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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新药转化与研发策略。方法：通过对比分析国家发布的医疗机构

中药制剂相关管理政策，提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向中药新药转化的策略以及在此过程中存在的知识产权

问题。结果与结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是中药新药研发的宝库，我国近年发布的政策文件、医疗机构的

积极响应、清晰的开发思路及科学规范的研究都将有助于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传承、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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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deas of new TCM based on TCM 
preparations in medical institution. Method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management policies 
of TCM preparation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issued by the state, the strateg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s from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new TCM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existing in 
this process were put forwar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CM preparation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are a treasure 
trove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TCM. The policy documents recently issued in China, the active 
respons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lear development ideas and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research will all 
contribute to th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CM preparation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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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从研发到生产上市所耗费的时间跨度

大，同时需要面临大量复杂甚至矛盾的数据，是一

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且充满不可预测因素

的系统项目，具有较高的风险。一般中药新药的研

发流程及相应周期如图1[1-2]所示。由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公布的历年药品评审报告可知，2016-2020

年获批上市的中药新药共10件，其中获批数量最多

的年份也仅为3件，中药新药研发难度可见一斑。

那么，另辟蹊径，从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中寻找新药

研发项目不失为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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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是指医疗机构根据本单位临

床需要经批准而配制、自用的固定处方制剂，其特

点为组方合理，有较长的临床应用历史，疗效和安

全性均有可靠保证。故制药企业（以下简称药企）

可以结合自身实际需求，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为基

础，依据新药研发注册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在一

定程度上可提高中药新药研发的成功率[3]，最终将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转变成具有国药准字的新药。但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转变成新药也并非坦途，一方

面，药企基于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开发新药的方式需

要摸索，是通过买断院内制剂独立开发，还是与院

内制剂所属医院合作共同开发需要考虑。另一方

面，由于部分院内制剂配方保密，没有申请专利或

者产权不清晰，医院的权益如何保证需要思考。

本研究旨在学习与梳理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相

关管理政策，提出基于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新药开

发思路，分析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存在的知识产权相

关问题，以期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参考。

1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相关管理政策
1.1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现状

随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实施《医疗机

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试行）[4]等一系列规范文

件，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申报、注册和配制生产门

槛不断提高，高成本、高要求和申报程序繁多导致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种类急剧下降，但2018年《关

于对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实施备案

管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5]的发布可能会使这

一现象得到改善。

新政策将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由原来

的“注册制”改为“备案制”，体现了医疗机构中

药制剂开始受到国家的重视。在此政策下，申报医

疗机构中药制剂（尤其是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

制剂）的时间和成本均将有所降低，有助于提高医

务人员研制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积极性，可能使曾

经受困于精力、资金等因素而无法落地的医疗机构

制剂项目重启；临床效果显著的经方、验方也能得

到有效发展，以院内制剂的形式重新焕发生命力，

这也将为中药新药的研发提供更多选择。

1.2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现行注册管理规定

目前，医疗机构制剂中的中药制剂分为“应

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和“应用现代工艺配

制的中药制剂”2个部分。前者应按备案制执行管

理，而后者依然执行注册管理制，2种管理方式的

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

1.2.1  “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的定义

如表1所示，相较于注册制管理规定，备案制

管理规定对于“传统工艺配制中药”的定义更明

确，同时，备案制在遵循“传统工艺”（限于“水

提”或“粉碎”）的基础上，将《关于印发加强医

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意见的通知》中的现代剂型明

确为颗粒剂、胶囊剂，更具有操作性。

1.2.2   提交的资料

按注册制与备案制申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需

要提供的材料如表2所示。

图 1   中药新药研发流程及周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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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关法规中“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定义的对照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

法》（2005 年）[4]

《关于印发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

理意见的通知》（2010 年）[6]

《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实施备案管

理》（2018 年）[5]

利用传统工艺配制 ( 即制剂配

制过程没有使原组方中治疗疾

病的物质基础发生变化 )

