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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产品由于生产环境、生产过程、原材料、人员等原因，

往往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污染物，有必要对产品进行清洗。对于使用

前需要灭菌或消毒的产品，清洗就是利用液体溶剂按照一定的程序除

去产品上的污染物，减少产品灭菌前的初始污染，以保证产品最终灭

菌或消毒效果。

产品清洗过程确认就是通过适宜的方法采集足够的数据，以证明

按照规定方法清洗后的产品，能始终如一地达到预定的清洗效果。为

了避免产品清洗后再污染，减少灭菌前初始污染菌，还应当考虑并确

认清洗后产品的干燥、初包装封口等环节，本检查指南未包含该部分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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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清洗过程及工艺确认的了解，提高全市医疗器械监管人员对产品

清洗过程确认的监督检查水平。同时，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开展产品

清洗过程确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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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过程确认检查的参考资料。



本检查指南适用于使用前需灭菌或消毒产品清洗过程确认，给出

了产品清洗工艺应当考虑的因素、过程确认的流程及要求。

二、检查要点

（一）清洗过程及过程确认应当考虑的因素

对于确定的产品，清洗效果取决于清洗的过程。生产企业应当根

据产品的生产工艺及污染情况，选择适宜的清洗工艺，必要时可分阶

段清洗，但应当确认各阶段的清洗工艺。生产企业在选择产品清洗工

艺及过程确认时应当考虑以下方面：

1.产品的污染

应当结合生产工艺分析评价各阶段的污染源，并评价由此可能带

来的污染及污染程度。应当针对不同的污染采取适当的方式，使其污

染程度减少到可接受水平。

2.清洗方法的选择

清洗方法的选择一般应当考虑产品的材料、结构及清洗需要达到

的效果等方面。医疗器械产品常见的清洗方法有手工清洗、自动化清

洗，以及两种方法的结合。这两种清洗方法在实际生产中应用很广。

手工清洗方法主要是手工持清洗工具，按照预定的要求清洗产品。常

用的清洗工具一般有能喷洒清洗剂和淋洗水的喷枪，刷子、尼龙清洁

块等。自动清洗方法是由自动化的专门设备按照一定的程序自动完成

整个清洗过程的方式。常见的有超声波清洗、高压喷淋清洗等。由于

手工清洗时，不同人员间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而导致清洗工艺存在

一定的不可控性，因此条件允许时应当尽量采取自动清洗方式。手工



清洗时，应当评价影响清洗效果的各种因素，如果明确了可变因素，

在清洗验证过程中应当考虑相应的最差条件。

3.清洗过程的环境要求

应当根据产品的生产工艺、预期用途等确定清洗过程所在生产环

境，且环境级别的设置应当符合法规要求具体要求。对于无菌和植入

性医疗器械，末道清洗过程的环境控制应当符合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

械附录的相关要求。对于产品非末道清洗过程（如粗洗），其所在的

生产环境无特殊要求，可根据产品要求确定适宜的生产环境。

4.清洁剂的选择

清洁剂应当能有效溶解污染物、不腐蚀清洗设备及医疗器械产品，

并且本身易被清除。建议使用专用的清洁剂，一般不使用家用清洁剂。

应当明确清洁剂的名称、主要成份、清洗浓度及配制该清洁剂的方法。

必要时，可验证或评价清洁剂残留量是否在允许的限度内。生产企业

还可根据污染物和产品材质的性质自行配制清洁剂。

5.产品清洗的溶剂

医疗器械产品清洗过程中最常用的溶剂是水，包括纯化水、注射

用水等。末道清洗过程使用水作为溶剂时，应当符合相关法规和标准

要求，由于特殊结构、化学性能、污染物性质等因素，也可能使用有

机溶剂，常见的有乙醇等挥发性好、低毒性的溶剂。

6.常见的清洗过程参数

（1）清洗次数；

（2）清洁剂的品种及清洗用浓度；



（3）清洗介质，如纯化水、注射用水、酒精等；

（4）清洗时间；

（5）清洗的温度；

（6）水量和/或水位；

（7）一次清洗产品的最大数量及摆放方式；

（8）超声波频率（超声波清洗方法）；

（9）清洗液使用次数；

（10）水压及流速（高压喷淋方法）。

7.典型型号的选择

产品的清洗过程确认可选取有代表性产品的典型型号进行。代表

性产品及典型型号的选择应当考虑不同产品的材质、结构、加工工艺、

生产环境等因素。当引入新产品时，需评价该产品是否适用于清洗过

程；必要时，应当开展再确认。

8.接受准则及检测方法

生产企业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运行确认及性能确认的

