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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3-07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通　　告

2014年　第1号

关于发布中药、天然药物

改变剂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为指导和规范已上市中药改变剂型研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制定了《中药、天然药物改变剂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见附件)，现予发布，供中药研制相关

机构和人员参考。

　　特此通告。

　　附件：中药、天然药物改变剂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4年3月7日

　　附件

　　　　　　　　　　 中药、天然药物改变剂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等相关要求制定本指导原则，其目的主要用于指导申请人开展改变国内已上市销售中药、天然药物剂型（简称

改剂型，下同）的研究。

　　药品上市销售后，随着药品生产与临床使用，对其有效性、安全性、稳定性、质量可控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药品生产技术的提高，为研

制、生产更具临床应用优势的药物剂型提供了可能。

　　本指导原则主要阐述改剂型的立题依据、剂型选择及改剂型研究所涉及的药学、非临床有效性与安全性、临床试验等方面的要求。申请人应根据本指导原则的基本要

求，以及药品注册管理的相关规定，对原剂型与新剂型进行比较研究，评价剂型改变后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影响。

　　二、基本原则

　　（一）客观认识原剂型

　　改剂型研究是在原剂型基础上的再研究。改剂型研究应充分了解原剂型选择的科学合理性，及其安全性、有效性等临床应用情况，针对原剂型的缺陷与不足，明确改剂

型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赋予新剂型更丰富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内涵，彰显新剂型的优势。

　　（二）必要、科学、合理

　　剂型的改变应符合剂型选择的要求，体现剂型改变的必要性、科学性、合理性。申请人应结合临床应用及药物性质，与原剂型比较，开展工艺、质量、稳定性、有效

性、安全性等方面的研究，阐述新剂型的优势与特点。

　　（三）提高、创新

　　改剂型应当是在原剂型基础上的提高与创新，通过采用新技术以提高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且与原剂型比较有明显的临床应用优势。此处的新技术是指适合于药物性

质，而原剂型不曾采用或较原剂型所用技术有所改进的生产工艺技术。

　　（四）临床应用优势

　　改剂型研究应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新剂型与原剂型比较应具有明显的临床应用优势。“明显的临床应用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提高临床有效性:新剂型的临床疗效优于原剂型，并且其受益/风险比不得降低。

中 En

请输入关键字

      

https://www.nmpa.gov.cn/index.html
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title=%E5%9B%BD%E5%AE%B6%E9%A3%9F%E5%93%81%E8%8D%AF%E5%93%81%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6%80%BB%E5%B1%80%E5%85%B3%E4%BA%8E%E5%8F%91%E5%B8%83%E4%B8%AD%E8%8D%AF%E3%80%81%E5%A4%A9%E7%84%B6%E8%8D%AF%E7%89%A9%E6%94%B9%E5%8F%98%E5%89%82%E5%9E%8B%E7%A0%94%E7%A9%B6%E6%8A%80%E6%9C%AF%E6%8C%87%E5%AF%BC%E5%8E%9F%E5%88%99%E7%9A%84%E9%80%9A%E5%91%8A%EF%BC%88%E7%AC%AC1%E5%8F%B7%EF%BC%89&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yaopin%2Fypggtg%2Fypqtgg%2F20140307120001463.html
http://sns.qzone.qq.com/cgi-bin/qzshare/cgi_qzshare_onekey?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yaopin%2Fypggtg%2Fypqtgg%2F20140307120001463.html&title=%E5%9B%BD%E5%AE%B6%E9%A3%9F%E5%93%81%E8%8D%AF%E5%93%81%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6%80%BB%E5%B1%80%E5%85%B3%E4%BA%8E%E5%8F%91%E5%B8%83%E4%B8%AD%E8%8D%AF%E3%80%81%E5%A4%A9%E7%84%B6%E8%8D%AF%E7%89%A9%E6%94%B9%E5%8F%98%E5%89%82%E5%9E%8B%E7%A0%94%E7%A9%B6%E6%8A%80%E6%9C%AF%E6%8C%87%E5%AF%BC%E5%8E%9F%E5%88%99%E7%9A%84%E9%80%9A%E5%91%8A%EF%BC%88%E7%AC%AC1%E5%8F%B7%EF%BC%89&api_key=
https://www.nmpa.gov.cn/wbppcss/ewm.html?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yaopin%2Fypggtg%2Fypqtgg%2F20140307120001463.html&title=%E5%9B%BD%E5%AE%B6%E9%A3%9F%E5%93%81%E8%8D%AF%E5%93%81%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6%80%BB%E5%B1%80%E5%85%B3%E4%BA%8E%E5%8F%91%E5%B8%83%E4%B8%AD%E8%8D%AF%E3%80%81%E5%A4%A9%E7%84%B6%E8%8D%AF%E7%89%A9%E6%94%B9%E5%8F%98%E5%89%82%E5%9E%8B%E7%A0%94%E7%A9%B6%E6%8A%80%E6%9C%AF%E6%8C%87%E5%AF%BC%E5%8E%9F%E5%88%99%E7%9A%84%E9%80%9A%E5%91%8A%EF%BC%88%E7%AC%AC1%E5%8F%B7%EF%BC%89
https://www.nmpa.gov.cn/index.html
http://english.nmpa.gov.cn/
https://weibo.com/u/1335661387
javascript:void(0)
https://mail.nmpa.gov.cn/
https://zwfw.nmpa.gov.cn/web/user/login
https://www.nmpa.gov.cn/hudong/weixin/index.html
javascript:;


