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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模型引导的华法林精准用药是基于定量药
理理论，通过数学建模与模拟技术，将患者信息、

疾病和华法林药动学)药效学特征等相关信息进
行整合，实现个体化用药的方法。相较于经验用

药，该法可提高华法林治疗的安全、有效、经济和

可依从性。本专家共识介绍了华法林的常用建模

和模拟技术、以及基于模型在制订和调整华法林

的给药方案、提高和改善治疗的依从性和经济性

方面的应用。此外，本文还重点阐述了华法林药

学服务路径中的具体实施步骤，以期推动模型引

导的华法林精准用药的普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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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年代以来，以华法林为代表的维生
素 I拮抗剂开始广泛应用于血栓栓塞性疾病的治
疗和预防。华法林的药动学和药效学个体间和个

体内变异大，疗效易受到年龄、体重、遗传因素、合

并用药、吸烟、饮酒、饮食、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同时，华法林的治疗窗窄，易出现抗凝不足或

过度的现象，因此需要定期监测凝血功能评估抗

凝疗效，并进行个体化的精准用药。新型口服抗

凝药由于药物)食物影响小和无需常规监测凝血
功能等优点，已经逐步代替华法林，成为非瓣膜性

房颤和静脉血栓栓塞患者首选抗凝药物。但在抗

磷脂抗体综合征和心脏瓣膜疾病，尤其是机械瓣

膜置换的患者中，华法林仍然是目前唯一可供选

用的口服抗凝药物。

通过建模和模拟的方法，基于生理、病理、遗

传、饮食、合并用药等因素建立华法林的定量药理

模型，可以进行个体化的精准用药，有效减少患者

因华法林导致的出血或栓塞的风险。本共识基于

文献报道和专家实践经验，经撰写专家组会议讨

论一轮，再经全体专家书面意见征询二轮后形成。

共识中重点阐述了华法林精准用药模型的种类和

应用，并详细介绍了相关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5=<@<5;= FE5<C<7@ CD117J0<@A C>C0E8K !L,,）的使
用和注意事项、模型引导的华法林药学服务路径，

以期推动模型引导的华法林精准用药的普及和发

展。

!　 背景

!"!　 作用机制　 肝脏在合成维生素 I 依赖性凝
M 血因子（Ⅱ、Ⅶ、Ⅸ和Ⅹ）和内源性抗凝物（蛋白 !

和蛋白 ,）过程中，必需借助还原型维生素 I 完成
谷氨酸残基的 γ羧化。还原型维生素 I 的合成
取决于维生素 I 环氧化物还原酶复合物亚基 %
（N<0;8<@ I E17O<FE JEFD50;CE !781=EO ,DPD@<0 %K
QIR*!%）介导的氧化还原反应。华法林通过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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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R*!%的活性，干扰维生素 I 依赖性凝血因子
（Ⅱ、Ⅶ、Ⅸ、Ⅹ）的合成，而发挥强效抗凝作用［%］。

!"#　 药动学　 华法林口服给药后吸收迅速，生物利
M 用度 S -'T，口服约 $ / 后血药浓度达峰。华法林

主要分布在血浆中，血浆蛋白结合率约为 --T，分
布容积约为'4%$ U)VA。华法林可进入胎盘，但不经
乳汁分泌。华法林为外消旋异构体（*型和 , 型对
映体）混合物，在肝脏中通过多种同工酶广泛代谢。

,华法林主要经细胞色素 W$.'（5>075/J78E $.'K
!XW）&!-代谢成 (K9羟基华法林，*华法林主要经
!XW%H&和 !XW#H$代谢成 (KYK%'羟基华法林［&］。,
华法林的消除半衰期为 %Y ～ #. /，*华法林的消除
半衰期为 &' ～ 9' /。华法林的代谢物主要经尿液
排出，少量通过粪便排出体外［#］。

!"$　 药效学　 华法林口服 &$ / 内可开始发挥抗
M 凝作用。其中，,华法林的抗凝活性是 *华法林

的 & ～ .倍左右。华法林的抗凝活性在连续服用
华法林 # ～ $ F 后，才能达到峰值［&］。单剂量华法

林的抗凝作用可持续 & ～ . F。国际标准化比值
（<@0EJ@;0<7@;= @7J8;=<?EF J;0<7K +"*）是目前评估
华法林抗凝作用的首选指标。此外，可采用治疗

