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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广西某县历年妇幼保健工作质量综合评价及其障碍因子分析，全面掌握该县妇

幼保健工作情况，为今后的卫生决策提供依据。 方法：利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对该县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的

产期检出率等 １８ 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了解该县妇幼保健工作质量，再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历

年工作质量的主要障碍因子。 结果：除出生缺陷发生率外，该县妇幼保健工作的各项指标不断向好，

工作质量不断提高；综合评价结果相对最优的是 ２０１９ 年（Ｄｉ ＝ ０．７６０），相对较差的是 ２００９ 年（Ｄｉ ＝

０．３５４） ；障碍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围产儿死亡率持续发挥着主要影响，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影响正

在逐渐减弱，而出生缺陷发生率的影响却逐渐增强。 结论：该县妇幼保健工作质量不断提高，但仍需

加强对围产儿死亡率以及防治出生缺陷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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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幼保健在我国卫生事业中的地位不断增强，

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对妇幼保健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１］，因此如何系统综合地评价妇幼保健

工作质量成为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 近年来，已有

学者基于多种模型对全国或部分省市的妇幼保健工

作质量开展评价研究［２－４］，但很少对县一级的工作质

量做出综合评价。 因此，本文基于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对

广西某县妇幼保健工作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再通过

障碍度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工作质量的具体因素，

以期能够全面掌握该地妇幼保健工作情况，为今后

的卫生决策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评价指标以及数据来源

目前，对妇幼保健工作质量的评价尚无统一标

准，因此，在文献研究以及专家咨询的基础之上，遵

循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 本研

究选取了某县孕产妇死亡率、产前检查率、新生儿死

亡率、出生缺陷率等 １８ 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数据

由当地妇幼保健院提供。

１．２　 统计学方法

１．２．１　 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　 熵表示系统的无序或不确

定性的程度。 熵权是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来反映

信息量的大小，由此来确定该指标权数的一种客观

赋权法［５］。 ＴＯＰＳＩＳ 法是通过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

优方案和最劣方案间的距离，将评价对象与最优方

案的相对接近程度进行排序，最终获得最优解的方

法，但该方法受极端值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通过熵

权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再将各评价指标数据

与权重相乘得到新的数据，最后通过 ＴＯＰＳＩＳ 法确定

评价对象的相对优劣。 其计算步骤如下：①构建判

断矩阵 Ａ。 ②对矩阵 Ａ 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矩

阵 Ｂ。 ③计算评价指标的熵值 Ｈｉ。 ④评价指标的熵

权 Ｗ。 ⑤求得新的判断矩阵 Ｒ ＝ Ｂ ?Ｗ。 ⑥根据判

断矩阵 Ｒ，确定正理想解 Ｑ＋和负理想解 Ｑ－。 ⑦计算

各方案与 Ｑ＋和 Ｑ－的距离 Ｓｉ＋ 和 Ｓｉ－。 ⑧计算各方案

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即评价指数）Ｄｉ，该指标的

取值在 ０～１，数值越大表示妇幼保健服务工作质量

越高。 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详细的计算原理可参考倪静

等［６］的研究。

１．２．２　 障碍度模型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该县妇幼保

健工作质量的主要障碍因子，本研究引入障碍度模

型，通过计算各评价指标的因子贡献度、标偏离度以

及障碍度进行分析诊断［７］，分析步骤如下：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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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Ｉｉｊ 是指标偏度，表示单因素指标与系统发

展目标的差距，Ｉｉｊ ＝ １－ｘｉｊ。 Ｏｉｊ是障碍度，表示单项指

标对该县妇幼医疗服务质量的影响程度。 上述分析

过程均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 ３．８ 实现。

２　 结果

２．１　 质量评价指标特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该县妇幼保健服务工作质量不

断提高，各检查及管理类指标逐年增长，至 ２０１９ 年，

建卡、产后访视、住院分娩、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妇幼

保健服务工作已基本全面覆盖。 另外，各类妇女儿

童死亡率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孕产妇死亡率已连

续两年为零，说明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波动增长的趋

势，并在 ２０１９ 年达到了最高（１１４．８６ ／万），见表 １。

表 １　 广西某县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妇幼保健服务质量评价指标及数据

指标名称 编号 性质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孕产妇死亡率（ ／ １０万） ｘ１ － ３２．７４ ９８．５９ ８９．５５ ３２．４０ ０ ７１．６８ ７２．４９ ５２．５３ ５４．６７ ０ ０

