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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学药物的晶型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药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该文简要介绍药物的多晶型现象、晶型成因

及研究意义，分析国际药物研发历程以及我国晶型药物发展特点，并从基础理论、技术方法、知识产权、研发监管等四个

方面综述了我国化学药物晶型研究的现状与进展，为正确定位我国晶型药物研究水平以及明确晶型药物研发方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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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 Polymorphism of chemical drug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is review，the phenomena，causes and significance of polymorphism were introduced briefly． The international dru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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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物质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固体物质状态称

为多晶型现象，也称“同质异晶现象”［1］。固体物质的

多晶型现象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这一现象的发现可

追溯到 1832 年，由前俄国科学家乌勒和列别克在研究

苯甲酰胺化合物时首次发现［2］。这种现象普遍存在

于有机物和无机物中，金刚石、石墨、富勒烯是多晶型

在无机物中的典型代表。金刚石、石墨、富勒烯均由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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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组成，但是三者的原子排列方式不同，石墨呈六边

形层状排列，金刚石形成正四面体刚性骨架，富勒烯则

呈足球状笼型排列，这一结构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三者

物理化学性质和用途的巨大差异。同样，多晶型现象

也普遍存在于固体药物中，据统计，化学药中 50%以

上品种存在晶型问题，而临床药品中约 80%以固体形

式给药，因此药物的多晶型问题更加不容忽视。
1 药物的多晶型

1．1 药物多晶型的研究意义 药物不同晶型物质如

无机物一样，也会存在迥然不同的性质差异。至今已

有很多报道表明药物不同晶型间差异可以表现在外

观、熔点、密度、硬度、折光度等物理性质方面，也可以

表现在溶解度、溶解速率等化学性质上，更重要的是常

常体现在生物利用度、毒副作用等生物学性质上。此

外，还可能具有稳定、亚稳定、不稳定等不同的热力学

稳定性质［3-5］。药物的多晶型会直接影响药品的有效

性、安全性和药品质量，这已经成为国际制药领域的共

识。除了对药品本身的直接影响，药物多晶型还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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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研发者带来收益: 一个药物的新晶型可以形成继

化合物结构之后的物质层面的专利保护，从而有效延

长药物的自主知识产权。
1．2 药物多晶型的形成原因 了解药物多晶型的形

成原因对认识晶型物质本质、制定晶型研发策略、实现

晶型质量控制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于药

物的多晶型而言，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分子结构与分

子排列的变化，归纳起来，包括物质状态差异、分子排

列、分子构象、结晶溶剂结晶水、分子作用力等方面。
但通常情况下，一个药物的多晶型成因往往是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的。除了这些根本原因使其从内在发生变

化，不同环境参数的改变则是促使并诱导药物产生不

同晶型物质的外部因素。具体而言，样品制备过程中

的结晶溶剂系统，如单一溶剂的种类、混合溶剂的数

量、种类与比例、溶液的过饱和度等化学参数，以及温

度、湿度、压力、时间、速度等物理参数的改变，都可能

诱导不同晶型的产生。
1．3 多晶型在药物研发中的意义 药物晶型研究对

于创新药物和仿制药物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创新药

物而 言，晶 型 研 究 意 义 首 先 在 于 可 以 改 善 原 料 药

(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API ) 成药性。数据

统计显示，在确定了具有生物开发价值的药物候选物

中仅有不足 40%能成功上市，这其中药物候选物自身

的理化性质，尤其是溶解性缺陷是导致其难以成药的

首要因素［6-7］。因此，通过晶型筛查寻找并确定具有有

效性优势的药用晶型成为改善候选药物成药性的重要

手段。其次，晶型研究能够增加药物的创新附加值，降

低开发风险。众所周知，对于原研企业而言，新药的开

发意味着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许多候选药物都夭

折在临床前研究阶段，最终能够成功上市的新药寥寥

可数。但倘若因临床前研究的不够完整、全面、深入，

而导致其上市后退市，这种损失无疑更为惨痛。利托

那韦就是典型案例［8］。利托那韦是雅培公司研发的

抗艾滋病药物，在研发期时认为只有一种晶型，于是开

发半固体制剂并上市，但 2 年后发现半固体制剂中原

料药发生晶型转变，转化为一种溶解度很小，但更加稳

定的新晶型，而这种晶型转变严重影响该药物的临床

疗效，从而最终迫使利托那韦半固体制剂的生产停止

并退出市场，原研公司也因此损失巨大。目前，我国原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CFDA) 在《化学药物原

