化结构

特性如等电点、递送材料的 pKa 值、粒径及其分布、颗粒形

态、mRNA 的包封率及分布、mRNA 的泄露或释放等；生物学活

性如佐剂或新的递送系统对 mRNA 递送效果、降低佐剂或抗

原毒性和/或增强抗原免疫反应的相关研究，mRNA-递送系统

复合物最终表达蛋白及其对免疫原性影响的研究等。 

（三）杂质分析 

生产工艺、贮存、和/或用于保存原液的密封容器中产生

的、和/或稳定性研究批次中发现的潜在杂质，包括工艺相关

杂质和产品相关杂质。对于早期临床试验申请，可根据来源、

风险及残留量的安全性水平等，列出潜在的杂质（建议结合

毒理试验结果、文献资料、既往积累的认知信息等综合考虑），

如 mRNA 相关杂质、DNA 残留、蛋白质残留、递送物质相关杂

质、颗粒相关杂质及生产工艺相关杂质等。对主要杂质进行

监测与分析，必要时纳入质量标准和进行安全性初步评价。

对于开发后期临床试验，除了早期临床试验申请提供的信息

之外，还需进一步进行杂质的分离、鉴别等的分析。考虑其

在生产和贮存期间是否显著增加及其与疫苗有效性的相关

性，确定是否纳入过程控制或放行标准；对于需纳入质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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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项目应随研究的逐步推进加强标准要求。对于药典收纳

的检项，必须符合药典的标准。 

mRNA 产品相关杂质建议关注影响 mRNA 功能的截短序列

（可能来源于转录不完全或 mRNA 的降解/断裂）、可能导致

非特异性免疫反应的双链 mRNA 序列、加帽不完全的 mRNA、

帽子相关杂质、去磷酸不完全的 mRNA、修饰过度的 mRNA 等；

此外，需关注 mRNA 错配序列、mRNA 氧化产物等。 

由于 DNA 残留不同于传统疫苗细胞基质的 DNA 残留，系

特定 DNA 序列的残留，应结合产物序列、残留量、残留 DNA

片段大小等评价 DNA 底物残留的安全性风险。 

制剂相关杂质建议关注：（1）正电荷材料相关杂质，包

括材料合成产生的杂质以及 mRNA 复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杂

质；（2）不饱和脂质的氧化及相关降解产物；（3）纳米颗

粒聚集产生的颗粒物；（4）未组装的脂质分子、阳离子物质；

未包封的 mRNA；在制剂及贮存过程中可能降解或失活的 mRNA

等。其中，未组装的脂质分子会影响 LNP 的稳定性；游离 mRNA

易降解，影响产品的有效性。 

（四）生物学活性研究 

体内效力试验：根据 mRNA 疫苗理论的免疫反应原理应

评价其体液免疫和/或细胞免疫的生物活性。在评价体液免

疫效价时，可使用中和抗体和/或总抗体检测方法。应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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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人体免疫效应具有相关性的实验动物。建立检测动物

血清中和抗体和/或总抗体的方法，包括中和试验毒株、包被

抗原、参比品的研究等。如有必要和可能，鼓励建立抗体性

质的评价方法，如亚型测定、针对抗原中和位点的分析等。

建议建立检测评价细胞免疫的方法（如利用细胞因子

Elispot 检测评价特异性 CTL 反应等方法）进行细胞免疫效

价的评价。该类方法应至少具有支持临床期间变更评价的适

用性及相应的质量标准。 

体外活性检测（体外抗原表达量检测）：通常采用体外

转染哺乳动物细胞、检测其表达量的方法。建议建立定量检

测表达抗原的方法以及表达抗原的定量标准，并对该检测方

法的敏感性以及定量的准确性进行验证；建议检测表达产物

抗原谱，其各表达目的抗原的大小应与预计大小相同；鼓励

建立相应的方法并经验证后拟定各表达抗原的量和图谱的

质量控制标准。鼓励进行体外检测与动物模型中的免疫原性

或有效性的相关性研究。 

动物保护性试验：系最理想的临床前有效性评价手段之

一，可结合药效学研究开展。 

共表达基因序列的活性：若构建的基因序列除新型冠状

病毒目的抗原序列外，还包括具有调节免疫反应功能的细胞

因子序列或包含佐剂效应的序列，则应对这类分子进行详细

分析，包括分子大小、表达量及免疫学反应等。若这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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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佐剂效应序列未批准上市，则应对这类分子进行单独的药

