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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77333.html） 

 

附錄 

 

总局关于发布已上市中药生产工艺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7 年第 141 号） 

 

为指导申请人对已上市中药拟变更生产工艺开展研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

制定了《已上市中药生产工艺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已上市中药生产工艺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 年 8 月 24 日 

 

 

附件 

 

已上市中药生产工艺变更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本指导原则主要用于指导申请人对已上市中药拟变更生产工艺开展研究，是对《已上市中

药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一）》相关内容的补充和完善。申请人应当根据生产工艺变更对药

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可能产生的影响开展相应的研究。 

已上市中药的工艺变更包括：生产工艺路线、方法、参数等变更。中药生产工艺变更可能

涉及药材前处理（包括药材净制、切制、炮炙、粉碎、灭菌等）、提取、分离纯化、浓缩、干燥、

制剂成型等工艺的变更。其变更可能只涉及上述某一环节，也可能涉及多个环节。 

根据中药的特点，以及变更对药用物质基础或药物吸收利用的影响程度，工艺变更可分为

三类：I 类变更属于微小变更，其变更不会引起药用物质基础的改变，对药物的吸收利用不会

产生明显影响；Ⅱ类变更属于中度变更，其变更对药用物质基础或对药物的吸收利用有影响，

但变化不大；Ⅲ类变更属于重大变更，其变更会引起药用物质基础的明显改变，或对药物的吸

收利用可能产生明显影响。无论何种类别的变更，都不应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产生负面影

响。分类的目的是便于申请人有针对性地确定变更研究内容，有效开展研究。但是，由于中药

的特殊性及工艺变更的复杂性，有时具体变更的类别界限可能不很清晰，需根据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 

申请人作为变更研究的责任主体，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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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产品的特点开展研究。本指导原则仅从技术评价角度阐述已上市中药工艺变

更在一般情况下应进行的相关研究。本指导原则所提及的各项研究的具体要求可参见相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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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原则。如果通过其他科学研究获得充分的证据，证明工艺变更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及

质量可控性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可以不必完全按本指导原则的要求进行变更研究。 

由于注射剂的特殊性，已上市注射剂的变更研究指导原则另行制定。 

二、基本原则和要求 

已上市中药工艺变更研究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必要、科学、合理”原则 

已上市中药生产工艺变更应体现变更的必要性、科学性、合理性。工艺变更的提出与研究

是基于对拟变更工艺的了解，是以既往工艺研究阶段以及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研究和数据积累为

基础的。前期研究工作越系统、深入，生产过程中积累的数据越充分，对上市后的工艺变更研

究越有帮助。如果在前期质量设计阶段，有相关研究数据，可以作为后期工艺变更研究的依据。

申请人应对其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产品的性质等有着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应当清楚变更的

原因、变更的程度，并以“质量源于设计”的思路和理念开展生产工艺变更研究，发挥研究的

主动性，研究建立全面、系统的质量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对变更前后产品质量、稳定性、生物

学性质等方面的研究，对研究结果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估，说明变更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合理

性。 

生产工艺与生产设备密切相关。生产设备的选择应符合生产工艺的要求。应树立生产设备

是为药品质量服务的理念。充分考虑为适应生产设备而变更生产工艺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安全、有效、质量可控”原则 

中药所含化学成份通常比较复杂，其质量的稳定均一需要通过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来保

证。中药生产工艺的变更可能会引起物质基础或药物吸收利用的变化，从而对药品安全性、有

效性和质量可控性带来影响。产品生产工艺发生变更后，申请人需针对变更对药品安全性、有

效性及其质量可控性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应根据生产工艺变更的具体情况和变更的类别、制

剂的性质，以及变更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等综合考虑设计研究内容。 

对于成份复杂的中药制剂而言，工艺变更对药品质量的影响往往难以客观评估。保持生产

工艺与确证性临床试验用样品的生产工艺一致，是保证上市药品的质量与临床试验用样品一致，

进而保证药品安全、有效的重要方法。工艺变更程度越大，上市药品的药用物质或其吸收利用

与临床试验用样品的差异可能越大，上市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可能受到的影响越大。 

