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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未满足治疗严重细菌性疾病医疗需要患者的抗菌治疗指导原则”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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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caA）于 OMNT年 U月发布了“供企业用未满足治疗严重细菌性疾病医疗需要患者的抗菌治

疗指导原则”。该指导原则以问答的形式说明 caA目前对没有或缺乏有效治疗的严重细菌性疾病的新抗菌药简化开发方案和

临床试验设计的观点。以问答的形式介绍该指导原则的全部内容，以期对加速我国新抗菌药的研发及其管理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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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菌药耐药性仍然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导致

严重细菌性疾病（如，医院获得性细菌性肺炎、呼

吸机相关性细菌性肺炎和复杂的尿路感染）的患者

越来越多，他们可能对现有的抗菌药没有反应。治

疗严重细菌性疾病患者的抗菌药的临床试验评价

可能是挑战性的，其原因有多种，其中包括：（N）
需要立即开始经验性抗菌治疗，以降低发病率和死

亡率的风险，这可能掩盖正在研究的抗菌药的作

用，因为经验性抗菌治疗在纳入试验前给予一些患

者可能产生了作用；（O）患者急性疾病的严重程度

（如，在急性感染状态下的谵妄）可使获得知情同

意和其他试验程序进展困难；（P）患者基础疾病的

病原学诊断不确定性，包括具体细菌病原；（Q）可

能需要伴随的抗菌药治疗（通常是经验性的），其

活性谱可能与正在研究的抗菌药重叠，这可使研究

性药物的疗效评估困难。=
为帮助申请人开发治疗未满足医疗需要患者

的严重细菌性疾病的抗菌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caA）于 OMNT年 U月发布了“供企业用未满足治

疗严重细菌性疾病医疗需要的患者的抗菌治疗指

导原则”xNz，以问答的方式介绍 caA对这类药物的

简化临床开发方案xOz和临床试验设计的看法。未满

足医疗需要患者是指有限的或没有有效抗菌药治

疗的严重细菌性疾病的患者，除耐药性所致之外，

还包括对数种抗菌药物过敏或不耐受的患者xOz。=
而我国至今尚没有类似的指导原则，本文遵照

原文，以问答的形式介绍该指导原则的全部内容，

期望对我国这类药物的开发和管理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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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什么类型的抗菌药可能适合于简化开发方案？=
简化开发方案的候选药是拟用于治疗很少有

