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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模型依赖多变量置信区间法用于药品体外溶出评价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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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在口服固体制剂仿制药体外溶出相似性评价研究中，针对批内溶出量相对标准偏差（opa）较大、无法满足

相似因子（fO）法适用条件的情况，验证非模型依赖多变量置信区间法在溶出曲线相似性评价中的使用区别。方法= =参考 caA
和 CcaA 发布的《口服固体制剂溶出度试验技术指导原则》，使用两种不同的非模型依赖多变量置信区间法，即 _ootstr~é
统计验证方法（_p）和j~Ü~ä~nobás=dást~nce多变量分析法（ja）对模拟的参比制剂与仿制制剂溶出数据相似性进行评价。

结果= =利用 _p 法得出仿制批与参比批的 fO预期值（fOG）ZRVKVSR，大于 RM。ja 法得到参比批次间多变量统计矩最大值是

NKRRV= Q，并将其确定为相似性限度，仿制批与参比批多变量置信区间 VMB上限为 OKSRS= T，大于相似限度。结论= =采用 _p
法评价体外溶出具备相似性，而采用 ja 评价方法则不具备相似性。因此，对于同一组数据，选用不同的评价方式可能会

得出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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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日益受到国内

外的关注。对于口服固体制剂仿制药研究工作来说，

体外溶出试验十分关键。判定仿制制剂与参比制剂

溶出曲线是否具有相似性，通常采用非模型依赖相

似因子（fO）法。但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原研制

剂各取样时间点溶出量相对标准偏差（opa）较大、

不适用于 fO法的使用条件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

caA的《aássoäutáon=testáng=of=ámmedá~te=reäe~se=soäád=
or~ä=dos~ge=forms》xNz及 CcaA的《普通口服固体制

剂溶出批内溶出度实验技术指导原则》xOz均明确指

出 opa大的药品，推荐采用非模型依赖多变量置信

区间法进行溶出曲线比较。基于上述情况，本文使

用已有报道的两种非模型依赖多变量置信区间法，

即 j~Ü~ä~nobás= dást~nce 多变量分析法（ja）xPz和

_ootstr~é统计验证方法（_p）xQz，对溶出数据相似

性进行评价，探讨使用不同评价方式得出不同结论

的情况。

N= =材料=
aapoäver软件xRz。=

O= =方法与结果=
OKN= =溶出相似性的评价方法=

使用 exceä 数据分析中的随机数发生器，设平

均数为 NRB、QMB、SMB、UMB、NMMB分别代表 R、
NM、NR、OM、PM=mán溶出数据的平均值，设各时间

点溶出数据的 opa依次为 OMB、NRB、NMB、NMB、

MKMNB，随机模拟生成 Q 组累积溶出度数据，具体

数据见表 N～Q。=
采用两种不同的非模型依赖多变量置信区间

法，即 ja多变量分析法和 _p统计验证方法评价

参比制剂与仿制制剂溶出曲线的相似性，具体的操

作方法使用中国药科大学张勇博士开发的

aapoäver计算软件xRz进行数据分析。=

表 N= =参比批次 N累积溶出度=
q~ble=N= = Accumul~tive=dissolution=r~tereference=b~tch=N=

时间L=
mán=

累积溶出度LB=
opaLB=

N= O= P= Q= R= S= T= U= V= NM= NN= NO= 平均数=
R= NPKSQ= NRKQP= NTKSU= NOKSV= NSKQQ= NRKSP= VKNS= NOKVV= NNKTQ= NUKMU= NUKSQ= NPKTR= NQKSR= NVKPT=
NM= QOKRO= QTKPQ= QRKPU= PQKOT= OVKTN= QNKOV= PSKPT= QTKQS= QUKMS= PTKUO= QUKTS= PUKQQ= QNKQR= NQKVQ=
NR= QVKQR= RUKPV= SOKMS= SMKQQ= QUKSV= RPKTT= RTKUQ= QUKPT= ROKMV= RUKTV= RPKNS= SQKTT= RRKSR= VKUS=
OM= SPKRR= UOKMV= TPKMQ= TOKRU= TUKUP= TVKRR= UQKQN= UQKOU= TUKNV= SVKNU= SUKUU= SVKUM= TRKPS= VKMO=
PM= VVKVU= NMMKMM= VVKVV= VVKVV= NMMKMN= NMMKMM= VVKVV=NMMKMM= NMMKMM= NMMKMN= NMMKMN= VVKVV= NMMKMM= MKMN=

