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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caA）于 OMNU年 N月公布了“人用处方药和生物制品处方资料要点中的产品标题和美国首

次批准µµ内容和格式行业指导原则”，提出了药品说明书中关于人用处方药和生物制品的产品标题和美国首次批准年份的

内容和格式的撰写建议。介绍 caA该指导原则的主要内容，为细化我国药品说明书指导原则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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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生用药品说明书由要点（eághäághís）、
目 录 （ Coníenís ） 和 正 文 （ cuää= mrescrábáng=
fnform~íáon，cmf）由 P部分组成，而我国的药品说

明书没有前两项，只有正文。美国说明书要点的最

前面两项分别是产品标题（éroducí=íáíäe）和美国首

次批准（ánáíá~ä=rKpK=~éérov~ä）xNz。为使药品说明书

中这些必要元素的描述更加一致，并帮助确保这些

元素给读者提供明确而有用的信息，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caA）于 OMNU 年 N 月发布了“人用处方

药和生物制品处方资料要点中的产品标题和美国

首次批准µµ内容和格式行业指导原则”xOz，极其

详尽地说明各种药品说明书要点的产品标题描述

方法和美国首次批准年份的表达方式及其确定原

则。本文介绍该指导原则的主要内容，希望对我国

药品说明书的进一步细化要求有参考意义。=
N= =产品标题内容和格式=
NKN= =基本格式= =

产品标题必须包括药品名称（商品名称和通用

名称）、剂型、给药途径和管制药物标识。=
整个产品标题必须用粗体字。产品标题应该与要

点其他部分的字体和字号相同。产品标题应为连续自

动换行，以保持所有批准的药品之间的一致性并在要

点中保持间隔。在产品标题中应避免缩写词，因为它

们可能被误读，增加混淆或用药错误的风险。=
应该注意的是不包括作为产品标题一部分的

药品规格。要求规格出现在要点剂型和规格标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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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从产品标题中省略规格，可避免要点混乱和冗

长（见标题“O不应列入产品标题的项目”）。=
NKO= =药品名称= =
NKOKN= =一般格式= =

（N）商品名称的显示=
商品名称应以大写字母显示，而不论在它处

（容器和纸箱标签上）如何显示，以便于识别药品

并与产品标题的其余部分区分。=
（O）非生物制品通用名称的显示= =
非生物制品的通用名称应以括号中的小写字

母显示。caA建议括号置于通用名称前后。所选位

置应与其前面的商品名称相对应。在整个指导原则

中列举的例子说明两种不同的做法，具体如下：=
（~）如果商品名称与单一剂型中的药品相对

应，则整个通用名称包括剂型，并且如合适，给药

途径应包括在括号内。例如：药品名称“jvaord
（drugozide鼻喷雾剂）”表明，商品名称“jvaord”
仅指定为鼻喷雾剂型。=

（b）如果申请人拟将同一商品名称的同一活性

成分的其他剂型上市，则括号内仅应提及通用名称

的化学成分部分。例如：药品名称“jvaord
（drugozide）鼻喷雾剂”表明，商品名称“jvaord”
可指多种剂型。=

（P）生物制品通用名称的显示= =
生物制品的专有名称通常不包括给药途径或

剂型。因此，给药途径和（或）剂型不应置于括号

内，如本节中的例子和本指导原则中随后的类似例

子所示，以表明药品的某些特征。例如：“jvaord
（drugimabJcznm）注射剂，供皮下注射用”。=

（Q）含有盐的药品通用名称的特殊考虑= =
新盐类药品申请人应查阅美国药典（rpm）通

则YNNON[这类药品rpm命名政策的讨论。根据rpm
的政策，由酸或碱的盐所构成药品的 rpm 专论标

题，通常使用活性部分的名称x例如，“jvaord
（drugozide）片，供口服用”z，而不是用盐形式的

名称x如，“jvaord（盐酸 drugozide）片，供口

服用”z。如果盐传递重要的临床信息，则这种一般

规则也有例外，在这种情况下，通用名称应包括盐xPz。

caA 还建议此类药品的申请人在开发过程的早期

咨询相关审评部门，以获得此类药品合适的通用名

称的指导。=
NKOKO= =固定的复方药品= =

就本指导原则来讲，固定的复方药品是两个或

更多活性成分在一个剂型中以固定剂量组合而成

的一种产品。=
对于复方药品，应该用“和”一词分开通用名

称中的活性成分。应避免用斜杠（L）标记，因为它

们可能被误读，导致混淆和用药错误风险增加。例

如：jvaord（drugozide和 drugomycin胶囊），

供口服用。=
如果有两种以上活性成分，应该按照 ~、b和 c

惯 例 来 写 。 例 如 ：jvaord（ drugozide、
drugomycin和 drugazole）胶囊，供口服用。=
NKOKP= =没有商品名称的药品=

