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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抗菌药物说明书撰写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年第33号)

发布时间：2018-05-31

　　为建立我国抗菌药物研究的技术体系，指导抗菌药物说明书撰写相关工作，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抗菌药物说明书撰写技术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抗菌药物说明书撰写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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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抗菌药物说明书撰写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一）定义及内涵 

药品说明书包含药学、药理毒理学、药代动力学、临床医学

等有关药品安全有效性的重要科学数据、结论等信息，为安全、

正确、合理使用药品的技术性文件。 

药品说明书是临床上科学、合理用药及期望获得预期治疗效

果的依据，是必须遵守的技术指南，是符合药品监管规定要求的

获准注册的法律文件，是实时更新的动态指导性文件。 

撰写、维护药品说明书是药品上市持有人的责任和义务。 

本文中所指的说明书是指供医生使用的说明书，汇集了指导

医生用药的专业信息。患者也可使用本说明书，但应清晰地认识

到其不同于患者用说明书及用药指南等。 

（二）目的及意义 

本指导原则旨在遵循《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和《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

说明书规范细则》的基础上，依据涉及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

量可控性的真实、完整、规范、可溯源的系列数据，紧密结合抗

菌药物的特点，按照规定的格式体现说明书应包含的基本内容，

为抗菌药物说明书撰写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为科学合理使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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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药物奠定基础。 

（三）应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全身用药的创新性抗菌药物的说明

书撰写，局部用药等其他创新性抗菌药物的说明书撰写也可参照

执行。本指导原则也可适用于改良型新药和仿制药物说明书撰

写。 

抗真菌药物等抗感染药物说明书撰写也可参照，但需体现抗

真菌药物的特点。 

抗菌药物的定义及基本特性参见相关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并不能完全覆盖抗菌药物因其特定的特性所需

在说明书中阐述的各种具体情况。 

二、撰写总体要求 

抗菌药物说明书中应包含以下各项内容：警示语、药品名称、

成份、性状、适应症、规格、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禁忌、注意

事项、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儿童用药、老年用药、药物相互

作用、药物过量、临床试验、药理毒理、药代动力学、贮藏、包

装、有效期、执行标准、批准文号及生产企业。 

抗菌药物说明书的内容应以人体资料为主，必须忠实于研究

数据，不扩大有效性，不回避安全性，项目齐全，真实、准确、

完整和科学，能够准确发挥指导安全、正确、合理使用药品的目

的。 

考虑到细菌耐药情况的变化和临床使用和研究中新的发现，

应对说明书内容进行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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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说明书的格式必须遵循固定形式，表达准确、规范，

包括：名词、术语、人名、地名等应统一、前后一致。其医学专

业术语应符合相关要求（如 MedDRA、世界卫生组织药物词典

和 WHOART 等），医、药学名词术语采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

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表述进行书写。如前者未收载，可参考《英

汉医学词汇》（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相关内容。说明书所涉及的

标点符号、数字数量、计量单位等须遵循规范要求，相关规定见

附件。 

三、各项撰写要求 

（一）警示语 

1. 目的 

以黑框警告形式表达的高度浓缩后的警示语，是对药品严重

不良反应及其潜在的安全性问题的警告，也可以包括药品禁忌、

注意事项及剂量过量等需提示用药人群特别注意的事项，以及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的相关管理规定。 

2. 设定原则 

（1）一般原则 

写入警示语的一般情况：a）抗菌药物产生的不良反应与其

带来的获益相比很严重（例如，致命的、危及生命的或永久性致

残的不良反应），以致在使用抗菌药物时需权衡风险和获益；b）

通过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例如，选择患者、严密监测、避免某种

联合治疗、增加其他药物或以某种特殊方法处理患者、避免用于

某种临床情况）可防止或减少该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减轻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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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c）有条件地批准，以保证药物临床使用安全。 

（2）其他 

在少数情形下，【警示语】也可用于其他情况，以便强调对

处方者特别重要的警告资料。例如，在某些患者群体疗效降低。

此时，需评价【注意事项】及【禁忌】项下资料，以确定是否应

将其同时置于【警示语】中。 

【警示语】通常以已观察到的严重不良反应为依据，但也可

以以可预知的不良反应为依据。例如，已知某类药物在人或动物

妊娠期有致发育毒性的严重风险，通常在同药理学类型的所有药

物（即使是尚未发现该不良反应的药物）的【警示语】中也会放

入相应内容。 

若一类药物中的个别药物有独特的重要风险/效益问题也可

在【警示语】中体现。例如，注明某药是这类药中唯一有特殊风

险的药，并且因其安全风险仅用作二线治疗。 

为合理用药，避免抗菌药物滥用，对于某抗菌药物的处方权

限、使用条件等也可考虑置于【警示语】中。例如，对于临床治

疗耐多药菌（包括广泛耐药菌或全耐药菌）所致严重感染，某药

物须在无药可用时并同时经专科医生讨论后才能使用。 

3. 内容 

【警示语】是为处方者提供重要和简明扼要资料，包括处方

或使用的限制。通常在说明书其他部分有对风险作更详细的阐述

（例如，【禁忌】或【注意事项】部分），以相互呼应确认风险。

内容应包括：①对药品严重不良反应及其潜在的安全性问题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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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②尚可包括药品禁忌、注意事项及剂量过量等需提示用药人

群特别注意的事项，尤其应将可导致死亡和严重伤害的内容置于

该项内。 

【警示语】中的内容一般以临床资料为依据，如无临床资料，

严重的动物毒性也可作为依据。 

4. 形式要求 

【警示语】中的内容应置于黑框内，一般以粗体字印刷并以

前置粗体圆点形式或某些可选择的形式（如小标题）表达，以使

其内容醒目。 

5. 注意 

（1）警示语只是摘要，在说明书后面的相应项目中应有详

细描述，不能只有警示语而无后文，或后文只是警示语的复制。 

（2）根据抗菌药物研究进展，应及时更新警示语内容；应

跟踪国内外药品监管机构批准的说明书，及时更新新制定的警示

语或增补的内容。 

（3）不要忘记用黑体字并用黑框圈上，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二）药品名称 

1. 内容 

应包括通用名称、商品名称（注：未批准使用商品名称的药

品不列该项）、英文名称（注：无英文名称的药品不列该项）和

汉语拼音。 

2. 形式要求 

参见《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明书规范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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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份 

1. 内容 

应包括抗菌药物活性成份的化学名称、化学结构式、分子式、

分子量，按照规定顺序书写。 

复方制剂可以不列出每个活性成份化学名称、化学结构式、

分子式、分子量内容。本项可以表达为“本品为复方制剂，其组

分为：”。组分按一个制剂单位（如每片、粒、支、瓶等）分别

列出其中的全部活性成份及其含量。 

若抗菌药物为是通过生物技术获得的生物制品，应当列出主

要成份名称，简述活性成份来源。 

处方中含有可能引起严重不良反应的辅料的，该项下应当列

出该辅料名称。 

2. 形式要求 

各内容须与质量标准、处方组成保持一致。 

3. 注意 

须严格按照其质量标准相应内容进行撰写，须如实反映制剂

的处方组成，包括全部辅料等。 

（四）性状 

1. 内容 

包括药品的外观、臭、味、溶解度以及物理常数等。 

2. 形式要求 

各内容须与质量标准保持一致。 

3. 注意 

须严格按照其质量标准相应内容进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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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适应症 

1. 内容 

应当根据该药品的用途，采用准确的表述方式，明确用于预

防、治疗某种感染。 

对于抗菌药物不仅需明确可以治疗的疾病和病原菌，还需对

药物可以预防的感染和病原菌分别进行说明。抗菌药物仅用于治

疗或预防已证明或高度怀疑由敏感菌引起的感染，阐明选择治疗

方案前应首先考虑病原菌培养和药敏结果，在缺乏微生物学实验

数据时，则可根据患者的发病情况、发病场所、原发病灶等分析

其最可能的病原菌，并结合当地细菌耐药情况给予经验性治疗。

其次对于已获得我国批准的目标治疗的适应症逐一描述，内容包

含引起这些疾病的病原菌或病原菌亚组（如，多重耐药但对本品

呈现敏感的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产气肠杆菌等肠杆菌属感

染等）和治疗不同病原菌引起不同感染疾病的疗程（抗菌药物疗

程一般取决于不同的适应症）。 

【适应症】项下的具体疾病，须有充分的、严格对照的临床

试验数据支持，有效性数据必须充分和完整，不得含有或暗示本

项不包括的适应症和应用。 

2. 形式要求 

包括感染性疾病及病原菌，表述可如下： 

本品适用于治疗由对本品敏感的 XXXX、XXXX 和 XXXX

菌引起的 YYY 病。例如“治疗由葡萄球菌属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链球菌属中肺炎链球菌和克雷伯菌属中肺炎克雷伯菌引起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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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获得性肺炎，同时应根据临床需要采取其他辅助治疗措施。如

果已证明或怀疑是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建议联合应用抗假单胞菌

β-内酰胺类药物进行治疗”。 

在选择或调整抗菌药物治疗方案时，应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

试验以分离并鉴定感染病原菌，确定其对该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如果没有这些试验的数据做参考，则应根据当地细菌耐药性和抗

