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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一般原则 

 

一、概述 

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为体现中医药特色，遵循中医

药研究规律，继承传统，鼓励创新，进一步提高中药新药临床试

验的水平和质量，推动中药新药的研究与发展，特制定本指导原

则。 

本指导原则是为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和评价提供

一般性方法学指导。 

本指导原则是在 2002 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

行）》的基础上，基于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现状，结合近年来中医

药学、现代医学、临床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等的新进展，参考

国内外相关指导原则而制定。 

本指导原则强调中药新药的临床试验需符合伦理学原则，充

分保护受试者的安全；强调中药新药临床试验是以研究药物的临

床价值为目标；强调在启动临床试验时，根据药物的潜在临床作

用制定整体临床试验计划的重要性；强调临床试验过程应具有逻

辑性，应重视早期探索性研究，不同阶段的各项临床试验应具有

明确、具体的试验目的；强调临床试验过程中应重视获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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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数据，不断地进行风险/受益评估，及时调整下一步研究

计划，以降低研发风险。 

本指导原则强调客观地评价中药新药的临床疗效及其特点，

确证性临床试验有效性应以临床结局指标或公认的替代指标进

行评价。强调重视中药新药的安全性研究，修订了心、肝、肾重

要脏器安全性评价的具体要求，对于长期治疗不危及生命疾病的

药物需延长疗程进行安全性研究。明确了中药新药开展风险/受

益评估的要求、风险/受益评估的原则以及临床价值在风险/受益

评估中的重要性。 

本指导原则强调临床试验设计与实施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列

出了需要关注的影响临床试验质量的常见因素，提出了中药新药

临床试验用安慰剂研制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本指导原则旨在提供一般性方法学指导，不

排斥其他科学方法的合理应用。申请人如果能够以充分的证据说

明本指导原则以外的方法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样可以获得认

可。申请人还应关注疾病诊断、治疗方法的不断进步，药品注册

相关法规的修订完善，在临床试验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作出相应的

调整。 

二、伦理学及受试者的保护 

    尊重、保护受试者的权益、安全和健康是临床试验伦理学的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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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设计与实施应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等

国际公认的伦理原则，同时要符合我国药品注册相关法规、《药

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和《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

原则》等相关伦理要求。 

    鉴于中医药的特点，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伦理尚需要关注如下

问题：药物组方与主治中医证候的方证相应问题；当中药与化学

药物联合应用时，药物间相互作用所可能产生的安全性问题；有

毒药材或长期临床使用的安全性问题等。 

三、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特点 

中药新药的研制是基于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中医证候的

观察和疗效评价是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医证候

既是目标适应症的纳入标准，同时也是疗效评价的指标。 

中医证候的疗效评价方法应具有科学性，所获得的临床受益

应具有公认的临床价值。 

主治为病证结合的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主要疗效指标应选择

临床结局指标或公认的替代指标。主要疗效指标如为改善症状、

体征或疾病状态，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其临床价值应是公认的，

并且应对疾病的临床转归无不利的影响。 

中药新药临床试验需充分关注证候转化对药物有效性、安全

性评价的影响。 

中药复方制剂需注意方证相应，并针对预先拟定的中医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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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中药有效成份、有效部位制剂等需进行中医证候探索

性研究，为Ⅲ期中医证候的确证性研究提供依据。 

四、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计划的制定及研发风险的控制 

以注册为目的的新药临床试验应当是一个有逻辑、有步骤的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早期小规模临床试验结果，为后续更大规

模的、目的性更强的临床试验提供重要信息，用以进一步判断药

物的临床价值和安全性风险。为了更好地降低药物研发风险，申

请人在研发早期需根据药物的特点、立题依据及非临床研究的结

果，拟定目标适应症的疾病发生发展演变规律，确定药物的临床

定位、预期的临床价值和使用方法等，据此制定适宜的临床试验

计划。申请人还应该意识到，药物无效或存在安全性问题，未必

在临床前的研究阶段即显现出来。因此，即使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的药物能否成为上市的新药仍有待科学的临床研究与评价。 

药物临床试验计划通常包括不同阶段及试验目的的临床试

验方案，在每个阶段均需进行研发风险评估，包括临床定位是否

准确、临床试验设计是否科学可行、临床试验质量控制是否良好

等，并对计划适时作出调整，以规避药物研发风险。 

（一）药物的临床定位 

临床定位是指中药新药在拟定目标适应症中预期的治疗作

用，该作用应具有公认的临床价值。客观、恰当的临床定位可以

降低药物的研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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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药物的临床定位需考虑：适应症疾病发生发展演变规

律；适应症疾病现阶段医学进展，所能达到的治疗水平，中医药

目前在目标适应症治疗中的作用和地位及药物潜在的临床价值；

需明确是治疗用药还是预防用药，是影响疾病进程还是改善症

状，是联合现有治疗方法还是单独使用等。 

（二）临床试验设计方法的科学性 

在中药新药确证性临床试验设计中，主要疗效指标必须明

确，如果主要疗效指标不明确或者试验结束后才确定或更换主要

疗效指标都会带来有效性评价的问题。主要疗效指标如采用替代

指标，应预先设定，且应被广泛认可。 

在进行等效性或非劣效性试验时，非劣效或等效“界值”的确

定应有充分的依据，如果依据不足，将可能无法证明药物的有效

性。 

对临床需要长期或反复使用的药物，应有足够的样本量及药

物的暴露时间和暴露剂量，以充分观察药物的安全性。 

（三）早期探索性临床试验 

加强早期探索性临床试验的研究，将有助于及时评估临床定

位是否恰当、临床受益大小、给药剂量和疗程的合理性、预期或

非预期不良反应严重程度和发生率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以降低

后期研发风险。 

（四）临床试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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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设计与实施过程应考虑到临床试验质量控制不佳

所带来的研发风险。诸如临床试验预先未设计导入期，对关键实

验室检查指标未预先建立一致性检测要求；未按随机要求入组，

未按规定使用合并用药，研究者对疗效观测指标测量方法的培训

欠缺等，均将影响临床试验质量，导致临床试验结果不能支持其

有效性、安全性评价。 

五、风险/受益评估 

风险/受益评估，一般是指受试者使用受试药物以后所能获

得的治疗方面的受益与所承担的风险之间平衡的把握，应该充分

考虑临床价值在风险/受益评估中的重要性，以评价其是否具有

上市价值。 

受益主要体现在所治疗疾病的病情程度的改善，疾病持续时

间的缩短，生命维持时间的延长和生存质量的提高等方面。风险

主要包括不良反应的类型、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及发生频率等。 

（一）开展风险/受益评估的要求 

1．完整的数据库 

临床试验的安全性数据库越大、越全面，发现严重不良事

件/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风险/受益评估至少应具备一个科学

的、大小合理的、完整的、可供评价的安全性数据库。安全性数

据库的合理大小取决于诸多因素，如中药新药的创新程度、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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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药物的情况及与其相比的安全性，治疗的目标适应症人

群受益程度、疗程长短等。 

2．合理的对照 

合理的对照能够获取比较性的疗效和安全性数据，有助于分

析药物疗效和不良反应是药物所致还是由于其他因素所致。 

采用安慰剂对照不仅可以了解药物的“绝对”疗效，便于清晰

地评价安全性（区分药物本身所致不良反应以及来自潜在疾病或

并发疾病的不良反应等），还可以检测试验本身的灵敏度。 

采用阳性药物对照有助于获得伦理学的批准，可获得中药新

药与已上市公认有效药物的“相对”有效性和安全性。 

采用安慰剂和阳性药物对照的三臂试验设计具备许多优点，

不仅可以获得药物的“绝对”疗效以及试验检测灵敏度的内部证

据，还可以同时进行与阳性药物疗效等方面的对比研究。 

在符合伦理学的前提下，应有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数据，

以进行风险/受益评估。采用三臂试验设计的临床试验数据，则

有助于判断临床价值，以获得更好的支持上市的证据。 

3．足够的随访 

应对所有的受试者访视到试验结束，必要时甚至随访到试验

结束之后。特别是在需要长期治疗的研究中，足够长时间的随访

对确定其安全性非常关键。随访应包括脱落病例及因达到了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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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结局而提前完成研究的受试者。随访的持续时间需要根据

药物的具体情况而定。 

4．查实退出研究的原因 

不论是研究者决定的退出还是受试者决定的退出，都应查明

退出的原因，尤其关注是否因为存在安全性问题。应对因安全性

问题而退出者持续随访到不良事件完全消除或稳定（医学上认为

可以停止观察）为止，并在研究病历和病例报告表中记录随访数

据。对研究过程中受试者出现异常的实验室数值，即使尚未达到

规定的不良事件的程度，也应当全面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记录

和必要的随访。应当要求退出研究的受试者继续提供有关信息，

以判断是否为严重或显著安全性问题，否则将影响对药物安全性

的科学评价。 

    （二）风险/受益评估重点  

针对所完成临床试验的有效性、安全性数据，需整体评价是

否具备风险/受益评估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方可进行风险/受益评

估。临床试验总结报告中应提供风险/受益评估的分析与结论。 

1．风险评估重点 

对各期临床试验过程中出现的全部的不良事件和严重不良

事件等进行合理的因果判断，以不良反应类型、发生率和严重程

度等来评价药物的安全性风险。还需要关注安全性数据是否完整

充分、有无遗漏；发生的风险是否与对照组进行合理的比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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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包括少见的、非预期的、严重的及剂量相关的不良反应，有无

存在同类药物的安全性问题等。 

2．受益评估重点 

对各期临床试验的全部有效性结果进行合理分析，各期临床

试验有效性结果应为具有逻辑的证据链。应以公认的临床结局指

标或替代指标的结果来评价药物带来的受益。评价内容包括试验

的纳入人群是否代表方案中的目标适应症人群，是否有合理的对

照，主要疗效指标是否恰当，统计分析方法是否正确，研究结论

是否确切，主要疗效指标与次要疗效指标的有效性结果之间的一

致性等。 

（三）风险/受益评估原则 

针对不同的疾病、同种疾病不同的严重程度，对于治疗所期

望的疗效以及可以承受的风险是不同的。 

应该区分药物针对疾病某一方面的有效性和患者的受益这

两个概念，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患者的受益需要以有效性作

为基础，但对疾病某一方面有效的药物未必使该疾病患者受益。

受益评估更看重的是临床结局指标或公认的替代指标的结果所

体现的临床价值。 

对于安全性的可接受性，会因受益大小、疾病类型和严重程

度的不同而变化，其风险/受益的平衡点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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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物的风险/受益评估中，通常不能仅仅局限于所研发药

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应该兼顾与现有的治疗药物、治疗水平

进行必要的比较，依据其受益所体现的临床价值的大小，其风险

是否可以接受，以综合评估是否受益大于风险，具备上市价值。 

相对于疾病对人体的危害及现有治疗方法及水平，药物的疗

效与对照药物相比体现出优势或特色并能够使患者受益且具有

临床价值，如果药物的不良反应可接受，则具有上市价值；如果

药物的不良反应比较大，则需要结合适应症特点、适应人群的特

点、疾病本身对人体的危害及其现有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不良

反应是否可控、可防等因素，综合评估其是否具有上市价值。 

药物的疗效与对照药物相比未体现出优势或特色，或虽体现

出优势或特色，但相对于现有治疗方法及水平，患者受益的临床

价值不大，如果药物的不良反应比较大，则不具有上市价值；如

果药物的不良反应可接受，申请人应充分评估其是否具有上市价

值，否则应考虑继续研发的必要性。 

药物风险/受益评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申请人应该通过不

断的研究，在不同阶段的临床试验结束时都进行风险/受益的评

估，以及时评估药物风险的性质和与受益关联的风险程度。在受

益的基础上通过风险控制计划，尽量减少风险，努力达到受益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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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获准上市后，还需通过Ⅳ期临床试验等进行上市后再评

价，以考察在广泛使用条件下的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尤其发

现罕见的、非预期的、特殊的、严重的、长期使用时出现的不良

反应。当收集到更多的有效性、安全性数据时，需要对风险/受

益重新作出评估，如果风险大于受益，即使药物已经上市也应撤

市。 

六、中药新药Ⅰ期人体耐受性试验设计 

I 期临床试验是对药物进行初步的临床药理学及人体安全性

评价试验，包括人体耐受性试验和人体药代动力学等研究。 

人体耐受性试验是观察人体对于药物的耐受程度，其目的是

为Ⅱ期临床试验确定合适的剂量，为用药间隔和疗程等提供依

据。中药新药的人体药代动力学研究应参照化学药品关于药代动

力学的技术要求，本指导原则中不再涉及相关内容。 

（一）I期人体耐受性试验设计要点 

I 期人体耐受性试验首先要进行单次给药耐受性试验，针对

药物的用药剂量进行探索研究，在此基础上确定是否进行连续给

药耐受性试验。 

1.单次给药耐受性试验 

（1）受试者 

一般选择健康志愿者，年龄：18 岁～50 岁，同批受试者年

龄相差不宜超过 10 岁。男女数量最好相等。女性受试者应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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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体格检查包括体重、身高符合标准范

围，无阳性体征发现，如心、肺听诊及血压正常，胸、腹部叩、

触诊无异常发现，无明显的皮下淋巴结肿大等。实验室检查项目

包括：血、尿、大便常规。除本指导原则要求的必须观察的实验

室检查项目外，还应进行尽量全面的血液生化学检查、凝血相关

指标、传染性疾病筛查以及胸片、B 超、心电图（ECG）等检查。

上述检查结果均应在正常范围内。 

妇产科药物的Ⅰ期临床试验应选择月经规律的近期无生育

需求的女性作为受试者。除非是儿科方面的特殊需要，儿童不作

为受试者。毒性较大或耐受性在正常人与患者间差异较大的药

物，可以选择心、肝、肾、血液功能基本正常的轻型患者为受试

者。 

制定排除标准时应考虑：近期参加过其他临床试验；近期

曾应用各种药物者（包括中药）；3 个月内用过已知对某脏器有

损害的药物或目前正在使用药物者；3 个月内有献血史；有药物

过敏史或过敏性体质者；有心、肝、肾等病史者；与受试药物

作用有关病史者；有其他影响药物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等

因素者。 

（2）试验设计 

I 期临床试验可以是开放、基线对照的。为避免干扰，鼓

励采用随机化和盲法等设计，以排除受试者之间的主观症状的 



—— 14 — 
 

相互影响和研究者判断症状时的主观因素影响，以及实验

室检查指标波动的影响，以提高观察结果的可靠性。 

有时为了判明临床试验中出现的某些不良反应确是由于药

物所引起，而不是受试者的心理作用或其他非药物性因素(如环

境或生理性波动等)所致，可设置安慰剂对照以助于说明问题。 

（3）试验例数 

I 期临床试验单次给药耐受性试验例数的确定需根据药物的

特点、药理毒理研究结果所提示预计的安全性范围、预期活性、

拟定的目标适应症情况等确定。从初试起始剂量到最大变量之间

设若干组。各个试验组剂量由小到大逐组进行，一般先由低剂量

开始，每剂量 2～3 人，接近治疗量后，每组 6～8 人。在低剂量

组，病例数可以适当减少，随着剂量的增加，则受试者数量逐渐

递增，递增的目的是便于尽快发现不良反应。如果药物的活性较

强或毒性较大时，剂量递增梯度应缩小，可多设几个组，并增加

试验例数。 

（4）给药途径 

根据药物的立题依据确定给药途径。口服给药者，一般应在

禁食 12 小时后空腹服药。 

（5）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要全面，除必须进行的临床症状、生命体征观察

及实验室检查外，还应该根据药物既往人用经验所提示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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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所明确或提示的毒性靶器官、同类药物的毒性

