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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患者的营养与膳食分析

德吉卓玛

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青海 果洛 814000

【摘要】 乙型肝炎属我国常见的传染病症之一，病症的产生往往和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有密切

关系。常规情况下，乙型肝炎病毒可通过母乳、血液、性接触等多方面的途径进行传播，病症情况相

对明显且不同个体可能产生差异性，主要会由急性向慢性发展或逐渐恶化。进而促使产生肝硬化以

及肝癌现象，进一步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目前乙肝在我国多种传染病调查中，发病率仅次于感染性

腹泻和流行性感冒，另外有数据调查显示国内人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约为 10% 左右，提示我国国

内乙肝病毒携带者较多［1］。了解乙肝以及相关营养指标的关系作用，可对乙肝病症的预防起到一定

的效果，现针对其营养和膳食进行分析，为乙肝病症的预防提供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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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由乙型肝炎病毒感

染导致，临床患者表现为恶心、无力、肝区疼痛等

症状，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俗话说“三分药

治、七分调理”，可见，在对乙肝患者采取药物积

极治疗的同时，还要对患者进行有效的调理，从

而加快患者病情的改善，促使患者早日康复。目

前，乙肝病毒携带者约占我国总人口的 10%（1．

24 亿），其中 20% 的携带者会出现不同的临床症

状，在发病者中又有约 20% 的人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肝硬化、腹水，甚至继发肝癌。合理的营养和膳

食是保证人体肝脏相关组织以及基本功能的物质

条件，而肝脏作为人体进行各项代谢工程的主要

脏器，其对营养的需求量更高。目前市面上普遍

无有效的治疗肝病类药物，由此，保证肝脏的稳定

性，提高对肝脏的营养供给是预防肝脏病症的重

要前提，合理的营养治疗可为受损肝细胞提供恢

复作用，以促进患者病症的康复。肝炎患者如何

进行饮食调养 ? 合理的营养、适宜的饮食是病毒

性肝炎患者的重要治疗措施之一，饮食治疗可以

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促进肝细胞再生，有利于患

者的康复。

1  肝炎的发病机制和表现

在相关调查中发现，肝炎病毒的产生通常属

于常见的消化道急性传染病，在病毒影响下，患者

可存在乏力、食欲下降、恶心、腹胀、黄疸、肝区

不适、右上腹疼痛等不良反应，而相对严重的患

者，其发病急，全身可见明显乏力，消化道症状严

重，肝细胞损坏程度明显，肝功能下降，可见明显

的神经功能失调和代谢紊乱现象，严重情况下具

有昏迷、出血甚至死亡等风险［2］。

2  营养和膳食治疗

2．1   膳食调理 病毒性肝炎通常具有较为复

杂的发病机制，其病变范围通常涉及身体多个器

官组织，同时根据病症程度的差异，患者的病症

表现可能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由此，市面上针

对肝炎的特效药物或针对性治疗方式均无法起到

有效的病症治疗效果。依照中医学分析指出，肝

炎病症“三分治七分养”，并予以营养支持作为

主要治疗方式，将保肝、护肝作为病症治疗的主

要目的［3］。无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还是乙肝患

者，合理平衡膳食始终是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重

要环节，若能重视饮食调养，将有助于提高自身

免疫力、改善肝脏功能。

2．2   营养治疗原则 临床乙肝病症患者的营

养治疗中，主要可以高蛋白、低脂肪、适量的碳

水化合物、能量以及高维生素作为营养治疗的主

要原则。乙肝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多吃新鲜的

蔬菜和水果，比如芹菜、黄瓜、西红柿、菠菜、

苹果、香蕉、葡萄、柑橘等，因为这些食物有利

于促进肝脏的再生和修复，有利于提高身体的

免疫力和抵抗力。大部分乙肝患者身体里面会

缺乏锌、锰、硒等微量元素，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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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注意补充，多吃牡蛎、香菇、大枣、枸杞子、

