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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982 粒度和粒度分布测定法第二法筛分法草案公

示稿（第二次） 

 

0982 粒度和粒度分布测定法 1 

本法用于测定原料药、辅料和药物制剂粉末或颗粒的粒子大小或粒度分2 

布。其中第一法、用于测定粒子大小或限度，第二法用于测定药物制剂的粒子3 

大小、或限度或粒度分布，第三法用于测定原料药或药物制剂的粒度分布。 4 

第一法（显微镜法） 5 

本法中的粒度，系以显微镜下观察到的长度表示。 6 

目镜测微尺的标定 照显微鉴别法（通则 2001）标定目镜测微尺。 7 

测定法 取供试品，用力摇匀，黏度较大者可按各品种项下的规定加适量8 

甘油溶液（1→2）稀释，照该剂型或各品种项下的规定，量取供试品，置载玻9 

片上，覆以盖玻片，轻压使颗粒分布均匀，注意防止气泡混入，半固体可直接10 

涂在载玻片上，立即在 50～100 倍显微镜下检视盖玻片全部视野，应无凝聚11 

现象，并不得检出该剂型或各品种项下规定的 50μm及以上的粒子。再在 200～12 

500 倍的显微镜下检视该剂型或各品种项下规定的视野内的总粒数及规定大13 

小的粒数，并计算其所占比例（%）。 14 

第二法（筛分法） 15 

筛分法是通过合宜孔径的药筛对粉末或颗粒的粒子大小和粒度分布进行16 

评估和分级的方法。一般分为手动筛分法、机械筛分法与空气喷射筛分法气17 

流空气夹带筛分法。一般情况下，手动筛分法和机械筛分法适用于测定大部18 

分粒径大于 75μm 的供试品。；对于粒径较小的供试品，由于其质量较小，在19 

筛分过程中提供的重力不足以克服内聚力和粘附力，使颗粒相互团聚并粘附20 

在筛面上，从而导致预期通过筛面的颗粒被保留，对于粒径小于 75μm 的样21 

品，则应因此，采用气流空气夹带筛分法空气喷射筛分法或其他适宜的方法22 

更为合适。但是在经方法验证可行的情况下，筛分法也可用于粒径中位值小23 

于 75μm 的粉末或颗粒。对于只能通过粒度大小进行分类的粉末或颗粒，筛分24 

法是很好的选择。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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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分法需要的样品量大（一般至少需要 25g，取决于粉末或颗粒的密度以26 