如果药品没有商品名称，则通用名称的化学成

分部分应该全部用大写字母，以便于识别主体药

物，并将其与产品标题的其余部分区分开，而且应

完全省略名称周围的括号。例如：aordlwfab
口服液；aordlwfab片，供口服用。=
NKP= =剂型=
NKPKN= =一般格式= =

剂型应全部用小写字母呈现。应使用剂型的复

数名词（如，氯硝唑），除非药品仅作为一个单位

提供（如，玻璃体内植入）。=
NKPKO= =多种剂型=

如果说明书以相同商品名称讨论一种药品的

多种剂型，那么每一种剂型应单独列一行，以便于

阅读。例如：=
jvaord（drugozide）片，供口服用；=
jvaord（drugozide）口服液；=
jvaord（drugozide）注射液，供静脉用。=

NKPKP= =剂型描述语（aescráéíor）= =
延长释放和延迟释放的描述语是，当描述缓释

剂型时应该使用仅有的术语（如果合适）。例如：

jvaord（drugozide）延长释放胶囊，供口服用；

jvaord（drugozide）延迟释放口服混悬液。=
如果固定复方药品含有释放特性的复方活性

成分，则该产品的命名应遵循以下原则：立即释放

和延长释放的复方被称为延长释放；延迟释放和延

长释放的复方称被为延长释放；立即释放和延迟释

放复方，其中至少一种活性成分有两种释放特性，

则被称为延长释放；立即释放和延迟释放复方，其中

没有活性成分有两种释放特性，被称为延迟释放。=
NKPKQ= =需要复原的药品= =

在剂型术语之前使用“for”一词，应用于描述

在给药前需要复原的固体剂型（如，冻干粉或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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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例如：jvaord（drugozide）用于制备口服

混 悬 液 xjvaord （ drugozide ） for= oral=
suspensionz；jvaord（drugozide）用于制备注

射液，供静脉注射用xjvaord（drugozide）for=
injectionI=for=intravenous=usez。=
NKPKR= =可注射的药品= =

注射液剂型应该用于可作为注射液的药品，无

论它们是否需要在给药前进一步稀释。“注射液”

一词假定药品是溶液，而供注射用（for=ánjecíáon）
应当用于固体（如，冻干粉），这种固体必须在用

药前复原。例如：jvaord（drugozide注射液），

供静脉注射用xjvaord（drugozide= injection）I=
for= intravenous= usez；jvaord（drugozide）可

注 射 的 混 旋 液 ， 供 皮 下 注 射 用 xjvaord
（ drugozide ） injectable= suspensionI= for=
subcutaneous= usez；jvaord（drugozide）用于

制备可注射的混旋液，供肌肉注射用xjvaord
（ drugozide ） for= injectable= suspensionI= for=
intramuscular=usez。=
NKPKS= =给药装置= =

如果药品包括给药装置（如，吸入器或笔式注

射器），则不应将该装置列入商品名称，因为该给

药装置一般不是药品剂型部分。给药装置说明应在

说明书其他部分出现（如，用法用量、性状、供应

L贮存和处理部分）。例如：皮下注射的笔式注射器

的药品，产品标题中不应包括给药装置 x如，

“jvaord（drugozide）注射液，供皮下注射用”）。=
如果产品标题是药品的正式商品名称的一部

分，则给药装置的商品名称则可包含在产品标题

中，因此可与药品商品名称一起出现。例如：

jvaord=kbteAibo（drugozide）吸入溶液，

供经口吸入用。=
NKQ= =给药途径=
NKQKN= =一般格式= =

对于除片剂、胶囊和注射剂以外的大多数剂

型，给药途径通常置于剂型前。如果给药途径置于

剂型前，则可避免重复给药途径。例如：jvaord
（drugozide）滴耳液；jvaord（drugozide鼻喷

雾剂）。=
如果给药途径没有置于剂型前，给药途径应以

“供x途径z用”呈现，在其前面加上逗号，并应全部

用小写字母。例如：=
jvaord（drugozide）软膏，供外用；=

jvaord（drugozide片），供口服用。=
因为产品标题不能涉及所有潜在的安全性问题，

并且许多药品通过单一途径给药，因此“仅”一词不

应出现在给药途径中（如，仅局部使用）。然而，从

产品标题中省略这种描述并不是旨在确立如何在容

器和纸盒标签上他处（见标题“P产品标题及其对容

器和纸盒标签的影响”）以及处方资料中他处（如，

在用法用量项目）呈现给药途径信息的先例。=
NKQKO= =可注射的药品= =

如果剂型是注射剂，则给药途径应在剂型之

后，其前面加逗号。在产品标题中应避免使用缩写，

因为它们可能会被误读，从而增加混淆和用药错误

的风险。例如，申请人应使用“静脉内”或“皮下”

