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rug=Evaluation=oesearch= =第 PU卷=第 S期= = OMNR年 NO月=

= =

J=RUV=J=

•=评价指南= •=

儿童抽动障碍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技术指南=

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临床评价学组G=

摘= =要：《儿科常见疾病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技术指南》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临床评价学组制定的、指导儿

科中药Ⅱ 期、Ⅱ 期临床试验和上市后有效性再评价方案设计的、具有病种特色的系列临床评价技术指南，旨在推动儿科中药

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水平的提高，并为临床提供安全有效的儿童用药。采用世界卫生组织（tel）推荐的“共识会议法”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kfe）发展共识方案（dmm）有关原则，国内全部 NU 个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中医儿科专业的临

床儿科专家以及国内相关临床评价专家参加了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厌食、轮

状病毒性肠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障碍、遗尿症、手足口病、湿疹 NN个儿科常见病种指南的起草或多次提出修改

建议，历经 P年反复完善，最终形成共识，并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于 OMNP年 NM月发布。本指南从研究背景、研究目

标、总体设计、诊断标准、受试者的选择、给药方案、安全性评价、有效性评价、试验流程、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质量保

证、相关伦理学要求、试验结束后的医疗措施、资料保存等方面阐述了儿童抽动障碍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设计与评价技术要

点，期望能为申办者与研究者在临床试验方案设计中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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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制定依据=

根据《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OMMP）xNz、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OMMT）xOz、《中药注册管理补

充规定》（OMMU）xPz、《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

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NVVR）xQz、《中医儿

科常见病诊疗指南》（OMNO）xRz、《抽动秽语综合征

诊断和治疗指南》（OMMV）xSz、《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试行）》（OMMO）xTz制定本指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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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儿科中药新药临床评价研究技术平台规范化建设”（OMNNwuMVPMOJMMSJMP） 

G通信作者  马= =融，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儿科中药的临床研究。bJm~áäW=ófójdb]NSP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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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范围 

本指南制订了儿童抽动障碍临床试验的设计与

评价技术操作要点，适用于儿童抽动障碍治疗中药

的Ⅱ、Ⅲ期临床试验设计，也可为Ⅳ期临床试验及

上市后有效性再评价研究的方案设计提供参考。=
P= =术语和定义=

难治性抽动障碍：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NM版（fCaJNM）中发声和多种运动联合抽动障碍