建卡率 （%） ｘ２ ＋ ９２．８６ ９２．９３ ９５．６２ ９６．３９ ９６．３９ ９６．４６ ９６．２４ ９６．５９ ９５．１９ ９５．２４ ９７．９１

产前检查率 （%） ｘ３ ＋ ９７．０２ ９８．４２ ９８．２６ ９９．３０ ９９．１５ ９８．７４ ９９．５０ ９９．８２ ９９．５１ ９９．０４ ９９．７８

产后访视率 （%） ｘ４ ＋ ９５．６５ ９６．７５ ９７．７５ ９８．９８ ９８．５０ ９７．５９ ９７．９９ ９８．８１ ９５．３５ ９７．８０ ９７．５５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ｘ５ ＋ ９２．６０ ９３．０３ ９６．００ ９６．０８ ９６．８４ ９６．２７ ９６．０９ ９５．９９ ９５．５８ ９１．３２ ９７．０６

住院分娩率 （%） ｘ６ ＋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６４ ９９．６１ ９９．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９６ ９９．９２ ９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女性婚前检查率（%） ｘ７ ＋ ０．２７ ６７．１７ ９４．３１ ９８．３９ ９９．１１ ９５．９８ ９９．３３ ９９．２９ ９９．２８ ９９．０７ ９９．９０

妇女疾病普查率（%） ｘ８ ＋ ７４．７４ ７６．３１ ５５．５３ ４８．０６ ３４．３０ ７８．３０ ８３．７２ ９０．７８ ９８．３４ ９６．８２ ８９．８０

妇女疾病检出率（%） ｘ９ － １８．６８ １４．７８ ２５．１６ ３３．２２ １４．２７ ２８．２４ ６４．０５ ４４．５１ ２３．５２ ２０．３５ １０．２７

新生儿死亡率 （‰） ｘ１０ － ７．５３ ２．３０ ７．５３ ２．３０ ３．３０ ３．８６ ４．０６ ４．０８ ２．９６ ２．６７ ２．１６

婴儿死亡率 （‰） ｘ１１ － １０．１５ ３．９４ ８．９６ ８．４３ ８．１１ ８．２４ ３．６２ ４．２０ ４．３７ ５．４３ ３．６１

围产儿死亡率（‰） ｘ１２ － ２．９５ ０．６６ ３．３０ １．７５ ３．２５ ３．４０ １．７８ １．７８ ０ ２．５５ １．０８

新生儿疾病筛查率（%） ｘ１３ ＋ ３６．２１ ８６．１０ ９１．５７ ９５．７９ ８８．６８ ９１．３０ ９８．６１ ９８．９０ ９１．０９ ９７．８９ ９７．５８

出生缺陷发生率（ ／万） ｘ１４ － ７７．８１ ８５．８４ ５３．８３ ５９．０３ ８３．３３ ５６．９０ ８２．４５ ８２．９４ １０６．０４ ８９．１４ １１４．８６

新生儿产后访视率 （%） ｘ１５ ＋ ９７．３８ ９３．５３ ９７．３８ ９３．５３ ９８．１７ ９８．０４ ９９．０３ ９８．３０ ９８．５５ ９９．２６ ９７．３０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ｘ１６ － １１．１３ ５．９２ １１．６４ １１．６７ １２．１７ １２．５４ ４．７１ ６．８３ ５．７４ ６．３９ ４．６９

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ｘ１７ ＋ ８７．７９ ８９．４７ ９１．２５ ９１．４８ ７９．２７ ８８．２２ ９０．７４ ８２．１４ ９４．６３ ９２．９４ ９５．１２

７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 ｘ１８ ＋ ８３．５９ ９０．７５ ７７．１０ ８９．１０ ９２．６８ ８７．８１ ９５．３５ ９．１１ ９２．７２ ９３．４７ ９４．０７