理和毒理学研究。 

五、质量标准 

申报临床时可根据工艺确认资料初步确定质量标准；上

市阶段应按照相关指导原则进行风险控制分析并结合工艺

验证情况提供完整的质量标准。以下检定项目均为建议的检

定项目，早期阶段可作为内控项目积累数据，上市阶段根据

研究数据确定是否纳入放行标准；对于一般工艺相关杂质，

如经充分验证证明工艺可对其有效、稳定地清除，可结合工

艺进行控制，相关残留物检测可不列于检定项目中。 

（一）DNA 转录模板 

建议考虑以下质控项目：鉴别、DNA 模板浓度/含量、测

序、纯度、线性效率（如适用）、杂质残留、微生物限度、

内毒素等检测。鼓励申请人建立 DNA 转录模板体外转录活性

的质控。 

转录模板中的杂质残留可能包括宿主菌 DNA、宿主菌 RNA、

宿主蛋白残留等。 

由于 mRNA 测序准确性不如模板 DNA 测序且受限于其转

录长度，因此，为保证 mRNA 序列准确性，转录模板的测序是

必需的。 

（二）mRNA 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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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考虑以下质控项目：mRNA 鉴别、mRNA 序列长度、序

列完整性及准确性、mRNA 理化特性（如 pH、外观等）、mRNA

含量、加帽率、纯度、产品相关杂质（如不完整 mRNA、双链

RNA 等）、工艺相关杂质（如残留蛋白酶、DNA 模板残留、有

机溶剂、金属离子残留等）、无菌、内毒素等。 

（三）制剂中间产物 

应基于 mRNA 递送系统制备工艺的实际情况，定义制剂

中间产物并建立中间体质量标准，可能包括 mRNA 与阳性聚

合物材料复合后产物、纳米颗粒中间产物等。中间产物检测

是过程控制的一部分，是否定义为中间产物及对应的检测要

求应考虑以下因素：（1）该阶段是否为对应检测项目的最敏

感阶段；（2）后续生产工艺、制剂处方对活性组分是否存在

影响，如是否进行冻干；（3）后续工艺步骤是否需要该步检

测，如活性成分含量用于指导配制。 

建议考虑以下质控项目，包括物理特性、鉴别、含量、

内毒素和无菌等评估。 

（1）物理特性：包括 pH、外观、纳米颗粒大小及分散

系数（PDI）、Zeta 电位等。 

（2）鉴别：通过适当的方法进行确认，如测序、电泳、

高效液相色谱等。 



22 

（3）含量检测：包括核酸浓度、mRNA 包封率检测，可

采用 A260 法或荧光分析法等适宜方法进行检测。 

（4）工艺相关杂质残留。 

（5）安全性相关分析：包括内毒素、无菌检查。 

（四）成品 

建议考虑以下质控项目：产品鉴别与 mRNA 序列确认、含

量（mRNA、递送物质及相关辅料）、成品理化特性、纯度及

相关杂质残留、生物学活性、安全性指标等。 

1.鉴别 

应通过适当方法对 mRNA及相关递送系统组分进行鉴别。 

2.含量检测 

应对 mRNA 含量、mRNA 完整性、mRNA 纯度、递送系统各

组分含量、佐剂含量（如适用）、其他特殊辅料含量（如适

用）进行检测。 

3.理化特性 

包括影响产品安全有效性的关键质控项目，如纳米颗粒

粒径及分散系数（PDI）、Zeta电位、pH 值等。此外还需包

括成品的常规属性检测，如外观、装量/装量差异、可见异物、

渗透压、不溶性颗粒、残留水分（如适用）等。 

4.纯度及工艺相关杂质残留 



23 

包括包封率和工艺相关杂质残留量（如乙醇）等。建议

根据贮存过程中脂质组分（如 DOPE 等）氧化/降解产物情况

及其对疫苗安全有效性的影响探索适宜的纯度指标并建立

适宜检测方法。 

5.生物学活性检测 

可采用体外或体内生物学活性检测。研发早期阶段建议

根据质量研究部分选择适宜的方法建立体内效力质控检测；

必要时，根据产品的作用机理建立细胞免疫检测活性的质控

检测。由于生物学活性方法存在较大的变异性，建议设立参