菌药物敏感性等流行病学情况进行经验性治疗。在获得以上药敏

结果之前可以先使用该抗菌药物进行治疗，获得药敏结果后再选

择进行针对性的病原治疗。 

对某一适应症应做下列具体说明： 

（1）如果该抗菌药物仅仅同主要治疗所用的抗菌药物联合

用于该适应症，应说明需与哪种药物联合使用。 

（2）如果获得的证据仅仅支持用于较大人群的亚群（例如，

疾病轻微的患者或特殊年龄组的患者）应予说明；或如果适应症

是根据替代终点批准的，应简洁说明有效性的局限性和任何预期

临床受益的不确定性。 

（3）如果出于安全性考虑，保留某种药物用于特殊情况（例

如，其他药物难以控制的病例），应予说明。 

（4）如果特殊试验（例如，微生物敏感性试验、特殊耐药

现象的药物敏感性试验）对患者选择某药或监测是必要的，应明

确这种试验。 

（5）如果有在长期用药之前必须满足的先决特殊条件（例

如，患者在短期试验中对药物反应性的验证），应描述这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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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果长期用药的适应症不同于短期使用的适应症，应描述每种

用法用量的具体适应症。 

（6）如果应用限制或预期临床受益不确定，其同推荐的给

药间隔、适当的治疗持续时间或任何剂量调整有关，应简要说明。 

该项应包括药物每一适应症的简要描述并简单说明主要限

制。如置粗体圆点的形式展现这种资料。 

3. 注意 

（1）具体适应症的确定 

一般而言，只有临床数据足以支持可观的获益/风险比率、

可以反映出感染的种类和严重程度的情况下，才能确认一个具体

的适应症。 

未进行临床试验的目标适应症一般不得纳入说明书【适应

症】项，但炭疽感染等除外。 

除了上述的特殊情况外，对于其他病原菌所致的感染，当病

例数不足以获得适应症时，说明书【适应症】不能包括此目标适

应症，但可以将详细的临床研究结果在【临床试验】项下予以叙

述，为今后可能的临床使用提供一定的基础。 

（2）未经药品监管机构批准的适应症不得列入说明书。 

（3）不应仅列出适应症，而忽略限制性条件。诸如仅限于

某种特定的患者群（如某种疾病严重程度或某一类型）而不是所

有患者；仅用作辅助治疗而不是主要治疗手段等。 

（4）不应把还处于临床研究阶段，而还没有做出最终有效

性和安全性评价公认的适应症列入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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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抗菌药适应症是指治疗（和/或预防）特定敏感微生物

所致特定身体部位的感染。抗菌药适应症应仅限于已充分确认有

效性和安全性的适应症。 

在某些情况下有理由限制适应症，例如，仅限于治疗感染某

种严重程度、相对治愈/清除率的说明、建议药品不作为某种感

染的一线治疗、对治疗病原菌中特定亚组的限制，通常以[注意]

的形式置于【适应症】和【用法用量】部分。 

（六）规格 

1. 内容 

指每支、每片或其他每一单位制剂中含有主药的重量、含量

（或效价）、装量。 

2. 形式要求 

表示方法一般按照中国药典要求规范书写，有两种以上规格

的应当分别列出。 

3. 注意 

须严格按照其质量标准相应内容进行撰写。 

（七）用法用量 

1. 内容 

应包括用法和用量两部分。 

应详细列出该药品的用药方法，准确列出用药的剂量、计量

方法、用药次数以及疗程期限，并应当特别注意与规格的关系。 

用法上有特殊要求的，应按实际情况详细说明。 

用量和用法部分应包括针对每一适应症的下列资料，这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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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应与药物用法用量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关且应为公认的。应列

出给药途径，如口服、皮下注射、肌内注射、静脉注射、静脉滴

注（如必要，应提供滴注持续时间或速度）等。如果不同适应症

需采用不同的给药途径，应分别列出，以免误用。应说明药品的

稀释、配制方法及其用法（例如，肠外给药的速率）；并说明药

品配制后的稳定性、储存条件及配伍禁忌等。 

在其他说明书项目中不应暗示或提出本项中没有包括的给

药方案。 

2. 形式要求 

（1）基本要求 

【用法用量】部分应说明推荐的常用剂量和常用剂量范围。

如果超过某一剂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或再增加剂量不会

增加疗效，应明确剂量上限。如果药物或其代谢产物的有效浓度

或中毒浓度范围或治疗浓度窗已明确或临床上有意义，应予描

述。如果必要，还应包括治疗药物浓度监测。如果给药剂量分为

负荷量及维持量，或用药时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量，以便得到适

合于患者的剂量，应详细说明。 

如果必须在饭前或饭后服用，应说明给药时间。应说明推荐

的用药间隔。需进行疗程用药的则必须注明疗程剂量、用法和期

限。 

（2）基本给药方法 

这部分必须包括下列资料: 

①推荐的初始剂量：如与一般推荐的剂量不同，应推荐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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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 

②一般推荐的剂量、给药方案（例如，单次或分次给药、给

药时间、基础方案和强化方案）和剂量范围； 

③剂量调整方案：如有这种情况，应给出方案； 

④疗程：当要限制给药持续时间时（例如，因为缺乏长期使

用资料和缺乏长期用药毒性、蓄积毒性或耐受性的依据），应提

供疗程。抗菌药物的疗程可根据病情来确定； 

⑤给药途径； 

⑥静脉滴注持续时间（或速度）：如必要应提供静脉滴注持

续时间（或速度）。 

（3）评估有效性的监测 

如适用，这部分应提供评估有效性应做的所有监测资料，尽

可能包括下列资料： 

①监测类型和频率； 

②预期治疗效应开始的时间； 

③如何根据监测结果调整剂量； 

④因为明显缺乏有效性，依据什么停药。 

（4）评估安全性的监测 

如适用，这部分应明确所有具体的安全性监测措施，这些措

施应在开始治疗前实施或在治疗期间决定是否停药，是否保留或

调整重复给药的剂量。如果剂量调整方案复杂（例如，方案取决

于多个毒性事件的类型和严重性），方案一般应以表、流程图或

计算方法展示。用量和用法部分应同注意事项等部分的安全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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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讨论相互呼应。 

（5）治疗血药浓度监测 

如果需维持药物或其活性代谢产物的血药浓度在有效的治

疗水平，这部分应明确所期望的水平并应说明评价血药浓度水平

所需的监测方法及如何根据检测结果调整剂量。 

（6）因药物相互作用的剂量调整 

这部分应讨论与给药方案（例如，减少用量、与另一药物给

药相关的给药时间）密切相关的药物相互作用。这种讨论还应同

说明书其他部分（例如，药物相互作用）的详细讨论相呼应。  

（7）特殊患者人群的剂量调整 

这部分必须讨论特殊患者群必要的剂量调整，包括儿科年龄

群、老年年龄群、种族群、遗传特征所决定的患者群以及肾脏或

肝脏疾病的患者群。如这部分可包括显示如何根据体重调整儿科

患者人群剂量的图表。可说明如何根据肌酐清除率调整肾脏病患

者的剂量。用量和用法部分应提供较详细导致剂量调整建议，并

与其他项中的支持性资料（如特殊人群药代动力学）相呼应。如

果有特殊人群代谢或排泄差异或可能有差异的资料，然而并未因

此类差异对剂量调整的具体建议，这些资料通常不包括在用量和

用法部分。 

（8）给药方案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这部分必须包括需要考虑的给药方案的重要问题。如果严格

遵守给药方案特别重要，这部分应说明为什么重要和不依从的可

能后果。例如：①如果每隔 8 小时给药一次特别重要，而不得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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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便的每天给药三次，此应说明间隔 8 小时给药一次的重要

性；②如果给药时间（如空腹、进食，或与通常合并使用的某一

药物的给药时间有特殊的时间间隔要求）十分重要，应在此部分

说明；③如果有足以支持漏给一次或数次药的处理建议资料，也

应包括在这部分中。 

（9）重要的用法说明 

这部分应包括对安全有效用药重要的任何特殊用法说明。例

如： 

①复杂剂型，这部分应描述任何重要的用法说明（例如，缓

释片剂不能碾碎或嚼碎）。 

②这部分可包括有足够支持证据推荐其他给药途径的特殊

情况，如吞咽困难患者服用固体口服剂型的其他途径的讨论。 

③对注射剂型，这部分应说明该药是否光敏感或用药前是否

需避光以及应明确合适的溶媒、容器、遮光物和输液管〔玻璃、

塑料、聚氯乙烯（PVC）〕。 

④对肌内或皮下给予的药物，如相关，应指出首选的注射部

位（例如，臀肌、三角肌、大肌肉）和是否必须轮换（如需轮换，

应说明轮换方式），给出注射部位准备的任何特殊说明以及注射

过程使用的任何特殊装置或其他设备的说明。 

⑤对静脉内给予的药物，这部分应确定可能的输液反应并讨

论如何控制，并应同说明书中相应较详细的讨论部分相呼应。应

明确静脉内给药的有关限定（例如，仅经中心静脉给予，仅用生

理盐水稀释，避免有动脉内暴露风险的静脉内给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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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需事先处理药品的特殊内容 

重新配制的药品： 

对需要重新配制的药品，这部分应包括下列必不可少的药物

用法用量资料。 

①稀释和给药剂型的说明； 

②给药溶液终强度（浓度）以每毫升中活性成份毫克数表示

（除非其他强度单位更合适）； 

③保持药物或重新配制品稳定性所需的贮藏条件。 

这部分应详细说明，如在适当条件下贮藏，保证重新配制品

稳定性和无菌状态的持续时间。 

其他需事先处理的药品： 

对给药前需要某种形式的处理而非重新配制的药品（例如，

抽入注射器贮存、稍后使用的药品；用前必须加热到室温的冷藏

药品），应说明恰当的操作方法、稳定性、无菌和给药方法。 

（11）肠胃外给药药品的特殊内容 

对肠胃外给药的药物，这部分必须包括下列必不可少的药物

用法用量资料。 

①给药速度（通常以单位时间的毫克或毫升数表示）或滴注

持续时间； 

②药物和稀释液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的基本资料； 

③下列的逐字描述： 

“只要溶液和容器允许，给药前应肉眼检查肠胃外给药药品

的不溶性微粒和颜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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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肠胃外给药产品需要重新配制，也要求列出。 