范围内的达标时间百分比（0<8E <@ 0/EJ;1ED0<5
J;@AEK ZZ*）［$.］分析华法林抗凝治疗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　 药物基因组学 　 影响华法林药动学和药效
M 学参数的基因主要包括 !"#$%&［(］、%'()%*［9］和
[ %'(+,)［Y］等。其中，!"#$%& 和 %'()%* 可以解释
[ 华法林剂量个体差异的 #.T ～ .'T，被纳入多个华

法林定量药理学模型中［-］。

编码 QIR*!%的基因位于人染色体 %(1=%4&，
全长约 $ VP。!"#$%& 启动子非编码区的 %(#-\

[ S H（JC--&#&#%）可降低患者 QIR*!%的生理活性，
提高患者对华法林的敏感程度。!"#$%& HH、H\

[ 与 \\三种基因型在中国汉族人群中的平均分布
分别为 9-4Y9T、%9499T和 &4#(T［%'］。与野生型

!"#$%&%(#-\\相比，携带 !"#$%& 突变基因型
[ （HH)H\）患者所需的华法林剂量更低。

编码 !XW&!- 的基因位于人染色体 %']&$4&
上，全长约 .. VP。%'()%*^# 基因突变可以使肝

[ 脏对华法林的代谢能力下降 9'T ～ Y.T，显著提高
华法林的暴露量。%'()%*^%)^%、̂%)^#和^#)^#三

[ 种基因型在中国汉族人群中的频率分别为-%4'T、

Y4$$T和'4..T［%'］。与 %'()%*^%纯合子患者相比，
[ 携带^#突变基因的患者只需低剂量的华法林就

能达到相同抗凝效应［%%］。

编码维生素 I% 氧化酶 !XW$_&［Y］的基因位于
人染色体 %-1%#4%%，全长约 && VP。%'(+,) ! S Z

[ （JC&%'Y(&&）基因突变会降低维生素 I% 氧化酶的

活性，减少维生素 I的清除速率，从而拮抗华法林
的抗凝作用。%'(+,) !!、!Z 和 ZZ 三种基因型在

[ 中国汉族人群中的频率分别为..4#'T、#94Y(T和
(4Y#T［%'］。与 !!型野生型相比，携带 Z型突变基
因的患者所需华法林剂量更高［%&］。

#　 模型及其应用

通过数学建模和模拟的方法，模型引导的精准

用药（87FE=<@`7J8EF 1JE5<C<7@ F7C<@AK a+WL）可
汇总并分析华法林已有的研究数据、结合药物治疗

学、临床药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构建华法林的剂

量效应数学模型，定量预测华法林的生物标志物
+"*水平和治疗结果。常用的模型包括但不限于
多元线性回归（8D=0<1=E =<@E;J JEAJECC<7@K aU*）模
型、群体药动学)药效学（171D=;0<7@ 1/;J8;57V<
@E0<5)1/;J8;57F>@;8<5K 群体 WI)WL）模型、人工智
能（;J0<`<5<;= <@0E==<AE@5EK H+）、生理药动学（1/>C<7
=7A<5;==> P;CEF 1/;J8;57V<@E0<5K WbWI）模型等。本
共识将重点阐述与华法林精准用药相关模型的基

本原理和典型应用。

#"!　 常用模型及其特点　
&4%4%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aU*模型是建立多个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线性数学模型数量关系式的

统计方法，能够同时纳入多个影响因素对因变量

进行预测。该法将患者的生理、病理、合并用药和

基因多态性等因素作为自变量，剂量作为因变量，

通过 aU* 筛选影响因素，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公
式，估算达到目标 +"*值所需的华法林剂量。

目前，国内外已发表了众多关于成人患者的

华法林给药剂量的 aU* 剂量预测模型。其中，
&''Y年美国华盛顿大学 \;AE 等学者［%#］和 &''-
年国际华法林遗传药理学联盟（+@0EJ@;0<7@;=
c;J`;J<@ W/;J8;57AE@E0<5C !7@C7J0<D8K +cW!）［%$］

