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20107145808154.html )
附錄

国家药监局

关于发布《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

（ 2022 年第 1 号）

为进一步指导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的修订，加强中

药全生命周期管理，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了《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

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 1.《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2.《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起草说明

国家药监局 

2022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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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

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一、概述

药品说明书是医师、药师和患者了解、使用药品的科学依据，对指导临床用药具有重要

作用。部分中药虽已上市多年，但其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仍存在不足或缺失，影响安全合理

用药，亟需修订。为进一步指导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以下简称“持有人”）对已上市中药说

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的修订，加强中药全生命周期管理，保障公众用药安全，依据《药品注册

管理办法》、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及药品说明书、标签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技术指导原则。

持有人是药品说明书修订的责任主体，应在药品上市后主动开展研究，及时对药品说明

书安全信息项内容进行修订。本技术指导原则为已上市中药说明书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

注意事项、特殊人群用药等安全信息项内容的修订提供基本思路与方法，列出安全信息项常见

情形，供修订说明书时参考，具体采用其中的一种，还是需要若干种同时提示，应当结合已上

市中药的品种特点进行考虑。

本技术指导原则是在遵循中医药理论指导，依据现行法规、标准体系以及当前对中药安

全性方面的认知水平制定的。随着法规和标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认知的不断发展，本技术

指导原则的相关内容将适时进行调整。

二、基本原则

（一）中医药理论指导

修订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应当坚持“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等中医

药理论的指导。积极挖掘并体现中医学、中药学专著中的安全用药思想，考虑中药“七情”配

伍理论和“正治反治”、“有故无殒”、“药后调护”等中医药理论特色，吸纳基于病证特色

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成果，合理修订已上市中药说明书的安全信息项内容。

（二）全生命周期管理

持有人应当加强对已上市中药的持续管理，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对药品的非临床

研究、临床试验、上市后研究、不良反应监测等信息综合研判，进行风险获益权衡，依据研究

结果和不良反应监测数据等修订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

（三）表述科学、规范、准确

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的文字表述应当科学、规范、准确。对疾病名称、中

医证候、药学专业名词、药品名称、理化检查项目及结果等名词术语的表述，应当采用国家统

一颁布或规范的专用词汇，度量衡单位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不得含具有暗示性、误导性

和不适当宣传的文字表述。

三、修订细则

随着已上市中药的广泛使用，其安全性信息不断累积，一些新的用药风险也被发现，此

时需及时修订已上市中药说明书的安全信息项内容。中药说明书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

忌】、【注意事项】、【特殊人群用药】等的修订侧重点有所不同，分别详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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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示语

当发现已上市中药存在严重不良反应或潜在的重要安全性问题而需要警示用药时，应当

在说明书标题下以加粗的黑体字注明相关警示语。警示语用于强调的是特别重要的警告信息，

除按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相关规定修订外，应综合分析药品风险后确定是否需要增加警示语。 

1.与成份、剂量、疗程有关的警示语

示例：（ 1）本品含 XXX，不可超剂量或长期服用。

（ 2）本品为中西药复方制剂，含化学药品成份 XXX，
对该成份过敏者禁用。 

2.与特殊用药人群有关的警示语

示例：（ 1）运动员慎用。

（ 2）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

（ 3）婴幼儿禁用。 

3.与不良反应有关的警示语

示例：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当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用药后出现

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应当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4.与注意事项有关的警示语

示例：避免本品与含 XXX的药品同时使用。

（二）不良反应

持有人应当对药品不良反应 /事件报告、相关研究及文献资料进行分析评价，根据分析评

价结果，及时采取有效风险控制措施，如修改标签、说明书等，减少和防止药品不良反应的发

生。 

1.【不良反应】项信息修订依据的数据及资料 

1.1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

持有人自主收集的、监测机构反馈的药品不良反应 /事件报告，应根据《个例药品不良反

应收集和报告指导原则》等技术文件，对其关联性、报告频次、严重程度及转归等进行分析评

价。对于严重病例报告应当进行逐例评价，必要时可引入专家评价。若无确凿医学证据，原则

上持有人不应降级初始报告人的关联性评价结果。 

1.2 Ⅳ期临床试验及上市后临床研究收集的不良反应信息

Ⅳ期临床试验、上市后临床研究（如真实世界研究）发现的药品不良反应 /事件，应结合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严重程度及转归进行分析评价。 

