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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上市中药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一） 

 

  一、概述 

  本指导原则主要用于指导申请人开展已上市中药制剂在生产、质量控制、使

用等方面的变更研究。申请人应当根据其变更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

性的影响，进行相应的技术研究工作，在完成相关工作后，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提出补充申请。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研究的变更申请，其临床试验研究应经过批准

后实施。 

  本指导原则目前主要涉及以下项目：变更药品规格或包装规格、变更药品处

方中已有药用要求的辅料、变更生产工艺、变更药品有效期或贮藏条件、变更药

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变更药品生产场地等。对于其他变更，应根据其具体情况，

按照本指导原则的基本原则进行相应工作。 

  本指导原则根据变更对药用物质基础或药物吸收、利用的影响程度，将所述

及的变更划分为三类：I 类变更属于微小变更，其变更不会引起药用物质基础的

改变，对药物的吸收、利用不会产生明显影响，不会引起安全性、有效性的明显



改变；Ⅱ类变更属于中度变更，其变更对药用物质基础或对药物的吸收、利用有

影响，但变化不大；Ⅲ类变更属于重大变更，其变更会引起药用物质基础的明显

改变，或对药物的吸收、利用可能产生明显影响。类别划分的目的是帮助申请人

便于确定变更研究的内容，有效地开展变更研究，进行评估和申报。但在具体研

究中，类别界限可能不是很明显，则需根据具体情况及其研究结果确定类别。 

  由于变更情况的复杂性，申请人作为变更研究的责任主体，需根据本指导原

则的基本要求，以及药品注册管理的相关规定，根据产品的特性开展研究验证工

作。本指导原则仅从技术评价角度阐述对已上市中药进行变更时应考虑进行的相

关研究验证工作。本指导原则中提及的各项研究工作的具体要求可参见相应的指

导原则。申请人可根据品种的具体特点和基础研究情况，采用其他适宜的方法，

但应对采用的方法及其可靠性进行说明。 

  由于中药注射剂的特殊性，已上市中药注射剂的变更研究指导原则另行制定。 

  二、基本原则及要求 

  （一）“必要、科学、合理”原则 

  已上市中药变更应体现变更的必要性、科学性、合理性。变更的提出与研究

是基于对拟变更药品的了解，是以既往药品注册阶段以及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研究

和数据积累为基础的。注册阶段及其前期的研究工作越系统、深入，生产过程中

积累的数据越充分，对上市后的变更研究越有帮助。因此，变更申请的研究结果

应是基于对拟变更产品的了解，并与变更内容相比较而作出的科学合理判断。由

于变更研究工作的主体是申请人，申请人对其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产品的性质等

有着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对变更的原因、程度、必要性应当明确，并对变更前后

产品质量、稳定性、生物学性质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对研究结果进行全面的

分析，针对变更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及其质量可控性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通

