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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药典》2020 年版第一增补本自 2024 年 3 月 12 日起施行，它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药

用辅料标准新增 11 个、修订 46 个。本次制修订药用辅料标准是基于风险管理理念和全过程管理理念，围绕

保障药品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制定标准过程中突出对药用辅料关键质量属性的评估，增加了功能性相关

指标、安全性指标，突出了标准国际协调和绿色环保标准理念，加强了标准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本文着重介

绍了《中国药典》2020 年版第一增补本中药用辅料新增和修订标准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特点。以期对《中国药

典》的使用者正确理解、执行或运用药典标准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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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supplement of the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2020 Edition will be imple-
mented on March 12，2024．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Among them，11 new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monographs have been added and 46 monographs have been
revised． This formulation and revision of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standards a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isk man-
agement and the full lifecycle management and focuse on ensuring the clinical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drugs，the
evaluation of 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 on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is highlighted in the standard-making process，
and functional-related characteristics ( FＲCs) and safety indicators are included. Moreover，the excipient standards
have emphasized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pharmacopeia harmonization and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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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e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operabil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general framework and the main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standards of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in the first supplement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utilize the standards in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Key words: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The first supplement;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standards; introduction

《中国药典》是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监管所必

须遵循的法定技术要求，其中不仅包括中药、化学药

和生物制品等药品标准，药用辅料和药包材标准也是

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中国药典》2020
年版在药用辅料标准数量、标准体系和标准形成机制

上均有明显提升和完善［2］，共计收载了 335 个药用辅

料品种( 规格) ，虽比上一版增加了 24%，但还远不能

覆盖已上市制剂中的药用辅料品规［3］。
秉承制定“最严谨的标准”的工作理念，按照《中

国药典》2020 年版和 2025 年版编制大纲确定的工作

目标和任务，在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国家药

典委员会组织数十家标准提高课题承担单位深入研

究，并经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国家药典委员会药用辅

料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和特邀专家的认真审核，现已

完成《中国药典》2020 年版第一增补本( 以下简称第

一增补本) 中药用辅料标准的制修订工作。2023 年 9
月 12 日，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

( 2023 年第 126 号) ，第一增补本自 2024 年 3 月 12 日

起施行。其中药用辅料标准新增 11 个、修订 46 个。
关于《中国药典》增补本的地位与制定要求，在

2023 年 7 月 4 日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标准管理

办法》中有明确规定:“第二条《中国药典》增补本与

其对应的现行版《中国药典》具有同等效力”，“第

二十三条《中国药典》每五年颁布一版。期间，适时

开展《中国药典》增补本制定工作”。可见对于增补

本的正确理解、执行或运用与《中国药典》同等重

要。为此本文将着重介绍第一增补本中药用辅料新

增和修订标准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特点。

1 总体思路

第一增补本在《中国药典》2020 年版和 2025 年

版中间颁布，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为此，增补

本中增修订的研究紧紧围绕《中国药典》编制大纲确

定的任务和目标而开展，总体思路可概括为: ( 1) 基于

风险管理理念和全过程管理理念，参考我国药品监管

及“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国际协调理事会”( The Inter-
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Ｒe-
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ICH) 等

相关技术文件，围绕保障药品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

等，在制定标准过程中突出对药用辅料关键质量属性

的评估。( 2) 积极跟踪并开展药用辅料关键质控技术

及标准制定方法的研究，及时进行转化并稳步实施。
( 3) 加强与国际、国内相关标准的协调，药辅两用品种

标准的协调，同品种多规格和同系列品种标准的规范

与协调。( 4) 优化完善药用辅料品种标准，使标准项

目设置全面但不冗余; 检测方法兼顾专属性、灵敏度、
可操作性和经济适用性; 限度设定科学且严谨。( 5)