料药制备和结构确证研究的技术指导原则》等新药申

报指南中也指出，新化学实体药物( 1 类新药) 必须开

展晶型研究，这样的要求与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由于晶型研究欠缺而导致的新药研发失败率。再次，

晶型研究可以为创新药物提供继分子结构之后的第二

次物质层面的保护，有效延长市场占有期。如英国葛

兰素公司研发的抗溃疡药雷尼替丁，晶 I 型专利过期

后又发现晶 II 型，并以晶 II 型作为药用晶型，通过申

请新晶 II 型的专利保护，有效延长了药物的专利效

期，为制药企业带来丰厚利润［9］。
对于仿制药物而言，一方面，晶型技术往往是原研

企业的核心技术机密，是原研产品的内控指标。要实

现有效仿制必须攻克晶型专利技术壁垒，保证原料及

固体制剂中原料晶型与原研产品一致，否则就会出现

仿制药质量疗效不如原研药的现象。在这方面，我国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经历过教训。棕榈氯霉素，也

称无味氯霉素，是一种水溶性极差的抗菌药物，在体外

无活性，在体内受胃肠道酯酶水解，释出氯霉素而发挥

疗效。棕榈氯霉素存在多晶型，其中 B 型为亚稳定晶

型，具有较高的溶解度和生物利用度; A 型稳定，但其

血药浓度仅为 B 型的 1 /7; C 型为不稳定晶型，极易转

变为 A 型，所以应当以 B 型为药用晶型。但我国 1975
年以前生产的棕榈氯霉素的原料与制剂都无效的 A
型，后来通过对晶型研究才发现问题症结，改进工艺，

生产出具有生物活性的 B 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品种项下质量标准中增加“晶 A 型含量不得大

于 10%”的晶型控制要求，这才保证国产棕榈氯霉素

的临床疗效［10］。另一方面，晶型专利常常可以成为仿

制药生产企业突破原研企业垄断的有力武器。
2 晶型药物的发展

2．1 药学发展进入晶型药物研究时代 药学家在不

断提高药物疗效与质量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纵观制

药领域的发展历程，药物的研发经历了从关注药物有

效成分［复杂组分( 中药) →单一组分( 化药) ］，到分

子结构( 平面结构→立体结构) ，从化学纯度( 主成分

纯度→杂质控制) 再到药物手性( 消旋体→单一手性)

的进程，药学家一步一步发现影响药物疗效与质量的

关键因素。然而，当化学药物在保证了药物成分、结

构、纯度与手性之后，仍然存在着药品质量与临床疗效

不稳定现象，药学家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发现了另一

个影响药品质量与疗效的关键因素———晶型( 图 1) 。
发展至今，晶型药物的研究已经成为继手性药物之后

的又一研发热点，可以说国际化学药物的发展已经进

入了晶型药物研究时代。
2．2 我国晶型药物发展特点 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

目前的现代化学药开发仍然是以仿制药为主，创新为

辅，我国市场应用的化学药物 95%是仿制药。因此随

着国际制药企业对药物晶型的重视与利用，我国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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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进入晶型药物开发阶段。目前市场上热门的仿制药

物品种，很大比例都存在多晶型问题，如抗血小板聚集

药物硫酸氢氯吡格雷［11］、自由基清除剂依达拉奉［12］、
抗真菌药伏立康唑［13］、抗痛风新药非布司他［14］、治疗

粒细胞白血病新药伊马替尼［15］、抗乙型肝炎病毒新药

恩替卡韦［16］等。

图 1 化学药物研究的发展历程

Fig．1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drug research

我国是一个仿制药大国，在我国药品市场上，同时

存在原研药、进口仿制药、国产仿制药等，而国产仿制

药往往是多家生产，有的热门品种甚至有几百个批文。
但医生与患者普遍的印象是“国产药不如进口药”“仿

制药不如原研药”。实际上，我国不同厂家生产的同

一药品，同一厂家生产的不同批号药品疗效也不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出重拳，重点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那么我国生产仿制药的疗效与质量问

题到底出在哪里? 药品也都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标准、检验合格的，为什么还会有质量疗效不一

致的现象? 究其原因，是有一些影响疗效与质量的关

键参数没有控制。目前，对于影响药品疗效与质量的

重要技术参数已经有普遍共识，主要集中在杂质、晶

型、制剂三个方面。其中，杂质与制剂的影响已经不同

程度地被重视，而晶型参数的控制则一直被忽略，因此

晶型研究也成为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中关键环节。
3 我国化学药物晶型研究现状与进展

