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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以及介入微创手术的普

及，血管内导管等介入器械发展迅速，更新换代比较快，且产品结

构设计越来越复杂，种类和功能也越来越多，创新医疗器械不断出

现。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数据，各类血管内导管注册证近千

张，且与以往不同的是，国内生产企业注册证数量已超过进口生产

企业。

近年来国家监督抽检、省市级抽检及日常注册检验中发现，一

些特殊用途的血管内导管，如神经应用的导管、封堵球囊导管、锚

定球囊导管、导引导管、微导管等并不完全适用现行YY0285.1-2017

标准，只能依据生产企业产品技术要求进行检验和判定，各个企业

规定的性能指标和试验方法并不一致，产品监管过程中缺少有效技

术支撑，这给该类产品监管和审评审批造成一定难度。

关于“峰值拉力”和“动力注射”等性能，在实际的注册检验

和抽检中也碰到诸多问题。比如，针对“峰值拉力”性能，现行标

准中针对导管的末端头端和外径＜0.55mm的导管并未给出相关的处

理建议。国家器审中心多次就YY 0285.1-2017召开专家研讨会，针

对标准执行过程中存在部分项目的不适用的产品进行讨论。

根据2024年标准实施评价结果显示，收到多个反馈认为现行标

准部分指标不适用于一些特殊设计的产品，97%的问卷认为标准有必

要修订。

YY 0285.1-2017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 10555-1：2013，技术水

平与国际标准并无差异，但新版国际标准已于2023年发布，相较于

旧版国际标准，该版本无论在适用范围还是在性能指标设定上均与

旧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关于标准适用范围:



现行的行业标准YY 0285.1-2017中关于血管内导管的定义为：

“可部分或全部插入或植入心血管系统，用于诊断和/或治疗目的的

单腔或多腔管状器械”。该术语严格意义上并不涵盖外周血管内应

用、颅内血管应用等血管内导管。新版国际标准已经修改了术语定

义，适用范围涵盖所有血管系统内导管。

2.峰值拉力：

现行行业标准YY 0285.1-2017中关于“峰值拉力”针对导管的

末端头端和外径＜0.55mm的导管并未给出相关的处理建议，新版标

准针对峰值拉力项目适用性给出了解释，并且部分特殊产品在

YY0285其他部分给出了专门要求。

3.鲁尔接头：

针对鲁尔接头，新版国际标准已经改为引用小孔径连接件（血

管内或皮下应用连接件）最新国际标准ISO 80369-7，不再引用ISO

594系列标准，目前国内转化ISO 80369-7的标准是YY/T0916.7-2024，

该标准已于2024年7月8日正式发布。

4.动力注射：

针对“动力注射”性能要求，目前标准中仅对于制造商声称适

用于压力注射的器械进行了规定，如造影导管。但诸如微导管、球

囊封堵导管、指引导管等血管内导管在临床使用中也有高压造影功

能，但现行标准中并未对此类器械进行明确的界定，新版国际标准

修改了动力注射的术语和定义，明确把注射压力大于等于689 kPa确

定为适用于动力注射性能的产品。而且，在方法中还增加了试验A和

试验B，性能要求更加合理，方法更加规范。

5.增加了多项性能要求：

新版国际标准ISO 10555-1:2023还增加了诸如可用性、模拟使

用、微粒、涂层、抗扭结、末端头端刚度等项目，这也是考虑到血

管内导管类器械种类多，增加了该类器械的适用性。

修改后的2023版标准代表了目前行业最新的发展水平和专家共

识，有效给予相关医疗器械的设计开发、检测以及质量控制等方面

的科学指导，可进一步提升企业的产品开发、生产以及质量控制水

平。目前，ISO 10555-1：2023标准已被多国采纳，及时转化此标准

有助于提升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综上，参考国际最新标准修订现行行业标准是非常必要和亟需

