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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评规范=】

caA《根据 BCp豁免速释固体口服制剂体内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
的指导原则》介绍

萧惠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北京= = NMMMOO=

摘  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于 OMNT年 NO月发布了《根据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豁免速释固体口服制剂体内生物利用度和生

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的正式版本。该指导原则指出原料药属于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_Cp）N类（而且制剂是速溶的）

和 P类（而且制剂是极速溶的）的速释（fo）固体口服制剂的生物利用度（_A）或生物等效性（_b）研究可获得豁免。正

式版本对 OMNR年草案版做了许多修订。详细介绍该指导原则的正式版本并标明约 PM处修订。该指导原则对我国 fo固体口

服制剂 _A或 _b研究的豁免和监管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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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caA）于 OMNT年 NO月
OO日发布了根据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_Cp）豁免

速释（fo）固体口服制剂体内生物利用度（_A）和

生物等效性（_b）研究指导原则正式版本xNz。体内

_AL_b研究豁免又称之为生物豁免（báoï~ávers）。
正式版本对 OMNR年草案版xOz做了许多修订。本文详

细介绍该指导原则正式版本的主要内容，较 OMNR
年草案版本所做的修订文字用黑体字突出显示，以

引起注意。期待本文对国内该类制剂 _A 和 _b 研

究的豁免和监管有所帮助。

N= =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
_Cp 是一种根据药物的水溶性和肠渗透性对

原料药分类的科学框架。当结合制剂的溶出度时，

_Cp 考虑了影响 fo 固体口服制剂药物吸收速率和

程度的 P 个主要因素：（N）溶出度，（O）溶解性，

（P）肠渗透性xPz。根据 _Cp，原料药可分为以下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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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第 N类为高溶解性–高渗透性、第 O类为低溶

解性–高渗透性、第 P类为高溶解性–低渗透性、

第 Q类为低溶解性–低渗透性。=
此外，一些 fo固体口服制剂被归类为具有快=

速或极快速xQz的溶出度。在这一框架内，当满足某

些标准时，_Cp可被用作药物开发工具，以帮助申

办方或申请人证明 báoï~ávers的要求是合理的。=
观察到的两种药学等效固体口服产品的吸收

速率和程度的体内差异可能是体内药物溶出度差

异所致。然而，当与胃排空相关的 fo 固体口服制

剂的体内溶出度是快速或极快速的并且药物溶解

性高时，药物吸收的速率和程度不太可能依赖于药

物的溶出度和（或）胃肠道（df）通过时间。在这

种情况下，只要制剂中使用的非活性成分不明显影

响活性成分的吸收，证明含有 _Cp=N类和 P类原料

药制剂的体内 _A或 _b可能是不必要的。= =
如果 fo 固体口服制剂中原料药有高可溶性和

高渗透性（即属于 _Cp=N类）以及高可溶性和低渗

透性（即属于 _Cp=P类）而且用推荐的试验方法可

呈现快或极快的体内溶出，则该指导原则概述的

_Cp方法可用于证明其 báoï~ávers是合理的。下面讨

论测定溶解性、渗透性和体外溶出度的推荐方法。

NKN= =溶解性=
溶解度分类界值是以要求báoï~ávers的 fo产品

的最大规格为依据。如果最大规格在 ée值范围 N～
SKU，（PT±N）°C时，溶于 ORM=mi或更少的水介质

中，则认为该原料药是高溶解性的。估计的 ORM=mi
容积是来自标准的 _b 研究方案，该方案规定药品

用 N杯 U液盎司（fluid=ounce）水给予禁食志愿者。=
NKO= =渗透性=

渗透性分类界值间接地依赖于原料药在人体

内的吸收程度（吸收剂量的部分，而不是全身 _A），
以及直接取决于测量穿过人体肠道膜的质量转运

速率。另外，还可以使用能够预测药物在人体吸收

程度的其他系统（如，原位动物、体外上皮细胞培

养方法）。如果根据质量平衡测定结果（同时有证

据表明药物在胃肠道中稳定）或与静脉注射参比剂

量相比，确定全身 BA或人体吸收程度为 URB或更

多，那么可认为原料药是高渗透性的。

NKP= =溶出度xRz= =
如果使用美国药典（rpm）装置 N、NMM= rLmán

或装置 O、RM=rLmán（或 TR=rLmán，如果有适当的理

由）（见本文“OKP”项下内容），在下列每种 RMM=mi

或更少（或如合适，可为 VMM=mi）的介质中：（N）
MKN=moäLi=eCä或rpm不含酶的模拟胃液；（O）ée=QKR
缓冲液；（P）ée=SKU缓冲液或 rpm不含酶的模拟肠