（íoureííeDs= dásorder，qp）的诊断标准xUz，耶鲁综合

抽动严重程度量表（v~äe=däob~ä=qác=peveráíó=pc~äe，
vdqpp）得分≥RM，经氟哌啶醇和（或）泰必利足

量治疗 N年以上无效xVz。=
Q= =设计与评价技术要点 

QKN=  研究背景 

QKNKN=概述= =抽动障碍是一种起病于儿童和青少年

时期、具有明显遗传倾向的神经精神性障碍。主要

表现为不自主的、反复的、快速的一个部位或多部

位肌肉运动性抽动和发声性抽动，并可伴有注意力

不集中、多动、强迫性动作、思维或其他行为症状。

本病病因尚不清楚，学界普遍认为是遗传因素和环

境因素共同起作用，引起体内生物学物质发生变化，

导致不同的临床表现和共患病。本病患病率男性高

于女性，男女之比约 P～R∶N。抽动障碍是一种慢

性神经精神障碍，需较长时间治疗。大部分患儿到

少年后期症状好转，也有部分患儿症状持续到成年，

甚至终生xNMJNNz。=
QKNKO= =品种的前期工作基础= =综述品种药学、药效

学、毒性、临床、文献（同类产品及药物组成）研

究情况，尤其是对幼年动物和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安

全有效性情况，从中发现对本次临床试验有价值的

信息，分析品种对人体的可能危险与受益。=
QKO= =研究目标 

QKOKN= =研究计划= =抽动障碍中药新药品种的开发，一

般要经历有效性的探索和确证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

可能设计一个或多个临床试验。因此，制定研发策略，

做好顶层设计，对于品种的成功开发都非常重要。=
QKOKO= =试验目的与观察指标= =抽动障碍临床试验

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抽动症状和改善患儿的社会功

能，常以 vdqpp量表评分L分级疗效作为主要疗效

指标。同时需要观察试验药物的安全性，特别是长

期用药的安全性。=
QKP= =试验总体设计 

QKPKN= =对照与加载试验= =根据临床试验目的结合

药物的作用特点，可选择安慰剂或阳性药对照。由

于抽动障碍属于精神类疾病范畴，缺乏客观指标，

安慰剂效应明显，而且延迟治疗大多不至于发生严

重不良后果，尽管儿童使用安慰剂存在伦理问题，但

至少在Ⅱ期临床试验阶段，仍建议使用安慰剂对照。=
阳性对照药应为已知的有效药物，建议选择经

过严格临床试验验证，具有明确的安全性、有效性

研究数据的中、西药品。如选化学药，建议以泰必

利作对照。该药安全性较好，在中国已普遍应用，

在欧洲一些国家也已作为一线治疗药物xNNz。剂量应

从小剂量开始，缓慢增加剂量至疗效最佳而副作用

最小为止。=
QKPKO= =随机与分层= =建议采用区组（分段）随机法。

儿童临床试验的分层因素主要是年龄，建议按照用

药的年龄段进行分层随机设计，保证组间均衡。=
QKPKP= =盲法= =为解决偏倚，原则上应采用双盲法，

如试验药与对照药在规格与使用方法等不相同，可

以考虑采用双L单模拟技术。未设计盲法者，应说明

理由或拟采取的补救措施。=
QKPKQ= =多中心= =临床试验需要在多中心（至少 P家）

同期进行，具备地域代表性。=
QKPKR= =检验类型= =根据试验阶段和对照药品的不

同，可以选择差异性检验、优效检验或非劣效检验。=
QKPKS= =样本量估算= =确证性试验需要估算有效性

评价所需的样本量。样本量的估算，除了设置一、

二类错误的允许范围外，还要根据临床意义，确定

非劣效L优效界值，同时，需要该品种或其同类品种

前期临床研究数据的支持。样本量的最终确定，应

结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xOz和《中药注册管理补

充规定》xPz有关最小例数的规定。=
QKQ= =诊断标准=
QKQKN= =西医诊断标准= =抽动障碍的诊断目前仍以临

床现象学诊断为主。由于其病因和发病机制迄今尚

未明确，一些客观指标如神经系统体征、脑电图、

神经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和神经心理测试等，

均为非特异性异常，只能作为辅助诊断依据。抽动

障碍的诊断标准，一般采用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

《精神神经病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apjJⅣ）xNOz。=
（N）短暂性抽动障碍（qqa）= =①一种或多种

运动性和（或）发声性抽动，表现为突然的、快速

的、反复性的、非节律性的及刻板的动作或发声。

②每天发作多次，持续至少 Q周，但不超过 NO个月。

③上述症状引起明显不安，影响社交、就业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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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④发病于 NU岁前。⑤上述症状不是由某些