靶器官等增加一些特殊观察指标，以及增加临床前所提示的预期

的药理作用的指标。 

①常规检查指标：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范围包

括心血管、呼吸、消化、泌尿、内分泌、血液系统等）。外用

制剂局部用药物应注重观察局部刺激症状，注射剂还应重点观

察过敏反应等。用药前后均应作详细记录。 

②特殊检查指标：指为观察药物可能存在的不良反应而做

的检查。应针对非临床安全性研究结果设计相应的安全性观察

指标。 

③预期药理作用指标：如心血管药物，应详细观察对血压等的

影响；妇科调经药物，需观察对妇女月经周期相关指标的影响等。 

（6）观察时点 

应根据具体药物特点和给药方法的不同来确定。在试验前 1

周内或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检查指标，给药后应密切观察

受试者的一般情况、呼吸、心率、血压、体温及 ECG 等，观察

时点应根据具体药物特点来确定。 

一般给药后 24 小时、72 小时观察全部指标，个别药物可观

察 2～5 天。出现不良反应者应追踪随访，直到恢复正常。 

注射剂从给药开始即需密切观察受试者可能出现的不良反

应，并增加相关安全性指标的检测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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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验终止指标 

耐受性试验不仅要找出不出现不良反应的剂量，还应了解出

现轻度不良反应的剂量及其性质。根据适应症的不同，应预先规

定出现何种程度的不良反应时作为试验终止指标。通常以受试者

出现半数轻度不良反应为试验终止指标，对于抗肿瘤药物等可规

定出现较严重的毒性反应作为试验终止指标。 

在剂量递增过程中如出现了不良反应，虽未达到设计的最

大剂量，亦应终止试验。在达到最大剂量仍无不良反应时，试验

即可结束。 

（8）剂量设计 

根据药理毒理研究结果首先设计“起始剂量”及“最大剂量”。

剂量确定应当慎重，以保证受试者安全为原则。 

起始剂量设计，下述四种方法可供参考。 

①Blach well 法：最敏感动物药物单次给药毒性的 LD50 的

1/600 或最小有效剂量的 1/60 以下。 

②改良 Blach well 法（考虑安全性）：两种动物药物单次给

药毒性 LD50 的 1/600 及两种动物药物重复给药毒性的有毒剂量

的 1/60 以下，本法考虑了非临床研究 4 种试验(包括药物单次给

药毒性和药物重复给药毒性)的安全因素，较为妥善，是目前常

用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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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Dollry 法（考虑有效性）：最敏感动物最小有效剂量的

1/50～1/100 或同类药物临床治疗剂量的 1/10 以下。 

④改良 Fibonacci 法（起始剂量较大，用于抗肿瘤药物）：

小鼠药物单次给药毒性 LD10 的 1/100 或大动物最低毒性剂量的

1/40～1/30 为起始剂量。本方法简单易行，曾较多用。但只凭一

二种动物进行估算，LD10及最低毒性剂量变动幅度较大。 

由于药物的不同，选择起始剂量的方法也不一样，没有固定

模式，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对那些有明显药理活性的中药新药，

起始剂量还应更小。中药注射剂过敏反应有时在极低剂量即可出

现，切不可机械地按动物的剂量折算为人用剂量。 

最大剂量的估算，可参考临床应用该类药物单次最大剂量设

定。下述二种方法亦可供参考：①动物在药物重复给药毒性研究

中引起中毒症状或脏器出现可逆性变化的剂量的 1/10。②动物在

药物重复给药毒性研究中最大耐受量的 1/5～1/2。 

如试验达到最大剂量受试者仍无不良反应时，试验即可结

束。剂量递增到出现终止指标或其他较严重的不良反应时，虽未

达到最大剂量，也应终止试验。 

（9）剂量梯度 

在“起始剂量”及“最大剂量”的范围内，按递增比例分若干个

剂量级别，剂量级别的多少需视药物的安全范围大小，根据需要

而定，一般不少于5个剂量组。先由低剂量开始，每剂量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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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治疗量后，每组6～8人；在达到最大剂量仍无不良反应时，

一般即可终止试验，并以此为最大耐受量。耐受性试验时，每名

受试者只能接受一个剂量的试验，不得对同一受试者进行剂量递

增与累积耐受性试验，以确保受试者安全。每个剂量需要一组受

试者，要在一个剂量组试验结束后才能进行下一个剂量组的试

验。 

通常低剂量试验如果安全性可靠，再进行下一个剂量的试

验，依此类推。高风险品种（如中药注射剂），建议对起始剂量

组受试者逐例进行试验。 

2.连续给药耐受性试验 

连续给药耐受性试验是在单次给药的基础上，根据药物临床

使用的疗程，以剂量递增的方式分不同的组别连续给药，以对药

物进行更进一步的耐受性和安全性评价。 

连续给药的研究方法与单次给药基本相同，但需注意如下问

题： 

（1）受试者的选择：由于连续给药的疗程较单次给药长，

因此药物本身对受试者健康的影响更复杂，如果药物对生育、免

疫功能等方面有影响的话，可考虑以相关疾病轻型患者为主。 

（2）剂量设计：连续给药耐受性试验通常至少应进行 2 个

剂量组，每组 6～8 人。给药剂量为单次给药耐受性试验未出现

不良反应的最大剂量（称为“最大耐受量”）下降 1 个剂量进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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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给药耐受性试验。如试验中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则再下降 1

个剂量进行另一组试验；如试验中未见明显的不良反应，即上升

一个剂量（即用最大耐受量）进行耐受性试验。 

（3）疗程：当药物所拟定适应症预计临床治疗需要长期给

药时（如连续治疗 6 个月或以上，或者间断治疗的累计时间大于

6 个月），除非受药物的毒性或药理作用所禁忌，连续给药耐受

性试验建议不少于 4 周。 

（二）不良事件/不良反应的观察与判断 

必须确保受试者的安全，在试验期间必须对所有不良事件

进行监测并详细加以记录，同时为发生任何不良事件/不良反应

的受试者提供有效的医疗处理。对不良事件的判断不仅要回答是

否与药物有关，还要考虑是否与剂量相关。 

鉴于中药有性味、归经的特殊性，Ⅰ期临床试验也可研究

与中药药性相关的不良反应。 

（三）Ⅰ期耐受性试验的总结要点 

由负责Ⅰ期耐受性试验的主要研究者作出总结。总结内容主

要包括：未发生不良反应的剂量；发生不良反应的剂量；不良反

应的表现，发生时间，持续时间，有无前期征兆等。如发现个别

受试者出现的严重不良事件/重要不良事件确属药物所致，应及

时进行剂量相关性分析。对不良反应的转归应注意观察是渐次加

重还是自行缓解。对不良反应分析应详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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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明确 I 期临床试验的安全剂量，结合人体药代动力学试验

结果（如有），推荐Ⅱ期临床试验的剂量、给药方案、安全性指

标等。在推荐Ⅱ期临床试验的剂量时也应考虑不良反应的危害程

度。不良反应危害较轻、易耐受、不需处理、不影响日常活动者，

可推荐较大剂量。不良反应的危害性大的药物，尽管用药剂量在

耐受量以下，考虑到个体差异，一旦发生，后果严重，则应推荐

较小剂量。 

（四）Ⅰ期耐受性试验中应注意的问题 

1．如 I 期耐受性试验的“最大剂量”设计过低，未达到药物

实际的最大耐受量，将导致得出的Ⅱ期临床试验推荐剂量偏低，

可能直接影响Ⅱ期临床试验药物的有效性。 

2．耐受性试验由于受试者例数较少，因此对受试者在受试

过程中出现的变化，逐例进行专业分析显得十分重要。有些检测

数据变化虽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也应从专业上仔细判断是否有

临床意义。  

3．应该充分认识到实验动物与人之间的种属差异，以及毒

理研究所提供的安全剂量与人体试验存在差距的可能性，对安全

性指标的设计要全面并科学评价。 

4．由于某些受试者受到试验环境及知情同意书等的暗示影

响，可能会出现头昏、乏力或胃肠反应等症状，如果采用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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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法、安慰剂对照等设计，会有利于排除上述干扰，对耐受

性试验结果作出正确判断。 

5．I 期耐受性试验如果是以患者为受试者，在不增加受试者

痛苦的前提下，可同时进行一些无创伤性检查以观察药效。 

七、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的一般考虑 

如果 I 期临床试验结果支持后续的临床试验，则应根据临床

试验计划，分阶段通过多个不同目的的临床试验逐步探索和确证

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本章节重点阐述设计一项临床试验方案

时应考虑的主要内容，包括临床试验目的、目标适应症人群、试

验设计方法，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指标等。 

（一）试验目的 

确定一项中药新药的临床试验目的，需依据临床试验计划整

体考虑，明确该项临床试验是探索性试验或确证性试验，应充分

评估既往药理毒理研究或临床试验所提供的数据，明确拟开展临

床试验需回答的问题，并注意各项临床试验之间合理有序地衔

接。 

试验目的是设计和制定临床试验方案的前提。 

1．确立试验目的的原则 

一项临床试验设计一般确定一个主要目的，根据需要有时可

以有次要试验目的。需要根据试验目的明确主要疗效指标、次要

疗效指标及安全性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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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试验目的的依据 

（1）处方组成与拟定的功能主治，既往临床应用及研究基础。 

（2）药理、毒理研究结果。 

（3）前期的临床试验结果。 

（4）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 

3．试验目的的表述 

试验目的的表述应清晰明确，主要围绕受试者、设计方法、

探索性临床试验/确证性临床试验，有效性和安全性指标等表述，

注意突出主要试验目的。如针对一个中药复方制剂，适应症拟定

为 2 型糖尿病（气阴两虚证），试验目的表述为“以糖化血红蛋白

复常率为主要疗效指标，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

临床试验设计，评价受试药物用于治疗 2 型糖尿病（气阴两虚证）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确证性临床试验”。 

（二）临床试验设计方法 

1．临床试验设计的基本原则 

临床试验设计时必须遵循对照、随机和重复的原则，这些原

则是减少临床试验偏倚的基本保障。 

（1）对照 

为了评价一个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必须设立可供比较的对

照。常用的对照有安慰剂对照、阳性药对照、剂量对照等。 

（2）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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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是指参加临床试验的每一个受试者都有相同机会进入

试验组和对照组。随机化有利于避免选择性偏倚，使得受试者进

入试验组或对照组是随机的，从而保证各种影响疗效评价和安全

性评价的因素（已知或未知）在不同组别中分布均衡，保证了不

同组别间的受试者的可比性。 

（3）重复 

重复是指在相同试验条件下独立重复试验的次数，在临床试

验中指各组受试者的数量。足够多的重复可以增加试验的可靠

性，从而正确地反映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样本量的计算方法可

参照本原则中“样本量”的有关要求和相关生物统计学指导原则。 

2．临床试验设计的基本方法 

（1）随机化 

随机化方法通常分为三类：完全随机化、限制性随机化和适

应性随机化。通常用计算机编程来产生随机分组方案。随机分组

方案需有重现性。 

①完全随机化：除了对受试者数量以及各试验组之间受试者

的分配比例有限制外，对随机化序列的产生不加任何限制。 

②限制性随机化：主要包括分层、区组随机，是临床试验中

最常用的方法。分层因素应根据试验目的和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

来确定，如试验中心、疾病亚型等都可作为分层因素考虑。分层

对于组间均衡性是有帮助的，但受试者数过少时，层数不宜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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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将给试验实施和统计带来困难。区组（即分段）随机是按区

组随机地纳入受试者，同一区组内的受试者由于接受治疗的时间

相近，当药物的疗效与季节或时间趋势有关时，有助于增加各组

的可比性。当样本大小、分层因素及区组长度确定后，由生物统

计学专业人员在计算机上使用统计软件产生随机数字表，并据此

得到分组方案。 

③协变量适应性随机化：也称为动态随机化，是依据影响临

床治疗效果的预后因子（协变量）当前在各组的分布情况，调整

分组概率，以控制协变量在各组的平衡。 

无论应用何种随机化方法，均应重视随机隐藏，没有随机隐

藏的随机实施过程不是真正的随机化。 

（2）盲法 

盲法是为了控制试验过程中的各种偏倚，包括评价偏倚、统

计分析时的解释偏倚等。临床试验根据设盲的程度分为开放（非

盲）、单盲、双盲。双盲试验需要试验中所采用的处理方法在用

药前或用药时都无法从感官上识别出来，且在整个试验过程中都

保持盲态。 

如果基于伦理学和可行性的考虑，不适宜采用双盲，则应考

虑单盲试验或开放试验。此类试验需要注意避免由于临床试验参

与人员可能知道受试者的随机化分组情况，而影响进入试验的受

试者分组。同时，在此类试验中由于受试者知晓所接受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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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能从心理上对治疗作出相应的反应，对试验结果产生偏

倚。即使是疗效观测指标属于客观的指标，如生存率、病死率等，

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知晓受试者的治疗措施，则对于受试者死

因的确定，以及死因的诊断等都有可能引起偏倚。所以，采用单

盲或开放试验均应制订相应的控制偏倚的措施，使已知的偏倚达

到最小。 

另外，当受试药物和对照药物的剂型、用法用量不同时，则

采用模拟技术，如双盲双模拟技术，即为受试药物与对照药物各

准备一种安慰剂，以达到试验组与对照组在用药的外观与给药方

法上的一致。 

应在试验方案中说明采用不同设盲方法的理由，以及通过其

他方法使偏倚达到最小的措施。 

盲法试验需要保留盲法操作过程文件的记录，并在临床试验

总结报告中说明，以附件作为药品注册申请文件提交。 

（3）多中心临床试验 

多中心临床试验是指由一个主要研究者总负责，多个临床试

验机构合作，按同一临床试验方案同时进行的临床试验。多中心

试验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招募试验所需的受试者，且受试者范围

广，用药的临床条件广泛，试验的结果对将来的应用更具代表性。 

多中心临床试验要求不同中心的研究者采用相同的试验方

法，所以试验过程要有严格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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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床试验设计的基本类型 