及药筛的直径），而且难以筛分易堵塞筛孔的油性或其他粘附性粉末或颗粒。27 

颗粒能否通过筛孔一般取决于颗粒的最大宽度或厚度，而不是颗粒的长度，28 

因此筛分法是一种二维的尺寸估算方法。 29 

除另有规定外，采用机械筛分法测定粒度分布。当供试品难以达到测定30 

终点（如供试品不容易过筛），或需要测定的筛分范围小于 75µm 时，应考虑31 

使用其他适宜的测定方法。 32 

应控制环境的湿度，避免供试品在筛分过程中吸收或释放水分。如供试33 

品不易吸收或释放水分，则通常可在环境湿度下进行筛分试验，如有特殊要34 

求，应在品种正文中列出。 35 

机械筛分法系采用机械方法或电磁方法，产生垂直振动、水平圆周运动、36 

拍打、拍打与水平圆周运动相结合等振动方式。空气喷射筛分法则采用流动37 

的空气流带动颗粒运动。 38 

筛分试验时需注意环境湿度，防止样品吸水或失水。对易产生静电的样39 

品，可加入 0.5%胶质二氧化硅和（或）氧化铝等抗静电剂，以减小静电作用40 

产生的影响。 41 

1.筛分法的原理 42 

试验药筛是由金属丝编织而成，其筛孔近似于正方形，固定于无底圆筒43 

形容器的底部。根据药筛的孔径，从小到大依次往上堆叠，供试品放置在最上44 

层的药筛中。在规定的搅动条件下试验，准确地测量各药筛上遗留颗粒及粉45 

末的重量，即可计算出每个药筛尺寸范围所对应颗粒及粉末的百分比。 46 

通常，在供试品中至少有 80%的颗粒粒径大于 75µm 的情况下，可采用47 

筛分法测定粒度分布。确定粒度分布所涉及的粒径参数是颗粒将要通过的最48 

小方形孔径的边长。 49 

2.药筛 50 

本方法所用的药筛符合最新版的国际标准化组织规范 ISO 3310-1（试验51 

筛-技术要求和试验）（见表 1）。除另有规定外，应使用表 1 所列的药筛。 52 

药筛的选择应覆盖供试品中的全部粒度范围。推荐使用一组筛网开孔面53 

积为 2 级数的药筛。这一组药筛以最粗的药筛为最上层，以最细的药筛为最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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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进行组装。一般使用 μm 或 mm 表示药筛的孔径大小。[注：表中提供的55 

筛号仅供转化使用]。药筛通常是由不锈钢丝制成，也可采用（但较少推荐）56 

黄铜或其他合适的惰性金属丝制成。 57 

药筛的校准  药筛的校准应符合最新版的 ISO 3310-1 或 GB/T 6003.1。在58 

使用之前，应仔细检查药筛是否存在严重变形和断裂，尤其是药筛框架与筛59 

面的接合处。可以对药筛进行目视检查，以估计筛面的平均开孔尺寸和开孔60 

差异性。在评估 212～850µm 范围的药筛有效孔径时，可采用标准玻璃球。除61 

另有规定外，药筛的校准应在受控的室温和环境相对湿度下进行。 62 

药筛的清洁  一般情况下，应仅使用压缩空气或流动的液体清洁试验筛。63 

如果某些筛孔仍然存在被颗粒堵塞的情况，可采用软刷轻刷以清除颗粒。 64 

3.供试品 65 

除另有规定外，使用直径为 200mm 的药筛时，根据供试品的堆密度，称66 

取供试品 25～100g；使用直径为 76mm 药筛时，供试品取量约为 200mm 药67 

筛的 1/7。可通过称取不同取样量的供试品（如 25、50 和 100g），在同一时间68 

段内采用机械筛分法进行测试，以确定其最合适的取样量。（注：如果取样量69 

为 25g 和 50g 的测试结果接近，但取样量为 100g 时，通过最细药筛的百分比70 

较低，则说明 100g 的取样量过大。） 71 

如果供试品只有 10～25g，则可以使用相同筛网孔径但直径较小药筛，但72 

需重新确认测定终点。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更少的取样量（例如，少至73 

5g）进行测试。对于表观颗粒密度低的供试品，或主要以具有高度等径形状的74 

颗粒组成的供试品，为了避免筛网过度堵塞，采用直径为 200mm 的药筛时，75 

取样量应小于 5g。在验证特定筛分方法的可行性时，应注意筛网堵塞的问题。 76 

如果供试品因湿度的变化容易吸收或损失大量的水分，必须在适当的受77 

控环境中进行试验。如果供试品容易产生静电，则必须仔细观察以确保产生78 

的静电不会影响测试结果，必要时，对易产生静电的样品，可加入 0.5%胶质79 

态二氧化硅和（或）氧化铝等抗静电剂，以减小静电作用产生的影响。如果上80 

述两种影响都无法消除，应选择其他粒度测定技术。 81 

4.搅动方法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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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药筛和粉末搅动装置可用于筛分测定。但测试过程中，由于作用83 