加强药用辅料安全性指标的研究及建立。( 6) 加强药

用辅料功能性相关指标体系的完善。( 7) 全面推行

“绿色环保标准”工程，组织征集意见、系统开展研究，

替换有毒有害试剂的使用，减少环境污染和人员伤

害，增强实验的可操作性。

2 新增药用辅料标准主要特点

2. 1 碳酸镁系列品种

碳酸镁通常以一般水合物及碱式水合物的形式

存在，水溶液呈弱碱性。常作为稀释剂使用，也可作

为吸收剂和 pH 调节剂。欧美日药典均有收载，但

收载形式略有不同: USP 以碳酸镁 1 个品种进行收

载; EP 根据堆密度不同，分为轻质碳酸镁和重质碳

酸镁 2 个品种进行收载;《日本药局方》( JP) 以碳酸

镁 1 个品种进行收载，但根据沉降体积进行分型。
《中国药典》二部收载了作为原料药的重质碳酸镁。
经调研，不同堆密度的碳酸镁均有作为药用辅料使

用。为兼顾与各国药典的协调，第一增补本中碳酸

镁药用辅料标准，按堆密度不同分为重质碳酸镁、轻
质碳酸镁和碳酸镁三个品种进行收载( 堆密度范围

分别为: 应不少于 0. 25 g·mL －1 ; 应大于 0. 15 g·
mL －1且小 于 0. 25 g·mL －1 ; 应 不 大 于 0. 15 g·
mL －1 ) ，其中重质碳酸镁和轻质碳酸镁的堆密度划分

限度与 EP 和《中国药典》一致。本系列标准研究的

难点和重点是在考察安全性和功能性指标的基础上，

兼顾实际使用特点，注重与国内外药典的协调，以及

增强方法的专属性等。在标准研究中发现，氧化钙是

本品的主要杂质，有的药典采用滴定法检测氧化钙，

由于产品中存在大量镁离子，对滴定结果有较大干

扰，而选用专属性更好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氧

化钙［4］，结果会更加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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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多库酯钠

