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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糖尿病肾病患者维持性血液透析中个性化饮食护理的效果观察及营养状况改善情况。方法 随机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收治的 70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两组患者均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其中对照组 35 例患者采用常规饮食护理，试验
组 35 例患者采用个性化饮食护理，对两组患者的营养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营养状态进行对比发现，干预前，
两组患者的相关营养指标并不具有明显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营养指标均有改善，其中试验组患者的营养状态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明显（P<0.05）。结论 糖尿病肾病患者在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中，采用个性化饮食护理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具
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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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的发作主要和患者微血管病变有关，该病假若未得

到及时的治疗和控制，随着病情发展会让患者出现慢性肾衰竭的情
况，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1]。现如今，临床中对于该
病的治疗通常采用血液透析的方式，不过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容易
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这会导致患者出现心力衰竭等并发症，对患
者的预后造成不良影响[2]。基于此，本文将分析个性化饮食护理在
该病中改善患者营养状况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随机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收治的 70 例糖尿病肾病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对照组 35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9：16；
年龄在 39 岁至 7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5.11±5.11）岁，试验组
35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8：17；年龄在 38 岁至 77 岁之间，平均
年龄为（55.26±5.13）岁，组间资料对比，差异不明显。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通过维持性血液透析进行治疗，对两组患者的营养

状态进行分析。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为患者进行高热量饮食的提供，

让患者能够保持一个较好的营养状态。 

试验组：采用个性化饮食护理的方式，根据患者的实际营养状
况，为此提供个性化的饮食护理。在患者住院时，根据患者的年龄
情况对患者每日所需的容量进行计算，其计算公式为：每日所需热
量=1000＋[年龄×（80-100）]。根据这一公式所得出的结果，同时
依据患者的饮食习惯来进行饮食计划的制定，该方案中各项营养物
质的占比如下：碳水化合物为 55%左右；蛋白质在 15%左右，脂肪
在 25%左右[3]。于此同时还需要在日常饮食中为患者进行维生素的
补充，对于钠盐的摄入进行控制，防止由于钠盐过量摄入而影响患
者的心肌功能，降低患者的并发症几率。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营养状况进行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0.0 处理计数（χ2）和计量（T）资料，差异显著（P<0.05）。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营养状况对比 
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营养状态进行对比发现，干预前，两组

患者的相关营养指标并不具有明显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营养
指标均有改善，其中试验组患者的营养状态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明显（P<0.05）。 

表 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营养状况对比[ sx ± ] 

平均蛋白质水平 g/（kg·d） 热能水平 kJ/（kg·d）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5 0.76±0.39 1.05±0.42 85.62±30.78 118.26±33.11 
试验组 35 0.77±0.38 1.47±0.55 85.77±30.85 166.21±33.52 

T  0.108 3.590 0.020 6.020 
P  0.913 0.000 0.983 0.000 

3 讨论 
对于糖尿病肾病的治疗主要采用血液透析的方式，不过患者长

期采用这样的治疗方式很容易影响到患者身体的营养状况。血液透
析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透析不充分是影响到患者营养状况
的主要因素，而患者长期保持营养不良的状态会使得患者出现肾功
能衰竭的可能性加大，对于一些病程较长的患者而言，肾功能衰竭
患者会出现肠胃功能紊乱的情况，导致患者出现食欲下降以及新陈
代谢功能减缓的情况，对患者的病情预后造成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4-5]。而借助个性化的饮食护理方案，能够有效的保障患者的营养状
况，个性化饮食计划的制定一般会根据对患者每日摄入热量进行合
理的计算，同时为患者制定出合乎饮食习惯的食品，切实的提高患
者的营养状况，帮助患者提高机体免疫力。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显
示：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营养状态进行对比发现，干预前，两组
患者的相关营养指标并不具有明显差异；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营养
指标均有改善，其中试验组患者的营养状态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明显（P<0.05）。 

综上所述，糖尿病肾病患者在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中，采
用个性化饮食护理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具有
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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