于单个颗粒上的力的类型和大小不同，不同的搅动方法可能得到不同的筛分84 

结果。筛分法可以使用机械搅动或电磁搅动的方法，产生垂直振动、水平圆周85 

运动、拍打、拍打与水平圆周运动相结合等振动方式；也可采用空气流带动颗86 

粒运动的方法。如果搅动方法和搅动参数可以改变，测试结果中应标示搅动87 

方法和搅动参数。因为搅动条件的改变会使筛分试验得到不同的结果，在某88 

些情况下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而造成测定结果异常。 89 

5.测定终点 90 

测定各药筛上遗留颗粒及粉末的重量，连续两次筛分测定的重量差异不91 

超过 5%或重量的差值不超过 0.1g（如药筛直径为 76mm，则不超过 10%），92 

即为测定终点。若某一药筛上遗留重量小于供试品取样量的 5%，则该药筛连93 

续两次的重量差异不超过 20%。 94 

测定粒度分布时，如果任一药筛上遗留颗粒及粉末的重量超过供试品取95 

样量的 50%，除另有规定外，应重新测试，同时应在该药筛的上层增加一个96 

孔径更大的药筛。 97 

6.筛分方法 98 

（1）. 手动筛分法 99 

（1）单筛分法 称取各品种项下规定的供试品，置规定号的药筛中（筛下100 

配有密合的接收容器），筛上加盖。按水平方向旋转振摇至少 3 分钟，并不时101 

在垂直方向轻叩筛。取筛下的颗粒及粉末，称定重量，计算其所占比例（%）。 102 

（2）双筛分法 取单剂量包装的 5 袋（瓶）或多剂量包装的 1 袋（瓶），103 

称定重量，置该剂型或品种项下规定的上层（孔径大的）药筛中（下层的筛下104 

配有密合的接收容器），保持水平状态过筛，左右往返，边筛动边拍打 3 分钟。105 

取不能通过大孔径筛和能通过小孔径筛的颗粒及粉末，称定重量，计算其所106 

占比例（%）。 107 

（2）.机械筛分法 108 

除另有规定外，取直径为 200mm 规定号的药筛和接收容器，称定重量，109 

根据供试品的容积密度，称取供试品 25～100g，称定每个药筛及接收容器的110 

重量，精确至 0.1g。精密称取供试品适量，置最上层（孔径最大的）药筛中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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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下层的筛下配有密合的接收容器），筛上加盖。设定振动方式和振动频率，112 

振动 5 分钟。取各药筛与接收容器，称定重量，根据筛分前后的重量差异计113 

算各药筛上和接收容器内颗粒及粉末所占比例（%）。重复上述操作直至连续114 

两次筛分后符合测定终点的要求。，各药筛上遗留颗粒及粉末重量的差异不超115 

过前次遗留颗粒及粉末重量的 5%或两次重量的差值不大于 0.1g；若某一药筛116 

上遗留颗粒及粉末的重量小于供试品取样量的 5%，则该药筛连续两次的重量117 

差异应不超过 20%。完成测定后，计算筛分过程中颗粒及粉末的损失总量，118 

应不超过供试品取样量的 5%。 119 

重新取样，重复试验，采用上述各次筛分时间的总和作为单次筛分时间，120 

确认该筛分时间是否符合测定终点的要求。对某种特定样品，如果该终点通121 

过验证，测得的粒度分布在正常的变化范围内，在后续的测定中可以使用单122 

一固定的筛分时间。 123 

如果任一筛网上遗留的颗粒及粉末不是单一粒子而是聚集体，使用机械124 

筛分法较难获得良好的重现性，应选择其它粒度测定方法。 125 

（3）空气喷射筛分法气流空气夹带筛分法 126 

包括空气喷射筛分法和声波筛分法。 127 

空气喷射筛分法 每次筛分时仅使用一个药筛。如需测定颗粒大小粒径128 

分布时，应从孔径最小的药筛开始顺序进行。除另有规定外，取直径为 200mm 129 

规定号的药筛，称定重量，根据供试品的容积密度，称取供试品 25～100g 取130 

供试品适量，置药筛中，筛上加盖。设定压力，喷射 5 分钟。取药筛，称定重131 

量，根据筛分前后的重量差异计算药筛上颗粒及粉末所占比例（%）。重复上132 

述操作直至连续两次筛分后符合测定终点的要求。，药筛上遗留颗粒及粉末重133 

量的差异不超过前次遗留颗粒及粉末重量的 5%或两次重量的差值不大于134 

0.1g;若药筛上遗留的颗粒及粉末重量小于供试品取样量的 5%，则连续两次的135 

重量差异应不超过 20%。相对机械筛分法，本法常使用更细小孔径的药筛。136 

空气喷射筛分法更适用于只需要测定筛上颗粒及粉末比例或筛下颗粒及粉末137 

比例颗粒及粉末比例过大或过小的情况。 138 

声波筛分法 每次筛分时使用一组筛网。供试品是在垂直振荡的空气柱139 

中被提升，并在特定的脉冲频率下将供试品带回药筛并进行筛分。使用声波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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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分法时，需要将供试品取样量降低至 5g。 141 