多库酯钠化学名为磺基琥珀酸 1，4-二( 2-乙基

己基) 酯钠盐，是一种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在制剂中

可作为润湿剂、增溶剂和表面活性剂。本品为合成

的小分子化合物，标准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其各种

杂质残留。在标准起草过程中，结合多库酯钠的生

产工艺，对其无机杂质、有机工艺杂质等进行了深入

研究。最终，在有关物质项除了控制 USP 需要控制

的工艺过程杂质马来酸二乙基己酯外，还控制了产

品中的其它未知杂质。
2. 3 结冷胶

结冷胶来源于少动鞘脂单胞菌( 原称伊乐假单

胞菌) 产生的一种次级代谢产物，是一种微生物胞

外多糖。结冷胶是以四糖为单元构成的聚合物，根

据甘油酰基和乙酰基含量的不同，可分为低酰基结

冷胶和高酰基结冷胶。结冷胶可作为增稠剂、悬浮

剂、稳定剂、乳化剂、凝胶剂等，广泛应用于食品、化
工、制药等行业。在制药行业中，结冷胶可用于眼用

制剂、鼻用制剂、缓控释制剂、口服原位凝胶等，也可

用作胶囊的材料和包衣材料等。由于高低酰基结冷

胶的性能存在较大差异，故标准中制定标示项，要求

明确产品的酰基规格，以及凝胶强度等相关功能性

指标，并附了凝胶强度的推荐测定方法。另外，结冷

胶多用醇提工艺纯化，国内外所用的醇类试剂有所

不同( 国外多用异丙醇，国内常用乙醇) 。异丙醇和

乙醇均为 ICH Q3C 中的 3 类溶剂，根据《中国药典》
药用辅料标准与 ICH Q3C 协调方案［5］，未将残留溶

剂列入检查项，由企业根据制剂的需要进行适当的

控制。但考虑到供试品前处理有特殊性，将优化验

证后的残留溶剂测定方法［6］以推荐方法的形式列

在标准附中，方便需要时使用。
2. 4 微晶纤维素羧甲纤维素钠共处理物

微晶纤维素羧甲纤维素钠共处理物是由微晶纤

维素和羧甲纤维素钠经喷雾干燥制得的共处理辅

料，可用作增稠剂和稳定剂，重构的悬浮液常用于混

悬剂中。本品作为共处理辅料，标准研究时参照

《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9603 预混与共处理辅

料质量控制指导原则》，根据产品配方建立定性鉴

别和定量分析［7］。黏度作为本品的主要功能性指

标及规格划分的重要依据，是本标准研究的重点，故

参考 USP 和 EP 建立了黏度检测方法，并在标示项

要求标示黏度和测定黏度时制备分散液的浓度。
2. 5 玻璃酸钠

玻璃酸钠又名透明质酸钠、玻尿酸钠，为药辅两

用产品，作为药用辅料，主要用作润滑剂、保湿剂、乳
化剂和稀释剂等。根据生产工艺特点，为保障其药

用的安全性要求，在标准中规定“由动物组织提取

制得的制品应去除或灭活病毒和传染因子; 由发酵

法制备的制品应控制有害的链球菌分泌物”。因玻

璃酸钠是由葡萄糖醛酸及乙酰氨基葡萄糖双糖单位

以糖苷键连接而成的链状聚合物，其分子量从几十

万到几百万不等，分子量不同，其用途也有所不同。
因此，测定玻璃酸钠的分子量及其分布，对于评价玻

璃酸钠的质量极为重要［8］。目前，玻璃酸钠分子量

的测定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①黏度法，采用乌氏

黏度计测定特性黏数，并可根据测定的相对黏度数

值与溶液浓度的比值，推算产品的平均分子量和聚

合度。②分子排阻色谱法( SEC 法) ，测定相对分子

量，但限于所用对照品不同，测定结果与真值有较大

差异。③分子排阻色谱法与多角度激发光光散射仪

联用( SEC-MALLS-) 法，测定绝对分子量，是目前各

种测定方法中最接近真值的方法。经对比研究，黏

度法测定特性黏数，经推导计算获得的平均分子量

与 SEC-MALLS-法测定绝对分子量基本一致［9］。故

将特性黏数和平均分子量纳入标准，解决了 SEC-
MALLS-仪器昂贵、普及率低的问题，也避免了检测

方法不统一带来的结果偏差。
2. 6 培化磷脂酰乙醇胺

磷脂类药用辅料的发展经历了三代，分别为一

代天然磷脂，二代合成磷脂和三代衍生化磷脂。培

化磷脂酰乙醇胺属于第三代衍生化磷脂，是二硬脂

酰磷脂 酰 乙 醇 胺 的 PEG ( 聚 乙 二 醇) 化 衍 生 物。
PEG 化的磷脂能更有效地保护脂质体，延长脂质体

体内循环时间，提高脂质体的物理、化学及生物稳定

性，近年来在长循环脂质体、高分子胶束、长循环纳

米粒等药物载体中的应用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是微

纳米载药体系实现靶向性的重要材料和手段。目

前，培化磷脂酰乙醇胺各国药典均未收载，企业标准

各不相同。标准研究中，结合本品的结构特点，从安

全性和功能性出发，重点研究了红外鉴别、残留溶

剂、元素杂质、有关物质、含量测定等项目。建立统

一的标准后，可以更好地评估和控制产品质量。
2. 7 水杨酸甲酯

水杨酸甲酯为药辅两用产品，作为药用辅料，主

要用作矫味剂和防腐剂等。经调研，国内药用的水

杨酸甲酯为酯化合成法，生产工艺为水杨酸与甲醇

在硫酸催化下酯化反应制备。结合水杨酸甲酯的生

产工艺，有关物质项除了控制 USP 收载的 4-羟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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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二甲酸二甲酯外，还增加了产品中的其它未知杂