（12）特别重要的安全用药或用法资料 

在特殊情况下，某些有关给药的资料对临床医生特别重要，

应位于基本给药资料之前，通常放在用法用量部分起始处。如果

不了解某一资料或不遵守某一建议可给患者造成严重后果，那么

这种资料应单独放在基本给药资料之前。 

可放在基本给药资料之前的重要给药资料或建议的实例包

括： 

①可能造成混乱状态和严重安全性后果的错误给药途径（例

如，仅供局部使用或仅供静脉内使用）； 

②治疗初期需要住院治疗或严密监测生命功能的情况（例

如，连续心电图监测）； 

③有关静脉内给药的重要资料，例如下列说明：给药前的药

物稀释、缓慢滴注或不能用 PVC 容器和给药装置； 

④避免或减少危及生命等严重不良反应的必要的预防用药； 

⑤错误操作可能对患者或可能接触药物的其他人员造成严

重后果的特殊配药操作； 

⑥给予有生殖毒性的药物之前，必须检查排除妊娠； 

⑦限制处方权 ：处于用法用量起始处的重要资料或建议的

较详细讨论，应与说明书其他相关部分相呼应。 

（13）多适应症的药品 

对多适应症的药品，用法用量部分应阐明哪种资料普遍适用

和哪种资料只适用于某个或某些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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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针对某一个适应症的给药方法资料，应在采用同【适应

症】和“应用”部分同样的数字编号在用法用两部分编号（即，如

果在 1 适应症和应用的 1.1 小节中描述某一适应症，那个适应症

的给药方法资料，应在 2 用量和用法的 2.1 小节中描述）。但如

果某一药物有多个适应症并且每一个适应症的用量和用法都相

同，此类资料应在单独一节或小节中介绍。 

针对某一适应症的给药方法资料（用法用量若适用于所有适

应症，应介绍这部分资料。如果资料针对一个以上适应症而不是

所有适应症，为节省篇幅，可讨论该资料适用于哪种适应症，而

不必重复讨论每个适应症。 

与说明书一个以上部分有关的资料应在说明书多个部分繁

简不一地讨论。例如，在警告和注意事项、药物相互作用、特殊

人群用药及其他部分的资料中提出建议，导致在特殊情况下改变

通常的给药方案或在给药时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应在用法用量

部分中做某些讨论。 

一般，用法用量资料与说明书某部分最相关，在该部分应详

细的讨论。其他部分应只讨论与其目的相关的方面。建议放在用

法用量部分的资料可包括：在某些情况下降低一般用量；避免因

患者的病情一般可能合并药物；为减少可能的相互作用改变给药

时间；当给药时采取非常规的预防措施（例如，由于渗出的严重

后果）。 

3. 注意 

在描述剂量范围和疗程时，如果已知超过某剂量或某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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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不另外增加益处或毒性增大到风险超过益处，必须明确该剂

量或疗程。 

药物剂量及用药次数一般应采用下列表示方法：“一次××（或

者××～××）（重量或容量单位，如 g、mg、μg、L、ml 等），一

日×（或者×～×）次”。如该药品为注射液、注射用无菌粉末、片

剂、胶囊剂、丸剂、颗粒剂、冲剂、口服溶液剂、膜剂或栓剂等，

则需在重量或容量单位后以括号注明相应的计数（如安瓿、片、

粒、包、支等）。如该药的剂量需按体重或体表面积计算时，则

以“按体重一次××/kg（或者××～××/kg），一日×次（或者×～×次）”，

或者以“按体表面积一次××/m2（或者××～××/m2），一日×次（或

者×～×次）”。须在说明书中明确给药间隔与给药次数的关系，

如已明确应每 12 小时给药一次时，不要使用一日两次的含糊表

达方式。 

（八）不良反应 

1. 内容 

该项应包括最常发生的不良反应表及确定所含内容所使用

的标准（如不良反应发生率）。该表应简洁而不应太长并且不应

太宽泛。该表可包括除不良反应发生率外，应包括不良反应结局

（如导致停药或剂量调整等）。 

所列最常发生或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从药物临床试验的不良

反应表中选择。如果不良反应特点随不同适应症所不同，应按适

应症列出最常见不良反应。如果对不同适应症采取措施不同，也

应注明。还应包括不良反应报告联系方式的资料（包括生产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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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网址等）。 

该项所列不良反应是指与药物使用有一定关系的非预期的

效应，可能作为药物的药理学作用一部分出现或其出现难于预

料。该定义不包括用药期间观察到的所有不良事件。 

应列出不良反应表。该项应列出用某种药物和同样药理学活

性和化学上相关类别药物出现的不良反应表。一个或多个表格并

有资料说明（例如，临床试验、暴露总数、暴露的程度和性质）。 

2. 形式要求 

【不良反应】项下内容按照严重的和其他重要的不良反应、

临床试验和上市后监测顺序进行表述。高度概括全部的研究数据

和临床应用数据，提示临床使用时予以关注。临床试验和上市后

发现的不良反应须分别列表。表中不良反应可按照身体系统、反

应严重性或发生率递减次序，或综合这些因素分类。在同一类中，

不良反应须以发生率递减次序列出。如果发生率资料尚不能确

定，则应按照严重性递减次序列出。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以分数或

百分率表达，其发生频度依次表示为：很常见（≥1/10）、常见（≥

1/100，<1/10）、少见（≥1/1，000，<1/100）、罕见（≥1/10，000，

<1/1，000）、非常罕见（<1/10，000）。 

对于临床试验不良反应表，应列出临床试验数据库中（包括

上市后的 IV 期临床试验）发生率超过特定发生率的不良反应（即

“常见”的不良反应），应列出试验药物和所有对照药物（阳性或

安慰剂对照）的不良反应发生率，除非不能确定这些数据是否可

能造成误导。随后应列出不常见的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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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有因果关系。如果怀疑药物可能引起严重的、发生率低的不

良事件也该应列出。如果发生率不能准确计算或比较，应列出其

发生频率范围，如果发生率范围不能确定，才可用叙述的方式。

对临床有重要提示的不良反应，如果可获得资料并且重要，应以

有关不良反应的性质、发生率和严重性以及不良反应同药物剂量

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关系的详细资料补充表格内容。 

上市后发现的不良反应表是根据国内外自发报告、监测和再

评价等信息综合分析后确定。 

3. 注意 

撰写【不良反应】时应注意： 

（1）不良反应内容应根据上市前及上市后的全部临床试验

数据、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及其国内外进展、药品监管机构

的监管要求等及时进行全面变更、更新，将最新信息用于指导临

床用药。 

（2）注意该项内容要与说明书其他相关项目（如，【警示语】、

【注意事项】）相互呼应。 

（3）不良反应表应符合统计学规范化要求，如，一般应采

用医学杂志上通用的三线表；每张表应有标题和序号、标目；表

格应有自明性。 

（九）禁忌 

1. 内容 

只有在使用风险明显超过任何可能的治疗益处的临床情况

下，才禁用一个药。只有已知的危险，而不是理论上的可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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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为禁忌的根据。 

对于已观察到的不良反应是否作为禁忌，应以不良反应可能

性和严重性为依据，在禁忌的临床状态下，不良反应的风险，超

过对任何患者的任何可能益处，同时暴露于药物和不良反应之间

的因果关系很肯定。 

对于可预知的不良反应，在特定临床状态下使用药物时，可

预知出现的不良反应可作为禁忌的根据。可预知的不良反应有别

于“理论上的可能性”，可预知的不良反应可通过资料（例如，已

知药理效应、同类药物的效应、相似化学成份的其他药物已知的

可引起的不良反应、动物研究）予以支持，并且可考虑列入【禁

忌】部分。完全以理论（理论上的可能性）为依据的不良反应，

没有数据支持的不宜包括在【禁忌】部分。 

对尚未观察到而预计可出现的不良反应通常列入药物禁忌

的情况：当可预计的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超过患者

任何情况下可能的获益时；根据已知的药理学、化学或药物类

别，很可能出现药物所致的不良反应；根据动物资料判断不良

反应有可能出现在人体（例如，动物资料证明药物有致畸作用）。 

下面举例说明可能适于禁忌的临床状态：存在并发症或同时

存在的生理状态情况下（例如，存在肝脏疾病、肾脏疾病、先天

性长 QT 综合征、低血钾、可能妊娠或分娩、CYP 2D6 缺乏代谢

者）的应用；存在人口统计学风险因素，例如年龄、性别或其他

因素（如，有可能生育妇女的禁忌、低于某年龄儿童的禁忌）；

在限定患者亚群（例如，轻度疾病的人）的应用，药物风险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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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药物在更大的患者亚群中使用；在联合用药危险情况下，联

