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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药品有效期估计的量化模型=

纪建勋=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建=厦门= = PSNMMP=

摘  要：运用量化模型估计药品有效期是长期稳定实验的核心及新药申报中的重要节点。通过对比最新《中国药典（OMNR
版）》中的对应规定（第 fs部，VMMN章）与国际法规 fCe=nNb中的估计方法，阐明 fCe=nNb是符合国内法规的。其次，通

过理论分析解释了国内与国际法规中量化模型所隐含的假设及局限性。最后，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得出有效期估计值的经验分

布，表明取均值为最终有效期估计值的方法，可能比 fCe= nNb中的方法更倾向于低估真实有效期，从而置制造方于不必要

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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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药物产品（化学药品或生物制剂）的

有效期是长期稳定性试验的核心，也是申请新药批

准和上市中的一个重要节点。长期稳定性试验和其

他稳定性试验需依照国内法规《中国药典（OMNR
版）》xNz（第 fs部，VMMN章）执行，其中未确切规

定的细项可以参照常用的国际法规，如美日欧国际

协调委员会（fCe）指导原则 nNxOJPz。=
药物产品的有效期指的是，在给定的贮存条件

下，该产品在市售包装下各关键质量（Crátác~ä=
nì~äáty=Attrábìte）指标预期能持续保持在检验标准

（sheäf=äáfe=specáfác~táon）内的时期。其中，（N）给定

的贮存条件（一般指温度与相对湿度，无直接光照）

应与实际保存环境匹配。根据我国南北地域条件，

药典中指定贮存条件为温度（OR±O）℃、相对湿度

（SM±NM）B，或温度（PM±O）℃、相对湿度（SR±
R）B。（O）关键质量指标指的是那些非临床的可测

量指标，用于从多个（物理或生化）角度描述药品。

药品的质量最直观反映在临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上，但显然临床试验无法作为质量控制的直接手段。

针对各药品类型（化学药品或生物制剂）和具体药

品，专家们（药学、药物动力学和临床）与监管机

构会研究提出一系列关键质量指标。通过控制这些

指标以期保证生产的药品质量。（P）各关键指标所

对应的检验标准通常是，先由制造方提议，再经监

管机构审核批准后确定的。制造方提议时一般是根

据部分长期试验数据的趋势适度外扩最终成为标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稿日期：OMNSJNMJNO=
作者简介：纪建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西药房药师。qeäW=MOOJUQUQROQM= = bJm~áä：NUQUQVMOP]qqKcom



= = arug=Evaluation=oesearch= =第 QM卷=第 R期= = OMNT年 R月= • SQP=•=

据药典规定并结合常见的实际运作，长期试验

需包含 P批次药品的数据，每批次药品需以今后销

售批次的规模（或稍小规模）生产，对包装后成品

进行科学抽样，保留足够数量并贮存在规定条件下，

之后在第 M、P、S、V、NO、NU、OQ、PS个月，随机

取样以测量各关键质量指标并汇报数据。由于所有

测量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系统误差，汇报数据一般是

取多个独立样本值的平均值。每个测量法的评估检

验和汇报方法应在长期试验前就已经确定并提交监

管机构。通常，每批次药品的每个关键质量指标在

某试验时间点上仅有一个汇报数据。基于这些数据

并给定检验标准，该药品关于每个关键质量指标的

有效期就可以通过统计模型进行估计。最终该药品

标注在包装上的有效期是，由制造方整合所有有效

期估计值进行提议，并经由药监局批准后确定的。=
下文将首先详细介绍有效期估计的量化模型，

阐述国内药典相关要求与国际法规 fCe= nNb 是如

何接轨的。然后，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比较国内与国

际法规中估计方法的差异。最后，总结比较结果并

讨论量化模型的统计学性质与隐含假设。

N= =国际现行的量化方法（fCe=nNbxPz）与国内法规=
现仅考虑关键质量指标会随时间线性渐增或

渐减。基于前文所描述的长期试验的汇报数据，

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以关键质量指标为响应量，

时间为自变量）可以用于拟合某批次的数据，然

后预测在哪一个时间点其响应量均值的 VRB置信

限与检验标准相交，该时间点就是该批次的有效

期估计值。如图 N所示，如果检验标准是单侧（如

上侧），那么计算的 VRB置信限也应是相同的单侧

（如上侧）。

图 N= =当检验标准为双侧时，如何估计有效期=
cigK= N= = dr~phic~l= illustr~tion= of= shelfJlife= estim~tion= with=
twoJsided=specific~tion=limits=