1.3文献资料或其他途径获知的不良反应信息

对上市后临床安全性研究、不良反应个案报道等文献进行分析评价。对于非独家品种，

还应综合同品种的文献及说明书安全信息进行分析。 

2.【不良反应】项信息的修订，一般应考虑的因素 

2.1 已收载的不良反应 /事件，如监测数据显示不良反应报告频次较同期明显增长，或在

不良反应报告中占比明显增加；或新的临床研究数据、文献资料显示发生率较前明显增加；或

目前数据显示其严重程度较前明显增加的，应根据风险情况对相应内容进行修订。 

2.2撰写上市后不良反应信息时，可按照器官系统、严重性、报告频率的顺序或分类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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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市后监测到的不良反应 /事件通常不能准确判断其发生率，一般只列出不良反应 /事件名

称，不对发生率进行表述。 

2.3对于涉及多个系统的一组症状的不良反应，通常应当将相关症状组合在一起表述。以

过敏或过敏样反应为示例，可表述为：皮肤潮红或苍白、皮疹、瘙痒、呼吸困难、心悸、发绀、

口唇肿胀、喉头水肿、血压下降甚至休克等。以不同术语报告但医学意义相同时，建议将这些

术语进行合并，如心悸、心慌可合并为心悸。但对于同一医学现象的不同类型，建议使用特定

的术语，例如，不同类型的皮疹（全身皮疹、斑丘疹、丘疹样皮疹、脓疱疹等）无需合并，各

自保留。 

2.4可依据中医药理论，综合评判不良反应 /事件与病因病机、药品功能主治的关联性，判

断是否需要在【不良反应】项中作出风险提示。 

2.5对于严重不良反应 /事件仅有个案报告的，一般也应作风险提示。

（三）禁忌

【禁忌】项内容包括禁止使用该药品的各种情形，包括年龄、性别、生理状态、疾病状

态、伴随治疗、中医证候或体质等。【禁忌】项的修订主要基于传统中医药理论对禁忌的认识、

现有安全性数据、资料的分析结果，在【禁忌】项中对可能产生严重伤害的情形进行限定。 

1.疾病 /证候禁忌

当存在因特殊疾病 /证候状态而不得使用已上市中药的情形时，该药品说明书【禁忌】中

宜列明相关的疾病 /证候信息。

示例：本品适用于痰热闭证的高热神昏，虚寒证禁用。 

2.特殊人群禁忌

当部分人群因年龄、性别、生理状态或体质等因素使用已上市中药存在安全风险的，应

当修订其说明书【禁忌】。如当监测到已上市中药可能引起严重过敏反应时，应当修订为：对

本品或含 XX成份过敏者，以及有严重过敏反应病史者禁用。 

3.联合用药禁忌

当特殊伴随治疗、合并用药给已上市中药的应用带来明显用药风险时，应当在说明书【禁

忌】中增加服药期间禁与含有 XXX的中药 /XXX类药品合用的内容。 

4.其他禁忌

无论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已上市中药说明书修订公告中涉及的禁忌内容，还是

因其他的用药风险而提出的相应禁忌内容，均应当通过修订相关已上市中药说明书【禁忌】得

以体现。

（四）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主要提示使用药品时需注意的问题，包括因中医证候、患者体质或肝、肾

功能异常等需慎用的情形，饮食的影响，需观察或监测的症状或实验室检查指标，以及出现不

良反应等异常时的处理措施等。【注意事项】的修订主要基于中医药理论认识、现有安全性数

据、资料的分析结果，如结果显示药品使用时涉及上述问题，而该问题在现行说明书中尚未提

示时，应对【注意事项】内容进行修订补充。具体修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所含药味或辅料方面的提示

当基础研究或监测发现已上市中药的安全性事件可能与所含药味或辅料相关时，应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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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提示。中药和化学药品组成的复方制剂，应当在该项下列出成份中化学药品的相关内容及