配制工艺与传统工艺基本一致，包括

中药饮片经粉碎或仅经水提取制成的

固体、半固体和液体传统剂型、现代

剂型，也包括按传统方法制成的酒剂、

酊剂

1 中药饮片经粉碎或仅经水或油提取制成

的固体（丸剂、散剂、丹剂、锭剂等）、

半固体（膏滋、膏药等）和液体（汤剂等）

传统剂型

2 由中药饮片经水提取制成的颗粒剂以及

由中药饮片经粉碎后制成的胶囊剂

3 由中药饮片用传统方法提取制成的酒剂、

酊剂

表 2   注册制与备案制所需提交资料一览表

序号 注册制所需资料 序号 备案制所需资料

1 《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备案表》原件

1 制剂名称及命名依据 2 制剂名称及命名依据

2 立题目的以及该品种的市场供应情况 3 立题目的和依据；同品种及该品种其他剂型的市场供

应情况

3 证明性文件：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医

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复印件；

2）医疗机构制剂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

等的专利情况及其权属状态说明，以及对他人

的专利不构成侵权的保证书；

3）提供化学原料药的合法来源证明文件，

包括：原料药的批准证明性文件、销售发票、

检验报告书、药品标准等资料复印件；

4）直接接触制剂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注

册证书复印件；

5）《医疗机构制剂临床研究批件》复印件。

6）未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或《医

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无相应制剂剂型的“医院”

类别的医疗机构申请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还应

当提供以下资料：委托配制中药制剂双方签订

的委托配制合同、制剂配制单位《医疗机构制

剂许可证》或《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证书复印件。

4 证明性文件，包括：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医疗机

构制剂许可证》复印件；

2）医疗机构制剂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等的专

利情况及其权属状态说明，以及对他人的专利不构成

侵权的保证书；

3）直接接触制剂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注册证书

复印件或核准编号。

4）未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或《医疗机

构制剂许可证》无相应制剂剂型的医疗机构还应当提

供以下资料：

①委托配制中药制剂双方签订的委托配制合同

复印件；

②制剂受托配制单位的《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

或《药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4 标签及说明书设计样稿 5 说明书及标签设计样稿

5 处方组成、来源、理论依据以及使用背景情况 6 处方组成、来源、理论依据及使用背景情况

6 配制工艺的研究资料及文献资料 7 详细的配制工艺及工艺研究资料。包括工艺路线、所

有工艺参数、设备、工艺研究资料及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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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注册制所需资料 序号 备案制所需资料

7 质量研究的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8 质量研究的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8 制剂的质量标准草案及起草说明 9 内控制剂标准及起草说明

9 制剂的稳定性试验资料 10 制剂的稳定性试验资料

10 样品的自检报告书 11 连续 3 批样品的自检报告书

11 辅料的来源及质量标准 12 原、辅料的来源及质量标准，包括药材的基原及鉴定

依据、前处理、炮制工艺、有无毒性等

12 直接接触制剂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选择依据及

质量标准

13 直接接触制剂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选择依据及质量标

准

13 主要药效学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14 主要药效学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14 急性毒性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15 单次给药毒性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15 长期毒性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16 重复给药毒性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16 临床研究方案

17 临床研究总结

续表 2

由表2可以看出，相比于注册制需要提交的资

料，传统中药制剂备案制需要着重增加提交的材

料：①《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备案

表》；②详细工艺路线、所有工艺参数、设备及

工艺研究资料（序号7），加强对源头与过程的控

制；③药材的基原及鉴定依据、前处理、炮制工艺

资料（序号12）。虽然中药制剂备案制免去了临床

研究的相关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药制剂备案制

放松了对临床部分的监管，而是由于此类制剂组方

已有临床使用的历史，若仍按照注册制关于临床研

究的相关规定，开展受试例数不少于60例的临床试

验，科学性和必要性不足，因此调整为在年度报告

中提交临床使用的材料。

对于处方在本医疗机构具有5年以上（含5

年）使用历史的中药制剂，注册制可以免报资料项

13~17，备案制可免报资料项14~16。

1.2.3   申报周期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制需要每3年重新注册，但

备案制改为由申报单位向批准部门提供年度报告，

汇总提交上一年度所配制的传统中药制剂变更情

形、临床使用数据、质量状况、不良反应监测等的

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备案完成后，传统中药制剂备

案号不变。

1.3   医疗机构制剂转化为中药新药的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

医药工作，先后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意见》[7]、《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8]和《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9]等文件，要求改革完善中药审评

审批机制。文件中明确指出鼓励“医疗机构制剂”

向中药新药转化，提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是中药新

药创新的重要来源（具体内容如表3所示），要加

快具有人用经验的中药新药审评审批，依法依规实

施豁免非临床安全性研究及部分临床试验的管理机

制，这无疑又为缩短中药新药的研发上市周期带来

可能，从而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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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鼓励“医疗机构制剂”向中药新药转化相关条款汇总

