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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个性化膳食策略对血液透析(HD)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采用调查评估方法，选取接受血液

透析治疗超过3个月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接受常规饮食指导，而干预组则在此基础上接受个性化

膳食策略，包括营养评估、个性化饮食计划和营养知识宣教。研究结果显示，个性化膳食策略显著改善

了患者的营养状况，如血清白蛋白、血磷、血钙等生化指标的改善，同时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也得到了

显著提升。具体而言，干预组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总体生活质量的SF-36量表评分上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且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显著下降。研究结果支持个性化膳食策略在血透患

者管理中的应用，为临床提供了科学的营养干预方案，推动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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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personalized dietary strategy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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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odialysis (HD). The study uses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selects patients 
who have received hemodialysis treatment for more than 3 month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dietary guidance,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personalized dietary 
strategies, including nutritional assessment, personalized dietary plan and nutritional knowledge ed-
uc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ersonalized dietary strateg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patients, such as serum albumin, blood phosphorus, blood calcium and other biochemical in-
dicators, whil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pecifi-
cally, the SF-36 scores of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dietary strategy in the management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provide sci-
entific nutrition intervention scheme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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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血液透析(Hemodialysis, HD)作为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患者肾脏替代治疗的主

要方式之一，对于维持患者生命、改善临床症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透析时间的延长，血

透患者常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健康问题，其中营养不良、矿物质和骨代谢紊乱尤为突出，这些问题不仅影

响患者的生理功能，还显著降低了其生活质量。因此，如何有效改善血透患者的营养状况，提升其生活

质量，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 
个性化膳食策略作为一种针对患者个体差异制定的饮食指导方案，近年来在慢性病管理中逐渐受到

重视，通过综合考虑患者的年龄、性别、体重、病情、饮食习惯及营养需求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膳食计

划，有助于实现营养素的均衡摄入，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进而提升其生活质量。在血透患者的管理中，

个性化膳食策略的应用潜力巨大，但相关研究尚不充分，其具体效果及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 
文中深入探讨了个性化膳食策略在血透患者生活质量提升中的影响性，通过对比分析实施个性化膳

食策略前后患者的营养状况、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变化，评估个性化膳食策略的有效性，为临床制定

更加科学合理的营养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共同推动血透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 

2. 研究现状 

在深入探讨个性化膳食策略对血透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方面，Smith 等人(2015)在其研究中发现

[1]，通过个性化膳食计划，血透患者的能量和蛋白质摄入量得到了显著提升，患者的平均蛋白质摄入量

从 0.8 克/公斤体重增加到 1.0 克/公斤体重，而能量摄入从每天 25 千卡/公斤体重增加到 30 千卡/公斤体

重，这表明个性化膳食策略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关于矿物质和骨代谢紊乱的控制，Chen 等人

(2018)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他们指出，通过调整磷、钾和钙的摄入量，血透患者的血清磷水平从

5.5 mg/dL 降低到 4.5 mg/dL，血清钙水平从 8.5 mg/dL 增加到 9.5 mg/dL。这一发现强调了个性化膳食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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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在控制血透患者矿物质紊乱和骨代谢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在生活质量的提升方面，一项由 Li 等人(2016)
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3]，实施个性化膳食策略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平均提高了 15%，这一改善不仅

体现在身体功能上，还包括情绪状态和社交活动等多个维度，这表明个性化膳食策略不仅关注患者的生

理需求，也关注其心理和社会福祉。关于心理状态的改善，Wang 等人(2017)的研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4]。
他们发现，个性化膳食策略的实施伴随着患者抑郁评分的显著下降，焦虑评分也从 15 分降低到 9 分，这

一结果揭示了个性化膳食策略在改善血透患者心理状态方面的潜力，这对于提高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至

关重要。这些研究成果共同强调了个性化膳食策略在血透患者综合管理中的重要性[5]，并指出了未来研

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定制膳食计划，以及如何提高患者对个性化膳食建议的接受

度和依从性[6]。 

3. 研究方法 

文中采用调查评估的实验方法[7]，以期全面评估个性化膳食策略对血透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对象的选取将基于严格的纳入标准，确保研究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所有参与研究的患者均需在本院血液

净化中心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超过 3 个月，并且具备正常的认知功能、语言沟通能力和视听功能，以保证

他们能够理解和遵循研究要求。 
在干预措施方面，对照组患者将接受目前临床上普遍实施的常规饮食指导，包括基本的营养信息和

饮食建议[8]。而干预组患者将在此基础上，接受更为细致和个性化的膳食策略。这些策略将由资深营养

师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包括但不限于营养评估、个性化饮食计划、营养知识宣教等，以确保

每位患者都能获得最适合自己的营养支持。 
观察指标的设定旨在全面覆盖营养状况、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营养状况的评估将依据一系列生化

指标，如血清白蛋白(ALB)、血磷(P)、血钙(Ca)、钙磷乘积(Ca*P)和 iPTH 等。这些指标不仅能够反映患

者的蛋白质营养状况，还能够揭示矿物质代谢的状态，为临床营养干预提供重要依据。例如，ALB 水平

通常作为评估血透患者营养状况的关键指标，正常范围在 40~55 g/L，而低于此范围通常提示患者可能存

在营养不良。 
生活质量的评估将采用 SF-36 量表，该量表包含 8 个维度，能够全面评估患者的身体健康、心理健

康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心理状态的评估则通过 SAS 和 SDS 两个量表进行，这两个量表已被广泛应用于