的，无论是在技术上与国际上保持一致，还是在注册检验、技术审

评、上市后监管等过程中均有重要意义，也可使国内或者国际生产

厂家在规范自身产品上有法规依据，有利于推进血管内导管相关器

械的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范围和主要技

术内容

一、范围

规定了以无菌状态供应并一次性使用的各种用途的血管内导管的通

用要求。不适用于血管内导管辅件，如 YY 0450.1。

二、主要技术内容

4 要求

风险方法、可用性工程、灭菌、有效期、可探测性、生物相容性、

表面、耐腐蚀性、峰值拉力、加压期间无泄漏、抽吸期间无泄漏、



座、流量、动力注射爆破压、包装系统、模拟使用、扭结和/或扭矩

试验、根据器械设计、涂层完整性和/或微粒试验、末端头端刚度试

验；5 公称尺寸的标识（公称外径、公称内径、公称有效长度）；6

随导管提供的信息（总则、产品/初包装标识、使用说明书、次级包

装标识）。

主要强制的内

容和强制的理

由

非强制性标准

与有关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标

准的关系

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标准所涉及的

产品清单

造影导管（造影导管、血管造影导管、外周血管用造影导管）、

导引导管（导引导管、指引导管、支持导管、外周血管用导引导管）、

中心静脉导管、含药中心静脉导管、灌注导管、球囊扩张导管（冠

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PTCA导管、PTA导管、PTCA球囊扩张导管、非

顺 应性PTCA球囊扩张导管、主动脉内球囊导管、快速交换球囊扩张

导管、锚定 球囊扩张导管、带药球囊扩张导管、紫杉 醇涂层冠状

动脉球囊扩张 导管、紫杉醇涂层外周球囊扩张导管）、切割球囊（切

割球囊、外周切割球囊）、血栓抽吸导管、外周血栓抽吸导管、套针

外周导管、封堵球囊（封堵球囊导管、阻断球囊导管）、静脉造影球

囊导管、微导管（微导管、外周介入微导管、输送微导管、漂浮微

导管、一次性使用微导管）、动脉取血栓球囊导管、低温球囊导引导

管等

国内外有关情

况及发展趋势

一、国内有关情况和发展趋势

血管内导管类器械所涉及的导管种类很多，按其功能可以分成

几大类，主要有造影导管、导引导管、球囊扩张导管、微导管、血

栓抽吸导管、中心静脉导管、植入式给药装置用导管、套针外周导

管等。这些导管在应用上均属于介入微创手术中所用导管。目前国

内的生产企业已经开始主导这类产品的生产、研发和使用，特别是

一些新材料的出现和介入手术的增加使得国内厂商注册数量激增，

在临床上治疗相关领域的病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和国外器械

相比并不逊色，有些还属于国家三类创新医疗器械。而且随着国家

对这类器械的集采，使得部分血管内导管器械的价格越来越便宜。

因此，大量血管内导管的研发、上市对于注册检验、审评审批和政

府监管带来了压力。

目前 YY0285.1-2017 是我国现行强制性行业标准，由于标准中

血管内导管的定义是可部分或全部插入或植入心血管系统，用于诊

断和/或治疗目的的单腔或多腔管状器械，这一定义对于血管内导管

的适用范围有了诸多的限制，特别是一些神经血管内适用的导管以

及非心血管内导管无法完全适用该标准。此外，对于动力注射性能

适用的产品类型，仅仅规定了由制造商声明才适用，这在规范该类

产品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上带来了困难。因此，现行标准的适用性

和规范作用越来越不利于该类器械的研发设计和监管需要，为了适

应国内器械注册和监管需要，亟需参考新版国际标准进行修订。



二、国外有关情况和发展趋势

国外生产企业在血管内导管类器械上一直保持其技术优势，生

产的产品种类多，功能多，结构复杂，临床应用场景很多。近年来，

虽然逐渐失去国内市场的统治地位，但在一些新材料、新设计上，

国外产品仍然存在一定技术优势。并且随着新版 ISO 标准 ISO

10555-1：2023 于 2023 年 11 月正式发布，国外生产企业已在该标准

的适用性上领先一步，该国际标准相较于 2013 版，变化很大，特别

是更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术语变动），修改了部分性能要求，并且

相比旧版增加了 6项性能要求。对于该类器械的适用性更加贴合临

床实际。

针对新版国际标准更改的项目，国际生产企业开始逐步使用该

标准对产品进行评价，在几个关键项目上尤为突出，首先是鲁尔接

头的重大改变，新版标准引用小孔径连接件（血管内或皮下应用连

接件）最新国际标准 ISO 80369-7，不再引用 ISO 594 系列标准。目

前国内转化 ISO 80369-7 的标准是 YY/T0916.7-2024，也已发布。此

外，对于峰值拉力、动力注射、可用性、模拟使用、微粒、涂层、

抗扭结、末端头端刚度，也已和旧版本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