芝麻等。乙肝患者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营养的

搭配，千万不能挑食和偏食，这样才能够有利于

修复肝脏，饮食应该以豆制品、蛋白质、瘦肉为

主，平时也可以多吃些蘑菇和香菇，有利于补充

微量元素。

2．2．1  高质量蛋白 优质的蛋白质可为患者

提供充足的必需和非必需氨基酸，该物质可有效

促进患者机体对肝脏细胞的修复功能，并为其恢

复血浆蛋白水平，改善患者蛋白热能营养不良现

象，另外高热能饮食同时可减少机体组织蛋白的

分解和代谢，加快合成代谢以维持正常的血糖指

标。由于患者可能存在不同程度消化系统障碍，

蛋白质摄入量降低，干细胞发炎、坏死，蛋白质

分解能力增强，产生腹水等现象也将进一步促进

了蛋白质的丢失［4］。由此膳食中需注重对蛋白

质的摄取。通过给予患者生物价值较高的蛋白质

进行补充。在日常膳食选择中可选用牛奶或其制

品、蛋、鱼、瘦肉、豆腐等，满足患者机体对蛋白

质的需求，促进肝功能以及细胞的恢复，提高免

疫能力。乙肝患者还可以多食用海鲜类食物，例

如白带鱼、黄鱼、银鱼及甲壳类如牡蛎、蟹等，

能增强免疫功能，修复破坏的组织细胞、不受病

毒侵犯。但选择以及烹调方法要得当否则会食物

中毒。若患者对海鲜过敏则忌食，可多食香菇、

银耳、海带、紫菜等。

2．2．2  低脂肪 严格控制饮食过程中的脂肪

摄入量，乙肝患者通常需要保证低脂肪摄入。脂

肪中所存在的脂肪酸通常情况下可作用于患者肝

脏细胞的修复，同时也是保证肝脏基本功能的重

要指标，另外脂肪的存在也会起到一定的口味改

善作用，以促进食欲的提升，提高饮食水平，对

于厌食患者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如果脂肪的

摄入量超过肝脏的代谢水平，多余的脂肪则会沉

积于肝脏内部促进肝糖原合成，影响肝功能。在

有关调查中发现，乙肝患者的膳食脂肪摄入量普

遍需 <50g，同时尽量少食用脂类食物，多以易消

化脂肪食物为主，例如奶油、人造奶油或脂肪酸

较高的植物性脂肪，少食动物油、鱼肝油等动物

性脂肪类食物［5］。

2．2．3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丰富的维生素和微

量元素是保证细胞再生和正常机体水平的重要

条件，乙肝患者通常伴有多种维生素，尤其针对

脂溶性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存在明确缺失表现。

其营养状态直接影响肝脏的代谢功能，同时包含

解毒、再生以及修复作用，同时可影响其免疫能

力。微量元素一般情况下储存于肝脏，病症患者

由于肝脏受损，肝功能下降，各类微量元素的丢

失导致自身肝脏功能的下降。例如维生素 C 可

作用于糖原的合成，提高肝脏抗感染能力，改善

肝脏功能水平，减少胆固醇含量，对缩短患者病

程，加快铁和叶酸的吸收、促进血液再生具有一

定的使用价值。而微量元素中的锌元素能够提升

患者的食欲，对提高免疫力，加强肝脏毒素排出

功能具有重要价值，由此，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

补充，对乙肝患者的病症改善具有重要作用。维

生素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活跃人体的代谢，

帮助肝细胞再生和修复。含维生素丰富的食物一

般为蔬菜水果等，如西红柿、胡萝卜、青椒、小

白菜、香蕉、梨、西瓜、葡萄等。但是肝病患者忌

吃生冷食物，尤其是肝硬化、肝腹水患者，要特

别注意。

维生素的摄入通常属于患者肝细胞维持新生

以及正常机能保持的重要元素，通常情况下乙肝

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维生素缺乏状态，尤其对

于脂溶性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缺乏，导致

患者病症情况不断加重。维生素的供应对提高患

者机体营养状态以及肝功能的水平具有重要的意

义，肝细胞在解毒、再生、修复以及提高肝脏的免

疫能力方面均无法脱离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的控

制。而人体在通常情况下各类微量元素均储存于

