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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第 2 條

第 3 條

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 EN

修正日期： 民國 109 年 08 月 28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衛生福利部 ＞ 食品藥物管理目

第 一 章 總則

本準則依藥事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準則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本準則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臨床試驗：以發現或證明藥品在臨床、藥理或其他藥學上之作用為目

    的，而於人體執行之研究。

二、非臨床試驗：非於人體執行之生物醫學研究。

三、受試者：參加臨床試驗而接受試驗藥品或對照藥品之個人。

四、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於受告知並了解將參與之臨床試驗之相關訊息

    ，且參酌是否參與試驗之所有因素後，自願簽署願意參加試驗之文件

    。

五、人體試驗委員會：由具醫學背景之專業人員與非醫學背景之社會公正

    人士所共同組成之委員會，其責任在保護受試者之權利、安全與福祉

    。

六、試驗機構：執行臨床試驗之醫療機構。

七、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執行臨床試驗之負責人。

八、試驗委託者：臨床試驗之發起及管理者。

九、受託研究機構：和試驗委託者締約以承擔臨床試驗一部或全部工作之

    個人或機構。

十、試驗藥品：臨床試驗中用來試驗之藥品，或當做參考之活性成分製劑

    或安慰劑。包括已上巿藥品使用於與其核准內容不同之用途、配方、

    包裝、適應症，或用於獲得有關核准用途之進一步資料。

十一、試驗計畫書：記載臨床試驗之目的、設計、方法、統計考量與編制

      等事項之文件，並得載明試驗之相關背景及理論。

十二、主持人手冊：有關試驗藥品之臨床及非臨床數據之編輯物。

十三、藥品不良反應：使用藥品後所發生之有害且未預期之反應。此項反

      應與試驗藥品間，應具有合理之因果關係。

列印時間：109/10/05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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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7 條

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0 條

十四、不良事件：受試者參加試驗後所發生之任何不良情況。此項不良情

      況與試驗藥品間不以具有因果關係為必要。

十五、盲性：使參與試驗之一方或多方不知試驗治療分配之方式。單盲係

      指受試者不知治療分配之方式，雙盲是指受試者、試驗主持人、監

      測者，及在某些情況下，數據分析者亦不清楚治療分配之方式。

執行臨床試驗應符合赫爾辛基宣言之倫理原則。

臨床試驗進行前，應權衡對個別受試者及整體社會之可能風險、不便及預

期利益。預期利益應超過可能風險及不便，始得進行試驗。

受試者之權利、安全及福祉為藥品臨床試驗之最重要考量，且應勝於科學

及社會之利益。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確保受試者之權利、安全，以及福祉受到保護，且對於

易受傷害受試者之臨床試驗，應特別留意。

試驗主持人應於臨床試驗進行前，取得受試者自願給予之受試者同意書。

試驗主持人或由其指定之人員，應充分告知受試者臨床試驗進行之資訊、

受試者同意書之內容及所有由人體試驗委員會所核准與臨床試驗相關之書

面意見，並使其充分瞭解後親自簽署，並載明日期。

前二項之行為，受試者為無行為能力人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之；受試者

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者，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受試者雖非無行為能力或

限制行為能力者，但因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無法自行為之時，由有同意權之

人為之。

前項有同意權人為配偶及同居之親屬。

在受試者參加試驗與後續追蹤期間，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就受試者任何

與試驗相關之不良反應，應提供受試者充分醫療照護。試驗主持人發現試

驗期間受試者有疾病需要醫療照護時，應告知受試者。

若受試者有轉介醫師且經受試者同意，試驗主持人應通知其轉介醫師。

試驗主持人與試驗相關人員不得強迫或不當影響受試者參與臨床試驗之意

願。

臨床試驗進行中，試驗主持人與試驗相關人員亦不得強迫或不當影響受試

者繼續參與臨床試驗之意願。

受試者得不附理由隨時退出臨床試驗。

前項情形，試驗主持人應在尊重受試者之權利及意願之條件下，盡量確認

其退出試驗之原因。

委託者對於受試者可獲得之補助及付款方式，不得有強迫或不當影響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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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情形。

