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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概述



营养不良定义

营养不良分类

定义与分类

根据临床表现和发病机制，营养不良可分为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PEM）和微量养分营养不良。PEM主要表现

为身体内能量和蛋白质的可利用量或吸收量不足，而微量养分营养不良则是指一些必需营养素的可利用量不足，

如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

营养不良是指由于饮食不适当或不足导致的健康状况，包括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两种情况。营养不足通常由摄

入不足、吸收不良或过度损耗营养素造成，而营养过剩则可能由于暴饮暴食或过度摄入特定营养素所致。



发病原因
营养不良的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包括长期摄入不足、消化吸收障碍、代谢消耗

过多以及饮食结构不合理等。此外，个体因素如年龄、性别、生理状况以及慢

性疾病等也可能导致营养不良的发生。

危险因素
经济落后、贫困、zhan乱等社会环境因素是导致营养不良的重要危险因素。同

时，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心理因素等也可能增加营养不良的风险。

发病原因及危险因素



营养不良的临床表现因类型和程度而异。PEM患者可能出现体重下降、消瘦、乏力等症状，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

器官功能障碍。微量养分营养不良则可能导致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缺乏症，如贫血、夜盲症、佝偻病等。

临床表现

营养不良的诊断主要依据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医生通常会询问患者的饮食情况、生活习

惯以及慢性疾病史等，并进行体格检查和相关实验室检查，如血液生化检查、营养素水平测定等，以明确诊断和

评估病情。

诊断依据

临床表现与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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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障碍



生长迟缓

身高、体重低于同龄儿童

营养不良导致生长发育迟缓，最直接

的表现就是身高、体重低于同龄儿童。

骨龄延迟

营养不良还可能影响骨骼发育，导致

骨龄延迟，即骨骼的成熟程度落后于

实际年龄。

青春期发育延迟

营养不良的青少年可能会出现青春期

发育延迟的情况，如女性月经初潮推

迟、男性生殖器发育不良等。



体重下降

营养不良导致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身体开始消耗自身的脂肪
和肌肉，导致体重下降。

肌肉萎缩

长期营养不良会导致肌肉萎缩，身体变得瘦弱，缺乏力量。

免疫力下降

消瘦的身体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因为免疫系统需要足够的营
养来维持正常的功能。

消瘦



心肺功能减弱 肝肾功能受损 神经系统发育不良

器官发育不良

营养不良可能导致心肺功能发育不良，影响

呼吸和循环系统的正常功能。

肝脏和肾脏是身体的重要代谢器官，营养不

良可能导致肝肾功能受损，影响身体的排毒

和代谢功能。

营养不良还可能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导致

智力发育迟缓、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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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功能低下及感染易感性增加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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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可能导致淋巴细胞数量减少，或影响其

正常功能，从而降低机体对病原体的抵抗能力。

淋巴细胞数量减少或功能减弱

营养不良会影响免疫系统的抗体产生，使机体在

面对病原体时无法产生足够的抗体来消灭它们。

抗体产生不足

补体系统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营养不良

可能导致补体系统活性降低，影响机体的免疫应

答。

补体系统活性降低

免疫功能受损表现



营养不良患者容易发生各种感染，如

呼吸道感染、胃肠道感染、皮肤感染

等。这些感染可能由细菌、病毒、真

菌等病原体引起。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勤洗手、

避免接触感染源；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合理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适

当锻炼，增强体质。

常见感染类型及预防措施

预防措施

常见感染类型



疫苗接种可以有效预防多
种传染病的发生，降低营
养不良患者感染的风险。

预防传染病 增强免疫应答 降低疾病严重程度

疫苗接种可以刺激机体产
生特异性免疫反应，增强
机体的免疫应答能力，提
高对病原体的抵抗能力。

即使已经感染了某种病原
体，疫苗接种也可以减轻
疾病的严重程度，降低并
发症的发生率。

030201

疫苗接种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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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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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食欲减退与厌食症

长期食欲减退可能发展为厌食症，

严重影响患者的营养摄入和健康

状况。

营养不良可能导致食欲减退，使

患者对食物失去兴趣。



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

营养不良可能导致肠道功能紊乱，引

发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的症状。

这种症状可能进一步影响患者的营养

吸收和身体健康。



营养不良可能破坏肠道内的菌群平衡，导致有益菌减少、有

害菌增多。

肠道菌群失调可能引发一系列消化系统疾病，如肠炎、肠易

激综合征等，进一步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

肠道菌群失调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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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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