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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饮食调理与营养支持

张新云 焦靖雅
哈密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 新疆 哈密 839000

摘 要：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主要累及直肠和结肠黏膜
及黏膜下层。本文旨在探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饮食调理与营养支持策略，通过分析饮食对病情的影响，提出科学合

理的饮食建议，以促进患者康复，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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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性肠道炎症性疾

病，临床表现为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等症状，且病

情易反复发作。合理的饮食调理与营养支持在溃疡性结

肠炎的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有助于缓解症状，还

能促进肠道黏膜的修复与再生。

1��饮食对溃疡性结肠炎的影响

1.1  可能加重病情的食物
对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而言，某些食物可能会加重

病情，需要特别留意。乳制品，如牛奶、奶酪等，是常

见的触发因素。由于部分患者对乳糖不耐受，摄入乳制

品后容易引发腹部胀气、腹痛和腹泻等症状。此外，含

咖啡因的饮料（如咖啡、茶）和酒精也是肠道的“刺激

源”，它们能刺激肠道，使原本就脆弱的肠道黏膜受到

更多刺激，从而加重炎症症状。辛辣食物，如辣椒、胡

椒等，更是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禁忌”。这些食物可

直接作用于肠道黏膜，加重腹痛和腹泻。高脂食物，如

油炸食品、肥肉等，同样不容小觑。它们会增加肠道的

负担，促进肠道的炎症反应，使病情难以控制。产气食

物，如豆类、洋葱等，也需适量食用。这类食物在肠道

内易产生气体，导致腹胀，进一步加重肠道的不适感。

而生冷食物，如冰镇水果、冰淇淋等，则可能直接刺激

肠道，使腹泻症状加剧。

1.2  有益于缓解症状的食物
当然，也有一些食物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是有益

的。在病情缓解期，适量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等高纤维

食物，如青菜、西红柿、南瓜、茄子等蔬菜，以及梨、

火龙果、苹果、葡萄等水果，有助于改善肠道蠕动，预

防便秘。但需注意，在病情活动期，应避免过多摄入粗

纤维食物，如韭菜、芹菜等，以免加重腹泻。富含ω-3
脂肪酸的食物，如鱼类（三文鱼、鲭鱼等），具有抗炎

作用，可适量食用，以减轻疾病症状。同时，蛋白质和

维生素丰富的食物也是必不可少的。鸡蛋、瘦肉、牛奶

（非乳糖不耐受者）、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以及胡萝

卜、苹果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有助于增强体质，促进

肠道修复。此外，益生菌食品也是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

“好帮手”。低糖、常温保存的酸奶等富含活性益生菌

的食品，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改善消化功能，从

而缓解病情。

2��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饮食调理策略

2.1  个体化饮食计划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症状和病情程度因人而异，有的

患者可能仅表现为轻微的腹泻和腹痛，而有的患者则可能

出现严重的血便和体重下降。因此，制定个体化饮食计划

显得尤为重要。这并不意味着患者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

的食物，而是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病情、

营养需求和口味偏好，科学合理地调整饮食结构。在制定

个体化饮食计划时，首先要考虑患者的病情阶段。在病情

活动期，患者可能需要更加严格的饮食限制，以减轻肠道

负担，控制炎症发展。而在病情缓解期，则可以适当放宽

饮食限制，增加营养摄入，促进肠道修复[1]。其次，个体

化饮食计划还应充分考虑患者的营养需求。溃疡性结肠炎

患者往往因为腹泻、食欲不振等原因导致营养摄入不足，

容易出现贫血、低蛋白血症等营养不良症状。因此，在饮

食中应适当增加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

瘦肉、鸡蛋、牛奶（对于非乳糖不耐受者）、豆制品、新

鲜蔬菜和水果等。此外，个体化饮食计划还应兼顾患者的

口味偏好。对于喜欢辛辣、油腻食物的患者，应逐步引导

他们改变饮食习惯，选择更加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同

时，也可以尝试用一些调味品和香料来增添食物的风味，

提高患者的食欲。

2.2  低脂、低纤维、易消化饮食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肠道黏膜受损，消化功能减

弱，因此应保持饮食清淡，减少油脂摄入。过多的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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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肠道负担，加重腹泻和腹痛症状。建议选择蒸、