受試者之補助，應按臨床試驗進行之進度依比例給付之，不得於試驗完成

後方為給付。

受試者補助之付款方式、金額及付款進度，應載明於受試者同意書及其他

給與受試者之書面資料；補助按比例分配付款之方式，應詳細說明。

受試者之身分及其臨床試驗相關紀錄，應予保密。

臨床試驗應有科學根據，試驗計畫書之內容，應清楚詳盡。

非經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核准，不得進行藥品臨床試驗。

人體試驗委員會於審查受試者同意書、試驗計畫書及其他相關文件後，得

核准試驗機構進行臨床試驗。

所有參與試驗執行之人員，應有符合工作資格之教育、訓練及經驗。

所有臨床試驗之資料，應予記錄及保存。

第 二 章 受試者保護

臨床試驗開始前，試驗主持人應取得人體試驗委員會對受試者同意書和提

供受試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料之核准。

前項核准，應以書面為之。

若具有重要性之新資訊可能影響受試者之同意時，應修訂受試者同意書及

提供受試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料，並應立即告知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

同意權之人。

修訂後之受試者同意書及提供受試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料，應先得到人體

試驗委員會之核准；經主管機關核准進行之臨床試驗，並應得到主管機關

之核准。

第一項之告知及第二項之核准，皆應以書面為之。

受試者同意書及提供受試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料，不得有任何會造成受試

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放棄其法定權利，或免除試驗主持人、試

驗機構、試驗委託者或其代理商責任之記載。

違背前項規定之記載，無效。

有關試驗計畫之口頭及書面資料，包括受試者同意書，皆應使用口語化及

非技術性之語言，且為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所能理解者。

受試者同意書，應由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於參加試驗前，

親自簽署並載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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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受試者同意書前，試驗主持人或其指定之人員，應給予受試者、法定

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充分時間與機會，以詢問臨床試驗之細節。

關於臨床試驗計畫之所有問題，應給予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

人滿意之回答。

第二項之人員應於受試者同意書簽名。

用以治療或處置緊急病況之臨床試驗，預期無法預先取得受試者、法定代

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同意，若於試驗計畫書中詳列緊急事件處理程序，得

於取得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書面同意前，先進行試驗。但

若能取得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書面同意時，應立即為之。

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皆無法閱讀時，應由見證人在場參與

所有有關受試者同意書之討論。

見證人應閱讀受試者同意書及提供受試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料，以見證試

驗主持人或其指定之人員已經確切地將其內容向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

同意權之人為解釋，並確定其充分了解所有資料之內容。

第一項情形，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仍應於受試者同意書

親自簽署並載明日期。但得以指印代替簽名。

見證人於完成第二項之行為，並確定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

之同意完全出於其自由意願後，應於受試者同意書簽名並載明日期。

試驗相關人員不得為見證人。

受試者同意書或提供受試者之其他書面資料應說明以下內容：

一、臨床試驗為一種研究。

二、試驗之目的。

三、試驗治療及每個治療之隨機分配機率。

四、治療程序，包含所有侵入性行為。

五、受試者之責任。

六、臨床試驗中尚在試驗之部分。

七、對受試者或對胚胎、嬰兒或哺乳中幼兒之可預期危險或不便處。

八、可合理預期之臨床利益。

九、其他治療方式或療程，及其可能之重要好處及風險。

十、試驗相關損害發生時，受試者可得到之補償或治療。

十一、如有可獲得之補助，應告知參與臨床試驗之受試者。

十二、如有應支付之費用，應告知參與臨床試驗之受試者。

十三、受試者為自願性參與試驗，可不同意參與試驗或隨時退出試驗，而

      不受到處罰或損及其應得之利益。

十四、經由簽署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即同意其原始醫療紀錄可直接受監

      測者、稽核者、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檢閱，以確保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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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並承諾絕不違反受試者身分

      之機密性。

十五、辨認受試者身分之紀錄應保密，且在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下將不公

      開。如果發表試驗結果，受試者之身分仍將保密。

十六、若新資訊可能影響受試者繼續參與臨床試驗之意願，受試者、法定

      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會被立即告知。

十七、進一步獲知有關試驗之資訊和受試者權利之聯絡人，及與試驗相關

      之傷害發生時之聯絡人。

十八、受試者終止參與試驗之可預期情況及理由。

十九、受試者預計參與臨床試驗之時間。

二十、大約受試者人數。

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於參加臨床試驗執行前，應收到已簽

名及載明日期之受試者同意書之副本及其他應提供受試者之書面資料。但

用以治療或處置緊急病況之臨床試驗，預期無法預先取得受試者或有同意

權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受試者參加臨床試驗期間，若同意書或其他應提供受試者之書面文件有修