质总和的控制，并对具有毒性但检测波长不同的苯

酚制定了单独的检查项，使得有关物质项控制得更

加全面。各国药典含量测定项采用方法不同，经研

究，滴定法重复性较差，故标准中最终采用了更加准

确可行的高效液相色谱法［10］。
2. 8 单双辛酸癸酸甘油酯

单双辛酸癸酸甘油酯主要通过辛酸和癸酸与甘

油直接酯化，再通过蒸馏制得，主要由单-O-辛酸甘

油酯和单-O-癸酸甘油酯按不同比例组成，并含有一

定量的二甘油脂和三甘油脂。本品常作为润湿剂、
乳化剂、溶剂和助溶剂等。USP 最初收载时与 EP
基本一致，在一个标准中，以单甘油酯、二甘油脂和

三甘油脂所含比例不同区分两个规格 ( I 型和Ⅱ
型) ; 但从 USP 43-NF35 开始，将这两个规格分开作

为两个标准，英文名称有所不同。本次《中国药典》
标准研究中，鉴于目前作为药用辅料的通常为 I 型

产品，为慎重起见，仅建立了 I 型的标准; 并参考药

用辅料命名原则，规范了本品的中英文名称，避免了

误用，明确了质量控制依据。
2. 9 辛酸癸酸聚乙二醇甘油酯

辛酸癸酸聚乙二醇甘油酯为中链甘油三酯与

聚乙二醇部分醇解，甘油和聚乙二醇与辛酸和癸

酸酯化，或者是甘油酯和环氧乙烷与辛酸及癸酸

缩聚物的混合物，为甘油单酯、甘油二酯、甘油三

酯、聚乙二醇( 平均分子量 200 ～ 400 ) 单酯和二酯

的混合物，可能含游离聚乙二醇。本品常作为增

溶剂、吸收促 进 剂 润 湿 剂、( 微) 乳 剂 中 油 相 稳 定

剂、脂溶性药物在水凝胶中的乳化剂等，被广泛应

用于口服、局部和透皮给药系统中。目前研究较

为广泛的是其增加药物角膜渗透性以及增加药物

口服生物利用度的作用。本次参考国外药典及相

关标准，建立了《中国药典》标准，可促进对该药用

辅料应用的深入研究。
《中国药典》第一增补本中新增药用辅料标准

及国外药典收载情况见表 1。

表 1 《中国药典》2020 年版第一增补本中新增的药用辅料标准

Tab. 1 The new standards of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in the first supplement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药用辅料名称

( Name)

标准起草单位

( Standard drafting unit)
国内外药典收载情况

( Pharmacopoeia records at home and abroad)

重质碳酸镁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USP、EP、JP 均有收载

轻质碳酸镁

碳酸镁

多库酯钠 USP、EP 均有收载

结冷胶 USP 有收载

微晶纤维素羧甲纤维素钠共处理物 USP、EP 均有收载

培化磷脂酰乙醇胺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国外药典无收载

玻璃酸钠 USP、EP、JP 均有收载

水杨酸甲酯 吉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USP、EP、JP 均有收载

单双辛酸癸酸甘油酯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USP、EP 均有收载

辛酸癸酸聚乙二醇甘油酯 中国药科大学 USP、EP 均有收载

3 修订药用辅料标准主要特点

3. 1 增加功能性相关指标

根据药用辅料在制剂中发挥的功能，其可分为

稀释剂、黏合剂等数十种，每种功能有不同的功能性

相关指标来体现或区分。《中国药典》2020 年版之

后，第一增补本中继续拓展药用辅料品种正文中功

能性相关指标的收载，部分项目详见表 2。
3. 2 增加安全性指标

药用辅料安全性分为辅料自身安全性和辅料对

制剂安全性影响两类。第一增补本中继续拓展药用

辅料品种正文中安全性指标的收载，部分项目详见

表 3。
3. 3 加强标准国际协调

药典是为保证药品质量，依法制定的药品法典，

也是各国药品进出口的重要技术参考。通过药典标

准的国际协调，可尽量减少制药企业和监管机构，在

不同地区进行药品注册和监管时出现的冲突和重

复。《中国药典》一直致力于通过积极推进药用辅

料标准国际协调工作，促进我国药品和药用辅料产

业高质量发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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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药典》2020 年版第一增补本修订药用辅料标准中新增的功能性相关指标

Tab. 2 The FＲCs of revise standards of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in the first supplement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药用辅料名称
( Name)

项目
( Item)

增加内容
( Add content)