或没有有效治疗患者的严重细菌性感染的抗菌药。

此类药物可能有：（N）对其他现有抗菌药有耐药机

制的细菌保持抗菌活性的新作用机制；（O）对抗耐

药机制的新增抑制剂；（P）改变分子结构，使药物

对现有药物的耐药机制不再敏感；或（Q）某种其

他特点有可能导致有效性增强。而药效稍有增加的

药物（如：体外试验，稀释 O～P 倍的活性较大）

一般不能被认为是解决未满足医疗需要的药物并

且应接受传统开发方案。=
O= =治疗单一菌种的药物可能是简化开发方案的候

选药吗？=
是的，治疗单一菌种（或少数菌种）的药物可

能是简化开发方案的候选药。下面讨论只对 N个属

内的 N个种（或少数种）有活性的抗菌药可能的临

床试验设计建议。当 N个种是罕见的感染原因时，

申请人应与 caA 讨论可能的开发方法。在设计简

化药物开发方案时，申请人应考虑下列临床试验因

素：相关菌种引起严重感染的频率；迅速查明引起

患者感染的相关细菌病因学的快速诊断检测的使

用和有效性；用于临床实践的快速诊断检测的合作

开发xPI=Qz。=
P= =治疗严重细菌性疾病并且未满足医疗需要患者

的抗菌药简化开发方案中考虑的最重要的非临床

因素是什么？= =
在开发早期阶段，申请人一般进行研究性抗菌

药的非临床评价回答下列问题：抗菌活性、作用机

制、新药的耐药机制和新药是否受其他药物耐药机

制的影响。此外，关于化学、生产、控制、非临床

毒理学研究资料将包含在研究性新药申请中。= = = =
在非临床开发期间，申请人应描述新抗菌药物

的特性并评估作为治疗严重感染并很少或没有治

疗选择患者候选药的可能性。就简化临床开发方案

的临床试验较小、较短或较少来看，可能产生较少

的安全数据，而非临床研究在抗菌药安全性评价中

可能起更重要的作用。因此，非临床评价不应是较

小的或简化的。申请人用简化临床开发方案开发药

物，还必须提供足够的数据证明药物是安全有效

的，以达到批准的法定标准。其他一些供企业用的

指导原则更详细地讨论，非临床开发考虑的这些重

要的因素。=
由于简化药物开发方案要解决未满足严重细

菌性感染的医疗需要，申请人应提供下列研究性药

物的重要非临床资料：研究性药物的体外活性，包

括靶细菌病原体代表性样本的最低抑菌浓度

（jfC）；在适当的感染动物模型的活性；抗菌药在

非临床研究（如，适当的感染动物模型）的相关组

织部位达到适当水平能力的证据；作用机制和对其

他药物的耐药机制是否影响其抗菌活性。=
感染动物模型的药动L药效（mhLma）关系评价，

如与相关动物模型和（或）体外模型有效性相关的

mhLma 指数的依据：（N）超过 jfC 的游离血浆浓

度时间曲线下面积；（O）超过jfC的最大游离血浆

浓度；（P）超过jfC的时间；（Q）其他适当的指标；

与动物模型有效性相关的 mhLma指数目标值；依据

人体 mh 研究获得的 mh 参数，评价感染体外模型

的给药剂量和频率。=
Q= =在简化开发方案中临床试验设计考虑的问题是

什么？=
评价治疗未满足医疗需要患者的严重细菌性

疾病的抗菌药，可能采用不同的方法。下面概述的

方法可作为申请人考虑采用的实例。这些方法既不

全面，也不相互排斥；在某些情况下，不同方法元

素的组合可能是合适的。鼓励申请人在开始临床试

验前，同 caA 讨论其提出的具体开发方案。下面

是考虑的试验设计的实例。=
QKN= =非劣效性临床试验=

根据对严重细菌性疾病有治疗选择的患者群

的非劣效性试验，证实拟治疗未满足医疗需要患者

的严重细菌性疾病的研究性药物的有效性。试验人

群应包括与未满足医疗需要患者相似的严重疾病

和（或）并发症的患者，以便发现与未满足医疗需

要患者群（即，对其他现有抗菌药耐药细菌所致感

染的患者）可能相关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鉴于抗菌药可能仅适用于那些有限的或没有

治疗方案选择的患者，非劣效性试验有效性的特点

可能基于比通常在感染性疾病具体指导原则中推

荐的较大的非劣效性界值，但还可证实其有效性xRz。

说明书的适应症将明确指出该药物应保留用于有

限的或没有其他治疗选择的患者（见本问答的第 NT
个标题）。=

因为在非劣效性试验中未满足医疗需要的患

者通常很少，申请人可能要考虑追加未满足医疗需

要患者的临床试验xSz。可在非劣性试验中研究的感

染具体类型的患者以及可比较的或疾病较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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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其他类型患者中，进行追加临床试验。如果

阳性对照治疗可行且合乎伦理，随机阳性对照试验

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随后可进行比较安全性和有效

性评价。经验表明，具有随机对照组可能对解释试

验安全数据特别重要（在纳入重症患者的小样本试

验，设有对照组可能有助于评价在这种患者群有不

良事件背景的不良事件）。这种试验没有足够效能

进行检验推断。如果计划证明统计学优效，请参考

“QKO”项下优效性临床试验的回答。=
追加临床试验应收集患者并发症、疾病严重性

和药动学资料，并与非感染患者群比较（见本文问

答第 T个标题下关于 mhLma因素的回答）。=
QKO= =优效性临床试验=

研究性药物可与现有最佳阳性对照治疗通过

单个随机对照优效性试验进行比较。申请人应与

caA 讨论试验设计类型x如，试验纳入特殊感染类

型的患者（如，呼吸机相关的细菌性肺炎）或不同

类型的感染（如，呼吸机相关的细菌性肺炎和复杂

的腹腔感染）z以及优效性结果推断的统计学评价。=
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可明确地确定，现有最佳