合用药的应用（例如，已知长 QT 间期药物与已知干扰该药物代

谢的药物）；当已观察到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情况下，在已知超

敏反应患者的应用。只有当有已证实的药物所致超敏反应的病

例，或者根据类似药物资料（例如，同一药理类别或相似化学结

构或在一个类别内交叉过敏是公认的现象），可预知这种反应的

情况下，才把超敏反应患者的禁忌包括在说明书中。当有这种反

应风险的患者使用药物的风险，超过可能的益处时（即，临床上

不宜再激发对该药或类似药物有超敏反应史的患者），应包括对

这类患者使用的禁忌。在描述禁忌的同时，应简要说明观察到的

（或预知的）反应的类型和性质并与说明书其他部分更详细的讨

论相互呼应。如上所述，如果没有已观察到的这种超敏反应或根

据药物特点不可能出现这种反应时，则不能包括在超敏反应的禁

忌中。 

以有严重后果的药物相互作用为依据的禁忌，应在【禁忌】

中简要描述并与【药物相互作用】部分更详细的资料相互呼应。 

2. 形式要求 

应用严谨的措辞描述禁忌，例如，“某药禁用于某种疾病的

患者”，而不是“某药不应用于某疾病的患者”。如果一个药物有

一种以上的禁忌，在引导性描述（例如，“某药禁用于：”）之后

用前置的粗体圆点列出确定的每种禁忌。 

对每种列出的禁忌，提供下列资料：简要描述禁用的状况或

方案，包括有关的人口统计学特点或可确认的风险因素特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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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的或预知的用于禁忌情况的后果。 

如果一个药物有一种以上禁忌，建议每种禁忌用前置粗体圆

点标示。 

介绍禁忌的次序，应反映列出的禁忌的临床相对重要性。考

虑的因素包括风险的严重性和发生的可能性。 

3. 注意 

（1）对于处方中的辅料，如属于过敏禁忌情况，也应一并

列入。 

（2）对于同类药物过敏，也应一并列入。 

（十）注意事项 

1. 内容 

（1）基本考虑 

【注意事项】部分拟决定并描述各自独立的一组不良反应和

其他安全危害，这些安全性问题或严重，或有临床价值，它们与

决定处方或患者的处理有关联。不良事件要列入这部分，必须有

药物和不良事件因果关系的合理证据，但不一定完全肯定。评价

因果关系是否有合理证据应考虑下列因素：报告频率；不良事件

发生率在对照试验中药物治疗组是否超过阳性对照组；剂量-反

应关系的证据；不良事件与药物药理学一致的程度；给药和不良

事件的时间关系。 

严重的不良反应包括：死亡、危及生命、住院治疗或延长现

有住院治疗时间、永久或严重丧失或严重干扰正常生活能力、先

天性异常或出生缺陷应被放入【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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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导致死亡、危及生命或不需要住院治疗的重要医疗事

件，经适当医学评价，被认为可能危害患者并需要内科或外科干

预，防止出现上述所列后果之一，也可把它们列为严重不良事件。 

一些不良反应不符合严重不良反应定义，但因为与处方决定

和患者的处理有关，它们有另外的临床重要性。这些不良反应也

应包括在【注意事项】中。 

对于可预知没有观察到的药物不良反应的出现。【注意事项】

应包括下列可预知出现的严重的或其他临床有意义的药物不良

反应：根据已知的药理学、化学或药物类别所预知的药物不良反

应（例如，明显延长 QT 的药物可能引起尖端扭转型心律失常，

即使尚没有发现这种病例）；动物资料有对人类可能出现不良反

应的重要提示（例如，动物资料证明药物有致畸作用）。 

如果认为对处方者是重要的信息，说明书一般应说明药物这

种不良反应虽然没有观察到，但可预知其出现。 

对于与没有批准的适应症有关的不良反应，要在【注意事项】

中加以描述，并包括声明，没有证明这种用途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在我国获得批准。 

（2）应包括在【注意事项】中的风险或其他危害 

①实验室检测的干扰 

【注意事项】中应简要说明任何已知药物干扰实验室检测结

果的资料。干扰实验室结果是指因为药物干扰检测，使实验室结

果不准确（例如，得到假阳性或假阴性试验结果，不能反映分析

物的数量、存在或不存在），超出药物或其代谢物所致的生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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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正常范围。 

应只包括临床有意义的干扰，依赖不正确的结果可能影响临

床决策（如潜血检测试纸试验假阳性）。 

②药物相互作用 

【注意事项】中应简要描述已知或可预知的有严重的或有其

他临床意义后果的药物相互作用，并且应与说明书其他部分（例

如，【用法用量】或【药物相互作用】）任何更详细的资料相呼应。 

③评价安全性所需监测 

【注意事项】应明确，对识别可能的不良反应和预防严重不

良反应有帮助的或必要的任何实验室检测。如果可能，还应提供

有关检测频次和预期的正常和异常值范围的资料。 

一般评估安全性的监测资料出现在【注意事项】中，评估有

效性的监测资料出现【用法用量】中。 

在【注意事项】中，应该在选择的每个标题项下有简要描述。

此描述应与说明书其他部分（例如，【不良反应】 【药物相互作

用】【临床研究】）更详细的说明相呼应。 

这种描述应限于下列资料，同时应是已知的且对临床决策重

要的资料：简要描述不良反应和后果（例如，出现反应后尽管继

续用药，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应是否消退、消退时间和有意义的后

遗症）；风险或不良反应发生率的估计值；已知的不良反应风险

因素（例如，年龄、性别、种族、遗传多态性、合并症、剂量、

用药持续时间、合并用药）；为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缩短其持

续时间或把严重程度降到最低，采取的步骤。这些步骤可包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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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必要的评估、剂量递增或其他剂量调整方法、在剂量调整或

延长使用期间的监测、避免使用其他药物或物质或在合并事件

（例如，脱水）期间的特殊护理；如何治疗或采用其他方法处理

已出现的不良反应。 

④药物对 QT 间期的影响： 

应包含药物对 QT 间期的影响，如果药物对 QT 间期无影响，

也应当在此处陈述，如信息不详，应在此项下作说明。例如全面

QT（TQT）试验为阴性结果，建议如下表述“在剂量 X 倍最大推

荐剂量，某药物不延长心脏 QT 间期”。应须与【禁忌】或【特

殊人群用药】部分的重要临床描述相互参考。 

⑤若抗菌药物需在给药前进行皮肤敏感性试验，也可写在此

部分，但需详细描述皮肤敏感性试验的方法及该试验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数据。 

2. 形式要求 

（1）单独的小节 

包括在【注意事项】中的每种不良反应、综合征或有共同发

病机制的反应群（例如，过敏性接触性皮炎、药物斑丘疹）应有

其自己的编号小节。小节标题应准确地显示风险特点（如血栓栓

塞性疾病、外周神经病变）。必要时，小节资料可用格式技术（例

如，副标题下划线或斜体字）编排非编号的副标题。例如，标题

“血栓栓塞性疾病”标题下的小节文中，可包括副标题“深部静脉

血栓”和“血栓性卒中”。 

（2）不良反应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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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意事项】中介绍不良反应的次序，应体现不良反应的

临床相对重要性。考虑的因素包括不良反应的相对严重性、预防

或减轻不良反应的能力和其出现的可能性。 

（3）相互呼应 

在说明书其他部分有不良反应的更详细的资料时，【注意事

项】应与之（例如，【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临床试验】）

呼应，而不要重复同样的资料。在说明书中应尽可能避免不必要

的重复并且应采用相互呼应。 

（4）文字强调 

可采用粗体字或其他强调方法，突出特殊的不良反应或特殊

不良反应讨论部分（例如，为避免问题和特殊风险的亚组人群、

采取的措施）。不要轻易使用强调，以免减弱它的作用。因此，

【注意事项】小节的全文不应都用粗体字；粗体字应仅限于一两

个句子。 

3. 注意 

对于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可考虑上升到【警示语】水平，

列为【注意事项】项下的首个内容。需要注意的是，该警示语并

不等同于【警示语】中的警示语，该警示语内容更为广泛，等级

略低于【警示语】，但又较一般的注意事项更为需要关注。应避

免含糊不清和空洞的描述（例如，谨慎使用）。相反，应指出具

体的治疗或处理方案（例如，考虑较低剂量或更频繁的监测）。

一般推断禁忌的术语（例如，“禁用”或“不应使用某药”）不应出

现在【注意事项】部分。应对提供的资料和建议适当限定，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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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应做相关的描述（例如，因果评价、估计的不良反应

发生率和建议监测的价值）。 

（十一）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 

孕妇： 

药物的任何形式（药物、前体药或活性代谢物）的人妊娠数

据都须放入此项。 

即使尚未获得数据或资料，也要求进行风险概述的描述。风

险概述应提供根据所有相关人体数据、动物数据和药物的药理

学，描述药物不良发育结果的“风险描述”。不良发育结果包括下

列 4 类发育毒性：①“结构异常”描述畸形学，包括畸形、变异、

变形和破损；②“胚胎—胎儿或婴儿死亡率”描述发育死亡率，包

括流产、死产、婴儿死亡（包括新生儿死亡）；③“功能损害”描

述功能毒性，包括耳聋、内分泌失调、神经发育影响和生殖损害

的后果；④“改变生长”描述生长受限、生长过快、延迟和过早成

熟的后果。 

如果药物妊娠暴露可做上报登记，须在妊娠暴露小标题项下

注明：“有监测妊娠期间妇女暴露于（药品名称）及妊娠后果的

妊娠暴露登记。”并提供联系信息。 

如果药物在妊娠期间禁用，应在风险概述中首先说明。还应

包括所观察到的或预期后果的简述。如果数据表明在特定给药途

径后药物不被全身吸收，风险概述应只包括下列描述：“（药品

名称）在（给药途径）后不被全身吸收，并且母体使用不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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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暴露于药物”。 