如果检验标准是双侧，那么置信限也应是双侧，有

效期估计值为任意一侧置信限最先与检验标准相交

的时间点。

以上估计某批次有效期的框架同时满足《中国

药典》和 fCe=nNA（oO）xOz的要求。两者之间未完

全相同的部分在于如何综合 P批次数据（或 P批次

分别的有效期估计值）计算关键质量指标的有效期。

相较于 fCe= nNb指导原则中的具体估算模型，《中

国药典》有更大的弹性。本小节将先阐述 fCe=nNb
中的量化方法（见模型 N），解释它为何是符合国内

药典规定的，然后再提出另一种更简单且也符合规

定的实用方法，用作对比。通过之后小节 P中的理

论讨论和小节 Q中的模拟分析，读者可以更清楚的

了解国内和国际法规建议方法的性质和局限。

阐述量化方法前，为了清楚的表述统计模型，

本文作如下符号约定。t 表示时间（单位：月），v
表示关键质量指标的随机观测值，e 表示随机干扰

项x通常假设服从正态分布 k（M，σO）z，fa是代表

批次的虚拟变量组合，a表示截距，b表示时间回归

系数。

模型 N（fCe=nNb分布模型）：=
N）综合 P批次的数据，拟合饱和模型 v＝~＋

afa＋bt＋bfat＋e，并用方差分析检验饱和模型中

afa和 bfat项是否显著，m值检验标准为 MKOR。该

饱和模型旨在使每个批次有不同的截距和时间系

数，但用全部的数据拟合随机方差。

O）如果 afa项显著（m≤MKOR）但 bfat项不显

著（m＞MKOR），最终模型应该拟合 v＝a＋afa＋bt
＋bfat＋e，使 P批次有不同的截距但相同的时间系

数；如果 afa和 bfat项都不显著，最终模型应该拟

合 v＝~＋bt＋e，称此为同系数模型，它使 P批次有

相同的截距和时间系数；其他情形下，最终模型即

是步骤（N）中的饱和模型。=
P）依照最终模型计算其 VRB置信带（例如图 N

中的红色虚线），然后取置信带与检验标准的交点所

对应的时间为有效期估计。该置信带上的每一点都

是对应时间点上预测均值的（单侧或双侧）VRB置

信限。如果同系数模型是最终模型，则 P批次仅有

N 个有效期估计值，该值便是该关键质量指标的有

效期估计值。如果同系数模型不是最终模型，则 P
批次各有一个有效期估计值，取其中的最小值为该

关键质量指标的有效期估计值。

应注意的是，如果步骤（O）中 afa 项不显著

上侧检验标准

下侧检验标准

上侧检验标准=

下侧检验标准=

有效期估计值=

拟合的回归曲线=

VRB置信带=

VRB置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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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bfat项显著，fCe=nNb没有建议使 P批次有不同

