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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基本知识与病情评估



肝硬化定义及发病原因

肝硬化定 义

肝硬化是一种慢性进行性肝病，由一

种或多种病因长期或反复作用形成的

弥漫性肝损害。

发病原因

主要包括肝炎病毒感染、长期大量饮

酒、血吸虫感染等。在我国，大多数

肝硬化为肝炎后肝硬化，少部分为酒

精性肝硬化和血吸虫性肝硬化。



临床表现与分期

临床表现

早期肝硬化患者可能无明显症状，随着病情发展，逐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

腹胀、黄疸、肝掌、蜘蛛痣等症状。晚期患者可出现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

继发感染等严重并发症。

分期

根据肝功能损害程度和临床症状，肝硬化可分为代偿期和失代偿期。代偿期患

者肝功能尚可代偿，无明显症状；失代偿期患者肝功能严重受损，出现多种并

发症。



诊断标准及辅助检查方法

诊断标准

结合患者病史、临床表现、肝功能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综合

判断。其中，肝功能检查和影像学检查是诊断肝硬化的重要

依据。

辅助检查方法

包括肝功能检查（如血清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等指标）、

影像学检查（如B超、CT、MRI等）以及肝穿刺活检等。这

些检查方法有助于评估肝脏病变程度、确定诊断及制定治疗

方案。



病情评估与预后判断

病情评估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肝功能损害程度、并发症情况等综合评估。评估结果有助于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和护理

计划。

预后判断

肝硬化的预后与病因、肝功能损害程度、并发症及治疗情况等多种因素有关。一般来说，早期肝硬化患者经过积

极治疗和护理，预后较好；晚期患者并发症多且严重，预后较差。因此，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对于改善肝硬化患

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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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营养需求分析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需求

蛋白质
01

肝硬化患者因肝功能受损，蛋白质合成减少，需适量增加优质蛋白质摄

入，如鱼、瘦肉、蛋类等，以维持正氮平衡，促进肝细胞再生和修复。

脂肪
02

患者应限制脂肪摄入量，特别是动物性脂肪，以减轻肝脏负担，预防脂

肪肝的发生；同时，适量摄入植物性脂肪，如橄榄油、花生油等，以满

足人体对必需脂肪酸的需求。

碳水化合物
03

适量摄入碳水化合物，如米饭、面食等，以提供足够的能量，维持肝脏

正常的代谢功能；同时，避免过多摄入甜食和高糖饮料，以防血糖波动

对肝脏造成损害。



维生素与矿物质补充策略

维生素

肝硬化患者应多摄入富含维生素的食物，特别是维生素B族和维生素C，以促进肝

细胞再生和修复，提高机体免疫力；同时，适量补充维生素E和维生素K，以预防

出血倾向和抗氧化应激。

矿物质

患者应关注矿物质的摄入，特别是锌、镁、钙等，以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同时，

避免过多摄入钠和铁，以防水肿和铁过载对肝脏造成损害。



水分摄入与电解质平衡调整

水分摄入
肝硬化患者应适量增加水分摄入，以促进代谢废物和毒素的排泄；同时，根据病情和水肿情况调整饮

水量，以防水分潴留加重水肿。

电解质平衡
患者应关注电解质的摄入和排出情况，特别是钾、钠、氯等，以维持正常的电解质平衡；同时，避免

过多摄入高盐和高钾食物，以防电解质紊乱对心脏和肾脏造成损害。



特殊营养素需求关注

支链氨基酸 膳食纤维 抗氧化营养素

肝硬化患者可适当补充支链氨基

酸，以改善肝功能和营养状况；

同时，减少芳香族氨基酸的摄入，

以减轻肝脏负担和预防肝性脑病

的发生。

适量摄入膳食纤维有助于改善肠

道功能和预防便秘；但需注意避

免过多摄入粗糙和刺激性食物，

以防消化道出血和肝损伤加重。

患者应多摄入富含抗氧化营养素

的食物，如硒、维生素C、维生

素E等，以减轻氧化应激对肝脏

的损害和预防肝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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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护理原则与方案设计



个性化营养护理原则制定

01 02 03

评估患者营养状况 确定营养护理目标 制定营养护理计划

包括体重、身高、BMI、
饮食习惯等，了解患者的
营养需求和风险。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
化的营养护理目标，如改
善营养状况、控制病情等。

结合患者的病情和营养需
求，制定具体的营养护理
计划，包括膳食结构调整、
餐次安排等。



膳食结构调整建议

增加优质蛋白质摄入 控制脂肪和胆固醇摄入

如鱼、瘦肉、蛋类等，提高血浆蛋白含量，

防止或减少肝脏的脂肪浸润。

减少动物脂肪、内脏、蛋黄等的摄入，避免

加重肝脏负担。

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 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如米饭、面食等，提供足够的能量，减少蛋

白质的消耗。

如新鲜蔬菜、水果等，促进肝脏的修复和再

生。



餐次安排与时间规划

定时定量 合理安排餐次顺序少量多餐

每日可安排5-6餐，每餐不

宜过饱，以减轻肝脏负担。

固定每日的进餐时间和量，

有助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建议先吃蔬菜、水果等富

含维生素的食物，再吃主

食和肉类等富含蛋白质和

脂肪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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