在临床试验设计方案中，统计设计类型的选择是至关重要

的，因为它决定了样本量的估计、研究过程及其质量控制。因此，

应根据试验目的和试验条件的不同，选择不同统计设计方法。 

（1）平行组设计 

平行组设计是指将受试者随机地分配到试验的各组，同时进

行临床试验。平行对照不一定只有试验组和对照组两个组别，可

为受试药物设置多个对照组，受试药物也可按若干剂量分组。对

照组的选择应符合设计方案的要求。本设计的优点是有利于贯彻

随机化的原则，避免非处理因素的影响，增强试验组和对照组的

可比性，控制试验误差和偏性。 

（2）交叉设计 

交叉设计是一种特殊的自身对照设计，将每个受试者随机地

在两个或多个不同试验阶段接受指定的处理（受试药物和对照药

物）。这种设计有利于控制个体间的差异，减少受试者人数。最

简单的交叉设计是 2×2 形式（AB/BA）。每个受试者需经历如下

几个试验过程，即筛选期、第一试验阶段、洗脱期、第二试验阶

段。在两个试验阶段分别观察两种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交叉设

计资料分析时易于混杂延滞效应（前一个试验阶段处理效应对后

一阶段试验的影响）。由于 2×2 交叉设计不能检测延滞效应，使

用该设计需说明如何消除延滞效应，或可采用重复交叉设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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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ABBA/BAAB 设计。每个试验阶段后需安排足够长的洗脱期

（5 至 7 个药物消除半衰期），以消除前一阶段的延滞效应对后

一阶段试验的影响。交叉设计要求每个阶段的病情经恰当的洗脱

后具有可比性，多用于控制病情的药物的临床试验，对于进行性

疾病或有望治愈的疾病不能使用交叉设计。 

（3）析因设计 

析因设计是将试验中涉及的各因素的所有水平进行完全交

叉而形成份组的试验设计，用于检验各因素间是否存在交互作

用，或通过比较找出最佳组合，或比较各因素不同水平的效应大

小。析因设计缺点在于当因素过多或因素的水平数过多时，分组

较多，因此所需要的样本量太多。所以，进行析因设计一般要求

处理因素最好在 4 个以内, 各因素包括的水平数也不宜划分得过

多。 

（4）成组序贯设计 

成组序贯设计是将整个临床试验分成几批，逐批序贯进行，

每一批受试者试验结束后，及时对主要变量（包括有效性和安全

性）进行分析，一旦可以得出结论（无效结论或有效结论）即停

止试验。每一批受试者中试验组与对照组的例数相等或比例相

同，且不宜太少，批次以不大于 5 为宜，以减少多次揭盲带来的

α 消耗。统计学方法必须事先说明关于处理结果和病例所指定的

处理（如破盲）信息的可获得性。该设计的优势在于当受试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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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药物或安全性风险明显高于对照药物

时，可以较早终止临床试验，缩短试验时间，减少受试者的数量

和风险暴露的时间。受试者以序贯的方式分批入组，对临床观察

结果定期进行评估，盲底要求一次产生，分批揭盲和分析。成组

序贯设计是一种方便的进行期中分析的方法。尽管成组序贯设计

不是唯一的可用于期中分析的方法，但它应用得最广泛。成组序

贯的实施要求由申请人设立一个独立的数据安全监查委员会，定

期对研究进展、安全性数据和有效性终点进行评估，向申请人建

议是否继续或停止试验。 

（5）加载设计 

加载设计是联合治疗设计的一种方法，当所研究的疾病已经

有一种标准治疗并且被证实能够降低该病的病死率、复发率等

时，基于伦理学原则，临床试验时一般不宜中断原来的标准治疗，

只能继续保持。如果使用安慰剂的盲法对照设计，则所有受试者

在接受这种标准治疗的基础上，随机给予受试药物和安慰剂治

疗。 

由于加载设计通常是在现有临床标准治疗基础上加上受试

药物或安慰剂，得到的疗效是多种施加因素的结果，必然给受试

药物的疗效确认带来困难。一般在临床试验中仅采用安慰剂对照

难以实施，或仅以标准治疗作阳性对照难以评价，为了保护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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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客观评价药物的真实效应时可考虑加载设计。如果联合用药

方能体现中药新药的临床价值，也可以采用加载试验设计。 

在采用加载设计时，所选择的标准治疗应被公认，疗效指标

要明确和恰当，应能反映出所加载药物的作用。受试者选择应有

可比性，一般筛选出既往使用标准治疗已经取得最大疗效，但未

达到治疗目标，同时病情保持稳定的目标适应症人群作为受试

者。 

在采用加载设计时，应注意标准治疗的标准化和一致性，其

中包括规定允许标准治疗的条件，允许使用药物的种类及其剂

量、方法，使用的时间等。观测指标选择应全面，除了评价受试

者疾病主要疗效指标外，有时一些标准治疗药物的耗用量或使用

频率，某些标准治疗已知不良反应发生的频率或严重程度的改

变，也可能作为评价药物作用的指标。 

当标准治疗所用药物的作用机制与受试药物不同时，加载设

计研究显得更加有效。由于加载设计取得的是一种联合治疗效

果，对受试药物作用的评价要恰如其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加

载试验设计还需证明没有影响或干扰标准治疗的有效性。 

加载设计的缺陷：①由于是多种药物同时使用，容易受到混

杂偏倚的影响。②出现罕见或不常见的不良反应时，往往无法确

定是由哪种药物或两种药物共同造成的，受试者需要承担两种药

物未知的混合作用的风险，解释有时显得较为复杂或困难。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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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治疗本身的疗效过高，由于“天花板”效应导致无法鉴别药物

的疗效。 

加载设计由于存在以上缺陷，故使用时需慎重。 

（6）剂量-效应研究设计    

中药有效成份和有效部位制剂等需进行剂量-效应关系研

究。中药复方制剂一般也应进行剂量-效应关系研究。 

中药新药剂量-效应的探索性临床试验通常在Ⅱ期临床试验

中完成，其研究设计的类型一般有平行量效研究、交叉量效研究、

强制剂量滴定和供选择的剂量滴定等。 

平行量效研究是剂量研究中的常用设计方法。即随机平行的

剂量—效应研究，把受试者随机分为数个有各自固定剂量的组。

固定剂量指最终的或维持的剂量；受试者可开始时即用此剂量，

也可以安全地逐渐滴定到此剂量(通常是通过强制的滴定方案)。

在以上二种情况下，最终剂量应维持足够的时间来进行量效关系

比较研究。 

在平行量效研究中，中药有效成份、中药有效部位的制剂应

设置多个剂量组，通过试验获得剂量-效应曲线，以证明剂量-效

应关系；中药复方制剂除安慰剂组以外至少应有2～3个剂量组。 

在平行量效研究中，即使未设立对照，也可以进行剂量-效

应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选择的多个剂量过大或剂量组间剂

量梯度过小，则有可能导致不能形成量效曲线，无法获得量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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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此情况下，如果试验中设置了安慰剂对照，并且某剂量组

与安慰剂组效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则可以说明药物存在量效关

系。因此，建议在符合伦理的前提下使用安慰剂对照。另外，增

加阳性对照也可以为剂量的确定提供一定的依据。 

一般情况下，剂量-效应关系临床试验要求各剂量组的效应

形成较完整的量效曲线，量效曲线一般采用曲线拟合的方法获

得，拟合的曲线应有统计学意义。一般不要求各剂量组间两两比

较显示出统计学差异。对于中药复方制剂，由于剂量组设置相对

较少，则应采用组间效应两两比较来确定量效关系，最终推荐的

最佳剂量其效应与其他剂量组的效应比较，至少有一个剂量组的

差异应该表现出有统计学意义的趋势。 

一般而言，设置的剂量组越多、剂量梯度越合理，每组所需

的样本量越小，反之所需的样本量则越多。 

此外也可以选择交叉量效研究、强制剂量滴定等试验设计方

法进行剂量-效应研究。 

（三）受试者的选择与退出 

选择合格受试者，是设计和实施临床试验的重要环节。受试

者的选择是根据临床试验目的来决定的，恰当的疾病与中医证候

诊断标准是确保样本同质的关键。尤其是多中心临床试验，为了

选择合适的受试者，试验设计中应确定统一的目标适应症受试者

诊断标准（包括疾病与中医证候）、入选标准、排除标准、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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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试验标准、剔除病例标准等。 

1.受试者选择标准 

（1）诊断标准 

临床试验设计时应根据所确定的适应症，分别列出西医、中

医诊断标准及中医证候辨证标准，并注明诊断标准的来源，如国

际、国内标准，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全国性学术组织制订的诊断

标准和权威性著作标准、行业学会性学术组织制订的诊断标准

等。诊断标准原则上要公认、先进、可行。 

（2）入选标准 

入选标准是指纳入的合格受试者所应具备的条件。临床试验

方案应预先明确受试者入组试验的标准并在实施中严格执行。 

入选标准包括：西医疾病诊断标准，有关病情与病程的分期、

分型、分级的标准或规定；中医疾病与证候诊断标准；相关实验

室指标和治疗情况的具体要求；对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的规定；

对职业、居住地、个人嗜好状况的规定；受试者知情同意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的规定等。临床试验设计时可根据临床试验目的的需

要选择合理的入选标准。 

（3）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是指不应该被纳入试验的各种受试者情况，其目的

在于排除这些情况对于研究结论的影响。一般宜考虑下列内容： 

①同时患有其他可能影响对目标适应症的诊断与疗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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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证候或合并症者。 

②已接受有关治疗，可能影响对有效性、安全性指标评价者。 

③伴有可能影响疗效指标与安全性指标观测、判断的其他生

理或病理状况，如月经期，或有心、脑、肝、肾及造血系统等严

重原发性疾病者。 

④某些可能处于高风险的人群，如孕妇、未成年人、高龄患

者、过敏体质或既往有受试药物或其所含成份的不良反应史者、

病情危笃而有意外事件发生可能者、或疾病的晚期患者。除非是

出于临床试验目的的需要。 

⑤不合作者，如不愿意接受研究措施或因患有精神等疾患不

能合作者。 

⑥其他：如依从性差，或因某种原因不能按期随访者。 

（4）退出试验标准 

分为研究者决定的退出试验和受试者自行退出试验两种情

况。 

研究者决定的退出：是指已经入选的受试者在试验过程中出

现了不宜继续进行试验的情况，研究者决定该病例退出试验。但

研究者决定该病例退出试验时，应依据预先制定的退出试验标准

实施。通常，在一些危重病、可能带来不良后果的疾病的临床试

验中，制定退出试验标准对于保护受试者权益，使其及时获得更

有效的治疗很有必要。在制订退出试验标准时可考虑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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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病情控制情况。在临床试验中，受试者在一定时间内病情

未达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以至于低于现有临床疗效，尽管尚未完

成规定的疗程，但为了保护受试者，研究者可决定让该受试者退

出试验，接受其他有效治疗。该病例应按“无效”病例进行统计。 

②合并症、并发症及特殊生理变化情况。在临床试验期间受

试者发生了某些合并症、并发症或特殊生理变化，以至于不适宜

继续接受试验。 

③受试者依从性情况。根据受试者在受试药物的使用、合并

用药、接受随诊等方面违背临床试验方案的程度作出规定。 

④在双盲的试验中破盲或需要紧急揭盲的情况。 

⑤发生严重不良事件及重要不良事件等，不适宜继续接受试

验的情况。 

受试者自行退出试验：根据知情同意书的规定,受试者有权

中途退出试验；或受试者虽未明确提出退出试验,但不再接受受

试药物及检测而失访，也属于“退出”（ 或称“脱落”）。受试者

自行退出存在多种原因，如自觉疗效不佳，对某些不良反应感到

难以耐受，因故不能继续接受临床试验，经济因素，或未说明原

因等。应尽可能了解其退出的原因，并加以记录。 

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受试者决定退出试验的病例，应尽量追

踪，尤其是因安全性原因退出试验的病例，应继续随访监测和记

录受试者的转归。应保留研究病历和病例报告表，并以其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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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检测结果结转为最终结果，对其疗效和不良反应数据纳入全

数据集分析。 

（5）剔除病例标准 

在分析数据时，不同的数据集应有相应的病例剔除标准。 

如受试者不符合纳入标准而被误纳入试验；或符合排除标准

中任一项者；或虽符合纳入标准而纳入后未曾用药者；或无任何

复诊记录者；或受试者于试验期间违背方案自行换药或加用非规

定范围内治疗用药，特别是合用可能影响对受试药物评价的药

物，影响有效性和安全性判断者，均应考虑列入相应数据集的剔

除标准。对剔除病例的判断需要在盲态审核时认定。 

2.导入期 

有些药物研究需要消除已经服用类似药物的延迟作用和/或

稳定基线水平，因此，应设计导入（清洗、洗脱）期。导入期的

长短取决于试验目的、受试药物和适应症（包括中医证候）等情

况。导入期通常应停用原用药物，可以采用安慰剂导入，以排除

易受安慰剂影响以及依从性差的受试者进入试验。已知半衰期的

药物，通常按5个半衰期确定导入期时间。经导入期后仍然符合

临床试验方案制定的入选标准时，方可开始临床试验。在导入期

若病情不允许停用原用药物，可在使用相对固定的药物和剂量情

况下，待病情相对稳定后，再开始临床试验。此外，有些试验需

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些检测指标控制、或受试者具备良好的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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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习惯后才能进行临床试验，也应设置相应时间的导入期。 