抗菌药阳性对照治疗与安慰剂或无治疗相比有可

靠的并可重复的治疗作用。然而，有可能其治疗作

用大于安慰剂或不治疗。鉴于这种可能性，研究性

药物可能很难显示出明显的优效性，并且采用优效

性不太严格的统计学结果可能是合适的。在这种情

况下，较通常低的有效性结果可被认为是有效性的证

据，以便使药物能够上市，因为医疗需要尚未满足。=
优效性试验设计可用于评价对单一菌种（或少

数菌种）有活性的抗菌药物。纳入特殊类型感染试

验（如，呼吸机相关性细菌性肺炎）足够数量的患

者是不可能的。相关菌种所致的身体多部位感染患

者可纳入试验，并采用推断统计学检验有效性。=
在未治疗的发病率或死亡率高并且在未满足

医疗需要的患者群没有很大变化，而且在未满足医

疗需药患者群对研究性药物疗效期望很大时，依赖

于外部对照人群的优效性临床试验设计评价有效

性，或许是适用的xTz。就外部对照试验来讲，对照

患者应尽可能接近预期接受该研究性药物的人群。

除了研究性药物治疗外，患者应该在相似的背景和

相似的时间内接受治疗。对考虑外部对照试验的申

请人，caA建议，如果考虑阳性对照被认为是现有

的最佳治疗，在符合伦理和操作可行时，可将至少

一小部分患者随机分组到阳性对照组（如，通过不

相称的 Q∶N随机化）。这将有可能评估外部对照与

试验人群的可比性。然后，采用频率论或 _~yesá~n
统计方法，将外部对照数据和随机到阳性对照组的

患者数据合并，以评估治疗组间的差异作为主要比

较分析。=
QKP= =巢式非劣效性或优效性临床试验=

有与没有未满足医疗需要的患者都可包含在

巢式（nesíed）、阳性对照的非劣效性或优效性试验

设计中。在获得引起患者感染的细菌的抗菌药敏感

性试验之前，患者应随机分到研究性药物或对照

药，因为使用目前的技术，可达到药敏试验结果所

需要的时间。试验应包括调整对照方案的规定，为

那些在基线发现有耐药菌株的患者提供护理治疗

标准。必须有足够的程序，保护纳入这项试验的患

者不暴露于不太有效的治疗。=
在该试验设计中，第一步应证明在对对照药

敏感的基线分离菌株的患者群，研究性药物不劣

于对照治疗。第二步应该评价在随后证明对对照

药耐药的基线分离菌感染的患者研究药物优效于

对照药xUz。这种分层巢式设计不需要任何多重性的

调整，以控制总体 f 型错误率xVz。鉴于预定检验的

序贯顺序本质，非劣效性检验之后是优效性检验，

因此优效性评价时没有统计学惩罚。=
R= =不同部位感染的患者可纳入同一临床试验吗？如

果是，请列举主要疗效终点和分析考虑问题的实例=
是的。这些试验应被设计为未满足医疗需要患

者的优效性试验。这些试验应考虑一些因素不允许

把患者纳入单一身体部位感染的试验，如，对单个

菌种（或少数菌种）有活性的抗菌药物。=
对该试验设计的主要疗效终点可考虑数种选

择。一种选择是根据每个身体部位的感染，采用不

同的临床疗效终点。如，复杂腹腔感染患者，可根

据随机分组后 OU=d的临床成功结果评价；而复杂尿

路感染患者，可根据抗菌药物治疗 T= d后反应结果

评价。因此，将根据与每个身体部位感染的具体结

果以及通过每个身体部位检查结果（确定每个部位

获得的有限数量），对每个患者计算成功或失败。

如果试验的感染类型不治疗往往是致命的，主要疗

效终点的另一个选择是全因死亡率。=
包括纳入不同身体部位感染患者试验的简化

开发方案，可降低检出抗菌药在某些身体部位（与

其他部位相比）作用相对不足的能力。已经有数个

新近的实例表明，临床试验的非预期结果显示抗菌



= = arug=bvaluation=oesearch= =第 QN卷=第 N期= = OMNU年 N月=

= = = = =

•=QQ=•=

药作用的不足xNMJNOz。试验应该纳入较严重的疾病和

相似并发症的患者，以减少某些身体部位作用不足

的潜在问题。=
例如，对革兰阴性菌有活性的研究性药物的这

种试验应纳入，在 fCr接受监护的下列身体不同部

位感染的患者：（N）呼吸机相关性细菌性肺炎；（O）
需要机械通气的医院获得性细菌性肺炎；（P）复杂

性腹腔感染加低血压和（或）菌血症；（Q）复杂性

尿路感染加低血压和L或菌血症。在该实例中，caA
建议，有呼吸机相关性细菌性肺炎或需要机械通气

的医院获得性细菌性肺炎患者，应约占患者总数的

RMB或更多。鼓励申请人在开始前向 caA提供任何