如果药物某一给药途径后不被全身吸收，而另一种给药途径

（或其他途径）后被全身吸收，上述描述还应包括不会导致全身

暴露的给药途径。 

哺乳期妇女： 

应描述药物和/或其活性代谢物的存在、人乳汁中药物和/或

其活性代谢物对母乳喂养乳儿的影响以及药物和/或其活性代谢

物对乳汁产生的影响。如果获得有关人或动物哺乳期的数据，风

险概述应包括与有详细数据的哺乳期小项的数据部分相互呼应。

如果已有人的数据，不应包括动物数据，除非特别认为动物模型

可用以预测人的情况。 

如果母乳喂养期间禁用某一种药物，这种资料应在风险概述

中首先描述。接着应是这种风险的简要解释。 

如果数据证明药物不被母体全身吸收，风险概述应只包含下

列描述：“（药品名称）在（给药途径）后不被母体全身吸收，

并预测母乳喂养不会导致儿童暴露于（药品名称）。” 

如果药物用一种途径给药后不被母体全身吸收，而用另外一

种途径（或其他途径）给药后被母体全身吸收，上述描述应包括

导致母体全身暴露的给药途径。 

生殖毒性： 

在下列情况下要求有以下人群的资料：在药物治疗期间或前

后，建议或要求妊娠试验和/或避孕，和/或人和/或动物数据提示

对生育力和/或着床前胚胎失效有药物相关的作用。对妊娠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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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避孕的建议和/或要求，可依据妊娠期间与药物暴露相关的

可能或已证实的重要的不良发育后果。有必要该小项所要求的资

料应按下列次序的小标题出现：妊娠测试、避孕、不孕。 

如果数据表明对生育无不良影响，这种资料应出现在不孕项

下。 

如果动物研究数据显示致突变或致人类女性或男性的生育

力损害，这些资料的概述及其临床意义应出现在女性和男性的生

殖潜能项下。并应与详细讨论动物研究的【药理毒理】项目相互

呼应。 

如不适用，小标题可省略。 

（十二）儿童用药 

1. 内容 

此项应清晰地提供有用的信息，描述在儿童人群已知和未知

的用药信息（如：是否已进行研究，解释未获得儿科适应症的原

因），对于儿童与成人不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应重点标注。 

在【儿童用药】部分总结的数据应当在说明书的其他适合的

部分进行详细描述。说明书中不同部分可进行总结与详细信息的

相互参考。 

若现有的数据支持儿科适应症，根据法规要求，儿科信息须

放入说明书中。在【儿童用药】部分应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儿科

适应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若现有的数据不支持儿科的适应症，在【儿童用药】部分应

阐述尚未在儿童人群中建立安全性和有效性。这种情况下，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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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人群用药、儿童用药部分中表达药物未被批准用于儿童的

信息（包括临床试验和药代动力学信息），避免引起药物已被批

准用于儿科的错误印象。如果已发现患儿有某特定风险，必须在

【儿童用药】部分描述，如果可以也应当放在【禁忌】和【注意

事项】部分。 

此项也须重点提供儿童人群与成人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区别。

若所有支持获批的数据均来自儿科研究，也需要在说明书中阐

明，在【儿童用药】部分用简洁的语句总结。 

若儿科适应症获批基于充分的对照良好的儿童研究，需要简

述以下内容的总结：①研究中每组儿童的人数；②如果获批的适

应症与成人相同，描述获批的儿科适应症依据（如支持有效性的

数据和外推）；③儿科适应症或儿童用药的限制；④是否需要监

测；⑤对于儿童人群中的亚组人群是否有特定的风险（如，新生

儿 ） ⑥ 成 人 与 儿 童 人 群 的 显 著 差 异 （ 如 药 代 动 力 学

（pharmacodynamic，PK）/药效学（pharmacokinetic，PD）数据；

⑦其他与用药相关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若获得儿科适应症是基于充分的对照良好的成人研究（来自

年纪小或年长的儿童患者）外推并有其他支持儿科使用的数据，

需要有如下的描述或能够充分的表达如下信息：“已在__岁到__

岁（注限制信息，如，没有 2 岁以下儿童的信息，或只有能用于

某些成人获批的适应症）人群中建立本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本

品在这些年龄段的使用是基于充分的对照良好的本品成人研究

提供的额外数据（插入准确描述递交的用以支持儿童人群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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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证据）”。此外，以上总结的数据，须在说明书的其他适

当部分详细描述。任何儿童与成人疗效应答的区别、特定监测的

需求、剂量的调整和任何与儿童用药有关的安全性有效性的信息

要在【儿童用药】部分简述，在说明书其他适当的部分详细描述。 

（十三）老年用药 

具有老年人群适应症的药物除在【适应症】和【用法用量】

部分进行阐述外，其他相应部分也应有详细的讨论（例如，药代

动力学、注意事项）。 

老年患者用药阐述一般情况下与获批的成人适应症一样。须

反应生产企业在老年人群应用时获得的所有相关信息，包含以下

3 项中的 1 项。可表述为：①临床研究没有提供足够样本量数据

以证明老年人群是否有不同的疗效应答。②临床研究已有足够样

本量的数据以证明老年人群存在相同或是不相同的疗效应答。③

如果从临床研究和经验证据表明，老年人群存在安全性或有效性

差异，应在说明书的相关部分简要说明差异（例如，药代动力学、

注意事项）。 

从 PK 或 PD 研究中，获得的老年人群信息必须简要地在相

应部分描述（例如，药代动力学，药物相互作用，注意事项）。 

应有对药物经肾脏消除的信息。在说明书中，在相应部分应

有对老年人群用药风险的描述（例如，禁忌症、注意事项）。 

应有基于充分的临床实践或过去的经验以提高用药安全性

的描述。若说明书中没有相关的信息，药品持有人应当提出缺乏

这部分信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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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药物过量 

1. 内容 

本项应对急性药物过量的症状、体征和实验室阳性发现进行

描述，同时应提供治疗的一般原则。应尽量依据人体研究资料。

如果没有可利用的人体资料，可采用合适的动物和体外试验资

料。 

应提供的具体资料： 

（1）与药物过量有关的症状、体征和实验室发现。 

（2）用药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例如，器官毒性或迟发性酸

中毒）。 

（3）与毒性或死亡有关的生物样本中的药物浓度；影响药

物排泄的生理变量（如尿液 pH 等）；影响药物剂量反应关系的

因素（如耐受性等）。可引用适用于药物过量的药代动力学资料。 

（4）可能与药物过量症状有关的单次给药的药量和可能威

胁生命的单次给药的药量。 

（5）药物是否能经透析或其他血液净化方法清除。 

（6）推荐的一般对症治疗和支持生命功能的具体措施（例

如，以证实有效的解毒药、洗胃、利尿或常规措施）。这些建议

应以已有的具体数据或与药理学相关的资料为依据。 

2. 注意 

（1）应主要提供人体资料，不能只提供动物资料，甚至只

提供半数致死量。 

（2）应描述过量的具体临床和实验室表现，不能只抽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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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出现中毒症状。 

（3）应给出中毒量。 

（4）应如实描述过量反应的严重程度。 

（5）应跟踪新发现，及时更新资料。 

（6）提供可靠的有针对性的救治措施，不能笼统地描述“应

立即就医进行处理”，更不能遗漏。 

（十五）临床试验 

说明书中的【临床试验】部分目的是使处方者理解药物如何

安全和有效使用，此部分包含上市前进行的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

结果。简洁、准确地对关于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进行

总结。通常这些信息应包含来自于针对已获得批准适应症的充分

的对照良好的能够证明药物有效性的研究。这一部分并不是要描

述所有已有的有效性数据。得出相同结论的其他研究结论可以被

省略或简述。如果有多个研究，针对相同的有效性问题，应将完

整数据总结表述在说明书中。 

1. 内容 

【临床试验】应包含以下充分的对照良好的研究： 

（1）主要用以支持有效性的临床试验。 

（2）临床试验提供其他重要的关于药物有效性的信息，如

①建议不同患者人群有效性的研究（如女性与男性，有无合并疾

病或合并用药）；②研究表明药物应用在特殊情况下会缺乏疗效

或在某种临床状态下缺乏疗效；③临床研究给出与剂量选择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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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相关信息（如剂量-疗效应答试验或特定无应答的剂量）；④临

床研究提供疗效的特性和程度，特别是疗效低的时候。 

（3）前瞻性评价重要安全性终点的临床研究。 

【临床试验】不包含的临床研究： 

以下临床试验不应包含在【临床试验】部分，除非这些研究

属于前述的【临床试验】应包含的充足的对照良好的研究要求。

如果是例外，需要陈述研究的局限性。 

①临床试验隐含对未批准适应症的有效性、用法和用量。 

②使用活性药物对照的临床研究隐含对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比较结论，但无大量证据支持。 

③不是充分严格质量控制的对照临床试验。 

2. 形式 

（1）一般原则 

①主要描述有效性数据 

【临床试验】项的主要目的是总结①支持研究人群的有效性

数据，除临床治愈率外，还包括在临床试验中分离的病原菌的微

生物学清除率等。若有针对不同病原菌的临床疗效评估的临床试

验数据也应在此处描述；②研究的关键设计，包括研究人群和终

点评价；③现有证据的重要局限性。通常情况下，安全数据在不

良反应部分描述。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重要的安全性信息可在

本部分（如在描述详尽的有效性数据时可很好地理解安全性数

据）。该部分还应包括以评价安全性为终点专门设计的随机对照

盲法良好的研究。与【不良反应】等其他相应的部分互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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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详尽程度 