条款序号与标题 内容 来源

（九）改革完善中

药注册管理

加快构建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中药

注册审评证据体系，优化基于古代经典名方、名老中医方、

医疗机构制剂等具有人用经验的中药新药审评技术要求，

加快中药新药审批。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意见》

（三）促进中药创

新发展

发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传承创新发展“孵化器”作用，鼓

励医疗机构制剂向中药新药转化。

《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

（五）完善中药分

类注册管理

优化具有人用经验的中药新药审评审批，对符合条件的中

药创新药、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同名同方药等，

研究依法依规实施豁免非临床安全性研究及部分临床试验

的管理机制。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

政策措施的通知》

《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明确指出要改革中药注册分类：尊重中医药特点，

遵循中药研制规律，将“安全、有效、质量可控”

的药品基本要求与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独特的理论

体系和实践特点有机结合。文件还提出对临床定位

清晰且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用于重大疾病、罕见病

防治、临床急需而市场短缺或属于儿童用药的中药

新药申请实行优先审评审批，这也将为药企选择待

开发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项目时提供一定的依据。

而后印发的《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要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充分利用数据科学等

现代技术手段，建立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临床

试验“三结合”的中药注册审评证据体系，积极探

索建立中药真实世界研究证据体系，完善中药新药

全过程质量控制的技术研究指导原则体系。这些举

措将中药新药的申报要求从西药的“标准”独立出

来，不再仅以物质基础作为划分注册类别的依据，

开辟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注册申报路径，可有效地促

进中药新药的发展。

2   基于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新药开发思路
优秀的协定处方（仅在医疗机构内使用的常

规处方）是医疗机构制剂的可靠来源之一，经地方

药监部门批准获得批准文号后可上升为医疗机构制

剂，优秀的医疗机构制剂又可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上升为新药，如国内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的常用药物——筋骨痛消丸是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

院的内部制剂基础上研制而成的。但多数医疗机构

由于不具备独立研发新药的能力及条件，在医疗机

构中药制剂的成果转化过程中无疑要与制药企业进

行合作，选择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才能更好

地维护自身权益，进而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

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2.1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与协定处方的关系

协定处方（主要为中药协定处方）是在临床

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常用性的医疗需求，由临床科

室提出申请，经药事委员会批准同意并备案，仅

能在本单位使用，主要为名老中医经验方及重点专

（学）科针对某种疾病在临床成熟适用的经验复

方。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协定处方多源自名医名

方并在本医院内有临床使用历史且疗效确切，因

此，将具有5年以上（含5年）使用历史的协定处方

作为医疗机构制剂进行申报，无论是应用传统工艺

还是现代工艺进行配制，均可免报药效学试验和毒

性试验，这是缩短医疗机构制剂审批周期的有效

途径。2016-2018年，广东省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注

册申报数量为60个，其中93.3%为协定处方[10]。同

时，协定处方由于临床使用时间较长，药学及临

床研究也已有基础，以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协定处

方——“正骨洗药”为例，其最佳水煎工艺[11]和临

床疗效观察[12]均有报道，可作为医疗机构制剂审批

的支撑材料，减少工作量。

2.2   医疗机构制剂的知识产权

2.2.1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专利保护现状

在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途径中，因为中药专

利保护适用的时间较早，保护力度较强，并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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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等优点，使其较其他中药保护途径有更广泛

的适用性[13]。根据我国现行的专利法规定，中药保

护的发明专利涉及中药处方和配方、中药剂型和中

成药等诸多方面，基本覆盖了中药保护的各个领

域，但医疗机构对于院内中药制剂的专利保护力度

仍较低。以北京市为例，从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官网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与分析系统中查询