　 　 ＋：正向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大越好；－：负向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２．２　 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分析结果

通过熵权公式，本研究对 １８ 项评价指标进行熵

值以及权重的计算。 结果显示，权重前三位分别是：

围产儿死亡率（ｘ１２）、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ｘ１６）、孕

产妇死亡率（ ｘ１）；后三位分别是：女性婚前检查率

（ｘ７）、新生儿疾病筛查率（ ｘ１３）、７ 岁以下儿童保健

管理率（ｘ１８），见表 ２。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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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指标编号 信息熵值 ｅ 差异性系数 ｄ 指标权重 ｗ 排序结果

ｘ１ ０．８９９５ ０．１００５ ０．０７３５ ３

ｘ２ ０．９１６３ ０．０８３７ ０．０６１２ ５

ｘ３ ０．９５０８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３６０ １５

ｘ４ ０．９２４４ ０．０７５６ ０．０５５４ ８

ｘ５ ０．９３４８ ０．０６５２ ０．０４７７ １２

ｘ６ ０．９３０３ ０．０６９７ ０．０５１０ １０

ｘ７ ０．９６０４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２９０ １６

ｘ８ ０．９３４２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４８１ １１

ｘ９ ０．９５０７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３６１ １４

ｘ１０ ０．９１６７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６１０ ６

ｘ１１ ０．９０６２ ０．０９３８ ０．０６８７ ４

ｘ１２ ０．８５１１ ０．１４８９ ０．１０９０ １

ｘ１３ ０．９６１６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２８１ １７

ｘ１４ ０．９２５６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５４４ ９

ｘ１５ ０．９１８１ ０．０８１９ ０．０５９９ ７

ｘ１６ ０．８５３０ ０．１４７０ ０．１０７６ ２

ｘ１７ ０．９３８２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４５２ １３

ｘ１８ ０．９６１８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２８０ １８

　 　

在确定熵权的基础上，通过 ＴＯＰＳＩＳ 法对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９ 年的妇幼保健工作质量进行综合排序。 结果显

示，历年的相对接近度 Ｄ 值波动较大，服务质量相对

较优的前三位分别是：２０１９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相

对较差的末三位分别是：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１ 年和２００９ 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时间较早的 ２０１０ 年，与相邻年份

比较其服务质量相对较好，总体排名第六；而时间较

近的 ２０１８ 年，与相邻年份比较其服务质量却相对较

差，总体排名第五，见表 ３。

表 ３　 妇幼保健服务工作质量评价结果

年份
正理想解

距离 Ｓｉ＋

负理想解

距离 Ｓｉ－

相对接

近度 Ｄ
排序结果

２００９ ０．１９５ ０．１０７ ０．３５４ １１
２０１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７３ ０．５５２ ６
２０１１ ０．１９４ ０．１１５ ０．３７２ １０
２０１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５５ ０．５１４ ７
２０１３ ０．１７２ ０．１５６ ０．４７５ ８
２０１４ ０．１７６ ０．１４０ ０．４４３ ９
２０１５ ０．０９８ ０．１９４ ０．６６５ ３
２０１６ ０．１０１ ０．１７８ ０．６３９ ４
２０１７ ０．０９３ ０．２０７ ０．６９０ ２
２０１８ ０．１１２ ０．１８８ ０．６２７ ５
２０１９ ０．０７１ ０．２２６ ０．７６０ １

　 　

２．３　 障碍因子分析结果

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本研究对历年 １８ 个评价

指标的障碍度进行计算，按照其大小进行排序，并且

列出了前 ８ 个主要障碍因子，见表 ４。 出现频率最多

的前 ３ 个因素分别为：围产儿死亡率 （ ｘ１２，频率：

１１．３６%）、建卡率（ｘ２，频率：１０．２３%）以及 ５ 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ｘ１６，频率：９．０９%），说明这些因素对该