字样，而不是“áv”或“sc”。例如：=
jvaord（drugozide）注射剂，供肌肉注射用。=

NKQKP= =多种给药途径=
如果一种药品有一种以上给药途径，则应使用

“或”一词分开两种途径。对于两种以上给药途径，

应遵循 ~、b 或 c 的惯例。例如：jvaord
（drugozide）注射剂，供肌内、皮下或静脉注射用。=
NKQKQ= =静脉给药方法= =

对于通过特定的静脉给药方法（例如静脉推注

或静脉滴注）给药的药物，给药途径应保留供静脉

使用，因为 ON=Cco=OMNKRT（~）（O）并没有将给药

方法指定为产品标题的一个要素。给药方法的其他

描述应包括在说明书的它处（如，突出显示在要点

的用法用量标题下），以帮助确保药品的安全使用。

此外，容器和纸盒标签可以包括这类描述（如，供

静脉滴注而不是静脉注射用）（见标题 P“容器和纸

盒标签的产品标题及其作用”）。=
NKQKR= =吸入性药品= =

吸入性药品是独特的，因为其给药途径术语的

定义被用于批准供口腔和鼻腔使用的药品。因此，

确切的吸入途径x即，经口吸入、经鼻吸入或吸入（如

果两种用途都获得批准的话）z应列入产品标题。这

是建议的一个例外，即如果它是商品名称的一部

分，则不需要重复给药途径（见标题“NKQKN一般格

式”）。例如：jvaord（drugozide）吸入气雾剂，

供经口吸入用；jvaord（drugozide）吸入液，

供吸入用。=
NKR= =特殊命名考虑的药品= =
NKRKN= =滴注液= =

滴注预混药品应采用通用名称，格式为“x辅料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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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x药品z注射液”。产品标题中应该出现的滴注药

品名称示例如下。例如：=
jvaord（drugozide 葡萄糖注射液），供静

脉 给 药 用 xjvaord（ drugozide= in= dextrose=
injection） I= for= intravenous= usez；jvaord

（drugozide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供静脉给药用

xjvaord（drugozide= in= dextrose= and= sodium=
chloride=injection）I=for=intravenous=usez。=

没有商品名称的滴注预混药品，应采用标题

“NKOKP”没有商品名称药品所述格式命名。例如：

aordlwfab葡萄糖注射液，供静脉给药用。=
产品标题中不应包括辅料规格。然而，在容器

和纸盒标签上，辅料规格作为通用名称的一部分应

予描述x如，RB葡萄糖注射液，或葡萄糖注射液 RB；
RB葡萄糖和 MKOB氯化钠注射液，或葡萄糖（RB）
和氯化钠（MKOB）注射液z。=

可注射药品与滴注溶液，不允许单独使用任何

一种产品的方式一起包装，并且拟使用前将其混合

（即，混在一起），这种产品应使用复方产品的格式

命名（见“NKOKO固定的复方药品”）。下面列举这种

产品标题的实例，该产品为双室容器包装，其中一

室装有冻干粉，另一室则装有滴注溶液。例如：

jvaord（drugozide 注射剂和葡萄糖注射液），

供静脉给药用。=
对于较复杂的滴注溶液（如，在一个封闭的多

室容器中有 P 个或更多药品，在给药前混合），我

们鼓励申请人与 caA 评审人员联系，以确定产品

标题的显示。=
NKRKO= =组合包装的药品= =

就本指导原则的目的来讲，组合包装的药品是

在其最终剂型中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药物的

药品，这些药物一起拟用于共同或相关的治疗目

的，并且包装在一个单一的包装或装置中。= =
为清楚起见，一般应在通用名称中列出剂型

x如，本指导原则，给药途径所述（见“NKQ 给药途

径”）z。此外，对于这种药品，应该在通用名称之

间使用分号，而不是“和”一词，以区分组合包装

的药品和固定复方的药品。“组合包装”一词应出

现在通用名称之后。如“NKQ 给药途径”所述，在

括号之后应包括给药途径。例如：jvaord=
drugozide 片；drugomycin 胶囊），供口服用的组

合 包 装 ； jvaord （ drugozide= 口 服 液 ；

drugomycin），供口服用的组合包装。=

但是，如果每个组合包装的药品在剂型前都有

给药途径，则在产品标题中无需重复给药途径。例

如：jvaord（drugozide 口服液；drugomycin
口服混悬液），组合包装xjvaord（drugozide=oral=
solutionX= drugomycin= oral= suspension ） I=
coJpackagedz；jvaord（drugozide 口服液；

drugomycin 鼻喷雾剂），组合包装 xjvaord
（ drugozide= oral= solutionX= drugomycin= nasal=
spray）I=coJpackagedz。=

如果组合包装药品有不同的给药途径，则应按

照药品出现在括号内的同样顺序列出给药途径，并

随后以“分别”一词表示清楚。例如：jvaord
（drugozide注射用混悬液；drugomycin片），组合

包 装 分 别 供 肌 内 注 射 和 口 服 用 xjvaord
（ drugozide= injectable= suspensionX= drugomycin=
tablets）I= coJpackaged= for= intramuscular= use= and=
for=oral=useI=respectivelyz。=