多点研究的方案，以确保获得正确的患者组合。=
评估特定亚组治疗效果的频率论者（如，逻辑

回归模型）或 _~yesá~n模型方法，可用于为纳入有

不同严重程度和相关合并症的身体部位感染患者

设计的试验。模型方法要提供身体各部位亚组治疗

效果内部一致的测量方法。=
S= =请列举简化临床方案的统计学方法或随机化方

法的实例=
成组序贯设计对根据有效或无效的早期停止

是有用的和灵活的。可以考虑适应性设计临床试验

或具有以下特征的试验设计xNPz。=
整群随机化方案是一种可以探索的方法。通过

适当的知情同意程序，整群随机化可以促进通过允

许简化入选程序进行试验。在随机到标准护理臂试

验点入选同意的患者，在那个点将接受统一的护理

标准，而在随机到研究性药物臂试验点入选同意的

患者，则将用该药治疗。这种方案最适合于多临床

中心的试验，每一临床中心在每一试验点纳入较少

的患者。在足够数量的临床中心，随机化应确保在

试验点和患者水平特点两方面治疗组间的平衡。=
临床试验网也可促进试验和评价新抗菌药物

的可行性。可能包含数个不同研究性药物的创新临

床试验方法（试验的每一种不同的治疗臂以及与显

示标准护理治疗的对照臂的比较），也可以考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之间的合作可使开发的抗菌药的活性

谱不重叠。例如，如果研究药物 A和研究药物 _对

不同菌种有活性，并可认为 A、_两药合用是引起

感染的可能的细菌性病原体的经验性全覆盖，那么

药物A加药物_与现有最佳阳性对照治疗对比试验

可用于根据基线菌种在预先设定的主要分析人群

评价每种药物。采用这种方法的申请人应与 caA

讨论评估各个抗菌药物所需的安全数据。=
析因设计是另一种考虑。临床试验通常在重症

监护室（fCr）进行，以评估其作用机制不同于抗

菌药物（如抗炎治疗）的干预。析因设计在这种试

验中可同时把患者随机分到两个不同抗菌药物方

案中的一个和两种不同非抗菌干预中的一种，从而

使单一试验回答两个问题。与析因设计相关的申请

人应与 caA 讨论，预料抗菌药和非抗菌干预之间

是否有任何相互作用。=
T= =在简化开发方案中 mhLma（暴露–反应）数据

的重要性是什么？=
应综合基于最近监测数据相关细菌的 jfC 分

布资料、动物 mhLma（暴露–反应）评估结果和人

体 mh 试验结果，以帮助确定临床试验评价的合适

给药剂量和频率xNQI=NRz。在感染的 N个身体部位的非

劣效性试验中，已发现非满足医疗需要的患者与纳

入的患者相比暴露变异很大。另外，注意到感染类

型（如，呼吸机相关性细菌性肺炎）也可增加暴露

的变异。因此，重要的是给予有被评价感染类型的

未满足需要的患者，充分的 mh和剂量合理性评价。

人体的 mh 资料应包括药物分布到作用部位（如上

皮细胞衬液）的资料。人体和动物暴露数据的比较

应该包括血浆蛋白结合任何差异的校正。=
临床试验 mh 数据的收集（如，临床试验纳入

的所有患者的稀疏取样）可能有助于解决潜在的有

效性或出现的安全性问题，并有助于描述内在和外

在因素对药动学和药效学的影响。未满足医疗需要

的严重细菌性疾病患者，往往有严重的合并症，特

别是肾或肝损害，因此增加药动学改变的可能性。

在试验进行中考虑的重要问题是，描述这类患者的

药动学特点（见本文问答“QKN”部分，有关在未满

足医疗需要的患者追加临床试验的非劣效性临床

试验的回答）。如，开发早期了解研究性药物在肾

或肝损害患者的药动学，可促进这类患者纳入临床

试验（如，通过提供给药指导）。=
U= =简化开发方案中上市前的安全数据库的规模多

大？ 

从其可能的受益来看，研究性药物上市前的安

全数据库应充分。一般作为简化开发方案的受试者

的药物安全数据库，提出上市的治疗剂量和给要持

续时间，应包括约 PMM名患者。这个安全数据库可

包括临床开发所有阶段的患者，并且包括未满足医

疗需要的患者xNS，N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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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简化开发方案中应考虑什么其他安全法规要