地妇幼保健工作质量具有普遍影响，其中围产儿死

亡率（ｘ１２）经常出现在历年的首要障碍因子中，表明

该因素一直发挥着主要影响，应当持续关注。 另外，

明显观察到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ｘ１６）的位次逐年

递减，表明该因子对工作质量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

而出生缺陷发生率（ｘ１４）的位次波动递增，表明该因

素对工作质量的影响正在逐年增强，并在 ２０１９ 年成

为首要影响因素。

表 ４　 影响历年妇幼服务保健工作质量的主要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年份
１

ＯＦ Ｏｉｊ

２

ＯＦ Ｏｉｊ

３

ＯＦ Ｏｉｊ

４

ＯＦ Ｏｉｊ

５

ＯＦ Ｏｉｊ

６

ＯＦ Ｏｉｊ

７

ＯＦ Ｏｉｊ

８

ＯＦ Ｏｉｊ

２００９ ｘ１２ ０．１４７ ｘ１６ ０．１３７ ｘ１１ ０．１０７ ｘ２ ０．０９５ ｘ１０ ０．０９５ ｘ４ ０．０７９ ｘ５ ０．０５８ ｘ３ ０．０５６

２０１０ ｘ１ ０．１９５ ｘ２ ０．１６０ ｘ１５ ０．１５９ ｘ６ ０．１２５ ｘ４ ０．０９０ ｘ５ ０．０８９ ｘ１４ ０．０７６ ｘ１２ ０．０５６

２０１１ ｘ１２ ０．２００ ｘ１６ ０．１８０ ｘ１ ０．１２６ ｘ１０ ０．１１５ ｘ１１ ０．１０６ ｘ６ ０．０９７ ｘ８ ０．０６１ ｘ２ ０．０５３

２０１２ ｘ１６ ０．２４８ ｘ１５ ０．１５５ ｘ１２ ０．１４５ ｘ１１ ０．１３１ ｘ８ ０．０９８ ｘ１ ０．０６３ ｘ２ ０．０４８ ｘ６ ０．０４４

２０１３ ｘ１２ ０．２３５ ｘ１６ ０．２３２ ｘ８ ０．１０９ ｘ１１ ０．１０７ ｘ１７ ０．１０２ ｘ１４ ０．０５９ ｘ２ ０．０４２ ｘ１０ ０．０２９

２０１４ ｘ１２ ０．２６４ ｘ１６ ０．２６０ ｘ１ ０．１２９ ｘ１１ ０．１１８ ｘ４ ０．０５１ ｘ１７ ０．０４８ ｘ１０ ０．０４７ ｘ２ ０．０４３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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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１

ＯＦ Ｏｉｊ

２

ＯＦ Ｏｉｊ

３

ＯＦ Ｏｉｊ

４

ＯＦ Ｏｉｊ

５

ＯＦ Ｏｉｊ

６

ＯＦ Ｏｉｊ

７

ＯＦ Ｏｉｊ

８

ＯＦ Ｏｉｊ

２０１５ ｘ１２ ０．２６０ ｘ１ ０．２４６ ｘ９ ０．１６４ ｘ１４ ０．１１６ ｘ１０ ０．０９８ ｘ２ ０．０９２ ｘ４ ０．０６９ ｘ１７ ０．０５７

２０１６ ｘ１２ ０．２０２ ｘ１ ０．１３９ ｘ１７ ０．１３１ ｘ１６ ０．１０４ ｘ１８ ０．０９９ ｘ１４ ０．０９２ ｘ９ ０．０８１ ｘ１０ ０．０７７

２０１７ ｘ４ ０．２６２ ｘ１４ ０．２２０ ｘ１ ０．１９３ ｘ２ ０．１５６ ｘ１６ ０．０６８ ｘ５ ０．０５８ ｘ１０ ０．０４３ ｘ９ ０．０４２

２０１８ ｘ１２ ０．２８７ ｘ５ ０．１６７ ｘ２ ０．１１４ ｘ１４ ０．１１０ ｘ１６ ０．０８２ ｘ１１ ０．０６７ ｘ４ ０．０６３ ｘ３ ０．０３５

２０１９ ｘ１４ ０．３９１ ｘ１２ ０．２４９ ｘ４ ０．１５７ ｘ１５ ０．１４７ ｘ８ ０．０４６ ｘ１３ ０．００４ ｘ３ ０．００４ ｘ１８ ０．００３