我国的化学药物晶型研究起步较晚，与国际发达

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内

制药领域对晶型的不断重视以及药学工作者的不懈努

力，我国的化学药物晶型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笔者将

从基础理论、技术方法、知识产权、研发监管这四个方

面浅谈我国晶型研究的现状和进展。
3．1 基础理论 药物晶型研究本质是研究药物分子

在空间的不同排列方式，属于药物晶体学研究范畴。
药物晶体学属交叉学科，涵盖药学和晶体学的研究内

容。在 2009 年前，我国尚无系统介绍晶型药物研究理

论的专业书籍。2009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我国

首部《晶型药物》学术专著，该书系统地介绍相关基础

知识、技术方法与实践应用，提出了许多经过实践检验

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标准。例如，该书系统归纳阐明

化学药物引起多晶型现象的主要成因，揭示晶型物质

状态对成药性的影响，创新性提出“优势药物晶型”新

概念，阐述药物的晶型研究策略与方法，提出晶型物

质、溶解性、生物活性三者关系的新观点，以及对无定

型态晶型药物的新认识等。截至目前，该书已成为国

内研究生教材和药学专业参考书，也被司法机构作为

晶型专利纠纷的“司法鉴定”技术判断依据。
在吕扬、杜冠华主编的组织下，《晶型药物》第 2

版即将问世。在新版著作中，增加近年来的新发现、新
发展与新认识，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先进。
3．2 技术方法 系统的药物晶型研究可以依次分为

晶型的筛查制备、表征分析、成药性评价和质量控制等

不同阶段。每个研究阶段都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与技术

方法。
晶型的筛查制备技术其实涵盖两方面内容，一是

晶型筛查，二是晶型制备，二者一理相通，所不同的是

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制定相应研究策略，晶型筛查目的

是尽可能发现不同晶型物质状态，为后续晶型评价，获

得优势药物晶型提供全面的物质基础; 而晶型制备则

是更多关注产品的质量，即通过条件参数的优化，获得

尽可能纯的晶型纯品。在晶型的筛查制备技术中，可

以采用化学方法、物理方法、化学物理联合等多种方

法。其中化学方法的核心是用不同溶剂将固体样品完

全溶解，通过不同的重结晶技术将溶剂去除，再次获得

固体样品。化学方法涵盖的技术多样，可控因素较多，

是晶型药物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相较而言，其重要

性比物理方法更胜一筹。按照重结晶技术种类划分，

常用的化学方法包括溶剂挥发法、旋转蒸发法、回流重

结晶法、快速沉淀法、喷雾干燥法、悬浮搅拌法、pH 变

化法等［17］。我国早期的晶型研究局限在使用几种单

一溶剂系统对样品进行重结晶，以此来说明样品是否

存在多晶型问题。这显然是不全面、不充分且远远不

够的。现在，对于一个药物的系统晶型研究，应当对可

能引起多晶型的化学因素 ( 包括溶剂种类、数量、比

例、饱和度等) 和物理因素( 温度、压力、速度、湿度等)

进行全面考察，设计多因素、多水平、多参数联动的筛

查方案。通常完成一个药物的系统晶型筛查研究要开

展 300～500 次不同条件下筛查实验，是一项工作量庞

大的研究。在国外，人力成本高，晶型筛查的研究更多

地应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高通量筛查方法，这种方法

省时、省力、省样品，但也存在可靠性低、再现性差的缺

点; 而在国内，人力成本相对较低，仍然以人工手动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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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为主，相对而言，手动筛查虽然费时、费力，对样品需

