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计算机化系统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本附录适用于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过程中引

入的计算机化系统，它由一系列硬件和软件组成，以满足特

定的功能。  

 

第二章  原  则 

第二条  用计算机化系统代替人工操作时，应当确保不

对产品的质量、过程控制和其质量保证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不增加总体风险。 

第三条  风险管理应当贯穿计算机化系统的生命周期

全过程，应当考虑患者安全、数据完整性和产品质量。作为

质量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应当根据书面的风险评估结果确定

验证的范围和数据完整性控制的程度。 

第四条  企业应当注重计算机化系统供应商的管理，制

定相应的操作规程。供应商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如安装、配

置、集成、验证、维护、数据处理等），企业应当与供应商

签订正式协议，明确双方责任。 



企业应当能够提供与供应商质量体系和审计信息相关

的文件。 

 

第三章  人  员 

第五条  计算机化系统的“生命周期”中所涉及的各种

活动，如验证、维护、管理等，需要各相关的职能部门人员

之间的紧密合作。在职责中涉及使用和管理计算机化系统的

人员，应当接受相应的使用和管理培训。确保有适当的专业

人员，对计算机化系统的设计、验证、安装和运行等方面进

行培训和指导。  

 

第四章  验  证 

第六条  计算机化系统验证包括应用程序的验证和基

础架构的确认，其范围与程度应当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风

险评估应当充分考虑计算机化系统的使用范围和用途。验证

应当贯穿于计算机化系统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第七条  企业应当建立包含所有计算机化系统的清单，

标明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相关的功能。清单应当及时更新。 

第八条  企业应当指定专人对商业化通用的计算机化

系统进行审核，确认其满足用户需求。 

在对定制的计算机化系统进行验证时，企业应当建立相

应的操作规程，确保在生命周期内评估系统的质量和性能。 



第九条  数据转换格式或迁移时，应当确认数据的数值

及含义没有改变。  

 

第五章  系  统 

第十条  系统应当安装在适当的位置，以防止外来因素

干扰。 

第十一条  应当有详细阐述系统的文件（必要时，要有

图纸），并须及时更新。此文件应当详细描述系统的工作原

理、目的、安全措施和适用范围、计算机运行方式的主要特

征，以及如何与其他系统和程序相接。 

第十二条  软件是计算机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软件

的使用者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对于所采用软件进行分

级管理（如针对软件供应商的审计），保证软件的编制过程

符合质量保证系统的要求。 

第十三条  在计算机化系统使用之前，应当对系统全面

进行测试，并确认系统可以获得预期的结果。当计算机化系

统替代某一人工系统时，可采用两个系统（人工和计算机化）

平行运行的方式作为测试和验证内容的一部分。 

第十四条  数据的输入或修改只能由经许可的人员进

行。杜绝未经许可的人员输入数据的手段有：使用钥匙、密

码卡、个人密码和限制对计算机终端的访问。应当就输入和

修改数据制订一个授权、取消、授权变更，以及改变个人密



码的规程。必要时，应当考虑系统能记录未经许可的人员试

图访问系统的行为。对于系统自身缺陷，无法实现人员控制

的，必须具有书面程序，相关记录本及相关物理隔离手段，

保证只有经许可的人员方能进行操作。 

第十五条  当人工输入关键数据时（例如在称重过程中

输入物料的重量和批号），应当复核输入记录以确保其准确

性。这个复核可以由另外一个操作人员完成，或采用经验证

的电子方式。必要时，系统应当设置复核功能，确保数据输

入的准确性和数据处理过程的正确性。 

第十六条  计算机化系统应当记录输入或确认关键数

据人员的身份。只有经授权人员，方可修改已输入的数据。

每次修改一个已输入的关键数据均应当经过批准，并应当记

录更改数据的理由。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考虑在计算

机化系统中建立一个数据审计跟踪系统，用于记录数据的输

入和修改。 

第十七条  计算机化系统的变更应当根据预定的操作

规程进行，操作规程应当包括评估、验证、审核、批准和实

施变更等规定。计算机化系统的变更，应经过该部分计算机

化系统相关责任人员的同意，变更情况应有记录。主要变更

应当经过验证。 

第十八条  对于电子数据和纸质打印文稿同时存在的

情况，应当有文件明确规定以电子数据为主数据还是以纸质



打印文稿为主数据。 

第十九条  以电子数据为主数据时，应当满足以下要

求： 

（一）为满足质量审计的目的，存储的电子数据应当能

够打印成清晰易懂的文件。 

（二）必须采用物理或者电子方法保证数据的安全，以

防止故意或意外的损害。日常运行维护和系统发生变更（如

计算机设备或其程序）时，应当检查所存储数据的可访问性

及数据完整性。 

（三）应当建立数据备份与恢复的操作规程，定期对数

据备份，以保护存储的数据供将来调用。备份数据应当储存

在另一个单独的、安全的地点，保存时间应当至少满足本规

范中关于文件、记录保存时限的要求。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建立应急方案，以便系统出现损坏

时启用。应急方案启用的及时性应当与需要使用该方案的紧

急程度相关。例如，影响召回产品的相关信息应当能够及时

获得。 

第二十一条  应当建立系统出现故障或损坏时进行处

理的操作规程，必要时对该操作规程的相关内容进行验证。 

包括系统故障和数据错误在内的所有事故都应当被记

录和评估。重大的事故应当进行彻底调查，识别其根本原因，

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第二十二条  当采用计算机化系统放行产品时，应当确

保只有药品质量受权人方能放行产品。此外，计算机化系统

应当能明示和记录放行产品人员的身份。 

第二十三条  电子数据可以采用电子签名的方式，电子

签名应当遵循相应法律法规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下列术语含义是： 

（一）电子签名，是指电子数据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

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二）电子数据：也称数据电文，是指以电子、光学、

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信息。 

（三）基础架构：为应用程序提供平台使其实现功能的

一系列硬件和基础软件，如网络软件和操作系统。 

（四）计算机化系统生命周期：计算机化系统从需求到

退役的过程，包括设计、设定标准、编程、测试、安装、运

行、维护等阶段。 

（五）数据审计跟踪：是提供文件证明的一切记录，用

以帮助从原始数据追踪到有关的记录或报告，或从记录或报

告追踪到原始数据。 

（六）数据完整性：是指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用于

描述存储的所有数据值均处于正确的状态。 

（七）应用程序：安装在既定的平台/硬件上，提供特

定功能的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