　 　 ＯＦ 表示障碍因子；Ｏｉｊ表示障碍度；表栏数字 １－８ 表示排序位次。 该表仅列出位次在前八位的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３　 讨论

在“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如何满足妇

女儿童的保健需求、维持较低的孕产妇及婴儿死亡

率、降低出生缺陷以及提高生育质量等成了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８］。 因此，正确评价妇幼卫生事业发

展情况，剖析阻碍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指导工作

改进，调整方针政策，提高妇幼保健工作质量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除

出生缺陷发生率外，该县妇幼保健工作的各项指标

不断向好，工作质量在不断提高。 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分

析结果显示，历年的相对接近度 Ｄｉ 值的波动较大，

２０１９ 年最优，２００９ 年最差。 障碍因子分析发现，对

工作质量具有普遍影响的因子分别是：围产儿死亡

率、建卡率以及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其中，围产儿

死亡率一直持续发挥着主要影响，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出生缺陷发生率的影响

却在逐渐增强。

该县妇幼保健工作质量的逐年提高与广西以及

全国的妇幼卫生事业发展形式向好的趋势相同［９］。

研究期间内，该县孕产妇死亡率经历了波动降低的

过程，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其死亡率均

高于同期广西以及全国平均水平［１０］，但随后孕产妇

死亡率便快速降至零并保持稳定，新生儿死亡率、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已明显下降，同样其他指标也已

明显向好。 该县妇幼保健工作质量的显著提高与国

家对妇幼健康事业的不断重视，各种保障制度的不

断完善和各类妇幼保健惠民工程、补助项目以及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的开展密不可分。 另外，也

与近几年在全广西推行的医联体建设相关。 广西由

于其地理、社会及经济原因，医疗条件在城乡、地区

差异巨大，特别是山区和贫困地区，存在着妇幼卫生

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医疗设备陈旧落后，妇女群众健

康知识水平较低，参与保健服务主动性差等问

题［１１］，同样该县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但自 ２０１６ 年

起，全区开始推行以逐级指导、资源共享和责任共担

为理念的医疗共同体建设，有利于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卫生队伍素质提高，增强基层医院诊疗能力，最
终促进整体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提升［１２］。 因此，
妇女儿童死亡率的降低以及其他各项指标的不断向

好是医联体建设的显著成果。
本研究发现，影响该县妇幼保健工作质量的主

要障碍因子中，出生缺陷发生率的影响正逐年增强。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

代谢异常，其涉及的种类多，成因复杂，主要与自身、
遗传以及环境因素有关［１３］。 目前尚缺乏有效的防

控手段，倡导婚检、产前筛查和诊断仍是主要的预防

措施。 广西自 ２０１０ 年起实行免费婚检并推广婚育

综合服务，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区出生缺陷率下降

明显［１４］。 目前，该县婚检率已逐年提高并保持较高

水平，这可能与当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高龄产妇逐

渐增多的现象有关。 具体成因有待进一步研究，这
提示加强健康干预，预防出生缺陷或将成为提高当

地妇幼保健工作质量的关键。
目前，对妇幼保健工作质量综合评价的方法主

要基于传统的秩和比、因子分析以及 ＴＯＰＳＩＳ 等方

法，但这些方法仅注重评判研究对象的相对优劣，并
未进一步分析影响结果优劣的具体因素。 传统

ＴＯＰＳＩＳ 法易受到异常值的干扰，且不能对评价对象

进行分档排序［１５］。 秩和比虽可以消除异常值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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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结果的影响，对资料进行分档排序，却也会导致原

始数据信息的损失［１６］。 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信

息，本研究在传统 ＴＯＰＳＩＳ 法的基础上，通过熵权法

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再将各评价指标数据与权

重相乘得到新的数据，最后通过 ＴＯＰＳＩＳ 法确定评价

对象的相对优劣，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极值对模型的影响，提高了准确性。

此外，基于权重的障碍度模型能够对影响工作质量

的障碍因子进行病理性诊断，通过计算各评价指标

的因子贡献度、标偏离度以及障碍度进行分析诊断，

进一步分析影响该县妇幼保健工作质量的主要障碍

因子，这对于有针对性地制定卫生策略和措施更具

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基于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以及