求量也较多，但当方案设计合理时该方法更加可靠，工

艺易于重现放大，因此更适合目前的中国国情。
晶型的检测分析技术是药学家阐释晶型成因、认

识晶型本质的“眼睛”，定性方法可以实现药物不同晶

型的识别与鉴定，定量方法可以完成原料药晶型纯度

与制剂晶型含量的质量控制。在药物晶型的研究中，

晶型的检测分析技术一向是备受关注的领域，许多文

献综述都是围绕这一方面展开［18-20］。目前应用于晶

型领域的检测方法，根据其技术原理可以大体分为以

下几种。①衍射分析: 包括单晶 X 射线衍射分析、粉

末 X 射线衍射分析，属药物晶型研究的权威技术方

法;②热分析: 主要包括差示扫描量热分析、热重分析、
熔点分析等，适用于热力学性质差异较大或含有结晶

溶剂、结晶水的晶型物质; ③光谱分析: 主要包括红外

光谱、近红外光谱、拉曼光谱等;④波谱分析: 如固态磁

共振波谱法;⑤显微分析: 包括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

显微镜、热载台显微镜、偏光显微镜等;⑥其他方法: 如

近年来兴起的太赫兹、动态水吸附等。这些不同原理

的技术方法从不同角度指征晶型物质间的差异，对于

不同药物具有不同的有效性与特征性。对药物不同晶

型物质具有特征性的有效检测分析方法，即可以用于

药物的晶型质量控制。在进行晶型质量控制时，原料

药的质量控制相对来说较为简单，上述涉及的各种方

法，只要是对这个药物不同晶型物质有特征性的都可

以用于其定性控制，在定量质量控制方面，粉末 X 射

线衍射方法最为常用，也可应用差示扫描量热、红外光

谱、拉曼光谱、固态磁共振波谱法等。但是对于复杂多

成分组成的药物制剂而言，其制剂中原料药晶型的定

性与定量检测通常只能依赖于粉末 X 射线衍射分析，

其分析优势是由粉末 X 射线衍射为物相鉴别方法的

原理所决定的［21］。此外，在晶型质量控制技术方面，

我国仍然以常规的离线检测为主，但随着在线检测技

术的迅速发展与推广，近年来许多制药企业引进在线

分析技术。目前应用较多就是在线粉末衍射分析与在

线拉曼光谱分析，可实现生产线上动态质量控制［22］。
晶型成药性评价的目的是确定“优势药物晶型”，

其内涵已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溶解性测定，而是逐渐

形成涵盖药物晶型物质的安全性，有效性( 包括体外

溶解性、体内生物活性等) ，质量稳定性，生产可行性

等多方面内容的系统评价技术。但不可否认地，晶型

物质的有效性评价仍然是决定其成药性的最关键要

素。新晶型是否具有有效性优势，人体评价当然是最

佳模式，但却不能用于进行早期评价。鉴于药物溶解

性与生物活性的密切关系，体外的溶解性( 溶出度) 评

价一度成为判断晶型物质活性优劣的主要手段，事实

上这种方法也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问题，但是

由于生物体和药物吸收过程的复杂性，体外实验难以

完全模拟体内环境，故条件单一的溶解性( 溶出度) 检

测无法完全反映晶型物质的吸收差异，仅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因此，建立动物模型体内活性评价对于晶

型药物来说十分必要，其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更能反

映药物晶型活性的真实差异。在进行体内活性评价

时，选择适当的给药方式以保持晶型物质的固体状态

是实验成功的关键所在［23］。目前，行业内进行晶型的

体内活性评价时经常以小鼠或大鼠为研究对象建立整

体动物模型，但鉴于这些小动物无法定量吞咽固体，故

动物给药方式常采用悬浮液给药，一方面这种给药方

式不能反映临床用药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晶型物质在

配制悬浮液时容易发生转晶，使给药后无法真实反映

出晶型物质的体内吸收实际情况。为此，杜冠华［24］发

明一种小动物固体给药装置，可以直接将固体药物打

到小动物胃中实现固体给药，为准确表征晶型药物在

生物体内的吸收与代谢过程提供关键技术，使科学研

究数据更加准确并接近人体口服固体制剂的真实状

态。
综上所述，在技术方法方面，我国已经突破国外技

术封锁，建成完整的化学药物晶型关键技术体系［25］。
3．3 知识产权 药物晶型研究已然成为 21 世纪制药

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随着药学家对于药物晶型认识

的逐渐深入，药物晶型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成为制

药商家的必争之地。从我国的晶型相关专利申请量来

看，2000 年以后晶型专利申请量逐年增加，其中来源

于国内申请量增加更显著，间接说明国内制药领域对

于药物晶型重视程度的增加［26］。
与此同时，我国的晶型专利审查标准也随着对晶

型认识的深入而逐渐提高。尤其体现在“创造性”的

判定上。在早期的晶型专利实审过程中，一般认为虽

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预料到晶型物质的改变可能改

善药物的性质，但是晶型的获得并非是显而易见的，因

此，“当某一晶型物质具备新颖性时，自然而然地具备

创造性”这一观点是被认可的。但随着对药物晶型认

识的不断深入，专利审查中对创造性判定标准也逐步

提高，目前对晶型物质创造性的评判标准已基本达成

共识，即: 化合物晶型属化学结构相似的产品，因此只

有在其相对于已知化合物产生预料不到的用途或效果

的前提下，该晶型物质才具备创造性，反之，则不具备

创造性。目前专利实质性审查在评价药物晶型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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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经形成了“三步法”的整体评价思路，即: ①确定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②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

