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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啮齿类动物 28 天重复经口毒性试验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检测受试物的短期毒性作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OECD Guidelines for the Testing of Chemicals （No. 407, Oct. 200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28 天经口毒性试验 GB 15193.22-2014 

3 试验目的 

通过本试验确定 28 天经口连续接触受试物引起的毒性效应，了解受试物作

用靶器官和剂量-反应关系，并估计受试物的未观察到有害作用剂量，初步评价

受试物经口的安全性，并为亚慢性及慢性经口毒性试验的剂量、观察指标、毒性

终点的选择提供参考信息。 

4 定义 

4.1 未观察到有害作用剂量（NOAEL，No-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是指通过动物试验，以现有的技术手段和检测指标未观察到任何与受试物有

关的毒性作用的最大剂量。 

4.2 卫星组 

本试验方法中是指对照组和最高剂量组的部分动物，在染毒结束后仍继续观

察至少 14 天，用于了解受试物毒性作用的持续性、可逆性和迟发性。 

5 试验基本原则 

受试物以不同染毒剂量每日经口给予各组实验动物，每组采用一个染毒剂

量，连续染毒 28 天。染毒期间每日观察动物的毒性反应，死亡或濒死动物尽可

能进行大体解剖、血液生化指标检测及组织病理学检查。染毒结束后所有存活动

物实施安乐死后进行大体解剖。部分实验动物的组织器官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6 试验方法 