液，PM=mán内溶出平均原料药标示量的URB或更多，

则认为 fo药物产品是快速溶出的。=
如果在上述条件下，NR=mán内溶出平均原料药

标示量的 URB或更多，则认为 fo产品极快速溶出。=
O= =推荐用于分类原料药和确定制剂溶出特性的方法=

根据 _Cp 推荐下列方法分类原料药并确定 fo
制剂的溶出特性。

OKN= =确定原料药的溶解度类别= =
_Cp方法的目的是确定原料药在生理 ée条件

下的平衡溶解度。应在 PT℃±N℃，ée=N～SKU的水

介质中，测定受试原料药的 éeJ溶解度曲线。为准

确地确定 ée= N～SKU范围内的 éeJ溶解度曲线，应

评估足够数量的 ée 条件。溶解度测定 ée 条件的

数量可根据受试原料药电离特性确定，包括

éeZéh~、éeZéh~＋N、éeZéh~－N以及 éeZN和 SKU。
应确定离子化和非离子化的化合物足够数量的 pe
条件。建议在每个 ée条件下溶解度至少测定 P次。

根据研究的变异性，额外的重复可能是必要的，以

便提供溶解度的可靠估计值。rpm中描述的标准缓

冲液适合用于溶解度研究。如果由于物理或化学原

因，这些缓冲液不合适，有正当理由可使用其他缓

冲液。在将原料药加入缓冲液后，应核实溶液的 ée
值（如果需要，应测量并调整到目标 ée值）。在平

衡溶解度研究结束时，还应测量溶液的 pe值。=
除传统的摇瓶滴定法外的方法（如酸或碱滴定

法），如有支持这种方法预测受试原料药平衡溶解

度能力的理由，也可以使用。应使用经验证的指示

稳定性的检测（这种方法可区分原料药及其降解产

物），确定选择的缓冲液（或 ée条件）中的原料药

的浓度。如果观察到的原料药的降解是缓冲液成分

和（或）ée的作用，则应报告。应通过计算在 ée
值为 N～SKU范围内，足以溶解最大规格的水介质容

积，确定其溶解度类别。如果在 ée范围 N～SKU内，

最大规格溶于水介质≤ORM=mi，则原料药属于高溶

解性的类别。换句话说，最大规格除以 ORM应小于

或等于在 pe=N～SKU范围内观察到的最低溶解度。=
对于给予的最大单剂量大于最大规格的制剂，

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如果以最高单剂量为标准，

溶解度分类可能发生变化，则需要覆盖治疗剂量范

围的大剂量范围内的额外的 mh比例化剂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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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O= =确定原料药的渗透性类别=
原料药的渗透性类别可通过优选的人体药动