2023/7/30 23:32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中药、天然药物改变剂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第1号）

https://www.nmpa.gov.cn/yaopin/ypggtg/ypqtgg/20140307120001463.html 2/3

　　2.提高临床安全性:新剂型在提高安全性的同时，其有效性不能降低。如某些外用制剂存在一定的皮肤刺激或者过敏反应，改剂型后，皮肤刺激或过敏反应发生率明显

降低。

　　3.提高临床顺应性：原剂型顺应性差，以致患者难以使用或不愿坚持使用，而且原剂型不能通过改变工艺、规格、辅料等措施解决顺应性差的问题，新剂型在有效性、

安全性不降低的情况下，能使其顺应性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4.其他：新剂型与原剂型相比，在有效性、安全性不降低的前提下，在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且该优势是原剂型通过改变工艺等不能达到的。

　　三、立题依据

　　改剂型的申报应提供体现临床应用方面优势的立题依据。立题依据的提出应基于原剂型与新剂型的比较，应符合上述基本原则。立题依据应从临床用药、药物性质等角

度，对改变剂型可能带来的益处和可能引发的安全性问题进行全面评价，提供改变剂型合理性的充分依据。试验数据或相关依据与改剂型的目的之间应具有明显的逻辑关

系。

　　缓释、控释制剂应根据普通制剂的人体药代动力学参数及临床实际需要作为其立题依据。

　　四、剂型选择

　　新剂型的选择应在深入了解原剂型的临床使用情况及有效性、安全性、药物成分、作用等的基础上进行，并符合《中药、天然药物制剂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中有关剂型

选择的要求。

剂型选择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一）临床应用优势：新剂型的选择和确定，应围绕临床应用优势从药物的理化性质及生物学性质、临床治疗需要、患者用药的顺应性等方面考虑。应充分考虑原剂型

在临床应用上的缺陷与不足，并注意加以改进，通过研究，证明与已有制剂相比新剂型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制剂原料的性质与用量：在选择剂型时，应考虑制剂原料的性质是否符合所选剂型的特点，了解其与辅料的相互作用，必要时还应了解其生物学性质，综合考虑

不同剂型的载药量、需要加入的辅料种类与用量、临床用药剂量、患者的顺应性等来选用适宜的剂型。

　　五、药学研究

　　改剂型的药学研究应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参照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并结合改剂型研究的特点开展研究工作。基于中药制剂的特点，改剂型药学研究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原辅料

　　1．处方药味应与原剂型一致，应根据质量控制的要求，完善其质量标准，必要时增加相关质量控制项目。所用药材一般应固定基原、药用部位、产地、采收期及详细

的加工炮制方法。无法定标准的原料，应研究建立质量标准，附于制剂质量标准后，并应提供确证资料说明与原剂型所用原料的一致性。

　　2.所用辅料应符合药用辅料管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一般应具有法定药用辅料标准。如使用新辅料应提供相关研究资料，并按新辅料申报要求，随制剂一起申请注册。

　　（二）制备工艺

　　选择的制备工艺应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并考虑工艺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及质量可控性的影响。制备工艺步骤及条件均应明确，并提供充分的研究资料及工艺验证资

料，说明其合理性。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在改剂型的工艺研究中，对于可能导致物质基础较原剂型发生改变的工艺，需要进一步从有效性与安全性的角度，阐述工艺选择的合理性。

　　2．对所用原料或中间体的理化性质应进行充分的研究，为制剂处方设计提供依据。所用辅料的种类、规格及用量等的确定应有充分的合理性。制剂处方设计还应结合

制备工艺、稳定性影响因素等研究，对制剂处方进行优选。

　　3．应进行合适的中试以上规模的工艺验证研究，以保证确定的工艺与实际大生产的工艺相一致。

　　（三）质量研究与质量标准研究

　　1.质量研究工作中，应进行新剂型与原剂型的质量比较研究。对于可能发生药物成分变化的，应进行药物成分方面的比较研究，为工艺评价与工艺控制、制定质量标

准、临床用药评价提供参考。

　　2.质量标准应符合新剂型的特点，并能体现控制产品安全性、有效性及质量的均一性、稳定性方面的要求。质量标准应达到目前中药新药质量控制要求。

　　（四）稳定性研究

　　稳定性研究应根据处方、工艺及其所含成分的理化性质、剂型的特点和质量控制的要求等选择能灵敏反映药品稳定性的指标进行，必要时应进行新剂型与原剂型的稳定

性比较研究。

　　六、非临床有效性、安全性试验研究

　　应根据药学研究结果，依据相关法规要求，参照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改剂型的非临床试验研究。