过提供的研究资料说明变更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安全、有效及质量可控”原则 

  已上市中药变更应保证其安全、有效及质量可控。申请人需要通过一定的研

究工作考察和评估变更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及质量可控性的影响，具体研究工

作宜根据变更的具体情况确定。 

  如果质量标准对于药品质量的可控性低，难以评估变更的影响，应开展质量



及质量标准研究工作，提高质量标准对药品质量的可控性。 

  对已上市中药的变更要充分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任一环节的疏漏或缺失，

均可能对药品的安全、有效及质量控制产生不良影响，应加强系统研究和评估。 

  （三）研究用样品要求 

  已上市中药变更的研究验证应采用中试以上规模样品。工艺有重大改变等的

变更研究应采用生产规模样品。变更前后药品质量比较研究，一般采用变更前 3

批生产规模样品和变更后 3 批样品进行。变更后样品稳定性试验，一般采用 3

批样品进行 3～6 个月加速实验和长期稳定性考察，并与变更前 3 批生产规模样

品稳定性数据进行比较。 

  （四）关联变更的要求 

  变更申请可能只涉及某一种情况的变更，也可能涉及多种情况的变更。如，

药品规格的变更可能伴随辅料的变更，或同时伴随药品包装材料的变更等。为了

叙述的方便，本指导原则将一项变更伴随或引发的其他变更称之为关联变更。 

  对于关联变更，研究工作应按照本指导原则中各项变更研究工作的基本思路

综合考虑，并进行相关研究。由于这些变更对药品质量、安全性、有效性影响程

度可能不同，故总体上需按照技术要求较高的变更类别进行研究。 

  （五）含毒性药材制剂的要求 

  对于处方中含有毒性药材制剂的变更，应关注变更对药品安全性的影响，尤

其应关注以下几类制剂变更的安全性，开展相关研究。（1）含大毒（剧毒）药材

的制剂；（2）含有现代研究发现有严重毒性的药材的制剂；（3）含有分类为有毒

药材，且为儿科用药、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用药的制剂；（4）含有孕妇禁用或慎

用的药材，且功能主治为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用药的制剂。大毒药材是指国务院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1988 年）公布的 28 种毒性药材和各版《中国药

典》、部颁标准、进口药材标准、地方药材标准中标注为大毒（或剧毒）的药材。

有毒药材是指各版《中国药典》、部颁标准、进口药材标准、地方药材标准中标

注为有毒的药材。各省(区、市)标准中药材的毒性大小分类不一致的，以毒性高

的分类标准为依据。 

  三、变更药品规格或包装规格 

  规格是指单位制剂中或单一包装容器中药物的重量、体积或浓度等。一般地，



对片剂、胶囊剂、栓剂、丸剂等的规格分别以每片、每粒、每丸的重量表示；而

对颗粒剂、软膏剂、糖浆剂等的规格以单一包装容器中药物重量或体积表示。变

更药品规格除上述不同剂型药品规格变更外，还可能涉及药品包装中多剂量包装、

单剂量包装等包装规格的变更。涉及辅料变更的应参照辅料变更的相关要求进行。 

  变更规格应有科学、合理、必要的依据，应遵循方便临床用药的原则，其规

格需根据药品用法用量合理确定，一般应在其临床使用的用法用量范围内。研究

工作需关注变更后药品规格与原规格药品处方、工艺、日服/用药量等方面的一

致性。 

  （一）I 类变更 

  此类变更不会引起药用物质基础的改变，对药物的吸收、利用不会产生明显

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情形：只涉及药品包装中最小包装药品装量的改变，如颗粒

剂、煎膏剂、糖浆剂、丸剂等包装规格的变更；改变片剂的片重大小，胶囊剂的

装量规格等。 

  研究工作主要依据变更后规格与原规格药品制剂处方、工艺、日服/用药量

等的一致性情况进行。宜重点根据剂型特性和药物性质，选择适当的项目对变更

规格后药品与原规格药品进行比较性研究。 

  一般需要提供以下资料： 

  1.变更的原因，说明变更的具体情况、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如有必要，提供变更前后质量对比试验研究资料，质量研究工作的试验资

料及文献资料，质量标准。 

  3.变更后连续 3 批样品的检验报告书。 

  4.稳定性研究资料，包括与变更前产品稳定性情况的比较。第一种情形，如

不涉及包装材质等的改变，一般可不提供；但如涉及包装容器空间大小等影响药

品稳定性的因素，应提供稳定性研究资料。 

  （二）Ⅲ类变更 

  此类变更会引起药用物质基础的明显改变，或对药物的吸收、利用可能产生

明显影响，对于缓释/控释制剂，应提供药代动力学研究资料，并根据研究情况

进行临床试验研究。此类药品规格变更需要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工作： 

  1.变更的原因，说明变更的具体情况、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必要时，提供制剂处方研究资料。 

  3.变更前后质量对比试验研究资料，质量研究工作的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质量标准。 

