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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68287.html） 

 

附錄 

 

总局关于发布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控制与成品放行指南的通告 

（2016 年第 173 号） 

 

为指导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按照经注册或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做好质量管理，强化采购、生

产、检验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严格医疗器械成品放行，提升产品质量保证水平，根据《医疗器

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 号）和《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4 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制定

了《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控制与成品放行指南》，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控制与成品放行指南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6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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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控制 

与成品放行指南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应当按照《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4 号）及其附录的要求，加强对产品实现全过程，特别是采

购和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以及成品放行的管理，确保放行的医疗器械符合强制性标准以及经注

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所指质量控制，包括与产品有关的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外协件、中间品、成品、

初包装材料、标签等相关的验证/确认/监视/测量/检验/试验活动及其质量管理，也包括与生产

过程相关的，特别是与生产过程中关键工序和特殊过程相关的验证/确认/监视/测量/检验/试验

活动及其质量管理。 

本指南所指成品放行，不包括采购物品和中间品的放行程序。企业可以参考医疗器械成品

放行的原则，自行制定采购物品和中间品的放行程序。 

本指南不包括与生产、检验相关的环境、设施、设备及其相关过程的质量控制与管理，如

生产、检验洁净区的环境监测，辅助工艺用水、辅助工艺用气的质量管理等要求。如上述质量

控制及其管理活动与采购物品、中间品或成品要求直接相关，则本指南视其为采购物品、中间

品或成品相关要求的一部分。 

二、质量控制与成品放行 

企业应当依据法规要求、风险管理要求、产品技术要求、产品特性、生产规模、工艺特点、

质量管理能力等实际，确定产品实现全过程，特别是采购和生产过程的验证/确认/监视/测量/

检验/试验的过程和要求。 

企业应当针对采购物品、中间品和成品及其相关过程，在医疗器械设计和开发完成后，特

别是在设计转换完成后，输出进货检验规程、过程检验规程和成品检验规程等系统全面的质量

控制文件，用以指导产品实现全过程，特别是采购和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和成品放行工作，确

保使用符合要求的采购物品，流转符合要求的中间品，放行符合要求的成品。 

（一）采购控制与进货检验 

企业应当建立并实施采购控制程序。供应商的管理应当参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供应商审

核指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5 年第 1 号）有关要求，以确保采购物品符合规

定的要求，且不低于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相关要求。 

企业应当根据采购物品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确定对采购物品，特别是对成品质量影响

较大的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组件等实施常规控制的验证/确认/监视/测量/检验/试验程序与要

求，确保其符合规定要求。接收和拒收及其相关处置措施都应予以记录。 

企业应当建立并实施进货检验规程。进货检验规程至少应当明确采购物品的名称、规格型

号、验证/确认/监视/测量/检验/试验项目与方法、适用的仪器设备和器具、抽样程序、抽验方



3 

 

案、接收准则、引用标准/引用测量程序和相关记录等内容。抽样方案应当具有统计学依据，

应当对统计推断的置信度进行分析，确保抽检的样品具有代表性。 

（二）过程控制与过程检验 

企业应当根据生产过程对成品质量的影响程度，确定对中间品、生产过程实施常规控制的

验证/确认/监视/测量/检验/试验程序与要求，确保生产过程受控、生产过程中规定的要求得到

满足。接收和拒收及其相关处置措施都应予以记录。 

企业应当建立并实施过程检验规程。过程检验规程至少应当明确中间品的名称、规格型号、

验证/确认/监视/测量/检验/试验项目与方法、适用的仪器设备和器具、抽样程序、抽样方案、

接收准则、引用标准/引用测量程序和相关记录等内容。抽样方案应当具有统计学依据，应当

对统计推断的置信度进行分析，确保抽检的样品具有代表性。 

企业应当对关键工序进行验证，对特殊过程进行确认。验证/确认记录至少应当包括验证/

确认方案、验证/确认项目与方法、操作人员、结果评价、再验证/再确认等内容。生产过程中

采用的计算机软件对产品质量有影响的，也应当进行确认。 

企业应当根据关键工序和特殊过程的验证/确认或再验证/再确认结果，对关键工序、特殊

过程实施必要的过程检验、过程参数的监视和测量。过程参数的监视和测量相关要求既可以包

含在过程的作业指导文件中，也可以包含在过程的检验规程中。 

（三）成品检验与成品放行 

企业应当根据强制性标准以及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产品交付要求、企业内部

控制标准等制定成品检验规程。成品检验规程应当确定成品需要实施常规控制的验证/确认/监

视/测量/检验/试验程序与要求，确保每批成品都符合接收准则。接收和拒收及其相关处置措施

都应予以记录。 

成品的检验规程至少应当明确成品的名称、规格型号、验证/确认/监视/测量/检验/试验项

目和方法、适用的仪器设备和器具、抽样程序、抽样方案、接收准则、引用标准/引用测量程

序和相关记录等内容。抽样方案应当具有统计学依据，应当对统计推断的置信度进行分析，确

保抽检的样品具有代表性。 

成品检验规程的内容原则上应当覆盖已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中需要常规控制的

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不能覆盖的，应当在成品检验规程中予以说明。必要时，应当给出经过

