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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留样指生产企业按照规定保存的、用于质量追溯或调查以及

产品性能研究的物料、产品样品。产品留样在医疗器械产品质量追溯、

不良事件调查中有助于查找问题、明晰事故责任，也可为确认或修改

产品技术指标提供数据支持。

本检查指南旨在帮助北京市医疗器械监管人员增强对医疗器械

产品留样管理的了解，提高全市医疗器械监管人员对产品留样监督检

查水平。同时，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开展产品留样管理提供参考。

当国家相关法规、标准、检查要求发生变化时，应当重新讨论以

确保本检查指南持续符合要求。

一、适用范围

本检查指南可作为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的医疗

器械注册质量管理体系现场核查、《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现场核查、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检查等涉及产品留样检查的参考资料。

本检查指南适用于无菌等有微生物指标要求的医疗器械、植入性

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以及其他有留样需求的产品。

二、检查要点

（一）产品留样的基本要求

生产企业应当根据产品和工艺特点制定留样管理制度，明确留样

目的、留样样品、留样比例或数量、留样观察等方面的要求，开展留

样观察，并保持相关记录。



（二）留样目的

生产企业应当根据产品特性、工艺特点、临床应用等，明确产品

留样的目的。留样目的不同，留样量及观察项目也将不同。常见的留

样目的有以下几种：

1．用于医疗器械产品质量追溯

生产企业可根据产品常见质量问题、临床使用风险以及产品特点

明确可追溯项目，如无菌性能、物理性能。

2．用于医疗器械产品原材料质量追溯

对于对产品质量有关键影响的原材料，生产企业可将原材料留样，

用于成品质量部分性能指标追溯或原材料质量追溯。

3．用于稳定性研究

生产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或变更产品有效期等指标时，用于

考察产品稳定性。

（三）留样样品

原则上，应当选取成品留样。考虑部分医疗器械产品成本、产量

等因素，生产企业可结合留样目的、留样检查项目等因素，采取其他

留样方式，如原材料留样、产品替代物留样等方式。留样样品应当能

够代表被取样批次的产品，应当明确留样样品的规格型号。

1．采取成品留样的，必须是经检验合格的产品。应当从成品批

次中随机抽取，且已经完成全部生产工序。留样的包装形式应当与产

品上市销售的单包装形式相同。

2．采取原材料留样的，应当对产品质量有重要影响的原材料进

行留样，原材料应当能够反映成品部分的可追溯性能指标。



3．采取产品替代物留样的，应当考虑原材料、生产工艺、生产

环境以及灭菌工艺、产品或部件结构等因素。产品替代物的形式可以

为典型组件、残次品、样块等。

（四）留样室（区）

生产企业应当有相对独立的、足够的留样室（区）用以存放留样

样品。原则上，留样样品的保存条件应当与相应成品、半成品、原材

料规定的存放条件一致，留样室（区）内面积应当与生产品种及生产

规模相适应。

留样室（区）应当配备满足产品质量特性要求的环境监测设备，

定期进行监测，并保存环境监测记录。

（五）留样比例或数量

生产企业应当根据留样目的、检测项目以及留样样品的不同，明

确具体留样样品的留样比例或数量。留样量一般与留样目的、留样样

品、检测项目相适应。留样比例或数量原则上由生产企业自行确定，

但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至少能支持一次质量可追溯检测；

2．对于无菌产品，每个生产批或灭菌批均应当留样；

3．对于因新产品、新工艺或变更产品有效期等指标留样的，应

当单独计算留样量，不得影响质量追溯检测。

（六）留样检验或观察

生产企业应当根据留样制度，定期进行留样检验或观察，并保留

留样观察记录。

1．生产企业应当根据留样目的，明确留样检验或观察的频次或



周期

（1）留样观察时间应当不少于产品有效期；

（2）对于稳定性研究的，可适当延长留样观察时间和（或）增

加观察频次；

（3）留样原材料的，应当考虑生产批次因素，留样观察时间应

当确保满足使用该批次原材料的最后一批产品的可追溯性要求；

（4）如果不影响留样的包装完整性，保存期间内至少应当每年

对留样进行一次目测观察。

2.留样检验或观察项目

生产企业应当明确留样检验或观察的项目、检测方法及判定标准，

并具备相应的检验能力。留样期内的检验或观察项目可与留样期满的

检验或观察项目有所不同。

3.留样记录

生产企业应当建立留样品台帐，保存留样观察记录或留样检验记

录，并形成留样检验报告。留样观察或观察记录应当注明留样批号、

观察日期、观察人、观察结果等内容。留样检验报告应当注明留样批

号、效期、检验日期、检验人、检验结论等内容。

4.留样情况汇总

体外诊断试剂产品，留样期满后应当对留样检验报告进行汇总、

分析并归档。其他类产品也可参照执行，以评价产品质量，考察产品

质量的稳定性。

5.特殊项目的处理



在留样检验或观察过程中发现检测项目不合格时，应当依据相关

制度进行处理并分析查找不合格原因。如果该批次产品都将出现类似

不合格的，应当依据不合格品或退货、召回等相关制度处理。

6.留样样品的处理

对于留样期满后，留样检验剩余的样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相关

制度予以处理，防止留样样品的非预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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