所建立的华法林初始稳态剂量预测模型应用较为

广泛。中南大学谭胜蓝等［%.］建立了中国人工心

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的华法林稳态剂量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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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模型）。福建医科大学夏霄彤等［%(］开展了

一项中国的多中心研究，首次建立了基于基因多

态性的汉族人群华法林初始达标剂量的预测模型

（苜蓿草模型）。上述模型均基于成人数据构建，

而针对儿科患者的 aU* 模型相对较少。英国纽
卡斯尔大学 b<CC 等［%9］构建了基于儿童人群的

aU*模型，可预测儿科患者的华法林稳态剂量，应
用较为广泛。目前，常用的 aU*模型见表 %。

表 !　 华法林个体化给药 &'(预测模型

模型名称 预测公式

+cW!模型

周剂量（8A)3）e .4('$$ － '4&(%$ ×年龄分级; G '4''Y9 ×身高（58）G '4'%&Y ×体质量（VA）－
'4Y(99 × QIR*!% H\ － %4(-9$ × QIR*!% HH － '4$Y.$ × QIR*!% 基因型未知 － '4.&%% × !XW&!-^%)
^& － '4-#.9 × !XW&!-^%)^# － %4'(%( × !XW&!-^&)^& － %4-&'( × !XW&!-^&)^# － &4##%& × !XW&!-^#)
^# － '4&%YY × !XW&!- 基因型未知 － '4%'-& ×亚洲人 － '4&9(' ×非洲人或非裔美国人 － '4%'#& ×
种族未知或混血 G %4%Y%( ×使用酶诱导剂 － '4..'# ×使用胺碘酮

\;AE 模型
初始剂量（8A)F）e EO1［'4-9.% － '4#&#Y × QIR*!% － %(#- \4 ＞ H G '4$#%9 ×体表面积（8&）－
'4$''Y × !XW&!-^# － '4''9$. ×年龄（岁）－ '4&'(( × !XW&!-^& G '4&'&- ×目标 +"* 值 － '4&.#Y ×
胺碘酮 G '4'-&& ×吸烟 － '4'-'% ×非洲人或非裔美国人 G '4'(($ ×深静脉血栓)肺栓塞］

湘雅模型

稳态剂量（8A)F）e［&4%$' － '4#9' ×（QIR*!%：HH 为 '、\H 为 %、\\为 &）－ '4##& ×（!XW&!-^#：

^%)^%为 '、̂%)^#为 %、̂#)^#为 &）G '4#&$ ×体表面积（8&）－ '4''$ ×年龄（岁）－ '4&#% ×（合用
致 +"*升高的药物数量）G '4%'.（吸烟：是 %、否 '）－ '4%#. ×（术前卒中史：是 %、否 '）－ '4%'Y ×

（高血压病：是 %、否 '）］&

苜蓿草模型

初始剂量（8A)F）e［%4#$( G '4#.' ×（QIR*!% － %(#-\ S H：HH 为 %、\H 为 &、\\为 #）－ '4&9# ×
（!XW&!-^#：̂%)^%为 %、̂%)^#为 &、̂#)^#为 #）G '4&$. ×（体表面积）－ '4''# ×（年龄）－ '4'#( ×

（胺碘酮：是 %、否 '）G '4'&% ×（男性 %；女性 &）］&

b<CC模型
初始剂量（8A)F）e － '4''- G '4'%% ×身高（58）G '4#.9 × QIR*!%（HH '；H\ %；\\ &）－ '4$9Y ×
!XW&!-^#（̂#等位基因数：'，%，&）－ '4&99 ×（!XW&!-^&）（̂&等位基因数：'，%，&）G '4%Y( ×适应
症（_7@0;@手术：'；其他：%）

注：;' ～ -为 '，%' ～ %-为 %，&' ～ &-为 &依此类推。

　 　 aU*模型可根据患者的基因型、病理和生理
指标，估算患者个体所需的华法林初始或稳态剂

量，计算简便，易于使用。然而，不同 aU* 模型的
预测性能具有较大差异，预测准确性为 $'T ～
(&4YT［%Y］。此外，aU* 未考虑华法林的个体内变
异，难以充分利用患者的 +"*监测值调整剂量，也
难以估算非稳态时的剂量或 +"*水平。
&4%4&　 群体 WI)WL模型　 在经典 WI)WL理论基础
之上，华法林的群体 WI)WL模型［%-］结合了统计学