（四）对照的设置 

临床试验中对照的设置常采用安慰剂对照、阳性药物对照。

在剂量研究中也可采用剂量-效应对照。对照可以是平行对照，

也可以是交叉对照。在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中，根据具体的临床试

验目的，同一个临床试验中可以采用一个或多个类型的对照。 

1.安慰剂对照 

安慰剂对照试验适用于以下情况：所研究疾病目前尚无已知

公认有效的治疗方法；自限性疾病；某些慢性病自然病程反复波

动变化，短期不治疗不至于明显影响疾病的预后；某些易受心理

因素影响的疾病，具有精神症状的疾病或精神疾病；疗效判断缺

少明确客观的检测指标；受试者使用常规治疗存在不能忍受的不

良反应，且已证明常规治疗无效或其风险超出预先的估计。 

使用安慰剂对照应符合伦理学要求，不应损害受试者健康和

加重其病情。急危重症不适宜单纯应用安慰剂，可采用加载试验

设计。如果受试药物和安慰剂对人体的固有反应有较大差别而使

得临床试验难以保持盲态，则应采用相应的技术尽量保证试验的

盲态。 

 2.阳性药物对照 

阳性药物原则上应选用有充分临床研究证据，且当前临床普

遍使用的同类药物中疗效较好的已上市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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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阳性药物应该在说明书标明的适应症人群、剂量、给药

途径、给药间隔、给药周期范围内使用，即其说明书适应症应与

药物拟定适应症一致，且阳性药物使用的剂量、给药方案必须是

该药的最优剂量和最优方案。在选择已上市中成药作为阳性药物

对照时，还应考虑药物与阳性药物在功能主治、中医辨证分型上

的可比性；在选择化学药品作为阳性药物对照时，在适应病种上

应具有可比性。 

如果使用阳性药物对照进行等效、非劣效性比较，需注意预

先合理设定等效、非劣效性比较的“界值”，既要符合统计学原则，

也要符合临床医学专业要求。“界值”应是临床上能接受的最大差

别，并应当小于历史上阳性药物与安慰剂的优效性试验所观察到

的差异；确定此差异时要考虑其变异性。对阳性药物对照的等效

性试验，需指定这一“界值”的上限和下限；而对阳性药物对照的

非劣效性试验只需要指定下限。 

（五）样本量 

样本量的估计是临床试验设计的关键点之一。临床试验所需

样本量除应满足法规最低病例数要求（如有）外，还应满足统计

学的要求，以确保对试验目的给予一个可靠的回答。样本的大小

通常依据试验的主要指标（疗效和或安全性终点）来确定，同时

应考虑试验设计类型、比较类型等。 

样本量的确定与主要指标的类型（定量指标或定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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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假设、I 类和Ⅱ类错误率、设计的类型等有关。样本量

的具体计算方法以及计算过程中参数（如总体均数的差值及其变

异、总体率的差值或比值、非劣效界值等）估计及其依据应在临

床试验方案中列出。在确证性临床试验中，样本量的确定主要依

据前期探索性临床试验结果并结合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来保

守估算所需参数，I 类错误率常取单侧 0.025，Ⅱ类错误率应不大

于 0.2，有多个主要指标或多个分组时要考虑是否对 I、Ⅱ类错误

率进行调整。在探索性临床试验中，如需计算样本量，所需参数

的估计值可依据相关研究的结果或研究者的经验预期来估算，而

I 类错误率和Ⅱ类错误率则应根据试验目的进行合理的取定，可

较确证性临床试验的取值适度放宽，但应满足试验目的要求。  

（六）给药方案 

给药方案包括临床试验给药剂量、给药方法、疗程、合并治

疗的规定等。 

1.给药剂量 

给药剂量应根据I期临床试验耐受性及药代动力学试验结

果、既往临床用药经验等进行设计。安全性也是给药剂量设计时

需考虑的重要因素。Ⅱ、Ⅲ期临床试验剂量一般应低于I期的最

高剂量。 

2.给药方法 

给药方法一般根据人体药代动力学试验结果确定，否则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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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立题依据、既往临床用药经验、拟定适应症的特点、预期药物

活性等因素决定，有时也需通过临床试验研究确定。 

3.疗程 

临床试验的疗程是指对目标适应症所规定的药物治疗的持

续时间。 

应根据疾病的发展变化规律和药物临床定位、临床试验目

的、作用特点确定疗程。一般需考虑：疾病的病因、病理、发生、

发展及转归规律；药理毒理研究结果；文献资料及既往临床用药

经验等。 

早期探索性试验中，疗程设计可根据药物预期效应的起效时

间和疗效最佳时间确定，同时还应考虑疾病的演变规律，尤其对

于自愈性疾病，疗程设计须注意自然病程对疗效的影响。 

在确证性试验中，疗程设计还应充分考虑到药物预期在临床

实际使用的情况。 

4.合并治疗的规定 

合并治疗是受试者在临床试验期间因疾病治疗的需要所同

时进行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治疗、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各种

临床常规治疗方法。合并治疗必须预先规定，否则会严重干扰对

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价。在方案设计时对合并治疗应考虑如

下因素： 

（1）在符合伦理学原则的前提下，考虑临床试验目的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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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症特点，尽量避免使用影响受试药物有效性、安全性评价的药

物或治疗方法。 

（2）对合并治疗的规定需符合公认的临床治疗原则。 

（3）如果某些合并用药的使用是因为受试药物无效后的补

救治疗，则应在临床试验设计受试者退出试验标准中预先确定，

并按“无效”病例纳入分析数据集。 

（4）预先规定的合并用药需考虑是否与受试药物具有药物

相互作用。 

（5）需对临床试验期间的所有合并用药进行详细记录，包

括使用原因、使用量、使用频率等。 

（七）基线和均衡性 

基线是指在随机化即刻或之前方案许可的时间窗内受试者

的基础信息，包括临床试验预先设计的主要疗效指标和安全性指

标的初始数据等。获取基线数据主要是为了评价组间的均衡性以

及必要时进一步的分层分析。 

1．基线 

（1）人口统计学指标 

包括出生日期、民族、性别、身高、体重等。 

（2）生命体征 

    包括体温、脉搏、心率、呼吸、血压等。 

（3）体格检查 

包括常规心血管系统及神经系统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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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既往病史：对于所有入组的受试者，都应尽量收集可

能影响主要器官功能的疾病（如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心脏

疾病）的基线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确定所纳入受试者的部分不

良反应是否是由相应疾病导致的。必要时还需收集对疾病有影响

的特定组织系统的病史数据，并在方案中加以描述。 

（5）既往治疗史：应记录受试者的既往治疗史，并保留相

关医学诊疗证据，用以辅助证明受试者符合纳入标准，或作为安

全性判定的依据。 

（6）疾病的诊断、分期、病情程度、病程、发病部位等：

此类基线数据有助于判定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可靠性及受试者所

处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情况等。  

（7）伴随疾病和伴随治疗：如肾脏疾病、糖尿病、高脂血

症等患者的伴随疾病以及伴随治疗情况。 

（8）合并治疗：包括临床试验设计预先规定可使用的合并

治疗方法、临床试验过程中非预先规定的合并治疗方法，如降糖

药物试验中高血压病患者基线时使用的降压药物的用法、用量

等。 

（9）试验有效性、安全性评价关键指标的基线数据：如主

要疗效指标所涉及的疾病症状、体征、量表以及重要的实验室检

查值等。 

（10）可能影响有效性、安全性评价的其他因素：如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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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等；女性受试者还应获得月经状况和末次月经周期等基线数

据。 

2．基线值的取得 

基线值的取得通常是在随机化之前进行。基线值的取得需

注意如下因素。 

（1）由于大多数临床试验是在已经过治疗的受试者中进行，

因此，临床试验纳入的受试者需设置导入（清洗、洗脱）期，以

排除既往药物的延迟作用。 

（2）目标适应症人群经生活方式干预（如饮食、运动等）

仍未改善者，如高脂血症，则应在方案中详细规定基线值的确定

方法（包括检测时点，检测次数等）。 

（3）有些试验的基线值可能是不同时点测量值的均值，以

减少不同时间点基线值的变异性，保证药物治疗前和治疗后疾病

状态的稳定性。对此应进行预先的明确规定，特别是有效性和安

全性评价的关键指标的基线值测量要求应在临床试验方案中作

出明确规定，必要时应制定相应的标准操作规程（SOP）。 

3．基线数据的分析与均衡 

从理论上讲，大样本时通过随机分组的受试者组间基线是均

衡的。但是由于临床试验往往受样本量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对

基线作统计描述和比较是必要的。 

基线数据反映受试者在纳入临床试验最初的疾病情况，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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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的基准参考值。通过基线数据的统计学

描述，可以判断所纳入的目标适应症人群是否符合临床试验的纳

入、排除标准，是否代表目标适应症人群等。 

基线数据均衡性分析的目的是检查试验组和对照组非处理

因素是否一致，如果这种不一致有利于药物的疗效评价应引起重

视，应仔细说明这种不一致是否导致 I 类错误增加。应在临床试

验设计时预先设定均衡性检验的统计方法。需注意的是，如涉及

有效性、安全性评价的关键基线数据出现不均衡，应采用适当的

统计学方法（如分层分析或引入协变量分析模型等）进行敏感性

分析。如果试验结论对不均衡的基线变量敏感，将会导致试验结

果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基线的不一致性将损失试验的检定灵敏

度。对于已知的影响疗效的基线变量，可采用分层随机或动态随

机化的方法进行组间均衡。 

（八）有效性指标观测与评价 

有效性指标又称为疗效指标，是反映药物作用于受试者所表

现出的有效性的主要观测与评价工具。主要包括疗效观测指标和

以疗效观测指标为基础用于药物疗效比较的评价指标（即疗效评

价标准）。 

1．疗效观测指标 

疗效观测指标是用于评价药物有效性的主要观察和测量工

具，可以是疾病临床终点（如死亡、残疾、功能丧失）、影响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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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进程的重要临床事件（如心肌梗死、脑卒中的发生），也可以

是反映患者社会参与能力（残障）、生存能力（残疾）、临床症状

和/或体征、心理状态等内容的相关量表或其他形式的定量、半

定量或定性的指标；也可以是通过某些医疗仪器和设备测量手段

获得的数据或检查结果，主要包括影像学、病理、生化等指标（如

病理检查结果、细菌培养、血脂、血压等）。 

临床结局指标是指能够反映患者的主观感觉、功能变化的特

征性指标以及疾病的终点（如死亡、残疾、功能丧失）和某些重

要的临床事件（如骨折）等指标。临床结局指标能直接评价药物

真实的效应，如症状缓解率、疾病病死率或者临床严重事件发生

率等。但由于某些疾病临床结局指标的评价往往需要的时间长、

样本量大、研究成本高，有时还存在伦理学风险，导致临床结局

指标观测存在困难或不合理。因此，常以易于观察和测量的疗效

指标以替代临床结局指标评价药物的有效性。 

替代指标是指能够替代临床结局指标、反映和预测临床结局

指标变化的指标。替代指标应该是根据流行病学、治疗学、病理

生理学或其他科学的证据，能够合理预测临床受益或者对临床结

局指标存在疗效的指标。如血压、低密度脂蛋白作为替代指标可

以预测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替代指标

可以降低药物研发成本和试验难度，但不是真正的临床结局指

标，且能够广泛使用的替代指标并不多。替代指标可能因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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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而导致试验失败，因此，选择替代指标需要特别谨慎。有的

替代指标即使已经被同类药物治疗某一疾病的临床试验验证过，

但用于另一个同类适应症的中药新药仍然可能存在风险。 

2．主要疗效指标和次要疗效指标 

在一项临床试验设计中，疗效指标应分为主要疗效指标（主

要终点）和次要疗效指标（次要终点）。 

（1）主要疗效指标 

主要疗效指标是反映临床试验主要目的的指标。 

在确证性临床试验中，反映药物有效性的主要疗效指标一般

应该是该目标适应症的临床结局指标或公认的替代指标。 

主要疗效指标的选择需注意：①主要疗效指标不能随意确

定，应该与药物拟定的目标适应症、临床定位和临床试验目的相

一致；②主要疗效指标不宜太多，通常只有一个。但有些适应症

应选择多个不同维度、相关性较低的主要疗效指标，并应考虑对

I 类错误进行控制；③主要疗效指标应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并

被广泛采用、容易理解；④主要疗效指标应该符合当前国内外相

应适应症领域的共识。 

（2）次要疗效指标 

次要疗效指标是指与临床试验主要目的相关的重要支持性

疗效指标，或与次要目的相关的疗效指标。次要疗效指标可以是

多个。次要疗效指标可以为疗效确定提供支持，但不能作为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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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性依据。如与主要疗效指标相关性较强的次要疗效指标应当

与主要疗效指标之间显示相应的逻辑关系。 

（3）疗效评价 

药物的临床有效性通过疗效观测指标来记录,疗效评价可以

是某一疗效观测指标的直接测量结果，更多的是在直接测量结果

基础上转化而来的、特定的评价指标来评价。因此，无论是主要

疗效指标还是次要疗效指标的确定，除了需要确定疗效观测指标

外，更重要的是根据临床试验目的，以疗效观测指标为基础确定

疗效评价指标。同一疗效观测指标，可以转化出多种疗效评价指

标，不同的疗效评价指标在药物有效性确定中的作用不同，如某

一适应症的评价量表，以治疗前后的减分值为主要疗效指标，而

以 50%的减分率为次要疗效指标。在临床试验方案中必须预先明

确设定并说明哪种疗效指标为主要疗效指标，哪种为次要疗效指

标，不能在试验开始后对主要疗效指标进行期中调整，更不能在

临床试验结束后再行调整。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某些药物的有效性评价中，为了可直

观地比较临床疗效，有时把连续的计量疗效观测指标转化为分类

指标，常见的是根据某一标准（截断点）转化成二分类，如“有

效”、“无效”两类。如对一个连续计量疗效指标以最低改善百分

率等于或超过某一阈值(如“痊愈”或“临床控制”)患者的比例作为

疗效评价指标，这种疗效评价指标同样也应在临床试验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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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先作出明确的规定。 

一般不主张将定量指标简单地转化为多分类等级指标。因为

这种转化缺乏足够科学性的基础；更不能事后随意划分截断点

（如计算痊愈率、愈显率、有效率、总有效率等）进行组间比较，

以免导致 I 类错误率无法控制。 

3．中医证候 

中医证候的诊断与评价可以采用量表的方法，即根据某一中

医证候相关的症状体征轻重及对中医证候属性确定的贡献度进

行赋分。 

中医证候量表一般分为中医证候诊断用量表和中医证候评

价用量表，中医证候诊断用量表和中医证候评价用量表应该分别

制定，一般不能用中医证候诊断用量表甚至简单的诊断标准直接

作为中医证候评价用量表。 

评价中医证候变化的中医证候评价用量表应该是能够反映

证候动态变化性特征的指标为主构成。 

如果缺乏信度、效度评价的中医证候评价用量表，中医证候

疗效可以采用减分率（最好采用消失率/复常率）按二分类资料

进行统计比较分析，减分率建议根据适应症临床实际治疗情况预

先设定具有临床价值的界值。 

4．疗效指标观察和测量关注点 

不同的疗效指标观察和测量的方法不同，同一疗效指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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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评价方法也可以有不同的观察和测量方法，因此在临床