对于采用机械筛分法无法获得合适有意义结果的供试品，可以选择空气142 

喷射筛分法和声波筛分法。 143 

空气喷射筛分法和声波筛分法易受供试品在气流中的分散情况影响。当144 

粒子容易粘聚，尤其是容易产生静电的供试品，如果在筛分范围的下限附近145 

（如小于 75μm）进行筛分，则难以使供试品在气流中得到良好的分散性。这146 

种情况下，测定终点和确认药筛上的颗粒及粉末是单一粒子而不是聚集体是147 

非常重要的。 148 

7.其他 149 

（1）为便于结果计算和分析，筛分法的记录数据通常包括供试品取样量、150 

保留在各药筛上和接收容器中的供试品重量、总筛分时间、筛分方法和筛分151 

的各变量参数。 152 

（2）如果以通过药筛的供试品累计重量来计算粒度分布，选用的药筛范153 

围应包含所有供试品都能通过的筛号。 154 

（3）如果发现保留在任何一个药筛上的供试品是筛分过程中形成的聚集155 

体，表明筛分结果无效。 156 

第三法（光散射法） 157 

见 2023 年 12 月公示的“0982 粒度和粒度分布测定法第三法动态光散射158 

法、第四法光阻法草案公示稿（第一次）”。 159 

表 1 药筛汇总表 160 

ISO 标称筛号         
中国药典

筛

号 

ISO 标称筛号         
中国药典

筛

号 

主要

尺寸       
补充尺寸        

主要

尺寸       
补充尺寸        

R 20/3 R20 R 40/3 R 20/3 R20 R 40/3 

11.20mm 11.20mm 11.20mm    600μm  

 10.00mm    560μm   

  9.50mm  500μm 500μm 500μm  

 9.00mm    450μm   

8.00mm 8.00mm 8.00mm    425μm  

 7.10mm    400μm   

  6.70mm  355μm 355μm 355μm 三号筛 

 6.30mm    315μm   

5.60mm 5.60mm 5.60mm    300μm  

 5.00mm    280μm   

  4.75mm  250μm 250μm 250μm 四号筛 

 4.50mm    224μm   

4.00mm 4.00mm 4.00mm    212μm  

 3.55mm    200μm   

  3.35mm  180μm 180μm 180μm 五号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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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mm    160μm   

2.80mm 2.80mm 2.80mm    150μm 六号筛 

 2.50mm    140μm   

  2.36mm  125μm 125μm 125μm 七号筛 

 2.24mm    112μm   

2.00mm 2.00mm 2.00mm 一号筛   106μm  

 1.80mm    100μm   

  1.70mm  90μm 90μm 90μm 八号筛 

 1.60mm    80μm   

1.40mm 1.40mm 1.40mm    75μm 九号筛 

 1.25mm    71μm   

  1.18mm  63μm 63μm 63μm  

 1.12mm    56μm   

1.00mm 1.00mm 1.00mm    53μm  

 900μm    50μm   

  850μm 二号筛 45μm 45μm 45μm  

 800μm    40μm   

710μm 710μm 710μm    38μm  

 630μm       

 

 

 

 

 

 

 

 

 

 

 

 

 

 

 

 

 

 

起草单位：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联系电话：020-81853846 

复核单位：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联系电话：010-58351604 

主要起草人：陈英、伍伟聪、王彩媚、李艺、郭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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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2 粒度和粒度分布测定法修订说明 

根据 2023 年 9 月 0982 粒度和粒度分布测定法第二法筛分法第一次公示

稿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国家药典委员会相关专业委员会进行了研讨，在第一

次公示稿的基础上修订了部分内容，主要为： 

1. 规范部分术语与表述 

规范部分术语，将“气流筛分法”名称修订为“空气夹带筛分法”；对空

气喷射筛分法适用场景的表述进行了规范。 

2. 增加药筛的校准标准 

我国的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一般应符合《GB/T 6003.1 试验筛 技术要求

和检验 第 1 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的要求。为了让使用者更好执行相

关要求，药筛的校准修订为“药筛的校准应符合最新版的 ISO 3310-1 或 GB/T 

6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