学研究（质量平衡或绝对 _A）或通过受试者体内

肠灌流确定。另外，也可使用不涉及受试者的方法，

包括合适的动物模型（如大鼠）中的体内或原位肠

灌流，以及使用离体肠组织或合适的单层上皮细胞

的体外渗透性方法。

在下列情况下，单一的方法可能是足够的：（N）
当绝对 _A 为 URB或更多时；或（O）当给药量的

URB或更多在尿中以原型药排出时；或（P）当有证

据表明在胃肠道稳定，而给药量的 URB或更多的药

物以母体药和代谢物形式在尿中回收时。当单一的

方法不能最终证明渗透性类别时，两种不同的方法

是可取的。如果不同类型研究的信息相互矛盾，重

要的是要注意用人体数据取代体外或动物数据。

OKOKN=  人体药动学研究

（N）质量平衡研究=
用非标记的稳定同位素或放射性标记的原料

药的药动学（mh）质量平衡研究，可用于证明药物

吸收程度。应纳入足够数量的受试者，以提供可靠

的吸收程度估计值。

当质量平衡研究用于证明高渗透性时，需要额

外的数据证明药物在胃肠道的稳定性，除非 URB或
更多的药物在尿液中以原型排出。请见“OKOKP”项

下的详细方法描述。

（O）绝对生物利用度研究=
口服 _A测定可用静脉给药作为参比。根据研

究的变异性，应将足够数量的受试者纳入研究，以

提供对吸收程度的可靠估计值。当药物的绝对 _A
为 URB或更高时，证明药物在胃肠液中稳定性的附

加数据是不必要的。

OKOKO= =肠渗透性方法

下列方法可用于测定原料药胃肠道的渗透性：

（N）人体内肠灌流研究；（O）用合适动物模型的体

内或原位肠灌流研究；（P）用离体人或动物肠组织

的体外渗透性研究；或（Q）培养的单层上皮细胞

的体外渗透性研究。

认为体内或原位动物模型和体外方法（如用培

养的单层动物或人上皮细胞），适合被动转运的药

物。在人体观察到的一些原料药的低渗透性可能是

药物通过膜外排转运蛋白x如 mJ糖蛋白（mJgé）z、
乳腺癌耐药蛋白（_Com）和（或）多药耐药相关

蛋白 O（jomO）外排所致。当这些模型中不存在外

排转运蛋白或它们的表达程度低于人体时，与被动

转运的药物相比，外排药物的渗透性错误分类的可

能性更大。

应描述选择的研究系统中已知转运蛋白表达

的特点。外排系统（如 mJgé、_Com、jomO）的功

能表达可用诸如双向转运研究技术证明。这种双向

转运研究技术用使外排系统不饱和的选择的模型

药或化合物（如地高辛、长春碱、罗丹明、甲氨蝶

呤）浓度，可证明基底外侧至顶端方向的转运速率

高于顶端至基底外侧方向（外排率＞O）xSJTz。建议

动物或体外渗透性试验方法仅用于被动机制转运

的原料药（受试药的外排率应＜O）。剂量线性或比

例化的 mh 研究，可为评价观察到的药物体外外排

的相关性，提供有用的信息。例如，对低药物浓度

下基底外侧至顶端方向具有较高的转运速率，而在

人体内表现出线性 mh 的药物，使用体外方法相关

的问题较少。

对于基于 _Cp的渗透性测定，当满足下列条件

之一时，可认为是表观被动转运机制（~éé~rent=
é~ssáve=tr~nséort=mecÜ~násm）：（N）在人体证明剂量

（如相关临床剂量范围）与 _A（浓度J时间曲线下

面积）测定值之间的比例关系或药物 mh 呈线性。

（O）证明所测量的体内或原位通透性与动物模型灌

流液的初始药物浓度（如，最大规格的 MKMN、MKN
和 N倍溶于 ORM= mi中）不相关。（P）证明所测量

的体外通透性与初始药物浓度（如，最大规格的

MKMN、MKN和 N倍溶于 ORM= mi）不相关，或与采用

合适的体外细胞培养方法（可表达外排转运蛋白，

如 mJgé、BCom、jom=O）的转运方向（外排率 MKR～
O）不相关。=

方法适用性：为渗透性分类采用体内或原位灌

流或体外渗透方法的关键步骤之一是证明该方法

的适用性。为证明基于 _Cp的渗透性测定的渗透性

方法的适用性，应使用足够数量的模型药物，建立

实验渗透性值与受试者药物吸收数据程度之间的

顺序关系。对于人体肠灌流研究，推荐 S种模型药

品。对动物体内或原位肠灌流研究，以及体外组织

或单层细胞方法，推荐 OM 种模型药品。根据研究

变异性，应在一项研究中使用足够数量的受试者、

动物、离体组织样品或单层细胞，以提供药物渗透

性的可靠估计值（如，每组至少 P 个样品）。这种

关系应允许准确区分低和高肠通透性的不同原料药。=
为了证明方法的适用性，模型药物应呈现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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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RMB）、中（RMB～UQB）和高（≥URB）吸