6.1 剂量设计 

至少设定 3 个受试物剂量组和 1 个对照组，除不接触受试物外，对照组的其

余处理均与受试物剂量组相同。最高剂量应能引起动物毒性反应，而不引起动物

死亡或严重毒性反应；最低剂量应不出现任何可观察到的毒性效应，能找出

NOAEL，若有人群接触水平的资料，则最低剂量应高于人群实际接触水平；中

剂量介于高、低剂量之间，可出现轻度的毒性效应，若设多个中间剂量，则各染

毒剂量应引起不同程度的毒性作用。 

如果有资料表明，受试物接触水平超过 1000mg/kgBW/d 时不会产生可观察

到的毒性作用，而且可以根据相关结构化合物预期受试物毒性时，可以考虑不必

进行三个剂量水平的试验。 

6.2 受试物制备 

当受试物需使用溶媒配制成溶液或混悬液时，溶媒首选水，其次为植物油（如

橄榄油、玉米油等），不溶于水或油的受试物亦可使用羧甲基纤维素、淀粉等配

成混悬液。如果使用其他溶媒时，必须先了解其毒性特点。 

受试物配制物需测定稳定性。 

6.3 实验动物 

6.3.1 动物选择 

实验动物应符合国家标准相应规定。选择已有资料证明对受试物敏感的物种

和品系，啮齿类动物通常首选年轻的成年大鼠（一般选用 6～8 周龄，不超过 9

周龄），动物初始体重差异应不超过同一性别平均体重的 20%。如果长期毒性试

验的剂量设计需要参考该试验的剂量设计，则两个试验应选用相同种系和来源的

实验动物。 

每组实验动物至少 20 只（雌雄各半），如果试验中期计划剖检动物，则应相

应增加每组动物数量。另外，对照组和最高剂量组均应设定一个卫星组（每组

10 只，雌雄各半），在染毒结束后继续观察至少 14 天，用于了解受试物毒性作

用的持续性、可逆性和迟发性。 

6.3.2 饲养环境 

实验动物饲养环境均应符合国家标准相应规定。选用常规饲料，自由饮水。



动物按组别、性别分笼饲养，每笼动物数量应满足动物最低需要的空间，不影响

动物自由活动和观察动物的体征为宜。 

6.4 试验步骤 

染毒开始前，实验动物需适应实验环境至少 5d。实验动物随机分组。受试

物可通过灌胃、掺入饲料或饮水进行染毒，具体的方法应当根据受试物的物理、

化学特性及其毒代动力学试验结果而定。每周染毒 7d，连续染毒 28 天。试验期

间所有动物染毒的方式应完全相同。 

6.4.1 灌胃 

灌胃体积一般不超过 10ml/kgBW，且各组染毒体积相同，每日在大致相同

时间段灌胃，每周称体重 2 次，根据体重调整灌胃体积。如为水溶性的受试物最

大灌胃体积可达到 20ml/kgBW。油性液体灌胃体积应不超过 4ml/kgBW。当受试

物使用溶媒配制时，对照组应给予相同体积的溶媒。 

6.4.2 掺入饲料 

以不影响动物摄食、营养平衡为原则，将受试物与饲料充分混匀并保证受试

物配制物的稳定性和均一性。受试物掺入量一般不超过 5%（w/w），>5%时需调

整饲料营养素水平，使各剂量组与对照组饲料营养素水平一致。 

6.4.3 掺入饮水 

以不影响动物饮水量为原则，将受试物与水混匀并保证溶液的稳定性和均一

性。每日新鲜配制。 

6.5 观察指标 

6.5.1 临床观察 

观察期限为 28 天。卫星组在染毒结束后还要继续观察至少 14 天，不做任何

处理，以了解毒性作用的可逆性、持续性及迟发性。动物一般状态观察应至少每

日 1 次，每天观察时间段尽量相同，或在预期毒性反应出现的时间段观察，记录

毒性反应的症状、发生时间、持续时间等。如果出现毒性反应，则应适当增加每

日观察次数。 

观察应至少包括如下内容：皮肤和被毛的改变、眼和粘膜变化、呼吸、循环、

植物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肢体运动和行为活动等改变。 

6.5.2 体重、摄食量及饮水消耗量 



应记录和计算每周体重、摄食量变化。当通过饮水染毒时应记录每日饮水量。

如受试物经掺入饲料或饮水给予，应计算和报告受试物各剂量组实际摄入剂量。 

6.5.3 临床检查 

进行临床检查前动物应禁食过夜，进行安乐死以后取空腹血测定。 

6.5.3.1 血液学检查 

在染毒结束及卫星组观察结束后，应测定白细胞计数及分类、红细胞计数、

红细胞压积、血红蛋白浓度、血小板计数、网织红细胞计数、凝血时间。如果受

试物或其代谢物具有氧化性，还应测定高铁血红蛋白浓度和海因茨小体。 

6.5.3.2 血清生化检查 

在染毒结束及卫星组观察结束后进行，检查指标包括电解质平衡、碳水化合

物代谢、肝、肾功能。可根据受试物作用特点选择其他特殊检查。推荐的指标包

括：钠离子、钾离子、氯离子、血糖、总胆固醇、尿素、肌酐、总蛋白、白蛋白、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r-谷氨酰转移酶、总

胆红素等。必要时可增加一些血清标志物的测定，如钙、磷、甘油三酯、激素、

胆碱酯酶等。此外，还可根据所观察到的毒性作用进行其它的临床生化检查，以

便进行全面的毒性评价。 

6.5.3.3 尿液检查 

一般不需要检查。如果根据受试物的作用特点需要进行尿液检查的时候，应

在试验的最后一周收集尿液，记录尿液外观，测定尿比重、pH、尿蛋白、尿糖

和潜血等。 

6.5.4 组织病理学检查 

6.5.4.1 大体解剖 

所有动物均应进行全面的大体解剖，内容包括动物的体表、颅、胸、腹腔及

其脏器。需要剖检的脏器有：心、肝、脾、肺、肾、肾上腺、睾丸、附睾、子宫

（含子宫颈）、卵巢、前列腺+精囊（含凝固腺）、胸腺、胰腺、脑（包括大脑、

小脑、延髓/脑桥）、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气管、食管、主动脉、胃、十二指

肠、空肠、回肠、盲肠、结肠、直肠、膀胱、阴道、肠系膜淋巴结、胸骨（包括

骨髓）和病变组织。将上述组织和器官保存在固定液中，以备组织病理学检查。 

当毒性作用提示可能为受试物的靶器官时，还需要剖检的脏器有：眼、哈氏



腺、唾液腺、皮肤、乳腺（雌性）、股骨（包括关节面）、骨骼肌、坐骨神经、脊

髓（包括颈、胸、腰段）等。 

需要称量的脏器有：心、肝、脾、肾、肾上腺、睾丸、附睾、子宫、卵巢、

胸腺、脑。计算脏器系数（以 g/100gBW 或 mg/100gBW 表示），上述脏器应在分

离后尽快称重以防水分丢失。 

6.5.4.2 组织病理学检查 

应对以下组织器官进行检查，病变组织给出组织病理学照片： 

（1） 对照组、最高剂量组剖检的组织器官需进行病理学检查。如果最高剂量组

某组织器官出现病理学改变，则其它剂量组的相应组织器官也应进行病理

学检查。 

（2） 各剂量组大体解剖肉眼观察有异常的组织器官。 

（3） 在受试物剂量组出现毒性作用的组织器官，卫星组应对其进行病理学检

查。 

7 试验结果评价 

对所有数据应采用适当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将临床观察、组织病理学检

查结果，结合体重、摄食量、临床检查数据统计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初步判断受

试物的毒性作用特点、剂量-反应关系、可逆性、迟发性等，找出受试物作用靶

器官及 NOAEL，初步评价受试物经口安全性，为进一步的毒性试验提供参考信

息。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受试物信息（名称、理化性质等）、配制方法； 

（2） 实验动物信息（种属、品系、来源、动物质量合格证、动物生产许可证等）； 

（3） 动物饲养环境（饲料来源，温湿度，饲养密度（只/笼）、动物使用许可证

等）； 

（4） 试验方法； 

（5） 试验结果； 

按性别和剂量的毒性反应数据； 

异常反应的发生、持续、恢复时间； 



体重、摄食量等； 

血液学检查结果； 

血清生化检查结果； 

大体解剖肉眼观察结果； 

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 

（6） 数据处理与统计； 

（7） 结果分析； 

（8） 试验结论。 

9 试验结果的解释 

28 天重复经口毒性试验能提供在较短时间内经口重复接触受试物引起的毒

性作用资料。由于动物和人存在物种差异，试验结果外推到人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可为初步估计人群允许暴露水平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28 天重复经口毒性试验 