药物（如兴奋剂）或内科疾病（如亨廷顿舞蹈病或

病毒感染后脑炎）引起。⑥不符合慢性运动性或发

声性抽动障碍或qp的诊断指标。=
（O）慢性运动性或发声性抽动障碍（Cqa）= =①

一种或多种运动性发声性抽动，表现为突然的、快

速的、反复性的、非节律性的、刻板的动作或发声，

在病程中不同时出现。②每天发作多次，可每天发

作或有间歇，病程超过 N年，在此期间抽动的间歇

持续不超过 P个月。③上述症状引起明显的不安，

影响社交、就业和其他重要领域的活动。④发病于

NU岁前。⑤上述症状不是由某些药物（如兴奋剂）

或内科疾病（如亨廷顿舞蹈病或病毒感染后脑炎）引

起。⑥有上述抽动或发声，但不符合 qp。=
（P）发声和多种运动联合抽动障碍（qp，又称

qoureííe 综合征、多发性抽动症）= =①具有多种运

动性抽动及一种或多种发声性抽动，有时不一定在

同一时间出现。所指的抽动为突然的、快速的、反

复性的、非节律性、刻板的动作或发声。②抽动每

天发作多次，通常为一阵阵发作，病情持续或间断

发作已超过 N年，抽动间歇期连续不超过 P个月。

③上述症状引起明显的不安，显著影响社交、就业

和其他重要领域的活动。④发病于 NU岁前。⑤上述

症状不是由某些药物（如兴奋剂）或内科疾病（如

亨廷顿舞蹈病或病毒感染后脑炎）引起。=
此外，NVVU年 ooberíson等提出单纯性抽动障

碍（éureJqp）、全面发展的抽动障碍（fuääJbäown=qp）、
qp附加症（qpH）的临床分类，此分类虽临床实用

简捷，但应用并不广泛。=
QKQKO= =中医辨证标准= =建议参考《中医儿科常见病

诊疗指南》（OMNO）xRz与《中医儿科学》xNPz的证治分类。=
（N）肝亢风动证，主症：①抽动频繁有力，面

部抽动明显；②不时喊叫，声音高亢；③多动难静，

任性，自控力差，甚至自伤自残。兼症：①烦躁易

怒；②头晕；③头痛；④胁下胀满。舌脉：①舌红；

②苔白或薄黄；③脉弦有力。具备主症①和L或②，

兼症 O项，参考舌脉即可辨证。=
（O）痰火扰神证，主症：①抽动有力，发作频

繁；②喉中痰鸣，口出异声秽语。兼症：①偶有眩

晕；②多梦；③喜食肥甘；④烦躁易怒；⑤大便秘

结；⑥小便短赤。舌脉：①舌红，苔黄腻；②脉数。

具备主症①和L或②，兼症 P项，参考舌脉即可辨证。=
（P）气郁化火证，主症：①抽动频繁有力；②

秽语连连；③脾气急躁，注意力不集中。兼症：①

面红耳赤；②头晕；③头痛；④胸胁胀闷；⑤口苦

喜饮；⑥目赤；⑦咽红；⑧大便干结；⑨小便短赤。

舌脉：①舌红，苔黄；②脉弦数。具备主症①和L
或②，兼症 R项，参考舌脉即可辨证。=

（Q）脾虚痰聚证，主症：①抽动日久，发作无

常，抽动无力；②喉中痰声。兼症：①形体虚胖；②

食欲不振；③健忘；④困倦；⑤多寐；⑥面色萎黄；

⑦大便溏。舌脉：①舌淡红，苔白腻；②脉沉滑。具

备主症①和L或②，兼症 Q项，参考舌脉即可辨证。=
（R）脾虚肝亢证，主症：①腹部抽动明显；②

手脚多动，难于静坐；③注意力不集中。兼症：①

性情急躁；②烦躁易怒；③睡眠不安；④多梦；⑤

目赤；⑥口苦；⑦叹息；⑧胁胀；⑨健忘；⑩食欲

不振；○NN便溏。舌脉：①舌淡红，苔薄白；②脉细

弦。具备主症①，兼症 S项，参考舌脉即可辩证。=
（S）阴虚风动证，主症：①肢体震颤，筋脉拘

急；②咽干清嗓。兼症：①形体消瘦；②脾气急躁；