收范围。申办方或申请人可从表 N 提供的药物和

（或）化合物选择化合物，或者可选择有吸收机制

和人体药物吸收程度可靠估计值信息的其他药物。=
对于具有一定条件的给定的测试方法，可以选

择紧靠低或高渗透性类边界渗透性的高渗透性内

标，以有利于受试原料药分类。例如，当受试原料

药的渗透性值等于或大于选择的高渗透性的内标

时，可以确定其具有高渗透性。

在证明方法的适用性和保持同一研究方案之

后，没有必要为拟分类原料药的后续研究再测试所

有选择的模型药物。而应该以低、高渗透性的各一

模型药物作为内标（即包含在加入受试原料药的灌

注液或供体液中）。这两个内标是某些类型灌流技

术（如，闭环技术）中的流体体积标记物（或零渗

透化合物，如 mbd=QMMM）之外的。内标的选择应以

与试验药物的相容性为基础（即，它们不应产生任

何明显的物理化学或渗透性相互作用）。当无法遵

循这种方案时，内标的渗透性应在评价受试原料药

后，在同一受试者、动物、组织或单层细胞中测定

（如合适，平行测定）。两个内标的渗透值在证明检

测方法的适用性和受试药物的适用性之间不应有

很大差别。如，实验室可以设定高、低、零渗透性

标准化合物渗透性值的合格标准。

在体外试验结束时，应测定组织或单层细胞、

顶端和基底外侧腔中的药物量，以帮助计算质量平

衡。如果从顶端和基底外侧腔回收的量＞UMB，则

不需要测量组织或细胞单层中的药物。

当使用肠通透性方法证明高渗透性时，需要证

明药物在胃肠道中稳定性的额外数据。详见本文

“OKOKP”项下内容。=
OKOKP= =胃肠道中的不稳定性=

基于使用尿中总放射性的质量平衡研究测定

人体的吸收程度，并不考虑在肠黏膜渗透之前，胃

肠液中药物的降解程度。此外，用于测定渗透性的

一些方法可能基于灌流到人和（或）动物体内或原

位胃肠道中的液体丧失或清除了药物。证明胃肠道

的药物丧失由肠黏膜渗透，而不是降解过程所致的

事实，将有助于确定渗透性。在胃肠道中的稳定性

可使用模拟胃液和肠液证明。从受试者中获得胃肠

液需要插管并且可能是困难的。因此，胃肠道中的

稳定性可使用模拟胃液和肠液（如，rpm胃液和肠

液）或其他生物相关介质（如有合适的理由）证明。=

这些液体中的药物溶液应在 PT=℃下，孵育相

当于体内药物与这些液体接触的一段时间，如，在

胃液中 N=Ü，在肠液中 P=Ü。然后，应使用有效的稳

定性测定方法，测定药物浓度。在这种研究中，药

物的明显降解（＞RB）可能提示潜在的不稳定性。=
OKP= =确定制剂的溶出特性和溶出曲线相似性xRz=

溶出度试验应在 rpm装置 N（一般 NMM=rLmán）
或 rpm装置 Ox一般 RM=rLmán，或 TR=rLmán（如有适

当理由）z，用下列 RMM= mix或 VMM= mi（如有适当

理由）z溶出介质进行。（N）MKN= moäLi= eCä或 rpm
不含酶的模拟胃液；（O）ée=QKR的缓冲液；（P）ée=
SKU的缓冲液或 rpm不含酶模拟肠液。对于明胶胶

囊和明胶包衣片剂，可使用 rpm 模拟胃液和肠液

（含酶）。

在该评价中使用的溶出试验装置应符合 rpm
要求（YTNN[溶出度）和 caA溶出度装置的机械校

准指导原则xUz。药物开发期间选择溶出度试验装置，

应根据产品体外溶出度和体内mh数据的对比。rpm
装置 N（篮法）通常是适用于胶囊和易漂浮的产品，

rpm装置 O（桨法）通常是片剂的首选。某些片剂

剂型，体外（而不是体内）溶出可能缓慢，因为崩

解产物在溶出度容器底部沉淀。在这种情况下，rpm
装置 N 优于装置 O，或者如有理由，可选择地修改

装置 O的转速。如果需要修改试验条件，以便更好

地反映体内的快速溶出（如使用不同的转速），通

过体外溶出与体内吸收数据（如使用参比产品的单

一水溶液的相对 _A研究）对比，可证明这种修改

是合理的。

应评估每种规格受试品和参比品至少 NO 个剂

量，以支持生物豁免申请。应以足够多的时间间隔

（如 R、NM、NR、OM、PM=mán）收集样品，以描述药

品完整的溶出曲线特点。

在比较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时，应该用相似因

子（fO）比较溶出曲线。=
fOZRM•äog={xN＋(1/n)ΣtZNn（ot－qt）Oz−MKR=•NMM}= =
相似因子是误差平方和倒数平方根的对数变

换，是两条曲线溶出百分率相似性的参数，其中 n
是时间点数。ot是参比批次在时间 t时的溶出度值，

qt是试验批次在时间 t时的溶出度值。=
当 fO值≥RM时，认为两个溶出曲线是相似的。

为了便于使用平均数据，变异系数在较早的时间点

（如 NR= min）不应超过 OMB，而在其他时间点不应

超过 NMB。两种制剂 URB溶出后，只需考虑 N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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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此外，当用上述 P种溶出介质，受试制剂和参