对于较复杂的组合包装的药品（如，有 P种以

上的药品），我们鼓励申请人与 caA评审人员联系，

以确定产品标题的显示。= =
对于包装中需要稀释的药品（如，装有冻干粉

末的药瓶，其中装有一小瓶注射用无菌水，供冻干

粉复原用。）一般不应在产品标题中列入稀释液的

名称。就本指导原则目的来讲，这不被认为是组合

包装的药品或滴注液（见“NKRKN滴注液”）。=
NKRKP= =脂质复合物=

申请人在命名脂质复合物产品时，应使用“x药
物z脂质复合物 ux剂型z”的一般格式。= =

申请人应假定被批准的特定药物和剂型的第

一种脂质复合物产品为 A型，那么不应再给予该类

型（即“A 型”不应包括在说明书中）。对于同一

药物和剂型的后续药品，申请人应列出其类型，并

将“u”依次改为 _、C、a、……w。对于仿制药，

其名称和类型应与参比剂型（oia）相匹配。例如：

jvaord（drugozide= B 型脂质复合物注射液），

供静脉给药用。=
NKRKQ= =脂质体= =

申请人在命名脂质体药品时，应使用“x药物zu
型脂质体x剂型z”或“x药物z聚乙二醇化 u 型脂质

体x剂型z”的一般格式。= =
申请人应假定为某一特定药物和剂型批准的

第一种脂质体产品为 A型，那么不应再给予该类型

（即“A型”不应包括在说明书中）。对于同一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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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剂型的后续药品，申请人应列出其类型，并将“u”
依次改为 _、C、a、……w。对于仿制药品，名称

和类型名称应与 oia 相匹配。例如：jvaord
（drugozide= C 型脂质体注射液），供静脉给药用；

jvaord（drugozide聚乙二醇化脂质体注射液），

供静脉给药用。=
NKRKR= =放射性药品= =

（N）一般格式= =
放射性药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药物，二是放

射性核素（同位素）。申请人在命名放射性药品时

应使用“x药物zx同位素zx给药途径zx剂型z”的一般

格式。当药物是盐并且盐的两部分都出现在通用名

称（如，氯化镭）时，同位素应紧接着放射性元素

的名称。例如：jvaord（NQC 尿素胶囊），供口

服用xjvaord=（urea=C= NQ= capsules）I= for= oral=
usez；jvaord（NUcJ脱氧葡萄糖）注射液，供静

脉给药用 xjvaord= （ fludeoxyglucose= c= NU）
injectionI=for=intravenous=usez；jvaord（氯化镭
OOPoa）注射液，供静脉给药用xjvaord（radium=
oa=OOP=chloride）injectionI=for=intravenous=usez。=

对于含有配体的放射性药物，申请人应使用

“x药物zx同位素zx配体zx给药途径zx剂型z”的放射性

标记产品的一般命名格式。例如：jvaord（锝

xVVqcmz羟亚甲基二膦酸盐注射液），供静脉注射用

xjvaord= （ technetium= qcVVm= oxidronate=
injection）I=for=intravenous=usez。=

对于使用仅含有活性成分部分和（或）放射性

核素从单独来源获得并在制备时添加药盒制成的

放射性药品，其名称应显示为“x产品通用名称z制
备的试剂盒”。= =

例如：jvaord（锝xVVqcmz甲氧基异丁基异

腈注射液制备的药盒），供静脉给药用xjvaord
（kit=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echnetium= qc= VVm=
sestamibi=injection）I=for=intravenous=usez。=

对于其目的是进行体外放射性标记并随后给

予标记的药品的放射性药品，不应包括最终的给药

途径，而应在说明书的它处描述给药途径。相反，

“供放射标记用（for= r~dáoä~beäáng）”一词应出现在

药品名称之后。例如：jvaord（铟xNNNfnz氧喹诺

酮溶液），供放射标记用xjvaord（indium=fn=NNN=
oxyquinolone=solution）I=for=radiolabelingz。=

（O）放射性核素发生器和相关药品命名= =
在许多情况下，发生器用于产生放射性核素，

随后用作药品或与其他成分混合产生药品。在这种

情况下，产品标题应同时显示发生器和最终药品的

名称，并包括剂型和给药途径。应使用下列格式创

建产品标题的这些不同部分。=
发生器命名：当使用发生器产生放射性核素

时，申请人应使用“x核素zx同位素z发生器”的通用

格式。例如：jvaord（铷 UOob 发生器）

xjvaord（rubidium=ob=UO=generator）z。=
生成的药品的命名：发生器的名称应紧接着是

“产生”短语和产生的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当洗脱

液确定产生什么盐时，盐应包括在产品标题的这一

部分中。申请人应使用“产生x药品zx同位素z”的通

用格式。如果洗脱盐，则化学名称的阳离子或阴离

子部分的位置应遵循化学物质的标准命名规则。例

如：产生氯化铷xUOobzxto=produce=rubidium=ob=UO=
chloridez；产生高锝xVVqcmz酸钠xto=produce=sodium=
pertechnetate=qcVVmz。=

剂型和给药途径：剂型和给药途径应在所产生

的放射性核素的名称之后并按照上文“NKP 剂型”