  4.变更后连续 3 批样品的检验报告书。 

  5.稳定性研究资料，包括与变更前产品稳定性情况的比较。 

  6.必要时，提供相关的药理毒理研究资料。 

  7.Ⅱ、Ⅲ期临床试验或生物等效性研究比较资料。 

  四、变更药品处方中已有药用要求的辅料 

  变更药品处方中已有药用要求的辅料一般包括变更辅料种类、用量、来源、

型号或级别等。 

  此类变更应结合变更的具体情况，变更对药品的影响程度，制剂的特性等进

行相应的研究工作，重点考察以下方面：第一，辅料的性质。变更涉及的辅料是

否会影响制剂药物溶出或释放行为，或为影响制剂体内药物吸收速度和程度的关

键性辅料。第二，制剂的特性。对于不同特性制剂，辅料变更可能对药品质量、

疗效和安全性造成不同的影响。 

  对于使用新辅料的，应按新辅料相关要求提供研究资料，并按照Ⅲ类变更要

求。  

  （一）Ⅰ类变更 

  此类变更不会引起药用物质基础的改变，对药物的吸收、利用不会产生明显

影响，不会引起安全性、有效性的明显改变。如变更辅料来源、型号或级别；普

通制剂增加或减少辅料的用量，或增加或减少对药物的吸收、利用不产生明显影

响的辅料；固体制剂增加胃溶型薄膜包衣材料或增加制剂外观抛光材料；删除、

增加或变更着色剂、芳香剂、矫味剂的种类；采用增加挥发性成分稳定性的包合

材料，如 β-环糊精；或使用同样功能特性的辅料替代另一种辅料，包括用玉米淀

粉替代小麦淀粉，也包括用一种型号辅料替代另一种型号的相同辅料，如用微晶

纤维素 PH200 替代微晶纤维素 PH101；起局部作用且用于完整皮肤的外用制剂

中对药物的吸收、利用不会产生明显影响的辅料种类或用量改变，如蜂蜡替代石

蜡。但特性及功能显著不同的辅料替代，不属于此类范畴。 

  此类变更一般应符合以下要求：不属于缓控释等特殊制剂；变更的辅料为常



用辅料，具有法定标准，符合辅料管理要求，且辅料变更幅度应符合各辅料允许

使用范围，应尽量减少辅料用量，筛选最佳辅料用量；变更辅料来源、型号或级

别，其质量控制要求不应低于原质量控制要求。 

  此类变更情况较为复杂，无论何种变更，如果对药物的吸收、利用可能产生

明显影响，应按照Ⅱ类或Ⅲ类变更要求。 

  一般应进行以下研究验证工作或提供相关资料： 

  1.变更的原因，说明变更的具体情况、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变更前后辅料相关情况及其质量标准。 

  3.制剂处方研究资料。 

  4.变更所涉及的生产工艺研究与验证资料。 

  5.变更前后质量对比试验研究资料，质量研究工作的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质量标准。 