　　改剂型的非临床有效性、安全性试验应根据立题依据进行合理的设计。如果是通过剂型因素影响药物的吸收、利用，则应采用制剂选择合适的动物进行相关的试验，以

说明立题依据是否合理。如果是通过改剂型达到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则应通过非临床安全性试验说明是否初步达到了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目的。

　　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试验项目及检测指标，在预试验的基础上，原剂型及新剂型均应选择合适的剂量组进行比较。最终应根据非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

试验结果，综合判断其可能的临床意义。

　　七、临床试验研究

　　改剂型的临床试验研究应在药学研究与非临床有效性、安全性试验研究后，并初步评估了剂型改变对药物成分及其吸收利用与有效性、安全性的影响基础上，根据相关

法规要求，参照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临床试验研究，以证明改剂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临床应用方面的优势。

　　具体临床试验研究的设计应根据改剂型的立题目的和依据进行，如定位于提高临床疗效，临床试验研究应采用优效性设计，临床试验研究的病例数应同时符合统计学要

求和法规规定最低病例数要求。

　　新剂型的功能主治或适应症原则上应与原剂型相同，其中无法通过临床试验验证的，应提供相应的资料。

　　临床试验需根据试验目的、科学合理性、可行性等原则选择对照药物，改剂型研究一般需选择原剂型作为对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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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天然药物改变剂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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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天然药物改变剂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等相关

要求制定本指导原则，其目的主要用于指导申请人开展改变国内已上

市销售中药、天然药物剂型（简称改剂型，下同）的研究。 

药品上市销售后，随着药品生产与临床使用，对其有效性、安全

性、稳定性、质量可控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以及药品生产技术的提高，为研制、生产更具临床应用优势的药物剂

型提供了可能。 

本指导原则主要阐述改剂型的立题依据、剂型选择及改剂型研究

所涉及的药学、非临床有效性与安全性、临床试验等方面的要求。申

请人应根据本指导原则的基本要求，以及药品注册管理的相关规定，

对原剂型与新剂型进行比较研究，评价剂型改变后对药品安全性、有

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影响。 

 二、基本原则 

（一）客观认识原剂型 

改剂型研究是在原剂型基础上的再研究。改剂型研究应充分了解

原剂型选择的科学合理性，及其安全性、有效性等临床应用情况，针

对原剂型的缺陷与不足，明确改剂型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赋予新剂

型更丰富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内涵，彰显新剂型的优势。 

（二）必要、科学、合理 



剂型的改变应符合剂型选择的要求，体现剂型改变的必要性、科

学性、合理性。申请人应结合临床应用及药物性质，与原剂型比较，

开展工艺、质量、稳定性、有效性、安全性等方面的研究，阐述新剂

型的优势与特点。 

（三）提高、创新 

改剂型应当是在原剂型基础上的提高与创新，通过采用新技术以

提高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且与原剂型比较有明显的临床应用优势。

此处的新技术是指适合于药物性质，而原剂型不曾采用或较原剂型所

用技术有所改进的生产工艺技术。 

（四）临床应用优势 

改剂型研究应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新剂型与原剂型比较应具有明

显的临床应用优势。“明显的临床应用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提高临床有效性:新剂型的临床疗效优于原剂型，并且其受益/

风险比不得降低。 

2.提高临床安全性:新剂型在提高安全性的同时，其有效性不能

降低。如某些外用制剂存在一定的皮肤刺激或者过敏反应，改剂型后，

皮肤刺激或过敏反应发生率明显降低。 

3.提高临床顺应性：原剂型顺应性差，以致患者难以使用或不愿

坚持使用，而且原剂型不能通过改变工艺、规格、辅料等措施解决顺

应性差的问题，新剂型在有效性、安全性不降低的情况下，能使其顺

应性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4.其他：新剂型与原剂型相比，在有效性、安全性不降低的前提

下，在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且该优势是原剂型通过改变工

艺等不能达到的。 

三、立题依据 

改剂型的申报应提供体现临床应用方面优势的立题依据。立题依

据的提出应基于原剂型与新剂型的比较，应符合上述基本原则。立题

依据应从临床用药、药物性质等角度，对改变剂型可能带来的益处和

可能引发的安全性问题进行全面评价，提供改变剂型合理性的充分依

据。试验数据或相关依据与改剂型的目的之间应具有明显的逻辑关

系。 

缓释、控释制剂应根据普通制剂的人体药代动力学参数及临床实

际需要作为其立题依据。 

四、剂型选择 

新剂型的选择应在深入了解原剂型的临床使用情况及有效性、安

全性、药物成分、作用等的基础上进行，并符合《中药、天然药物制

剂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中有关剂型选择的要求。 

剂型选择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一）临床应用优势：新剂型的选择和确定，应围绕临床应用优