截距但相同的时间系数，而是使用饱和模型做最终

模型。=
区别于 fCe=nNb的具体，国内药典给予更多弹

性，仅规定某关键质量指标的最终有效期估计应如

下计算：“如 P批统计分析结果差别较小，则取其平

均值为有效期限。若差别较大，则取其最短的为有

效期”。然而如何定义差别和判别“差别较小”的阀

值，药典中没有明确给出。模型 N是通过方差分析

检验批次间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差异，以此来判别

“P批统计分析结果差别”的大小。如果没有，则使

P 批次有相同的回归系数得到唯一的有效期估计

值。如果有，则分别求取有效期再取最小值。因此

fCe=nNb是符合国内法规的。=
现在考虑更简单直接的建模方法，即对每批次

的数据分别建模以估计有效期，并定义最大与最小

估计值间的比率为批次间统计分析结果的差别，标

记为 oj~xLján。当 oj~xLján越靠近 N，表示 P 个估计

值间差别越小，反之差别越大。如果 oj~xLján 小于

或等于阀值，则取平均值为最终有效期估计，反之

取最小值。关于如何确定阀值，小节 Q运用蒙特卡

洛模拟进行讨论。最后，如何分别求取每批次的有

效期估计值也需要明确说明，可行的方法包括模型

N 中非同系数的两个模型。为了更好的对比，现在

仅考虑最简单直接的模型（模型 O），即对每批次数

据分别独立建模。=
模型 O（例子模型）：对每批次数据分别独立拟合

回归模型 v＝a＋bt＋e，计算 VRB置信带，并确定其

与检验标准的交点为有效期估计值。取这 P个有效期

估计值的均值为该关键质量指标的有效期估计值。=
这个模型 O与模型 N中饱和模型的区别在于批

次内随机误差的估计。两个模型都使每批次有独立

的截距和时间系数，但模型 N 中的饱和模型假设 P
批次有相同的随机干扰，所以综合 P批次的残差用

以估计随机干扰方差（σO）。而模型 O假设每批次有

独立的随机干扰。=
O= =关于量化方法的理论分析=

本小节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国际和国内法规中

量化模型的隐含假设、性质和局限性。如果某批次

的数据是根据模型 v＝a＋bt＋e产生，且模型系数

（a和 b）的真实值可知，该批次的真实有效期即是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𝑆 𝑎𝑎
𝑏𝑏

，其中 ppec 表示检验标准。现实中，真实的

模型不可知，且观测的数据包含随机干扰，因此基

于数据推断的回归系数𝑎𝑎�和𝑏𝑏�也存在不可避免的误

差。同批次内的观测数据至少包含两种随机干扰，

即样本的随机性和测量时的系统误差。为了安全性

着想，国内药典和 fCe都规定有效期估计必须取（预

测均值的）VRB置信限与检验标准的交点，而不是

取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𝑆 𝑎𝑎�
𝑏𝑏�

，以期该估计值有很大可能比真实有效期

小。如图 N所示，简单线性回归的置信带总在拟合

的回归线的两侧，且中部内凹向回归线，内凹的最

值在观测数据的平均样本时间。批次内的随机干扰

越小，置信带越靠近回归线。给定任何有限方差的

随机干扰，随着用于拟合回归线的样本数增加，置

信带会逐渐收敛于回归线。由于 fCe=nNb的广泛使

用，已有国外文献对模型假设和性质进行了解析，

可参见参考文献xQz。本小节对模型 N 和 O 的两个重

要方面进行讨论。=
（N）线性和正态性假设=
模型 N和 O都假设关键质量指标会随时间线性

变化。如果已有研究表示某关键质量指标与时间的

关系是非线性的，且有具体的表达式，非线性模型

可以用于拟合模型。有效期的估计框架依旧是，在

给定模型下寻找关于预测均值的 VRB置信限与检验

标准的交点。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先将测量值进行

对数转换后，再假设其与时间的线性关系，例如生

物制剂的效价。另外，如果对随即干扰的分布假设

存在怀疑，拟合模型后可以提取残差作 ph~pároJtáäk
正规性检验。当检验 m值足够小（如≤MKMN），分析员

可为随机干扰选择其他更合理的分布假设。最后，由

于现实操作中每个时间点一般仅有一个汇报数据，本

文不讨论是否应该进行方差齐性检验。=
（O）固定影响模型的局限性=
模型 N和 O都没有在建模时考虑批次间的随机

性，而是选用固定影响模型（cáxedJeffect=modeä）xRJSz，
即假设每批次的数据是基于不可知的某线性模型生

成，而该模型的系数是不可知但固定的。统计理论

上，运用固定影响模型所确定的有效期估计无法将

结论延展到其他批次，即估计结果仅反映了长期试

验 P批次的稳定时期，这显然与长期试验的根本目

的相悖。确定有效期是为了说明在生产线运作良好

的情况下，现在和未来所有批次的稳定时期。尽管

存在这样的理论缺陷，固定影响模型还是被广泛使

用，这主要是由于它的易操作性。国内和国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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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也考虑到了固定影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采用

最小值，即 P批次中最坏的情况，来保守估计有效

期。但是这样的策略依然假设了长期试验中 P批次

完全代表了未来所有销售批次。为了考虑批次间的

随机性，可行的方法是运用随机系数模型（o~ndomJ=
coeffácáents=modeä）xRJSz，该模型将综合 P批次数据，

假设每批次的数据是基于某线性模型产生，而模型

的系数服从某分布（以此反映批次间的随机性），随

机系数分布具有不可知的真实均值，这些均值确定了

真实的有效期。拟合此种模型后，仍可以取预测均值

的 VRB置信带与检验标准的交点为有效期估计值，该

置信带将包含了批次间、批次内的随即干扰和样本数

的影响。这种方法综合 P批次数据仅有一个有效期估

计值。关于这种方法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xQI=TJUz。=
P= =蒙特卡洛模拟=