注意事项。

示例：本品含有 XXX，可能引起……，使用时注意……，症状严重者应当停药并及时去

医院就诊。 

2.给药途径方面的提示

当安全性数据显示已上市中药存在的用药风险可能与给药途径相关时，应当作出相关提

示。

示例：本品为外用药，切忌内服。 

3.用法用量方面的提示

当安全性数据显示用法用量不当可能产生用药风险时，应当作出相关提示。对于可能涉

及滥用或药物依赖性的药品，或长期或过量用药可能增加风险的，应当给予明确提示，避免不

合理服用。示例如下：

（ 1）本品不可过量、长期使用。

（ 2）本品为外用药，不宜长期大面积使用，使用中如有皮肤发痒、变红或其他不适等过

敏现象时，应当立即取下，症状严重者应当去医院就诊。 

4.潜在用药风险的提示

当需要对潜在用药风险的监护措施进行提示或对用药期间出现的不良事件进行提示时，

可修订说明书【注意事项】。示例如下：

（ 1）上市后临床使用过程中观察到肝功能不全者使用本品后出现肝损害加重的个案，肝

功能不全者慎用。

（ 2）用药期间应定期监测肝生化指标，如出现异常，或出现全身乏力、食欲不振、厌油、

恶心、上腹胀痛、尿黄、目黄、皮肤黄染等可能与肝损伤有关的临床表现时，应当立即停药并

到医院就诊。 

5.药物相互作用方面的提示

已上市中药与其他药品联合用药可能存在用药风险时，应当作出相关提示。示例如下：

（ 1）不宜在服用本品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 2）本品含有 XXX， XXX与含镁、铝、锌类药物合用时会发生络合作用，影响药物吸

收。 

6.中医药理论方面的特别提示

有关中医药理论方面的特别提示主要包括：因病机、体质等因素需要慎用药者，以及将

息法（涉及饮食宜忌、服用方法、护理等）、配伍等方面的使用注意。 

7.实验室检查方面的提示

当临床观察发现，使用已上市中药后，患者的相关实验室检测指标发生变化，且该变化

提示药品可能存在用药风险时，应当及时修订。

示例：本品可引起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升高，用药期间需定期检查肝功能。 

8.贮藏方法的提示

贮藏方法不当可能会影响药品有效性、安全性时，应当作出相关提示。

示例：本品贮藏不当可能会影响药品质量，发现药液出现浑浊、沉淀、变色、结晶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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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性状改变以及瓶身有漏气、裂纹等现象时，均不得使用。 

9.其他

当监测发现已上市中药对特殊工种（驾驶员、高空作业人员等）、运动员等的操作或行为

有影响时，应作出相关提示。

示例：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

对于非处方药，还应当考虑增加保障患者自我药疗安全用药、影响药物疗效因素、特殊

人群用药等注意事项内容。

（五）特殊人群用药

经不良反应监测或上市后评价，发现已上市中药可能会给孕妇、哺乳期妇女、儿童、老

年患者带来用药风险时，可将有关信息在说明书【特殊人群用药】中予以说明、提示。

四、进口中药、天然药物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的修订

对于进口中药、天然药物，其说明书中的安全信息项内容除保留原产地说明书中的所有

安全性信息并保持同步更新外，还应将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或上市后研究评价发现的相关安全

性信息增加到说明书中。具体可参照本技术指导原则的有关要求执行。

五、参考文献 

1.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药、天然药物处方药说明书撰写指导原则 .2006年 . 
2.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成药非处方药说明书规范细则 .2006年 . 
3.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年版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 .2015年版 . 
5.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 2009年版 .（中成药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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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

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国

家药监局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相关要求，进一步指导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以下简称 “持有人 ”）对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的修订，加强中药全生命周期管理，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了《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现将

有关起草工作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部分已上市多年中药的说明书中安全信息项内容存在缺失，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

等常表述为 “尚不明确 ”，影响安全合理用药。因此，学界、业界要求尽快完善中药说明书的呼

声十分强烈。近几年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 100 余种已上市中药的说明书修订公告，其中 “禁
忌 ”项和 “不良反应 ”项等安全信息项内容为修订的重点。尽管如此，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

项内容缺失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亟需制定对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具有针对

性指导作用的技术指导原则。

此外， 2019年 12月 1日正式实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在药品监管史上具有里程碑

的意义，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建立药物警戒制度，对药品不良反应及其他与用药有关的有害反应

进行监测、识别、评估和控制。持有人应当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开展上市后评价，加强