比制剂在 NR= mán 内，溶出药物标示量 URB或更多

时，用 fO检验比较曲线是不必要的。=
P= =依据 BCp的生物豁免=

该指导原则适用于依据 _Cp 的 _Cp= N 类和 P
类 fo固体口服剂型的 _AL_b豁免（báoï~ávers）。=

_Cp=N类制剂要证明下列内容：原料药是高溶

解性的；原料药是高渗透性的；制剂（受试品和参

比品）是速溶的；制剂不含任何影响药物吸收速率

或程度的辅料（见下文“QKN”）。=
_Cp=P类制剂要证明下列内容：原料药是高溶

解性的；制剂（受试品和参比品）是极快速溶解的

（见本文“NKP”标题下内容）；受试制剂是质量上相

同的和数量上极相似的（见下文“QKN”标题下内容）。=
Q= =生物豁免申请的其他注意事项= =

当为 fo固体口服制剂体内 _AL_b研究，申请

基于 _Cp的生物豁免时，申办方或申请人应注意下

列因素可能影响其申请或其申请文件。

QKN= =辅料=
QKNKN= = _Cp=N类制剂=

辅料有时可影响药物吸收的速率和程度。一般

来讲，使用目前 caA批准的 fo口服固体制剂的辅

料，不会影响配制快速溶解的 fo 制剂的高溶解性

和高渗透性原料药的吸收速率或程度。为支持生物

等效豁免申请，fo制剂的辅料数量应该与预期功能

一致（如，润滑剂）。如果新辅料或非常规的大量

常用辅料包括在 fo 固体剂型中，caA 可能要求证

明不影响药物 _A的额外信息。使用单一水溶液作

为参比制剂的相对 _A研究可提供这种资料。过量

的某些辅料，如表面活性剂（聚山梨酯JUM）、甜味

剂（甘露醇或山梨醇）可能存在问题，并且如果有

这种情况，鼓励申办方或申请人与审评部门联系。=
QKNKO= = _Cp=P类制剂=

与 _Cp=N类制剂不同，为了使生物豁免具有科

学依据，_Cp=P类受试制剂必须含有与参比制剂相

同的辅料。这是因为担心辅料可能对低渗透性药物

的吸收产生较大的影响。受试制剂的组成与参比制

剂在质量上必须相同（除不影响 BA的不同颜色、

味道或防腐剂之外），并且在数量上应非常相似。

数量上非常相似包括可允许下列差异：辅料技术等

级的变化；辅料的变化，以小于或等于以下百分比

范围的总配方百分比（wLw）表示：填充剂（±NMB）、

淀粉崩解剂（±SB）、其他崩解剂（±OB）、粘结

剂（±NB）、钙或硬脂酸镁润滑剂（±MKRB）、其

他润滑剂（±OB）、精制滑石粉（±OB）、其他助

流剂（±MKOB）、薄膜衣（±OB）。所有辅料变化

的累加结果不应超过 NMB。=
QKO= =前体药物= =

前体药物的渗透性一般取决于转化为原料药

的机制和（解剖）部位。当前体–药物（即活性部

分）的转化主要发生在肠道膜渗透后，那么应测量

前体药物的渗透性。当这种转化发生在肠道膜渗透

之前，应测定药物的渗透性。前体药物和药物的溶

出度和 éeJ溶解度数据可能是相关的。申办方把

_Cp 方法用于含有前体药物的 fo 制剂之前，可要

求与适当的审评人员协商。

QKP= =含有 BCp= N 类或 P类的剂量固定的复方或者

BCp=N类和 P类药物的复方=
QKPKN= =如果所有活性成分都属于_Cp=N类= =如果复

方中所有药物都属于 _Cp= N 类，成分之间不存在

mh相互作用xTz，并且辅料符合本文“QKNKN”概述的

要求，则基于 _Cp的生物豁免适用于 fo剂量固定

的复方制剂。如果存在 mh 相互作用，辅料应符合

本文“QKNKO”概述的要求。否则，要求体内行生物

等效性试验。

QKPKO= =如果复方所有成分属于 _Cp= P 类或者属于

_Cp=N和 P类复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辅料符合

本文“QKNKO”概述的要求，基于 _Cp的豁免适用于

fo剂量固定的复方制剂。否则，要求体内生物等效

性试验。

而 BCp= N或 P类与任何其他 BCp类药物组成

的固定药物的复方，不适用于生物豁免方法。

QKQ= =例外情况=
基于 _Cp的生物豁免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

QKQKN= =治疗指数狭窄的药物= =本指导原则不适用

于治疗指数（kqf）狭窄的药物产品，因为其生物

可利用剂量与临床表现之间关系极重要。申办方应

与合适的审评部门联系，以确定是否应视为其药物

治疗指数狭窄。

QKQKO= =设计口腔吸收的产品= =要求豁免基于 _Cp
的体内 _AL_b研究，不适用于口腔吸收制剂（如，

舌下片或含片）。同样，只有在排除口腔吸收的情

况下，才考虑基于 _Cp的口腔崩解片的生物豁免。

申办方或申请人可与 caA 讨论排除口腔吸收所需

要的资料。

R= =基于 BCp的生物豁免的监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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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N= =研究性新药申请L新药申请（fkasLkaAs）=
在 kaAsxON=Cco=POMKON（~）z中必须包含证明