考疫苗以适宜的比值方法予以拟定标准限度。 

6.安全性指标 

通常包括内毒素、异常毒性、无菌检查等。 

（五）方法学研究和方法学验证 

mRNA 原液及其制剂检测过程中选用的检测方法类型、样

品的预处理过程（如逆转录、富集、酶切、裂解等）、试验

条件等将影响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应对检测方法进行必要的

确认，采取多种方法分析 mRNA 纯度、加帽率、脂质纳米颗粒

粒径分布等关键指标，并对不同原理方法的相互佐证，根据

方法的灵敏性、准确性、精密性和耐用性等验证结果选择适

宜的质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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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临床时提供的方法学验证资料应能初步证实检测

方法的适用性，对重要指标或关键质量属性（如包封率、加

帽率、Zeta 电位、粒径及其分布、纯度、体外效价、体内效

价等）的检测方法，应提供与研发阶段的控制及重要性相符

或适用的验证资料；上市阶段应按照相关指导原则提供全面

的方法学验证资料。 

（六）标准品 

在申报临床阶段应提供建立的参考品或对照品（包括用

于核酸含量、纯度和生物活性，包括全序列测定）来源、制

备、检定结果、标定过程及稳定性研究（定期复检）等方面

的初步研究资料。 

六、稳定性研究 

mRNA 疫苗稳定性研究与评价应当遵循生物制品稳定性

研究的有关指导原则开展研究。 

稳定性考察应采用能够反映产品整体质量的敏感指标，

应重点考察 mRNA 的理化特性和表达效率：如包封率、活性物

质含量、粒径及其分布、Zeta 电位、纳米颗粒的聚集和体内

效力，并以 pH 值、外观和微生物负荷/无菌作为补充。稳定

性考察条件应考虑温度变化、pH 值变化、光稳定性、湿度（用

于冻干的 mRNA）或反复冻融（冷冻储存时）、复溶后或使用

中稳定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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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生产过程中各中间产物如需储存，同样应开展稳定

性研究或相关验证研究，应明确储存条件、储存方式并进行

可用于生产的相关研究。 

七、直接接触制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来源、选择依据

及质量标准等研究 

除成品制剂需按照相关指导原则开展包材相容性研究

并在申报时提交相关资料外，原液、制剂生产工艺中使用的

所有与产品接触的耗材（如储存袋、硅胶管、微流控芯片、

管道等），需提交相关研究资料或其他适用的支持资料，并提

供支持包材相容性的研究数据。 

八、应急状态下药学研发的阶段性考虑与研发期间的变

更 

在应急状态下，为加速疫苗研发、更好为申报资料提供

指导性意见，建议在应急状态下考虑早期产品开发采用研发

数据积累、样品检测与生产过程控制、放行控制协同考虑，

在风险识别基础上及时查漏补缺等策略，但仍需在临床期间

按照常规疫苗上市要求对药学研究逐步完善。将在临床试验

过程中及时跟进沟通，收集现场反馈信息，根据疫情调整审

评策略。 

对早期临床研究的药学部分生产工艺、质量特性研究及

质量标准等各部分提出初步考虑如下： 

（一）种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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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外源因子检测、DNA 序列一致性等问题；同时