对已上市药品的持续管理。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药

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也相继被修订或制定，均对已上市药品说明书的监督管理提

出了新要求。 2020年 12月 1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要加强中药说明书和标签管理，推进对已上市中药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

意事项】等相关内容的修改完善。因此，制定已上市中药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既

是落实新法规的要求，也是推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需要。

国家药监局在组织课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法规、技术指导原则的要求，组织研究

起草了《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二、起草经过 

2016年，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上市中成药说明书修订完善策略研究》专项课

题，委托北京中医药大学药物警戒研究团队开展关于已上市中药、进口中药说明书安全性信息

修订完善有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广泛查阅国内外资料，开展深入的调研，形成了研究报告，

提出了完善已上市中药说明书的意见建议。根据课题研究成果及相关调研情况，国家药监局将

课题研究成果进行转化，组织起草《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

行）》，并公开征求意见，积极吸纳反馈意见和建议，对技术指导原则进行了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本技术指导原则基于已上市中药说明书现状及现行法规要求，明确了已上市中药说明书

修订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医药理论指导，体现全生命周期管理，表述科学、规范、

准确等。主要内容包括概述、基本原则、修订细则及进口中药、天然药物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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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修订等四部分。修订细则部分主要涉及说明书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特

殊人群用药等 5项安全信息项内容。

四、关键问题说明

（一）关于修订原则的说明

在对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进行修订时，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中医药特色。传承中医药用药特点，挖掘并体现中医学、中药学专著中传统的

药物警戒思想。吸纳现有的中医药研究成果，尤其是基于病证特色的基础研究成果。

二是体现全生命周期管理。说明书修订系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重要一环。持有人是药品

说明书修订的责任主体，应当对药品的非临床研究、临床试验、生产经营、上市后研究、不良

反应监测及报告与处理等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当发现安全问题时应当及时修订说明书安全信

息项内容。

三是表述应科学、规范、准确。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立足现代已有临床及实验数据、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上市后评价结果、文献报道等，及时、客观、真实地呈现药品安全性

信息。若已有相关研究结果，说明书相应的安全信息项不应当再标注 “尚不明确 ”。安全信息项

内容的表述不得含有具暗示性、误导性和不适当宣传的文字表述，应当使用规范用语，按照规

范的表述形式撰写。

（二）关于警示语的有关问题

当发现已上市中药存在严重不良反应或潜在的重要安全性问题而需要警示用药时，才在

中药说明书标题下添加警示语。在判断是否需要添加警示语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

泛化警示语的使用。本技术指导原则列出了警示语的常见情形，供修订说明书时参考，具体采

用其中的一种，还是需要若干种同时警示，应当视品种情况而定。

（三）关于不良反应的有关问题

说明书不良反应内容的修订较为复杂，本技术指导原则列出了修订的基本思路和要求。

首先要有风险信号来源，其次要进行不良事件与药品的关联性评价，评价标准采用《个例药品

不良反应收集和报告指导原则》中的评价标准。要求持有人对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中反馈的、持

有人主动收集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进行汇总，对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表现及构成比、严重性、

关联性、不良反应转归等进行分析，并形成总结。考虑到上市后监测到的不良反应通常不能准

确判定其发生率，因此明确要求一般只列出不良反应名称，而不使用涉及发生率的表述。

（四）关于注意事项的有关问题

说明书注意事项是最能反映中医药理论特色的部分。因中医病机或体质等因素需要慎用

药者，以及将息法（涉及饮食宜忌、服用方法、护理等）、配伍等方面的使用注意均可在注意事

项中体现。

鉴于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的区别主要在注意事项部分，因此，在注

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其他”中增加了“对于非处方药，还应当考虑增加保障患者自我药疗安全

用药、影响药物疗效因素、特殊人群用药等注意事项内容。”

（五）关于进口中药

虽然新的中药注册分类没有明确将进口中药作为一个类别列出，但是本技术指导原则还

是沿用了 “进口中药 ”的称谓，主要考虑还是便于业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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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监局 2022年 1月 4日 
	国家药监局 2022年 1月 4日 
	附件 1