体内 _A 的证据或使 caA 允许豁免这种证据的资

料。这种 _A资料的具体目的是确定提供有效性和

安全性主要证据的临床研究中使用的制剂的体内

行为。申办者或申请人可要求通过与口服溶液、混

悬液或静脉内注射比较，测定 fo 固体口服制剂的

相对 _AxONCcoPOMKOR（d）（O）和 POMKOR（d）（P）z。
在 fka期间，应优化临床试验制剂的 _A。=

一旦在 fka期间建立了制剂的体内 _A，在成

分、组成和（或）生产方法发生变化之后，就可能

使用基于 _Cp的豁免方法，豁免随后体内的 _b研

究。在临床试验制剂发生成分、组成和（或）生产

方法改变时，只要制剂表现出快速或极快速溶出

（如合适），具有相似的体外溶出曲线（见本文“N=生
物药剂学分类系统”和“O=推荐用于分类原料药和

确定制剂溶出特性的方法”），对于 _Cp= P类 fo制

剂来讲，它符合前面所述成分允许差异的标准（见

本文“Q=生物豁免申请的其他注意事项”），则基于

_Cp生物豁免适用于待上市制剂。只有当原料药属

于 _Cp=N或 P类，而且改变前后的制剂是药学等效

的（根据 ON=cfr=POMKNECF的定义），这种方法才适用。

基于 _Cp的生物豁免仅用于其后的体内 _A或 _b
研究。它们不适用于食物影响 _A的研究或其他 mh
研究。只要有适当的理由，基于 _Cp的生物豁免可

适用于包括其他口服制剂（如粉剂）在内的制剂替

代品。在这种情况下，申办方应与适当的审评部门

联系。

RKO= =简化新药申请（AkaAs）=
基于 _Cp的生物豁免适用于符合本文“N=生物

药剂学分类系统”和“O=推荐用于分类原料药和确

定制剂溶出特性的方法”讨论的 _Cp=N或 P类标准

的 fo 仿制药产品。提出的制剂（即受试品）应显

示与所列参比制剂的溶出曲线（见“N=生物药剂学

分类系统”和“O=推荐用于分类原料药和确定制剂

溶出特性的方法”）相似。选择的溶出装置（rpm
装置 N或 O）应与所列参比制剂相同。=
RKP= =补充 kaAsLAkaA（批准后的变更）=

基于_Cp生物豁免适用于符合上述_Cp=N或 P
类标准而且改变前后的制剂有相似溶出曲线的 fo
固体口服制剂的成分、组成和生产工艺的批准后变

更（见本文“N=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和“O=推荐

用于分类原料药和确定制剂溶出特性的方法”）。这

种方法只适用于制剂改变前后是药学等效的。

S= =支持生物豁免申请的数据= =
如上文所述，正在申请生物豁免的制剂应包括

高溶解性（_Cp=N类和 _Cp=P类）和高渗透性（_Cp=
N 类）的原料药并且应该是快速溶出（_CpN=类）

或极快溶出（_Cp=P类）的。根据_Cp申请生物豁免

的申办方或申请人应向 caA提交下列供审评的资料。=
SKN= =支持高溶解性的数据= =

应提交支持受试原料药高溶解性的数据（见上

文“OKN”标题下内容）。申请材料中应包括下列资

料：试验方法描述，包括分析方法和缓冲溶液组成

的资料；原料药化学结构、相对分子质量、性质（酸、

碱、两性或中性）和解离常数（éh~）的资料；在

表中按照溶液 ée、药物溶解度（mgLmi）和溶解最

大规格所需介质的容积概括试验结果（均值、标准

差和变异系数）；平均 éeJ溶解度曲线的图示。=
SKO= =支持高渗透性的数据= =

应提供支持受试原料药的高通透性数据（见本

文“OKO”标题下内容）。申请材料中应包括下列资

料和数据：（N）试验方法的描述，包括分析方法和

缓冲溶液组成的资料。（O）研究中使用的剂量或药

物浓度的理由。（P）人体 mh 研究设计和使用方法

的资料以及 mh 数据。（Q）支持所选直接渗透性方

法适用性的资料包括，研究方法的描述、选择受试

者、动物或上皮细胞系的标准、供体液中药物的浓

度、分析方法的说明。用于计算吸收或渗透程度的

方法，以及酌情提供外排潜能的资料（如，双向转

运数据）。（R）列出包括下列数据的表格：选定的

模型药物、为确定方法适用性使用的人体吸收程度

数据（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每种模型药物

的渗透性数据（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每种

模型药物的渗透性类别以及作为渗透性（均值±标

准差或 VRB置信区间）函数的吸收程度图，以识别

低或高通透性界值和所选取的内标。支持受试原料

药高通透的资料（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应包

括受试原料药的渗透性数据、内标、df稳定性资料、

支持被动转运机制的数据（如合适）以及用于确定

受试原料药高渗透性的方法。

SKP= =支持快速、极快速和相似溶出度的数据= =
提交生物豁免的 fo制剂应该是快速溶出（_Cp=

N类）或极快速溶出的（_Cp=P类）。应提交支持受

试品和参比品的快速溶出特性的数据（见本文“OKP”
项下）。申请材料中应包括下列资料：（N）描述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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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法，包括分析方法和缓冲溶液组成的资料。（O）
简要描述用于溶出度试验的 fo 制剂，包括批次或