根据适应症确定描述临床研究及其结果的详尽程度，提供药

物及其种类的临床疗效和使用信息或相关的试验设计信息。 

③研究终点 

【临床试验】项应介绍建立抗菌药物有效性或体现有效性的

局限性的研究终点，包括已被接受证明有效性的研究终点，或更

容易被理解的与终点密切相关的。此部分也可讨论其他影响药物

或预期可能会影响但并没有影响药物的终点有意义的信息。 

④数据的比较 

如果药物的有效性的确定是与安慰剂作为对照，一般情况下

与有活性对照药物比较有效性的数据不应写在说明书中，除非数

据也足够证明或支持明确的比较的结论（优于或等效）。如果有

效性是与有活性的对照药进行比较研究（优效或非劣效试验），

可明确对照药物疗效，在说明书中需写明对照组的药物及例数。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尚未建立比较结果的结论，应写入说明书。

同时应该提供比较数据的局限性（例如，如果对照药物是非首选

或尚未批准的方案给药）。 

（2）研究设计描述 

需包含以下内容：主要设计特点（如随机、对照、双盲等）；

治疗组（剂量、方案等）；合并治疗；研究人群；主要研究终点

等。 

（3）总结研究的发现 

①研究人群的情况（入组人数、完成研究的人数、未完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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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人数及终止研究的原因、对于一个正在进行或其他不同阶段

的研究，进入每个阶段的受试者的例数和没有进入下一个研究阶

段受试者的例数）。 

②治疗效果包括全部和相对的差异、每组和个人的结果数

据、合并的数据以及不确定的治疗效果。 

③在治疗组内描述结果。 

④人口学描述以及其他亚组的描述。 

（4）展示不同转归数据的方式包括：转归的分类（如成功

或失败）；连续变量；时间-事件终点；图表等。 

（5）不可在【临床试验】部分建议或者暗示未在【适应症】

【用法用量】部分出现的适应症、用量和治疗方案等。 

（6）若获得新的临床试验信息应更新【临床试验】部分。 

3. 注意 

须按照适应症分别进行描述。 

（十六）药理毒理 

1. 内容与形式要求 

一般而言，【药理毒理】项下包括了药理作用及毒理研究两

项主要内容。对于抗菌药物而言，药理作用的核心内容为微生物

学内容。微生物学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其中前四项是必备的。

①作用机制；②耐药机制，包括交叉耐药机制；③微生物表；④

敏感性试验；⑤与其他抗菌药的相互作用；⑥其他（药效动力学

部分可置入此项中，也可按个案原则确定有关资料）。微生物表

即为抗菌谱和抗菌活性。微生物学的主要内容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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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用机制 

此项应总结已知、已建立的药物作用机制。作用机制应根据

已知内容分层讨论，包括从分子、受体、膜、器官以及整体。当

数据表明选择性靶位与毒性或有效性有关时，需要描述选择性靶

位。应避免未经测定的推断的作用机制以及基于作用机制但未被

支持的治疗领域的优势。对于基于不同作用机制的适应症，每个

适应症应当总结作用机制。如果某种作用的机制尚未知，因描述

为缺乏信息。但动物或体外研究可以帮助明确相关的人体效应可

以放入说明书。虽然这种情况很罕见，可以简短描述疾病的病理

生理学，已更容易理解药物的药理学和在这过程中的影响，特别

是药物潜在可调整分子突变。 

（2）耐药机制 

此项应描述最新的耐药机制研究，首先描述是否已有病原菌

对药物出现耐药以及发现的研究，详述耐药机制、相关耐药基因

以及交叉耐药的机制。若尚未发现耐药菌株可描述为尚未在体

外、动物感染模型以及临床研究中发现耐药菌株。也需对已知的

或观察到的诱导耐药的情况或机制、药物引起细菌耐药的突变频

率进行描述。 

（3）抗菌谱的要求 

列入抗菌谱的微生物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该微生物与说明

书中认可的适应症有关；抗菌谱须按下列两部分分别描述。 

体外试验和临床都被证实的敏感菌 

这些敏感菌按下列类别分别列出。各类中微生物按其名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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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字母顺序排列。在列出具体微生物之前，有固定的描述用语

（见下）： 

“[药品通用名]在体外和在【适应症】部分所述的临床感染中，

已显示对下列大多数分离病原菌有抗菌活性”。 

需氧菌： 

革兰阳性菌：球菌、杆菌 

革兰阴性菌：球菌、杆菌 

厌氧菌： 

革兰阳性菌：球菌、杆菌 

革兰阴性菌：球菌、杆菌 

其他微生物 

只是体外试验表明为敏感菌，而没有得到临床证实 

其描述的具体要求如上，但固定用语（见下）不同。 

“以下是体外获得的资料，但其临床意义尚不清楚。下列细

菌至少 90%显示，体外最小抑菌浓度低于或等于［药品通用名］

敏感折点。然而，［药品通用名］在治疗这些细菌所致临床感染

中的效果，尚未在充分的对照良好的临床试验中确定。”（固定

用语）。 

列入该部分的每种（或属）微生物的敏感性试验应为近年来

典型临床分离菌。这些分离菌的绝大多数（>75%），应来自全国

有代表性地理区域的患者，但不一定是新药上市申请（new drug 

application，NDA）临床试验的特定患者。因微生物敏感性特点

在世界各地可能有明显差别。如果申请人提交来自我国之外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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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资料，有责任证实其在我国人群微生物学数据。 

在某些情况下，体外资料允许比较两种药物体外抗菌活性，

但不允许比较或暗示不同药物临床可能的有效性。如果体外资料

没有抗菌药已知人体药动学特点和没有药品临床经验的背景，仅

使用体外资料，而不兼顾参考人体药代动力学特点和临床有效性

资料，在多数情况下会被认为是误导。 

（4）对敏感性试验的要求 

要求抗菌药说明书中，提供抗菌药体外敏感性试验结果。敏

感性试验资料应包括试验方法、敏感性试验结果解释标准和质量

控制。 

敏感性试验方法 

包括稀释法和纸片扩散法，具体参见《抗菌药物临床试验技

术指导原则》《抗菌药物折点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敏感性试验结果解释标准 

敏感性试验解释标准通常以下列表格形式表示。 

表 1   [药品通用名称]的敏感性试验解释标准 
 最低抑菌浓度 （ug/mL） 扩散法的纸片直径 （mm） 

病原菌 S    SDD /I    R  S   SDD/I     R 

病原菌 1  < #   #～#   >#  >#   #～#   <#  

病原菌 2  <#   #～#    >#  >#    #～#   <#  

等等 等等 等等 

注：S：敏感（Susceptible）；SDD（Susceptible-dose 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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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依赖性敏感 I：中介（Intermediate）；R：耐药（Resistant） 

药敏报告“敏感”表示当一种细菌引起的感染，用某种药物常

规剂量治疗有效，抗菌药在感染部位达到有效抑制或杀灭病原菌

生长所需的浓度。报告“剂量依赖性敏感”，临床应提高给药方案，

如更高剂量和/或更频繁给药，以达到临床疗效，但临床应考虑

使用最大的允许剂量。报告“中介”，细菌引起的感染仅在应用高

剂量抗菌药物时有效，或者细菌处于体内抗菌药物浓缩的部位或

体液（如尿、胆汁、肠腔等）中时才被抑制，这种细菌对该药仅

呈中度敏感。报告“耐药”表示抗菌药在感染部位浓度不可能抑制

病原菌生长，应选择其他治疗方法。如果因为没有耐药微生物资

料，而没有耐药标准，在说明书中应有下列描述：“目前没有耐

药分离菌株资料，不能定义除‘敏感’外的类别。如果测出敏感外

的 MIC，应将其提交给参考实验室，附加试验”。 

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QC） 

标准敏感性试验方法使要采用试验对照，质控和保证试验材

料和试剂以及进行试验的个人技术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标准的

[通用药品名称]药粉应提供下列表 2 的 MIC 值范围。扩散法使用

[纸片抗菌药含量]的 µg 纸片，应达到表 2 的标准。 

表 2   可接受的质量控制范围 

QC 菌株最小抑菌浓度扩散法的抑菌圈直径 

（µg /mL）                 （mm） 

QC 菌株 1          #～#                    #～#  

QC 菌株 2          #～#                    #～# 



—— 42 — 
 

等等 

抗菌药品说明书敏感性试验资料的更新 

抗菌药新药上市后，随着时间的延续，可获得有关细菌敏感

性和治疗反应变化的资料。如果敏感性降低后，再使用过时的解

释敏感性试验标准，指导治疗有感染指征的病人，可增加相关疗

效或安全性不良事件的发生。为此，建议根据临床情况实时更新，

并向 CFDA 提交药品说明书任何必要的变更。 

（5）药效学 

药效学为对抗菌药物或其活性代谢产物与药物的有效性或

相关的不良反应或毒性有关的任何生化生理和药理作用，包括对

心脏的毒性。此项应包含对药物及其代谢产物相关药效学标志物

和参数的描述。 

如果有数据与药物使用有关，应总结原药和活性代谢产物的

以下信息： 

①主要的药物效应。 

②药物效应发生的时间和达到药物浓度峰值时药物效应的

时间。 

③药物效应是否可逆。 

④达到稳定药物效应的时间，此时间是否与稳态血药浓度相关

或反应性滞后相关（如达到稳态有效血药浓度与药物效应有延迟）。 

⑤停药后药物效应持续的时间以及潜在的反跳作用。 

⑥亚组人群不同的药物效应。 

⑦药物效应是否是剂量或暴露依赖或与剂量或暴露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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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K/PD 研究： 