如前文论述，国内药典比 fCe=nNb（模型 N）更

有弹性，允许运用其他模型（如模型 O），并可以在 P
批次分析结果差异较小时取各自有效期估计的均值

为最终有效期估计值。本小节将通过蒙特卡洛模拟
xVJNMz说明确定 oj~xLján 阀值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和取

均值的方法可能导致过于保守的有效期估计值。=
借鉴于 fCe=nNb，模型 N通过拟合回归系数均

无显著差异来判定 P批次有效期估计差别较小，并

采用同系数模型得到唯一有效期估计值。本小节用

同系数模型随机产生 P批次数据，即 vátZNHMKRtHeát。
其中 i＝NI=OI=P表示批次，t取值于﹛M,P,S,V,NO﹜，

vit表示第 i 批次在时间点 t 的关键质量指标观测数

据，eát 相互独立且取同分布 k（M，sO），s 取值于

﹛N,MKR﹜表示随即干扰的强度。上单侧检验标准定

为 NP，因此 P批次的真实有效期均为 O年。在时间

回归系数不为零的情况下，单侧检验标准总能根据

给定回归系数取值，而使真实有效期为 O年。因此，

回归系数 N 和 MKR 的设定不影响本小节结论的广泛

性。另外，当真实截距为 N 时，P 批次数据在时间

点 M（即长期试验开始时）各自服从 k（M，sO）。所

以，s 的取值也表示时间点 M 上每批次数据的真实

相对标准差（或变异系数）。这样的设定使模拟的结

果可以不限于关键质量指标的测量单位和量级。本

文模拟假设有 N年数据可用于预测，下文讨论均在

此设定下，不另外强调。其他样本数设定可以用同

样模拟方法分析，但预期对本文讨论结果没有影响，

因此不做延展。=
根据前文模型随机生成 P批次数据值后，每批

次有效期可以按不同模型进行估计。重复这样的模

拟 R= MMM次，并记录每次不同模型拟合生成数据而

计算的估计值。因而每个模型有 R= MMM个模拟估计

值所形成的经验分布来描述其样本随机性和平均精

确度。对每个随机生成的 P批次数据，三个模型将

用于拟合：（N）完整的 fCe=nNb方法（模型 N），（O）
仅使用模型 N 中的同系数模型（不进行子模型选

择），（P）模型 O。注意，在每次模拟中，前两个模

型均仅有 N个最终有效期估计值，最后一个模型（模

型 O）在未确定 oj~xLján阀值前应保留 P批次各自的

有效期估计值。=
现先仅观察完整的 fCe= nNb 方法和仅用同系

数模型的模拟估计值经验分布（如图 O所示）。同系

数模型的估计值呈（向左）偏态分布（见图 O蓝色

直方图），而模型 N的估计值经验分布（见图 O绿色

直方图）应是三个分布的混合体，混合系数是（基

于样本数据分布）分别选择 P个子模型为最终模型

的概率。两种估计方法的经验分布均大部分在真实

有效期（O年LOQ个月）的左侧，因此，如国内和国

际法规期望的，取 VRB置信限与检验标准的交点有

很大几率低估有效期。随着样本数据的随即干扰

（sO）的减弱，两个估计值的经验分布均向真实有效

期收敛，因而平均精确度提高。另外，模拟发现不

论真实随机干扰项取值大小，当真实模型为同系数

模型，fCe=nNb方法仅有 SMB几率选择同系数模型

为最终模型。=
其次，观察 fCe=nNb方法和模型 O（且取均值）

的估计值经验分布（如图 P所示）。不考虑阀值，取

P 批次各自估计值的均值为最终有效期估计，这样

的估计方法其经验分布（见图 P红色直方图）比 fCe=
nNb（见图 P 绿色直方图）有更大面积偏左，因而

对真实有效期估计的平均精确度更低。这种情况下，

采用模型 O（且取均值）的方法将使制造方处于没

有必要的劣势。当然随着样本随机干扰的减弱，这

种方法也会收敛向真实有效期。=
运用模型 O且取均值的方法如上所说可能过于

保守。除此之外，确定 oj~xLján 阀值的也存在很大

困难。模拟中，运用模型 O估计的 P批次的各自的

有效期估计值均被保留，因而每次模拟都可以计算

一个 oj~xLján。在给定的随机干扰强度下，RMMM 个

模拟值形成的经验分布（见图 Q）表示其分布偏态

向其理论最小值 N。真实的随机干扰强度越小，

oj~xLján的分布越收敛向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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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O= =在不同强度的随即干扰下（p＝N或 MKR），完整的 fCe=nNb方法（绿色直方图）和仅用同系数模型（蓝色直方图）的