模型，可考察目标群体中华法林 WI)WL 的群体特
征参数、变异程度以及影响 WI)WL 的因素，将剂
量暴露效应相链接，是制订和优化给药方案的
有力工具。群体 WI)WL 模型结合最大后验贝叶
斯法（8;O<8D8 ; 17C0EJ<7J<b;>EC<;@K aHWb）还
可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体特征、患者间和患者自身

的变异，实现给药方案的调整和优化。

&''9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 f;8PEJA 博士
等［&'］应用群体 WI)WL分析方法，建立了成人患者
的华法林的剂量效应（IWL）模型。模型的外部
验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具有较优的预测性能（$&

[ e 9YT，平均预测误差 e '4%. 8A)F）。在成人模型
的基础之上，f;8PEJA等进一步优化了模型参数，
可应用于儿科患者［&&&#］。此外，基于 dHQH 语言
f;8PEJA等还开发了计算工具c;J`;J<@ L7CE !;=
5D=;07J（33343;J`;J<@F7CEJEN<C<7@4578，cL!）。

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薛领等［&$］针对中国

心脏手术成人患者构建了 ,华法林和 *华法林
的 WI)WL模型，评估了华法林基因多态性对华法
林抗凝疗效的影响。目前，该模型已集成在计算

工具 "EO0L7CE（3334@EO0F7CE47JA）中。
群体 WI)WL 建模和模拟是目前模型引导的

精准用药中最成熟、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手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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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往往要求使用者需要熟练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

和软件（如 "R"a:a、W/7E@<O "Ua:、U<O7`0、aHZ
UHb等）。因此，亟待进一步开发操作性强的计算
工具，以便临床应用。

&4%4#　 人工智能　 H+ 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
旨在研究和开发用于模拟、延伸人类思维过程和

学习能力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系统。H+ 主要包括
模式识别、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等技术［&.］。其

中，机器学习（8;5/<@E =E;J@<@AK aU）［&(］是 H+ 的
一个重要分支。aU在处理大样本量、发掘协变量
间的深度联系及处理复杂非线性关系等方面有独

特的优势，有助于筛选和挖掘有临床价值的特征

变量，更好地实现精准用药［&9］。

在医疗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 aU算法包括人
工神经网络（;J0<`<5<;= @EDJ;= @E037JVK H""）、决策
树（FE5<C<7@ 0JEEK LZ）、随机森林（J;@F78 `7JEC0K
*_g、进化集成学习（EN7=D0<7@;J> E@CE8P=E =E;J@
<@AK ::a）、支持向量机（CD117J0 NE507J 8;5/<@EK
,Qa）和支持向量回归（CD117J0 NE507J JEAJECC<7@K
,Q*）等。现有大量应用 aU算法来预测华法林剂
量的文献发表［&Y#%］。韩国世宗医院 UEE 等［#%］运

用深度神经网络建立了成人患者华法林维持剂量

预测模型。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刘艳

等［#&］基于集成学习框架，运用交叉变量构建成人

患者华法林维持剂量预测模型，预测性能显著优

于 +cW!的 aU* 模型。但是，目前尚无针对儿科
患者的 aU算法。此外，何种 aU技术最佳仍有争
议。aU算法也缺乏严格的临床验证。
&4%4$　 生理药动学　 WbWI 是建立在机体的解剖、
生理、生化特征和药物理化性质等基础上的建模

技术［##］。利用 WbWI 模型，可以预测组织器官中
华法林与代谢产物的经时过程，定量描述种族、机

体的病理生理参数、基因多态性对药物处置过程

的影响［#$］。WbWI模型也可以用于评价药物之间
的相互作用，评估药物毒性和风险，对特殊人群的

药动学行为进行外推等。

复旦大学蔡卫民等［#.］建立的华法林 WbWI 模
型，证实了索拉非尼可以抑制 !XW&!-介导的华法
林代谢，对携带有 !XW&!- 和 QIR*!% 突变基因的
患者需要调整华法林的剂量。b< 等［#(］利用 WbWI
模型，发现肝脏有机阴离子转运体 &（RHZ&）摄取
功能和 !XW&!-代谢活性的差异可能是华法林药