求？=
OMMT 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法修正案》（公法

NNMUR）第 VMN 节创建了《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

品法案》（caCC=Ací）第 RMREoF和 RMRJN节。caCC=
Ací=第 RMR（o）（P）节授权 caA 要求处方药某些

上市后的研究和临床试验xNUz。如果 caA 确定风险

评估和缓解策略（objp）对确保药物受益大于药

物风险是必要的，那么第 RMRJN 授权 caA 要求

objpxNVz。=
如前所述，简化开发方案可以包括相对较小的

安全数据库。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导致潜在的严

重风险（如，与药物治疗风险相关的强度；风险发

生率）发现的不确定性。在这些情况下，当已达到

审批标准时，caA也可判定需要上市后研究或临床

试验，以进一步揭示风险特点。=
NM= = caA 接受治疗严重细菌性疾病和未满足医疗

需要患者的较大毒性的药物吗？=
药物安全性通过权衡其风险和受益来评估。有

些药物有风险，广泛人群难于接受，但在有严重疾

病又没有其他治疗选择的患者群却可以接受。如前

所述，严重疾病和未满足医疗需要的患者，接受较

大不确定性或较高风险是风险–受益评估的合理

方法。某些抗菌药物也可能是 ON世纪治愈法案（公

法 NNQJORR）PMQO 条款制定的抗菌和抗真菌药有限

人 群 途 径 （ lámáíed= éoéul~íáon= é~íÜw~y= for=
~níáb~cíerá~l=~nd=~níáfung~l=drugs，imAa）的候选药。

caA 拟发布有关 imAa 的单独指导原则。caA 鼓

励申请人与抗感染产品处，讨论建议的方法。=
NN= =抗菌药物简化开发方案会导致药品审批标准

的降低吗？=
不会。根据简化开发方案批准的药物必须符合

caCC=Ací第 RMR（d）节规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法定标准。有效性的认定必须获得基于充足而良好

对照临床研究的可靠证据支持xOMz。安全性认定必须

获得足够的信息支持（包括足够的检测）以便确定

在提出的说明书中推荐或建议的处方条件下使用

是否安全。=
如前所述，简化抗菌药开发方案的使用，与编

纂在美国联邦法规第 ON篇 PNO部（ON=Cco=é~rí=PNO）
b 分部的法规中首次正式表达的指导思想一致。该

指导思想反映了，一旦可以得出药物的益处超过其

风险，尤其是未满足这些患者需要时，caA将加快

提供用于严重疾病患者药物的承诺，同时保持安全

性和有效性的适当标准。=
该指导原则不打算为抗菌药物建立新的批准

途径或标准。如上所述，imAa途径是根据 ON世纪

治愈法案（公法 NNQJORR）PMQO 条款不久前已建立

的。caA拟发布关于 imAa的单独指导原则。鼓励

申请人与抗感染产品处，讨论提出的方法。=
NO= =为什么 caA 和申请人向卫生保健界，强调按

照简化开发方案开发的治疗未满足医疗需要患者

的严重细菌性疾病的药物的风险和益处是重要

的？=
为获得批准，申请人必须证明，说明书中推荐

或建议的处方条件下该药是安全和有效的xcaCC=
Ací第 RMR（d）（N）节z。因此，药品说明书应明确

批准的适应症和患者群。此外，重要的是强调以下

几点：这类药品的产品说明书不仅应包括药物已知

的风险和益处，还应说明支持批准的现有资料的局

限性；向卫生保健界通报，如何适当使用该药物是

很重要的（即，明确 caA 根据药物益处大于风险

而批准的患者群）；上市后监测（或者，在某些情

况下，药物的持续开发）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确定药

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特点（见本文问答 NN的回答）。=
所有药物，尤其是根据较小的安全数据库批准