正，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應收到已簽名及載明日期之受

試者同意書及其他修正文件之更新副本。

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不得代理受試者同意參與非以治療為目的之臨

床試驗。但符合下列所有條件者，不在此限：

一、無法由有能力簽署受試者同意書之受試者達成試驗目標之臨床試驗。

二、臨床試驗對受試者之可預期危險很低。

三、對受試者利益之負面影響很小。

四、法律未禁止。

五、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書面核准。

前項但書之情形，應選擇試驗藥品所治療疾病之病患參與試驗。受試者應

特別嚴密監測，如有過度不適情形，應即退出臨床試驗。

第 三 章 人體試驗委員會

試驗機構為審查藥品臨床試驗，應設人體試驗委員會，組成人員應具備審

查及評估藥品臨床試驗之科學、醫學或倫理資格及經驗。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委員至少五人，其中至少一位為非科學背景者，且至少

一位為非試驗機構成員。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建立並遵守書面作業程序，且應保存活動之書面紀錄及

會議紀錄。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應符合主管機關公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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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決議，應依前條第四項之規定。

委員未親自參與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審查及討論，不得參與決議或提出意見

。

試驗主持人得提供任何有關試驗之資料，但不得參與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審

議、決議或提出意見。

人體試驗委員會得邀請非委員之專家給予特定專業上之協助。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保存書面作業程序、委員名單、委員職業及聯繫名單、

送審文件、會議紀錄、信件、及其他臨床試驗相關資料至試驗結束後三年

，且可供主管機關隨時調閱。

試驗主持人、試驗委託者或主管機關得向人體試驗委員會索取書面作業程

序及全體委員名單，人體試驗委員會不得拒絕。

第 四 章 試驗主持人

試驗主持人應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格及能力，並具備適當執行臨床試驗

之經驗及資源。

試驗主持人應完全熟悉試驗藥品於試驗計畫書、最新版主持人手冊、藥品

資訊，及其他由試驗委託者提供之藥品資訊中描述之使用方法。

試驗主持人應明瞭並遵守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要求。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接受試驗委託者之監測與稽核，並接受主管機關

或其指定機構之查核。

試驗主持人應保留其授權臨床試驗相關責任之試驗相關人員名單。

試驗主持人應證明其能在試驗計畫書規定之時間內募集足夠之受試者。

試驗主持人在試驗期間內，應有充分時間以執行與完成試驗。

試驗主持人應有充分之合格試驗相關人員及設施，以適當並安全的執行試

驗。

試驗主持人應監督其授權執行與試驗相關業務之人員及單位。

試驗主持人應確保所有試驗相關人員對試驗計畫書及研究藥品充分了解，

以及其於臨床試驗中之責任與工作。

試驗計畫書及主持人手冊若在臨床試驗期間更新，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

應主動提供人體試驗委員會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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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條