如果药品标准不能较好反映药品质量，仅依据药品标准进行变更前后产品质量的对比研究

难以评估变更的影响，应开展质量及药品标准研究工作，提高药品标准对药品质量的可控性。

中药生产工艺变更研究应根据产品特点采用合适的检测方法，如指纹图谱（特征图谱）、溶出

度检查、生物活性检测等，进行样品质量的对比研究，以反映变更前后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对已上市中药的生产工艺变更要充分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任一环节的疏漏或缺失，均可

能对药品的安全、有效及质量控制产生不良影响，应加强系统研究和评估。 

（三）研究用样品的选择 

已上市中药生产工艺变更的研究验证一般应采用能够代表生产实际情况的样品，生产工艺

有重大改变等的变更研究应采用生产规模样品。变更前后药品质量比较研究，一般采用变更前

3 批生产规模样品和变更后 3 批样品进行。变更后样品稳定性试验，一般采用 3 批样品进行 3—

6 个月加速试验和长期稳定性考察，并与变更前 3 批生产规模样品稳定性数据进行比较。 

（四）关联变更的研究 

生产工艺与生产设备、药用辅料、规格等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生产工艺的某一项变更往

往不是独立发生的，可能涉及多种情况的变更。例如，制粒方式的变更可能同时伴随药液浓缩

工艺、辅料及规格的变更等。为了叙述方便，本指导原则将一项变更伴随或引发的其他变更称

之为关联变更。 

当生产工艺变更同时发生药用辅料或生产设备等关联变更的，应参照相应指导原则开展研

究。如关联变更的变更类型不同，总体上应按照技术要求较高的变更类型进行研究。 

（五）涉及毒性药材制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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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方涉及毒性药材制剂的变更，应关注生产工艺变更对药品安全性的影响，尤其应关