  6.变更后连续 3 批样品的检验报告书。 

  7.稳定性研究资料，包括与变更前产品稳定性情况的比较。 

  （二）Ⅱ类变更 

  此类变更对药用物质基础或对药物的吸收、利用有影响，但变化不大，如口

服制剂中特性及功能显著不同的辅料替代；增加或减少可能影响药物溶解、释放

或吸收、利用的辅料种类；起局部作用且用于完整皮肤的外用制剂中渗透促进剂

的种类或用量改变；起局部作用且用于破损或溃烂皮肤、起全身作用的外用制剂

中对药物的吸收、利用不会产生明显影响的辅料种类或用量改变等。此类变更，

除上述Ⅰ类变更相关工作外，应进行以下研究工作： 

  1.根据需要，提供药理毒理试验资料。外用制剂需要提供制剂非临床安全性

研究资料。 

  2.临床试验或生物等效性研究比较资料。其中临床试验研究进行病例数不少

于 100 对的临床试验，用于多个病证的，每一个主要病证病例数不少于 60 对。 

  （三）Ⅲ类变更 

  此类变更对药物的吸收、利用可能产生明显影响，如缓释/控释制剂中缓释

材料种类或用量变更；外用制剂中增加或删除对药物吸收利用有明显影响的辅料；

起局部作用且用于破损或溃烂皮肤、起全身作用的外用制剂中渗透促进剂种类或



用量的改变等。对于缓释/控释制剂，应提供药代动力学研究资料，并根据其结

果，进行临床试验研究。这些变更需要进行全面的研究和验证工作，包括通过药

学、生物学等系列研究工作证明变更对药品质量不会产生负面影响。除上述Ⅰ类

变更相关工作外，一般还应进行以下研究验证工作或提供相关资料： 

  1.相关的药理毒理试验研究资料。外用制剂需要提供制剂非临床安全性研究

资料。 

  2.Ⅱ、Ⅲ期临床试验或生物等效性研究比较资料。 

  五、变更生产工艺 

  变更生产工艺包括变更生产工艺路线、方法、参数等，及由于变更关键生产

设备所引起的以上变更。 

  生产工艺的变更可能涉及中药生产中前处理、提取、分离纯化、浓缩、干燥

或制剂工艺的变更。其变更可能只涉及上述某一环节，也可能涉及多个环节，应

注意对相关的变更进行相应研究。 

  生产工艺发生变更后，应说明具体的变更情况（包括完整的生产工艺及过程

控制情况），通过分析产品特性，如处方组成、适应症、临床使用等情况，既往

药品注册阶段以及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研究和积累的数据，全面分析和评估变更对

药用物质基础、质量及稳定性等方面的变化，以及此种变化对药物有效性、安全

性方面的影响，并按照本指导原则中要求较高的变更类别进行相关工作。无菌产

品生产工艺变更不应降低产品的无菌保证水平。 

  生产设备的变更，主要通过设备变更前后的比较，评估设备变更是否导致生

产工艺路线、方法或参数等的变更，是否会导致药物物质基础的变化或影响药物

的吸收、利用。 

  由于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以及生产过程中影响因素众多，如影响中药材提取

过程的因素较多，各因素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交互影响(这种影响一定条件下还很

大)，使得变更对药物的影响难以通过分析阐明，难以判断其相关研究工作应按

哪类变更进行，从保证药物稳定均一、安全有效出发，在变更提取溶剂用量等工

艺参数时，一般应按照Ⅲ类变更进行研究。若提供充分的研究数据证明其变化不

大，可按Ⅱ类变更进行。 

  （一）I 类变更 



  此类变更不会引起药用物质基础的改变，对药物的吸收、利用不会产生明显

影响，不会引起安全性、有效性的明显改变。如变更不含挥发性成分、热敏性成

分药物的粉碎工艺（其粉碎粒度基本相同）、浓缩干燥工艺或制粒工艺（缩短受

热时间或降低受热温度）等，但变更为特殊的浓缩干燥方法，如微波干燥等方法，

不属于此类变更。 

  此类变更一般需进行以下研究验证工作或提供相关资料： 

  1.变更的原因，说明变更的具体情况、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变更所涉及的生产工艺研究与验证资料，包括变更所涉及的生产工序质量

控制指标的比较研究资料；拟变更工艺样品（3 批）与原生产工艺样品（10 批）

质量标准中质量控制指标的比较研究，以及其他指标成分含量等的比较研究资料。 

  3.涉及质量标准改变的，提供变更前后质量标准及其相关研究资料。 

  4.变更后连续 3 批样品的检验报告书。 

  5.稳定性研究资料，包括与变更前产品稳定性情况的比较。 

  （二）Ⅱ类变更 

  此类变更对其药用物质基础或对药物的吸收、利用有影响，但变化不大，包

括工艺过程中一些工艺参数及工艺方法的改变，如变更含挥发性成分、热敏性成

分药物的涉及受热温度、受热时间的工艺操作，应进行对比研究，如药用物质变

化不大，属于Ⅱ类变更。 

  此类变更可根据变更的具体情况，按照如上所述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对变更

前后产品进行比较研究，一般应进行以下研究验证工作或提供相关资料： 

  1.变更的原因，说明变更的具体情况、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变更所涉及的生产工艺研究与验证资料。 

  3.变更前后质量对比试验研究资料，质量研究工作的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质量标准。 