③头晕；④耳鸣；⑤两颧潮红；⑥手足心热；⑦睡

眠不安；⑧大便干结；⑨尿频；⑩遗尿。舌脉：①

舌红绛，少津，苔少光剥；②脉细数。具备主症①

和L或②，兼症 R项，参考舌脉即可辩证。=
QKR=  受试儿童的选择 

QKRKN=  入选标准= =①小儿抽动障碍的分类和诊断、

中医辨证类型，一般选择 qp或与 Cqa。②年龄：

入选患者年龄段应符合抽动障碍的多发年龄范围，

最好包括青少年在内，一般选择 P～NU岁。③病程：

抽动障碍的病程多为慢性过程，病程常超过 N年，

建议入选病程要大于 N年。试验前服用其他治疗抽

动障碍药物者，在符合纳入标准后，建议设计导入

期，以消除已经服用类似药物的延迟作用，并达到

稳定基线水平的目的。④知情同意过程符合规定，

法定代理人或与受试儿童共同签署知情同意书。=
QKRKO=  排除标准  ①短暂性抽动障碍和难治性抽

动障碍。前者自发性症状缓解的几率高，而后者病

情较重，对常规药物的反应性差，除非以之为目标

适应症，一般不选。②对于可用其他疾病解释的不

自主运动者，如风湿性舞蹈症、亨廷顿舞蹈症、肝

豆状核变性、手足徐动症、肌阵挛、急性运动障碍、

癔症的痉挛发作、癫痫和儿童精神分裂、药源性锥

体外系症状和其他锥体外系疾病等，应进一步明确

排除。③对于抽动障碍常见的共病，如多动症

（Aaea）、强迫症（lCa）、学习困难、睡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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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障碍、自伤行为、猥亵行为等，由于发生率高，

一般难以排除，必要时可借助非抽动量表（如

Aaea）、强迫症评定量表等同时评估行为障碍的病

情，根据药物作用特点和试验目的，做出纳入或限

制纳入的规定。④对试验药物或其成分过敏。=
QKRKP  受试儿童退出（脱落）标准  ①研究者决定

退出：~ 出现过敏反应或严重不良事件，根据医生

判断应停止试验者。b 试验过程中，患者罹患其他

疾病，影响疗效和安全性判断者。c 受试儿童依从

性差（试验用药依从性＜UMB，或＞NOMB），或自

动中途换药或加用本方案禁止使用的中西药物影响

疗效评价者，则应退出研究。d 各种原因的中途破

盲病例。e=治疗 O～Q周疗效不佳的抽动障碍病例。

f随机化后，发现严重违反纳入标准或排除标准者。

②受试儿童自行退出：~ 无论何种原因，患者不愿

意或不可能继续进行临床试验，向主管医生提出退

出试验要求而中止试验者。b 受试儿童虽未明确提

出退出试验，但不再接受用药及检测而失访者。=
QKRKQ=  临床试验的中止  指临床试验尚未按计划

结束，中途停止全部试验。试验中止的目的主要是

为了保护受试儿童权益，保证试验质量，避免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①申办者、研究者可以中止一项临

床试验，但应阐明理由，并通知有关各方。伦理委

员会可以终止或暂停已批准的临床试验。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撤销药品临床研究批件。②