氧化镁 检查项 堆密度

轻质氧化镁 检查项 堆密度

硬脂酸 标示项 应标明本品粒径分布的标示范围、比表面积的标示值

二氧化硅 标示项 应标明制法( 凝胶法 /沉淀法) ，凝胶法制备的产品应标明比表面积、粒度与粒度分布，沉淀法制

备的产品应标明粒度与粒度分布［11］

混合脂肪酸甘油酯( 硬脂) 标示项 应标明本品熔点、羟值和皂化值的标示值

海藻酸 标示项 应标明粒度及粒度分布，沉降体积比

羧甲纤维素钙 标示项 应标明本批粒度和粒度分布的标示值

表 3 《中国药典》第一增补本修订药用辅料标准中增修订的安全性指标

Tab. 3 The safety factor of revise standards of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in the first supplement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药用辅料名称
( Name)

安全风险
( Security risk)

标准内容
( Standard content)

氧化镁 部分氧化镁产品生产工艺原料为白云石，白云石有可
能存在共生矿萤石，萤石的主要成分为氟化钙，故氧化
镁产品中存在氟化物的风险

增加氟化物检查

氢化大豆油 可能存在反式脂肪酸 标示项增加应标明本品的反式脂肪酸总量

二丁基羟基甲苯 可能存在多种有关物质，原有方法专属性较差、重复性
不强

新建有关 物 质 方 法 可 对 9 种 杂 质 进 行 有 效 分 离 和 准 确

定量［12］

醋酸钠 用于透析用制剂时，铝含量过高，使制剂安全风险增加 增加注: 为满足透析用制剂安全性要求，在必要时，可采用
适宜的方法对铝含量进行控制

三乙醇胺 可能含有 N-亚硝基二乙醇胺 增加注: 为满足制剂安全性和有效性要求，可对三乙醇胺中
N-亚硝基二乙醇胺进行控制

海藻糖 外源酶的存在可能会影响药物的稳定性 增加标示项: 如为供注射用，应标明氮含量，用以对产品中
酶残留量进行评估

白蜂蜡 过氧化值过高可能会影响部分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 新增过氧化值检测

尿素 可能含有缩二脲、缩三脲和三聚氰酸等副产物 新增有关物质检查［13］

欧美日药典已与 ICH Q3D 元素杂质指导原则

相关要求进行协调。依地酸二钠原标准中重金属的

湿化学法专属性和灵敏度不足，欧美药典已删除依

地酸二钠中重金属检查项。根据 ICH Q3D 元素杂

质指导原则的相关理念和要求，经考察，第一增补本

中依地酸二钠也做了相应删除。
蔗糖硬脂酸酯在《中国药典》原分型方式为 S-

3、S-7、S-11 和 S-15，欧美药典的分型方式为Ⅰ、Ⅱ、
Ⅲ。第一增补本中根据其单酯、二酯、三酯及多酯的

含量，将分型方式修订为Ⅰa、Ⅰb、Ⅱ、Ⅲ，既与国外

主流药典分型保持总体一致，Ⅰa 亚型还可以直接

对应《中国药典》原来的 S-15。分型修订后，不仅有

利于蔗糖硬脂酸酯标准的国际协调，也便于产品质

控技术的国际交流［15］。
根据全球氢氧化钠生产工艺的变化，调整氢氧

化钠的氯化物限度，确保了相关相关制剂的供应链

和可及性。

3. 4 突出绿色环保标准理念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

部署，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标准发展

理念，充分发挥标准体系在“绿色制药”“绿色检验”
中的导向作用，《中国药典》药用辅料标准也在积极

践行“绿色环保”标准理念，在加强标准的科学性、
严谨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减少环境污