动学和抗凝作用存在较大个体间变异的原因。

建立 WbWI 模型常需获取较多的模型参数
值，而个体的生理、病理参数又难以获取。这限制

了 WbWI 模型对于个体药动学行为预测的准确
性［#9］。因此，目前 WbWI 模型仍多应用于初始给
药方案的制订。

#"#　 模型典型应用 　 基于模型的精准用药贯穿
M 于华法林治疗的全过程，包括用药前的评估、初始

给药方案的制订、用药后的患者再评估和调整给

药方案等。a+WL 在华法林用药的有效性、安全
性、依从性和经济性等多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国

内外文献中已有大量的相关研究报道。如表 &所
示，本共识仅列举模型引导的华法林精准用药的

典型应用场景和案例供参考。

$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虽然国内外研究者开发了众多具有临床应用

价值的华法林模型，但大多数模型停留在h模型构
建h的层面。应用建模与模拟技术，为患者制订精
准的华法林给药方案才是模型引导的华法林精准

用药的终极目标。而这关键一步离不开 !L,, 的
开发和应用。目前，公开可获取的 !L,,主要是基
于 aU* 和群体 WI)WL 模型，并以计算机平台、网
页平台、移动设备应用（HWW）为主［$9$Y］。本共识

针对可公开获取的华法林 !L,,，简述其功能及注
意事项。不同 !L,, 的优缺点比较可参考《模型
引导的精准用药：中国专家共识（&'&% 版）》［$9］，
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详细比较说明。

$"!　 )*+,*+-. /012 3*4564*70+（)/3）　 cL! 是由
M 瑞典科学家 f;8PEJA等［$-］用 dHQH 语言开发的一

款单机版 !L,,。c<@F73C)U<@DO)8;5R, 操作系统
均可支持 cL! 的使用。软件使用前用户需先安
装 dHQH。cL! 结合了群体 WI)WL 模型和 aHWb
法，可设计和调整华法林的个体化给药方案。

cL!主要由两个模块组成：
①初始给药方案的制订（先验，1J<7J<）：输入

患者年龄、体重、!XW&!- 和 QIR*!% 基因型、基础
+"* 值。如未测定相关基因型，可设定为目标人
群中基因频率高的基因型。然后，根据上述的群

体 WI)WL参数值，计算特定给药方案下可达的
+"*值，或者估算达到目标 +"* 值所需的给药方
案（包括给药剂量、频率和给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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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模型引导的华法林精准用药的典型应用案例

分类 常见问题 解决方案 典型案例

有效性

如何制订华

法林初始给

药方案？

依据已建立的模型，

结合患者个体的生

理、病理等特征信

息、和目标 +"* 水
平，制订患者的华法

林初始给药方案。

①多元线性回归

在中国汉族人群中，i/;@A 等［#Y］比较了基于 +cW! 模型计算初始
给药方案与常规&4. 8A)F 的给药方案，发现 a+WL 策略可以更快
达到目标 +"*范围（%' ± . -./ %$ ± Y FK ( j '4''%）并可使患者获得

[ 更高的 ZZ*（.- ± %% -./ .# ± %$K ( e '4''9）。
②群体 WI)WL
在儿科患者心脏术后的华法林抗凝治疗中，H=aE03;=< 等［#-］比较

了 cL!指导的给药方案和基于体重调整的传统方案，cL! 指导
的给药方案可以显著缩短达到稳定抗凝效果的时间（&-4' -./ -(4.

[ F），提高患者 ZZ*（Y#4$T -./ (&4#T）。
③人工智能

在成人心脏瓣膜术后患者中，W;N;@< 等［$'］比较了基于人工神经网

络的初始给药方案与固定剂量（. 8A），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可以缩
短首次达到目标 +"*的时间（#' ± ## -./ $9 ± #$ Fk ( j '4'''#）。

有效性

对于 +"* 不
达标患者，如

何调整后续

华法林治疗

方案？

依据已建立的模型、

患者既往的华法林

用药史和 +"* 水平
等，调整治疗方案。

①多元线性回归

在具抗凝指征的患者中，H@FEJC7@等［$%］评估了 +cW!指导的给药
方案与基于经验的给药方案，+cW! 模型引导的给药方案可以提
高患者 ZZ*（9%T -./ .-T），降低 #个月内极端 +"*（＜ %4.或 ＞ $4'）