和“NKQ给药途径”所述撰写。= =
总之，产品标题应采用“商品名称（x核素zx同

位素z发生器）产生x药品zx同位素z”的格式撰写。

例如：jvaord（铷 UOob 发生器）产生氯化铷

xUOobz注射液，供静脉注射用xjvaord（rubidium=
UO= ob= generator） to= produce= rubidium= ob= UO=
chloride=injectionI=for=intravenous=usez；jvaord
（锝 VVqcm 发生器）产生高锝xVVqcmz酸钠注射液，

供静脉注射用 xjvaord（ technetium= qcVVm=
generator）to=produce=sodium=pertechnetate=qcVVm=
injectionI=for=intravenous=usez。=
NKS= =管制药物标识= =

如果美国管制药物局（abA）发布了指定管制

药物方案的暂行最终规定（áníerám=fán~ä=ruäe），管制

药物标识必须包括在产品标题中。管制药物标识应

出现在产品标题的末尾，并在前面加上逗号。标识

应写为“C”，接着是指定目录的罗马数字。罗马数

字可以紧接着“C”，也可以在前面加上连字符（例

如，“Cfff”或“CJfff”）。例如：jvaord（drugozide）
缓释片，供口服用，Cfs；jvaord（drugozide）
注射液，供静脉用，CJff。=

如果批准其申请时，管制药物归类尚待定，则

产品标题应反映归类行动的待定状态。例如：

jvaord（drugozide）口服液，x管制药物归类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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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z。= =
在 abA 发布管制药物的暂行最终规定后，产

品标题必须用管制药物标识更新。=
O= =不应列入产品标题的项目= =

为了一致性，caA劝阻将下列内容和（或）格

式列入要点的药品标题：药品来源x如，合成、天然

或重组 akA（rakA）z，除非有规章要求，否则它

是特定的名称或特有名称的一部分，或它在临床上

与处方者（如，人类）相关x关于药品来源的重要信

息可在说明书的它处出现（例如，在性状项目中）z；
当显示组合产品的名称时，斜线（L）标记（见“NKOKO
固定的复方药品”）；额外的描述语（如，单剂量瓶

或薄膜包衣）；静脉给药方法（如，滴注、快速推

注、推注）（见“NKQKQ静脉给药方法”）；规格（如，

MKMRB= drugozáde软膏）（见“NKOKN基本格式”）x可
有例外（如，多规格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或白蛋白