染，节约检验成本，提升检验效能，包括合理精简检

验项目、优化实验操作步骤、替换有毒有害及禁限用

试剂、减少有机溶剂使用量及种类等。
白蜂蜡删去折光率: 由于折光率为纯品物质的

表征属性，而本品为混合物，折光率检测结果无法直

接体现样品的组成。鉴于本品标准已包括“丙三醇

与其他多元醇”“地蜡、石蜡与其他蜡类物质”“脂

肪、脂肪油、日本蜡与松香”等多个有关物质检查

项，经综合评估删除折光率项目。
依地酸二钠删去鉴别( 1 ) 和络合力试验: 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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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二钠为螯合剂，鉴别( 1 ) 和络合力试验均用于鉴

别或检查依地酸二钠螯合金属离子的能力。含量测

定项为络合滴定，其与金属离子的螯合能力已在该

项目中得以体现。
混合脂肪酸甘油酯更换实验溶剂: 考虑到三氯

甲烷毒性大，将薄层鉴别和溶解度中的溶剂三氯甲

烷替换成毒性相对较小的二氯甲烷。
3. 5 加强标准规范性

3. 5. 1 规范名称 根据药用辅料通用名命名原则，

规范邻苯二甲酸羟丙甲纤维素酯( 曾用名: 羟丙甲纤

维素邻苯二甲酸酯) 、醋酸琥珀酸羟丙甲纤维素酯( 曾

用名: 羟丙甲纤维素醋酸琥珀酸酯) 通用名。
3. 5. 2 规范 CAS 号 因聚乙烯醇具有多种不同平

均分子量的规格，原标准引用的 CAS 号不具普适

性，故删去原有 CAS 号。
3. 5. 3 规范检验项目 三硅酸镁和氢氧化铝制酸

力检查项主要用于其作为原料药的性能检查，故在

药用辅料标准中删去。
3. 6 加强标准可操作性

硬脂山梨坦、油酸山梨坦、月桂山梨坦、棕榈山

梨坦、三油酸山梨坦 5 个山梨坦脂肪酸酯类品种，原

标准中的薄层鉴别容易出现拖尾现象，主斑点分离

不佳。本次标准研究不局限于对薄层色谱条件的系

统筛选，经进一步评估作为鉴别项目的必要性后，最

终将此项目删除。
混合脂肪酸甘油酯的薄层鉴别，原方法要求

“应至少显四个斑点”，但羟值较低的混合脂肪酸甘

油酯薄层显色的斑点可能少于四个。修订后方法增

加了“如果样品羟值较低，甘油一酯或甘油二酯的

斑点可以很浅或缺失”的表述，可避免对羟值较低

样品的误判。
氧化镁的砷盐，原方法由于加入的部分盐酸与

样品反应被消耗，导致供试品溶液的酸度不足，试验

结果可能出现假阴性。修订后的方法采用氯化物项

下的溶液进行试验，可有效解决供试品溶液酸度不

足的问题，提高了结果的准确性。
氨丁三醇，根据其易粉碎的特点，修订了熔点的

测定方法; 通过比较各种药典中收载的化学反应鉴

别原理，对现有化学反应鉴别方法进行考察分析，最

终结合试验结果提出改进方案［16］。
海藻酸氯化物检查和含量测定，增加空白校正，

确保结果准确性［17］。
冰醋酸含量测定，修改供试液制备方式，避免冰

醋酸易挥发造成的误差。
《中国药典》第一增补本中除 7 个订正品种外，

修订品种和项目见表 4。

表 4 《中国药典》第一增补本中药用辅料标准修订项目

Tab. 4 The revise standards of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in the first supplement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品种名称 删除项目 修订项目 新增项目 标准起草单位

二丁基羟基甲苯 游离酚、水分 含量限度、性状、有关物质、砷盐 / 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无水碳酸钠 / 含量限度、铵盐、干燥失重、重金属、砷盐 /

氨丁三醇 / 性状、熔点、鉴别、溶液澄清度与颜色、铁盐 /

醋酸钠 / 性状、鉴别、碱度、氯化物、干燥失重、钾盐、
重金属、砷盐、贮藏

分子式、溶液的澄清度与
颜色、还原物质、注

三乙醇胺 鉴别( 2) 含量表述、鉴别( 3)、有关物质、水分、炽灼
残渣

注

二氧化硅 粒度 CAS 号，性状、鉴别、酸碱度、氯化物、铁盐、
重金属、含量测定、贮藏

酸中可溶物、标示项和注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轻质氧化镁 表观体积 含量表述、性状、氯化物、硫酸盐、酸中不溶
物、炽灼失重、氧化钙、砷盐、含量测定