简要概述此项研究特点，明确浓度依赖性还是时间依赖性。

具体参见《抗菌药物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7）毒理作用 

毒理作用部分指与临床应用相关，有助于判断药物临床安全

性的非临床毒理研究结果。其应当描述动物种属类型，给药方法

（剂量、给药周期、给药途径）和主要毒性表现等重要信息并应

包括这些在动研究中发现的对临床相关的建议。一般包括致癌

性、遗传毒性、长期毒性等内容。必要时应当包括急性毒性、依

赖性、一般药理及其他与给药途径相关的特殊毒性研究等信息。

复方制剂的毒理研究内容应当尽量包括复方给药后的毒理研究

结果，若无该信息，应当写入单药的相关毒理内容。 

2. 注意 

应说明药物的作用靶点，不得遗漏；应阐明产生临床效应的

药理作用机制的过程；毒理学资料应完整、结论确切，不得掩盖

重要信息，把毒性结论最小化。敏感性试验应注明出处，包括提

供的时间和单位。 

（十七）药物相互作用 

1. 内容 

评价抗菌药物相互作用研究中阳性和相关的阴性结果均应

在这部分描述，包含与药物的相互作用（应列出包括药代动力学

和药效动力学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以及药物对临床观察、实验室

检查或诊断检查数据的影响二个部分。其他部分如【禁忌】、【药

代动力学】和【注意事项】也可包含药物相互作用的信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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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相互作用研究结果是药代动力学无变化，但药效学有重要影

响，应在【药理毒理】部分互相参考。 

2. 形式要求 

列出与该药产生相互作用的药品或者药品类别，并说明相互

作用的结果及合并用药的注意事项。 

未进行抗菌药物相互作用研究研究且无可靠参考文献的，应

当在该项下予以说明。根据药代动力学特点，如果药物潜在可能

与相同代谢或排泄途径的药物有相互作用，可简要说明并参考

【药代动力学】的相关部分。常见需研究药物相互作用的种类包

括：螯合剂：抗酸剂、硫糖铝、金属阳离子、多种维生素制剂；

华法林，非甾体类抗炎药物，茶碱，环孢霉素，地高辛，丙磺舒

和西米替丁。喹诺酮类药物须有与抗糖尿病药物相互作用，碳青

霉烯类药物须有抗癫痫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 

（十八）药代动力学 

1. 内容 

此项应简述总体的、有显著临床意义的抗菌药物原药和其主

要活性代谢产物或活性代谢产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以及药物特

征，内容应包括单剂给药后药物暴露量、药物浓度达峰浓度及达

峰时间、半衰期、分布容积、清除率等；多剂给药后稳态浓度及

达稳态的时间、多剂的蓄积比例、代谢与原药的暴露比例以及药

代动力学变化。目前获得的测定的 PK 参数应当写在此项中。关

于体内体外差异的信息，如果已知应当包含其中。药物是否受到

多态酶或转运蛋白影响从而影响吸收，分布，代谢或排泄应该在

相应的标题下陈述，如有药物基因组学相关内容可以在副标题中



— 45 —— 
 

详细描述。 

虽然生物等效性和生物利用度是获批的重要资料，但“生物

等效”或比较 PK 的数据不应当出现在说明书中。应当描述相关

的对使用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重要的 PK 参数。 

2. 形式要求 

【药代动力学】部分如适用应当包含以下副标题：吸收、分

布、代谢、消除以及特殊人群和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应按照如下

顺序表述。如果某个副标题不适用可以省去。可以适当地在这些

标题下增加副标题。 

吸收 

本项下应该包含相关的吸收程度信息（如：完全和/或相对

生物利用度）和吸收速率（如达峰浓度）。其他与吸收有关的因

素应当被描述，如： 

（1）出现、存在（肝脏和/或肠）的位置，和首过效应的程

度，或其他影响生物利用度的机制（如：化学降解、肠道代谢酶

或转运蛋白）； 

（2）在临床使用剂量范围内的吸收动力学的描述（如：线

性或非线性）； 

（3）异构体不同的吸收，如果两个对映体均有活性； 

（4）已知的个体内或个体间不同的吸收程度和吸收来源； 

（5）疾病相关引起吸收的改变（如因快或慢的胃肠通过时

间或短肠综合征）； 

（6）吸烟、饮酒状态对药物吸收的影响； 

（7）应描述食物对药物吸收的影响，描述食物和进餐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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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总热量和成份（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含量）。特定的

研究结果，如食物对 PK 参数的影响。如果进餐时间对吸收的影

响的评价也应当描述。 

应包括食品成份对转运蛋白和/或肠道代谢酶的影响，最终

影响吸收（如葡萄柚汁），并放入“吸收”的标题下。而，药物影

响吸收（如抑酸剂）应放入【药物相互作用】中。 

对于与摄取食物或食物成份相关的药物特定的用药指导应

写在【用法用量】中，说明书的其他部分，如【注意事项】应做

相应的修改。 

分布 

本项下应包含药物的表观分布容积。报告值应该与生理容积

相比较，与临床用药相关的分布容积也应当在这里描述。其他研

究结果与药物系统分布有关内容也应当描述（如：分布进入到血

成份、组织、中枢神经系统或母乳）。药物的蛋白结合率（如，

帮助药物穿透血脑屏障的转运蛋白的重要性）。虽然在【哺乳期

妇女】已有总结，但药物分布进入母乳的详细特征信息可在这部

分中描述。根据 PK 研究发现对哺乳期妇女的剂量推荐须在【用

法用量】中写明。 

清除 

本项下应当包含两个副标题：代谢和排泄。应包括药物全身

清除的信息和相应的部位占总清除率的比例。例如，肾脏和非肾

脏清除的比例及物料平衡信息。此部分应有药物的半衰期（包括

单剂及稳态半衰期、有效半衰期等）。如果长的终末半衰期对安

全性和有效性重要，也应当描述，并在说明书中陈述如何处置长



— 47 —— 
 

的终末半衰期（如【注意事项】部分） 

代谢部分应包括对体内和体外生物转化途径的描述，包括某

些酶类的作用，明确主要的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均来自体外

和/或体内研究。需陈述被排除的代谢通道。如有代谢产物活性

的描述也应描述，包括对药物作用的贡献和与原药的关系。 

排泄部分应当包括原药和代谢产物的从体内排泄的方式，通

过化学方法或放射性元素标记（质量守恒）研究。机制包括排泌

过程。如果药物经肾脏排泄，应描述肾脏排泌的机制（如肾小球

滤过、主动分泌，或重吸收）。如果转运蛋白参与排泄也应明确。 

特殊人群 

本项下应包括研究和分析评价潜在亚组人群中 PK 的差异，

人群按照年龄、性别、种族/民族、肾功能、肝功能和妊娠来区

分，若吸烟、饮酒对 PK 有显著的影响也可在此部分阐述。建议

副标题一致用以下的标题：年龄、性别、种族/民族、肾功能损害、

肝功能损害和妊娠。这些副标题中应有详细的研究和分析明确这

些研究分析的重点，只在评价了相关的人群才可列出相应的副标

题，鼓励简洁。没有 PK 变化的特定人群可以简单地列出（如“本

品的 PK 在肾功能损害和肝功能损害人群中没有变化”）而不是在

每个副标题中同样的总结。明确的剂量改变或特定亚组人群的建

议（如监测）应在【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以及其他合适的

部分描述，特定人群药效学的不同应包含在[药效动力学]部分。 

本项下内容推荐如下： 

年龄：老年人群：描述 65 岁以上人群研究和分析结果。如可

能，与年轻的成人人群做比较。与年龄相关的分析，年龄可以作



—— 48 — 
 

为连续变量。某些情况下可能与年龄折点有关，不一定是 65 岁。

例如，发现在 80 岁以上人群暴露量明显较高，可以将 80 岁作为

年龄的折点进行描述更为合适。年龄范围也可作为描述的结果。 
年龄：儿童人群：如果获批儿科适应症，儿童的 PK 信息可

以出现在这个副标题中。然而，当尚未建立儿童人群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时，PK 数据应放在[儿童用药]部分。描述评价 18 岁以下

儿童患者 PK 的研究和分析结果应在本部分描述。根据合适的儿

童年龄组总结药物暴露量和 PK 参数值。例如，将年龄或反映个

体发育成熟作为变量描述 PK 参数值。 
性别：描述为明确男性和女性受试者 PK 差异而进行的研究

或分析结果。如果存在差异应该在本部分描述。 
种族/民族：描述未明确种族/民族差异而进行的 PK 研究或

分析结果，如果存在种族/民族差异应该在这部分描述。 
肾功能损害：描述不同程度等级的肾功能损害受试者与肾功

能正常受试者比较的 PK 结果。应包含对肾功能程度等级的定义。

原药和代谢产物的变化均需报告。血液透析、持续肾脏替代治疗

和慢性腹膜透析对原药和代谢产物的清除均应在这部分描述。应

在【药物过量】部分描述相关的体外清除药物的方法。可使用衡

量肾脏功能的指标作为连续变量呈现。 
肝功能损害：描述不同程度等级的肝功能损害受试者与肝功

能正常受试者的 PK 结果，应包含肝功能损害等级定义。原药和

代谢产物的变化均需报告。 
妊娠：虽然对妊娠期的 PK 研究并不常见，如果任何研究中

有相关的描述和结果均需在这里报告。应将药物暴露对三个月、

妊娠年龄和产后发生的影响作为变量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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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 