[ 和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4.T -./ -4$TK ( j '4''%）。
②群体 WI)WL
针对中国汉族人群瓣膜置换患者，i/D 等［$&］建立了群体 WI)WL模

型以预测维持剂量，提高了对低剂量患者的剂量预测准确性（$&

[ e '49%(）。

安全性

如何减少因

华法林体内

暴露量过多

而造成的不

良反应？

依据已建立的模型，

预测超目标 +"* 水
平的出血概率，避免

不良反应发生。

①多元线性回归

在一项多中心 *!Z研究（0 e %(.'）中，\;AE 等［$#］发现对于年龄超

[ 过 (.岁的髋)膝关节置换患者，采用基于 \;AE 模型的华法林给药
方案可以降低患者大出血（**K '4&$k -.T !+K '4'.%4%.）或 +"* S $
（**K '49%k -.T !+K '4.%'4--）的风险。

依从性

如何提高华

法林患者的

服药依从性l

依据已建立的模型，

考察患者的用药依

从性

①多元线性回归

W;JV等［$$］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评估影响心脏机械瓣膜置换

手术后患者服用华法林依从性的因素，结果表明对华法林药品知

识的了解和是否患有抑郁症是影响服药依从性的关键因素。

②群体 WI)WL
张进华等［$.］通过临床案例介绍了如何运用 cL!软件制订华法林
的给药方案，以及由华法林给药剂量预测患者服用华法林后的

+"*范围，进而评估用药依从性。

经济性

如何减少华

法林患者的

医疗费用？

依据已建立的模型，

制订给药方案，使患

者 +"* 水平尽快达
到目标范围，降低医

疗费用。

通过建立马尔可夫模型，QEJ/7E` 等［$(］比较了基于遗传信息的剂

量预测模型与传统给药方案的药物经济性。研究表明模型引导

的华法林精准给药可提高一个质量调整寿命年的增量成本为(9'&
英镑，低于支付意愿阈值，表明其华法林患者采用基于遗传信息

的模型更具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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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给药方案的调整（后验，17C0EJ<7J<）：输入
患者的年龄、体重、!XW&!- 和 QIR*!% 基因型、完
整用药史（用药时间、用药剂量和给药间隔）、基

础 +"* 值和既往 +"* 监测值。软件首先应用
aHWb法，估算患者个体的 WI)WL 参数，然后再估
算设定给药方案下可达的 +"* 值，或者估算达到
目标 +"*值所需的给药方案。
$"# 　 )*+,*+-./01-.8 　 c;J`;J<@L7C<@A（3;J`;J<@

M F7C<@A47JA）是以 \;AE［%#］和 +cW!［%$］建立的华法
林剂量预测 aU*模型为基础，构建的网页版计算
工具，可实现华法林初始给药方案的制订。该网

站由华盛顿医学中心的 b;J@ECdE3<C/ 医院和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机构提供支持。研发团队由

多学科专家组成，包括华法林剂量精细化协会和

国际华法林遗传药理学协会的生物统计学家、遗

传学家、药师和医生。

使用者输入年龄、性别、人种、体重、身高、是

否吸烟、有无肝脏疾病、抗凝适应症、基础 +"* 和
目标 +"*、合并用药（胺碘酮、他汀类降脂药、唑类
抗真菌药、磺胺类抗菌药）、遗传信息后，即可估

算达到目标 +"*所需的给药方案。该网站默认采
用 \;AE 等建立的 aU*算法，也可选择基于 +cW!
模型制订给药方案。该网站还可根据最初五次的

+"*监测值和华法林剂量进行给药方案的调整。
$"$　 -)*+,*+-. 软件 　 <c;J`;J<@ 是由 W;0 LENEJV;

M 博士基于 <R, 系统开发的免费软件，可在 ;11
C07JE 中获取。该软件是以 +cW! 模型［%$］为基础，

制订患者的初始华法林给药方案。打开 ;11进入
首页，点击 3;J`;J<@ 5;=5D=;07J+cW! H=A7J<0/8，进
入输入界面，输入年龄、身高、体重、人种、QIR*!%
和 !XW&!-基因型、合并用药（胺碘酮、卡马西平、
苯妥英、利福平）等信息后，系统可提供达稳态时

