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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中药新药质量研究，促进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中药新药质量研究技

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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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中药新药的质量研究是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各

种技术、方法和手段，通过研究影响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相关因素，确定药品关键质量属性的过程。质量研究的目的

是确定质量控制指标和可接受范围，为药品生产过程控制和

质量标准建立提供依据，保证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

可控性。 

基于中药多成份复杂体系的特点，中药新药的质量研究

应以临床价值和需求为导向，遵循中医药理论，坚持传承和

创新相结合，运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等新技术、新方法从

多角度研究分析药品的质量特征。同时，质量研究还应体现

质量源于设计、全过程质量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理念，通过对

药材/饮片、中间体（中间产物）、制剂的药用物质及关键质

量属性在不同环节之间的量质传递研究，以及药用物质与辅

料、药包材相互影响的研究，不断提高中药的质量控制水平。 

本技术指导原则旨在为中药新药的质量研究提供参考，

相关内容将根据科学研究和中医药发展情况继续完善。 

    二、基本原则 

（一）遵循中医药理论指导 

中药尤其是复方制剂的物质基础复杂，在进行质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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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尊重传统中医药理论与实践，根据不同药物的特点，采

用各种研究技术和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质量研究，反映中

药整体质量。 

（二）传统质量控制方法与现代质量研究方法并重 

传统经验方法对中药的质量研究和质量控制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鼓励现代科学技术在中药质量研究中的应用。应

根据药物自身特点，运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等现代研究方

法分析药品的质量特征，研究质量特征的表征方法、关键质

量属性、质量评价方法和量质传递规律，有效地反映药品的

质量。 

（三）以药用物质基础为重要研究内容 

在中药新药质量研究过程中，药用物质基础研究应以中

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为指导，同时关注与安全性、有效性的

关联研究。通过药用物质基础相关属性的研究为生产过程控

制和质量标准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四）以保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为目标 

中药新药的质量控制方法和指标应能反映药品的安全、

有效、稳定、可控。药材/饮片、中间体、制剂的药用物质及

关键质量属性、量质传递规律以及药用物质与辅料、药包材

相互影响是质量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围绕安全性和有效性选

择适宜的研究方法和质量控制指标，以客观地表征中药质量

特征，为中药质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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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贯穿药品全生命周期 

中药质量研究不仅应体现在原辅料质量、生产工艺及设

备选择、过程控制与管理、制剂质量标准制定、风险控制与

评估等药品生产全过程，还应贯穿于药品全生命周期。应加

强药品上市后质量研究，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构建符合中药

特点的全过程和全生命周期的质量控制体系，保证中药新药

质量的可控性和稳定均一。 

三、主要内容 

（一）药材/饮片 

药材/饮片作为制剂源头，其质量直接影响药品的质量，

应加强药材/饮片生产全过程质量研究与控制，鼓励应用现代

信息技术建立药材/饮片的追溯体系。 

中药新药用药材/饮片的质量控制应参考其系统研究结

果，并结合具体品种的药材/饮片及其与中间体、制剂的相关

性研究结果，确定药材/饮片的质量控制指标及范围，以满足

中药新药的质量设计要求。 

应关注药材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贮藏过程中

包括农药残留、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真菌毒素等对药材安全

性的影响。如处方中含有动物药味，应关注引入病原体的可

能性；同时，应关注动物药味中激素、抗菌素使用的问题，

以及一些药材感染产毒真菌而发生的真菌毒素污染等，必要

时建立专门的安全性控制方法；处方若含雄黄、朱砂等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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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时，还应建立合理的矿物纯度控制指标，并研究其可能在

人体溶出被吸收的重金属及有害元素价态对安全性的影响；

处方若含毒性药味，应关注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必要时制定

合理的限量或含量范围。 

（二）中间体 

中间体研究是中药新药质量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应结

合制备工艺特点，研究中间体（如生药粉、浓缩液、浸膏等）

的质量，特别是直接用于药物制剂的中间体。根据药品的不

同特点，研究其理化性质、化学成份、生物活性等以及与安

全性、有效性相关的影响因素。 

1.理化性质 

理化性质研究对于中间体的质量控制、后续的制剂研究

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化学成份复杂、有效成份不明确的中

药复方制剂，应关注中间体整体理化性质研究。 

对于液体和半固体，应根据后续制剂的需要和药用物质

组成研究情况，从性状、相对密度、pH 值、澄明度、流动性、

总固体等质量信息中确定影响药品质量的关键质量属性。 

对于直接入药的生药粉，应重点关注其粒度、粒径分布

及混合均匀度等。 

对于浸膏粉，应对流动性、堆密度、溶解性、吸湿性等

进行研究，根据药物本身的性质和后续制剂的要求，确定其

关键质量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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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成份 

中药的化学成份复杂多样，应根据中药新药的特点，进

行有重点的系统化学成份研究。 

2.1 复方制剂 

复方制剂的质量研究应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结合功能

主治、既往使用情况开展系统的化学成份研究。 

应重视处方药味化学成份文献研究，了解各种成份的化

学类别、结构、含量以及分析测定方法等。 

重点关注与中药安全性、有效性相关的化学成份，关注

处方中君药、贵细药、毒剧药或用量较大药味的化学成份。 

对确定的工艺所得的药用物质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识

别关键质量属性。 

2.2 从单一植物、动物、矿物等物质中提取得到的提取

物及其制剂 

由于此类提取物在制备过程中富集了与药效有关的化

学成份，应重点系统研究提取物的组成、化学成份含量等，

并通过单体成份含量、大类成份含量及指纹/特征图谱等多种

方式予以充分表征。 

还应对提取物中其他成份的种类等进行研究，以保证提

取物药用物质基础的稳定均一。 

3.与安全性有关的因素 

3.1 内源性毒性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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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中若含有毒性药味时，应结合毒理学研究结果分析