	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一、概述
	药品说明书是医师、药师和患者了解、使用药品的科学依据，对指导临床用药具有重要作用。部分中药虽已上市多年，但其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仍存在不足或缺失，影响安全合理用药，亟需修订。为进一步指导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以下简称“持有人”）对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的修订，加强中药全生命周期管理，保障公众用药安全，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及药品说明书、标签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技术指导原则。
	持有人是药品说明书修订的责任主体，应在药品上市后主动开展研究，及时对药品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进行修订。本技术指导原则为已上市中药说明书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特殊人群用药等安全信息项内容的修订提供基本思路与方法，列出安全信息项常见情形，供修订说明书时参考，具体采用其中的一种，还是需要若干种同时提示，应当结合已上市中药的品种特点进行考虑。
	本技术指导原则是在遵循中医药理论指导，依据现行法规、标准体系以及当前对中药安全性方面的认知水平制定的。随着法规和标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认知的不断发展，本技术指导原则的相关内容将适时进行调整。
	二、基本原则
	（一）中医药理论指导
	修订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应当坚持“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等中医药理论的指导。积极挖掘并体现中医学、中药学专著中的安全用药思想，考虑中药“七情”配伍理论和“正治反治”、“有故无殒”、“药后调护”等中医药理论特色，吸纳基于病证特色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成果，合理修订已上市中药说明书的安全信息项内容。
	（二）全生命周期管理
	持有人应当加强对已上市中药的持续管理，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对药品的非临床研究、临床试验、上市后研究、不良反应监测等信息综合研判，进行风险获益权衡，依据研究结果和不良反应监测数据等修订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
	（三）表述科学、规范、准确
	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的文字表述应当科学、规范、准确。对疾病名称、中医证候、药学专业名词、药品名称、理化检查项目及结果等名词术语的表述，应当采用国家统一颁布或规范的专用词汇，度量衡单位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不得含具有暗示性、误导性和不适当宣传的文字表述。
	三、修订细则
	随着已上市中药的广泛使用，其安全性信息不断累积，一些新的用药风险也被发现，此时需及时修订已上市中药说明书的安全信息项内容。中药说明书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特殊人群用药】等的修订侧重点有所不同，分别详述如下。 
	（一）警示语
	当发现已上市中药存在严重不良反应或潜在的重要安全性问题而需要警示用药时，应当在说明书标题下以加粗的黑体字注明相关警示语。警示语用于强调的是特别重要的警告信息，除按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相关规定修订外，应综合分析药品风险后确定是否需要增加警示语。 
	1.与成份、剂量、疗程有关的警示语示例：（ 1）本品含 XXX，不可超剂量或长期服用。
	（ 2）本品为中西药复方制剂，含化学药品成份 XXX，对该成份过敏者禁用。 
	2.与特殊用药人群有关的警示语示例：（ 1）运动员慎用。
	（ 2）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
	（ 2）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
	（ 2）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

	（ 3）婴幼儿禁用。 
	（ 3）婴幼儿禁用。 


	3.与不良反应有关的警示语
	示例：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当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应当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4.与注意事项有关的警示语示例：避免本品与含 XXX的药品同时使用。（二）不良反应持有人应当对药品不良反应 /事件报告、相关研究及文献资料进行分析评价，根据分析评
	价结果，及时采取有效风险控制措施，如修改标签、说明书等，减少和防止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 
	1.
	1.
	1.
	【不良反应】项信息修订依据的数据及资料 