关注基因序列选择问题，可结合产品毒理、药效学研究结果

予以论证。 

（二）生产工艺 

若申请人具有前期的工艺平台知识，经初步确认后，可

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生产工艺及工艺控制的初步建立，可

在临床期间持续放大和优化工艺参数；但需要确保影响产品

安全性的生产工艺步骤的充分开发。建议建立尽可能多的过

程控制指标以积累产品知识和工艺知识，以对可能存在的工

艺放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可比性研究奠定基础，待积累

并验证充分后再考虑减少控制指标。 

可结合前期工艺平台知识，并根据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

床前药效、毒理学研究拟定初步的制剂处方及制剂工艺，经

初步疫苗稳定性确认后，临床期间开展深入的抗原-佐剂/递

送系统相互作用，逐步优化制剂处方。在脂质纳米颗粒制剂

工艺放大过程中可能伴随关键设备的不断改变，应关注工艺

参数的不断优化及调整以确保脂质纳米颗粒质量的可比性，

并对不同规模生产设备的持续验证（清洁、无菌保证、使用

次数等）及与产品的相容性等验证。 



27 

生产规模应至少满足早期临床研究。对于生产工艺的连

续性、可控性的确认应至少通过连续 3批次的生产予以确证，

连续批次确认应尽可能在开展临床试验前完成。 

（三）质量特性研究 

在研发早期，应对样品进行初步结构确证，提交研究数

据，完整的结构确证数据可在申报新药上市时提交；疫苗的

生物效价研究是反应工艺性能和产品质量的综合指标，建议

尽早开展相关研究。 

（四）质量标准 

由于生产批次、生产规模、质控方法均处于开发的初期

阶段，应重点考虑检测项目的全面性，如检测项目应尽可能

涵盖产品纯度、工艺相关杂质、产品相关杂质、生物学活性

等方面，鼓励临床研究期间积累充分、全面的产品质量检测

数据；对于方法学适用性开展初步研究，重要指标或关键质

量属性（如保护效力等）的检测方法，应提供与研发阶段的

控制及重要性相符或适用的验证资料，而产品相关杂质的确

认及全面的方法学验证可在临床期间开展；标准限度可综合

临床前毒理研究、工艺放大、稳定性研究等方面初步建立或

报告结果，在临床期间通过更多生产经验的积累予以确定。

对产品安全性相关的质控指标（如微生物污染控制指标、有



28 

害物质残留等），建议尽早进行方法学验证，至少对适用性

进行确认研究。 

mRNA 含量等指标主要反映抗原对成品效力的影响，因此，

通常成品应进行体内效力检测。上市后可通过足够批次的体

内和体外效力数据及其与临床批次的对比分析，评价体外效

力代替体内效力的可行性。 

（五）临床申报阶段应提供能够支持临床试验开展的稳

定性研究数据 

如果有可替代或支持性的其他研究资料（如采用与已上

市疫苗同样的包材、辅料、处方等），应提交说明。 

（六）研发期间的工艺变更 

药品在研发阶段、尤其是研发早期，药学变更往往是不

可避免的。鼓励采用临床试验样品的工艺代表性批次开展临

床前药理毒理研究。如存在临床前到临床批次的药学变更，

需提供变更前后详细的药学对比信息并对变更后工艺进行

详细描述、分析和风险评估，应提供相应的可比性研究数据

证明变更未对产品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临床期间可能伴随生产规模放大、工艺优化等持续变更，

应开展充分的可比性研究评估变更对产品质量的潜在影响。

需提前进行可比性研究的设计，对取样批次、步骤、需要开

展的检测予以提前布局，尤其需关注各个研发阶段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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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样问题。此外，抗原含量、动物效力等关键指标标准品的

全面研究有利于保证产品质量及标准品的可溯源性。 

如质量可比性分析研究不足以证实变更未对产品产生

不利影响时，可能需要补充非临床、甚至临床研究数据，如

免疫原性比较和必要的安全性比较等。鉴于 mRNA 疫苗的复

杂性及目前的有限认知，对于临床期间的重大变更，建议开

展变更前后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等全面的效力研究的比较分

析。 

九、名词解释 

mRNA疫苗：mRNA疫苗是将外源目的基因序列通过转录、

合成等工艺制备的修饰后 mRNA 通过特定的递送系统导入细

胞、表达目的蛋白、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学反应从而使

机体获得免疫保护的一种核酸制剂。 

递送系统：递送系统常常是通过特定的递送材料将核酸

药物压缩（condensation）、复合（complexing）和（或）包

裹（packaging）后，增加核酸药物在血液、核酸酶或其它条

件下的稳定性，并基于递送系统-细胞相互作用，运送核酸等

穿过细胞膜，并使其能够接触到胞质（对于 siRNAs和 mRNA）

或进入细胞核（对于 DNA），从而使核酸发挥其功能。 

多组分疫苗：指分别构建的携带不同新冠病毒抗原目的

基因序列的 mRNA，被共同包装在递送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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