第 41 條

第 42 條

第 43 條

第 44 條

第 45 條

第 46 條

第 47 條

第 48 條

第 五 章 試驗委託者

第 一 節 通則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甄選試驗主持人。

試驗委託者與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達成協議執行試驗前，試驗委託者應

提供試驗計畫書與最新版主持人手冊予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且應給予

試驗主持人充分之時間檢閱試驗計畫書及相關資訊。

試驗委託者應獲得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對於以下事項之同意：

一、遵守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定，並依據試驗委託者及人體試驗委員會

    同意之試驗計畫書，進行試驗。

二、遵守數據紀錄及報告之程序。

三、接受監測，稽核及查核。

四、依試驗委託者指定之期間保存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建檔之必要文

    件。

試驗委託者、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在試驗計畫書或其他文件上共同

簽章，以確認此協議。

試驗委託者得移轉部分或全部與試驗相關的權利與義務於受託研究機構。

但關於維護試驗數據的品質與完整性之最終責任，仍應由試驗委託者負責

。

前項委託，應以書面為之。

於第一項移轉之權利義務範圍內，受託研究機構準用本準則有關試驗委託

者之規定。

試驗委託者得設立獨立數據監測委員會，以定期評估安全性數據、重要療

效指標等臨床試驗之進展。

獨立數據監測委員會得建議試驗委託者繼續、修正或終止此項試驗。

獨立數據監測委員會應建立書面標準作業程序，並保留所有會議之書面紀

錄。

試驗委託者應任用合格、適當，以及能對試驗相關醫療問題提供意見之醫

療人員。必要時，亦可指派外部顧問擔任上述工作。

臨床試驗開始前，試驗委託者應定義及分配所有試驗相關之責任與功能。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因試驗所生之賠償責任或投保責

任保險。但因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之醫療疏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或試驗委託者之試驗相關人員不遵從試驗計畫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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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條

第 50 條

第 51 條

第 52 條

第 53 條

第 54 條

第 55 條

本準則之規定時，試驗委託者應採取迅速之措施以確保其遵從。

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不遵從前項措施者，試驗委託者應依第一百十六條

之規定處理。

第 二 節 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

試驗委託者應以書面標準作業程序規定並持續執行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系

統，以確保試驗進行及數據之產生、紀錄與報告皆遵守試驗計畫書與本準

則之要求。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取得試驗機構之同意，直接監測和稽核試驗相關場所、

原始資料、文件及報告，並可接受主管機關查核。

試驗委託者與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或任何其他參與此臨床試驗之人員所

訂定之協議，皆應以書面為之，並得作為試驗計畫書之一部分。

試驗委託者應任用合格適當之人員設計試驗計畫書之內容，製作個案報告

、規劃分析、期中報告及臨床試驗報告。

第 三 節 數據處理及保存

數據處理之所有步驟應執行品質管制，以確保所有數據之可信度及其處理

之正確性。

試驗委託者應任用合格適當之人員，負責以下工作：

一、監督試驗之執行。

二、處理與驗證試驗數據。

三、統計分析。

四、其他與試驗執行有關之作業。

臨床試驗使用電子資料處理系統或遠端電子資料處理系統時，試驗委託者

應執行下列事項：

一、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確保電子資料處理系統符合試驗委託者對資料完

    整性、精確度、可信度及一致性之要求。

二、遵循並保存系統之標準作業程序。

三、確保系統對資料更正之設計保存原有紀錄，且不將原輸入資料刪除。

    系統應分別保存稽核路徑、資料路徑與修正路徑。

四、應有安全程序以防止未經授權者使用系統或數據。

五、保有授權修正試驗數據之人員名單。

六、保留適當之資料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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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條

第 57 條

第 58 條

第 59 條

第 60 條

第 61 條

第 62 條

第 63 條

第 64 條

第 65 條

第 66 條

第 67 條

七、確保盲性設計。

八、電腦系統變更時，數據完整性之確保。

資料於處理過程中經過轉換者，原始觀察資料應能與轉換後資料進行比較

。

試驗委託者應建立清楚之身分代碼，以確認每位受試者 之試驗數據。

試驗委託者或其他數據所有者，應保存所有試驗委託者應負責與試驗相關

之必要文件，至試驗藥品於我國核准上市後至少二年。但其他法規規定之

保存期間長於二年者，從其規定。

試驗委託者終止試驗藥品之臨床研發工作時，應通知所有試驗主持人、試

驗機構及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試驗委託者應保存第五十八條之必要文件至試驗正式停止後至

少二年。但其他法規規定之保存期間長於二年者，從其規定。

試驗相關資料之權利移轉，應通知主管機關。

試驗委託者應書面通知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紀錄保存之必要性。

試驗相關紀錄無須繼續保存者，試驗委託者應書面通知試驗主持人及試驗

機構。

第 四 節 試驗藥品之管理

籌畫試驗計畫時，試驗委託者應有充分之非臨床或臨床研究之安全性及有

效性資料，以支持受試者於試驗期間內能承受其給藥方式及劑量。

發現與試驗藥品有關之重大新資訊時，試驗委託者應立即更新主持人手冊

。

試驗藥品、對照藥品及安慰劑之特性應合於藥品發展之階段，且其製造、

處理及儲存，應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其代碼及標籤，應得以保護盲性

設計。

試驗委託者應決定試驗藥品之儲存溫度、儲存條件、儲存時間、溶劑及注

射器材，並通知監測者、試驗主持人、藥師、倉儲及其他相關人員。

試驗藥品應以適當包裝，避免運送與儲存期間之污染與變質。

盲性試驗之藥品代碼系統，應能於緊急情況時迅速辨別所使用之藥品，而

不會破壞盲性設計之功能。



2020/10/5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media=print&pcode=L0030056 10/18