注以下几类制剂变更的安全性，开展相关研究。（1）涉及大毒（剧毒）药材【注 1】
的制剂；（2）

涉及现代研究发现有严重毒性的药材的制剂；（3）涉及有毒药材【注 2】
，且为儿科用药、妊娠期

和哺乳期妇女用药的制剂；（4）涉及孕妇禁用或慎用的药材，且功能主治为妊娠期和哺乳期妇

女用药的制剂。地方药材标准中药材的毒性大小分类不一致的，以毒性高的分类标准为依据。 

三、中药生产工艺变更分类 

（一）总体考虑 

本指导原则所列举各类变更的具体情形是基于对中药变更研究的一般考虑，仅供参考。

生产企业应结合产品特点开展相应研究。研究对象不同，研究内容也可有所区别。如有效成

份制剂等，成份相对清楚，可直接根据变更前后药用物质及其吸收利用等的对比研究结果，

确定变更类别。本指导原则中列举的工艺变更情形主要适用于普通中药制剂，对于处方涉及

毒性药材、生物活性强或安全窗较窄的中药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研究。 

对于本指导原则中划分为Ⅱ类或Ⅲ类变更的，如果有充分的研究数据显示变更对药物的物

质基础以及吸收利用不会产生影响，则可按照Ⅰ类变更要求进行研究。对于本指导原则中划分

为Ⅰ类变更的，如果研究数据显示变更对药物的物质基础或吸收利用可能产生影响，则应按照

Ⅱ类或Ⅲ类变更要求进行研究。 

（二）药材前处理工艺变更分类 

药材的前处理是中药生产的重要环节。药材的前处理变更应考察对投料用饮片、后续中间

体及药品制剂质量的影响。 

1．Ⅰ类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变更： 

（1）不含热敏性、挥发性成份的药材变更粉碎的方法、设备等，但粉碎前后的粒度分布、

粉碎得率等基本相同。 

（2）变更提取用饮片的大小、形状等，但对提取得率及药用物质无明显影响。 

（3）多种药材单独粉碎变更为混合后粉碎，如单独粉碎的出粉率均较高，且变更前后的

出粉率、粒度等变化不大。 

2．Ⅱ类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变更内容： 

（1）含热敏性、挥发性成份的药材变更粉碎工艺，且受热程度发生变化。 

（2）药材粉碎粒度由药典中收载的一种粉末等级变更为药典中收载的另一种粉末级别。 

3．Ⅲ类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变更内容： 

（1）变更饮片炮炙方法，如处方中法半夏变更为姜半夏。 

（2）原药材或原粉增加 60Co-γ 射线辐照灭菌或微波灭菌。 

（3）药材粉碎的粒度由细粉变更为超微粉。 

（三）提取纯化工艺变更分类 

本指导原则中的提取纯化工艺除提取、纯化外，还包括药液的浓缩、干燥工艺。提取纯化

工艺直接影响中药产品的物质基础。提取纯化工艺发生变更后，需全面分析工艺变更对药物成

份种类、含量及物料性质等的影响。当变更涉及关键工艺环节或主要工艺参数时应特别慎重。

此外，提取溶剂用量的变更，一般按照Ⅲ类变更进行研究，若提供充分的研究数据证明其变化

不大，可按Ⅱ类变更进行研究。 

1．Ⅰ类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变更内容： 

（1）药液静置、过滤改为离心（或离心改为药液静置、过滤），且药液中的固形物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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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含量不变。 

（2）不含挥发性成份、热敏性成份的提取液，在浓缩方法、参数及受热程度不变的前提

下，由“多次提取的提取液合并浓缩”变更为“每次提取液直接浓缩，在浓缩罐中混合”，或

由“每次提取液直接浓缩，在浓缩罐中混合”变更为“多次提取的提取液合并浓缩”。 

（3）不含挥发性成份、热敏性成份的药液缩短浓缩干燥的受热时间或降低受热温度。 

（4）不含挥发性成份、热敏性成份的几种浸膏（包括药粉与浸膏），由“几种浸膏共同干

燥（包括药粉加入浸膏中共同干燥）”变更为“分别干燥”，或由“几种浸膏分别干燥”变更

为“共同干燥（包括药粉加入浸膏中共同干燥）”。 

（5）因生产设备、规模的改变而引起液体物料静置存放的温度、时间的变更，或浓缩、干

燥所需时间等参数发生变更。 

（6）在其他工艺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变更醇沉或水沉的时间，但醇沉或水沉上清液的相