生物制品）z；无活性或缺乏活性的成分（如，不含

酒精）；缩略语（如，静脉注射的 fs或盐酸的 eCä）
（见“NKN 基本格式”）；插入图形（见“NKS 管制药

物标识”）；贮藏条件（如，室温或冷冻）。=
下列词语不应该用于要点中的产品标题：

“rpm”作为要点中产品标题通用名称的一部分（与

容器或纸盒标签上的使用不同）；需在服用前稀释

的药物产品的“浓缩物”；“粉”作为给药前需要复

原药品的剂型见“NKPKQ 需要复原的药品”、“NKPKR
可注射药品”）；“溶液”作为注射药品的剂型；“滴

剂”作为用于眼或耳的混悬液和溶液的剂型；“药

盒”（除非上市药品不含活性成分（见“NKRKR 放射

性药品”）；“仅”（如，仅供局部使用）（见“NKQKN
一般格式”）。=
P= =产品标题及其对容器和纸盒标签的影响=

产品标题及容器和纸盒标签上的药品信息应

尽可能一致。caA承认要点的产品标题与容器和纸

盒标签之间可存在下列差异：即使容器和纸盒标签

上的商品名称以不同的方式显示，要点中产品标题

的商品名称也应以大写字母显示；产品标题的元素

（如，管制药物标识）的位置在容器和纸盒标签与

产品标题之间有时可有所不同；虽然要点中的产品

标题的所有要素都应在一行上显示，但在容器和纸

盒标签上的药品或生物制品名称下面可显示剂型

和给药途径；盐的缩略语（如，盐酸 eCä）适合用于

容器和纸盒标签，但其使用必须符合rpm的标签要求。=
一般来说，药品的规格不出现在要点的产品标

题中，而是出现在处方资料与容器和纸盒标签的他

处；给药途径资料在容器和纸盒标签与要点的产品

标题之间可有不同。例如：当对患者的安全很重要

时，“仅”一词可与给药途径一起（如，仅供局部

使用）出现在容器和纸盒标签上以及在说明书的他

处，但不应出现在产品标题中；静脉给药方法（如，

静脉滴注）可出现在容器和纸盒标签上，但不应出

现在产品标题中。=
Q= =美国首次批准=

在紧接产品标题下面一行，必须显示“美国首

次批准”的逐字描述，然后是冒号和 caA 首次批

准新分子实体（kjb）、新生物制品或新活性成分

复方的四位数的年份。其描述必须用粗体字。申请

人在要点中有关美国首次批准的年份，不应列出多

个年份或添加脚注。申请人在确定说明书草稿的美

国首次批准年份时，应考虑下列事项，如有其他问

题，应与 caA联系。=
QKN= =活性部分= =

对于非生物制品且只含有单一活性部分的药

品，美国首次批准是第一个含有该活性部分的药品

被批准的年份，而不论其剂型如何。例如：如果活

性部分 drugozáde 被批准为 kjb 盐酸 drugozáde，
则任何其后含有 drugozáde 的产品（如，氢溴酸

drugozáde或 drugozáde游离碱），在选择美国最初始

准年份时，都应使用盐酸 drugozáde的批准年份。=
QKO= =多种剂型=

对于不同年份批准的多种剂型的药品，不应列

出多个年份。美国首次批准应该是第一个批准的

kjb、新生物制品或活性成分新复方的年份，而不

管其剂型如何，即使说明书没有提到老的剂型。不

同的适应症或剂量并不影响美国首次批准的年份。=
QKP= =固定复方药品和组合包装药品=

对于固定的复方药品，其复方的新颖性是美国

首次批准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如果固定复方药品

中含有以前每个药物都是被单独批准的成分，那么

美国首次批准应该是批准该复方的年份。同样，如

果固定复方药品中至少有一种以前没有被批准的

成分，那么美国首次批准应该是该复方被批准的年

份，而不管其他先前批准成分的批准日期如何。同

样的方法也适用于组合包装的药品。=
QKQ= =管制药物=

对根据“管制药物法”管制的 kjb、新生物

制品或新活性成分复方而言，美国首次批准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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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新药申请确定的“批准日期”，以及根据生

物剂型许可证申请确定的“批准日期”。=
如果在根据批准申请时，管制药物的列表尚待

定，则要点中的美国首次批准应反映列表待定状

态。例如：美国首次批准：x该管制药物列表尚待定z。=
要点必须用与 abA 发布的暂行最终规定管制

该药品相应的美国首次批准的年份更新。=
QKR= =外消旋体=

如果药品仅含有已批准的外消旋体药品中的

一种对映体，则新药的年份应为外消旋体的年份，

因为单个对映体已被批准为外消旋体的一部分。首

次批准的外消旋体的通用名称可以在括号中。例

如：如果药品jvaord（esdrugozáde）胶囊在 NVVU
其外消旋混合物药品批准后的任何时候被批准，则

该 内 容 应 改 为 “ 美 国 首 次 批 准 ： NVVU 年

（drugozide）”。= =
标识药物产品成分的附加信息可以包括在处

方信息的描述部分中。=
QKS= =药物有效性研究实施药物=

对于药物疗效研究实施（abpf）药物，美国首

次批准应该是 kjb 首次批准的年份，而不是批准

后 abpf更新的年份。=
QKT= =以前上市的未获批准药物的批准=

对于后来提交并批准的 kaA 上市的未批准药

品，美国最初的批准应该是 kaA 首次批准的“新

分子实体、新生物制品或活性成分新复方”的年份。

对于上市未经批准的固定复方药品，见“QKP 固定

复方药品和组合包装药品”。=
QKU= =先前批准的重新进入市场的药品= =

当先前批准的药品因任何原因被撤市并随后

重新进入市场时，美国首次批准应该是“新分子实

体、新生物制品或活性成分的新复方”的首次批准

的年份。对于先前批准的固定复方药品，见 QKP 固

定复方药品和组合包装药品”。=
R= =结语=

构成美国医生用药品说明书要点首项目“药品

标题”的主要元素为药品名称、剂型、给药途径和

管制药物标识。caA为避免误读，降低混淆或用药

错误的风险，利用字体和字号、字母大小写、括号

以及上述各种元素排列先后次序等手段，详细规定

了各种不同药品标题的表达方式。caA规定要点第

二项“美国首次批准”用四位数、粗体字表达首次

批准年份，并且不应列出多个年份或添加脚注。还

详细说明了各种不同情况确定首次批准年份的原

则。尽管英文叙述习惯与中文不同，但 caA 该指

导原则区别不同药品标题的精细做法，对我国说明

书药品名称的描述有很多参考价值。美国药品说明

书要点的这两项的每一项只需填写寥寥数字，caA
却用了长达 PV 页的指导原则，其精细程度，或者

说监管的精细程度令人惊叹。=
我国药品说明书撰写指导原则与美国相比在

精细化方面有很大差距，而且是全方位的。表现为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 N份正式颁布的化学药品和