  4.变更后连续 3 批样品的检验报告书。 

  5.稳定性研究资料，包括与变更前产品稳定性情况的比较。 

  6.临床试验或生物等效性研究比较资料。其中临床试验研究进行病例数不少

于 100 对的临床试验，用于多个病证的，每一个主要病证病例数不少于 60 对。 

  （三）Ⅲ类变更 



  此类变更会引起药用物质基础的明显改变，或对药物的吸收、利用可能产生

明显影响，如工艺路线改变，包括药材合并提取与分开提取的改变、提取溶媒种

类的改变；工艺方法改变，包括纯化方法由醇沉改为澄清剂处理，减压干燥改为

微波干燥等特殊干燥方法，对药物吸收利用有明显影响的成型工艺方法改变等；

工艺参数改变，包括醇沉工艺中醇沉含醇量的改变，提取次数的改变等。 

  此类变更一般需进行全面的研究和验证工作，研究工作可按照本要求总体考

虑中阐述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进行，除上述Ⅱ类变更相关工作外，尚需根据需要进

行相关的药理毒理试验研究，及Ⅱ、Ⅲ期临床试验或生物等效性研究。 

  六、变更药品有效期或贮藏条件 

  变更药品有效期或贮藏条件可能包含以下几种情况：（1）延长有效期；（2）

缩短有效期；（3）严格贮藏条件；（4）放宽贮藏条件。变更可能只涉及上述某一

种情况的变更，也可能涉及上述多种情况的变更。此种情况下，需注意进行各自

相应的研究工作。 

  申报的药品有效期应不超过所进行的长期稳定性试验考察时间。 

  变更药品有效期或贮藏条件一般属于Ⅰ类变更。如果稳定性试验方案与原产

品上市注册时不一致，质量控制项目和实验方法发生改变，或者生产工艺或制剂

处方发生变更等，需根据变更情况进行相应的研究工作。 

  （一）延长药品有效期或放宽贮藏条件 

  这种变更是指产品生产工艺及生产质控方法、处方、质量标准、直接接触药

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贮藏条件等药学方面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且稳定性试

验是按照产品上市注册时批准的稳定性试验方案进行的。对于因产品生产工艺或

处方发生变更而延长药品有效期不属于此类变更的范围；对于因质量标准中质量

控制项目或方法发生变更，使药品上市注册时批准的稳定性试验方案发生变化的

有效期改变也不属于此类变更的范围。 

  （二）缩短药品有效期或严格产品贮藏条件 

  这种变更不包括因生产中的意外事件或稳定性试验中出现问题而要求缩短

产品有效期或严格产品贮藏条件。一般而言，通过缩短药品有效期和严格药品贮

藏条件，可以更好地保证产品质量。 

  此类变更主要依据稳定性考察结果，一般需进行以下研究验证工作或提供相



关资料： 

  1.变更的原因，说明变更的具体情况、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稳定性研究资料，包括与变更前条件的稳定性情况的比较。 

  七、变更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是药品的组成部分，分为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

容器，外包装及附属物（如给药器具，药棉、干燥剂等）。变更药品的包装材料

和容器一般有以下情况，即变更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生产厂或供货商，变更直接接

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包括包材的类型、容器的大小和形状），变更包装系

统中的附属物，变更外包装。此类变更一般属于Ⅰ类变更。 

  变更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应能对保证药品质量和稳定性起到有益的作用，

或至少不降低其保护作用，药物和包装材料与容器之间不得发生不良相互作用。

变更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需注意使用符合药用要求，并已获得药品包装材料和

容器注册证的材料。 

  变更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对药品的质量、安全性及有效性的影响一般与下

述因素有关，即药品的给药途径，药品包装容器系统的特性，以及包装材料与药

品发生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等。某些情况下，变更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后，药品

可能仍符合质量标准的各项要求，但实际上对药品内在质量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因此，变更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与变更药品处方、生产工艺等所进行的研

究验证工作的侧重点不完全一致。  

  研究工作需根据药品包装材料的适用范围、包装容器系统的特性、剂型的特

点、药品的给药途径等综合进行。研究工作中重点关注变更前后产品的稳定性是

否受到影响，药物和包装材料、容器之间是否发生相互作用。对于以下（一）～

（四）类情形，如果符合其前提条件的限制（如半固体和液体制剂中不得含有机

溶剂等），一般药物和包装材料、容器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可能性不大，稳定性

研究中可以不再考察药物和包装材料、容器之间的相容性问题。而（五）类情形

一般可能对药品产生较显著的影响，稳定性研究中尚需关注药物和包装材料、容

器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变更非无菌包装容器或包装材料的生产厂或供应商、变更非无菌固体

