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4 月 

与第一次公示稿比较，修改处加橙色标记 
 

附件 1：0940 单位剂量均匀性检查法草案公示稿（第二次） 

 

0940单位剂量均匀性检查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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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论项下，规定进行 0940 单位剂量均匀性的品种，可不进行 0941 含量均3 

匀度检查或制剂通则项下的重（装）量差异检查；规定进行 0941 含量均匀度检4 

查的按各论执行，若各论项下未规定进行 0940 单位剂量均匀性或 0941 含量均匀5 

度检查的品种，按照制剂通则项下的要求，进行重（装）量差异检查。 6 

为保证药品单位剂量的均匀性，制剂批次中的每个单位剂量所含主药含量应7 

在标示量两侧的狭窄范围内。单位剂量是指一个单剂量给药包装中药物成分的含8 

量或一个多剂量给药包装中可独立给药制剂单元中药物成分的含量。单位剂量均9 

匀性检查法不适用于单剂量包装的外用、皮肤用混悬剂、乳剂或凝胶制剂。 10 

单位剂量均匀性系指单位剂量之间药物含量的均匀程度。因此，除另有规定11 

外，本通则适用于单位剂量中所含的一种或多种药物成分。 12 

单位剂量均匀性按（1）含量均匀度或（2）重（装）量差异两项中的一项操13 

作，见表 1。以单位剂量表示的制剂含量均匀度试验是基于对多个单位剂量中药14 

物活性成分单个含量的测定，以确定单个含量是否在设定的限度范围内。含量均15 

匀度方法适用于所有需检查单位剂量均匀性的制剂。 16 

重（装）量差异检查法适用于以下剂型： 17 

灌封于单剂容器和软胶囊中的溶液剂； 18 

单剂且不含活性或非活性添加物质的固体制剂，包括粉末、颗粒和无菌固体； 19 

由溶液以冷冻干燥工艺制备并标示制法的单剂包装固体制剂，包括无菌固体，20 

可含有或不含有活性或非活性添加物质； 21 

硬胶囊、非包衣片或薄膜衣片，每个单剂标示量不小于 25mg 或主药含量不22 

小于每个单剂重量 25%者，硬胶囊按内容物重量计；其他主药的每个单剂标示量23 

低于 25mg 或重量小于 25%者，应符合含量均匀度的要求。 24 

不符合上述重（装）量差异检查条件的所有需检查剂量均匀性的制剂应进行25 

含量均匀度检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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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含量均匀度和重（装）量差异检查法的适用范围 27 

剂型 亚剂型 类型 单剂标示量与比例 

≥25mg 

和≥25% 

<25 mg 

或<25% 

片剂 非包衣  2 1 

包衣 薄膜衣 2 1 

其它 1 1 

胶囊剂 硬胶囊  2 1 

软胶囊 悬浮液、乳液

或凝胶 

1 1 

溶液 2 2 

单剂量包装的固体制剂 

 

单组分  2 2 

多组分 溶液在最终容

器中冷冻干燥 

2 2 

其它 1 1 

封装于单剂容器中的溶

液剂 

  2 2 

其它   1 1 

 28 

1. 含量均匀度 29 

取不少于 30 个单位剂量的供试品进行测定。 30 

若含量测定和含量均匀度的测定法不同，需建立一个校正因子，用于校正含31 

量均匀度结果。 32 

（1）固体制剂  使用适合的分析方法分别测定 10 个单剂的药物含量，计算33 

接受值，见表 2。 34 

（2）液体或半固体制剂  使用适合的分析方法分别测定 10 个单剂的药物含35 

量。取单个容器，将内容物混匀，按正常使用条件下从单个容器中取出的内容物36 

进行含量测定，并将结果表示为单剂含量，计算接受值。 37 

按照下式计算接受值，式中的参数定义见表 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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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X̅| + kS 39 

表 2 参数定义表 40 

参数 定义 条件 值 

X̅ 

含量的均值（x1，

x2……xn），以标示

量的百分含量标示 

  

x1,x2,…,xn 

单剂的含量，以标

示量的百分含量标

示 

  

n 样本量（取样个数）   

k 接受常数 
如 n=10 k=2.4 

如 n=30 k=2.0 

s 标准差  [
∑ (xi − x̅)2

n

i=1

n − 1
]

1

2

 

RSD 

相对标准偏差（以

样本标准差与平均

值的百分比表示） 

 100s/X̅ 

M（例 1） 

T≤101.5% 
标准值 

如 98.5%≤X̅≤101.5%, 则 M = X̅ (AV = ks) 

