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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营养不良患者应用针对性饮食护理的效果

王　娜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　新疆巴州　841000

摘　要：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针对性饮食护理措施在血液透析治疗中营养不良患者的应用效果及其价值。方法：

研究选取了在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于本中心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 28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些患者中，约

有 40% 的患者存在营养不良的情况，且这部分患者中老年人占据了较大比例。研究者将这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对

照组，采用传统的常规护理方法；另一组为实验组，除了常规护理外，还特别实施了针对性的饮食护理方案。在研究过程中，

对两组患者的营养指标及相关健康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记录。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统计学分析后发现，实验

组和对照组在营养指标以及其他相关健康指标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结论：研究结果表明，针对性的饮食护理措施能够有

效地改善血液透析患者中营养不良者的营养状况，对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治疗效果具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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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了从 2023 年 1 月到 2024 年 1 月

期间，在我们中心接受长期固定透析治疗的患者共计 280 例。

这些患者中，男性患者有 150 例，女性患者有 130 例。他们

的年龄范围分布在 45 岁到 8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62.5 岁，

标准差为 5.3 岁。

1.2 病例选择标准

在进行病例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团队制定了详尽的纳

入和排除标准，以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和结果的可靠性。纳入

标准方面，我们要求患者必须满足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医学

指征，这包括但不限于特定的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查结果。

此外，患者必须经过专业医疗团队的评估，确认存在营养不

良的状况，这是基于营养不良可能对治疗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的考虑。为了保障患者的权益和研究的透明度，患者及其家

属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这一步骤是至关重要的，它确保了

患者及其家属对研究的目的、过程、潜在风险和益处有充分

的了解，并且自愿同意参与本项研究。

至于排除标准，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筛选措施，以排除

那些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的病例。具体来说，我们排除

了那些合并有严重心脏、肝脏、脑部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的

患者，因为这些脏器功能障碍可能会对血液透析治疗的效果

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此外，对于那

些患有精神疾病且无法配合研究要求的患者，我们也未将其

纳入研究范围。这是因为精神疾病可能影响患者对治疗的依

从性以及对研究要求的理解和执行，从而影响研究数据的质

量和可靠性。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在本研究中，对照组的患者将接受标准的常规护理措

施。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对患者病情的持续监测，确保透

析操作的正确执行以及相关的护理工作。此外，对照组患者

还会得到关于饮食方面的常规指导，旨在帮助他们维持基本

的营养平衡，但不会提供个性化的饮食调整。

1.3.2 实验组

实验组的患者除了会接受与对照组相同的常规护理之

外，还会得到更加针对性的饮食护理干预。根据每位患者的

具体情况，医疗团队会制定出个性化的饮食计划，这一计划

将严格遵循血液透析患者营养治疗方案的指导原则。例如，

会根据患者的体重来精确计算其蛋白质的摄入量，确保摄入

的蛋白质具有较高的生物价值；同时，还会根据患者的年龄

和日常活动量来确定其能量的摄入量。此外，实验组患者的

饮食中脂肪、无机盐和维生素的摄入量也会得到合理安排和

调整，以满足他们的营养需求。在饮食计划的执行过程中，

还会充分考虑患者的饮食偏好和耐受性，以确保饮食计划的

可行性和患者的舒适度。如果发现仅通过饮食指导无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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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营养需求，医疗团队将考虑给予口服营养补充剂或其

他形式的肠内营养支持，以确保患者获得充分的营养。

1.4 观察指标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密切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在接受

不同干预措施前后，其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前白蛋白

等关键营养指标的变化情况。此外，为了全面评估患者的营

养状况，我们还将参考患者主观整体评估（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简称 SGA）的评分结果。SGA 是一种广泛应用

于临床的评估工具，它通过患者的主观感受来评价其营养状

态，包括体重变化、饮食摄入、胃肠道症状、活动能力等多

个维度。

1.5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将使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

行深入分析。对于计量资料，我们将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

（x±s）的形式来表示，并通过 t 检验来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

对于计数资料，我们将使用百分比（%）来表示，并通过卡

方检验（χ² 检验）来分析组间差异。在统计学上，若 P 值

小于 0.05，则认为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即结果

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营养指标比较

在进行干预措施之前，两组患者在血清白蛋白、血红

蛋白以及前白蛋白等关键营养指标上的对比显示，两组之间

并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值大于 0.05）。然而，在实施

了相应的干预措施之后，实验组的患者在上述各项营养指标

上均表现出明显的改善，并且与对照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的显著性差异（P 值小于 0.05）。这些具体的数据和结果可

以在随后提供的表 1 中找到详细记录。

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营养指标比较（x±s）

组别 例数 血清白蛋白（g/L） 血红蛋白（g/L） 前白蛋白（mg/L）

对照组 140 32.5±2.1 100.5±10.2 180.5±15.3

实验组 140 36.8±2.5 115.6±12.3 210.8±18.5

2.2 SGA 评分比较

在进行干预措施之前，两组患者的主观全球评估（SGA）

评分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两组之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

上的显著性（P 值大于 0.05）。然而，在实施了相应的干预

措施之后，实验组的 SGA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这一结果

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P 值小于 0.05）。具体的评分

数据和比较结果可以在附表 2 中详细查看。

表 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GA 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SGA 评分 干预后 SGA 评分

对照组 140 7.5±1.2 6.5±1.0

实验组 140 7.3±1.1 5.2±0.8

3. 讨论

血液透析患者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常常会遭受营养不

良的困扰，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质量，

而且对他们的预后也有着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血液透析

患者来说，营养治疗显得尤为重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预防

和纠正营养不良以及蛋白质能量消耗（PEW）。

为了达到充分透析、纠正代谢性酸中毒、改善炎症状

态的目标，制订一个合理的营养治疗方案并定期进行监测和

调整是至关重要的。在蛋白质摄入量方面，建议的摄入量为

每天每公斤体重 1.0 到 1.2 克，同时，高生物价蛋白质应占

到总摄入量的 50% 以上 [1]。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补充复

方 α- 酮酸制剂，其推荐剂量为每天每公斤体重 0.12 克。

这样的摄入量能够确保患者的蛋白质需求得到满足，同时维

持氮平衡。至于能量摄入量，则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

定个体化的计划，通常情况下，建议的摄入量为每天每公斤

体重 35 千卡。对于 60 岁以上的特定患者群体，可以适当减

少摄入量，以确保患者获得适量的能量供应，避免能量过剩

或不足。

在脂肪摄入方面，建议每日脂肪供能占总能量摄入的

25% 到 35%。合理的脂肪摄入不仅可以提供能量，还能避

免因摄入不当而带来的心血管等健康风险 [2]。此外，无机盐

摄入的控制也极为重要，合理限制或调整钠、钾、磷、钙等

的摄入量，有助于维持患者体内电解质平衡和骨骼健康。在

维生素摄入方面，适当补充多种水溶性维生素和必需微量元

素，可以预防或治疗微量营养素缺乏症。

在本研究中，实验组采取了针对性的饮食护理措施，

根据患者个体情况严格按照营养治疗方案执行。研究结果

显示，实验组患者的营养指标及 SGA 评分的改善情况均优

于对照组 [3]。这充分说明了针对性饮食护理能够有效改善

血液透析营养不良患者的营养状况，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在临床实践中，医护人员应更加重视血液透析患者

的营养问题，积极推广针对性饮食护理，为患者提供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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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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