制剂/原料药包装容器的大小或形状 



  变更非无菌包装容器或包装材料的生产厂或供应商、变更非无菌固体制剂/

原料药包装容器的大小或形状，其前提条件是包装材料的类型和质量标准未发生

改变或更严格。 

  此类变更需要说明变更原因，变更的具体情况，说明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这类变更只涉及非无菌固体制剂（如片剂、胶囊、栓剂等），非无菌半固体

制剂及液体制剂（如软膏、乳膏、洗剂、口服溶液等）。其他制剂变更不属于此

类变更的范畴。 

  此类变更应不降低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不改变原包装系统的特性（例如原

包装系统具有防止儿童误打开的作用）。 

  此类变更需要根据变更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研究验证工作，需重点关注

变更后包装材料与变更前包装材料相比，是否具有一致或更好的防水/氧气渗透

能力，或者具有较好的避光功能。 

  （三）变更非无菌液体或半固体制剂包装容器的大小或形状 

  由于此项变更可能引起包装容器上部空间或表面积/体积比例的变化，可能

影响产品的稳定性，研究验证工作需注意对变更前后产品稳定性进行比较。 

  以上三类情形，一般应进行以下研究验证工作或提供相关资料： 

  1.变更的原因，说明变更的具体情况、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变更前后包装材料的质量标准，以及在已上市的同给药途径、同剂型产品

中已有使用的依据。变更前后包装材料相关特性的对比数据，如对水蒸气的渗透

能力、包装容器情况等。 

  3.变更后连续 3 批样品的检验报告书。 

  4.稳定性研究资料，包括与原包装药品稳定性情况的比较。 

  （四）变更固体制剂包装系统中的干燥剂和惰性填充物 

  此类变更包括在包装瓶中增加干燥剂，但不是由于原药品包装系统中产品稳

定性存在问题所致。需注意所用的干燥剂应和产品可以明显区分，以避免误服用，

并在包装标签中明确注明。 

  此类变更还包括在包装容器中增加或去除药棉等惰性填充物，但需注意变更

后产品在运输和贮藏期间，其脆碎度以及其他相关物理性质不受影响。 



  此类变更需说明变更的原因、变更的具体情况，说明变更的必要性、合理性。

说明所用干燥剂的组成。说明产品在贮藏和运输期间，脆碎度及相关物理性质是

否发生变化。在包装标签中明确注明产品使用了干燥剂。 

  （五）对药品可能产生较显著影响的变更 

  1.除（二）中提及的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改变。 

  2.对于无菌制剂，任何可能影响到产品无菌性能的改变及其他质控指标的改

变，例如：从其他包装系统变更为预填充系统；从单剂量包装变更为多剂量包装；

包装容器的大小和形状发生改变。 

  3.去除具有遮光、防潮等作用的功能性外包装。 

  4.包装系统中附带的给药装置或者给药系统中可能影响到产品给药剂量准

确性的装置部分发生变化，例如吸入剂、气雾剂中的阀门系统。 

  5.变更后包装材料在已上市的同剂型、同给药途径产品中未曾使用过，如新

批准的包装材料，以及外用软膏制剂已批准的聚合物材料，在眼用软膏制剂中未

曾使用过等。 

  对药品可能产生较显著影响的变更需进行较系统的研究验证工作： 

  1.变更的原因，说明变更的具体情况、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于给药系

统装置发生变更，需根据给药装置的特点进行相应的研究工作，证明变更前后给

药剂量准确性保持一致。 

  2.变更前后包装材料的质量标准，以及该容器或材料在已上市的同给药途径、

同剂型产品中的使用情况。 

  3.变更后连续 3 批样品的检验报告书。 

  4.稳定性研究资料，包括与原包装药品稳定性情况的比较。稳定性研究中，

除根据药品特点进行的各项检查外，还需关注药物和包装材料、容器之间是否可

能存在相互作用，如包材中是否有成分渗出或迁移至产品内，或者产品是否存在

重量减少的情况等，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证明这种相互作用对药品

质量、安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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