势从药物的理化性质及生物学性质、临床治疗需要、患者用药的顺应



性等方面考虑。应充分考虑原剂型在临床应用上的缺陷与不足，并注

意加以改进，通过研究，证明与已有制剂相比新剂型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制剂原料的性质与用量：在选择剂型时，应考虑制剂原料

的性质是否符合所选剂型的特点，了解其与辅料的相互作用，必要时

还应了解其生物学性质，综合考虑不同剂型的载药量、需要加入的辅

料种类与用量、临床用药剂量、患者的顺应性等来选用适宜的剂型。 

五、药学研究 

改剂型的药学研究应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参照相关技术指导原

则，并结合改剂型研究的特点开展研究工作。基于中药制剂的特点，

改剂型药学研究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原辅料 

1．处方药味应与原剂型一致，应根据质量控制的要求，完善其

质量标准，必要时增加相关质量控制项目。所用药材一般应固定基原、

药用部位、产地、采收期及详细的加工炮制方法。无法定标准的原料，

应研究建立质量标准，附于制剂质量标准后，并应提供确证资料说明

与原剂型所用原料的一致性。 

2.所用辅料应符合药用辅料管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一般应具有

法定药用辅料标准。如使用新辅料应提供相关研究资料，并按新辅料

申报要求，随制剂一起申请注册。 

（二）制备工艺 

  选择的制备工艺应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并考虑工艺对药品安全



性、有效性及质量可控性的影响。制备工艺步骤及条件均应明确，并

提供充分的研究资料及工艺验证资料，说明其合理性。应注意以下几

个方面： 

1．在改剂型的工艺研究中，对于可能导致物质基础较原剂型发

生改变的工艺，需要进一步从有效性与安全性的角度，阐述工艺选择

的合理性。 

2．对所用原料或中间体的理化性质应进行充分的研究，为制剂

处方设计提供依据。所用辅料的种类、规格及用量等的确定应有充分

的合理性。制剂处方设计还应结合制备工艺、稳定性影响因素等研究，

对制剂处方进行优选。 

3．应进行合适的中试以上规模的工艺验证研究，以保证确定的

工艺与实际大生产的工艺相一致。 

（三）质量研究与质量标准研究 

  1.质量研究工作中，应进行新剂型与原剂型的质量比较研究。对

于可能发生药物成分变化的，应进行药物成分方面的比较研究，为工

艺评价与工艺控制、制定质量标准、临床用药评价提供参考。 

2.质量标准应符合新剂型的特点，并能体现控制产品安全性、有

效性及质量的均一性、稳定性方面的要求。质量标准应达到目前中药

新药质量控制要求。 

（四）稳定性研究 



稳定性研究应根据处方、工艺及其所含成分的理化性质、剂型的

特点和质量控制的要求等选择能灵敏反映药品稳定性的指标进行，必

要时应进行新剂型与原剂型的稳定性比较研究。 

六、非临床有效性、安全性试验研究 

应根据药学研究结果，依据相关法规要求，参照相关技术指导原

则，开展改剂型的非临床试验研究。 

改剂型的非临床有效性、安全性试验应根据立题依据进行合理的

设计。如果是通过剂型因素影响药物的吸收、利用，则应采用制剂选

择合适的动物进行相关的试验，以说明立题依据是否合理。如果是通

过改剂型达到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则应通过非临床安全性试验说明是

否初步达到了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目的。 

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试验项目及检测指标，在

预试验的基础上，原剂型及新剂型均应选择合适的剂量组进行比较。

最终应根据非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试验结果，综合判断其可能的临床

意义。 

七、临床试验研究 

改剂型的临床试验研究应在药学研究与非临床有效性、安全性试

验研究后，并初步评估了剂型改变对药物成分及其吸收利用与有效

性、安全性的影响基础上，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参照相关技术指导原



则，开展临床试验研究，以证明改剂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临床

应用方面的优势。 

具体临床试验研究的设计应根据改剂型的立题目的和依据进行，

如定位于提高临床疗效，临床试验研究应采用优效性设计，临床试验

研究的病例数应同时符合统计学要求和法规规定最低病例数要求。 

新剂型的功能主治或适应症原则上应与原剂型相同，其中无法通

过临床试验验证的，应提供相应的资料。 

临床试验需根据试验目的、科学合理性、可行性等原则选择对照

药物，改剂型研究一般需选择原剂型作为对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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