	1.
	1.
	1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


	持有人自主收集的、监测机构反馈的药品不良反应 /事件报告，应根据《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收集和报告指导原则》等技术文件，对其关联性、报告频次、严重程度及转归等进行分析评价。对于严重病例报告应当进行逐例评价，必要时可引入专家评价。若无确凿医学证据，原则上持有人不应降级初始报告人的关联性评价结果。 
	1.2 Ⅳ期临床试验及上市后临床研究收集的不良反应信息
	Ⅳ期临床试验、上市后临床研究（如真实世界研究）发现的药品不良反应 /事件，应结合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严重程度及转归进行分析评价。 
	1.3文献资料或其他途径获知的不良反应信息
	对上市后临床安全性研究、不良反应个案报道等文献进行分析评价。对于非独家品种，还应综合同品种的文献及说明书安全信息进行分析。 
	2.【不良反应】项信息的修订，一般应考虑的因素 
	2.1已收载的不良反应 /事件，如监测数据显示不良反应报告频次较同期明显增长，或在不良反应报告中占比明显增加；或新的临床研究数据、文献资料显示发生率较前明显增加；或目前数据显示其严重程度较前明显增加的，应根据风险情况对相应内容进行修订。 
	2.2撰写上市后不良反应信息时，可按照器官系统、严重性、报告频率的顺序或分类列出。 
	由于上市后监测到的不良反应 /事件通常不能准确判断其发生率，一般只列出不良反应 /事件名称，不对发生率进行表述。 
	2.
	2.
	2.
	3对于涉及多个系统的一组症状的不良反应，通常应当将相关症状组合在一起表述。以过敏或过敏样反应为示例，可表述为：皮肤潮红或苍白、皮疹、瘙痒、呼吸困难、心悸、发绀、口唇肿胀、喉头水肿、血压下降甚至休克等。以不同术语报告但医学意义相同时，建议将这些术语进行合并，如心悸、心慌可合并为心悸。但对于同一医学现象的不同类型，建议使用特定的术语，例如，不同类型的皮疹（全身皮疹、斑丘疹、丘疹样皮疹、脓疱疹等）无需合并，各自保留。 

	2.
	2.
	4可依据中医药理论，综合评判不良反应 /事件与病因病机、药品功能主治的关联性，判断是否需要在【不良反应】项中作出风险提示。 


	2.5对于严重不良反应 /事件仅有个案报告的，一般也应作风险提示。（三）禁忌【禁忌】项内容包括禁止使用该药品的各种情形，包括年龄、性别、生理状态、疾病状
	态、伴随治疗、中医证候或体质等。【禁忌】项的修订主要基于传统中医药理论对禁忌的认识、现有安全性数据、资料的分析结果，在【禁忌】项中对可能产生严重伤害的情形进行限定。 
	1.疾病 /证候禁忌当存在因特殊疾病 /证候状态而不得使用已上市中药的情形时，该药品说明书【禁忌】中
	宜列明相关的疾病 /证候信息。示例：本品适用于痰热闭证的高热神昏，虚寒证禁用。 
	2.特殊人群禁忌
	当部分人群因年龄、性别、生理状态或体质等因素使用已上市中药存在安全风险的，应当修订其说明书【禁忌】。如当监测到已上市中药可能引起严重过敏反应时，应当修订为：对本品或含 XX成份过敏者，以及有严重过敏反应病史者禁用。 
	3.联合用药禁忌
	当特殊伴随治疗、合并用药给已上市中药的应用带来明显用药风险时，应当在说明书【禁忌】中增加服药期间禁与含有 XXX的中药 /XXX类药品合用的内容。 
	4.其他禁忌
	无论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已上市中药说明书修订公告中涉及的禁忌内容，还是因其他的用药风险而提出的相应禁忌内容，均应当通过修订相关已上市中药说明书【禁忌】得以体现。
	（四）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主要提示使用药品时需注意的问题，包括因中医证候、患者体质或肝、肾功能异常等需慎用的情形，饮食的影响，需观察或监测的症状或实验室检查指标，以及出现不良反应等异常时的处理措施等。【注意事项】的修订主要基于中医药理论认识、现有安全性数据、资料的分析结果，如结果显示药品使用时涉及上述问题，而该问题在现行说明书中尚未提示时，应对【注意事项】内容进行修订补充。具体修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所含药味或辅料方面的提示当基础研究或监测发现已上市中药的安全性事件可能与所含药味或辅料相关时，应作出 
	相关提示。中药和化学药品组成的复方制剂，应当在该项下列出成份中化学药品的相关内容及注意事项。
	示例：本品含有 XXX，可能引起……，使用时注意……，症状严重者应当停药并及时去医院就诊。 
	2.给药途径方面的提示当安全性数据显示已上市中药存在的用药风险可能与给药途径相关时，应当作出相关提
	示。示例：本品为外用药，切忌内服。 
	3.用法用量方面的提示
	当安全性数据显示用法用量不当可能产生用药风险时，应当作出相关提示。对于可能涉及滥用或药物依赖性的药品，或长期或过量用药可能增加风险的，应当给予明确提示，避免不合理服用。示例如下：
	（ 1）本品不可过量、长期使用。
	（ 2）本品为外用药，不宜长期大面积使用，使用中如有皮肤发痒、变红或其他不适等过敏现象时，应当立即取下，症状严重者应当去医院就诊。 
	4.潜在用药风险的提示
	当需要对潜在用药风险的监护措施进行提示或对用药期间出现的不良事件进行提示时，可修订说明书【注意事项】。示例如下：
	（ 1）上市后临床使用过程中观察到肝功能不全者使用本品后出现肝损害加重的个案，肝功能不全者慎用。
	（ 1）上市后临床使用过程中观察到肝功能不全者使用本品后出现肝损害加重的个案，肝功能不全者慎用。
	（ 1）上市后临床使用过程中观察到肝功能不全者使用本品后出现肝损害加重的个案，肝功能不全者慎用。