第 68 條

第 69 條

第 70 條

第 71 條

第 72 條

第 73 條

第 74 條

臨床發展過程中試驗藥品或對照藥品之配方有重大改變者，應於新配方使

用於臨床試驗前，完成新配方是否會明顯改變藥品安定性、溶離率、生體

可用率及其他藥動學特性之研究評估。

試驗未經核准，試驗委託者不得提供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試驗藥品。

試驗委託者所訂定之書面程序中，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試驗主持人與試驗機構應遵守試驗藥品處理及保存程序之文字。

二、藥品之處理、貯存、發藥、自受試者處取回餘藥、將餘藥歸還試驗委

    託者之程序。

試驗委託者對於試驗藥品之處理，應執行下列事項：

一、準時交付試驗藥品予試驗主持人。

二、保留運送、接收、配置、回收及銷毀試驗藥品之文件紀錄。

三、遵循並保存試驗藥品之回收系統及其紀錄。

四、遵循並保存餘藥配置系統及其證明文件。

五、確保試驗藥品於使用期間之安定性。

六、保存足夠之試驗藥品樣品，必要時得再詳細確認其特性。

七、保存各批次樣品分析及特性之紀錄。

為取得延長藥品儲存時間之許可而保留前項第六款及第七款之樣品者，其

樣品應保留至安定性試驗數據分析完成時。但法規規定較長期間者，從其

規定。

試驗委託者應持續進行試驗藥品之安全性評估。

第 五 節 監測

試驗委託者應考量受試者保護及數據完整性的風險，訂定監測計畫，確保

試驗於適當之監測下執行。

試驗委託者得選擇實地監測、系統遠端監測或實地合併系統遠端監測。

前項監測，僅採行系統遠端監測者，應先經合理性評估，確認其適當性後

，方得為之。

第一項計畫之內容包括監測策略、監測人員之職責、監測方法與採行理由

，及應監測之關鍵數據與過程。

監測之目的如下：

一、確保受試者之權利及福祉受到保護。

二、確保所報告之試驗數據準確、完整，且可自原始資料中查證。

三、確保試驗之執行符合已核准試驗計畫書及其修正書、本準則及相關法

    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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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 條

第 76 條

第 77 條

監測者之選擇及其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監測者應由試驗委託者指派。

二、監測者應有適當之訓練，且應有足以適當監測試驗的科學及臨床知識

    。

三、監測者之資格應有書面證明。

四、監測者應熟知試驗藥品、試驗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及其他給與受試

    者之書面資料、試驗委託者之標準作業程序、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

    定。

試驗委託者應決定適當之監測範圍及性質。監測範圍與性質之決定應考量

試驗之目標、目的、設計、複雜性、盲性、規模及療效指標。

試驗開始前、試驗期間及試驗後，應進行實地監測。但試驗委託者得增加

試驗主持人訓練或會議等監測程序。

監測者選擇驗證數據時，得以統計抽樣方式為之。

監測者應依試驗委託者之要求，進行下列措施，以確保試驗正確執行及紀

錄：

一、監測者應擔任試驗委託者及試驗主持人間之主要溝通聯繫者。

二、監測者應確認試驗主持人有適當之資格與資源，並且在試驗過程中仍

    維持其適當性。

三、監測者應確認試驗相關人員及實驗室、儀器等試驗相關設備，可適當

    、安全及正確地執行試驗，並且在試驗過程仍維持其適當性。

四、監測者應確認試驗藥品符合下列規定：

 (一) 符合儲藏時間與條件之要求，且試驗過程中有充分試驗藥品之供給

      。

 (二) 試驗藥品僅提供於符合資格之受試者，且其使用劑量符合試驗計畫

      書之規定。

 (三) 提供受試者正確使用、處理、儲藏及歸還試驗藥品之必要說明。

 (四) 試驗場所試驗藥品之接收、使用及歸還，應有管制且有適當紀錄。

 (五) 試驗場所未使用試驗藥品之處理，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且符合試

      驗委託者授權之步驟。

五、確認試驗主持人遵守經審查核准之試驗計畫書及其修正書。

六、確認受試者於參與試驗前皆已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七、確認試驗主持人收到最新版主持人手冊，及正確執行試驗所需之試驗