中止一项临床试验的理由：~=试验中发生严重安全

性问题。b=试验中发现药物治疗效果较差，甚至无

效，不具备临床价值。c 试验中发现临床试验方案

有重大失误，或者方案虽好，但在实施中发生严重

偏差，难以评价药物疗效，应中止试验。d 申办者

基于其他原因中止试验。=
QKRKR=  结束全部临床试验的规定= =除达到方案预先设

定的结束临床试验条件外，一般而言，完成计划中的

最后 N例病例随访，即标志 N次临床试验的结束。=
QKS  给药方案 

QKSKN=  试验用药品规格、包装和标签的说明  试验药、

对照药及其模拟剂应标注名称、剂型、规格、生产单

位和批号。药品包装上所附标签应包括药物编号、临

床研究批件号、药物名称、适应症、规格、用法用量、

贮存条件、生产批号、有效期、药物供应单位、注意

事项等内容，并标示“仅供临床研究用”字样。 

QKSKO =试验用药品的随机编盲= =生物统计学专业人

员用统计软件模拟产生随机数字和相应的药品编

码，然后按此编码将试验用药和对照药进行分类编

号、贴签。试验用药随机编码为受试儿童唯一识别

码。每 N编码药物配 N应急信件，用于紧急破盲。

监查员与研究者必须自始至终处于盲态。=
应急信件密封且有一次性易毁标签等措施，以

明示其是否已被拆阅，并随相应编号的临床研究用

药品发往各临床试验中心，由该中心负责保存，非

必要时不得拆阅。如果拆阅，需注明拆阅者、主要

研究者、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有关负责人员、拆阅日

期、原因等，并在《病例报告表（Coc）》中记录。

试验结束后所有应急信件（包括已拆阅的）应退还

申办单位。=
QKSKP=  试验用药品的登记与使用记录、递送、分发

方式、退回或销毁及保存、储藏条件  试验用药品

采取由药剂科统一集中保存的模式，并设不直接参

与临床试验的试验用药品管理员（每单位设 N专人，

负责试验用药品的保存、发放、回收、记录和返还

或追还）进行管理。受试者入选后，一般由试验用

药品管理员按入选时间的先后顺序和由小到大的药

品编号依次发放药物，及时填写《试验用药物使用

和回收记录》。试验药物于用药开始时发放，并于最

后复诊时回收剩余药物（或空盒）。全部试验结束后，

由药品管理员负责将剩余药品集中返还申办单位，

或按程序销毁，填写《试验用药销毁证明》存档。

建立试验用药品管理制度，设专柜保管试验用药品，

并储藏在通风、干燥、温度适宜的场所，由试验用

药品管理员统一进行管理。 

QKSKQ= =试验用药品的清点= =每次访视时，观察医生

应清点患者接收、服用、剩余和归还的药品数量，

并询问是否按时按量服药，有无遗失、漏服、少服

等情况，及时记录于《研究病历》，并填写在 Coc
中，以用于临床用药依从性的判定。根据受试儿童

的依从性，决定该患者是否继续参加临床试验。=
QKSKR=  用法用量  试验用药品的剂量、给药途径、

给药方法和给药次数。 

QKSKS=  疗程的设定  根据试验目的、观测需要和试

验药物（包括对照药）的作用特点等，合理设定疗

程。抽动障碍临床试验可以化学药和L或安慰剂为对

照，而化学药的临床应用，部分病例往往有逐渐加

量直至取效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需 O～P周左右，

疗效稳定且患者可以耐受后再观察 N周，评价此期

间抽动症状发生情况，因此观察近期疗效的疗程至

少 Q周。由于抽动障碍为慢性病程，起效后往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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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连续服药 O～P个月再改用维持剂量，若观察稳定

疗效，疗程应在 U周以上，最好 NO周。=
QKSKT=  基础治疗  建议参照《抽动秽语综合征诊断

和治疗指南》（OMMV）xSz，应该对抽动障碍的患儿进

行健康教育。教育的目标包括患儿、患儿父母、老

师以及其他与患儿有较多接触的人员，帮助患儿解

决由于疾病带来的生活和学习上的不便。具体实施

要根据不同的心理状态、文化层次及家庭社会因素，

因人而异进行施教。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要为患儿

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以最大限度减少抽动症带给

他们的不良影响。 

QKSKU=  合并用药的规定= =抽动障碍患者 QMB合并行

为障碍，属于共病。部分药物可能同时对共病有效，

属于适应症的选择问题，一般不主张合并用药治疗。

若试验药物针对的是共病，则可以考虑加载试验的

方法，即在基础治疗前提下应用试验药物。此时，

应注意评价基础用药对试验药物疗效和安全性的影

响。此外，应明确规定对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有影

响的不能应用的药物。=
QKT  安全性评价 

QKTKN= =试验用药品可能的不良反应  试验用药品

可能的不良反应（Aao）可根据药物本身特点和前

期研究基础，可参考临床前试验毒性及毒理试验结

果和前期临床试验安全性结果，对可能的毒性靶器

官或儿童针对性的安全性指标密切观察。 

QKTKO=  安全性评价指标及观察时点= =除一般体检

项目（体温、静息心率、呼吸、血压等）、血、尿、

便常规，肝、肾功能x谷氨酸氨基转移酶（Aiq）、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pq）、总胆红素（q_fi）、
谷氨酰转肽酶（ddq）、碱性磷酸酶（Aim）、血肌

酐（Cr）、血尿素氮（_rk）等z，脑电图和心电图

等安全性指标外，还应根据处方特点、临床前毒理

试验结果、适应症特点等选择具有针对性的安全性

评价指标。若因疾病痊愈而提前结束治疗，理化检

查项目也可相应提前。 

QKTKP= =不良事件的记录和判断= =在《研究病历》和

Coc中设置“不良事件（Ab）记录表”，要求研究

者如实填写 Ab的发生时间、严重程度、持续时间、

采取的措施和转归，判断 Ab与试验药物的关系。=
不良事件与试验药物因果关系判断，采用卫生

部药物不良反应监察中心制定的药品与不良反应因

果关系判断标准xNQz。因果判断的有关指标，以及发

生 Ab 时，研究者采取的措施参见《小儿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技术指南》

相关部分xNRz。=
QKTKQ= =严重不良事件（pAb）的处理  与《小儿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技术