堆密度、氟化物

氧化镁 表观体积 含量表述、性状、氯化物、硫酸盐、酸中不溶
物、氧化钙、炽灼失重、砷盐、含量测定、贮藏

堆密度、氟化物

滑石粉 / 鉴别、石棉、微生物限度、含量测定、类别 /

依地酸二钠 鉴别( 1)、络合力
试验、重金属

鉴别 /

氢氧化铝 制酸力 类别 /

三氯蔗糖 / 制法 /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冰醋酸 水分 氯化物、硫酸盐、乙醛、铁盐、含量测定 /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醋酸 / 乙醛 /

硬脂富马酸钠 / 甲苯、水分 /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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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Tab. 4 continued)

品种名称 删除项目 修订项目 新增项目 标准起草单位

尿素 / 含量表述、性状、鉴别、乙醇中不溶物、重金
属、含量测定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有
关物质、干燥失重和注

硬脂酸 / 性状、标示 /

硬脂山梨坦 / 鉴别 /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
验研究院

油酸山梨坦 / 鉴别 /

月桂山梨坦 / 鉴别 /

棕榈山梨坦 / 鉴别 /

三油酸山梨坦 / 鉴别 /

聚乙烯醇 CAS 号、残留溶剂 标示 /

邻苯二甲酸羟丙甲纤维素酯 / 品种名称、标示 溶解性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
究院

醋酸琥珀酸羟丙甲纤维素酯 / 品种名称、性状、黏度、含量测定 鉴别

羧甲纤维素钙 / 定义、性状 标示

氢氧化钠 碱度 性状、氯化物、钾盐、铝盐、铁盐 / 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
料测试所

三硅酸镁 制酸力 / /

辛酸 / 分子量、性状、澄清度与颜色 /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
究院

蔗糖硬脂酸酯 含单酯量 制备工艺描述、性状、酸值、水分、脂肪酸组
成、类别

含量测定、标示

混合脂肪酸甘油酯( 硬脂) / 定义、性状、熔点、酸值、羟值、过氧化值、皂
化值、鉴别、碱性杂质、灰分、重金属、贮藏

不皂化物、标示

山梨醇山梨坦溶液 电导率 还原糖 / 沈阳药科大学

硬脂酸钙 重金属、微生物限
度

鉴别、含量表述、镍、镉、含量测定 酸碱度、铅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共聚维酮 / 按干燥品计算 /

海藻酸 淀粉 定义、鉴别、氯化物、砷盐、含量测定 分子式、标示

氢化大豆油 / 定义表述、性状、脂肪酸组成 碘值、皂化值、炽灼残渣、
重金属、砷盐、标示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

海藻糖 / 有关物质、水分、含量测定、类别 标示

氢化蓖麻油 / 镍 /

白蜂蜡 折光率 性状、皂化值、丙三醇与其他多元醇 过氧化值、注

《中国药典》2020 年版第一增补本将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起施行。下一步国家药典委员会还将

深入开展《中国药典》2025 年版的编制工作。针

对《中国药典》药用辅料标准，将以保障公众用药

安全为宗旨，以满足监管需要为目标，以推动行业

发展为要义，对标国际先进理念及标准，加强我国

药用辅料标准体系顶层设计。用严谨的工作制度

保障“最严谨标准”的制定。借助《中国药典》作为

国家标准法典的核心地位，强化“以标准促进技术

创新，以技术带动标准进步”的共生效应，助力我

国药品质量与疗效的提升，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

效可及。
致谢: 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国家药典委员会药用辅料

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和特邀专家; 国家药典委员会药用辅

料标准提高课题承担单位; 积极参与相关课题研究的企业

及协会; 国家药典委员会兰奋、舒融、杨昭鹏、宋宗华和张军

老师;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康笑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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