    資料與試驗材料。

八、確認試驗主持人與試驗相關人員已被充分告知試驗計畫之各項細節。

九、確認試驗主持人與試驗相關人員依照試驗計畫書及試驗委託者與試驗

    主持人及試驗機構間之書面協議，執行其被指定之職務，且未將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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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 條

第 79 條

    指派未授權人員。

十、確認試驗主持人僅收納符合資格之受試者。

十一、報告受試者之收納速度。

十二、確認正確、完整保存原始數據、檔案與其他試驗紀錄。

十三、確認試驗主持人提供所有必要之報告、通報資料、申請書與送審資

      料，且以上文件皆為正確、完整、即時、字跡清晰、載明日期並可

      認證此試驗。

十四、核對個案報告表之登錄、原始資料、檔案與其他試驗相關紀錄之正

      確性與完整性。監測者應確認以下事項：

   (一) 試驗計畫書所需之數據已正確登錄於個案報告表，且與原始資料

        一致。

   (二) 每位受試者有任何治療劑量或治療方式之變更者，應適當地記錄

        。

   (三) 不良事件、併用藥品與併發症，均依照試驗計畫書登錄於個案報

        告表。

   (四) 受試者未回診、未做之檢驗與檢查，均已清楚登錄於個案報告表

        。

   (五) 所有退出試驗之受試者已登錄於個案報告表，並載明其原因。

十五、通知試驗主持人個案報告表登錄上之錯誤、遺漏或不清楚處，並確

      定試驗主持人已為更正、新增或刪除，且在更改處註明日期、說明

      原因及簽名，或由經授權之試驗相關人員代試驗主持人簽名。簽署

      授權名單應建檔。

十六、核對是否所有不良事件均已依第一百零六條之規定通報。

十七、確認試驗主持人保存試驗之必要資料。

十八、與試驗主持人溝通不符合試驗計畫書、標準作業程序、本準則與相

      關法規規定之處，並採取適當措施避免其再發生。

監測者應遵守試驗委託者建立之書面標準作業程序，及試驗委託者為監測

特定試驗而指定之程序。

監測報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監測者應於每次試驗場所之訪視或試驗相關之溝通後，向試驗委託者

    提出書面報告。

二、報告應包含日期、地點、監測者姓名、及試驗主持人或其他聯絡人之

    姓名。

三、報告應摘要描述監測者檢閱之部分、重大發現、偏離及缺失、結論、

    採取或將採取之措施，及為確保遵守試驗而建議之措施。

四、試驗委託者應指定代表記錄、檢閱及追蹤監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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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0 條

第 81 條

第 82 條

第 83 條

第 84 條

第 六 節 稽核

試驗委託者之稽核為獨立之制度，且不在監測及品質管制功能內，其目的

為評估試驗之執行且確保其遵守試驗計畫書、標準作業程序、本準則及相

關法規之要求。

稽核者之任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試驗委託者應任用臨床試驗及數據收集系統以外之人員進行稽核。

二、稽核者所受訓練應足以適任執行稽核，並以書面證明稽核者之資歷。

稽核程序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稽核之部分、如何稽核、稽核次數及稽核報告之內容及形式，應依