估计值经验分布（基于 RMMM次重复模拟）=
cigK= O= = bmpiric~l= distributions= of= shelfJlife= estim~tor= ~ccording= to= fCe=nNb= Egreen= histogr~mF= ~nd= estim~tor= with= s~me=
coefficients=~cross=b~tches=Eblue=histogr~mF=under=different=settings=of=popul~tion=st~nd~rd=devi~tion=Ep ==N=or=MKRFI=b~sed=on=
RMMM=repe~ts=of=simul~tion=for=e~ch=scen~rio==

= = = = = = = = = = =

=

图 P= =在不同强度的随即干扰下（p＝N或 MKR），完整的 fCe=nNb方法（粉色直方图）和模型 O且取均值（蓝色直方图）的

估计值经验分布（基于 RMMM次重复模拟）=
cigK=P= = bmpiric~l=distributions=of=shelfJlife=estim~tor=~ccording=to=fCe=nNb=Emink=histogr~mF=~nd=estim~tor=using=jodel=O=
for=e~ch=b~tch=~nd=then=~ver~ging=Eblue=histogr~mF=under=different=settings=of=popul~tion=st~nd~rd=devi~tion=Ep ==N=or=MKRFI=
b~sed=on=RMMM=repe~ts=of=simul~tion=for=e~ch=scen~rio=

= = = = = = = = = = = = = =

图 Q= =在不同强度的随即干扰下（p＝N或 MKR），oj~xLjin的模拟经验分布=
cigK=Q= = bmpiric~l=distribution=of=oj~xLjin=under=difference=setting=of=popul~tion=st~nd~rd=devi~tion=Ep ==N=or=MKRF=b~sed=on=
RMMM=simul~tions=for=e~ch=scen~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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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利于确定阀值。借鉴于 fCe=nNb方法和同系数

模型的对比，当真实模型是同系数模型时，假设阀

值的设定应使有 SMB的几率取平均值。因此，阀值

可以设定在模拟经验分布的 SMB分位数。当 s＝N
时，阀值应为≤NKPM；当 s＝MKR时，阀值应为≤NKNT。
真实随机干扰的强度越大，应设定的阀值越高。然

而，真实的随机干扰强度是不可知的。即便运用本

文中的模拟方法，通过设置不同的真实随机干扰强

度，并找到对应的阀值，制成表格。在真实随机干

扰强度不可知的情况下，只能用样本估计的干扰强

度寻找对应阀值，这显然将引入不可预测的误差，

阀值控制的通过几率可能高于或低于预期。因而，

这样的操作不严谨。如果不用比率，而选用最大最

小估计值间的绝对差异来描述 P批次统计分析结果

的差异，这个难题仍然存在。=
Q= =结语=

fCe=nNb给出了具体的有效期估计的方法，它

满足国内药典的要求。其建议的估计方法是基于固

定影响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通过模拟，该

估计方法确实很大可能低估真实有效期，因此有效

的保护病人利益。制造方可以通过优化关键质量指

标的测量方法，减小数据中的随机误差干扰来得到

更靠近真实有效期的估计值。虽然国内药典的规定

比起 fCe=nNb更有弹性，允许当 P批次统计结果分

析差异较小时采用均值为最终估计值。但采取最小

值是减小固定影响模型局限性的关键。再者，通过

模拟，本文发现这种方法可能比国际法规更保守（更

倾向于低估真实有效期），从而置制造方于不必要的

劣势。另外，如何量化“统计结果分析差异”和确

定阀值也存在实际中难以操作的难题。因此，本文

建议采用 fCe=nNb方法，避免使用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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