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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妇科异常子宫出血缺铁性贫血（AUD-IDA）患者静脉铁剂应

用情况，建立药物利用评价（DUE）标准，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综合评价静脉铁

剂临床应用的合理性，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应用静脉铁剂治疗 AUD-IDA 患者的病历资料，从蔗糖铁注射液的适

应症、给药途径及频次、日剂量、溶媒、联合用药、禁忌症等方面进行专项合理性点评，

制定该药 DUE 标准。采用 AHP 对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妇科 113 例应用静脉铁剂的归档

病例进行分析评价。结果  使用蔗糖铁注射液患者 113 例，适应证、给药途径、溶媒、

禁忌症、过敏反应处理均合理；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主要为：给药频次不适宜、日剂量不

适宜、联合用药不适宜、总补铁量不达标以及用药后未进行持续性用药监护。各病例分

值 90~100 分、70~ ＜ 90 分、60~ ＜ 70 分的患者及其占比分别为 6 例（5.31%）、106

例（93.81%）和 1 例（0.88%）。结论  AUD-IDA 患者在临床应用静脉铁剂时应注意用

法用量、总补铁量、药物的联合应用以及用药后的持续性用药监护，提高其使用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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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intravenous iron in patients with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AUD) and iron deficiency anemia (IDA) in gynecology, to establish 
the drug utilization evaluation (DUE) standard, an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ntravenous iron b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intravenous iron in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The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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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s of patients with AUD and IDA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2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collected, and the special rationality 
of the drug was evalu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dications, route and frequency of administration, 
daily dosage, solvent, combination medication, and contraindications of iron sucrose injection, 
and the DUE standard of the drug was formulated. AHP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113 
archived cases of intravenous iron in gynecology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2. Results  
A total of 113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iron sucrose injection, and the indications,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solvent, contraindications, and allergic reactions were reasonable. The main 
unreasonableness was that the frequency of administration was inappropriate, the daily dose 
was inappropriate, the combination was not appropriate, the total iron supplement was not 
up to standard, and there was no continuous drug monitoring after medication. The case 
scores 90~100, 70~<90 and 60~<70 were 6 (5.31%), 106 (93.81%) and 1  (0.8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AUD and ID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osage, total amount of 
iron supplementation,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drugs and continuous medication monitoring 
after intravenous iron supplement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their use.

【Keywords】Drug utilization evaluation standar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Iron deficiency anemia; Iron sucrose injection; Evaluation standard

异 常 子 宫 出 血（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AUD）是临床上妇科常见的症状和疾病，多发生

于青少年、绝经前女性和体重超重的女性，是指

与正常月经女性相比，在月经周期规律性、经期

时间长度以及月经期间出血量有一项不符合并且

出血源自子宫腔的异常出血 [1]。临床主要表现为

经期疼痛、腹痛和情绪异常等，若病情未得到及

时控制，继而会出现易疲劳、倦怠以及贫血等症

状，甚至可导致不良后果 [2-3]。AUD 病因复杂，

需及时予以对症治疗，对于出现缺铁性贫血（iron 

deficiency anemia，IDA）症状的患者主要治疗方

法以口服补铁剂为主，但口服铁剂治疗对胃肠道

刺激较大，部分患者难以接受，静脉铁剂治疗则

能够避免或减轻对胃肠道的刺激，更有利于药物

吸收而达到较好的临床疗效；对铁剂口服吸收不

好或是对于无法耐受口服铁剂者应给与静脉铁剂

进行治疗。但临床关于静脉铁剂使用情况及其合

理性应用尚无统一标准。目前临床使用的静脉铁

剂多为蔗糖铁注射液，本研究拟以蔗糖铁注射液

为例，回顾性收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收治的 113 例异常子宫出血缺铁性贫血（AUD-

IDA）患者的病历资料，对 AUD-IDA 患者的静脉

铁剂使用情况进行药物利用评价（drug utilization 

evaluation，DUE）及安全性分析，旨在为 AUD-

IDA 患者合理使用静脉铁剂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管理信息

系统，回顾性收集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收治的

113 例 AUD-IDA 住院患者病历资料。该研究经

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

过（批件号：2022-KY-243-001），并取得患者

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评价项目

①基本资料：年龄、性别、临床诊断、体重、

贫血实验室指标（血红蛋白、铁蛋白、转铁蛋

白饱和度）。②静脉铁剂用药具体情况：用法用

量、日剂量、疗程、总补铁量、联合用药情况等。

③ 用药监护情况：监测患者血常规、血清铁蛋

白水平。

1.2.2  DUE标准的制定
参照《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2019 年版

静脉铁剂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妇科围手术期患

者血液管理的专家共识》及蔗糖铁注射液说明书、

相关文献 [4]，制定静脉铁剂 DUE 标准，包括适应

症、给药途径、给药频次、溶媒、日剂量、总补

铁量、联合用药、禁忌症、过敏反应处理和用药

监护 10 项指标（表 1）。药物点评评价小组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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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与妇