内源性毒性情况，同时还应关注含有与已发现的毒性成份化

学结构类似成份的药味，以及与已知毒性药味相同科属的药

味。 

对于含毒性成份明确的药味时，应建立毒性成份的限量

检查方法，明确安全限量或规定不得检出；若毒性成份又是

有效成份时，则应根据文献报道和安全性、有效性研究结果

制定毒性成份的含量范围（上下限）。 

对于含毒性明确但毒性成份尚不明确的药味时，应根据

中医药理论和临床传统使用方法，研究确定其安全剂量范围，

或开展毒性成份的确定性研究和药用物质毒理的深入研究，

加强质量控制。 

3.2 外源性污染物 

外源性污染物主要包括由药材/饮片中引入的农药残留

（包括植物生长调节剂及其降解物）、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真

菌毒素、二氧化硫等，还包括提取加工过程中引入的有机溶

剂残留、树脂残留等以及贮藏过程中（如适用）滋生的微生

物。此外，还应关注可能来自设备及其组件的污染。 

通过系统研究和分析中间体中所含外源性污染物的情

况，对于可能由药材/饮片中引入农药残留、重金属及有害元

素、真菌毒素的，应分析其在中间体中的保留情况，研究建

立必要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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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提取加工过程中有使用树脂及/或有机溶剂时，应研究

分析其在中间体中的残留或富集情况，评估安全性风险，并

制定合理的控制方法。 

4.生物活性 

鼓励开展探索中药新药的生物活性测定研究。建议结合

药理学或毒理学研究结果，建立生物活性测定方法以作为常

规物理化学方法的替代或补充，提高中药新药的质量评价与

功能主治（适应症）、安全性的关联性。 

（三）制剂 

应根据中药新药特点，在药材/饮片、中间体、制剂生产

过程以及稳定性等研究基础上，结合药用物质基础研究、安

全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开展制剂质量研究，重点关注以下

方面： 

1.剂型 

剂型是影响中药新药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药新药

一般基于临床使用需求，综合考虑药物处方组成、药用物

质的理化性质、不同剂型的载药量、临床用药剂量、患者

的顺应性等因素选择给药途径并确定剂型。 

中药新药应根据不同剂型特点和要求，研究建立相应

的质量控制项目以表征所选剂型的特点。不同类型制剂一

般要求可参照《中国药典》制剂通则的规定设定关键控制

指标，如口服固体制剂的崩解时限、栓剂的融变时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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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剂处方、成型工艺 

制剂处方的确定应参考中间体的理化性质、化学成份和

生物活性的研究结果，还应结合剂型特点综合考虑中间体的

性质、所选辅料的作用及原辅料间的相互作用，研究成型工

艺过程对药用物质的影响和质量控制方法。 

应关注药用物质在制剂过程中受到溶剂、辅料以及各种

加工条件的影响，特别是有效成份、易挥发性成份、热敏性

成份、其他不稳定成份在干燥、灭菌过程中由于温度过高或

受热时间过长造成的成份损失等质量影响。 

应参考药用物质稳定性情况，确定制剂工艺关键控制点

和控制目标，以保证药品质量稳定。 

3.微生物控制 

药材/饮片及其制剂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微生物污染（包括

初级污染、次级污染），应结合处方药味、加工或工艺特点、

给药途径、药品特性等情况综合考虑，研究采取适当的微生

物控制措施或采用适当的去除微生物的方法（如热压处理、

瞬时高温等）。去除微生物的方法应经过验证，并保证其对药

用物质基础无明显影响。 

对于制剂必须进行微生物检验，其微生物限度取决于剂

型和给药途径。微生物限度检查应符合《中国药典》的相关

规定。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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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单一植物、动物、矿物等物质中提取得到的提取物

新药，建议根据剂型的要求开展溶出度研究，建立相应的溶

出度检查方法；鼓励对其他类型创新药物根据自身的特点开

展相关研究。对于在制剂中含量较少或在制剂处方中占比较

少的药用物质，应关注其含量均匀度，并进行相关研究及验

证。 

（四）质量研究的关联性 

1.与安全性、有效性的关联性 

中药新药的质量研究应以保证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为目的，选择针对性的研究方法和质量控制指标，表征中药

新药的质量特征。 

2.与工艺研究的关联性 

不同制备工艺获得的药用物质及其性质不同，直接影响

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质量研究应贯穿于工艺研究及生产

质量控制的全过程，确保生产出质量一致的产品。 

3.与稳定性研究的关联性 

稳定性研究也是质量研究的重要内容。稳定性研究的考

察指标应能反映药品内在质量变化、反映质量研究的结果。 

质量研究应关注制剂中挥发性、热敏性、易氧化等不稳

定成份、有效成份的变化，特别应关注毒性成份的变化。应

关注生药粉入药、有发酵过程等污染风险较高的药材/饮片及

其制剂贮藏期间真菌毒素等污染的变化并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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