批号、有效期、尺寸、规格和质量的资料。（P）使

用本文“OKP”项下推荐的测试方法，获得提出的每

种规格的 NO 个制剂单位的受试品和参比品的溶出

度数据。应报告每个制剂单位在每个规定的测试间

隔内溶出的标示量的百分率。应将平均溶出百分

率、溶出度范围（最高和最低）和变异系数（相对

标准偏差）列表。还应包括 P种介质中受试品和参

比品的平均溶出曲线的图示。（Q）支持 P种介质的

每一种的受试品和参比品的溶出曲线相似性的数

据（见本文“OKP”）。（R）应呈现支持每种上市规格

的快速或极快速溶出的溶出度数据。

SKQ= =其他资料=
应简要描述用于生产受试药的生产工艺，以提

供生产方法的资料（如，湿法制粒与直接压片）。

应列出受试品和参比品所用辅料及其预期作

用的表格。受试品所用的辅料最好在 caA 批准的

fo 固体口服制剂中使用过。关于新辅料的其他考

虑，请参阅本文“QKO”标题下内容。另外，_Cp=P
类制剂的受试品和参比品之间辅料的定量比较也

是非常重要的。

T= =模型药物、零渗透性标志物和外排底物=
表 N包括建议用于确定“O=推荐用于分类原料药

和确定制剂溶出特性的方法”所述渗透性方法适用性

的模型药物，也列出了零渗透性标志物和外排底物。=

表= N= =模型药物、零渗透性标记物和外排底物=
q~ble=N= =jodel=drugsI=zero=perme~bility=m~rkersI=~nd=efflux=substr~tes=

类别 药品 类别 药品

高渗透性 安替比林= Antáéyráne= 低渗透性= 法莫替丁= c~motádáne=
（f~≥URB）= 咖啡因= C~ffeáne= = =（f~＜RMB）= 纳多洛尔= k~doäoä=

酮洛芬= hetoérofen= 舒必利= puäéáráde=
萘普生= k~éroxen= 赖诺普利= iásánoéráä=
茶碱= qÜeoéÜyääáne= 阿昔洛韦= Acycäovár=
美托洛尔= jetoéroäoä= 膦甲酸钠= cosc~rnet=
普萘洛尔= mroér~noäoä= 甘露醇= j~nnátoä=
卡马西平= C~rb~m~zeéáne= 氯噻嗪= CÜäorotÜá~záde=
苯妥英= mÜenytoán= 聚乙二醇 QMM= = moäyetÜyäene=gäycoä=QMM=
丙吡胺= aásoéyr~máde= 依那普利= bn~ä~éráä~t=
米诺地尔= jánoxádáä= 零渗透性= cfqCJ葡聚糖= cfqCJaextr~n=Ejt≥P=MMMF=

中度渗透性 氯苯那敏= CÜäoréÜenár~máne= 聚乙二醇 QMMM=moäyetÜyäene=gäycoä=QMMM=
（f~ZRMB～UQB）= 肌酐= Cre~tánáne= 荧光黄= iucáfer=yeääoï=

特布他林= qerbut~äáne= 菊粉= fnuäán=
氢氯噻嗪= eydrocÜäorotÜá~záde= 乳果糖= i~ctuäose=
依那普利= bn~ä~éráä= 外排底物= 地高辛= aágoxán=
呋塞米= curosemáde= 紫杉醇= m~cäát~xeä=
二甲双胍= jetformán= 奎尼丁= nuánádáne=
阿米洛利= Amáäoráde= 长春碱= sánbä~stánec=
阿替洛尔= Atenoäoä=
雷尼替丁= o~nátádáne=

U= =结语=
caA的该指导原则适用于下列生物豁免：fka

期间 fo口服固体制剂的体内 _A初步建立之后，随

后的体内 _A或 _b研究，以及在 kaA、AkaA及

其补充申请的 fo口服固体制剂的体内 _b研究。原

料药属于 _Cp=N类（而且制剂是速溶的）和 P类（而

且制剂是极速溶的）fo 固体口服制剂的 _AL_b 研

究可获得豁免。并指出可能影响其申请的因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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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介绍了推荐的测定溶解性、渗透性和体外