障碍度模型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广西某县妇幼保健工

作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探讨影响工作质量的主要障

碍因子，表明该县妇幼保健工作质量不断提高，但需

加强对降低围产儿死亡率以及防治出生缺陷的重

视。

参考文献：
［１］ 王德慧，魏涛，魏敏，等．全面二孩政策对住院分娩孕产妇

情况的影响［Ｊ］．中国生育健康杂志，２０２０，３１（１）：３６－３８．

［２］ ＧＯＶＩＮＤＥＮ Ｐ，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ＲＩＺＶＩ Ｚ， 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 Ｊ］． Ｎｅｕｒ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

８１： ２３８－２４５．

［３］ 谢薇，曾建娟，覃娟，等．运用 ＴＯＰＳＩＳ 法对桂林市妇幼保

健服务工作的 １０ 年研究［ Ｊ］．妇幼保健，２０１９，３４（１９）：

４３８０－４３８２．

［４］ ＣＡＳＳＩＤＹ Ｒ， ＴＯＭＯＡＩＡ－ＣＯＴＩＳＥＬ Ａ， ＳＥＭＷＡＮＧＡ Ａ Ｒ，

ｅｔ 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ａｕｓａｌ ｌｏｏｐ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Ｓｏｃ Ｓｃｉ Ｍｅｄ，２０２１，２８５：

１１４２７７．

［５］ ＢＵ Ｆ Ｋ， ＨＥ Ｊ， ＬＩ Ｈ Ｒ，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ｓｔｉｃ

ｆｕｚｚｙ ＭＡＤ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ＯＰ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Ｍａｔｈ Ｂｉｏｓｃｉ Ｅｎｇ，２０２０，１７（５）：５５８４－５６０３．

［６］ 倪静，秦斌．基于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的社会网络影响力最大化

研究［ Ｊ］．计算机应用研究，２０２１，３８（８）：２３４０ － ２３４３，

２３７５．

［７］ ＱＩＡＯ Ｈ， ＰＥＩ Ｊ Ｊ．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ｏｕ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ＯＰＳＩＳ ［ Ｊ ］． 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１，１９（１）：３８．

［８］ 杜彦春，赵晓红，鲍小波，等．基于组合评价法的我国妇幼

保健工作质量综合评价 ［ Ｊ］． 中国妇幼保健， ２０１９，

３４（２４）：５５６６－５５７０．

［９］ 梁慧，蒋家晓，蒋俊俊，等．ＴＯＰＳＩＳ 法和秩和比法综合评

价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广西钦州市妇幼卫生管理质量［ Ｊ］．内

科，２０１９，１４（４）：３８７－３９１．

［１０］ 左梦玲，董柏青，雷利志，等．广西孕产妇死亡率变化趋

势分析及预测研究 ［ Ｊ］．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２０１７，

２１（９）：９５３－９５５．

［１１］ 冯晨．政府卫生投入对广西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的影响及

对策研究［Ｄ］．南宁：广西医科大学，２０１４．

［１２］ 骆国盛．广西某县域医共体乡镇卫生院改革发展状况研

究［Ｄ］．南宁：广西医科大学，２０１９．

［１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Ｋ Ｎ， ＬＩＮＤ Ｊ Ｎ， ＳＩＭＥＯＮＥ Ｒ Ｍ， 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ｅｒ⁃

ｎ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ｓ［Ｊ］． ＪＡＭＡ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２０，７７（１２）：１２４６－１２５５．

［１４］ 姚慧，曾萼，雷利志，等．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广西出生缺陷综

合防控效果分 析［Ｊ］． 广西医学，２０１７，３９ （ ８）：１２１０ －

１２１４．

［１５］ 王一任，任力锋，陈丽文，等．一种新的改良 ＴＯＰＳＩＳ 法及

其医学应用［Ｊ］．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３，３８（２）：

１９６－２０１．

［１６］ 孙健，王前强，文秋林．基于秩和比法评价广西卫生资源

配置现状［ Ｊ］．中国卫生统计，２０１７，３４ （３）：４８８－４８９，

４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１２］

［责任编辑：杨建香　 英文编辑：阳雨君］

·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