评估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数据收集在干预前后进行，以监测患者在接受个性化

膳食策略前后的变化。收集的数据将使用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以及多变量回归分析，用

于比较干预前后 ALB 水平的差异，以评估个性化膳食策略对患者营养状况的影响。本研究的伦理考量将

严格遵守伦理委员会的指导，确保所有参与者的权益得到保护。在研究开始前，所有患者将被充分告知

研究的目的、方法、潜在风险和预期效果，并在完全理解的基础上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指导临床实

践中个性化膳食策略的制定和实施，从而改善血透患者的营养状况和生活质量。 

4. 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部分将展示个性化膳食策略对血透患者营养状况、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的影响。所有

数据均在实施个性化膳食策略前后收集，并使用 SPSS 软件进行了统计分析。 

4.1. 营养状况的改善 

在营养状况方面，干预组患者的生化指标显示出显著的改善，主要表现在血清白蛋白、血磷、钙、

甲状旁腺激素等方面的改善。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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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iochemical index benchmarking data table 
表 1. 生化指标对标数据表 

指标 对照组(n = 50) 干预组(n = 50) p 值 

ALB (g/L) 35.9 ± 5.1 39.1 ± 4.9 <0.01 

P (mg/dL) 5.4 ± 1.5 4.5 ± 1.1 <0.01 

Ca (mg/dL) 8.9 ± 0.9 9.3 ± 0.7 <0.01 

Ca*P 47.9 ± 10.4 41.9 ± 8.2 <0.05 

iPTH (pg/mL) 465.7 ± 98.3 390.3 ± 76.4 <0.05 

注：ALB 表示血清白蛋白，P 表示血磷，Ca 表示血钙，Ca*P 表示钙磷乘积，iPTH 表示完整甲状旁腺激素。数据以

均值 ± 标准差表示，p < 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4.2. 生活质量的提升 

采用 SF-36 量表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干预组在多个维度上均有显著提升，数据表

明干预组的生活质量有显著提升。具体数据如表 2 所示。 
 
Table 2. Quality of life comparison data table 
表 2. 生活质量对比数据表 

维度 对照组(n = 50) 干预组(n = 50) p 值 

躯体健康 61.4 ± 16.2 76.4 ± 18.5 <0.01 

心理健康 62.9 ± 19.3 78.3 ± 15.7 <0.01 

总体生活质量 66.3 ± 17.4 80.8 ± 16.8 <0.01 

4.3. 心理状态的改善 

心理状态评估通过 SAS 和 SDS 量表进行，干预组患者在焦虑和抑郁评分上均有显著下降。具体数据

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mparison data of SAS and SDS 
表 3. SAS 与 SDS 对比数据 

量表 对照组(n = 50) 干预组(n = 50) p 值 

SAS 50 ± 10.2 35 ± 9.4 <0.01 

SDS 54 ± 11.6 45 ± 8.3 <0.01 

注：SAS 表示焦虑自评量表，SDS 表示抑郁自评量表。数据以均值 ± 标准差表示，p < 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实验结果表明，个性化膳食策略能显著改善血透患者的营养状况，提升其生活质量，并

改善其心理状态。这些数据为个性化膳食策略在血透患者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 

5. 讨论 

本研究结果揭示了个性化膳食策略在改善血透患者营养状况方面的显著效果。通过对比干预前后的生

化指标，观察到患者血清白蛋白显著提升，这表明个性化膳食策略有效地解决了血透患者的蛋白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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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问题。此外，血磷和血钙水平的调整，以及钙磷乘积的降低，进一步证实了个性化膳食策略在控

制矿物质和骨代谢紊乱方面的潜在效果。这些结果与先前研究相一致，强调了个性化膳食策略在血透患者

营养管理中的重要性。 
生活质量的评估结果表明，个性化膳食策略不仅改善了血透患者的躯体健康状况，还提升了心理健

康和社会功能。这种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可能与营养状况的改善、心理状态的好转以及个性化膳食策略

带来的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有关。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 Li 等人的研究结果，即个性化膳食策略能显著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心理状态的评估结果表明，干预组患者在焦虑和抑郁评分上的显著下降，表明个性化膳食策略对血

透患者的心理状态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一结果与 Wang 等人的研究结果相符，后者发现个性化膳食策

略能显著降低患者的抑郁和焦虑评分。心理状态的改善可能与个性化膳食策略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和自

我效能感增强有关。 
本研究结果为个性化膳食策略在血透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应扩大

样本量，并进行长期随访，以进一步验证个性化膳食策略的效果，并探索其作用机制。此外，如何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定制膳食计划，以及如何提高患者对个性化膳食建议的接受度和依从性，将是未来研究

的重点。 

6.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综合评估个性化膳食策略对血透患者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深入的见解。研究结

果明确显示个性化膳食策略在改善血透患者的营养状况、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状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过细致的营养评估和定制化的饮食计划，患者不仅在生理层面得到了支持，其心理健康也得到了显著

提升。这些发现强化了个性化膳食策略在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性，并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实践提供了科学

依据。 
个性化膳食策略的研究和应用前景广阔。随着对慢性肾脏病患者需求的深入了解，以及营养科学和

医疗技术的进步，个性化膳食策略有望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发展。此外，利用数字化工具和移动健康技

术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营养支持和监测，可能会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这些创新方法，可

以更有效地促进患者的营养管理和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提高其整体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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