表 O= =参比批次 O累积溶出度=
q~ble=O= = Accumul~tive=dissolution=r~te=reference=b~tch=O=

时间L=
mán=

累积溶出度LB=
opaLB=

N= O= P= Q= R= S= T= U= V= NM= NN= NO= 平均数=
R= NNKVS= NUKTN= OMKQN= NTKRR= NQKOU= NPKOU= NTKOO= NRKST= ORKOR= NRKRS= NTKTP= NVKVS= NTKPM= OMKTQ=
NM= QRKPO= PUKRM= PNKSR= PTKPN= QOKVP= PSKPS= QPKMU= QRKMM= QTKPT= QRKVQ= QPKUR= PVKTV= QNKQP= NNKPT=
NR= QUKQV= SMKTP= UMKMM= SSKOP= ROKOO= QTKQU= RVKSS= SOKVV= SVKOU= QUKRR= QVKSP= SRKPU= RVKOO= NTKOO=
OM= TRKQM= TTKNV= UOKPN= TMKPN= SOKRT= TPKUV= TSKOR= UMKUT= SUKST= TVKNQ= TSKTR= TVKRO= TRKOQ= TKRO=
PM= NMMKMN= NMMKMM= NMMKMM= VVKVV= VVKVU=NMMKMN= NMMKMM= VVKVV= NMMKMN=NMMKMM= VVKVV= VVKVV= NMMKMM= MKMN=

表 P= =参比批次 P累积溶出度=
q~ble=P= = Accumul~tive=dissolution=r~te=reference=b~tch=P=

时间L=
mán=

累积溶出度LB=
opaLB=

N= O= P= Q= R= S= T= U= V= NM= NN= NO= 平均数

R= ONKSN= UKUS= VKNO= NPKUP= NUKQM= NPKPO= OSKMQ= SKTQ= NSKUN= NOKQO= NRKRN= NPKSN= NQKSV= PTKQQ=
NM= PSKMS= QMKOQ= PRKQR= PUKMT= QOKNT= QQKQU= PPKQP=PTKVQ= PVKSR= PUKPO= PRKTT= PUKRQ= PUKPQ= TKVR=
NR= RQKNP= SUKUR= SQKTN= RNKMQ= RNKMQ= RSKSV= SRKMP=SRKTS= QSKPT= RVKOM= QNKNV= SNKPM= RTKNN= NQKVV=
OM= NMMKMR= URKQQ= UQKOV= TNKRQ= TQKVM= USKPU= TQKMT=SVKON= VRKNM= VUKUS= TTKUN= URKUQ= UPKSO= NOKRO=
PM= VVKVV= VVKVU= NMMKMM= VVKVV= VVKVU= NMMKMM= NMMKMN=VVKVV= NMMKMN= VVKVV= NMMKMN= VVKVV= NMMKMM= MK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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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Q= =仿制批次累积溶出度=
q~ble=Q= = Accumul~tive=dissolution=r~te=reference=generic=b~tch=

时间L=
mán=

累积溶出度LB=
opaLB=

N= O= P= Q= R= S= T= U= V= NM= NN= NO= 平均数

R= NQKVQ= NPKUN= NVKOU= NPKUS= OMKVT= NSKPQ= NOKVV= NVKMM= NNKOU= NQKNS= NMKUV= NVKTN= NRKSM= ONKUR=
NM= PVKVO= QMKPU= QOKVS= QSKRN= OVKMP= QRKUT= PTKVP= QSKOT= PQKVP= QUKOS= PVKTV= QPKOM= QNKOS= NPKPU=
NR= SNKOQ= RVKNN= RUKUU= TOKOO= SUKPM= RPKVV= RSKOM= RUKVP= TOKTU= USKTO= RUKPQ= RSKTR= SPKSO= NRKMQ=
OM= UPKNR= USKNV= VUKON= URKPN= UUKQQ= URKNV= SVKVQ= VMKRT= TRKRV= TUKNT= UQKUV= UTKQS= UQKQO= UKSR=
PM= NMMKMM= VVKVV= NMMKMN= VVKVV= NMMKMO= VVKVV= VVKVV= NMMKMM= VVKVV= NMMKMM= VVKVV= NMMKMN= NMMKMM= MKMN=