生物制品的说明书撰写指导原则，仅有 N份“抗菌

药物说明书撰写技术指导原则”网上征求意见稿xQz，

而美国自 OMMS 年至今已发布专门针对药品说明书

的指导原则 OS 份，涉及范围广，其中针对整个药

品说明书的有 P 份xRJTz、针对说明书具体项目的有

NR份xUJOOz、针对某些类别药物的有 U份xOPJPMz。建议

我国药品监管部门借鉴 caA 的做法，逐步制定详

尽的针对药品说明书或其中某个项目的撰写指导

原则，以提高药品说明书撰写及其监管质量，向用

户提供内容详尽的药品说明书，以确保安全有效地

使用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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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í= guád~nce= for= ándusíry= Edr~fí= guád~nceF= xb_LlizK=
EOMNUJMNJNU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ucmL=
grouésLfd~govJéubäácL]fd~govJdrugsJgenLdocumenísLdoc
umeníLucmQRMOOVKédfK=

xPz caAK= k~máng= of= arug= mroducís= Coní~ánáng= p~äí= arug=
pubsí~nces= xb_LlizK= EOMNRJMSJNS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
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
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PTVTRPKédfK=

xQz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K=抗菌药物说

明书撰写技术指导原则E网上征求意见稿F= xb_LlizK=
EOMNTJMUJNUFxOMNUJMPJORzK= hííéWLLwwwKcdeKorgKcnLzdyzK=
do?meíhodZä~rgem~geCádZOTUK=

xRz caAK= i~beäáng= for= eum~n= mrescráéíáon= arug= ~nd=
_áoäogác~ä=mroducís=¥=fméäemeníáng=íhe=mio=Coníení=~nd=
corm~í= oequáremenís= xb_LlizK= EOMNPJMOJOOFxOMNUJMPJ=
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
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MT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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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KédfK=
xSz caAK= mubäác= Av~áä~báäáíy= of= i~beäáng= Ch~nges= án=

±Ch~nges=_eáng=bffecíed”=puééäemenís=xb_LlizK=EOMMSJ=
MVJOM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
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
~ncesLrCjMTRMVNKédfK=

xTz caAK= i~beäáng= for= eum~n= mrescráéíáon= arug= ~nd=
_áoäogác~ä= mroducís= Aééroved= rnder= íhe= Acceäer~íed=
Aéérov~ä= oeguä~íory= m~íhw~y= xb_LlizK= EOMNQJMPJOQF=
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
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
rCjPVMMRUKédfK= =

xUz caAK=Adverse=oe~cíáons=pecíáon=of=i~beäáng=for=eum~n=
mrescráéíáon= arug= ~nd= _áoäogác~ä= mroducís= µ= Coníení=
~nd=corm~í= xb_LlizK= EOMNSJMNJNUFxOMNUJMPJORzK=hííésWLL=
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
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MTRMRTKédfK= =

xVz caAK= Cäánác~ä= mh~rm~coäogy= pecíáon= of= i~beäáng= for=
eum~n= mrescráéíáon= arug= ~nd= _áoäogác~ä= mroducís= µ=
Coníení=~nd=corm~í=xb_LlizK=EOMNSJMNJMO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
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NMVTPVKédfK=

xNMz caAK= Cäánác~ä= píudáes= pecíáon= of= i~beäáng= for= eum~n=
mrescráéíáon= arug= ~nd= _áoäogác~ä= mroducís= µ= Coníení=
~nd=corm~í= xb_LlizK= EOMNSJMNJNUFxOMNUJMPJORzK=hííésWLL=
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
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MTRMRVKédfK=

xNNz caAK= Coníenís= of= ~= Coméäeíe= pubmássáon= for= íhe=
bv~äu~íáon=of=mroéráeí~ry=k~mes=xb_LlizK= EOMNSJMQJMRF=
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
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
rCjMTRMSUKédfK=

xNOz caAK=aos~ge=~nd=Admánásír~íáon=pecíáon=of=i~beäáng=for=
eum~n= mrescráéíáon= arug= ~nd= _áoäogác~ä= mroducís= µ=
Coníení=~nd=corm~í=xb_LlizK=EOMNMJMPJOO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
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MTRMSSKédfK=

xNPz caAK=i~beäáng=for=eum~n=mrescráéíáon=arug=~nd=_áoäogác~ä=
mroducís=µ=aeíermánáng= bsí~bäáshed= mh~rm~coäogác= Cä~ss=
for= rse= án= íhe= eághäághís= of= mrescrábáng= fnform~íáon=
xb_LlizK= EOMMVJNMJNS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
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
onLduád~ncesLrCjNUSSMTKédfK=

xNQz caAK= medá~írác= fnform~íáon= fncoréor~íed= fnío= eum~n=
mrescráéíáon= arug= ~nd= _áoäogác~ä= mroducís= i~beäáng=
xb_LlizK= EOMNPJMOJOT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
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
form~íáonLduád~ncesLrCjPQNPVQKédfK=

xNRz caAK=t~rnángs= ~nd= mrec~uíáonsI= Conír~ándác~íáonsI= ~nd=
_oxed= t~rnáng= pecíáons= of= i~beäáng= for= eum~n=
mrescráéíáon= arug= ~nd= _áoäogác~ä= mroducís= µ= Coníení=
~nd=corm~í= xb_LlizK= EOMNNJNMJNN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
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
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MTRMVSKédfK=

xNSz caAK=m~íáení=Counseäáng=fnform~íáon=pecíáon=of=i~beäáng=
for=eum~n=mrescráéíáon=arug=~nd=_áoäogác~ä=mroducís=µ=
Coníení=~nd=corm~í=xb_LlizK=EOMNQJNOJMV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
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PSUSMOKédfK=

