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标准《单分子基因测序 第 1 部分：术语》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全国医用临床检验实验室和体外诊断系

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36）归口。任务来源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发〔2024〕16 号），标准中文名称为《单分子基因测序 第 1 部分：术

语》，国家标准计划号：20240047-T-464。

2、 工作过程：主要包括预研阶段、立项阶段、起草阶段、验证阶段、征求

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报批阶段。

2.1 预研阶段

（1）自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 月，标准起草单位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标

准的研究背景、研究进展及必要性进行了调研，查阅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指

南及文献，了解了国内外相关技术动态，并且明确了工作思路和进程安排。

（2）2023 年 1 月至 5 月，按照《中检院关于征集 2024 年度医用高通量测

序标准化归口单位标准预立项提案的通知》（中检诊断函〔2023〕80 号）要求，

提交了项目建议书以及国家标准草案。于 2023 年 9 月，医用高通量测序标准化

归口单位将该标准报送全国医用临床检验实验室和体外诊断系统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2.2 立项阶段

（1）2023 年 11 月 22 日，起草小组对全国医用临床检验实验室和体外诊断

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汇报了《单分子基因测序 第 1 部分：术语》标准的起草

工作，与会专家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意见包括评价方法

描述的清晰度和完整性等。标准起草小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2）2024 年 3 月 25 日，收到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4〕16 号文件《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

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4〕16 号），本标准纳入国家标准计划名单，

标准中文名称为《单分子基因测序 第 1 部分：术语》，国家标准计划号：

20240047-T-464，外文版计划号：W20243971。

（3）2024 年 4 月 21 日成立了起草小组，明确了各起草单位承担的工作，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负责整体协调、总体把关；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成都齐碳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普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序源生物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成都今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希望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贝瑞和

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迪谱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湖南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牛津纳米孔科技有限

公司，美国太平洋生物科学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撰写。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负责工作组讨论稿的总体修改，形成工作组草案。