OKNKN= = j~Ü~ä~nobás= dást~nce 多变量分析法= = CcaA
《口服固体制剂溶出度指导原则》中提到的非模型依

赖多变量置信区间法，通过计算 O批溶出数据的多

变量统计矩来比较溶出数据的相似性，而对于多变

量统计矩的计算，通常采用j~Ü~ä~nobás=dást~nce多
变量分析的方法。中国药科大学张勇的 aapoäverxRz

软件溶出曲线比较项下的多变量置信区间法，运用

了j~Ü~ä~nobás=dást~nce多变量分析的计算方法得出

两批溶出数据间 jpa 的值，并对其 VMB的置信区

间进行运算。该方法使用aapoäver软件，输入表N～
Q 的模拟累计溶出数据，生成每两批间的多变量统

计矩（muätáv~rá~te=st~tástác~ä=dást~nce，jpa）（表 R～
U），并根据 CcaA《口服固体制剂溶出度试验指导

原则》建议的操作步骤对 aapoäver计算出的jpa
数值进行比较，从而判断溶出的相似性。具体比较

方法如下xNIOz：（N）确定参比制剂溶出量的批间差异，

然后以此为依据确定多变量统计矩的相似性限度；

（O）确定仿制制剂和参比制剂平均溶出量的 jpa；
（P）确定上述步骤②中仿制制剂和参比制剂实测溶

出量jpa的 VMB置信区间；（Q）结果上述步骤（P）
中置信区间上限小于或等于参比制剂的相似性限

度，可认为两个批次的制剂具有似性。

关于相似性限度的确定，采用 P批参比制剂累

积溶出度数据，分别两两比较计算出 P个jpa，选

取其中jpa最大数值作为相似性限度xSz。=
OKNKO= = _ootstr~é 统计验证方法= = _ootstr~é 统计验

证方法又称自举法或自助法，即一种从给定训练集

中有放回的均匀抽样，也就是说，每次抽取一个样

本，再放回原来的训练集中，该样本被再次抽到的

概率与第一次相同。通过抽取的样本计算给定的统

计量，重复抽取 n次（n≥R=MMM）得到 n个统计量，

并计算 n个统计量的方差。该方法借助自助取样的

方法，通过计算 fO值的统计分布模拟预期值的分布，

计算 VRB置信区间进行相似性评价。将该 fO预期值

（fOG）区间的下限与 fO 标准值（RM）进行比较，从

而评价溶出数据的相似性。

采用使用中国药科大学的 aapoäverxRz软件，选

择该软件溶出曲线比较项下的 _ootstr~é方法。输入

参比批次 P与仿制批次模拟累积溶出数据，并运算，

结果见表 V。_ootstr~é= RB下限（fOG）与 RM进行比

较，若 fOG≥RM则判断为两溶出曲线具有相似性。=
OKO= =结果=

按照上述方法采用 exceä 随机数发生器生成的

模拟累积溶出度，数据见表 N～Q。使用 aapoäver
软件对数据进行两种多变量置信区间法的运算，得

出结论。

OKOKN= = j~Ü~ä~nobás= dást~nce 多变量分析法= =应用

aapoäver 计算软件分别计算出各参比制剂批次间

的jpa值，见表 R～T。数据显示参比 N批与 O批、

参比 N批与 P批、参比 O批与 P批的 jpa值分别

为 MKUPP=U、NKOOU=R、NKRRV=Q，故jpa的最大限度

确定为 NKRRV= Q。仿制批次与参比批次 P（表 U）的

jpa为 NKNSN=O，VMBjpa置信区间上限为 OKSRS=T。
VMBjpa置信区间大于jpa最大限度值 NKRRV=Q，
故应用该方法比较的结果为：仿制批次与参比批次

的 VMBjpa 上限大于参比制剂间相似性限度，参

比制剂和仿制制剂数据显示体外溶出不具有相

似性。

表 R= =参比批次 N与参比批次 O的jpa=
q~ble=R= = jpa=between=the=reference=b~tch=N=~nd=reference=

b~tch=O=

参数 数值

取样点（p） R=

缩放因子（h） MKVUN=U=

c_EpInNHnOJpJNIMKVF分布 OKNVR=U=
eoteääángDs=qO分布= QKNTN=S=
jpa= MKUPP=U=
jpa=VMB下限= JMKSSN=T=
jpa=VMB上限= OKPO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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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参比批次 N与参比批次 P的jpa=
q~ble=S= = qhe=jpa=between=the=reference=b~tchN=~nd=

reference=b~tch=P=

参数 数值

取样点（p） R=
缩放因子（h） MKVUN=U=
c_EpInNHnOJpJNIMKVF分布 OKNVR=U=
eoteääángDs=qO分布 VKMRR=V=
jpa NKOOU=R=
jpa=VMB下限= JMKOSS=V=
jpa=VMB上限 OKTOQ=M=