产科临床药师、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及内分泌科

副主任药师（临床药师）、肾内科副主任药师（临

床药师）各 1 名组成。

项目 内容

适应症 ①血红蛋白，男性＜130 g /L，女性＜120 g /L

②红细胞压积，男性＜39% ，女性＜6%

③静脉铁剂用药指征：

 a. 持续失血，需要快速补充储存铁的患者，铁剂口服后不能满足补铁需求的患者

 b. 不能耐受铁剂口服的IDA患者

 c. 中度及重度贫血患者

 d. 解剖或生理状态致口服铁剂不利于吸收的患者

 e. 失血量大于500 mL、手术时间大于2 h或6周以内需行手术的铁剂缺乏患者

给药途径 静脉滴注、缓慢静脉注射

给药频次 2~3次/周

溶媒 0.9%氯化钠注射液

日剂量 ①静脉滴注：100~200 mg/次

②静脉注射：≤200 mg/次

总补铁剂量 ①总补铁量=体重（kg）×（血红蛋白目标值-血红蛋白实际值）（g/L）×0.24+储存铁量（血红蛋

白目标值=150 g/L，储存铁量=500 mg），铁剂总量不得超过总补铁量。

②体重50~70 kg 总补铁量1 500 mg，体重大于70 kg总补铁量2 000 mg。

联合用药 口服与静脉铁剂使用序贯使用时应间隔5 d

禁忌症 ①对蔗糖铁注射液辅料过敏的患者

②铁过量或铁利用障碍

过敏反应处理 对于既往有药物过敏史的患者推荐首先缓慢静推试验剂量，其他患者无需给予试验剂量

用药监护 监测血常规、血清铁蛋白水平

1.2.3  确立指标权重
基于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确 立 指 标 相 对 权 重， 首 先 比 较 10 个 指

标 Mn（n=1，2，……10）的相对重要性并确立

每个指标的权重。比较 2 个不同的指标 ma 和

mb（a ≠ b） 的 相 对 重 要 性， 分 别 记 为 mab 和

mba。 若 mab ＞ mba， 则 认 为 ma 比 mb 相 对 强

（ma ＞ mb）。 若 指 标 ma 和 自 身 的 比 较 无 意

义， 即 maa=0。mab 和 mba 应 满 足：mab ≥ 0，

mba ≥ 0，mab+mba=1。 由 mab、mba 和 maa 组

成的矩阵称之为属性判断性矩阵，并且应对属性

判断性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按照公式（3）进

行检验（属性判断性矩阵具有一致性，如果对

任 何 a、b、c 有 ma ＞ mb、mb ＞ mc， 则 ma ＞

mc）。

公式（1）中 g(x) 为分段函数，当变量 x 取

不同值时，g(x) 也随之变化；公式（2）中 I 为以

a 为变量的集合函数，对任何变量 a，当 I 为非空

集合时，得出相应的 a 值与 b 值，若都满足公式（3）

时，则称矩阵符合一致性要求；按公式（4）计

算得相应指标相对属性权重向量。公式（4）中

wc(a) 为第 a 个指标的相对权重，10 个评价指标的

权重用 wc(a) 表示，a=1，2，……10。

g(x) = {1, x > 0.5
0, x ≤ 0.5 

  Ia = *j: g(uab) = 1,1 ≤ b ≤ n+ 

  g(uac) − g [∑ g(ubc
j∈Ia

)] ≥ 0,1 ≤ c ≤ n 

wc(a) =
2

n(n − 1)∑uab
n

b=1
 

表1  静脉铁剂的DUE标准

Table 1. The DUE standar of intravenous iron

（2）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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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获取相应分值及用药合理性的点评
方 法