肝脏位置，肝炎患者由于肝细胞功能受损以及肝

功能水平的下降，最终会促使患者机体微量元素

不足。例如在维生素 C 的作用下，患者可促进糖

原的合成，进而提高患者的抗感染功能，确保患者

肝脏的正常运作。用于减轻胆红素以及胆固醇的

影响，缩短患者各项肝脏疾病的治疗时间［6］。另

外，其肝功能的提升同时可为患者机体铁元素和

叶酸的吸收、利用产生一定的作用，提高患者的血

液产出。而锌元素的补充同时能够提高患者的食

欲，确保免疫水平的提升，加强患者机体的排毒效

果。由此，确保患者机体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

素补充是确保肝炎患者治疗的重要前提。

2．2．4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不仅作为日

常活动的指标，同时其针对肝脏解毒功能具有一

定的效果，肝炎患者由于细胞损伤对肝糖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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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和分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糖的摄入会促

使舌苔厚腻，可能产生口臭腹胀、消化不良等情

况，影响营养的吸收。另外由于病症患者多保持

卧床休息状态，过多的糖分和热量摄入可能导致

营养过剩，内脂含量也会逐渐增多，最终导致高

血脂以及脂肪肝等病症产生，进一步加重患者病

症负担，因此在日常膳食控制中，肝炎患者需减

少对糖类的摄入，保证其占总热量 60% ～ 65%，

且需保证每日摄取的总热量在 2000～ 2500kcal［7］。

2．2．5  其他饮食禁忌 乙肝患者多宜清淡饮

食，忌油腻、刺激，少食多餐，待食欲恢复后也

不可多食，避免过饱增加消化系统负担，延长肝

细胞的恢复时长。治疗期间所有患者应保证良好

的生活习惯，禁烟禁酒，同时保证 1500mL/d 的

饮水量，促进代谢功能，加强胆红素降低和毒素

排除。另外，在进行食物选择过程中，还需注重

低盐饮食，部分乙肝患者可能存在血钾等病症，

在血钾过高的情况下不宜选择低钠盐，同时还需

要对含钾的豆类和果蔬进行控制，处于腹水或脚

肿的失代偿期患者需选用无盐饮食，避免水肿现

象加重；患者饮食过程中需避免食用含防腐剂、

香精等添加剂的食物，避免饮食导致患者肝脏的

解毒和代谢负担，尽量选用天然的食物进行营养

补充，另外需加强烟酒的管理，减轻肝脏负担。

3  结  语

乙肝患者除积极治疗、注意休息外，还应配合

饮食调养。合理的营养有利于肝细胞的修复与再

生，增强免疫功能，促进肝脏功能的恢复。乙肝患

者的饮食要注意：蛋白质的提供要充足、碳水化

合物的提供要适当提高、选用新鲜无污染的绿色

食品、戒烟戒酒、饮食清淡。肝脏是体内能量代谢

的主要器官，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以及各种

矿物质、维生素合成代谢的主要器官。当肝功能

受损时，营养物质在肝脏的合成和代谢会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若不及时发现及营养干预，将有

可能进一步加重疾病的进展。乙肝患者的营养与

膳食通常多注重对高蛋白、低脂肪、适量的碳水

化合物、能量以及维生素的调整，在日常营养搭配

过程中应注意保证肝细胞的恢复以及肝脏代谢功

能的稳定，以促进肝脏的稳定恢复［8-9］。

乙肝病毒会损伤肝细胞，乙肝患者一般都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肝损伤，因此乙肝患者除了积

极治疗外，平时还要注意养肝保肝。除膳食调理

外，乙肝患者平常还要保持好的情绪，因为肝失衡

会影响情绪，使人烦躁；反之，情绪烦躁也会影响

到肝。此外，乙肝患者要定期地去医院做检查，以

发现异常并及时采取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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