试验设计时，除了需要预先确定疗效指标外，还应该详细规定其

观察和测量的具体方法，并注意测量环境、测量方法、测量质量

的要求和控制等。 

对稳定性较好的疗效指标，如重要临床事件的发生率等看似

简单指标，也应该制定符合国内外共识的具体观测和判断的详细

标准（如判断骨折愈合的标准等）。对于主观性较强或容易变异

的疗效指标，有时需要在观测时间窗内（包括基线）多次测量，

并规定用于疗效评价的测量值的取值要求。应该制定相应的标准

化操作规范或指南。 

对于量表的使用应制定相关的使用指南和标准、存在争议时

的处理方法等。 

5．疗效指标观测时点的设置 

疗效指标的访视点一般包括基线访视点、中间访视点、试验

结束访视点、随访期的访视点等。 

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试验目的、不同的疗效观测指标，其访

视点的设计要求不同。 

以发作性疾病的评价为例，评价控制急性发作和评价减少发

作频率，其临床访视点的设置完全不同。如评价偏头痛急性发作

的止痛效果，一般以开始用药后 2 小时内头痛及其伴随症状的缓

解率作为主要疗效指标，其访视点设置应该设计为 2 小时。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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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偏头痛减少发作频率的观察，多以观察一个月内偏头痛发作

频率的变化为主，其访视点设置应该为一个月。 

如果是评价患者一段时间内的疾病变化情况，如用匹斯堡睡

眠量表评价近一个月的睡眠情况，则疗效指标访视点的设置也应

以月为单位，并且基线取值也应是治疗前一个月的病情变化平均

取值。此时为获得可靠的基线取值需要较长的导入期；而用于确

定药物疗效的最终访视点一般不能少于几个观察时间单位，否则

难以获得药物治疗后稳定可靠的疗效。 

有些疗效指标的变化有其固定的生理周期和规律，如糖化血

红蛋白的变化周期一般为 120 天左右，在选该类疗效指标进行观

察时，应该以其变化周期为基础设置访视点，访视点的设置间隔

也应与其变化周期基本一致。 

以观察症状体征消失时间等为疗效指标时，其疗效指标访视

点应该根据疾病的发病特点，在预计症状体征消失开始到结束，

设置较为密集的访视点。 

当某些疾病的疗程与临床试验周期不一致时，其主要疗效指

标的最终访视点应为临床试验周期规定的末次访视点。 

如果主要疗效指标是疾病的终点（如死亡、残疾、功能丧失）

和某些重要的临床事件（如心血管事件、骨折发生），其最终访

视点一般应该设置足够长。 

对自限性疾病或可自行缓解的发作性疾病急性发作期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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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控制治疗为主要目的的临床试验，其主要疗效观测指标的访视

点一般不宜超过疾病的自然缓解病程。如果还需要观察疾病是否

出现并发症、病情复燃或疾病复发情况，应设置合理的随访期的

访视点。 

   （九）安全性指标观测与评价 

上市前安全性研究的目的是识别安全信号，评估安全风

险，为药物风险/受益评估提供安全性数据，为上市后确定风险

控制和风险最小化提供依据和方法。 

中药新药在临床试验前，需依据处方组成、既往临床经

验、纳入目标适应症人群特点、药理毒理研究结果，进行安全

性方面的临床试验设计与实施。安全性研究还应充分重视早期

临床试验所发现的问题，在后续的临床试验（特别是确证性临床

试验）中及时补充和完善有针对性的、敏感的安全性观测指标。 

需要指出的是，安全性指标不仅是指实验室检查指标，还

应当包括所有的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 

用于长期治疗不危及生命疾病的药物（如连续治疗 6 个月或

以上，或间断治疗的累计时间大于 6 个月），暴露 6 个月的受试

者需要 300～600 名，暴露 1 年的受试者需要 100 名。 

1． 必须观察的安全性指标 

（1）所有发生的不良事件（包括症状、体征等）。 

（2）一般体格检查（身高、体重、体温、血压、心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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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等）、重要体征检查（如神经系统等其他特殊的临床检查等）。 

（3）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检查。 

肝功能相关检测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当TBil

增高时，应追查直接和间接胆红素），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γ-谷氨酰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 

肾功能相关检测指标：尿常规及尿沉渣镜检，微量白蛋白尿

（推荐使用即刻尿白蛋白与尿肌酐的比值，UACR），血清肌酐

（Scr）和/或 eGFR（推荐使用简化 MDRD 公式或 CKD-EPI 公

式），尿 N-乙酰-β-D 氨基葡萄糖苷酶（尿 NAG 酶）。 

心脏功能相关检测指标：十二导联心电图（需常规观察

ST-T 改变、病理性 Q 波、各种心律失常、QT/QTc 间期）。 

2．视情况增加的安全性指标 

除上述必须观察的安全性指标外，还应根据药物具体情况和

目标适应症及纳入人群等特点，合理增加相关安全性指标，常见

考虑如下： 

（1）增加大便常规和/或大便潜血： 

如受试药物可能导致消化道出血或炎症，或可能对出凝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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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潜在影响的。 

（2）根据处方药味及相关成份： 

如处方中含有马钱子，应增加神经毒性等相关检查指标。 

（3）根据目标适应症及纳入人群特点： 

如妊娠期、哺乳期妇女用药，应增加全面的子代安全性考察

内容等；更年期综合征药物，应监测相关激素水平，还应观察对

乳腺、子宫内膜、卵巢的影响。 

（4）由于药物药理作用可能导致的安全性影响： 

如具有峻下逐水作用的药物需进行电解质等相关指标的检

查。 

（5）根据既往/前期临床应用经验： 

既往或前期临床应用或研究中出现异常或可疑的不良反应，

应增加相应的安全性指标。如前期临床应用/研究中出现可疑的

皮肤紫癜，应增加相应的皮肤、黏膜观察并加强对血小板及出凝

血指标的监测并增加检测时点等。 

（6）根据非临床安全性研究结果： 

如非临床安全性研究结果提示可能对血糖指标产生影响，需

增加糖代谢等相关指标。 

（7）由于证候转化可能导致的安全性问题： 

如具有补益肾阳作用药物的长疗程使用可能引起补阳太过

耗伤阴津导致虚火上炎的，应增加相应不良反应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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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给药途径和剂型的特点： 

如注射剂、眼用制剂、外用制剂等均应增加相应的与有关给

药途径有关的安全性观测指标。 

（9）联合用药且有安全性风险的或可能存在药物相互作用

的，应增加相应的安全性指标。 

（10）药理毒理研究提示对心脏可能有潜在毒性的、处方含

已知具有潜在心脏毒性的、早期临床试验观察到药物可能对心脏

有潜在毒性的，需增加心脏肌钙蛋白 I 或 T（cTnI 或 cTnT），

脑钠肽(BNP)或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及超声心动图

检查。 

（11）药理毒理研究提示有肾毒性或处方中含有肾毒性报道

的药物，早期临床试验观察到药物可能对肾脏有潜在毒性的，需

增加血清胱抑素 C( Cystatin C)、eGFR。 

（12）临床试验期间视情况需增加的安全性指标： 

当肝功能检查发现 TBil 增高时，应追查直接和间接胆红素；

当肾功能检查发现尿常规检查尿蛋白阳性、且 1～2 周后复查仍

为阳性者，增加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检查。尿沉渣镜检发现血尿、

且 48 小时后复查仍有血尿者，增加尿红细胞位相检查。连续 2

次尿 NAG 酶升高 2 倍及以上者，增加其他肾小管功能检查指标

如尿 α1微球蛋白（尿 α1-MG）、尿 β2微球蛋白（尿 β2-MG）、尿

视黄醇结合蛋白（RB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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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性研究设计与实施要点 

（1）安全性观察与检测方法的质量控制 

应重视安全性指标观察与检测方法的标准化和一致性。在

多中心试验中，应建立各实验室检测标准化的方法，以保证各

实验室检测结果评价的一致性，并预先明确实验室指标的正常值

范围。对一些关键而重要的指标，需采用中心实验室检测。需

要第三方评价的安全性检测指标（如 ECG、CT 等）应预先规定

评价方法和质量控制的具体要求。 

某些易受饮食及生活方式影响的观测指标，应预先明确受

试者相关饮食禁忌（如不宜高蛋白/高脂/高糖饮食，不宜饮酒/

茶/咖啡）及生活方式（如不宜剧烈运动，避免劳累）等。 

应针对参与安全性研究的人员（研究者、实验室检测人员

等）制定相关 SOP，以保证临床试验期间异常值的及时预警和有

效处理。 

（2）安全性指标检测时点的设置 

安全性指标检测时点（包括时间窗）的设置需符合疾病发

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相关指标变化规律及药物的特点等因素。 

对于大于或等于 6 个月的长疗程药物，常规安全性指标检

测间隔时间一般不应大于 3 个月，如为中药有效成份和有效部

位制剂，常规安全性指标检测时间不应大于 1 个月。当存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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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风险或前期临床试验已出现安全性风险信号的情况下，应

及时增加检测时点。 

心、肝、肾脏相关安全性指标检测时点具体要求详见本指

导原则心脏、肝脏、肾脏安全性评价要求。 

（3）实验室检测指标异常值的复查及随访 

应预先制定临床试验期间或临床试验结束后实验室检测结

果出现异常值的复查、随访要求，保证及时预警和采取相应措

施，直到实验室检测指标恢复正常或稳定（如果不能期待完全恢

复正常）。应在研究病历和病例报告表中完整记录处理过程、随

访数据及转归，附上相关检查报告单。 

对于因此退出研究的受试者，也应密切随访，记录转归及

相关数据。   

（4）严重不良事件或重要不良事件的处理及评价 

应预先规定出现严重不良事件或研究者认为重要不良事件

的处理措施。建议预先规定医学专业的分析和评价要求。 

（5）不良事件严重程度的确定 

应使用公认的标准。尤其需要比较试验组和对照组不良事

件的发生率时，应在临床试验方案中预先规定。 

（6）规范记录合并治疗 

及时、完整、规范地记录合并治疗方法，有助于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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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实验室检测异常值）与药物因果关系的分析和判断。 

如有合并用药，每一种合并用药记录应至少包括用药原

因、用药开始日期、药物名称、剂量、用药次数、用药结束时

间、用药结果。 

4．不良事件术语及标准化 

对不良事件表述相似字面术语的不正确、不一致的编码，

以及对无关字面术语的不恰当的“类聚”，会扭曲安全性信号。

只有预先规定并采用统一的、正确的标准术语，对不良事件进

行始终如一和准确的表述，才能使发现安全性信号的机会最大

化。 

建议在一个中药新药的整个临床试验中采用统一、标准的

不良反应编码惯例或字典（如 MedDRA 等）。临床试验前预先

选择一种公认的标准字典，并形成相应的数据库，数据管理应

建立标准流程，且应适时更新字典并保证医学和药物编码在不

同版本字典之间的一致性。临床试验使用的字典版本应储存在

数据库里。中医药领域特有的不良事件需按相关程序和要求及

时补充纳入所采用的字典。 

如果预先没有使用统一的不良事件编码，在分析和总结不

良事件时，既要澄清研究者开始使用的术语，也要对有关不良

事件进行归类（ 相关不良事件可能代表同一现象），以保证明

确真正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研究者开始使用的和后来经改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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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均应说明。 

5．安全性数据集的构成 

（1）安全性数据集的定义 

只要使用过一次药物的受试者均应列入安全性数据集。 

应对退出/脱落病例的原因进行查实和确认，包括认为缺乏

疗效、失访、撤除知情同意书或者其他原因等，应尽量查明导致

脱落或退出的各种具体的原因，不能简单记录含糊解释，如“撤

除知情同意”“失访”“未回访”等，还应尽可能地全面收集其

退出时的安全性数据。 

应鼓励退出的受试者说明原因并提供有关信息，尤其需要关

注是否为安全性问题。 

有些受试者退出原因为实验室数值异常、轻微的症状或体征

变化等，虽然尚未达到规定的不良事件程度，也应收集其信息。 

（2）安全性数据的汇总 

在临床试验安全性数据中，任何实验室参数变化及生命体

征、体格检查异常都可能提示药物的潜在毒性或风险。因此，在

临床试验总结报告中应对受试药物和对照药物（包括安慰剂）的

所有不良事件进行详细的描述和报告，包括临床症状、生命体征

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异常改变等。 

对不良事件的汇总应包括以下内容： 



—— 58 — 
 

通过表格和图形方式汇总所有不良事件；对每例不良事件

逐例表述；严重或重要的不良事件还应逐例进行详细报告和分

析。 

如果数据较多，还应按归类 （如血液学、肝功能、ECG等）

分为多个表格。同一个指标，可设计多个表格，从不同角度进

行分析和比较。表格应根据中心和组别分组，还应根据是否与

药物有关来区分。应明确受试药物及对照药物的组别。 

①不良事件 

每例不良事件的表述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 受试者编号，中心编号 

• 年龄、性别 

• 不良事件表现 

• 不良事件发生时间 

• 不良事件发生的时间与最近 1 次给药之间的间隔时间 

• 严重程度（轻、中、重度） 

• 危及生命性（危重的或非危重的）  

• 不良事件持续时间/发生频次 

• 处理措施（无，减量，停止治疗，其他特殊治疗，如药 

物名称、剂量、次数等）  

• 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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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治疗情况 

• 因果关系判定（如何判断应在表中或其他地方说明）  

②严重不良事件和重要不良事件 

针对严重不良事件和研究者认为需要报告的重要不良事件

应逐例进行汇总，并在临床试验总结报告附件中提供原始门诊

病历或住院病历资料。在按照不良事件汇总基础上，还应包含

如下内容： 

• 既往病史 

• 和不良事件有关的联合用药的起始日期 

• 有关的体格检查结果 

• 有关的检查结果（如实验室、ECG、病理检查结果

等） 

• 接受过的治疗 

• 再次用药结果（如有） 

• 结局和随访信息 

• 诊断结论（附专家讨论会，会诊记录等） 

③涉及肝损伤相关不良事件：根据肝损伤病例报告表的要

求汇总，详见肝脏安全性评价要求部分。 

6.安全性数据的分析 

对安全性数据分析应从三个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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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根据确定暴露的程度（剂量、用药时间、样本