指南》相应部分内容相同xNRz。 

QKTKR= =未缓解的不良事件= =所有在疗程结束时尚

未完全缓解的 Ab，均应追踪观察至妥善解决或病

情稳定。安全性检测指标如血、尿、便常规，肝肾

功能等，若治疗后出现异常，对于可疑结果要及时

复查，以排除检测误差。对于确实发生的异常检测

结果进行因果分析，作出判断，并随访复查至恢复

正常或治疗前水平。=
QKU= =有效性评价 

QKUKN= =基线指标= =人口学资料、病程、病情、合并

疾病及合并用药等。=
QKUKO= =有效性观察指标与时点= =①vdqpp积分和，

基线、中间访视点与疗程结束评估。②抽动疗效（根

据 vdqpp抽动积分和减分率分级评定），中间访视

点与疗程结束评价。③运动性抽动、发声性抽动和

抽动社会损害因子分，基线、中间访视点与疗程结

束评估。④证候疗效、单项中医证候分级，中间访

视点与疗程结束评价。常以 vdqpp 积分和（或抽

动积分和）、抽动疗效为主要指标。=
QKUKP= = vdqpp量表= =参照有关文献进行操作xNSJNVz。=
QKUKQ= =基于中医证候的症状体征分级量化= =参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OMMO）xTz

制定。见表 N。=
QKUKR= =疗效评价标准和终点指标定义= =①抽动障

碍治疗有效的定义：vdqpp量表总分或抽动总分减

分率≥RMB。②中医证候疗效评价标准：临床控制，

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证候积分减

少≥VRB；显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

证候积分减少≥TMB，＜VRB；有效，中医临床症

状、体征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PMB，＜TMB；
无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或加

重，证候积分减少不足 PMB。=
QKV= =试验流程 

QKVKN= =导入期= =试验前服用其他治疗抽动障碍药物

者，在符合纳入标准后建议设计导入期。导入期一

般设 N～O 周，以消除已经服用类似药物的延迟作

用，并达到稳定基线水平的目的。=
QKVKO= =治疗观察期= =为评价疗效需要，考虑临床可

操作性，治疗观察期宜 N～O周设 N个观察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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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 =基于中医证候的症状体征分级量化标准=
qable=N= = nuantitative=classification=of=qCj=syndrome= =

症状体征 正常 轻 中 重 

主症 

运动性抽动 无 vdqpp积分≤NM分= vdqpp积分NN～NT分= vdqpp积分NU～OR分=
发声性抽动 无 vdqpp积分≤NM分= vdqpp积分NN～NT分= vdqpp积分NU～OR分=

兼症=
烦躁易怒 无 偶尔烦躁哭闹= 时有烦躁哭闹，发脾气= 经常烦躁哭闹，发脾气=
眩晕 无 偶尔头晕= 经常头晕目眩= 反复头晕目眩，不易缓解=
头痛 无 轻微头痛，时作时止= 头痛，持续不止= 头痛重，影响活动=
胁下胀满/ 

胁胀 
无 胁下稍胀= 胁下胀满= 胁下胀满、疼痛=

大便秘结/ 

干结 
无 大便头干= 大便干，条状= 大便干如球状，数日N次=

小便短赤 无 尿色偏黄= 尿量或次数减少，色黄= 尿量或次数明显减少，色深黄=
面红耳赤 无 面色稍红= 面色红= 面红耳赤=
口苦喜饮 无 偶有口苦喜饮= 晨起口苦喜饮= 整日口苦喜饮=
目赤 无 白睛微红= 白睛红= 白睛红肿=

咽红 无 咽黏膜稍充血=
咽黏膜充血水肿，咽后壁淋巴滤泡

增生=
除有中度症状外，咽侧索、软腭

红肿，或颌下淋巴结肿大=
食欲不振 无 不思进食= 厌恶进食= 拒食=
健忘 无 偶有遗忘= 时有遗忘= 经常遗忘=
困倦 无 稍有疲乏，不影响活动= 疲乏，不愿活动= 疲乏明显，嗜卧=
多寐 无 睡眠时间较平时延长 N～P=h= 睡眠时间较平时延长 Q～S=h= 睡眠时间较平时延长 S=h以上=
面色萎黄 无 面色欠润= 面色无华= 面色萎黄无华=
大便溏 无 溏便= 稀水便= 水样便=
性情急躁/ 

