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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改良型新药是在已知活性成份（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API）的基础上，对其结构、剂型、处方工艺、给

药途径、适应症等进行优化，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药品。相

对于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的结合靶点、作用机制、体内过程、

有效性和安全性等较为明确，在临床开发阶段，可在被改良

药品的临床研究数据的基础上，根据改良的目的和形式，开

展临床药理学的桥接研究或全面研究，明确其体内过程，以

桥接被改良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或为后续临床研究

提供相关依据。 

应用本指导原则时，还应同时参考《创新药临床药理学

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

导原则》《化药复方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儿童用化

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改良型

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模型引

导的药物研发技术指导原则》和其他相关技术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当前的观点和认识，随着科学研究的

进展，部分内容将不断完善与更新。如有本指导原则未涵盖

的情形，应与监管机构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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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与适用范围 

化学药改良型新药应具备明确的临床优势，在此前提下，

化学药改良型新药的整体临床开发策略包括临床药理学研

究、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等，以验证拟定临床优势和改

良目的。其中临床药理学是改良型新药临床开发中的重要研

究事项，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研究事项，通过对比改良前后药

物的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PK）和/或药效动力学

（Pharmacodynamics，PD）方面的特征，帮助申请人初步评

估改良后药物的临床价值，同时结合被改良药品的已知信息，

支持后期的开发策略、临床研究乃至上市申请。临床药理学

研究通常包括 PK、PD、剂量-暴露-效应关系等。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存在系统暴露的化学药品改良型新

药，阐述不同的改良情形需考虑开展的临床药理学研究以及

需获得的临床药理学数据，以期为后续临床研究和下一步开

发策略提供支持和参考。 

三、研究内容及结果评价 

（一）改变已知活性成份的组成与结构 

改变已知活性成份的组成与结构包括：含有用拆分或者

合成等方法制得的已知活性成份的光学异构体，或者对已知

活性成份成酯，或者对已知活性成份成盐（包括含有氢键或

配位键的盐），或者改变已知盐类活性成份的酸根、碱基或金

属元素，或者形成其他非共价键衍生物（如络合物、螯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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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包合物），且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药品。 

对于此类改良型新药，应根据前期研究结果选择适宜的

给药方案（如给药剂量/间隔/途径等），考虑开展以下临床药

理学研究，例如与被改良药物的临床 PK 对比研究、单次和

/或多次给药的 PK 研究、食物影响研究、剂量比例关系，以

及可能情况下的 PK/PD 研究等，甚至开展更全面的临床药

理学研究，具体可参考《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 

若前期研究结果显示改良型新药 PK 特征未发生显著改

变，可开展 BA/BE 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评估现有数据是否

足以桥接被改良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应注意若被改

良药品存在窄治疗指数情形的，应参照相应指导原则要求进

行研究设计和评价。如在 BA/BE 研究中未取得等效性结果，

申请人应基于已知的剂量-暴露-效应数据，初步评估吸收速

度和程度等差异对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潜在影响。根据上

述评估结果考虑后续临床研究方案和下一步开发策略。 

（二）改变剂型、处方工艺、给药途径 

此类改良型新药是指含有已知活性成份的新剂型（包括

新的给药系统）、新处方工艺、新给药途径，且具有明显临床

优势的药品。 

1.不改变 PK 特征 

对于预期不改变 PK 特征的新剂型、新处方工艺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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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新药，在立题依据合理的前提下，应考虑开展与被改良药

品的 BA/BE 研究，阐明改良后药物的体内 PK 特征，评估与

被改良药品相比体内 PK 特征的异同及影响，考虑后续临床

研究方案和下一步开发策略。 

2.改变 PK 特征 

对于预期改善药物在体内释放等特性的改良型新药，应

根据前期研究结果选择适宜的给药方案（如给药剂量/间隔/

途径），考虑开展以下临床药理学研究，例如与被改良药物的

临床 PK 对比研究、单次和/或多次给药的 PK 研究、食物影

响研究、剂量比例关系，以及可能情况下的 PK/PD 研究等，

从而明确改良后药物的临床药理学特征，为下一步临床研究

策略提供依据。 

对于改变给药途径的改良型新药，通常伴随着剂型等的

改变，此时应考虑较为全面的评价方法，充分评估改良后药

物的临床药理学特征。如未伴随其他改变，除需明确不同给

药途径下的相对生物利用度，还应开展单次和/或多次给药的

PK 研究。 

（三）新复方制剂 

此类改良型新药是指含有已知活性成份的新复方制剂，

且具有明显临床优势。 

开发新复方制剂的目的是在已有单药治疗的基础上，通

过合理组方，进一步改善患者的临床用药结局，因此，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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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制剂应具有明显的临床优势。新复方制剂临床开发策略还