量），以决定可在多大程度上评价安全性。 

其次，应针对常见的不良事件、实验室检查指标的异常进

行确认并判断与药物的相关性，进行合理的分类，在试验组、

对照组（和/或安慰剂组）以不良事件或不良反应发生率之间进

行比较和分析。 

最后，针对严重不良事件及重要不良事件、退出试验病例

及死亡病例的分析，以发现危重的不良反应和其他重要不良反

应。 

（1）药物暴露的程度 

通常包括药物暴露的样本量、暴露持续时间和暴露的剂量。 

暴露持续时间：以药物使用时间的平均数或中位数来表

示。 

暴露剂量：以药物剂量的中位数或平均数来表示，也可以

表示为每日平均剂量下有多少受试者数，或常规剂量、最大剂

量下有一定暴露时间的受试者数量。 

暴露持续时间和暴露剂量也可以根据年龄、性别以及疾病

的严重程度等分层表示。 

（2）不良事件的描述和分析 

描述所发生的不良事件最简单的表达方法是粗率(cr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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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粗率是根据发生不良事件的患者数除以接受药物治疗的

患者总数。 

对每一例不良事件应按轻、中、重度程度归类，并根据身

体系统进行归类。应进行组间比较，统计每组出现不良事件的

受试者例数及发生率，结合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采用公认的毒

性分级标准）及因果判断分类进行。 

对每项实验室指标检查值及生命体征、体格检查指标应进

行统计学描述。并提供试验前正常/试验后异常、试验前异常/试

验后异常加重等的汇总情况。 

临床试验出现的所有不良事件均需进行与药物相关性的分

析，明确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尚不能排除与药物相关的不良

事件。 

（3）严重不良事件、重要不良事件的描述和分析 

对严重不良事件和研究者认为的重要不良事件需进行逐例

分析，以确定/排除是否属于药物严重或重要的不良反应。 

应明确严重不良事件、重要不良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导致严重不良事件、重要不良事件发生的临床过程及与治疗的

相关性，如剂量、药物浓度、合并用药、受试者其他情况等（如

既往疾病史、既往治疗史），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明确与药物的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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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退出试验病例及死亡病例的分析 

对因不良事件（不管是否与药物有关）而退出试验或已死亡

的受试者进行分析，以发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和其他重要的不良

反应。 

（5）识别和评估风险因素 

通过临床试验安全性数据的汇总，对不良反应/不良事件的

表现和发生规律进行分析，如时间依赖性、人口统计学因素

（如年龄、性别、种族等）、与剂量、药物浓度和给药方式的

相关性、基础疾病情况（如肾功能异常）等，寻找可能影响不

良反应/不良事件发生频率的因素，明确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

应及尚不能排除与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以评估药物安全性风

险发生的原因（高风险因素和高风险发生人群）。 

在安全性评价中，还需根据临床试验所有安全性数据，提

出相应的风险控制/风险最小化的方法，为药物的风险/受益评

估提供依据。通常风险控制/风险最小化的方法包括在拟定的

说明书中描述药品安全、有效使用的条件，需关注的临床相关

信息等，以尽量减少药物上市后临床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

险。 

（6）安全性数据报告分析与评价重点 

应对各期临床试验过程中出现的全部不良事件、严重不良

事件、重要不良事件进行合理的因果判断，以不良反应类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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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等作为临床安全性评价的基础，根据不良反应类型和发

生率评价药物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 

在安全性评价中主要关注安全性数据是否完整充分有无遗

漏，发生的风险是否与对照组进行了合理的比较，是否包括少

见的、严重的及与剂量相关的不良反应，是否存在同类药物的

安全性问题等。 

7.不良事件与药物因果关系的判定方法 

国际上有多种方法判断药物不良事件/不良反应的因果关

系，分析其关联性。对于药物上市前临床试验不良事件/不良反

应的因果关系，建议依据以下五个原则分析判定： 

（1）开始用药的时间与不良事件/不良反应出现的时间有无

合理的先后关系； 

（2）可疑ADR是否符合该药品已知ADR类型； 

（3）所怀疑的ADR是否可以用患者的病理情况、合并用药、

合并治疗方法或曾用治疗方法来解释；  

（4）停药或降低剂量可疑的ADR是否减轻或消失； 

（5）再次使用可疑药品后是否再次出现同样反应。 

关联性评价：依据以上五条原则将关联性评价分为“肯定”

“很可能”“可能”“可疑”“无关”5 级。 

其中将“肯定”“很可能”“可能”“可疑”情况合计作

为不良反应发生率计算时的分子，分母则为用于评价安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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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受试者例数。 

值得注意的是，不良事件与药物相关性的判定为研究者个

体判断的结果。当主要研究者在进行临床试验总结汇总安全性

数据时，还需根据处方组成、非临床安全性研究结果、不良事

件发生的频次、严重程度、趋势，对照组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等进行整体判定。 

（十）随访 

随访是指临床试验观察周期结束后，继续对受试者进行追踪

访视至终点。一项临床试验是否需要设定随访要求，应根据药物

作用特点、适应症特点和试验目的确定。 

根据药物的不同作用特点和试验目的，随访内容包括远期疗

效、疗效的稳定性、控制疾病复发作用、生存率及生存时间、迟

发或蓄积的不良反应和其他安全性指标等。随访的期限与次数、

间隔时间，均应根据研究疾病的自然史和对随访终点的要求等而

制定。 

随访可以针对进入试验的所有受试者，也可以合理选择部分

病例。如随访目的是观察疗效的稳定性及疾病复发情况，可对临

床疗效为痊愈、显效、有效的病例进行随访。 

1．随访要求 

（1）临床试验方案应对随访计划及其相应观察指标进行预

先规定，研究病历和病例报告表中应有随访内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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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访应尽量在盲态下进行，以避免偏倚。 

（3）按照试验方案中的随访要求观察需要的临床结局。 

（4）根据试验目的，确定随访人群范围。 

（5）尽量采用客观的随访检测指标。 

2．随访指标 

根据随访目的选择相关的随访指标，通常有以下项目： 

（1）远期疗效； 

（2）疾病复发情况； 

（3）安全性观测指标，如发生不良事件时，应随访至完全

正常或稳定（医学上认为可以停止观察）为止； 

（4）临床症状和客观指标变化情况，如体检、X线照片、

ECG和实验室其他检查等； 

（5）死亡和死亡原因； 

（6）生存质量（在临床试验中特指与疾病相关的生存质量）。 

3．随访结果的评价 

评价随访结果的指标有治愈率、缓解率、复发率、病死率、

生存（存活）率等，应根据临床试验目的合理选择。 

临床试验及随访期间出现不良事件者，应评价不良事件的转

归及分析原因，并纳入安全性数据集分析。 

随访期间受试者病情、使用药物情况发生变化，应客观报告

随访结果，并作出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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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试验的中止 

试验中止是指整个临床试验尚未按照试验方案完成即中途

停止。试验中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受试者权益，保证试验质

量，并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临床试验的中止原因通常有以下方面： 

1．试验中发生严重安全性问题，研究者认为受试者的安全

性可能受到损害时； 

2．试验中发现药物治疗效果太差甚至无效，不具有临床价

值； 

3．在试验中发现临床试验方案有重大失误，或在实施中发

生了重要偏差，难以评价药物疗效和/或安全性；  

4．申请人提出中止（如经费原因、管理原因等）； 

5．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求中止。 

    八、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质量控制 

良好的质量控制是保障临床试验获得可评价的有效性、安全

性数据的必要条件。对可能影响临床试验质量的问题，应在临床

试验方案设计时预先考虑，并在临床试验实施前采取相关措施。

需要注意在早期试验中发现的影响临床试验质量的问题，如研究

者评价的一致性、不同实验室检测指标一致性等，应在确证性临

床试验之前进行归纳，并在设计和实施中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

临床试验的质量。相应措施应在各期临床试验方案和相关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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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规定和说明，实施过程的相关文件也应保存。 

需关注的影响质量控制的常见因素如下： 

（一）主观症状评价或量表应用的质量控制 

在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中，采用与疾病相关的症状、体征或量

表是有效性研究的重要部分。常见的问题是不同研究者评价的一

致性差，尤其作为主要疗效指标时，将影响对有效性的客观评价。

在设计临床试验方案时，应采用信度、效度和反应度良好的量表

和/或行业公认的症状量化标准。在使用症状、体征或量表评价

有效性时，要重视对研究者评价一致性的质量控制，尤其是在多

中心试验时，在临床试验实施前应对所有研究者进行统一培训，

并应通过一致性检测。如应用某些特殊量表（如精神适应症领

域），应请具有资质的研究者进行，或培训研究者取得资质，以

保证研究者对量表使用的质量。在早期探索性临床试验中即应重

视和关注研究者对量表及症状等评价的一致性，以确保进入确证

性临床试验前研究者对量表及症状等所采集的临床试验数据具

有可评价性。 

（二）实验室检测指标的质量控制 

参与临床试验的医疗机构临床检验实验室应当建立质量管

理标准和标准操作规范，以保证检测、诊断数据及结果的准确可

靠。鼓励采用通过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的室间质量控制评价或通

过 ISO 15189 认证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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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注多中心试验的各实验室对主要诊断指标或疗效指

标一致性的质量控制。如多中心实验室检测设备、主要检测指标

参考值范围不同，由于系统偏倚导致不同中心的检查结果难以合

并统计分析，将影响对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准确评价。 

如实验室检测指标为有效性或安全性评价的关键指标，或特

殊的检查指标及变异性较大的指标，不同中心的实验室检查结果

受检测仪器、检测条件及检查人员的影响较大，建议采用国内外

权威机构认证的中心实验室一个批次检测。中心实验室需要制定

严格的样本采集、储存、配送的 SOP，以保证样本采集和运送的

质量和安全性。确证性临床试验有效性、安全性关键指标生物样

本的保留需符合相关要求。 

若未使用中心实验室，由于设备、分析者和参考值范围的不

同，不同的研究中心可能获得不同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此时需要

采取措施取得一致性的数值，如进行检验方法统一培训和一致性

测定，这对于以实验室指标作为主要指标时尤为重要。否则，有

可能由于系统偏倚导致不同研究中心的实验室检查结果难以合

并，从而影响对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准确的评价。 

（三）非实验室检查指标的质量控制 

对于非实验室检查指标，如血压检查、心电图运动平板试验、

X 线检查、B 超、CT、MRI 等，应选择公认的、质量可控的测

量方法和测量仪器，对检查过程要制定规范的 SOP，以保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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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不同人员检查测量结果的一致性。为此，需要明确对测定

仪器的要求和对测量人员的技术培训要求，并在临床试验方案

中，预先规定公认的、合理的技术要求、规范和标准。如测量原

发性骨质疏松症的骨密度，应预先规定骨密度仪精确性误差测量

规范。如果检查指标为疗效和/或安全性的关键内容，建议采取

盲法评价和/或第三方评价。 

（四）受试者选择及疗效评价的质量控制 

在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中，由于症状、体征或量表等主观指标

较多，更应该重视通过合理的试验设计控制主观性偏倚。主观性

偏倚是指临床试验中由于受试者和研究者对药物、治疗措施先入

为主的信赖或怀疑所造成的偏倚。这是干扰药物临床试验的重要

因素之一。 

随机化和盲法是控制受试者选择偏倚和疗效评价偏倚的主

要措施。研究者应当遵循试验方案的随机化程序，按其要求顺序

进行随机化分配，保证随机化方法不被破坏。应注意盲法切实可

靠的实施。由于中药安慰剂制作存在实际困难，故应加强安慰剂

的研究，避免因安慰剂制作质量的问题，导致临床试验实施中可

能破盲。 

（五）临床试验原始数据采集的质量控制 

通过临床试验原始数据的完整采集记录，可以了解影响临床试

验质量控制的相关因素也有助于解释临床试验数据中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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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线数据的获得：临床试验的基线筛选方法可以保证纳

入符合要求的受试者，应保留相关筛选记录，如纳入标准要求以

初次诊断经过生活方式干预后的目标适应症人群，则应保留生活

方式干预的记录和筛选过程相关的检查记录。 

2．纳入目标适应症人群的证据：在临床试验中应保留证明

所纳入目标适应症人群特征的原始记录，如病史、病程、既往用

药情况，重要的疾病诊断依据（如 CT、B 超、ECG、冠脉造影、

病理报告等）。通过研究病历的设计，提醒研究者收集和整理重

要的纳入目标适应症人群信息，以确保所纳入目标适应症人群符

合设计的要求。 

3．缺失数据的追踪：临床试验数据可能因为患者拒绝继续

参与试验、不良事件的发生、患者失访等原因导致数据缺失。过

多的缺失数据既影响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价、影响试验组与对照

组之间的可比性，也影响所纳入目标适应症人群特征的代表性。

因此，临床试验应预先制定相关措施，以尽量避免数据缺失，尽

量追踪和记录所有临床试验数据的信息。 

4．合并治疗的记录：在临床试验实施过程中，除预先规定

的合并治疗方案外，有时难以避免使用了规定外的治疗，均应如

实详细记录，并客观评估其对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影响。 

九、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用安慰剂研制的要求 

申请人应对临床试验用安慰剂的质量负责，并应保留临床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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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用受试药物、阳性药物、安慰剂的样品。 

安慰剂制备应符合如下要求： 

1．安慰剂应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不会产生明显不良

反应（与受试药物相同的药用辅料产生的轻微不良反应除外）。 

2．安慰剂应与受试药物/阳性药物相似，如口服制剂安慰剂

应在颜色、气味、味道、形状、质感等特征方面与受试药物/阳

性药物相似，使临床试验参与者难以区分。需采用合理的方法对

其相似性和适用性进行判断和评价（如借鉴食品或化妆品等的感

官评价方法）。 

3．安慰剂对受试药物的适应症应无明显治疗作用，不会干

扰对受试药物有效性的观察。 

4．安慰剂所用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给药途径的质量要求。 

5．应明确安慰剂处方用原辅料的种类及用量。应尽可能少

加可能对受试药物安全性及有效性产生干扰的物质。安慰剂用辅

料应尽可能与受试药物相同。 

6．应建立安慰剂的质量标准，保证安慰剂的安全、稳定、

均一。 

7．安慰剂的规格、外观、包装、标签、标识等应与受试药

物/阳性药物一致。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安慰剂也可采用已上市药品（如生理盐

水等），但应符合上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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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殊给药途径用安慰剂（如注射给药、眼用制剂、外用