的数据可知，截至2021年11月，北京市拥有批准文

号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品种和传统中药制剂品种共

计1425个，而北京市医疗机构从1986-2021年申请

的中药复方专利数量仅为425个，且在获得授权的

159件专利中，有25件专利终止，其中23件还未满

20年专利权保护期就提前终止，平均专利持有年限

仅为6.58年。

分析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专利保护力度仍较低

的原因：①专利的申请意愿低：a.由于医疗机构的

主要职责是提供医疗服务，产出的科研成果不能反

馈为直接回报，导致医院和医务人员不愿在技术保

护上投入人力和物力；b.专利在保证权利人对产品

独占性的同时，也需要公布专利的详尽内容，因此

就存在潜在的仿制风险，此外，即使处于专利保护

期内，对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侵权认定也相对困

难。②医疗机构内部关于专利相关的制度不完善：

医疗机构对于专利的申请、认定和转化的各个环

节欠缺系统且规范的培训和管理制度。③专利的实

施存在困难：a.经方、验方往往凝结了众多医生或

几代医生的心血，造成该处方的归属权难以辨明；

b.很多医疗机构中药制剂难以达到申报专利“三性

（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要求[14]，无论是

来源于医学古籍中的经方，还是来源于临床实践的

验方，二者所蕴含的实质性技术早已进入公共领

域，在申报专利时很难达到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要

求；c.申报专利周期长、费用高，并且缺乏相关的

维权能力。

2.2.2  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符合新颖性和创造性

的要求是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获得专利授权的关键。

首先，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大多以复方制剂为主，因

此可以在专利申请所要求保护的处方基础上改进制

备工艺，如由水煎液制备成颗粒剂或胶囊剂，以使

其符合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要求。其次，中药制剂的

适用范围与炮制品规格、使用方法等密切相关，如

云南白药胶囊对于刀、枪、跌打诸伤，出血者用温

开水进服，而未流血者用酒送服，因此可以利用我

国允许“以用途限定的产品制备方法权利要求的形

式保护已知产品第二种医学用途”的条款，获得中

药制剂的第二医药用途发明授权，从而达到以专利

形式保护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目标。

专利的20年有效期是从申请之日开始计算

的，也就意味着专利在取得授权后所获得的实际保

护时间短于20年。为延长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专利

保护期，可以在合理的时间规划内，对中药制剂的

外延内容进行专利申请，如逐渐申请该处方的质控

手段和新增的临床用途等相关专利。采用这种方

法，在扩大专利保护范围的同时，还可以克服他人

仅通过加减或替换配方中非核心药物而造成的侵权

认定困难，增加专利保护的力度。

除了以专利这一单一手段对医疗机构中药制

剂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外，还可以采取其他补充性

手段。基于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特点，商业秘密保

护的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商业秘密的定义是“不为

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

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因此，由于医疗

机构制剂未在市面上销售且技术信息为医疗机构所

控制，所以有资格采用商业秘密的保护方法。相较

于专利保护的制度，商业秘密的优势具体体现：①

权利的获取更加简便高效：获得商业秘密权无需经

过政府的行政审批，只需权利主体主动采取保密措

施即可，避免了冗长的审查周期以及因审批而产生

的各项费用；②非公开性：权利人无需全部公开配

方和工艺，这也是商业秘密成立的条件之一；③权

利维持成本低：商业秘密属于自力保护，不需要向

专利部门缴纳高额年费；④权利的保护期限长：

商业秘密的保护没有时间限制，只要秘密信息没有

被泄露公开，权利主体就可以一直持有，我国云

南白药的配方就一直以比商业秘密更高一级的国家

秘密形式保护至今。但是，商业秘密在医疗机构中

药制剂的保护中也存在不足：①商业秘密存在泄露

风险：a.在数据共享时代，尤其是在医疗机构还未

建立成熟且严密的保密制度前，本机构员工或制剂

委托生产企业员工的离职都可能造成秘密信息的泄

露；b.医疗机构也存在科研的需求，在发表相关学

术研究论文或报告时，要警惕公开内容中所蕴含的

秘密信息被泄露的潜在风险；②商业秘密无法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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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工程[15]：商业秘密不具备排他性，允许多个主

体同时掌握同一个商业秘密，因此不能禁止他人通

过合法方式获取保密信息，如通过化学分析等检测

手段获知关键信息（反向工程）。因此，专利保护

与商业秘密的结合将有利于加强对医疗机构中药制

剂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3   结语
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政策层面，医疗机构中

药制剂都无疑是中药新药研发的宝库，是新药开发

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环。现阶段，在传统中药制剂

实行备案制以及各种鼓励发展中药文件相继颁布的

大环境下，医疗机构应充分结合本单位医疗优势，

加大对院内中药制剂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完善对院

内中药制剂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促进多平台、多

学科技术人员的紧密配合，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

互补，这将对中医药的传承发展以及中药新药的研

发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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