2.3 起草阶段：

（1）2024 年 6 月对标准进行了标准主要大纲和标准框架结构设计，来自企

业、审评、检测机构、医院等 126 家单位的 200 余人参加了讨论。明确了标准适

用范围为“单分子实时荧光测序法、单分子纳米孔链测序法、单分子纳米孔标签

测序法等技术为主要技术原理的具有连续测序特征的单分子基因测序领域”。会

后根据意见，对草案进行进一步完善。

（2）2024 年 6 月 11-12 日在北京召开了标准启动与研讨会，来自企业、审

评、检测机构、医院等单位的代表共计 260 余人参加了讨论。会上标准起草组对

标准的起草过程予以说明并汇报了工作组讨论稿的主要内容。与会专家对标准内

容，标准结构和技术内容进行充分讨论。与会专家及代表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

全面讨论，收集到主要问题归纳为以下几点：①中英文表述、同类术语前后表述

等表述形式要规范，如 3.25 表观测序中英文不一致，单读序（4.9 单读序单次

测序准确率）、单程（5.12 单程测序）与单链（5.25 单链测序）相互表述不一致；

②引用其他标准中的概念和术语在本标准中不适用时，应明确不适用情况，例如：



技术参数方面不适用；③技术定义要准确、简洁、客观：例如 5.18 短读长测序

与 5.19 长读长测序的定义中短读长和长读长的界限设置为多少更为合适，5.6 脉

冲荧光信号与 5.7 零模波导孔等含有过多不需要的技术性细节。

2.4 验证情况

本标准——《单分子基因测序 第 1 部分：术语》，目的为界定单分子基因

测序领域的术语和定义，内容包括一般术语、参数指标术语与技术相关术语，核

心点在于对单分子基因测序技术相关的术语及其定义进行准确描述，过程中不涉

及测序检测方法、操作及技术指标，因此无需验证。

2.5 征求意见阶段：

2024 年 7 月经充分讨论，进行了草案修订、英文草案撰写修订，形成了征

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标准制定的意义、原则

单分子基因测序是继桑格测序与大规模平行测序之后的新一代长读长、实时

基因测序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如复杂基因组组装、结构变异检测、可变剪切分析

等科学研究领域，是多个国家人群基因组计划的核心工具，同时也在如病原快检、

疫情监测、无创产前、肿瘤检测等临床诊断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是实现完美基

因组测序、支撑精准医学发展和维护社会与国防安全的重要技术保障。

单分子基因测序技术发展迅猛，市场规模正以每年 20%~30%的复合增长率

高速发展，未来将达到数百亿甚至千亿级别，是基因测序领域的重要战略高地。

但目前还缺乏统一的术语标准规范，不利于及时将先进适用的科技创新成果融入

标准，提升标准水平。也为行业内和面向大众准确的信息传递带来了障碍，也为

有效的市场监督管理带来了困难。单分子基因测序术语标准的制定，将引领新产

品、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健康发展。围绕医疗领域智慧化转型需求，健全依据标

准实施科学有效监管机制，维护市场秩序。

本标准编写格式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格式要求进行编写。制定的标准应能反映人全基因组高



通量测序的质量评价要求和水平。制定标准时尽可能地做到简化、统一、协调和

优化；既要考虑其先进性，也要考虑到实用性和可行性；既要符合国内外发展的

需要，也要结合国内目前的实际状况。本标准制定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2、本标准性能指标制定依据，对于有争议指标的处理及验证情况。

测序仪性能评价的三个核心要素包括通量、读长、准确度，鉴于单分子基因

测序独有的技术特征，赋予通量、读长、准确度三个核心要素新的内涵和特点，

需要结合单分子基因测序的特征对通量、读长、准确度重新进行定义。征求意见

稿形成前，与会专家及企业代表对标准工作组草案经过充分讨论，形成了一致意

见。包括如下内容：

（1）通量指标：考虑到单分子基因测序实时测序的特征，在常规测序通量

及单芯片测序通量的基础上增加了单位时间测序通量指标，该指标对有时效性要

求的快检类应用有重要意义。

（2）读长指标：单分子基因测序产生的每条序列片段相互独立且长度各不

相同，故而需要用统计的方式对读长指标进行定义，本标准从仪器评价需求及实

际应用关注的点出发，在测序读长这一基础指标之上进一步明确定义了最长读

长、平均读长、读长 N50 及中位数读长指标。

（3）准确度指标：与读长类似，单分子基因测序产生的每条序列片段相互

独立且准确度各不相同，故而也需要用统计的方式对准确度指标进行定义，本标

准从仪器评价需求及行业实际使用情况综合考虑，在测序准确度这一基础指标之

上进一步明确定义了平均准确度、中位数准确度、众数准确度、一致性准确度，

同时对单次测序准确度与单分子一致性测序准确度这两个易混淆的指标进行了

准确定义。

三、主要实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

果。



本标准为界定单分子基因测序领域的术语和定义，内容包括一般术语、参数

指标术语与技术相关术语，核心点在于对单分子基因测序技术相关的术语及其定

义进行准确描述，过程中不涉及测序检测方法、操作及技术指标，因此无需验证。

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经济效果：测序行业正处于历史性节点，单分子基因

测序作为“下一代基因组学”发展的核心技术引擎，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产业

价值。单分子基因测序术语标准的编制，将有利于规范国内单分子基因测序技术、

产品及应用的全链条研发，助力打破国外公司的市场垄断，提升我国在基因测序

行业的地位和话语权，有效带动我国与单分子基因测序相关的传感器、集成电路、

电子零部件、生物试剂、科技与临床服务等行业集聚发展。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目前国际上没有相关产品的官方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先进设备

厂商的技术要求和说明书等。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建议中文版国家标准发布后 12 个月实施。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等内容）。

建议在本标准发布后实施前进行标准宣贯，宣贯对象是企业、各级医疗器械

监管查验审评部门。

建议标准发布后 12 个月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不存在版权风险。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 年 07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