的药物，安全性的重要发现可能在上市后期间首先

变得明显。=
NP= =简化开发方案适当考虑动物规则吗？=

当可进行人体临床有效性试验时，药物不适于

根据所谓动物规则（~nám~l= rule）批准。所谓根据

动物规则批准，即当人体有效性研究不道德或不可

行时，可参照为批准药物的 ON=Cco=PNQKSMM（或为

批准生物制品的 ON=Cco=SMNKVM）规定的管理途径的

条款。=
NQ= =在简化抗菌药物开发方案中快速诊断起什么

作用？=
使用细菌检测方法，而不是培养，可能有助于

确定有细菌病原体的人群。细菌病原体的非培养检

测实例包括尿抗原检测、血清学和聚合酶链反应。=
候选的抗菌药物的临床试验可提供，促进新的

诊断检验开发和评价的机会。鼓励申请人同抗感染

产品处以及器械和放射卫生中心的相应审评处，讨

论这些方法。=
快速检测方法的开发和使用，应有助于鉴别有

特定病原体的患者，抗这种病原体的药物活性谱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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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 N个属的 N种或少数种有活性的药物）。=
NR= =能使用简化的方法为未满足医疗需要的患者

和随后的其他适应症，开发抗菌药吗？=
可以，申请人可使用简化的开发方法，获得针

对未满足医疗需要的适应症以及随后开发的他适

应症的批准。一般来讲，如果最初使用传统方法开

发 N个药物，则不应采用简化的方法开发其后的适

应症。=
NS= =批准治疗未满足医疗需要患者的严重细菌性

疾病的一种药物，妨碍采用简化开发方案批准同样

适应症的另一种药物吗？=
不妨碍，批准治疗未满足医疗需要患者的严重

细菌性疾病的一种抗菌药，并不妨碍用简化开发方

案开发其后相同或相似适应症药物的开发。随后的

药物可供日后产生耐药性的某些感染患者的选择，

并可考虑解决未满足的医疗需要。此外，在下列情

况下，当有已批准治疗同样适应症的药物时，可考

虑使用一种抗菌药，解决未满足的医疗需要：上市

后期间，发现第一个批准的药物有严重的不良反

应，显著影响其风险和效益的评估；第一个药物的

不良反应可能影响某些亚群的使用（如，一种有可

能引起肾毒性的药物，不是肾功能损害患者理想的

选择）。其后的具有不同不良反应的药物，可供这

类患者治疗选择；批准一种以上的疗法，处理出现

的或预期的公共卫生需要，如药物短缺或对抗菌药

产生耐药性。=
NT= =对产品说明书有特殊的考虑吗？=

按照简化开发方案批准的说明书适应症，应反

映被批准的药物的患者群（如，由细菌性病原体引

起的严重感染的患者群，患者限于那种感染的治疗

选择）。药品说明书的适应证和应用项目，还应概

述支持批准的现有数据的局限性（如，安全性数据

有限）。=
下面的实例显示，根据简化开发方案批准的限

制治疗选择的条件下，严重感染患者适应症的用语：=
药物 u 适用于有限的或没有替代治疗选择的

患者，治疗下列敏感微生物所致的[医院获得性细

菌性肺炎、呼吸机相关细菌性肺炎、复杂性腹腔感

染、复杂性尿路感染（包括适当的）]：[列出细菌

性病原体的属和种]。批准这些适应症是依据[概述

支持批准的现有数据的局限性]。=
caA拟发布单独的有关 imAa的指导原则，包

括具体的说明书要求xONz。=

NU= =结语=
本文介绍的 caA“供企业用未满足治疗严重细

菌性疾病医疗需要的患者的抗菌治疗指导原则”，

在开发针对未满足治疗严重细菌性疾病医疗需要

的患者的抗菌药，采用简化临床开发方案及其临床

试验设计方面，主要给出下列答案：（N）可采用简

化开发方案的这类抗菌药是指可治疗目前很少有

或没有有效治疗的严重细菌性感染的抗菌药，包括

治疗单一菌种（或少数菌种）的药物和毒性较大的

药物；（O）对非临床研究要求更高；（P）临床试验

设计应注意的问题以及不同部位感染的患者可纳

入同一优效性临床试验；（Q）可采用的统计学和随

机化方法；（R）mhLma数据的重要性；（S）上市前

的安全数据库的规模；（T）说明书适应症即要反映

药物适用的患者群，也要概述现有数据的局限性。=
我国有优先审评、审批的“新药注册特殊管理规

定”xOOz，也有“抗菌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xOPz。

但还没有在优先审评、审批情况下，开发未满足治

疗严重细菌性疾病医疗需要患者的抗菌药临床试

验设计的指导原则。本文介绍的 caA 的指导原则

对我国建立这种指导原则会有很多启示。在我国还

没有出台类似的指导原则之前，caA的该指导原则

对我国加速开发这类抗菌药的研究及其监管有很

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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