华法林的周剂量。

$"%　 其他 　 除此以外，免费的 "EO0L7CE（3334
M @EO0F7CE47JA）、,8;J0L7CE（C8;J0F7CE45@）、付费的

L7CEaE（3334 F7CE8E4 5784 ;D）、a3W/;J8 G G
（8EF<3;JE45?）等 !L,,也提供了华法林给药方案
的制订和调整等功能，具体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可参考相关网站提供的使用说明文件。

%　 药学服务路径

除了选择合适的 !L,, 为华法林患者制订个

体化给药策略外，临床药师还需要对整个给药方

案实施过程提供全程化的监护，以便及时发现引

起 +"*异常波动的原因（如疾病、合并用药、依从
性不佳等），从而保证抗凝效果，减少出血等不良

反应。模型引导的华法林精准用药的药学服务路

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资料收集　 对于首次使用华法林的患者，应
M 当全面了解患者的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身

高、体重、文化程度、烟酒史、饮食习惯及家庭照护

者等）、营养状况、凝血功能、肝肾功能、既往病

史、合并症（如甲状腺疾病、腹泻、活动性感染

等）、抗凝适应症（如瓣膜病、心房颤动、静脉血栓

栓塞等）、%'()%* 和 !"#$%& 基因型及当前用药
[ 情况（包括处方药、非处方药、中草药和保健品）。

对于使用华法林 +"* 不达标或不稳定的患者，还
应重点了解患者的用药依从性、饮食变化、既往华

法林用药方案和 +"* 监测情况。准确、完整的资
料收集可为 !L,,的应用提供必要的信息和依据。
%"#　 患者评估 　 服用华法林患者最常见的不良

M 事件是出血，严重出血时可危及患者生命。最常

见的出血事件包括轻微出血（如眼结膜出血、鼻

出血、牙龈出血、轻微碰撞后出现大片瘀斑、月经

出血时间延长）和严重出血（如呕血或咳血、肉眼

可见血尿、消化道出血、颅内出血）。与华法林相

关的重要出血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出血病史、高

龄、肿瘤、肝肾功能不全、酗酒、合并用药（尤其是

抗血小板药物）等。对于合并出血危险因素的患

者，应积极纠正可逆性因素。此外，还需要综合评

估患者血栓风险［.%.#］，以及可能影响华法林抗凝

疗效的合并用药［&］。对于既往服用华法林 +"*不
在目标范围的的患者，应计算 ZZ* 评估 +"* 波动
情况，并仔细分析可能的原因。

良好的依从性是保证需要长期服用华法林患

者抗凝疗效和安全性的基础。cfR 将依从性定
义为［.$］患者的行为改变（药品使用、饮食和生活

方式）与医疗专业人员建议的一致程度。在评估

华法林患者依从性时，应当考虑患者识别不良事

件的能力、对华法林的认识程度（用药目的、疗

程、食物药物相互作用）、是否抑郁、对长期用药

的信心。应用 !L,, 可计算和预测患者设定给药
方案下的 +"*正常波动范围，有助于依从性的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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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药方案制订 　 模型引导的华法林用药方
M 案制订一般包括患者的初始给药方案的制订、后

续方案调整和围术期患者的抗凝方案调整等。针

对不同临床场景，可选择合适的 !L,,实现华法林
的精准用药。

基于 aU*算法的模型主要用于首次用药患
者的华法林初始剂量的预测，由于其计算简便，使

用便利等优点，是目前临床使用最广泛的方法。

但 aU*无法充分利用患者既往 +"*监测值，更好
地调整用药方案。

基于 WI)WL 模型的 !L,,（如 cL!、"EO0
L7CE、,8;J0L7CE 等）除了可以实现 aU*算法的功
能外，还可充分利用患者的特征信息和既往所有

+"*监测值，对 +"* 不达标患者进行给药方案的
调整。同时也可根据华法林的给药方案预测 +"*

的变化情况，更具灵活性和实用性。

对于术前需要中断华法林抗凝治疗的患者，

可以通过基于 WI)WL 模型的 !L,, 预测停药后的
+"*变化趋势，确定华法林停药所需时间；术后也
可以通过上述 !L,, 确定重启抗凝所需的华法林
剂量，以尽快达到目标 +"*范围。