对密度、固形物及指标成份含量等不变。 

2．Ⅱ类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变更内容： 

（1）含挥发性成份、热敏性成份的浸膏等物料变更受热温度或受热时间等。 

3．Ⅲ类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变更内容： 

（1）工艺路线改变，比如： 

①饮片合并提取与分开提取的改变。 

②提取溶媒种类的改变。 

③挥发油提取变更为不提取挥发油。 

④增加水沉（或醇沉）工序等。 

⑤删除提取或纯化工序中的步骤。 

（2）工艺方法改变，比如： 

①提取方式的变更，如传统提取工艺变更为超声波提取或动态连续提取、煎煮提取变更为

温浸提取、热回流提取变更为逆流提取、渗漉工艺变更为连续热回流提取或静态提取、挥发油

提取工艺变更为超临界萃取工艺或芳香水提取工艺等。 

②纯化方法的变更，如由醇沉变更为沉淀剂、澄清剂或膜分离纯化，萃取工艺变更为大孔

吸附树脂、离子交换或硅胶等纯化工艺。 

（3）工艺参数改变，比如： 

①变更提取的溶媒浓度、次数、温度或时间。 

②变更醇沉/水沉工艺的主要工艺参数，如醇沉/水沉前药液相对密度、醇沉含醇量/水沉加

水量、醇沉/水沉温度等。 

③变更纯化工艺用澄清剂种类，如壳聚糖改为 ZTC1+1 澄清剂。 

④变更柱层析纯化工艺的主要工艺参数，如柱填料种类和型号、填料用量与上样量的比例、

洗脱溶媒种类及用量、洗脱液 pH 值、洗脱终点等。 

⑤变更超临界萃取工艺主要工艺参数，如萃取压力、萃取温度、萃取时间、流速、分离釜

压力、分离釜温度等。 

（四）成型工艺变更分类 

成型工艺对中药制剂的质量、药物成份的吸收利用及制剂稳定性等具有重要影响。中药成

型工艺变更主要包括变更制剂的生产方法、工艺参数等。成型工艺变更往往还关联辅料变更（来

源、型号、级别、用量、种类等）及生产设备变更等。 

1．Ⅰ类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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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变更内容： 

（1）不含挥发性成份、热敏性成份的中药变更干燥工艺，缩短受热时间或降低受热温度，

如常温干燥变更为减压干燥、流化床干燥。 

（2）口服固体制剂成型过程中原辅料的加入顺序发生变更。 

（3）变更混合工艺步骤中混合设备类型及参数，混合均匀度符合要求。 

（4）缩短制粒工艺的受热时间或降低受热温度，如湿法制粒、一步制粒、干法制粒之间的

变更。 

（5）变更湿法制粒工艺中粘合剂乙醇溶液的浓度。 

（6）增加药液普通过滤工序，或者变更药液普通过滤的滤材材质、孔径及过滤次数等，且

相关检测及固形物、指标成份含量等不变。 

（7）挥发油的处理由喷入变更为β-环糊精包合后加入。 

（8）丸剂制丸方法的改变，如泛制法、挤出滚圆法、压制法等的改变，或由手工泛丸变更

为机器制丸。 

（9）丸剂、胶囊剂、片剂增加抛光工序。片剂包衣由包糖衣工艺变更为包胃溶型薄膜衣工

艺。 

（10）胶囊剂填充工艺变更，如由粉末填充改为制粒后填充。 

（11）不含挥发性、热敏性成份的口服液体制剂，由湿热灭菌变更为终端无菌灌装工艺，

或增加湿热灭菌工序。 

（12）滴丸滴制过程中变更加料顺序，降低配料温度、滴制温度、冷凝液温度，变更滴距。 

（13）包装工序中增加填充惰性气体步骤。 

2．Ⅱ类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变更内容： 

（1）含热敏性成份的口服液体制剂，由湿热灭菌变更为终端无菌灌装工艺；或增加湿热

灭菌工序。 

（2）含挥发性成份、热敏性成份的中药变更干燥工艺的。 

（3）药液的普通过滤工艺变更为超滤工艺。 

3．Ⅲ类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变更内容： 

（1）常压/减压干燥改为微波干燥等特殊干燥方法。 

（2）对药物吸收利用等有明显影响的成型工艺方法的改变。 

四、中药生产工艺变更研究及申报资料要求 

（一）Ⅰ类变更研究及申报资料要求 

1．品种概述 

（1）申报品种获准上市的信息，包括规格、批准文号、批准时间、执行标准、有效期，以

及历次补充申请及最近一次再注册的情况等内容。 

（2）简述变更事项 

若非首次申报且未被批准，应简述未获批准的原因。如在工艺变更的同时有关联变更，应

说明关联变更的情况。 

2．变更内容及变更理由 

以文字描述的方式说明变更前、后生产工艺过程。以文字描述或列表的方式提供各步骤的

主要变化（包括批量、设备、生产方式方法、工艺参数、辅料种类及用量等的变化）及原因。

应同时说明关联变更的具体事项和理由，提供制剂处方、药品规格等信息，明确说明制剂处方、

药品规格是否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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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工艺变更研究 

