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天然药物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目 录 

  一、概述 

  二、临床研究要点 

  （一）临床定位 

  （二）试验分期 

  （三）诊断标准 

  （四）受试者选择 

  （五）中止/退出标准 

  （六）对照选择 

  （七）疗程与观察时点设计 

  （八）有效性评价 

  （九）安全性评价 

  （十）合并用药 

  （十一）试验的质量控制 

  （十二）统计方法 

  （十三）随访 

 三、名词解释 

  四、参考文献 

  五、附录 

  （一）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二）治疗心绞痛速效药物评定标准 

  （三）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 

  六、著者 

 

 



中药、天然药物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冠心病心绞痛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功能性改变(痉挛)导致

心肌暂时性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发作性胸痛或胸部不适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

本指导原则将心绞痛分为稳定性和不稳定性，临床上亦有按照劳力性心绞痛和自

发性心绞痛分类。 

  中医认为，冠心病心绞痛按其症状表现当属于胸痹、心痛等病证范畴。通常

由于年老、饮食不节、过食肥甘厚腻、长期起居不当，或情志不畅而致寒、痰、

瘀、虚等引起心脉闭阻出现胸闷、胸痛等症。临床常见心血瘀阻证、气虚血瘀证、

气滞血瘀证、痰阻心脉证等证。 

  本指导原则用于指导中药、天然药物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研究的试验设计。

由于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的病理机制有很大区别，症状表现、病情、

治疗原则、预后均不同,故临床试验应分别设计观察。本指导原则重点阐述稳定

性心绞痛, 简要介绍不稳定性心绞痛。研究者应根据法规与技术要求，结合中药、

天然药物的组方特点、临床前研究结果，确定临床试验目的。根据试验目的，依

据临床研究一般原则,结合试验药物及冠心病心绞痛的适应症特点，确定药物的

安全性、有效性观察重点，进行临床试验设计。研究应以安全性和有效性为纲，

贯穿整个目标适应症研究的始终，使新药研究整体性增强，符合药品研发规律。 

  二、临床研究要点 

  新药临床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不同的临床试验探索或者确证新药对目标

适应症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作用,得出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不同药物有着