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化妆品安全技术法规体系，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组织开展

了 28天重复经口毒性试验方法的制订工作。现就起草工作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的必要性 

现行的《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 年版规定了亚慢性经口毒性试验和慢性毒

性/致癌性结合试验标准和方法，缺少 28天重复经口毒性试验内容。国际标准中

在进行 90天或更长期的毒性研究前一般需先进行短期毒性试验评价，如 OECD《化

学品测试指南》啮齿类动物 28天经口毒性试验(No.407,3 October 2008)等。国

内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包含 1个月长期毒性试验内容，食品安全评估中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了 28天经口毒性试验（GB 15193.22-2014）。可见，28天短期毒性

试验在毒理学安全性评价中是十分必要的，而目前化妆品安全性评价中尚缺少该

评价内容，同时为加快我国化妆品短期毒性试验方法与国际接轨进程，更好地促

进国际交流，建立化妆品的 28天重复经口毒性试验方法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二、起草依据 

（一）OECD《化学品测试指南》啮齿类动物 28 天经口毒性试验 (No.407,3 

October 2008) 

（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15193.22-2014  28天经口毒性试验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版 

三、起草原则 

本试验方法起草宗旨是为上市前化妆品及其原料安全性评价提供 28 天重复

经口毒性试验的具体原则和方法，该方法尽量与国际国内 28 天经口毒性试验方

法保持原则上一致性，同时采用目前各化妆品检测实验室已具备的试验条件、技

术能力，保证方法科学规范的同时，便于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推广。 

四、重点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体例 

本试验方法的体例主要参照现行《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 年版毒理学试验

方法的体例，便于化妆品检验领域相关检验人员的查阅。 



（二）关于试验方法的建立 

本方法规定了啮齿类动物28天重复经口毒性试验的基本试验方法和技术要

求，基本内容包括受试物配制及给予方式、实验动物、剂量及分组、试验步骤及

观察指标、数据处理和结果评价等。目的是确定在28天内经口连续接触受试物后

引起的毒性效应，了解受试物剂量-反应关系和毒作用靶器官，确定28天经口未

观察到有害作用剂量，初步评价受试物经口的安全性，并为下一步较长期毒性和

慢性毒性试验剂量、观察指标、毒性终点的选择提供依据。 



28天重复经口毒性试验 

编制说明 

 

一、研究背景 

现行的《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 年版规定了亚慢性经口毒性试验和慢性毒

性/致癌性结合试验标准和方法，缺少 28天重复经口毒性试验内容。国际标准中

在进行 90天或更长期的毒性研究前一般需先进行短期毒性试验评价，如 OECD《化

学品测试指南》啮齿类动物 28天经口毒性试验(No.407,3 October 2008)等。国

内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包含 1个月长期毒性试验内容，食品安全评估中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了 28天经口毒性试验（GB 15193.22-2014）。可见，28天短期毒性

试验在毒理学安全性评价中是十分必要的，而目前化妆品安全性评价中尚缺少该

评价内容，同时为加快我国化妆品短期毒性试验方法与国际接轨进程，更好地促

进国际交流，建立化妆品的 28天重复经口毒性试验方法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二、标准的重要内容 

本方法规定了啮齿类动物28天重复经口毒性试验的基本试验方法和技术要

求，基本内容包括受试物配制及给予方式、实验动物、剂量及分组、试验步骤及

观察指标、数据处理和结果评价等。目的是确定在28天内经口连续接触受试物后

引起的毒性效应，了解受试物剂量-反应关系和毒作用靶器官，确定28天经口未

观察到有害作用剂量，初步评价受试物经口的安全性，并为下一步较长期毒性和

慢性毒性试验剂量、观察指标、毒性终点的选择提供依据。 

本标准的起草参考了 1.OECD《化学品测试指南》啮齿类动物 28天经口毒性

试验 (No.407,3 October 2008) 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15193.22-2014  28

天经口毒性试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版，最大

限度地做到了与这些标准指南原则上一致性，同时采用目前各化妆品检测实验室

已具备的试验条件、技术能力，保证方法科学规范的同时，便于方法在实际应用

中的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