点评小组对于符合 AHP 构建矩阵规则的病

例进行讨论，根据确定的相对权重系数来分别赋

予相应指标（包括适应症、溶媒、给药途径、给

药频次、日剂量、补铁总剂量、联合用药、是否

有禁忌症、出现过敏反应处理、用药监护）对应

的分值，对病例中不符合点评标准的指标扣除相

应的分值，从而得到最终的各病例分值。参照既

往文献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优秀：90~100 分；良

好：70~ ＜ 90 分；合格：60~ ＜ 70 分；不合格：

＜ 60 分 [5]。根据最终建立的标准，由评价小组对

AUD-IDA 的患者静脉铁剂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价，

对于无法准确判断的 AUD-IDA 患者病例，必须

经由评价小组成员经过共同讨论后，达成共同的

最终点评结果。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纳入 AUD-IDA 患者 113 例。年龄 18~61 岁，

平均年龄（39.78±8.54）岁；体重 45~119 kg，平

均体重（79.54±21.28）kg。

2.2 各指标权重系数及得分情况
由评价小组根据 AHP 标准构建矩阵并确立

10 个指标（包括给药途径、溶媒、适应症、给药

频次、日剂量、补铁总剂量、联合用药、禁忌症、

过敏反应处理、用药监护）的权重系数，并赋予

各指标相应的分值，结果见表 2。

2.3 各项评价指标不合理情况
不合理的部分主要表现为给药频次不适宜、

日剂量不适宜、联用药物不适宜、总补铁量不达

标以及用药后未进行用药监护，结果见表 3。

指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权重值（%） 指标分值

给药途径 1 1 0.250 0.333 0.333 0.500 0.500 1 1 0.500 6.06 6.064

溶媒 1 1 1 1 1 1 1 1 1 1 9.88 9.882

适应症 4 1 1 1 1 1 1 1 1 1 11.38 11.380

给药频次 3 1 1 1 1 1 1 1 1 1 10.88 10.882

日剂量 3 1 1 1 1 1 1 1 1 1 10.88 10.882

补铁总剂量 2 1 1 1 1 1 1 1 1 1 10.38 10.382

联合用药 2 1 1 1 1 1 1 1 1 1 10.38 10.382

禁忌症 1 1 1 1 1 1 1 1 1 1 9.88 9.882

过敏反应处理 1 1 1 1 1 1 1 1 1 1 9.88 9.882

用药监护 2 1 1 1 1 1 1 1 1 1 10.38 10.382

注：①给药途径；②溶媒；③适应症；④给药频次；⑤日剂量；⑥补铁总剂量；⑦联合用药；⑧禁忌症；⑨过敏反应处理；⑩用药监护。

项目 例数（占比%） 合理性评价

适应症

 符合任意一条即可 113（100.00） 合理

给药途径

 静脉滴注 113（100.00） 合理

给药频次

 隔日1次 58（48.00） 不合理

 每周2~3次 55（51.32） 合理

溶媒

 0.9%氯化钠注射液液200 mL 113（100.00） 合理

表2  构建矩阵与确立权重系数、各指标得分情况

Table 2. Construction of the matrix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weight coefficient, and the score 

of each index

表3  各项评价指标不合理情况

Table 3. The unreasonable stituation of various evaluation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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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患者病例分值
113 例应用静脉铁剂的患者中，90~100 分、