【药代动力学】部分的信息应有定性和定量的数据，也可以

是文本、表格或是图。目的是为了保证清楚可被理解。 

药代动力学应当包括药物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的

全过程及其主要的 PK 参数，以及特殊人群的 PK 参数或特征。

说明药物是否通过乳汁分泌、是否通过胎盘屏障及血脑屏障等。

应以人体临床试验结果为主，如缺乏人体临床试验结果，可列出

非临床结果，并加以说明。抗菌药以足够浓度和充分时间分布到

感染部位，才能有效，因此应注意描述药物分布特点。某些抗菌

药与蛋白结合或游离谷浓度低而无作用。因此，应描述人血浆蛋

白和其他体液（例如，肺表面活性物质）对药物及其代谢物的体

内外活性影响的特点。同时陈述体外抗微生物活性和人体 PK 资

料，可用于患者个体化用药指导。如果仅使用体外资料，而不兼

顾参考人体 PK 特点、PK/PD 研究及临床有效性验证资料，在多

数情况下会误导临床用药。 

（十九）贮藏 

1. 内容 

如实表述药品具体的储藏条件。 

2. 形式要求 

具体条件的表示方法按《中国药典》要求书写，并注明具体

温度。如：阴凉处（不超过 20℃）保存。 

3. 注意 

须严格按照其质量标准相应内容进行撰写。 

（二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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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 

包括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及包装规格，并按该顺

序表述。 

2. 形式要求 

按照最小包装单元进行表述。如 XXX 注射液，塑料瓶装，

每盒 1 瓶。 

3. 注意 

不同包装材料、容器及包装规格等须分别进行表述。 

（二十一）有效期 

1. 内容 

如实表述药品具体的有效时间。 

2. 形式要求 

以月为单位表述。 

3. 注意 

须严格按照其质量标准或批件相应内容进行撰写。 

（二十二）执行标准 

1. 内容 

列出执行标准的名称、版本，如《中国药典》2015 年版。

或者药品标准编号，如 WS－10001（HD-0001）－2002。 

2. 注意 

（1）对于新药，在获准注册时才能获得药品标准编号。 

（2）须严格按照其质量标准相应内容进行撰写。 

（二十三）批准文号 

1.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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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该药品的药品批准文号，进口药品注册证号或者医药产品

注册证号。 

2. 形式要求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Z、S、J）+4 位年号+4 位顺

序号。 

3. 注意 

须严格按照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文件进行撰写。 

（二十四）生产企业 

1. 内容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和传真号码：须标明区号。 

网址：如无网址可不写，此项不保留。 

2. 形式要求 

按照规定方式列出。 

3. 注意 

须与《药品生产许可证》载明的内容一致。 

注意邮政编码、电话和传真号码的准确性。 

须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相关信息。 

四、注意事项 

（一）特别注意事项 

1. 警示语缺失是警示语项最多见的问题，其次说明书正文

应有更详细的内容与之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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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药理毒理项应包括药理作用和毒理研究两部分，药理作

用为临床药理中药物对人体作用的有关信息，毒理研究所涉及的

内容是指与临床应用相关，有助于判断药物临床安全性的非临床

毒理研究结果。抗菌药的抗菌谱应分为体外试验和临床都证实的

敏感菌，以及只是体外试验敏感而临床没有得到证实的敏感菌两

类。抗菌药说明书应提供敏感性试验资料，包括试验方法、敏感

性试验结果解释标准和质量控制； 

3. 用法用量项应当包括用法和用量两部分。应当详细列出

该药品的用药方法，准确列出用药的剂量、用药次数，应当明确

列出连续使用时间，如不大于 14 天。并应当特别注意与规格的

关系，不应超出适应症范围，且应与规格匹配。用法用量有新进

展，应及时更新说明书； 

4. 说明书不良反应项应当实事求是地详细列出该药品不良

反应，并按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发生的频率或症状的系统性列

出，不得遗漏内容，特别是重要的不良反应。不良反应的描述应

具体便于识别； 

5. 说明书药代动力学项应当包括药物在体内吸收、分布、

代谢和排泄的全过程及其主要的药代动力学参数，以及特殊人群

的药代动力学参数或特征。应以人体临床试验结果为主。项目应

完整，资料应详细； 

6. 注意事项应列出使用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包括需要慎用

的情况如肝、肾功能的问题，影响药物疗效的因素，如食物、烟、

酒，用药过程中需观察的情况，如过敏反应，定期检查血常规、

肝、肾功能，以及用药对于临床检验的影响等，应项目完整，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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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严重不良反应相应内容，同时应及时更新。 

7. 说明书药物过量项应详细列出过量应用该药品可能发生

的毒性反应、剂量及处理方法。未进行该项实验且无可靠参考文

献的，应当在该项下予以说明； 

（二）其他注意事项 

如果抗菌药是新分子实体，用于形成数据的分离菌株跨度应

不超过申报生产提交日期的 3—5 年。对于常见菌种，应提供广

泛地理区域的一定数量分离菌的数据。不常见的分离菌株较少数

目可能是合理的。如果申请人也有外国敏感性试验数据，这些数

据应与我国数据分开提交。如果使用来自外国的分离菌株，应详

细描述所用的敏感性试验方法或提供标准方法。通常根据外国微

生物对抗菌药敏感性特点、血清型、基因型和致病因子与我国相

同微生物的可比性及其产生敏感性数据所使用方法的可比性，评

价国外数据。这些分离菌株 MIC 数据的分布，可给药品上市后

监测敏感性特点的变化，提供有用资料。 

如果申请生产是包括原料药的药品，而且这种原料药已被批

准另外的用途或用在另外的药品中，应提供有关的全面监测数据

和发表的文献资料。因为病原体耐药率一般随着抗菌药品使用时

间的延长而加大，较新的研究结果更为重要。应提供下列监测资

料：研究机构名称、有关的标准操作规程和数据的地理学来源。

引用杂志文献（可能提供分离菌株的来源，即，来源的地理区域

和进行试验的标准实验室）以及所用试验方法及其质量控制方法。 

五、名词解释 

1. 不良反应。在本指导原则中，不良反应是指与使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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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果关系的不良作用，可以是药物部分药理学的作用，或无法

预测其发生。 

2. 不良事件。在本指导原则中，指人用药后发生的任何不

良的医学结果，无论是否与药物有关。 

3. 严重不良反应。在本指导原则中，指的是任何不良事件

或不良反应其结果为：死亡、危及生命的不良事件、住院或导致

住院时间延长、永久或显著的伤残或功能丧失、导致先天畸形或

出生缺陷。重要医学事件可能不会引起死亡、危及生命、导致住

院，但根据合适医学判断认为这些事件可危害患者或受试者，可

能需要医学或外科干预预防以上严重的结果，可判断为严重不良

反应。 

4. 交叉耐药。在本指导原则中，指的是病原体对某种药物

耐药后，对于结构近似或作用性质相同的药物也可显示耐药性。 

5. 剂量依赖性敏感（SDD）。在本指导原则中，是指依赖

于患者所用剂量的菌株敏感性。当菌株的药敏结果（MIC 或纸

片扩散法）在“SDD”范围时临床应提高给药方案，如更高剂量

和/或更频繁给药，以达到临床疗效。由于大剂量用药最可能充

分覆盖“SDD”菌株，所以临床应考虑使用最大的允许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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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点符号 

（1）句号用“。”不用“.”；独立标题和表格内文句的末尾，

不加句号。 

（2）同一文句内需用双重引号（引号套引号）时，双引号“…”

在外，单引号‘…’在内。例如：“…‘…’…”。 

（3）遇有双重括号（括号套括号）时，可先用方括号，后

用圆括号〔（……）〕。 

（4）连结号：用半字线。范围号：用“～”不用“—”。破折

号：用“——”。 

2. 数字数量 

（1）药品剂量、统计数字、时间、年龄、月龄、体重和用

药日数等，均须用阿拉伯字表示，（但注意：用法与用量项下的‘一

日’或‘一次’属复合名词，相当于‘每日’和‘每次’的意思，其中的

‘一’不采用阿拉伯数字）。 

（2）数量的增加或减少要注意用词准确，增加可以用倍数

或百分数；减少只能用百分数和分数。 

（3）表示参数范围用“～”，如 5 万～10 万，不得写成 5～10

万；63%～70%不得写成 63～70%；而 50mg～70mg 应写成为

50～70mg。 

（4）根据国家计量局规定，万以上的数字，可以用“万”表

示。如：8 万、800 万，不用 80，000、8，000，000。 

3. 计量单位 

（1）计量单位按我国法定计量单位，即国际单位制（详见

《中国药典》凡例），并采用国际通用符号。国际单位表达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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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大写）。 

质量的表达单位符号：kg、g、mg、μg、ng 和 pg 等。长度

的表达单位符号：m、cm 和 mm 等。容积的表达单位符号：L、

dl、ml 和 μl 等。面积的表达单位符号：m2、cm2 和 mm2 等。体

积的表达单位符号：m3、cm3 和 mm3 等。物质的量表达单位符号：

mol、mmol 和 μmol。用升（L）作为表示浓度基准单位的分母，

不用 ml、dl、mm3，不用克分子（M）、克当量（N）等。压力的

表达单位符号：帕（斯卡）Pa 或毫米汞柱（mmHg）或厘米水柱

（cmH2O）等。温度的表达单位符号：xx ℃，如 37℃。 

（2）时间：文字叙述中用中文（日、小时、分钟、秒钟），

不用符号；在公式或表格中可用符号（d、h、min、s）。 

（3）药代动力学参数：用中文并以括号加注符号表达，如：

半衰期（t1/2）；分布相半衰期（t1/2α）；消除相半衰期（t1/2β）；表

观分布容积（Vd）；峰浓度（Cmax）；达峰时间（tmax）（以上符号

注意下标）；生物利用度（F）；清除率（CL）；曲线下面积（AUC）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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