（1）变更的合理性评价和风险分析 

基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变更内容进行风险分析。分析变更对药品质量的影响，确

定变更的合理性和变更风险。 

（2）变更研究 

①生产工艺 

完整描述变更后的生产工艺及主要工艺参数。 

②工艺研究 

结合变更情况，简述生产工艺的选择依据和优化过程。列出相应的工艺步骤及主要工艺参

数控制范围，并提供详细的工艺路线、工艺方法、工艺参数界定，或辅料种类和用量筛选的研

究资料。如果涉及中间体质控的变更，应列出相关中间体的控制标准。涉及辅料变更的，应列

出辅料的来源、级别、质量标准，重点列出变更后新增辅料的详细信息；对于特殊的辅料，应

说明安全应用限度及其依据。 

③生产工艺验证和中试生产数据 

结合变更情况，简述生产工艺验证情况。如果仅涉及到生产工艺的局部变更，可重点对变

更内容进行研究和验证；如果涉及到生产工艺的整体变更，应对完整的生产工艺进行研究和验

证。 

提供 3 批能够代表生产实际情况的中试研究数据，包括批号、投料量、半成品量、辅料量、

成品量、成品率等。 

（3）药品标准和质量研究 

①药品标准 

提供药品药品标准草案及起草说明，说明各质控项目设定的考虑，总结分析各检查方法选

择以及限度确定的依据，未纳入标准项目的考虑及确定依据，说明此次有无因生产工艺变更所

导致的关联变更项目。 

对原执行标准/拟定标准是否符合现行技术要求进行评价，如不符合现行要求应进行系统

的方法学研究和标准修订。 

②质量研究 

提供质量研究工作的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应包括药品标准变更项目的方法学研究和验证

研究资料、未列入药品标准项目的方法学研究和验证研究资料等。应对进行的验证工作能否支

持检测方法的可行性进行自我评价。 

③质量对比研究 

一般情况下，应提供变更所涉及的生产工序质量控制指标的比较研究资料，以及拟变更工

艺样品与原生产工艺样品药品标准中质量控制指标的比较研究资料。必要时，还应根据变更具

体情况、剂型特性和药物性质，视情况增加适当的检测项目（如指纹图谱、溶出度、生物活性

检测等），以全面反映工艺变更前后样品质量的一致性。 

（4）批检验报告 

提供三个连续批次的检验报告，应提供样品的批号、生产时间、地点、批量等信息。并给

出变更前三批样品的数据资料，对关键指标进行列表对比。 

（5）稳定性研究 

一般应对 3 批变更后样品进行 3—6 个月加速及长期留样考察，以文字或列表的方式提供

与变更前样品的稳定性比较研究情况。对关键项目，如含量等，应列出具体检测数据，比较其

变化趋势。 

提供变更后样品的内包装材料、贮藏条件、有效期，并结合变更后样品的稳定性研究情况、

变更前后样品的稳定性比较研究情况、已上市产品的贮藏条件和有效期等，说明变更后样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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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包装材料、贮藏条件、有效期的确定依据。 

（二）Ⅱ类变更研究及申报资料要求 

此类变更，除上述Ⅰ类变更相关工作外，还应进行以下工作： 

1．根据需要提供药理毒理试验资料。 

2．临床试验或生物等效性研究比较资料。 

（三）Ⅲ类变更研究及申报资料要求 

此类变更一般需进行全面的研究和验证工作，研究工作可按照本要求总体考虑中阐述的基

本思路和方法进行，除上述Ⅰ类变更相关工作外，尚需根据需要进行以下工作以证明变更对药

品质量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包括： 

1．相关的药理毒理试验研究。 

2．Ⅱ、Ⅲ期临床试验或生物等效性研究。 

 

注 1：大毒药材是指国务院《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1988 年）公布的 28 种毒性药

材和国家及地方药材标准中标注为大毒（或剧毒）的药材。 

注 2：有毒药材是指国家及地方药材标准中标注为有毒的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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