不同的药理作用特点、不同的研究基础和背景,同时研究过程中又有着不同的研

究阶段、分期，因此每个独立的临床试验均需确定不同的试验目的以用于回答不

同的临床问题。由于试验目的不同，临床试验设计也会有很大区别。 

  因此，临床试验前，应充分了解药物处方特点、研究基础、研究背景、研究

阶段、研究分期以及疾病的特点和临床实际，同时，在考虑临床试验难易程度和

临床可操作性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临床试验目的。根据试验目的，确定科学、



合理和可行的临床试验方案。临床试验设计应注重观察试验药品在同类药物中的

作用特点，体现药物上市价值。 

  （一）临床定位 

  冠心病心绞痛临床治疗的主要目的有：迅速缓解心绞痛急性发作；减少心绞

痛的发作频率、减轻疼痛程度，改善相关症状和中医证候；预防心肌梗死等心血

管事件发生。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提高生存率。 

  1．定位于迅速缓解心绞痛急性发作的试验，前期研究资料应提示试验药物

有足够的生物活性、作用强度。鉴于该阶段病情较重和危急，潜在严重后果（心

肌梗死或死亡），若试验药物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起效，则需及时退出临床试验，

改用公认有效的救治措施。此类试验应在具有相应急救措施，保证安全的条件下

进行。 

    2．定位于减少心绞痛的发作频率、减轻疼痛程度，改善相关症状和中医证

候的试验，应根据处方药物的特点及心绞痛的病情，特别是心绞痛的发作频率的

不同，设计足以支持其疗效评价的试验疗程。在早期的探索性研究中，建议选择

病情较轻的患者，在符合伦理学原则的基础上，采用安慰剂对照。 

  3．若针对减少心血管事件终点指标，需要有足够多的病例数和较长的试验

疗程。 

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的病理机制不同，症状表现、病情、治疗原则、

预后区别很大，临床试验应分别设计与观察，试验结果分别统计。出于对安全性

的考虑，建议首先研究试验药物对稳定性心绞痛的疗效，初步了解药物的生物活

性后，再用于不稳定性心绞痛适应症的研究。不稳定性心绞痛的临床试验一般应

在基础治疗的基础上采取加载治疗的试验设计。 

  （二）试验分期 

  不同试验分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试验目的有所区别，临床试验设计不同。 

  I 期临床试验：试验药物预期用于冠心病患者，故一般认为可能具有心血管

活性。在进行常规观察项目（如耐受性、药代动力学）的同时，应关注药物心血

管系统活性的观察。应详细观察心率、血压、心电图，必要时增加观察时点，并

可考虑超声心动图以及凝血时间、血流动力学等各项相关指标的观察。 



  若试验结果出现难以解释的现象，必要时，在符合伦理学原则的基础上，增

加安慰剂对照，采用随机双盲试验设计，进行比较性试验，以获得更准确的信息。 

  Ⅱ期临床试验：作为探索性试验阶段，可有多个研究目的，如中医证候、剂

量、疗程探索研究。临床试验有效性研究应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可首先考虑观

察心绞痛分级低的患者，对药物疗效有初步认知后，再考虑纳入心绞痛分级高的

患者。 

  Ⅲ期临床试验：作为确证性试验阶段，在目标适应症范围、剂量基本确定的

基础上，可以适当扩大人群的年龄、合并症等试验范围。一般应符合随机、双盲、

对照的试验设计要求。冠心病患者多为老年人，在保证安全和符合伦理学的情况

下，允许Ⅲ期临床试验适当向老年患者放宽年龄限制。 

  （三）诊断标准 

  1.西医诊断 

  必须有明确的诊断依据。 

  诊断慢性稳定性心绞痛可参考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颁布的《慢性稳定

性心绞痛诊断与治疗指南》。 

  诊断不稳定性心绞痛可参照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颁布的《不稳定性心

绞痛和非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诊断与治疗指南》。 

  2.中医证候诊断 

  中药复方制剂中医证候的选择应符合方证相应的基本原则。按照权威、公认

的原则选择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目前仍可参考 2002 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见附录 1）。 

亦可根据药物的特点、目标适应症特点，依据中医理论自行制定，但应提供科学

性、合理性依据，并具有临床实际可操作性。 

（四）受试者选择 

  1．纳入标准 

  根据试验目的，处方特点及临床前试验结果制定合适的纳入病例标准，包括

冠心病的分型、分级、中医证候、危险分层等。所有的病例选择应符合伦理学要

求。应注意患者的年龄要求。 

  2．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需根据药物的特点、目标适应症的情况，考虑有效性、安全性及伦

