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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洗腎病人的鐵劑治療	

一、洗腎病人缺鐵原因：	
						鐵離子是人體造血主要原料之一，主要存在肝	

臟、脾臟及骨髓。透析病人最常發生缺鐵性貧血，有	

以下兩種狀況，分為：	

(一) 絕對性缺鐵(缺乏原料)，常發生在透析過程中，
因血液殘留在人工透析器或透析管路上，導致每

年流失 2-3公克的鐵質、飲食中鐵的攝取不足、
每月抽血檢查血液的流失、潛在的腸胃道出血或

服用胃藥(氫離子幫浦阻斷劑，pantoprazole)減少
鐵吸收等。	

(二) 功能性缺鐵(來不及應用)，常發生在施打紅血球
生成素時，肝臟及儲存鐵質器官釋放鐵的速度來

不及被紅血球生成素利用而出現短暫性缺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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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判定為哪種缺鐵性貧血：	
				每三個月抽血檢測鐵蛋白(Ferritin)及運鐵蛋白飽和
度(Transferrin saturation)，來確定是否為缺鐵性貧血。 
	

三、 缺鐵性貧血有什麼症狀：	
(一) 臉色蒼白、心悸、易感到疲倦虛弱、走路容易

喘。	

(二) 經血量過多(以兩小時內完全滲濕一片衛生棉或	
		一條衛棉條為標準。若經血量已干擾日常生活		

					品質，也可以視為經血過多)	

(三) 頭痛:鐵質不夠，導致腦供氧不足血管擴張。	
(四) 不明原因焦躁:缺鐵引發缺氧，影響自律神經系		
		統。	

(五) 掉髮:身體將氧氣給最重要的器官使用，頭髮就			
		被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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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鐵離子補充方法：	

第一種是從食物攝取，第二種是靠藥物補充。由

於透析病人吸收鐵的效果較一般人差，攝入的鐵質僅

10-15%會被吸收，而鐵劑含鐵量是食物含鐵量的數

十倍，因此醫師會視情況開立口服或是針劑的鐵劑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9B%E7%94%9F%E6%A3%89


充，以下將為大家介紹高鐵含量食物及相關藥物。	

(一)高鐵食物：	

	
圖片來源 :https://sehatalami.co/makanan-yang-membantu-anda-menyerap-lebih-banyak-zat-besi/ 

	

1. 肉類、海鮮類:牛肉、豬肉、羊肉、蠔、蝦、	
蜆、海藻等。	

2. 蛋類、乾豆類及其製品：豆腐。	
3. 穀物類、果仁、種子類、乾果類:	全穀類、糙	米、
燕麥等添加鐵質穀物、黑豆、紅豆、杏仁、芝

麻、花生、腰果、葡萄乾、紅黑棗等。	

4. 蔬菜類:菠菜、雲耳、黑木耳、紅莧菜、金針等。	
5. 水果：火龍果(紅)、百香果。	
	

			貼心提醒:	

(1) 含鐵質的植物性食物，需要配合維他命 C幫		
	助吸收(含豐富維他命 C的食物，如柑橘、柳	

	橙、奇異果、番茄等)	

(2) 維生素 B 群、葉酸及高生物價蛋白食物(如	
	蛋、豆、魚、肉類)，可促進鐵質合成與吸	

	收。	

(3) 當含鐵量高的食物，磷也偏高時可同時服用	



	磷結合劑。	

(二)鐵劑補充如下：	

藥物 外觀 途徑 使用時機 副作用 注意事項 
Ferro.Gluco
nate 
0.3g+Vit.B
1+VitC維
他葡萄糖

鐵糖衣片 
 

口服 每日服用次。 胃痙攣、便

秘、噁心、嘔

吐、黑便、胃

灼熱、腹瀉、

牙齒染色、尿

液變色。 

服藥前後三十分內不

喝茶或咖啡，此為鐵

劑，不宜磨粉，某些

藥物及食物(附註) 
會影響鐵劑吸收，應

避免同時服用。 

Fe- 
Back 
鐵補 

 

靜脈注

射 
洗腎結束前一

小時，由空針

抽取藥劑後，

架置在抗凝劑

幫浦中滴注。 

過敏。 過敏反應，如：頭

痛、發燒、蕁麻疹、

皮膚癢、呼吸困難、

低血壓或意識改變

等。 

附註:藥物中之含制酸劑的胃藥(含鈣、鋁、鎂)、碳酸鈣、	

					小蘇打、四環素等會降低鐵劑的吸收；食物中茶、咖	

					啡、蛋、奶也會降低鐵質吸收。	

	

六、結語：	
洗腎病人因而有造血不足的問題，需要每三個月

抽血檢驗評估是否為缺鐵性貧血，經醫師評估後可以

補充鐵劑，尤其靜脈注射效果佳，除了藥物以外，也

建議多吃含鐵量較高的食物，如:紅肉類、豆類、深

綠色蔬菜等，找出缺鐵性貧血的原因並加以適當治療

及均衡飲食，相信可以改善缺鐵性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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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進行測驗，以確認您已充分了解 

1. 透析病人發生貧血最常見為缺鐵性貧血。 

○是  ○否  ○不知道 

2. 缺鐵性貧血病人常見臉色蒼白、疲倦及頭痛情形。 

○是  ○否  ○不知道 

3. 飲食中含茶、咖啡、蛋、及奶製品並不會影響鐵質吸收。 

○是  ○否  ○不知道 

4. 多攝取深綠色蔬果如:菠菜、黑木耳、及火龍果(紅肉)

可提升鐵質。 

○是  ○否  ○不知道 

5. 洗腎結束前一小時可經由透析管路給予靜脈注射鐵劑。 

○是  ○否  ○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