确认的替代解决方案。 

企业应当建立并实施成品放行程序，明确成品放行条件、放行批准要求。成品放行前至少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完成所有规定的工艺流程；规定的批生产记录完整齐全；所有规定的进货、

过程、成品检验、验证等质量控制记录完整齐全，结果符合规定要求，检验/试验/验证/确认人

员及其审核、授权批准人员均已按规定签发记录；产品实现全过程，特别是采购、生产等过程

中的不合格、返工、返修、降级使用、紧急放行等特殊情况已经按规定处理完毕；产品说明书、

标签及其版本符合规定要求；经授权的放行人员已按规定签发产品放行单，批准成品放行。 

（四）其他有关要求 

若供应商生产及质量管理能力波动、企业生产及质量管理能力波动可能对采购物品、中间

品、成品质量造成明显影响的，用于监视上述波动的验证/确认/监视/测量/检验/试验项目原则

上应当分别纳入进货检验、过程检验与成品检验的常规控制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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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常规控制的进货检验、过程检验和成品检验项目原则上不得进行委托检验。对于检验

/试验等条件和设备要求较高，确需委托检验的项目，可委托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企业确定采购物品、中间品、成品质量控制性能指标和检验方法时，应当优先采用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特别是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相关内容; 其次应当考虑采用国际标准相

关内容。如果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际标准不适用，企业可以采用行业通行做法或自行建立

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必要时，企业应当对自行建立的内部控制标准采用的检验方法开展验证和

确认。 

如果同一种质量控制性能指标有多种检验方法，企业应当根据检验目的确定合适的检验方

法，并在相应的检验规程中予以明确。必要时，企业应当在内部控制标准与外部标准间建立对

应关系。 

检验涉及标准物质的，应当优先使用国家标准物质。 

企业原则上不得采用以下放行标准：对成品质量影响较大的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组件等

采购物品仅实行外观检查、查验供应商成品检验报告，未对上述采购物品关键质量控制性能指

标进行检验/试验/验证/确认即放行的；对关键工序的中间品、成品重要质量控制性能指标未进

行检验/试验/验证/确认即流转的；未对特殊过程的过程参数进行确认或者确认后未对特殊过程

实施有效监视和测量即流转中间品、成品的；对成品重要质量控制性能指标仅采用进货检验、

过程检验数据转移即放行的；成品检验不能覆盖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中应当进行常

规控制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且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的。 

若经过风险评估，确需采用上述方法放行部分采购物品、中间品和成品的，企业应当针对

相关采购物品、中间品和成品及其相关过程开展严格的供应商前置管理，并在一定周期内开展

适当频次的检验/试验/验证/确认等活动。若积累的相关数据能够证明其产品实现全过程，特别

是采购和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活动是适宜、充分、有效的，才能实施简化的质量控制方案。 

企业应当建立并实施数据分析程序。企业应当收集与产品质量控制、成品放行相关的质量

控制运行数据，采用适当的统计技术，定期对相关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形成阶段性产品质量控

制报告，警戒可能产生的偏离，按规定处置偏离或超限事件，必要时及时采取纠正预防措施。

企业应当定期对产品质量控制、成品放行控制的适宜性、充分性、有效性进行评审，并实施必

要的后续措施。 

三、术语 

本指南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验证：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规定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认定。（《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4 号） 

确认：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特定的预期用途或者应用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认定。（《医疗器械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4 号） 

关键工序：指对产品质量起决定性作用的工序。（《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4 号） 

特殊过程：指通过检验和试验难以准确评定其质量的过程。（《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4 号） 

检验：通过观察和判断，适当时结合测量、试验或估量所进行的符合性评价。（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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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2008《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试验：按照程序确定一个或多个特性。（GB/T 19000-2008《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术语： 

关于置信度的定义，参见 GB/T 3358.1-2009《统计学词汇及符号第 1 部分：一般统计术语

与用于概率的术语》中与置信度、置信区间相关术语的定义。置信度反映了在同一条件下大量

重复随机抽样中，置信区间包含参数真值的比例。 

关于监视和测量的含义，参见与 YY/T 0287-2003《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用于法规的要求》

关于监视和测量的相关表述和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