制剂等），还需预先进行必要的相关研究以保证用药的安全性。 

 十、肝脏安全性评价要求 

在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中，药物是否可导致肝脏损害是安全性

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现阶段对于药物性肝损伤发生机制、诊

断、严重程度等认识的基础上，本指导原则修订了肝脏安全性评

价指标、评价要点等具体要求，以期科学合理地评价药物对肝脏

安全性的影响。 

药物性肝损伤(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DILI) 是指在正常治

疗或临床试验剂量范围内的药物使用过程中，因药物本身或其代

谢产物引起的程度不同的直接或间接的肝脏损害。 

（一）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机制 

DILI 的发生分为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前者通常与药物

剂量相关，后者多为特异质性。目前多认为 DILI 的发病机制与

药物及其代谢产物的直接肝毒性及机体特定的基因多态性相关。 

（二）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断 

DILI的诊断主要是一个排除性诊断过程，即使依靠肝活检也

难以确诊。目前国内外有多种半定量的DILI诊断标准，其中由国

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CIOMS）制定的RUCAM （Roussel Uclaf 

Causality Assessment Method ，Roussel Uclaf 因果关系评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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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表（见附录），较为广泛地得到肝病学专家的认可。其主要

参数是：用药、停药与发病的关系，风险因素（年龄、酒精、怀

孕），其他肝损伤因素的排除，合并用药，对当前潜在肝毒性药

物的认识水平和激发试验的结果。 

DILI有急慢性之分，急性DILI是最常见的发病形式，占90%

以上。 

药物导致的急性DILI分为肝细胞损伤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

型。 

1.肝细胞损伤型: ALT≥3×正常值上限（upper limit of normal，

ULN）且 R≥5[R 值为 ALT 实测值相对于正常值上限的倍数与

ALP（AKP）实测值相对于正常值上限倍数的比值]； 

2.胆汁淤积型：ALP≥2×ULN 且 R≤2； 

3.混合型:ALT ≥3×ULN，ALP≥2×ULN 且 2 < R< 5。 

（三）药物性肝损伤的严重程度分级  

通常将急性 DILI 的严重程度分为 5 级： 

1 级（轻度）：仅肝酶增高，大多数患者适应。患者血清转氨酶

(aminotransferase）或ALP水平升高，但TBil＜2.5 mg/dl(42.75μmol/L)，

这种变化为可恢复性，并且无凝血功能异常（国际标准化比值，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1.5）。又可分为有症状（S）

和无症状（A）2 组，DILI 症候群主要表现为疲乏、恶心、右上

腹疼痛、瘙痒、皮疹、黄疸、虚弱、厌食或体重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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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级（中度）：患者肝细胞功能轻度减退。转氨酶或 ALP

水平升高，且 TBil≥2.5 mg/dl(42.75μmol/L)或虽无高胆红素血症

但存在凝血功能异常（INR≥1.5）。 

3 级（中至重度）：患者血清 ALT、ALP、胆红素或 INR 升

高，且因 DILI 而需要住院治疗或原已住院的患者住院时间延长。 

4 级（重度）：患者血清转氨酶和/或 ALP 水平升高，TBil≥2.5 

mg/dl(42.75μmol/L)，且至少出现下述情况之一：⑴有肝功能衰

竭的表现（INR≥1.5，腹水或肝性脑病）；⑵出现与 DILI 事件相

关的其他器官（如肾或肺）功能衰竭。 

5 级（致命）：患者因 DILI 死亡或需接受肝移植。 

（四）肝脏安全性评价指标 

评价DILI的肝脏血液生化学安全性指标至少应该同时包括

ALT、AST、TBil、ALP及GGT（γ-GT）五项。 

当TBil增高时，应追查直接和间接胆红素水平，以鉴别黄疸

的性质。 

当临床试验疗程超过6个月、试验过程中出现肝损伤加重、

怀疑慢性肝损伤或肝功能衰竭等情况时，需要检测前白蛋白、白

蛋白、凝血酶原时间、INR以及总胆固醇等指标，必要时行肝活

检组织病理学检查。 

（五）药物性肝损伤的评价要点 

    1．严重药物性肝损伤的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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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海曼齐默曼（Hyman Joseph Zimmerman）提出：药

物引发的肝细胞损伤如果同时伴有黄疸，为严重肝病的标志，预后

不良，其急性肝功能衰竭的死亡率（肝移植）可高达 10%～50% ，

此现象称为海氏（Hy's）法则。该法则将 TBil>2×ULN、

ALT>3×ULN 视作严重肝损伤的标志。在临床试验中发现 1 例海

氏法则病例具有预示作用，发现 2 例可高度预示发生严重 DILI

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与（无肝毒性的）对照药物或安慰剂相比，药物

引起 ALT 或 AST 升高至≥3×ULN 或更多，应当引起充分注意； 

如果转氨酶峰值高达 10×ULN，尤其＞1000IU/L 者，应当引

起严重警惕； 

当转氨酶和 TBil 联合升高（转氨酶通常远高于 3×ULN），

在未发现胆汁淤积的情况下（ALP＜2×ULN），TBil＞2×ULN，

这是药物引起严重 DILI 潜在可能的最明确、最特异的预测指标，

表明受试者整体肝功能降低。 

在应用海氏法则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黄疸必须是肝细

胞性的，而不是淤胆型的;（2）需排除急性病毒性肝炎或其他肝

病;（3）引起肝损伤的药物需有可造成轻度肝损伤的证据。 

除了胆红素和ALT增高外，凝血酶原时间（或INR）和血清

白蛋白水平也可列入评估肝损伤程度的指标。 

2．肝功能检测的时点   

DILI的发生存在潜伏期，尤其是胆汁淤积型肝损伤的潜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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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一般肝脏生化学检测正常的受试者，若药物的疗程≤2周，

至少需要在治疗前、后各进行1次检测；疗程>2周的受试者应在

治疗前、治疗开始后2周各进行1次检测，此后至少应每4周进行1

次，时间应持续12周以上。如果在合理的暴露期间（如12周）后

无肝损伤的表现，检测间隔可适当延长至每12周1次直至疗程结

束。但是对于药物重复给药毒性研究提示或组方中含有既往有肝

毒性报道的药物以及受试者为易发生肝损伤的人群等，应酌情增

加检测频度。 

对于基线测量值正常的受试者在接受受试药物后，如转氨酶

升高超过3×ULN，或者基线测量值异常的受试者在接受受试药物

后，转氨酶升高超过基线值的2倍，则应加以密切观察，以确定

肝脏生化学异常是一过性并能自行缓解改善的，还是呈继续恶化

的。密切观察的时间密度为每周进行肝脏生化学检测2～3次，并

根据需要增加评价肝功能的检测项目。如果异常状况稳定或者研

究药物已停用且受试者无症状，则重复检查可减为每周1次。对

于转氨酶＜3×ULN和/或TBil＜2×ULN的轻度肝脏生化学检查异

常者，应每周监测1次，并加强观察（详见病例报告表应收集的

内容）。 

DILI除了肝功能异常外，也可能发生相关的症状和体征，如

食欲减退、恶心、疲劳、右上腹不适、呕吐以及发热、皮疹、瘙

痒等。在某些情况下，DILI症候群的症状可能为肝损伤的早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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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旦受试者出现无其他原因可以解释的相关症状体征时，尽

管尚未到达下一个肝功能检测的访视窗口，也应立即进行肝功能

以及相关实验室检测。 

（六）决定停药的判断依据及处理 

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应停止用药，直至肝损

伤完全消除或至基线状态，同时排除受试药物所致DILI外的其他

原因所致的肝损伤。 

1．ALT或AST＞8×ULN； 

2．ALT或AST＞5×ULN，持续超过2周； 

3．ALT或AST＞3×ULN并且TBil＞2×ULN 或INR＞1.5倍； 

4．ALT或AST＞3×ULN，并有严重疲劳、恶心、呕吐、右

上腹痛或压痛、发热、皮疹及/或嗜酸性粒细胞增加(＞5%)。 

若肝损伤进一步加重，应及时组织肝脏病专家对受试者进行

救治。 

（七）随访 

所有可能发生DILI的受试者均应随访至所有异常值恢复正常

或至基线状态，结果应记录在研究病历、病例报告表和数据库中。 

应该注意的是，更长时间的随访有时会揭示与基础肝病相关

的肝损伤。 

（八）再暴露 

一般对需要停药的受试者原则上不应尝试进行再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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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伦理学和安全性考虑，除非药物对受试者来说获益很大

而且没有可替代的治疗，或者受试药物的真实累积数据未显示可

致严重肝损伤，经相关的学术委员会及伦理委员会讨论同意后，

方可进行再暴露。再暴露时，必须将潜在的风险充分告知受试者

并获得其同意，并对其进行密切观察和随访。对接受再暴露的受

试者需进行单独的临床试验，单独制定相应的临床试验方案。 

（九）肝损伤病例应收集的内容 

肝损伤病例的研究病历和病例报告表应收集关于临床症状

和体征、实验室异常及任何肝病的潜在原因，包含但不限于下述

内容： 

1.开始给药至开始发病的时间和日期； 

2.停止给药的时间和日期； 

3.药物再暴露的时间和日期； 

4.合并用药包括非处方用药剂量、开始和结束时间、药物是

否已知有肝毒性； 

5.可疑药物的再暴露和去激发信息，包括开始和结束时间及

剂量详情； 

6.临床症状（疲劳、虚弱、恶心、厌食、腹痛、深色尿、瘙

痒）和体征（如发热、黄疸、皮疹、脑病）出现及结束时间； 

7.与肝功能异常有关的病史：包括存在缺血/低血压、严重低

氧血症或充血性心力衰竭、败血症及怀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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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饮酒史：平均每天或每周饮酒量（应折算成酒精克数）及

持续时间等； 

9.潜在的肝病史； 

10.肝外特点：是否存在超敏反应（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自

身抗体阳性）； 

11.实验室动态评估：ALT、AST、ALP、GGT 及胆红素（直

接和间接）开始异常、峰值以及恢复至正常的时间（注明日期）； 

12. 病毒学指标： anti-HAV-IgM 、 HBsAg 、 anti-HCV 、

anti-HEV-IgM、EB 病毒外壳抗原 IgM 抗体及巨细胞病毒 IgM 抗

体等； 

13.血液学指标：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及凝血功能测定

等； 

14.免疫学指标：免疫球蛋白、蛋白电泳、类风湿因子及自

身免疫性肝病抗体等； 

15.能排除其他相关肝损伤的测试； 

16.影像学与组织病理学：肝脏超声、 CT（ computed 

tomography）、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磁 共 振 胰 胆 管 成 像 （ 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MRCP）或其他，必要时肝活检。 

所有可能符合海氏法则的病例均应作为药物相关严重不良

事件进行处理，并及时报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伦理委员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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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应包含所有可用信息，并应开始密切随访直至问题完全解决。 

（十）药物性肝损伤与“肝脏生化学检查异常”的区别 

CIOMS将肝脏生化学检查异常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肝

损伤”，一种是“肝脏生化学检查异常”，认为“肝脏生化学检查异

常”不属于“肝损伤”。“肝损伤”是指在缺乏组织学检查的情况下，

ALT或结合胆红素（conjugated bilirubin）≥2×ULN，或AST、ALP

和TBil三者均升高，且其中之一≥2×ULN。“肝脏生化学检查异常”

是指AST或ALP或TBil中某一项单项指标升高≥2×ULN，或ALT、

AST、ALP和TBil的升高介于1～2×ULN之间。据此，受试者在

接受药物后，如实验室检查显示为“肝损伤”，则要考虑到DILI

的可能性；如实验室检查显示为“肝脏生化学检查异常”，则似乎

暂时还够不上DILI的诊断条件，对此需要跟踪观察和随访。 

 十一、心脏安全性评价要求 

在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中应关注药物对心脏损伤的观察和评

价。药物性心脏损伤是指在正常治疗或临床试验剂量范围内的药

物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直接或间接的心脏

损害，包括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心脏收缩或舒张功能异常甚至

心肌肥厚或心脏扩大等心脏病变。 

（一）中药导致相关药物性心脏损伤的可能原因 

1．某些中药的直接毒性作用可损害心肌兴奋-收缩偶联，影

响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从而影响心肌收缩和舒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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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某些中药可能通过作用于离子通道，或影响心脏起搏、

传导系统，引起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尤其多见于具有一定易感

因素的患者，如老年、心衰、电解质紊乱、缺氧、心肌缺血等患

者。 

3．某些中药在特定人群中可能表现出心脏冠状动脉收缩作

用以及增加血小板聚集，促使血栓形成，从而加重心肌缺血，导

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情加重。 

4．某些中药与化学药品（如洋地黄类）存在药物相互作用，

影响药物代谢过程及血药浓度，致药物蓄积过量而引起药物性心

脏损伤。 

（二）药物性心脏损伤的诊断 

1．明确药物与不良反应之间的关系。包括评价受试药物的

药理特性、合理剂量、疗程，心脏损伤与服药之间的时间关系，

停药后心脏损害恢复情况等。 

2．患者自身情况。是否为易损人群，如老年、心肌缺血、

心力衰竭、电解质紊乱、肝肾功能不全者等，合并用药情况（如

延长QT/QTc药物）等。 

3．心血管相关临床表现。（1）症状：胸痛、胸闷、心悸、

呼吸困难、重度乏力、晕厥等；（2）体征：血压异常升高或降

低，口唇紫绀，颈静脉充盈，脉率及心率增快、减慢或节律紊乱，

呼吸急促或微弱，呼吸音异常，出现啰音，心音增强或减弱，出



—— 82 — 
 

现异常心音或附加音、心脏杂音，下肢水肿；（3）实验室检查

异常：心肌标记物、ECG、超声心动图等。 

4．需除外原发和其他继发心脏疾病以及心脏外疾病。 

（三）药物性心脏损伤程度的评价标准 

药物性心脏损伤的程度分级评定可参考纽约心脏协会

（NYHA）关于心脏功能的评估或不良事件常用术语标准

（CTCAE 4.0）。 

（四）心脏安全性评价指标 

1．常规心脏安全性评价指标 

（1）生命体征：心率、血压、呼吸频率 

心率、血压、呼吸频率是评价心脏安全性最重要的观察指标，

尤其血压异常升高或降低，心率、呼吸频率明显增快、减慢或节

律紊乱，均应引起重视。 

（2）十二导联心电图 

十二导联心电图可作为常规心脏安全性评价的检查指标。

ECG 正常的病例暴露于受试药物后出现心电异常，或原有轻微

心电异常暴露于受试药物后加重的病例，都应予以关注，包括

ST-T 改变，病理性 Q 波，各种心律失常，如窦性心动过速、心

动过缓、室性早搏、房性早搏、心房颤动、室上性及室性心动过

速以及各种传导阻滞等。此外，QT/QTc 应是 ECG 检查的必测

内容。QT 间期即 QRS 波群的起点到 T 波终点的时程，QTc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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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是指排除了心率影响的校正的 QT 间期，计算方法为 QTc = 