    照試驗委託者之標準作業程序執行。

二、試驗委託者稽核之計畫及程序，應依據試驗之重要性、受試者人數、

    試驗之種類及複雜性、受試者風險，及其他提出之問題訂定。

三、稽核者之觀察和發現，應以書面記錄。

四、為維護稽核功能之獨立性及其價值，主管機關不得要求提供定期稽核

    報告。但證明有嚴重違反本準則之規定或因應司法程序，主管機關得

    要求個別稽核報告五、試驗委託者應提供稽核憑證。

第 六 章 臨床試驗之申請與審查

申請臨床試驗應具申請書，並提出下列文件：

一、試驗計畫書。

二、受試者同意書。

三、受試者招募廣告或其他收集步驟之文件。

四、給與受試者之書面資料。

五、主持人手冊。

六、試驗藥品之現有安全性資料。

七、受試者之補助與補償說明。

八、試驗主持人最新學歷文件或其他可證明其資格之資料。

九、其他經人體試驗委員指定而必要者。

人體試驗委員會宜於一個月內完成臨床試驗之審查，就以下四項審查結果

之一做成審查決定。

一、核准。

二、修正後複審。

三、不核准。

四、中止或終止原核准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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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5 條

第 86 條

第 87 條

第 88 條

第 89 條

第 90 條

第 91 條

第 92 條

第 93 條

審查決定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試驗名稱。

二、試驗機構及試驗主持人。

三、所審查之資料及版本編號。

四、審查結果及其理由。

五、年、月、日。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審查試驗主持人之資格、學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根據受試者所承受之風險，定期評估進行中之臨床試驗。

前項評估每年至少應進行一次。

依受試者以外具有同意權之人同意，而進行臨床試驗時，人體試驗委員會

應確定試驗計畫書及其他文件資料充分提及相關之倫理考量。

第 七 章 臨床試驗之進行

第 一 節 試驗計畫書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依經試驗委託者、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同

意之試驗計畫書執行臨床試驗。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與試驗委託者共

同簽署試驗計畫書或另行簽訂書面契約，以確認雙方之同意。

試驗主持人未取得試驗委託者同意及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前，不應偏離或

變更試驗計畫書之執行。但為及時避免受試者遭受傷害或僅為行政事務之

改變者，不在此限。

為及時避免受試者遭受傷害所為之偏離或變更，試驗主持人應於七日內將

偏離或變更之內容及其原因，或試驗計畫書修正案，提交人體試驗委員會

、試驗委託者；經主管機關核准進行之臨床試驗，應同時提交主管機關。

試驗主持人或經其指定之人員，應記錄及解釋執行試驗計畫書之偏差。

第 二 節 試驗藥品

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應負責試驗藥品之點收及保存。

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得指派專責藥師或適當人員負責部分或全部試驗藥

品之點收及保存。

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被指定之專責藥師或適當人員，應保留下列紀錄

：

一、試驗藥品運送至臨床試驗機構之點收。

二、試驗藥品之存貨。

三、受試者使用之試驗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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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4 條

第 95 條

第 96 條

第 97 條

第 98 條

第 99 條

第 100 條

第 101 條

第 102 條

第 103 條

四、未使用試驗藥品歸還試驗委託者或另外處置之方式。

前項資料應載明日期、數量、批序號、有效日期，及試驗藥品和受試者之

代碼。

試驗主持人應保留文件紀錄，說明其提供受試者之劑量和試驗計畫書規定

相符，且使用之試驗藥品數量與由試驗委託者收到之數量相吻合。

試驗藥品應依試驗委託者要求之方式儲存，並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要求。

試驗藥品僅得使用於經核准之臨床試驗計畫。

試驗主持人或試驗主持人指定之人員，應向受試者解釋如何正確使用試驗

藥品，並應於臨床試驗中每隔一段適當時間，檢查受試者是否遵守說明。

試驗主持人應遵從臨床試驗之隨機分配程序。

前項隨機分配程序若可解碼，應僅依據試驗計畫書規定解碼。

若臨床試驗採盲性設計，而試驗藥品有任何提早解碼之情況，試驗主持人

應立即對試驗委託者解釋，並作書面紀錄。

第 三 節 紀錄與報告

試驗主持人應確保個案報告表和所有需要向試驗委託者報告資料之精確度

、完整性、易讀性及時間性。

個案報告表中之資料，應與原始資料相同。如有差異，應解釋其原因。

個案報告表之任何修正，應記錄其修正日期及修正原因，且不得覆蓋原先

之紀錄。

前項規定，適用於書面資料與電子資料之修正。

試驗主持人應指定代表記錄個案報告表之修正，且修正內容應經試驗主持

人同意。

試驗主持人應保留修正紀錄。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善保管所有臨床試驗相

關重要文件，並防止遭受意外之破壞或提早銷毀。

前項文件，應保存至試驗藥品於我國獲准上市後至少二年。但其他法規規

定之保存期間長於二年者，從其規定。

臨床試驗之財務計畫，應由試驗委託者和試驗機構或試驗主持人訂定書面

契約。

監測者、稽核者、人體試驗委員會或主管機關得要求檢視任何與試驗相關

之資料。但檢視受試者個人之身分資料前，應先確認已取得受試者書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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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4 條