理学等因素合理制定。 

  一般应排除合并严重心脏病、恶性高血压、严重心衰、严重心律失常、介入

治疗后 3 个月内、应用心脏起搏器者；排除影响心电图 ST-T 改变的其他原因，

如心肌肥厚、左束支传导阻滞、洋地黄药物影响、电解质紊乱等。有冠状动脉疾

病以外的病变引起的胸痛、在试验前数月有过心肌梗死(至少三个月)及有梗死前

症状的也应排除。 

  若以冠心病稳定性劳力性心绞痛作为研究对象，应排除静息时有心绞痛发生

患者。运动试验应注意禁忌症。 

  不稳定性心绞痛除排除以上人群外，尤其应鉴别心肌梗死前期的症状。  

  （五）中止/退出标准 

  根据冠心病心绞痛疾病特点，制定严格的试验中止标准和紧急处理措施，尤

其是运动试验应具有针对性。 

  急性心绞痛发作一般在应用硝酸酯类制剂后 3～5 分钟内缓解。在缓解急性

心绞痛发作的药物研究中，应密切观察患者服药后的反应，如不能及时缓解，应

考虑是否为药物的疗效不佳，或者为心肌梗死前期症状，必要时退出试验，并进

行相应的紧急处理，保证受试者安全。 

  （六）对照选择 

  冠心病心绞痛适应症临床试验的对照选择非常重要，应按照试验设计的要求

选择。 

阳性对照药应为已知的有效药物，可在国家标准所收载的同类病证药物中择优选

用。应选择经过严格临床试验验证，具有明确的安全性、有效性研究数据的药物。 

  对于缓解急性心绞痛发作的药物研究，应以硝酸酯类制剂作为阳性对照药。 

  对于限定于冠心病稳定性劳力性心绞痛分级 I、Ⅱ级的患者，在短效抗心绞

痛制剂的基础治疗下，用安慰剂对照是可行的。 

  冠心病患者易发生猝死，应具备相关抢救措施，试验设计过程中一定要做好

知情同意。  

  （七）疗程与观察时点设计 



  根据临床试验目的，药物处方特点和给药途径，设定合理的疗程和观察时点。 

  定位于迅速缓解心绞痛急性发作的试验，可考虑短期研究,一个观察周期一

次用药。在发作开始的 5～10 分钟内以分钟为单位作为观察时点。每例患者需要

重复十个观察周期。 

  定位于减少心绞痛的发作频率、减轻疼痛程度，改善相关症状的试验，应根

据心绞痛发作次数、频率选择合理的疗程。若以冠心病稳定性劳力性心绞痛为目

标适应症，一般研究可持续 4～8 周，以周为单位作为观察时点。 

  若针对减少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心血管死亡和非致死性心梗等终点指标，应有

足够长的疗程，一般以月为单位作为观察时点。针对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心血管

死亡和非致死性心梗等终点指标，疗程可能相对缩短。观察时点应根据病情的程

度确定。 

 （八）有效性评价 

  根据临床试验目的确定临床试验的主要疗效指标和次要疗效指标。 

  1．疾病疗效评价 

  定位于迅速缓解心绞痛急性发作的试验，一般应重点评价用药后心绞痛缓解

时间，并配合心绞痛发作持续时间、心绞痛疼痛程度、心电图改善情况等观察。

速效药物的疗效评价可采用 2002 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疗效评价

标准（见附录２）。 

  以冠心病稳定性劳力性心绞痛症状改善为目标适应症的临床试验一般应重

点评价运动负荷试验的运动耐受量及抗心肌缺血效果、心绞痛分级的变化、硝酸

酯类药物使用量等。 

  平板运动试验用于评价试验药物对患者运动耐受量及抗心肌缺血效果，病例

数应符合统计学的要求。其评价指标包括总运动时间、代谢当量 （METs）、出

现 ST 段压低 1.0mm 的时间（心前区导联 ST 段压低 1.0mm）、心绞痛出现时间、

ST 段压低的最大幅度、血压心率乘积（SBP ×HR）以及 Duke 活动平板评分等。 

  2．中医证候疗效评价 

按照中药申报的品种，应对中医证候疗效进行评价。中医证候疗效为复合性指标，

包括主症和次症共同积分的改变。应重视各指标的权重值的合理确定。中医主症

（胸痛、胸闷）应为主要疗效指标，其余如口唇紫暗、疲倦乏力、畏寒肢冷、腰



膝酸软、自汗、不寐等为次要指标。 

  目前中医证候的改善多采用量表的方式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法在中医疗效

评价方面已达成共识并广泛应用，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鉴于中医证候研究的复

杂性以及量表学的基本要求，建议选择经过信度、效度验证的中医证候评价量表。 

  中医证候疗效评价标准目前仍可参考 2002 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的疗效评价标准（见附录３）。 

  3．生活质量评价 

  生活质量是一个全面反映药物作用的综合指标，可根据临床试验目的加以选

择采用。西雅图心绞痛调查量表（Seattle Angina Questionnaire ,SAQ）是国内使

用较多的冠心病心绞痛特异性功能状态及生活质量自测量表，其内容主要包括躯

体活动受限程度、心绞痛稳定程度、心绞痛发作频率、治疗满意程度和疾病主观

感受等 5 方面，能从一定程度反应受试者生活质量状况。 

  （九）安全性评价 

  首先应关注一般状况、生命体征（体温、呼吸、心率、血压），血、尿、便

常规，肝、肾功能和心电图等安全性指标。应根据试验目的的不同，设计访视的

时点。 

  每个试验均应根据处方特点、临床前毒理试验结果、目标适应症特点等选择

具有针对性的安全性评价指标。根据中医理论，着重观察可预期的不良反应，如

处方中含有活血化瘀的药物，宜考察凝血指标；如临床前研究提示对某个脏器有

损害，则应注意设计针对该脏器的安全性指标，必要时增加检查项目，如 B 超

等；考虑到心血管药物的特点，必要时应关注 QT 间期等指标。 

  特殊剂型应设计相应的安全性评价项目，如中药注射剂尤其应注意观察生命

体征、过敏反应和局部刺激性等。 

  由于冠心病心绞痛有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和猝死等严重不良事件的可能，故需

密切观察病情，及时妥善处理并上报有关部门。 

  虽然运动负荷试验作为一项可靠、易行的辅助检查手段对评价冠状动脉病变

程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运动负荷试验也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可能诱发