目前常用的 !L,, 大多基于成人患者数据构
建，但儿童与成人在器官功能、对疾病的反应和免

疫能力、药动学和药效学参数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因此儿科患者与成人患者在 !L,, 的选择上要有
所区分。目前，仅 cL! 软件和基于 aU* 的 b<CC
模型可用于儿科患者的华法林剂量预测。

模型引导的华法林精准用药决策树模式图详

见图 %。

图 !　 决策树模式图

%"%　 患者监护　 结合 !L,, 为患者制订华法林给
M 药方案后，仍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护，监护抗凝

疗效、相互作用和出血风险等。华法林的抗凝疗

效主要通过 +"*来评估，一般初始用药 # ～ . F 后
测定患者 +"*，随后每周测定一次，根据患者 +"*
是否达标和波动情况适当调整监测频率（一般不

超过 &个月）。根据患者抗凝的适应症，患者的目
标 +"*范围有所差异，详见表 #。华法林长期的

抗凝稳定性和总体效果可以采用 ZZ* 来进行评
估，一般大于 (.T 是即为抗凝效果达标［..］。

对于有条件的患者可以配备便携式凝血仪，

进行居家 +"* 监测。对于疑似有血栓形成的患
者，必要时可行下肢静脉超声检查、!Z 肺动脉造
影、经胸超声心动图和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排查有

无血栓形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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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适应症的目标 9:(范围

适应症 目标 +"*范围
房颤［.(］ &4'#4'
静脉血栓性疾病［%］ &4'#4'
抗磷脂抗体综合征［.9］ &4'#4'
瓣膜置换术后［.Y］

　 　 主动脉瓣)二尖瓣 %4Y&4.
　 　 三尖瓣 &4'#4'

　 　 在患者 +"*达标后，应进行长期随访管理，定
期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依从性、抗凝治疗相关的

不良反应、合并用药及饮食生活的变化等，根据

+"*监测情况及时调整抗凝方案。目前随访管理
方式包括线下抗凝门诊随访（如医师或药师独立

抗凝门诊、医师药师联合抗凝门诊）和线上抗凝

门诊两大类［.-］。对于病情较稳定、来院不方便或

有残疾的患者可通过线上抗凝门诊进行随访管

理。应用 !L,,亦可对患者的依从性、抗凝治疗的
效果进行评价，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

国内已有多款移动随访管理系统投入临床使

用，通过患者端和医务端进行信息沟通，建立医务

人员与患者之间的闭环联系，提高随访管理效果，

如苜蓿草华法林管理系统等［('］，实现患者的自我

治疗管理，也可实现医务人员对患者的随访、药物

治疗等的综合健康管理。

;　 总结

基于华法林的临床药理学特征，应用建模和

模拟技术进行精准药物治疗，已在华法林临床个

体化用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熟练掌握和灵活运

用 !L,,可提高华法林的治疗效果，降低出血或栓
塞等风险，为治疗评估、制订给药方案等临床药学

服务工作提供可靠、准确的依据。随着定量药理

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建模和模拟技术运用

到华法林的精准用药之中。如何将临床决策支持

系统落实到华法林精准用药的各个环节中并发挥

其作用，还需要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信息部门和医

疗机构等各方的共同努力。期待模型引导的华法

林精准用药的推广和普及，能进一步提高华法林

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提高患者生命

质量，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致谢：感谢陈国权（金华市中心医院）、江丽（闽侯

县人民医院）、乌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

院）、刘瑜新（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夏霄彤（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和刘晓芹（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为本共识的制订进行文

献调研和图表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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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姓名 职称 单位

蔡铭智 主任医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陈冰 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陈万生 教授 海军医科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董婧 副教授 海军医科大学附属公利医院

都丽萍 副主任药师 北京协和医院

高建军 软件构架师 医利捷（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焦正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劳海燕 主任药师 广东省人民医院

李新刚 主任药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刘茂柏 主任药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尚德为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王玉珠 研究员 国家药品审评中心

向倩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谢海棠 教授 安徽省药物临床评价中心

叶岩荣 副主任药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

张健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张进华 主任药师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郑英丽 主任药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朱珠 主任药师 北京协和医院

左笑丛 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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