第 105 條

第 106 條

第 107 條

第 108 條

第 109 條

第 110 條

第 111 條

意。

主管機關得要求試驗主持人向其所屬機構提出書面報告，說明臨床試驗進

度。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每年應將臨床試驗進度向人體試驗委員會提出定期

摘要報告。必要時，人體試驗委員會得要求縮短定期摘要報告之間隔期間

。

發生重大影響臨床試驗執行或增加受試者風險之情形，試驗主持人應立即

向試驗委託者、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提出書面報告。

受試者發生任何嚴重不良事件，試驗主持人應立即通知試驗委託者，並儘

快提供詳細書面報告。發生未預期之嚴重藥品不良反應，試驗主持人應立

即通知人體試驗委員會。但若試驗計畫書或其他文件明確排除者，不在此

限。

試驗委託者獲知未預期之死亡或危及生命之嚴重藥品不良反應，應於獲知

日起七日內通報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並在獲知日起十五日內提供詳細

書面資料。

試驗委託者獲知未預期之死亡或危及生命以外之嚴重藥品不良反應，應於

獲知日起十五日內通報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並提供詳細書面資料。

第一項之口頭及書面報告，應以受試者代碼代表受試者之身分，不得顯示

受試者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或其他可辨認受試者身分之資訊。

嚴重不良事件與嚴重藥品不良反應之項目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發生與試驗藥品安全性評估相關之不良反應或異常實驗室檢查值時，試驗

主持人應於試驗計畫書規定之時間內向試驗委託者提出書面報告。

發生死亡病例時，試驗委託者、人體試驗委員會與主管機關得要求試驗主

持人提出驗屍報告、最終醫療紀錄及其他任何額外資訊。

以下情形發生時，試驗委託者應立刻通知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及主管機

關：

一、可能危害受試者安全之新發現。

二、影響試驗執行之新發現。

三、影響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試驗繼續進行之新發現。

試驗委託者應向主管機關提出最新安全性報告。

試驗完成或提早終止時，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提供試驗委託者及主管

機關其所要求之任何報告，並提供人體試驗委員會試驗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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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2 條

第 113 條

第 114 條

第 115 條

第 116 條

第 117 條

第 118 條

第 119 條

第 120 條

第 121 條

第 122 條

前項情形，試驗委託者應向主管機關提出完整詳盡之臨床試驗報告。

前項報告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公告。

第 四 節 試驗之中止與終止

試驗中止或終止時，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立即通知受試者，並確保受

試者有適當之治療及追蹤。

前項情形，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將試驗中止或終止之事由，以書面通

知主管機關。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未事先獲得試驗委託者之同意，而中止或終止臨床

試驗者，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立即通知試驗委託者與人體試驗委員會

，並提出詳細書面報告。

試驗委託者中止或終止臨床試驗者，試驗委託者應立即通知試驗主持人、

試驗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並提出詳細書面報告。

人體試驗委員會終止或暫停試驗者，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立即通知試

驗委託者，並提出詳細書面報告。

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重大或持續違反試驗計畫書，試驗委託者應終止其

繼續參與臨床試驗，並立即通知主管機關。

第 五 節 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所有試驗主持人應遵守經試驗委託者所同意

，並經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所核准之試驗計畫書。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對於依試驗計畫書收集額外數據之試驗主持

人，試驗委託者應提供能獲得額外數據之補充個案報告表。

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進行前，應以書面記載試驗主持人及其他參與之試驗

主持人之責任分配及協調方式。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所有試驗主持人應遵從一致之標準評估臨床

結果、實驗室結果及填寫個案報告表。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試驗委託者應加強試驗主持人間之溝通。

第 八 章 附則

本準則施行前已依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進行藥品臨床試驗者，於本準則

施行後，應依本準則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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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