急性心肌梗死，甚至发生心脏性猝死。因此，必须认真评价运动负荷试验的适应

症，特别要注意平板运动试验的禁忌症，以免发生意外。试验过程中应加强对受



试者的保护。 

  试验过程中若出现不良事件和实验室指标的异常，应及时观察患者伴随症状，

并及时复查、跟踪，分析原因。 

  注重合理地报告不良反应。报告的方式可参考《中药、天然药物临床试验报

告撰写原则》。 

  关注临床试验结束后患者治疗方案的合理设计，如应关注后续的治疗药物和

应用剂量，了解试验药物是否可突然停药，以保证受试者安全。 

（十）合并用药 

  冠心病患者多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应注意评价合并用药对试

验药物疗效和安全性的影响。明确规定对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有影响的不应使用

的中、西药物。 

  对于稳定性心绞痛缓解症状为试验目的的临床试验，可以选择阿司匹林、他

汀类、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

药物。除非加载试验，受试者不应使用长效硝酸酯类、β受体阻滞剂、钙离子拮

抗剂等。 

  为保证受试者安全，该目标适应症在试验过程中可以应用短效硝酸酯类制剂

（包括安慰剂对照试验），但应注意如实详细进行记录，研究者应考虑统一提供

同一来源的短效硝酸酯类制剂。试验结束时，应分析短效硝酸酯类制剂对药物疗

效评价的影响。 

  （十一）试验的质量控制 

  冠心病稳定性劳力性心绞痛的严重程度与患者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若试验

前与试验时患者活动量有较大的变化，则可影响对患者病情的客观判断。因此，

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应保持试验前后每天活动量相对一致，注意生活方式对疗效

评价的影响，保证组间可比性，以避免活动量的不同而影响疗效评价。 

  对于需要主观评价的指标，质量控制至关重要。建议临床试验前对评价者进

行一致性的培训。若在试验的某个阶段（如探索性试验阶段）未采取盲法设计，

应着重注意保证评价者与数据分析者均处于盲态，降低偏倚性。 

  该类患者通常在试验前服用其他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物。故在符合纳入标

准后，根据设计要求设计导入期（见名词解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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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期的周期应与已服用药物的半衰期

有关。 

运动试验应遵循统一的 SOP。 

  （十二）统计方法 

  应符合统计学的一般要求。病例数的设计应根据统计学和法规的要求计算。 

  （十三）随访 

  根据试验目的的不同，决定是否进行随访以及随访的方式、时点、内容等。

若以心血管事件为主要疗效指标，有必要进行长期随访。 

  三、名词解释 

  1．加载试验：在使用安慰剂的对照试验中，设计方案为所有受试者在接受

标准疗法的基础上，试验组加用试验药物，对照组加用模拟试验药的安慰剂。这

种试验称为加载试验（add-on）。 

  2．导入期：有些药物研究，受试者在进入临床试验前需有一个导入期。其

目的在于消除已经服用类似药物的延迟作用和稳定基线水平。导入期的长短应根

据试验目的、试验药物、适应病症或已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药物的半衰期来确定。

导入期可使用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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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录 

  附录 1：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1.心血瘀阻证 

  胸部刺痛、绞痛，固定不移，痛引肩背或臂内侧，胸闷，心悸不宁。唇舌紫

暗，脉细涩。 

  2.气虚血瘀证 

  胸痛胸闷，心悸气短，神倦乏力，面色紫暗，舌淡紫，脉弱而涩。 

  3.气滞血瘀证 

  胸痛胸闷，胸胁胀满，心悸，唇舌紫暗，脉涩。 

  4.痰阻心脉证 

  胸闷如窒而痛，或痛引肩背，体胖多痰，身体困重。舌苔浊腻或滑，脉滑。 

  5.阴寒凝滞证 

  胸痛彻背，感寒痛甚，胸闷气短，心悸，畏寒，四肢欠温，面白。舌苔白，

脉沉迟或沉紧。 

  6.气阴两虚证 

  胸闷隐痛，时作时止，心悸气短，倦怠懒言，头晕，失眠多梦。舌红少苔，

脉弱而细数。 

  7.心肾阴虚证 

  胸痛胸闷，心悸盗汗，心烦不寐，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舌红少津，脉沉细

数。 

  8.阳气虚衰证 

  胸闷气短，甚则胸痛彻背，心悸汗出，畏寒，肢冷，下肢浮肿，腰酸无力，

面色苍白，唇甲淡白或青紫。舌淡白或紫暗，脉沉细或沉微欲绝。 

  在证候诊断时，具有胸痛、胸闷主症之一，其他症状具有 2 项及舌脉支持者，

即可诊断。 

  附录 2：治疗心绞痛速效药物评定标准 

  1.显效：用药后 3 分钟以内(含 3 分钟)心绞痛消失或基本缓解。 

  2.有效：用药后 3～5 分钟心绞痛消失或基本缓解。 



  3.无效：用药后 5 分钟以上心绞痛逐渐缓解或无改善。 

  4.加重：用药后心绞痛加重。 

  观察速效药物时，每个病例用药次数不能少于 10 次，不能同时应用其他药

物和治疗方法。 

  附录 3：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 

  1.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70％。 

  2.有效：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30％，<70%。 

  3.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证候积分减少＜30％，>0。 

  4.加重：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加重，证候积分减少＜0。 

  六、著者 

  《中药、天然药物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课题研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