际解决的技术问题;③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27-28］。
此外，近年来基于药物晶型问题的专利诉讼纠纷

呈增长态势。专利权人与诉讼请求人之间展开“侵

权”与“无效”的技术博弈。可喜的是，在国内晶型研

究技术实力提升的支持下，国内制药企业在与国际大

型制药企业的专利纠纷中也逐渐扭转劣势并最终赢得

胜利，例如阿托伐他汀钙的晶型专利无效案就经历 8
年抗 辩 的 波 折 过 程，此 案 件 被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评 为

“2015 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之一［29］。
3．4 研发监管 客观上讲，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的药

物晶型研究才迎来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制药领域从制

药企业，到药品研发机构，再到药品评审和监管部门都

经历一个从对晶型“不清楚、不关注”到“知道、了解”
再到“十分重视”的过程。

强桂芬等［30］2009 年曾对我国的晶型药物管理情

况进行综述，指出我国当时实施的《药品管理法》和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还没有针对晶型药物晶型分

类管理的具体规定，但在药品审评过程中，针对申请注

册的晶型药物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评审技术要点，新

药评审也参照原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 SFDA) 在 2007
年制定的《化学药物原料药制备和结构确证研究的技

术指导原则》和《化学药物制剂研究基本技术指导原

则》，这两份文件中对化学药物原料药和制剂研究中

涉及的晶型问题进行相关规定，但其内容并不全面。
作者在文末还指出，为更好地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

应重点加强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关于药

物晶型的检测技术和标准。
目前，我国关于晶型药物的研发监管已经有了显

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新修订的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对化学药品的注册分类修改

为: 创新药、改良型新药、仿制药，其中改良型新药范畴

涵盖以已知化合物的新晶型物质作为药用原料而开发

的创新药物，这解决旧版化药注册分类方法对晶型药

物而言没有合理归属类别的尴尬，使晶型相关的新药

注册申请管理更加科学、合理、规范。第二，《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作为我国药品研究的基本法典，在药

物晶型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1985 年版《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中收录了第一个晶型药物品种，1990 年版

增加第二个品种，历经 30 年，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中仍然只有棕榈氯霉素、甲苯咪唑两个品种明

确多晶型现象，并进行了晶型质量控制，这与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药典相比相差甚远。虽然在晶型药物品种方

面，我国药典的标准相对落后，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2015 年版四部首次收载了“药品晶型研究及晶型

质量控制指导原则”［31］，并于 2015 年 12 月实施，其内

容涉及药物多晶型的基本概念、晶型样品的制备、晶型

物质状态的稳定性、晶型药物的生物学评价、晶型药物

的溶解性或溶出度评价、药品晶型质量控制方法( 晶

型种类鉴别与晶型含量分析) 等晶型药物研究的各个

方面，实现我国晶型药物的国家技术规范从无到有，到

国际领先的历史性跨越，为我国晶型药物开发、高效仿

制、质量监管，提供了技术与标准支撑。由这些变化可

以看出，我国的晶型药物研发监管正在日趋完善并逐

渐与国际接轨。
4 结束语

近十余年中，我国的晶型药物研究经历飞速发展

时期，行业整体认识已经有了质的提升，但是有些问题

仍然值得强调，例如: 在新药的研发过程中，晶型研究

介入的时间越早越好; 晶型筛查研究力求全面，避免漏

筛，降低风险; 晶型物质的有效性评价建议采用固体给

药下的体内生物利用度评价方式，更加准确、真实; 晶

型质量控制的终极目标是保证晶型固体制剂中的原料

药为综合评价最佳的优势药用晶型。
面对国际化学药物晶型发展的新趋势，我国的制

药行业已经随之进入了晶型药物研究时代; 随着我国

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持续推动与开展，

晶型标准已经逐渐成为标志药品质量的新高度［32］; 在

如此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的晶型药物研发正在面

临新的机遇与新的挑战，相信我国的晶型药物研究水

平在研发机构、制药企业、监管部门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会不断提升，持续缩小与国际的差距，为我国人民用

上质优价廉的药物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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