QT/(RR^0.5)，其中 RR 为标准化的心率值，根据 60 除以心率而

得。QTc 测量通常选择胸前导联或 II 导联为宜，一般以 QTc 延

长至>450ms 或较基线增加>30ms 为异常标准。 

检测时点： 

疗程≤1 周：至少治疗前、后各 1 次； 

疗程>1 周：治疗前、治疗开始后第 1 周，此后至少每 4 周 1

次，12 周后至少每 12 周 1 次，直至疗程结束。 

2．视情况增加的心脏安全性评价指标 

（1）对于药理毒理研究及早期临床试验结果提示有潜在心

脏毒性的药物，可考虑加做cTnI或cTnT；如前期研究提示对心功

能有潜在影响者，可再加做BNP或 NT-proBNP，检测频度同上。 

（2）在临床试验访视时如出现无法解释的ECG异常（例如

新出现室性早搏，或室性早搏较入组时加重），特别是处方中含

有既往报道有潜在心脏毒性的中药时，可考虑加做cTnI或cTnT，

必要时酌情进行动态心电图和/或超声心动图检查，以明确是否

有药物性心脏损伤。  

（3）对于药理毒理研究及早期临床试验结果提示有潜在延

长QT/QTc作用的药物，应在目标适应症人群中充分观察药物对

QT/QTc的影响，除一般时点的QT/QTc检测外，尤其要关注剂量

效应关系，增加药物峰效应时点的ECG检查，并加强对药物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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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损伤易损人群的监测和不良事件（如QT/QTc>500ms、出现Tdp

等严重心律失常等）的记录。 

（五）心脏安全性评价时的注意事项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部分指标改变是非特异性的，有些与检

测方法、操作流程也有一定关系。因此，在观察药物性心脏损伤

时，特别要注意各临床试验参加单位、不同研究者检测方法的一

致性，对异常ECG的读取和判定最好由经验丰富的研究者统一进

行诊断。诊断应注意给药前后的检测结果对比，分析可能的合并

用药影响，并结合病史、临床症状、体征进行综合判断。 

（六）受试者安全的保护措施 

1．对非临床研究显示有潜在心脏毒性的，在制订 I、Ⅱ期/早

期试验方案时，应重点监测药物相关的心脏不良事件，注意其与

非临床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及其原因，剂型和给药方式的合理性

（如胃肠道外给药是否增加不良反应）。临床前研究及Ⅰ、Ⅱ期

/早期临床试验如观察到药物对心脏有潜在影响的，应结合药物

的临床适应症及风险/受益进行综合评估，以确定是否有必要进

行后续的临床试验。在后期（尤其是确证性）临床试验方案设计

中，应充分考虑纳入人群、必要的监测指标及受试者保护措施。

此类中药新药的临床试验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不论何种适应症，

均应有心脏内科专家参与。 

2．在临床试验实施过程中，应预先告知患者需监测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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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心慌、胸闷、胸痛、喘憋、呼吸困难、重度乏力等，一旦发生

以上不适，即使未到访视时间，也需及时联系研究者。研究者应

酌情进行必要的ECG、cTnI或cTnT、BNP或NT-proBNP、超声心

动图、动态心电图等理化检查，并给予相应的对症处理，详细记

录不适发生的时间、诱因、症状特点及药物服用情况。如果出现

检测结果异常，不论有无临床症状，都应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判断

与药物的相关性及其临床意义，酌情予以停药退出试验或继续密

切观察，定期随访直至异常指标恢复正常。 

 十二、肾脏安全性评价要求 

肾脏是体内药物代谢和排泄的重要器官，由于其自身解剖与

生理特点，容易受到各种药物的损害。中药相关肾损伤是指由一

些中药所致、具有不同临床表现和病理特征的一组疾病。 

（一）药物性肾损伤的发病机制 

药物性肾损伤根据给药种类、途径、剂量和疗程不同，发病

机制各异，包括可直接引起肾小管损伤，或影响肾脏血流动力学

变化导致肾缺血，或通过免疫机制引起过敏反应，或激活多种途

径导致肾间质纤维化。中药相关肾损伤通常以肾小管及肾间质为

主，亦可为肾小球及肾血管，少部分中药可引起全身其他脏器损

伤而累及肾脏。 

（二）药物性肾损伤的诊断依据 

中药导致肾损伤的临床表现常缺乏特异性。目前尚无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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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相关肾损伤的诊断标准，也无特异性诊断标志物。中药相关

肾损伤的诊断依据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1.用药史：发生肾脏损伤前有明确的药物使用史。需记录药

物种类、剂量、疗程、用药与肾损伤发生的时间、停药后肾损伤

恢复情况等。 

2.易损人群：高龄或儿童患者；慢性肾脏病患者；慢性系统

性疾病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肝病等；全身血

容量下降或肾脏局部血流量下降者；过敏体质者；感染及危急重

症患者；因其他疾病同时联用多种药物者。 

3.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血尿、蛋白尿、多尿或少尿、夜尿

增多、腰痛、水肿、高血压等。也可见发热、皮疹、皮肤瘙痒、

关节疼痛、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贫血、心慌、气短等肾

外表现。 

4.实验室检查：尿常规及尿沉渣镜检；微量白蛋白尿；24 小

时尿蛋白定量；肾小球功能，如 Scr、肾小球滤过率（GFR）、内

生肌酐清除率（CCr）、Cystatin C 等；肾小管功能，如尿 NAG

酶、尿 β2-MG、尿 α1-MG、RBP、尿渗透压、尿电解质等；肾脏

B 超等。 

5.肾活检病理检查：表现为急性肾小管坏死、急性间质性肾

炎、慢性肾小管间质病变、肾小球及肾血管病变。 

6.停药后肾损伤变化情况：如停药后肾损伤恢复则更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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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相关肾损伤的诊断。 

（三）药物性肾损伤的诊断与分级标准 

药物性肾损伤根据损害部位、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一般分

为急性或慢性药物性肾损伤。急性药物性肾损伤包括急性肾损伤

（acute kidney injury, AKI）和急性肾脏病（acute kidney disease, 

AKD）；慢性药物性肾损伤多属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的范畴。其诊断及严重程度分级标准可参照 2012

年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 kidney diseases improvement  

global outcome, KDIGO）制定的相关标准。 

1.急性肾损伤 

（1）AKI 的诊断标准：符合以下情况之一：①48 小时内 Scr

至少上升 26.5µmol/L（0.3mg/dl）；②Scr 上升超过基础值的 1.5

倍，且确认或推测 7 天内发生；③尿量＜0.5ml/kg/h，且持续 6

小时以上。单用尿量改变作为判断标准时，需要除外尿路梗阻及

其他导致尿量减少的原因。 

（2）AKI 的分期标准（表 1） 

表 1  2012 年 KIDGO 关于 AKI 分期标准 

分期 血清肌酐 尿量 

1 Scr 上升至基础值的 1.5～1.9 倍 

或 Scr 上升≥0.3mg/dl（26.5µmol/L） 

<0.5ml/kg/h，6～12 小

时 

2 Scr 上升至基础值的 2.0～2.9 倍 

或 GFR 下降>50% 

<0.5ml/kg/h，≥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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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cr 上升至基础值的 3 倍以上 

或 Scr 上升≥4mg/dl（353.6µmol/L） 

或开始肾脏替代治疗 

或年龄小于 18 岁的患者,GFR 下降

至<35ml/min/1.73m2 

<0.3ml/kg/h, >24 小时 

或无尿≥12 小时 

 

（3）AKD 的诊断标准：符合以下任何一项：①符合 AKI

的诊断标准；②3 个月内在原来基础上，GFR 下降 35%或 Scr 上

升 50%；③GFR<60ml/min/1.73m2、<3 个月。 

2.慢性肾损伤 

（1）CKD 的诊断标准：①有肾损害标志，持续超过 3 个月。

肾损害包括：蛋白尿>30mg/d；尿沉渣检查异常（如血尿、红细

胞管型等）；肾小管功能障碍导致的电解质等异常；肾脏病理检

查异常；影像学检查发现肾脏结构异常；有肾移植史。②

GFR<60ml/min/1.73m2 、 持 续 超 过 3 个 月 。 ③

GFR<90ml/min/1.73m2时，就是慢性肾衰竭的开始。 

（2）CKD 的分期标准（表 2） 

表 2   2012 年 KIDGO 关于 CKD 的分期标准 

分期 描述 GFR（ml/min） 

G1 正常或增高 ≥90 

G2 轻度肾功能下降 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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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a 轻中度肾功能下降 45～59 

G3b 中重度肾功能下降 30～44 

G4 重度肾功能下降 15～29 

G5 肾衰竭 <15  

G5D 已经接受透析治疗 <15 

（四）肾脏安全性评价指标 

1.常规肾脏安全性评价指标 

（1）尿常规及尿沉渣镜检。 

（2）微量白蛋白尿（推荐使用即刻尿白蛋白与尿肌酐的比

值，UACR）。 

（3）肾小球功能：Scr 和/或 eGFR（推荐使用简化 MDRD

公式或 CKD-EPI 公式）。 

（4）肾小管功能：尿 NAG 酶。 

2.视情况增加的肾脏安全性评价指标 

（1）药理毒理研究提示有肾毒性或处方中含有肾毒性报道

的药物，早期临床试验观察到药物可能对肾脏有潜在毒性的，可

增加血清 Cystatin C、eGFR。 

（2）临床试验期间中尿常规检查尿蛋白阳性、且 1～2 周后

复查仍为阳性者，可增加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3）临床试验期间尿沉渣镜检发现血尿、且 48 小时后复查

仍有血尿者，可增加尿红细胞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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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床试验期间连续 2 次尿 NAG 酶升高 2 倍及以上者，

可增加其他肾小管功能检查指标如尿 α1-MG、尿 β2-MG、尿 RBP

等。 

3.检测时点 

（1）疗程≤1 周者，治疗前、后各检测 1 次。 

（2）疗程>1 周者，治疗前、治疗后第 1～2 周各检测 1 次，

以后每 4 周检测 1 次，12 周后至少每 12 周检测 1 次，直至疗程

结束。 

（3）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提示有肾毒性或处方中含有肾毒性

报道的药物以及易损人群等，应当酌情增加检测频度。 

（五）药物性肾损伤的处理原则 

1.停止用药的指征 

（1）急性肾损伤：参照 2012 年 KDIGO 关于 AKI 的诊断标

准。 

（2）3 个月内 Scr 升高>50%，和/或 GFR 下降>35%。 

2.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如以下检测指标发现异常，应及时复查

予以确认，必要时咨询肾病专家作进一步评估。 

（1）尿 NAG 酶升高 2 倍及以上。 

（2）其他肾小管功能检测指标如尿 α1-MG、尿 β2-MG、尿

RBP 等升高 2 倍及以上。 

（3）新发生的尿蛋白、且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0.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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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发生的尿微量白蛋白。 

（5）新发生的血尿。 

（6）血肌酐升高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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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附录 

      急性药物性肝损伤因果关系评价（RUCAM） 

                    

      肝  细  胞  型 胆汁淤积或混合型 评  价 

1．服药至发病时间    

不相关 反应发生在开始服药前或停药后超过  

15 天* 

反应发生在开始服药前或停药后超过  

30 天* 

无相关性 

未知 无法获得服药至发病时间                       无法获得服药至发病时间 无法评价 

 初次治疗 随后的治疗 初次治疗 随后的治疗 计  分 

从服药开始 

提示 

可疑 

从停药开始 

可疑 

 

5~90 天 

<5 天或>90 天 

 

≤15 天 

 

1~15 天 

>15 天 

 

≤15 天 

 

5~90 天 

<5 天或>90 天 

 

≤30 天 

 

1~90 天 

>90 天 

 

≤30 天 

 

+2 

+1 

 

+1 

2．病程 ALT 峰值与正常上限之间的差值 ALP 或 TBil 峰值与正常上限之间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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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药后 

高度提示 

提示 

可疑 

无结论 

与药物作用相反 

如果药物仍在使用 

无结论 

 

8 天内降低>50% 

30 天内降低≥50% 

在 30 天后不适用 

没有相关资料或在 30 天后下降≥50% 

30 天后下降<50%或再升高 

 

所有情况 

 

不适用 

180 天内下降≥50% 

180 天内下降<50% 

不变、上升或没有资料 

不适用 

 

所有情况 

 

+3 

+2 

+1 

0 

-2 

 

0 

3．危险因子 酒       精 酒精或怀孕  

有 

无 

  +1 

0 

+1 

0 

年龄≥55 岁 

年龄＜55 岁 

  

4．伴随用药   

无或伴随用药使用时间与发病时间不符合 

伴随用药使用时间与发病时间相符合 

已知伴随用药有肝毒性且使用时间与发病时间相符合 

有证据表明伴随用药致肝损伤（再用药反应或有价值的检测） 

0 

-1 

-2 

-3 

5．除外其他原因  

（ 1 ） 近 期 感 染 过 甲 肝 病 毒 (anti-HAV-IgM) 或 乙 肝 病 毒

( anti-HBc-IgM) 或丙肝病毒(anti-HCV) 或有其他非甲非乙型肝炎感

染的证据；胆道梗阻（B 超）；酗酒（AST/ALT≥2）。近期(2 周内)有低

血压、休克或肝缺血史。 

（2）有重要疾病并发症；临床和/或实验室提示 CMV、EBV 或疱

疹病毒感染 

●所有原因，包括（1）和（2）完全排除 

●（1）中所有原因被排除 

●（1）中 4～5 个原因被排除 

●（1）中少于 4 个原因被排除 

●高度怀疑非药物因素 

 

+2 

+1 

0 

-2 

-3 

6．药物既往肝损伤的报告   

产品说明中有肝毒性报告 

有文献报道但产品说明中无相关信息 

尚无肝毒性报道 

+2 

+1 

0 

7．再用药反应   

阳性 

可疑 

 

阴性 

未做或不可判断 

单用该药物 ALT 升高≥2×ULN 

与首次发生肝损伤时的合并用药一起给药致

ALT 升高≥2×ULN  

再用同样药物 ALT 仍在正常范围 

其他状况 

单用该药物 ALP 或 TBil 升高≥2×ULN 

与首次发生肝损伤时的合并用药一起给药致

ALP 或 TBil 升高≥2×ULN  

再用同样药物 ALP 或 TBil 仍在正常范围 

其他状况 

+3 

+1 

 

-2 

0 

注：* 慢代谢型药物除外。最后判断：>8分，非常可能；6~8分，很可能；3~5分，可能；1~2分，不象；≤0分，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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