	（ 2）用药期间应定期监测肝生化指标，如出现异常，或出现全身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上腹胀痛、尿黄、目黄、皮肤黄染等可能与肝损伤有关的临床表现时，应当立即停药并到医院就诊。 
	（ 2）用药期间应定期监测肝生化指标，如出现异常，或出现全身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上腹胀痛、尿黄、目黄、皮肤黄染等可能与肝损伤有关的临床表现时，应当立即停药并到医院就诊。 
	（ 2）用药期间应定期监测肝生化指标，如出现异常，或出现全身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上腹胀痛、尿黄、目黄、皮肤黄染等可能与肝损伤有关的临床表现时，应当立即停药并到医院就诊。 

	5.药物相互作用方面的提示已上市中药与其他药品联合用药可能存在用药风险时，应当作出相关提示。示例如下：
	（ 1）不宜在服用本品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 2）本品含有 XXX， XXX与含镁、铝、锌类药物合用时会发生络合作用，影响药物吸收。 
	（ 2）本品含有 XXX， XXX与含镁、铝、锌类药物合用时会发生络合作用，影响药物吸收。 


	6.中医药理论方面的特别提示
	有关中医药理论方面的特别提示主要包括：因病机、体质等因素需要慎用药者，以及将息法（涉及饮食宜忌、服用方法、护理等）、配伍等方面的使用注意。 
	7.实验室检查方面的提示当临床观察发现，使用已上市中药后，患者的相关实验室检测指标发生变化，且该变化
	提示药品可能存在用药风险时，应当及时修订。示例：本品可引起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升高，用药期间需定期检查肝功能。 
	8.贮藏方法的提示贮藏方法不当可能会影响药品有效性、安全性时，应当作出相关提示。示例：本品贮藏不当可能会影响药品质量，发现药液出现浑浊、沉淀、变色、结晶等药 
	品性状改变以及瓶身有漏气、裂纹等现象时，均不得使用。 
	9.其他当监测发现已上市中药对特殊工种（驾驶员、高空作业人员等）、运动员等的操作或行为
	有影响时，应作出相关提示。示例：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对于非处方药，还应当考虑增加保障患者自我药疗安全用药、影响药物疗效因素、特殊
	人群用药等注意事项内容。（五）特殊人群用药经不良反应监测或上市后评价，发现已上市中药可能会给孕妇、哺乳期妇女、儿童、老
	年患者带来用药风险时，可将有关信息在说明书【特殊人群用药】中予以说明、提示。四、进口中药、天然药物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的修订对于进口中药、天然药物，其说明书中的安全信息项内容除保留原产地说明书中的所有
	安全性信息并保持同步更新外，还应将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或上市后研究评价发现的相关安全性信息增加到说明书中。具体可参照本技术指导原则的有关要求执行。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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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相关要求，进一步指导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以下简称 “持有人 ”）对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的修订，加强中药全生命周期管理，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了《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现将有关起草工作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部分已上市多年中药的说明书中安全信息项内容存在缺失，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常表述为 “尚不明确 ”，影响安全合理用药。因此，学界、业界要求尽快完善中药说明书的呼声十分强烈。近几年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 100余种已上市中药的说明书修订公告，其中 “禁忌 ”项和 “不良反应 ”项等安全信息项内容为修订的重点。尽管如此，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缺失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亟需制定对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具有针对性指导作用的技术指导原则。
	此外， 2019年 12月 1日正式实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在药品监管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建立药物警戒制度，对药品不良反应及其他与用药有关的有害反应进行监测、识别、评估和控制。持有人应当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开展上市后评价，加强对已上市药品的持续管理。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也相继被修订或制定，均对已上市药品说明书的监督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2020年 12月 1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中药说明书和标签管理，推进对已上市中药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的修改完善。因此，制定已上市中药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既是落实新法规的要求，也是推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需要。
	国家药监局在组织课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法规、技术指导原则的要求，组织研究起草了《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二、起草经过 
	2016年，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上市中成药说明书修订完善策略研究》专项课题，委托北京中医药大学药物警戒研究团队开展关于已上市中药、进口中药说明书安全性信息修订完善有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广泛查阅国内外资料，开展深入的调研，形成了研究报告，提出了完善已上市中药说明书的意见建议。根据课题研究成果及相关调研情况，国家药监局将课题研究成果进行转化，组织起草《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修订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并公开征求意见，积极吸纳反馈意见和建议，对技术指导原则进行了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本技术指导原则基于已上市中药说明书现状及现行法规要求，明确了已上市中药说明书修订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医药理论指导，体现全生命周期管理，表述科学、规范、准确等。主要内容包括概述、基本原则、修订细则及进口中药、天然药物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 
	本技术指导原则基于已上市中药说明书现状及现行法规要求，明确了已上市中药说明书修订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医药理论指导，体现全生命周期管理，表述科学、规范、准确等。主要内容包括概述、基本原则、修订细则及进口中药、天然药物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 
	容的修订等四部分。修订细则部分主要涉及说明书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特