xNTz caAK= k~máng= of= arug= mroducís= Coní~ánáng= p~äí= arug=
pubsí~nces= xb_LlizK= EOMNRJMSJNS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
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
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PTVTRPKédfK=

xNUz caAK=mregn~ncyI= i~cí~íáonI= ~nd=oeéroducíáve=moíeníá~äW=
i~beäáng= for= eum~n= mrescráéíáon= arug= ~nd= _áoäogác~ä=
mroducísJConíení= ~nd= corm~í?= xb_LlizK= EOMNQJNOJMPF=
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
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
rCjQORPVUKédfK=

xNVz caAK=mregn~ncyI= i~cí~íáonI= ~nd=oeéroducíáve=moíeníá~äW=
i~beäáng= for= eum~n= mrescráéíáon= arug= ~nd= _áoäogác~ä=
mroducís=µ= Coníení= ~nd= corm~í= duád~nce= for= fndusíry=
Epm~ää=bníáíy=Coméäá~nce=duáde=xb_LlizK= EOMNRJMSJNMF=
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
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
rCjQRMSPSKédfK=

xOMz caAK= konéroéráeí~ry= k~máng= of= _áoäogác~ä= mroducís=
duád~nce=for= fndusíry?=xb_LlizK= EOMNTJMNJNOFxOMNUJMPJ=
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
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QRVV
UTKédfK=

xONz caAK= CháädJoesásí~ní= m~ck~gáng= pí~íemenís= án= arug=
mroducí= i~beäáng= duád~nce= for= fndusíry?= xb_LlizK=
EOMNTJMUJMOF= 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J=
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
Lduád~ncesLrCjRSVSMTKédfK=

xOOz caAK= mroducí= qáíäe= ~nd= fnáíá~ä= rKpK= Aéérov~ä= án= íhe=
eághäághís= of= mrescrábáng= fnform~íáon= for= eum~n=
mrescráéíáon= arug= ~nd= _áoäogác~ä= mroducís= µ= Coníení=
~nd=corm~í=duád~nce= for= fndusíry?= xb_LlizK= EOMNUJMNJ=
NU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
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
rCjRVOURMKédfK= =

xOPz caAK= Coníení= ~nd= corm~í= for= derá~írác= i~beäáng=
xb_LlizK= EOMMNJMNJMN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
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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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íáonLduád~ncesLrCjMTRMSOKédfK=
xOQz caAK= eyéeríensáon= fndác~íáonW= arug= i~beäáng= for=

C~rdáov~scuä~r= luícome= Cä~áms= xb_LlizK= EOMNNJMPJ=
NQ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
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
rCjMTRMTOKédfK=

xORz caAK= konconír~ceéíáve= bsírogen= arug= mroducís= for=
íhe=qre~ímení=of=s~somoíor=pyméíoms=~nd=suäv~r=~nd=
s~gán~ä= Aíroéhy= pyméíoms= µ= oecommended=
mrescrábáng=fnform~íáon=for=ee~äíh=C~re=mrováders=~nd=
m~íáení= i~beäáng= xb_LlizK= EOMMRJNNJNS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
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MTRMVMK
édfK=

xOSz caAK= qoéác~ä=Acne=arug= mroducís= for=lveríheJCouníer=
eum~n=rse=µ=oevásáon=of=i~beäáng=~nd=Cä~ssáfác~íáon=of=
_enzoyä=meroxáde=~s=p~fe=~nd=bffecíáve=xb_LlizK=EOMNNJ=
MSJON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
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
~ncesLrCjORVTQQKédfK=

xOTz caAK= i~beäáng= for= _áosámáä~r= mroducís= duád~nce= for=
fndusíry?= xb_LlizK= EOMNSJMPJPN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
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
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QVPQPVKédfK=

xOUz caAK=däuíen= án=arug=mroducís= ~nd=Assocá~íed=i~beäáng=
oecommend~íáons= ar~fí= duád~nce= for= fndusíry?= xb_L=
lizK= EOMNTJNOJNOFxOMNUJ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
downäo~dsLarugsLduád~nce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
~íáonLduád~ncesLrCjRUUONSKédfK=

xOVz caAK= pysíemác= Aníáb~cíerá~ä= ~nd= Aníáfung~ä= arugsW=
pusceéíábáäáíy= qesí= fníeréreíáve= Cráíerá~= i~beäáng= for=
kaAs= ~nd= AkaAs?= xb_LlizK= EOMNTJNOJNPFxOMNUJ=
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
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RUUT
QTKédfK=

xPMz caAK= i~beäáng= for= Combáned= eormon~ä= Conír~ceéíáves=
duád~nce= for= fndusíry= xb_LlizK= EOMNTJNOJNPFxOMNUJ=
MPJORzK= hííésWLLwwwKfd~KgovLdownäo~dsLarugsLduád~nce=
Coméäá~nceoeguä~íoryfnform~íáonLduád~ncesLrCjRVMS
TPKédf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