检测项目以及检测样品的抽取方式和数量。一般情况下，不宜只选择

目测观察一项。常见的检查项目有：

（1）目测观察。应当无明显油漆、油脂、焊剂、焊渣、热处理

或热成型氧化皮、灰尘、垃圾、金属或磨料颗粒和废屑，无明显损伤。

目测观察应当在一定光照度下进行，包括通常的和补充的照明。必要

时，目测观察应当辅以管道镜、镜子以及其他辅助工具，检查难以看

到的表面。灯的表面应当防止被检验表面强光炫目。



（2）擦拭试验。用清洁、不掉绒的白色棉布等，以高纯度的溶

剂润湿（但不要饱和），以评价不可直接目测观察的表面洁净度。

（3）产品清洗后生物负载的检测。检测方法可参照现行版本《药

典》、《医疗器械的灭菌微生物学方法第 1部分:产品上微生物总数的

估计检测清洗产品的初始污染》（ GB/T 19973.1- 2005/ISO

11737-1:1995）。

（4）产品微粒污染检测（产品有微粒限度要求时）。有行业标准

要求的，执行行业标准，如《一次性使用麻醉用过滤器》

（YY0321.3-2009）。无标准要求的，可参照现行版本《药典》中有关

不溶性微粒检查法的方法检测清洗产品的微粒。

（5）其他项目，如清洁剂检测、清洗前后清洗用水微粒或 PH变

化等。

（二）清洗过程确认的相关要求

清洗过程确认应当证明清洗过程在一定的清洗过程参数范围内

能够持续达到预期的清洗效果。

1.工作小组

应当成立过程确认小组并明确小组成员的职责。小组成员一般来

自生产部、质量部、研发部等部门。过程验证小组应当制定过程确认

方案并按照方案完成确认工作，形成确认记录和确认报告。

2.确认方案一般包括如下内容：

（1）验证目的；

（2）适用的产品范围、作过程确认的典型产品以及选择理由；



（3）过程确认小组成员组成及各自的职责；

（4）所采取的清洗流程及清洗方法；

（5）需确认的清洁过程参数；

（6）检测项目、方法、取样原则及可接受准则；

（7）所要使用的设备、设施清单（包括称量、监控和记录设备）

以及其校准状态；

（8）应当保留的记录。

3.过程确认环节及要求

一般分为安装确认（IQ）、运行确认（OQ）、性能确认（PQ）三个

过程。

（1）安装确认（IQ）是指有客观证据支持，即正确地考虑到所

有符合厂商规格的过程设备和辅助安装系统的主要布置和设备供应

商的说明。一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清洗过程的环境应当符合要求；

2）清洗过程中使用的溶剂应当符合要求；

3）清洗过程不会对产品性能、其他工序及洁净室环境造成污染；

4）使用设备清洗的，应当具有设备随机文件，例如使用说明书

等；

5）使用设备（如超声波清洗机）清洗的，应当确认具有安装条

件，如工作电源等；设备可按照设定参数正常运行，如超声频率，清

洁时间，温度等；

6）使用自动化清洗的，应当制定设备的操作规程；



7）手工清洗的，应当确认具备清洗工具；

8）操作人员和检测人员的培训及资格确认。培训内容一般应当

包括清洗设备操作规程，适用时还应当包括洁净室相关管理制度、产

品清洗等方面的内容；

9）编制产品清洗过程有关生产和检验操作规程及相关制度。

（2）运行确认（OQ）是指通过客观证据，确认使产品符合所有

预期清洗效果的过程参数控制范围。

1）设备可以按照预定设计的参数运行；

2）选取代表性产品的典型型号，通过参数确认来建立适宜的清

洗过程参数。一般通过最差清洗过程参数组合来清洗，产品应当达到

清洗效果且不应当有损伤，如最高、最低温度，最短清洗时间，最少

清洗次数，最低清洁剂浓度等；

3）验证产品清洗过程有关操作规程的适用性。

（3）性能确认（PQ）是指通过客观证据，证明在规定的条件下，

通过清洗过程能够连续地清洗出符合所有预定要求的产品。

1）应当使用按照正常工艺下生产的产品作性能确认。应当通过

预期使用的清洗过程；

２)用于清洗过程性能确认的批次生产的关键物料应当由批准的

供应商提供，否则需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

3）最终确定清洗过程的具体方法及工艺参数，确定相关操作规

程。

4.再确认



为了确保工艺处于受控状态，一般应当在以下情况时进行再确认：

（1）经过一定周期；

（2）发生影响产品质量的重大变更，如产品结构、材质、清洁

工艺发生变更；

（3）有新产品出现，且不能被原有的典型型号覆盖。

5.在产品质量监测过程中应当采用持续工艺参数监测的方法支

持产品清洗过程处于受控状态。当趋势出现渐进性变化时，应当进行

评估，必要时可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清洗过程处于受控状态。

（三）应当形成的文件

1.经批准的验证方案，其中至少应当明确过程确认工作组及其人

员分工、验证方案、验证实施计划、可接受标准等。

2.验证过程中应当保留的记录（含环境监测、清洗用水监测的记

录）。

3.验证过程中要求获取或保留的制度、说明书等。

4.经批准的验证报告，其中至少明确最终确定的过程参数。

5.根据确认结果形成的清洗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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