如X̅＜98.5%，则 
M = 98.5% 

(AV = 98.5 –X̅ + ks) 

如X̅＞101.5%，则 
M = 101.5% 

(AV = X̅ – 101.5 + ks) 

M（例 2） 

T ＞

101.5% 

标准值 

如 98.5%≤X̅≤T，则 
M = X̅ 

(AV = ks) 

如X̅<98.5%，则 
M = 98.5% 

(AV = 98.5 –X̅ + ks) 

如X̅>T，则 
M = T% 

(AV = X̅ – T + ks) 

接受值（AV）   通式：|M − X̅| +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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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计

算) 

L1 最大允许接受值  
除另有规定外，L1= 

15.0 

L2 

每个单剂与 M 计算

值的最大允许偏差

范围 

当 L2=25.0 时 

低限：每剂结果均不得小

于[1–（L2）×0.01] M； 

高限：每剂结果均不得大

于[1 +（L2）×0.01] M。 

除另有规定外，L2= 

25.0 

 

T 

生产的每个单剂的

目标含量，以标示

量的百分比表示。

除另有规定外，T 为

100.0％。或 T 为生

产时批准的目标剂

量 

  

 41 

2. 重（装）量差异 42 

使用适合的含量测定方法测定批次代表样品的含量，结果为 A，表示为标示43 

量的百分含量，可参见表 2 中接受值的计算。假设每个单位剂量中，单位质量中44 

的药物含量是均匀的。取共不少于 30 个剂量单位，进行操作。 45 

（1）非包衣片或薄膜衣片  取 10 片，分别精密称定，根据片重和含量测定46 

结果计算每片中主药的含量，以标示量百分含量表示，计算接受值。 47 

（2）硬胶囊  取 10 粒，分别精密称定，注意标记胶囊的编号，用适当的方48 

法取出内容物，再分别精密称定空囊壳重量，采用各自总重减去囊壳重量的方法49 

计算每粒内容物的重量。根据每粒装量和含量测定结果计算每粒胶囊中药物成分50 

的含量，计算接受值。 51 

（3）软胶囊  取 10 粒，分别精密称定得到每一粒总重，注意标记胶囊的编52 

号。选用合适的干净、干燥的切割工具如剪刀或锋利的刀片切开胶囊，并用合适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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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剂清洗去除内容物。囊壳室温放置约 30 分钟，使囊壳上的溶剂挥发，并采54 

取措施避免引湿或失水。精密称定单粒囊壳重量，计算内容物重量。根据单粒胶55 

囊内容物重量和含量测定结果计算每粒胶囊中药物成分的含量，计算接受值。 56 

（4） 除片剂和胶囊剂外的其他固体剂型  照硬胶囊项下方法检查，对单位57 

剂量进行测定，计算接受值。 58 

（5）液体制剂  取 10 个单位容器，在常规用药条件下，分别取出每个包装59 

中可取出的液体并精密称定。如有必要，测定密度后，根据质量计算体积。根据60 

从单个容器中取出的液体质量和含量测定结果计算每个容器中的药物含量，计算61 

接受值。 62 

（6）计算接受值  照含量均匀度检查方法计算接受值，除单剂含量由质量63 

折算后的含量代替外，其他同含量均匀度计算方法。 64 

x1,x2,…,xn=单剂的计算含量值，
i i

A
x w

W
 

 65 

w1,w2,…,wn=单剂的重量 66 

A=采用合适的含量测定方法获得单剂含量 67 

W =单剂重量（w1,w2,…,wn）的均值 68 

限度 69 

除另有规定外，按下述标准进行判定，应符合规定。 70 

固体、半固体和液体制剂：若 10 个单剂的接受值≤L1%，则供试品的单位剂71 

量均匀性符合规定。若接受值＞L1%，则应取另 20 个单剂，计算 30 个单剂的接72 

受值。若接受值≤L1%，并且单剂含量均不得小于（1-L2×0.01）M，且不得大于73 

（1+L2×0.01）M，则符合规定。除另有规定外，L1 为 15.0，L2 为 25.0。 74 

 

 

 

 

 

                                                                             

起草单位：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及联系方式：魏宁漪 耿颖 周颖 陈华，010-53851604,010-53851603,010-

53851459,010-5385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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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 单位剂量均匀性检查法第二次公示稿修订说明 

根据 2023 年 9 月 0940 单位剂量均匀性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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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表 2 中“T≤101.5”和“T＞101.5”数值后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