应参考《化药复方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通常，新复方制剂在申报上市时，临床药理学方面应提

供充分的 PK 研究、药物相互作用（DDI）研究、剂量-暴露

-效应分析等数据，为确定新复方制剂的组方配比、给药剂量、

给药间隔等提供依据。 

1.PK 研究 

应充分评估新复方制剂的体内 PK 特征，通常首先考察

新复方制剂相较于各单药或单药联合用药 PK 行为的变化情

况。 

如果新复方制剂为加载治疗、初始治疗，应基于新复方

制剂相较于各活性成份单药的 BA/BE 研究结果，考虑进一

步开展多次给药、食物影响等研究，以充分评估新复方制剂

的体内 PK 特征。如果单药之间存在药效动力学相互作用，

必要时需开展 PD 研究。 

如果新复方制剂是作为联合用药的替代治疗，需提供新

复方制剂与各活性成份单药联合用药的 BA/BE 研究，以证

明新复方制剂与单药联合用药具有相似的 PK 特征。 

2.药物相互作用（DDI）研究 

通常应进行各单药之间的 DDI 研究，也可通过已有证据

充分评估各单药之间的相互作用情况，以申请豁免 DDI 研究，

提交的证据可包括体外实验数据、对相互作用机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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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与模拟研究结果、临床研究结果等。 

对于加载治疗、初始治疗，可基于新复方制剂与单药的

BA/BE 研究结果，评估各单药之间的相互作用情况。对于单

药联合用药的替代治疗，如果确定联合用药未发现显著的药

物相互作用，则可申请豁免各单药之间的 DDI 研究。 

在某些情况下，新复方制剂可能对其他合并用药的 PK

特征产生潜在影响，例如含有代谢酶或转运体的抑制剂/诱导

剂等的新复方制剂，还应评估是否需要开展新复方制剂与其

他合并用药的 DDI 研究。 

还应考虑特殊人群（例如肝、肾功能不全人群、老年人

群等）的药物相互作用情况。可在临床研究中使用群体 PK 和

/或生理药代动力学（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kinetic，

PBPK）等方法进行分析。如果体外研究、临床数据等证实各

单药在特定人群中无 PK 相互作用，则可申请豁免新复方制

剂在相应人群中的 DDI 研究。 

3.剂量-暴露-效应分析 

新复方制剂可能采用单药已经批准的治疗剂量组合，也

可能采用不同于单药已批准的用法用量（如剂量、给药间隔

等），或具有不同的 PK 特征，因此，应提供充分证据说明新

复方制剂的组方配比和用法用量选择的合理性。 

申请人可结合 PK、PD 和/或临床研究结果等，进行剂量

-暴露-效应分析，为新复方制剂的用法用量选择、安全性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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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评估等提供依据，为后续可能的临床试验设计和开展提

供参考与支持。申请人也可基于前期研究的结果，采用建模

与模拟的方法，进行剂量-暴露-效应分析。 

（四）新增适应症 

此类改良型新药是指含有已知活性成份的新适应症的

药品。 

对于此类改良型新药，通常以关键性临床研究支持新增

适应症注册申请。应提供新增适应症拟定用法用量的选择依

据，如剂量探索研究和/或剂量-暴露-效应分析等。 

如新增适应症涉及特殊人群，必要时应开展特殊人群的

PK 研究和/或群体 PK 研究，以指导不同人群的合理用药。 

申请人还应根据临床实践用药情况，结合药物体内 PK

特点，考虑适时开展与临床联合用药物的相互作用研究。 

（五）其他考虑 

1.在改良型新药开发过程中，可根据临床药理学研究目

的，采用前瞻性/回顾性研究、独立/嵌套研究等科学灵活的试

验设计。 

2.改良型新药可能存在多项改变，如结构、剂型、给药途

径等，临床药理学要求不完全一致，此时应依据改良型新药

对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影响考虑采用更为全面的评价方法，充

分评估其临床药理学特征。 

3.改良型新药类型复杂，基于其研发设计的特点，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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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多种特殊情形。例如，当通过系统暴露无法充分桥接改

良前后制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时，应依据其体内特征，选择

合适的评价方法，如 PD 研究、临床终点研究等，以评估其

临床价值。 

4.对于可能涉及到口感、溶化/崩解时限、粘附性、皮肤

反应性等变化的改良型新药，建议在研究中合理设计相应的

评价指标，进行考察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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