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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飲食原則

目的

本飲食是一種視患者肝臟病變的程度，而修正

飲食中的蛋白質、鈉及水分的飲食。提供適當

的營養預防組織異化和各種併發症，如低血糖、

高氨血症，以減輕肝昏迷的現象。

飲食原則

1、均衡營養攝取六大類食物 ( 全穀根莖、豆魚

肉蛋、奶、蔬菜、水果、油脂 )。

2、熱量：提供足夠的熱量，建議量每日每公斤

體重攝取約 25-35 大卡。

3、醣類：易發生空腹低血糖，可採用少量多餐

方式進食。

4、蛋白質：每日每公斤體重攝取約1-1.2公克， 

( 有肝腦病變出現時，應限制蛋白質 )。

5、脂肪：提供 30-40% 的熱量，如有脂肪

瀉；則減少 25％，可使用中鏈三酸甘油酯

(MCTs) 補充熱量。

6、維生素：注意水溶性維生素的補充，尤其是

維生素 B 群；若有油脂狀或泡沬狀的脂肪

瀉 ( 消化不良綜合徵 ) 情形，須注意脂溶性

維生素的補充。

7、水份及電解質：若腹水時，應限制水份及鈉

的攝取量；若病人使用利尿劑治療，須監

測血鉀濃度，若異常應多攝取含鉀高的食

物。

8、適量攝取含膳食纖維的食物，促進腸胃的蠕

動，預防便祕。

9、禁止飲酒。

臨床表徵及併發症

1、夜間低血糖

嚴重肝硬化且食慾不佳，宜攝取適量點心

(含15g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例如一片土司、

三片蘇打餅乾 )，避免夜間空腹時間太長，

引起低血糖的現象。

2、食道靜脈曲張

避免攝取刺激性食物，如咖啡、辛辣調味料

及粗糙、堅硬、大塊的食物，應選擇溫和柔

軟的食物。

3、腹水

(1) 應採取低鈉飲食，大約每天攝取 500-

1500mg 鈉，相當 1-3 克食鹽，若有嚴重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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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則鈉的限制應更嚴格。

(2) 注意水份及電解質的平衡。

(3) 有腹脹、食慾不佳的情形，並採用少量

多餐的方式進食，增加熱量的攝取，如利用

勾芡手法製作濃湯或濃縮商業配方。

4、肝昏迷

(1) 有肝昏迷傾向的病人，應限制蛋白質攝

取量，蛋白質建議量依意識不清的程度而

定。如有肝昏迷的情形，可適量食用蛋白

質，每日每公斤的體重攝取約 1 公克。

(2) 避免食用產氨量高的食物，如香腸、火

腿、乳酪、花生醬等食物。

(3) 植物性蛋白質含有較高的支鏈胺基酸，

利於改善肝昏迷的情形，可適量食用。

(4) 適量攝取益生菌可增加腸內的有益菌，

減少腸道細菌製造產氨量，改善肝昏迷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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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營養相關問題，請找各病房營養師專

業指導或於出院後改掛營養諮詢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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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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