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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藥品臨床試驗執行之建議及原則 

問答說明事項 
                                                                                                                                                                        110年6月25日修訂 

 

Q1：有關原則中「試驗委託者若考量使用替代方式(如電訪、視訊等方式)執行

試驗評估等步驟，請將替代方式變更於試驗計畫書，核准後為之，且應有詳細

紀錄以供後續核查。」建議增加說明: 

1. 未變更試驗計畫書的設計下，針對非侵入性的流程變更(例如:電訪、視訊) 

或因考慮受試者安全的緊急之應變措施，得以書面通報衛生主管機關及醫院

倫理委員會後執行。 

2. 若該替代方式需變動以載明於計畫書中的療程，則以計畫書變更申請，經審

查通過後准予執行。 

3. 因各醫院倫理委員會有不同規範及審核流程，委請貴部及食品藥物管理署後

續跟各醫院倫理委員會進行進一步的溝通，以確保雙方於防疫期間對試 

驗計畫應變措施管理一致。 

A1：試驗執行過程中，若因疫情影響導致試驗主持人須使用替代方案(如電訪及 

視訊)等通訊方式執行醫療行為之情事，均請載於計畫書，送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

計畫書變更(須繳交規費)，經核准後始得執行。 

前項變更須檢附文件不限於新版本計畫書，亦可檢送計畫書文件(如計畫書附錄、

appendix 等屬於完整計畫書內之文件)，且經試驗主持人確認簽名，並於申請公文

中載明為因應疫情期間之試驗流程變更。若有多項藥品臨床試驗計畫，得依本部 

107 年 1 月 12 日衛授食字第 1061412172 號函「多項藥品臨床試驗計畫同一變更項

目申請表」辦理。 

若因疫情因素或為及時避免受試者遭受傷害所為之計畫書偏離或變更，應留有完

整相關紀錄供日後核查，並儘快完成通報。 

有關疫情期間藥品臨床試驗相關應變管理措施，食品藥物管理署均持續與各醫院

倫理委員會溝通宣導。 

 

Q2：因應疫情期間防疫需要，受試者如因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其他因素無

法返診，試驗主持人是否得依通訊診查治療辦法辦理? 

A2：參採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10日衛部醫字第1091660661號及109年2月19日衛部

醫字第1091661115號函，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需要，對於配

合檢疫與防疫採行措施之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之就醫方式得依通訊診察治療辦

法規定辦理之函釋原則，如藥品臨床試驗之受試者因疫情因素無法返診，經試驗

主持人專業判斷，視其病情，得以通訊方式詢問病情，為之診察，並開立處方箋，



2 

 

惟仍需取得受試者知情同意，試驗主持人應於試驗機構執行通訊診療過程，以確

保受試者隱私，且應有詳細紀錄，以供後續核查。 

 

Q3：因應疫情期間防疫需要，受試者如因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其他因素無

法前往試驗機構，新版受試者同意書是否可改以口頭方式進行知情同意? 

A3：依據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第20條，受試者同意書應由受試者於參加試

驗前，親自簽署並載明日期。若受試者因疫情無法至試驗機構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可由試驗授權人員以口頭方式進行知情同意，取得受試者口頭同意，惟仍應留有

知情同意過程之文件紀錄，另，受試者仍應完成書面受試者同意書簽署。前述文

件應有詳細紀錄，以供後續核查。 

 

Q4：疫情期間無法執行依照原本監測計畫執行實地監測，是否可以改採系統遠

端監測？ 

A4:依據藥品臨床試驗作業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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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疫情期間無法執行依

照原本監測計畫執行實地監測，試驗委託者如改將採行系統遠端監測，則應先經

合理性評估，確認其適當性並訂定遠端監測計畫後為之。 

監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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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完整監測報告可供查核。 

 

Q5：對於各公司提出的可能應變措施細節，建議得個別以書面資料通報食品

藥物管理署及醫院倫理委員會後執行。 

A5:試驗委託者應事前妥善規劃可能之應變措施，若應變措施內容或流程涉及試驗

主持人須使用替代方案如電訪及視訊等通訊方式執行醫療行為之情事請依「 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藥品臨床試驗執行之建議及原則」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