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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331214.html） 

 

附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事宜的公告 

（2018 年第 66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为进一步完善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制度，落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包括持有药品批准文号的药品生产企业，以下简称持有

人）不良反应报告主体责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公告如下： 

一、持有人应当建立健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持有人是药品安全责任的主体，应当

指定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负责人，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直接

报告药品不良反应，持续开展药品风险获益评估，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持有人委托其他公司或者机构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双方应当签订委托协议。持有

人应当配备专职人员做好对受托方的监督和管理等工作，相应法律责任由持有人承担。进口药

品持有人应当指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指定我国境内企业法人作为代理人，具体承

担进口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风险控制等工作。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应当接受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持有人应当及时报告药品不良反应。持有人应当建立面向医生、药师和患者的有效

信息收集途径，主动收集临床使用、临床研究、市场项目、学术文献以及持有人相关网站或者

论坛涉及的不良反应信息。 

  境内发生的严重不良反应应当自严重不良反应发现或获知之日起 15 日内报告，死亡病例

及药品群体不良事件应当立即报告，其他不良反应应当在 30 日内报告。持有人应当对严重不

良反应报告中缺失的信息进行随访，对死亡病例开展调查并按要求提交调查报告。 

  境外发生的严重不良反应应当自持有人发现或获知严重不良反应之日起 15 日内报告，其

他不良反应纳入药品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中。 

三、持有人应当报告获知的所有不良反应。持有人应当按照可疑即报原则，直接通过国

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报告发现或获知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范围包括患者使用药品出现的

与用药目的无关且无法排除与药品存在相关性的所有有害反应，其中包括因药品质量问题引起

的或者可能与超适应症用药、超剂量用药、禁忌症用药等相关的有害反应。 

  医疗机构及个人保持原途径报告不良反应，也可向持有人直接报告。药品经营企业直接向

持有人报告。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将及时向持有人反馈收集到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持

有人应当对反馈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进行分析评价，并按个例不良反应的报告范围和时限上报。 

四、持有人应当加强不良反应监测数据的分析评价。持有人应当及时对发现或者获知的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进行评价，定期对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临床研究、文献等资料进行评价；

发现新的且严重不良反应、报告数量异常增长或者出现批号聚集性趋势等，应当予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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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全面评价药品的安全性，识别药品潜在风险，研究风险发生机制和原因，主动开展上市后

研究，持续评估药品的风险与获益。 

  持有人应当汇总年度情况，包括企业年度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运行情况、不良反应报告

情况、风险识别与控制情况、上市后研究情况等信息，并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省级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机构提交上一年度总结报告。此外，持有人应当按规定要求做好药品定期安全性更新

报告的撰写及上报工作。 

五、持有人应当主动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持有人应当根据分析评价结果，判断风

险程度，制定积极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发现说明书未载明的不良反应，应当及时进行分析评价。对需要提示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安

全性信息及时修改说明书和标签，开展必要的风险沟通；对存在严重安全风险的品种，应当制

定并实施风险控制计划，采取限制药品使用，主动开展上市后研究，暂停药品生产、销售、使

用或者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评估认为风险大于获益的品种，应当主动申请注销药品批准证

明文件。 

  对提示药品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持有人必须立即采取暂停生产、销售、使用或者召

回等措施，并积极开展风险排查。对其中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严重不良反应，持有人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妥善处理。 

  持有人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应当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向省级药品不良反应监

测技术机构报告不良反应详细情况以及风险评估情况。对于持有人采取的修改说明书，以及暂

停药品生产、销售、使用或者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持有人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布。 

六、加强对持有人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技术审核。各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技术机构

要按照相关规定，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收集、核实、评价、调查、反馈和上

报。省级及以上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技术机构应当对监测数据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组织对定期安

全性更新报告和年度总结报告进行技术审核，开展不良事件聚集性信号的监测评价，开展不良

反应报告的质量评估。 

七、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承担属地监管责任。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持有

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工作，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将监督检查纳入日常监管工作。组织对持

有人及其代理人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开展日常检查，对其中隐瞒不报、逾期未报告、提供

虚假报告等开展重点检查；对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者违规行为的开展有因检查；对持有人

委托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组织对受托部门进行延伸检查。 

八、严厉查处持有人不履行直接报告责任的行为。持有人未建立有效的药品不良反应监

测体系，未指定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负责人，未依规定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未建立健

全相关管理制度的，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予以查处。持有人严重违反相关规定、不能

控制药品安全风险的，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暂停销售；持有人完成整改、经省级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确认符合要求后，方可恢复销售。 

  持有人隐瞒不报、逾期未报告、提供虚假报告的，相关不良反应通过其他途径报告并经规

定的程序核实，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采取警告、罚款等措施；隐瞒不报、逾期未报告

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死亡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责令暂停相关产品销售，直至依法撤销药品批

准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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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人风险信息公布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的，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完整准

确公布信息。情节严重导致不能控制药品安全风险的，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暂停相

关产品销售。持有人整改后完整准确公布信息的，经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检查确认符合要求，

方可恢复销售。 

本公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