	殊人群用药等 5项安全信息项内容。
	四、关键问题说明
	（一）关于修订原则的说明
	在对已上市中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进行修订时，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中医药特色。传承中医药用药特点，挖掘并体现中医学、中药学专著中传统的药物警戒思想。吸纳现有的中医药研究成果，尤其是基于病证特色的基础研究成果。
	二是体现全生命周期管理。说明书修订系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重要一环。持有人是药品说明书修订的责任主体，应当对药品的非临床研究、临床试验、生产经营、上市后研究、不良反应监测及报告与处理等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当发现安全问题时应当及时修订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
	三是表述应科学、规范、准确。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立足现代已有临床及实验数据、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上市后评价结果、文献报道等，及时、客观、真实地呈现药品安全性信息。若已有相关研究结果，说明书相应的安全信息项不应当再标注 “尚不明确 ”。安全信息项内容的表述不得含有具暗示性、误导性和不适当宣传的文字表述，应当使用规范用语，按照规范的表述形式撰写。
	（二）关于警示语的有关问题
	当发现已上市中药存在严重不良反应或潜在的重要安全性问题而需要警示用药时，才在中药说明书标题下添加警示语。在判断是否需要添加警示语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泛化警示语的使用。本技术指导原则列出了警示语的常见情形，供修订说明书时参考，具体采用其中的一种，还是需要若干种同时警示，应当视品种情况而定。
	（三）关于不良反应的有关问题
	说明书不良反应内容的修订较为复杂，本技术指导原则列出了修订的基本思路和要求。首先要有风险信号来源，其次要进行不良事件与药品的关联性评价，评价标准采用《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收集和报告指导原则》中的评价标准。要求持有人对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中反馈的、持有人主动收集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进行汇总，对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表现及构成比、严重性、关联性、不良反应转归等进行分析，并形成总结。考虑到上市后监测到的不良反应通常不能准确判定其发生率，因此明确要求一般只列出不良反应名称，而不使用涉及发生率的表述。
	（四）关于注意事项的有关问题
	说明书注意事项是最能反映中医药理论特色的部分。因中医病机或体质等因素需要慎用药者，以及将息法（涉及饮食宜忌、服用方法、护理等）、配伍等方面的使用注意均可在注意事项中体现。
	鉴于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说明书安全信息项内容的区别主要在注意事项部分，因此，在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其他”中增加了“对于非处方药，还应当考虑增加保障患者自我药疗安全用药、影响药物疗效因素、特殊人群用药等注意事项内容。”
	（五）关于进口中药
	虽然新的中药注册分类没有明确将进口中药作为一个类别列出，但是本技术指导原则还是沿用了 “进口中药 ”的称谓，主要考虑还是便于业界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