溶出度的方法。还详细介绍了推荐的确定原料药溶

解度和渗透性以及确定制剂溶出特性的方法。同时

详细说明了申请这种生物豁免应申报的相关资料。=
该正式版本与 OMNR 年的草案版本相比，大的

框架没有明显改变；但对一些细节做了许多修订，

本文标出约 PM处修订（并不是全部）。这样使修订

版更加准确和完善。

caA 该指导原则对我国 fo 固体口服制剂

_AL_b研究的豁免和监管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国发

布的“普通口服固体制剂溶出度试验技术指导原

则”xVz和“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豁免指导原则”xNMz

与 caA 该指导原则一些内容相关联。caA 该指导

原则对理解和修订我国这两项指导原则也有参考

价值。

参考文献

xNz caAK= t~áver= of= fn sivo= _áo~v~áä~báäáty= ~nd=
_áoeèuáv~äence=ptudáes=for=fmmedá~teJoeäe~se=poäád=lr~ä=
aos~ge= corms= _~sed= on= ~= _áoéÜ~rm~ceutács=
Cä~ssáfác~táon= pystem= duád~nce= for= fndustry= Ecán~ä=
duád~nceF= xb_LlizK= EOMNTJNOJOOFxOMNUJMNJOVzK= ÜttésWLL=
ïïïKfd~KgovLdoï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
guä~toryfnform~táonLduád~ncesLrCjMTMOQSKédfK=

xOz caAK= t~áver= of= fn sivo= _áo~v~áä~báäáty= ~nd=
_áoeèuáv~äence=ptudáes=for=fmmedá~teJoeäe~se=poäád=lr~ä=
aos~ge= corms= _~sed= on= ~= _áoéÜ~rm~ceutács=
Cä~ssáfác~táon= pystem= duád~nce= for= fndustry= ar~ft=
duád~nce= xb_LlizK= EOMNRJMRJMQFxOMNUJMNJOVzK= ÜttésWLL=
ïïïKfd~neïsKcomLextLresourcesLfáäesLMRJNRLMRJMRJNRJ_
bstudáesguád~nceKédf?NRNSRNUPTRK=

xPz Amádon=d=iI=iennernäs=eI=pÜ~Ü=s=mI=et=~äK=A=tÜeoretác~ä=
b~sás= for= ~= báoéÜ~rm~ceutács= drug= cä~ssáfác~táonW= tÜe=

correä~táon=of=in vitro=drug=éroduct=dássoäutáon=~nd=in vivo 
báo~v~áä~báäáty=xgzK=mÜ~rm=oesI=NVVRI=NOW=QNPJQOMK= =

xQz vu=i=uI=Amádon=d=iI=moääá=g=bI=et=~äK=_áoéÜ~rm~ceutács=
cä~ssáfác~táon= systemW= qÜe= scáentáfác= b~sás= for= báoï~áver=
extensáons=xgzK=mÜ~rm=oesI=OMMOI=NVETFW=VONJVORK=

xRz caAK= duád~nce= for= fndustry= aássoäutáon= qestáng= of=
fmmedá~te= oeäe~se= poäád= lr~ä= aos~ge= corms= xb_LlizK=
ENVVTJMUJMNFxOMNUJMNJOVzK= ÜttésWLLïïïKfd~KgovLdoïnJ=
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toryfnform~táon
Lduád~ncesLrCjMTMOPTKédfK=

xSz dá~cománá=h=jI=eu~ng=p=jI=qïeedáe=a=gI=et=~äK=j~rcÜ=
OMNMI=tÜe=ántern~táon~ä=tr~nséorter=consortáumI=membr~ne=
tr~nséorters= án= drug= deveäoément= xgzK= k~t= oev= arug=
aáscovI=OMNMI=VW=ONRJOPSK= =

xTz caAK=Cäánác~ä=arug=fnter~ctáon=ptudáes=µ=ptudy=aeságnI=
a~t~= An~äysásI= ~nd= Cäánác~ä= fméäác~táons= duád~nce= for=
fndustry= ar~ft= duád~nce= xb_LlizK= EOMNTJNMJORF=
xOMNUJNOJOVzK= ÜttésWLLïïïKfd~KgovLdoïnäo~dsLdrugsL=
guád~ncecoméäá~ncereguä~toryánform~táonLguád~ncesLuc
mOVOPSOKédfK=

xUz caAK= duád~nce= for= fndustry= qÜe= rse= of= jecÜ~nác~ä=
C~äábr~táon= of=aássoäutáon=Aéé~r~tus= N= ~nd= O= ¥=Current=
dood= j~nuf~cturáng= mr~ctáce= ECdjmF= xb_LlizK=
EOMNMJMNJOSFxOMNUJMNJOVzK= ÜttésWLLïïïKfd~KgovLdoïnJ=
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toryfnform~táon
Lduád~ncesLrCjNVUSQVKédfK=

xVz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K=普通口服固体制剂溶出

度 试 验 技 术 指 导 原 则 = xb_LlizK= EOMNRJMOJMRF=
xOMNUJMNJOVzK= ÜttéWLLïïïKcdeKorgKcnLneïsKdo?metÜod=
ZváeïfnfoCommonCádZPNQNTSK=

xNMz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K=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豁

免指导原 = xb_LlizK= EOMNSJMRJNVFxOMNUJMNJOVzK= ÜttéWLL=
ïïïKcdeKorgKcnLneïsKdo?metÜodZváeïfnfoCommonCád
ZPNQNV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