表 T= =参比批次 O与参比批次 P的jpa=
q~ble=T= = qhe=jpa=between=the=reference=b~tch=O=~nd=

reference=b~tch=P= =

参数 数值

取样点（p） R=
缩放因子（h） MKVUN=U=
c_EpInNHnOJpJNIMKVF分布 OKNVR=U=
eoteääángDs=qO分布 NQKRUV=V=
jpa NKRRV=Q=
jpa=VMB下限= MKMSP=V=
jpa=VMB上限 PKMRQ=V=

表 U= =仿制批次与参比批次 P的jpa=
q~ble=U= = qhe=jpa=between=the=generic=b~tch~nd=reference=

b~tch=P= =

参数 数值

取样点（p） R=
缩放因子（h） MKVUN=U=
c_EpInNHnOJpJNIMKVF分布 OKNVR=U=
eoteääángDs=qO分布 UKMVM=R=
jpa NKNSN=O=
jpa=VMB下限= JMKPPQ=P=
jpa=VMB上限 OKSRS=T=

OKOKO= = _ootstr~é统计验证方法= =利用表 P～Q数据，

应用 aapoäver 计算软件计算仿制批次与参比批 fO
与 fOG分别为 TPKRNN 和 RVKVSR，均大于 fO的标准值

RM，数据见表 V。故采用该评价方法，仿制制剂与

参比制剂体外溶出具有相似性。

Q= =讨论=
本文分别采用 _p统计验证方法和 ja多变量

分析法对原研制剂及仿制制剂体外溶出相似性进行

了模拟评价，所得结论因不同方法的统计计算原理

以及应用标准的不同，会有所不同。

表 V= =仿制批次与参比批次 Bp=
q~ble=V= =Bp=between=the=generic=b~tch= = ~nd=reference=b~tch=P=

参数 数值

fO= TPKRNN=
_ootstr~é=数量= R=MMM=
_ootstr~é=平均值= TMKSRO=
_ootstr~é=中间值= TMKPOQ=
RB下限= RVKVSR=
VRB上限= UOKRQS=
RB下限是否≥50= 是

_p 统计分析方法，与 fO 相似因子评价溶出曲

线相似性的方法原理相近，相比于ja法计算方法

更为简单，虽然存在对取样时间点个数有依赖性、

受最终溶出量和最后一个取样点影响显著，不适用

单组溶出数据比较的缺点，但由于 _p 方法借助了

自助取样的统计方法，对溶出数据 opa值没有限定

的优点弥补了上述 fO相似因子法使用的局限性。=
采用的 ja 方法考虑到各种特性之间的相关

性，和 _p 方法得到不同的结论。对于溶出数据来

说，仿制制剂与参比批之间 jpa 和 P 批参比之间

jpa相近，但因该方法评价标准为仿制批与参比批

jpaVMB上限需小于相似性限度，得到的结论为仿

制批与参比批体外溶出不具有相似性，故对仿制批

体外溶出与原研批相似性有更高、更苛刻的要求。

针对本次模拟数据，ja 方法溶出数据相似性的判

断标准要比 _p 法更不易得到溶出曲线具有相似性

的结论，在ja法用于溶出曲线相似性比较中，对

于相似性限度的确定也至关重要，应尽可能获得多

批次参比制剂，以便得到更多参比制剂间的 jpa
值，使所得相似性限度更加可靠。

在进行口服固体制剂一致性评价工作中，体外

溶出作为最常用的研究手段，评价其一致性的方法

有很多，如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单变量方差法、相

似因子法、非模型依赖法、模型依赖法等，本文通

过两种不同的评价方法模拟口服仿制药体外溶出数

据一致性的比较，旨在探讨说明采用不同的评价方

式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选择适宜的溶出曲

线相似性评价方法，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中也

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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