脾气急躁 
无 偶发脾气= 时发脾气= 频繁发脾气=

睡眠不安 无 夜间偶有辗转反侧= 夜间时有辗转反侧= 夜间频繁辗转反侧=
多梦 无 偶有= 时有= 频繁=
叹息 无 偶有= 时有= 频繁=

形体消瘦 体质量正常 
体质量减轻，小于同龄儿童=
的NRB=

体质量减轻，在同龄儿童的=
NRB～ORB= =

体质量减轻，大于同龄儿童的

ORB=
耳鸣 无 偶有= 时有= 经常=
两颧潮红 无 午后两颧稍红= 午后两颧潮红= 午后面色潮红=
手足心热 无 手足心热= 手足心灼热= 五心烦热=
（夜间）尿频 无 夜尿 O次= 夜尿 P～Q次= 夜尿≥R次=
遗尿 无 每周尿床O～P=d= 每周尿床Q～R=d= 每周尿床S～T=d=

 

QKVKP= =随访期= =为观察药物的远期疗效，可设 Q～U
周的随访期。=
QKNM= =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与《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药新药临床试验

设计与评价技术指南》相应部分内容相同xNRz。=
QKNN= =质量控制与保证 

QKNNKN= = vdqpp 量表一致性培训= =抽动障碍的临床

疗效评价，一般以 vdqpp 量表积分为主要指标。

试验前，应对多中心的全体研究者进行量表一致性

培训，并采用组内相关系数（áníercä~ss= correä~íáon=
coeffácáení，fCC）评价全体研究者 vdqpp 量表的

培训效果。对 fCC的理解：fCC＜MKQ表示重现性（一

致性）差；MKQ≤fCC＜MKTR，重现性一般到好；fCC

≥MKTR，有非常好的重现性。fCC通常应在 MKT以上。=
QKNNKO  试验前的研究者培训  与《小儿急性上呼吸

道感染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技术指南》相

应部分内容相同xNRz。 

QKNNKP= =提高受试者依从性的措施  包括：①本病高

发于儿童，应采用先进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尽量减

少采血量，或采用非创伤性标本。②合理设置观察

时点，尽量减少随访次数。 

QKNNKQ=  监查与稽查  与《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

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技术指南》相应部分内

容相同xNRz。 

QKNNKR=  受试者的依从性判定  在临床试验过程中，

受试儿童的依从性主要是按规定用药，应使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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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家长充分理解按时服药的重要性，严格按规定

用药，避免自行加用其他治疗方法。受试儿童的依

从性判定一般采用药物计数法：=
试验用药依从性＝实际应用量L方案要求应用量 

QKNO= =试验相关的伦理学要求 

该部分包括的 S个小标题均与《小儿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技术指南》

相应部分内容相同xNRz。 

QKNOKN= =试验方案的伦理审查   

QKNOKO=  风险–受益评估   

QKNOKP  受试儿童招募   

QKNOKQ= =受试儿童的医疗和保护 

QKNOKR= =受试儿童隐私的保护   

QKNOKS=  知情同意和知情同意书的签署   

QKNP  试验结束后的随访和医疗措施 

抽动障碍治疗时间较长，应关注临床试验结束

后，患者治疗方案的合理设计。如采用试验药或阳

性对照药，且病情得到控制，试验结束后应告知受

试者继续服药，直至完成规定疗程；避免突然停药，

保证受试者安全。对于疗效不佳病例，也应规定受

试者的后续治疗问题。 

QKNQ=  试验总结与资料保存 

与《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药新药临床试验

设计与评价技术指南》相应部分内容相同xNRz。 

4KNR=  任务分配与预期进度 

QKNS=  各方承担的职责及其他有关规定 

QKNT  申办者的名称和地址，进行试验的场所，研

究者的姓名、资格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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