项目可以更加适用于血管内导管产品，更好地规范该类器械的质量，

为注册和上市提供法规依据。

制定标准拟采

用的方法和技

术依据

依据产品的预计用途，工作原理，临床使用需求和使用风险，

以及当前的制造水平和检验能力来制定产品的要求和试验方法，同

时也参考了相关国标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拟开展的主要

工作（注2）

调查、收集文献资料、试验、测试、方法标准验证、样品标准研制

与定值、标准及编制说明的编写

与标准制修订

相关的工作基

础条件

1、标准草案或技术大纲（注3）:已有标准草案稿

2、已完成的相关科研成果：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食品

药品检验检测新技术项目SDFDAFZLX201803《动力注射类导管质量控

制系统的研究》已结题，开发了相关检测设备，获批相关专利。

3、所具备的仪器设备条件：标准起草单位具备与标准制定相关的仪

器设备条件。

合作单位与任

务分工

由技委会和负责起草单位牵头，多家起草单位共同组成标准起草工

作组，完成起草、审定等工作。

项目预算

序号 列支项目 参考标准 数量 预算金额

1 出版印刷费 1 1 1.0

2.1 资料费

2.1.1
标准资料和相关资料的

查询、检索费

0.5 1 0.5

2.1.2 资料购买费 0.8 1 0.8

2.1.5 市场调研费 0.7 1 0.7



2.2 起草费

2.2.1

标准初稿、征求意见稿、

送审稿、报批稿及相关附

件（编制说明等文本）的

编写、文字打印

0.5 1 0.5

2.2.2 校对费 0.3 1 0.3

2.2.3 印刷 1 1 1

2.3 试验费 7 1 7

2.4 差旅费

2.4.1 标准调研工作差旅费 3 1 3

2.4.2
标准审定会专家差旅费

（交通）

0.5 1 0.5

2.4.3
工作组专家差旅费（交

通）

1.5 1 1.5

2.5 咨询费 1.5 1 1.5

2.6 验证费

2.6.1
标准验证装置研制、标准

验证试验用品用具费用

6.8 1 6.8

2.6.2 验证人员劳务费 0.2 1 0.2

2.7 会议费

2.7.1 标准审定会会议费 1.2 1 1.2

2.7.2 标准工作组研讨会 0.5 1 0.5

2.8 审查费 0.4 1 0.4

预 算 总 额 27.4

工作进度（注明

时间）

起草：2025年1-4月完成标准草案工作组讨论稿，确定标准验证方案，

开始标准验证工作；

征求意见：2024年6-7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开始广泛征求意见；

2024年8-9月完成标准验证和征求意见，进行征求意见汇总处理；

审查：2024年10-11月完成标准送审稿，择时召开标准审查会；

报批：2024年12月底完成标准报批。

起草审查

起草：2025年1-4月完成标准草

案工作组讨论稿，确定标准验证

方案，开始标准验证工作；

征求意见：2024年6-7月完成标

准征求意见稿，开始广泛征求意

见；2024年8-9月完成标准验证

和征求意见，进行审查：2024年

10-11月完成标准送审稿，择时

召开标准审查会；

征求意见

报 批

征求意见：2024年

6-7月完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开始广泛征

求意见；2024年8-9

月完成标准验证和

征求意见，进行征求

意见汇总处理；报

批。

备注（表决和审

议情况）

投票共发出：58份；收到投票：58份；未投票：0份。赞成票数为58，

赞成率100%，大于三分之二；反对票数为0，小于四分之一。预立项

投票结论：通过。表决内容包括项目名称、适用范围、标准性质、

第一起草单位、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



与相关的国际

标准、国外区域

或国家标准（如

欧美日等）技术

水平的对比情

况

经检索，相关国际标准为ISO 10555-1：2023,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

标准ISO 10555-1：2023，技术指标一致，对比情况详见附件。除此

外无其他类似国际标准、其他先进标准和国家或行业标准。不涉及

国外标准版权。

起 草单 位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技 委 会

或 归 口

单 位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 1：“标准类别”分为产品、基础、方法、管理、安全、其他。

注 2：“拟开展的主要工作”应包括调查、收集文献资料、试验、测试、方法标

准验证、样品标准研制与定值、标准及编制说明的编写等项工作。

注 3：无标准草案或技术大纲的计划项目原则上不予批准


	风险方法、可用性工程、灭菌、有效期、可探测性、生物相容性、表面、耐腐蚀性、峰值拉力、加压期间无泄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