70~ ＜ 90 分、60~ ＜ 70 分的患者及其占比分别

为 6 例（5.31%）、106 例（93.81%)、1 例（0.88%）。

结果见表 4。

个评价指标相应的权重，然后将 10 个点评指标

赋予相应的数字后对病例进行标准评价，此种研

究方法评价结果较传统点评方法更加简明扼要，

有利于更好地评价临床合理用药。但由于给药途

径、溶媒、适应症、给药频次、日剂量、补铁总

剂量、联合用药、禁忌症、过敏反应处理、用药

监护等指标权重系数的确定一定程度上受到各位

点评专家的主观思想与自身专业知识的影响，因

此在 AHP 的评价过程中容易存在一定主观意识导

致评价偏差 [6]。因此，在评价指标矩阵构建情况、

权重系数和指标分值等的实际过程中需由各位专

家独立完成 AHP 的评价后，再共同对给药途径、

溶媒、适应症、给药频次、日剂量、补铁总剂量、

联合用药、禁忌症、过敏反应处理、用药监护等

指标进行商讨以决定最终指标系数。

本研究 113 例点评病例中主要存在以下不合

理情况：①给药频次不适宜。58 例病例给药频次

不适宜。说明书中规定 2~3 次 / 周间隔使用 [7]，

点评不合理病例中给药频次均为隔日 1 次。②总

补铁剂量不适宜。根据《静脉铁剂应用中国应用

专家共识（2019 版）》，静脉铁剂的使用剂量

取决于其主要治疗的目标，即是否为完全补足贮

存铁或者是纠正贫血两个目标。在临床应用中，

剂量的选择一般是根据 AUD-IDA 患者的当前血

红蛋白浓度、体重以及每毫升铁剂中所含元素铁

的含量来计算，或者参考铁需求简化量表进行点

项目 例数（占比%） 合理性评价

日剂量

 200 mg 109（96.47） 合理

 100 mg 3（2.65） 合理

 300 mg 1（0.88） 不合理

总补铁剂量

 小于计算剂量 107（94.7） 不合理

 计算剂量范围内 6（5.30） 合理

联合用药

 口服铁剂 10（8.84） 不合理

 禁忌症 113（100.00） 合理

过敏反应处理

 未发生过敏反应 113（100.00） 合理

用药监护

 未监测血常规、血清铁蛋白水平 5（4.42） 不合理

续表3

表4  病例合理性评定

Table 4. The rationality assessment of cases

得分 评定 例数（%）

90~100分 优秀 6（5.31）

70~＜90分 良好 106（93.81）

60~＜70分 合格 1（0.88）

＜60分 不合格 0（0.00）

3 讨论 

AHP 是由学者提出来解决非数学模型决策问

题的方法，可为功能成本优化与制定方案评价提

供科学及有效的方法，该方法是将与决策有关的

元素按照一定的关系分组并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

结构，可以分解为目标、准则、方案等多个层次，

即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各个组成因素，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然后确定各个评价指

标或影响因素所占权重的方法。相较于传统的只

是对单个点评标准进行的分析评价，AHP 是一

种系统、灵活、简便、有效的决策方法。本研究

通过查阅相关指南、文献、说明书等建立静脉铁

剂的 DUE 标准，并且通过 AHP 评价方法给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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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8]，但在临床中由于住院时间、临床医生对静脉

铁剂了解不够等因素影响而导致补铁量不足 [9- 10]；

点评的 113 例病例中 107 例未达到患者的总补铁

剂量。③联合用药不适宜。113 例病例中 10 例

存在不规范联合使用，主要为联合使用口服铁

剂 [11]。蔗糖铁注射液与口服补铁药物联合使用时，

可以减少口服铁剂的吸收，说明书建议在蔗糖铁

注射液停药 5 d 后使用口服铁剂 [12-14]。④用药监

护。静脉铁剂用药后需要监测患者血常规、血清

铁蛋白水平，113 例病例中，5 例未进行血常规、

血清蛋白水平的复查 [15]。⑤对于既往有药物过敏

史的患者推荐首先缓慢静推试验剂量，其他患者

无需给予试验剂量。113 例均未发生过敏反应，

静脉铁剂可能引起包括危及生命的强烈的过敏反

应，也可能会刺激血管而产生一系列反应，进而

导致静脉炎的发生 [16-19]。因此，临床对于需静脉

补充铁剂的 AUD 患者，要密切观察患者情况，

若出现不良反应，应立即进行处理。

对点评出现的问题，应采取技术、管理干预

相结合的方式，促进静脉铁剂的合理应用 [20]，具

体措施如下：①医务部联合临床药师、临床医生

等对该科室进行静脉铁剂的适应症、给药频次、

日剂量等相关内容培训和考核，指导科室医务人

员合理应用静脉铁剂；②临床药师定期对静脉铁

剂使用进行合理性点评，点评结果上报医务部门，

由临床合理性评价小组终评后进行处罚并整改。

③健全医院信息系统，根据静脉铁剂的评价标准

对处方前置审核系统进行规则设置，加强合理用

药的监督，及时拦截不合理医嘱，提高静脉铁剂

的临床合理应用率。

AUD 患者在临床应用静脉铁剂时应注意用法

用量，建议按照说明书中规定的 2~3 次 / 周使用，

药物使用时应避免与口服铁剂等联合应用，使用

要注意总补铁剂量，需根据患者的当前血红蛋白

浓度、体重以及每毫升铁剂中所含元素铁的含量

来计算，或参考铁需求简化量表进行补充；用药

后需监测患者血常规、血清铁蛋白水平，同时使

用铁剂要询问患者是否有过敏史，要注意静脉铁

剂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及静脉炎的发生，密切观察

患者情况，若出现不良反应，应立即进行处理。

本研究亦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为单中心研究、研

究样本量较少、评价指标有限等，临床将进一步

扩大样本量与评估指标以完善静脉铁剂 DUE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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