煮、炖等烹饪方式，避免油炸、煎炒等高脂肪食物。比

如，可以用蒸锅蒸一些蔬菜、鱼肉等食材，既保留了食

物的营养成分，又减少了油脂的摄入。在选择食物时，

应优先考虑柔软易消化的食物。稀饭、面条、豆腐、鱼

肉等食物质地柔软，容易消化吸收，不会给肠道带来过

大的负担。同时，这些食物还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有

助于满足患者的营养需求。比如，稀饭中可以加入一些

蔬菜、瘦肉等食材，既增加了口感和风味，又提高了营

养价值。膳食纤维对于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具有重

要作用。然而，对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来说，在病情活

动期应适当减少膳食纤维的摄入。因为过多的膳食纤维

可能会刺激肠道黏膜，加重腹泻症状。建议患者在病情

缓解期逐渐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以促进肠道蠕动，预

防便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如

苹果泥、香蕉泥等，既易于消化吸收，又能起到润肠通

便的作用。

2.3  充足的水分和电解质摄入
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对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来说至

关重要。水分可以软化大便，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同

时，充足的水分还有助于稀释肠道内的有害物质，减轻

对肠道黏膜的刺激。建议患者每天至少饮用8杯水，或者
根据自己的口渴程度和尿量来调整饮水量。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由于腹泻等原因，容易导致电解质失衡。特别是

钾、钠等电解质的丢失，可能会引发乏力、心悸等不适

症状[2]。因此，在饮食中应适当补充含钾、钠等电解质的

食物或饮料。比如，可以多喝一些果汁、蔬菜汁等富含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饮品，或者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如

香蕉、土豆等。

2.4  避免刺激性食物
辛辣、油腻、生冷、酒精等刺激性食物是溃疡性结

肠炎患者的“禁忌”。这些食物会直接刺激肠道黏膜，

加重炎症和症状。比如，辛辣食物中的辣椒素会刺激肠

道黏膜，导致腹泻和腹痛加剧；油腻食物会增加肠道负

担，促进炎症反应；生冷食物会降低肠道温度，影响消

化吸收功能；酒精则会直接损伤肠道黏膜，加重病情。

因此，患者在日常饮食中应尽量避免这些食物。可以选

择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如稀饭、面条、蔬菜汤

等。同时，也要注意食物的烹饪方式和调味品的使用，

尽量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减少刺激性物质的摄入。

2.5  注意饮食卫生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来说至

关重要。食物要新鲜、干净，避免食用过期、变质的食

物。因为过期、变质的食物中可能含有有害细菌和毒

素，会进一步损伤肠道黏膜，加重病情。建议患者在购

买食材时选择正规渠道，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在储存食物时要注意温度和湿度，避免食物发霉变质。

定期清洗餐具也是保持饮食卫生的重要一环。餐具在使

用过程中容易沾染细菌和污垢，如果不及时清洗消毒，

就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建议患者在每次用餐后及时

清洗餐具，并使用消毒柜或开水进行消毒处理。此外，

保持厨房卫生也是预防食物中毒等风险的重要措施。厨

房是食物加工和储存的重要场所，如果卫生状况不佳，

就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建议患者定期打扫厨房卫

生，保持厨房通风干燥；在处理食材时要注意生熟分

开，避免交叉污染。

3��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营养支持策略

3.1  口服营养补充（ONS）
口服营养补充剂是一种方便、易行的营养支持方

式，特别适用于轻度至中度营养不良的溃疡性结肠炎患

者。这些患者虽然存在营养摄入不足的问题，但肠道功

能尚能维持基本的消化吸收，因此可以通过口服营养补

充剂来提供必要的营养素。ONS通常包含蛋白质、碳水
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全面营养素，能够满

足患者日常所需的营养需求。与普通食物相比，ONS具
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和更全面的营养成分，因此能够在较

小的体积内提供更多的能量和营养。这对于食欲不振、

进食量有限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来说尤为重要。在使用

ONS时，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口味和营养需求选择合适
的营养补充剂。例如，对于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可以选

择无乳糖或低乳糖的营养补充剂；对于需要增加蛋白质

摄入的患者，可以选择高蛋白的营养补充剂[3]。此外，

ONS的口味和质地也可以根据患者的喜好进行调整，以
提高其接受度和依从性。ONS的使用方便，患者可以
在家中自行服用，无需特殊的设备或技术支持。同时，

ONS的吸收利用率也较高，能够迅速改善患者的营养状
况。研究表明，合理使用ONS可以显著提高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的营养指标，如血红蛋白、白蛋白等，从而改善

其身体状况和生活质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ONS并
不能完全替代正常饮食。在使用ONS的同时，患者还
应尽量保持正常的饮食摄入，以确保获得全面的营养支

持。此外，对于存在严重肠道功能障碍或吸收不良的患

者，ONS可能无法满足其营养需求，此时应考虑其他营
养支持方式。

3.2  肠外营养（PN）
对于严重营养不良或无法耐受肠内营养的溃疡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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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炎患者，肠外营养是一种有效的营养支持方式。PN通
过静脉输注方式将营养素直接输送到患者体内，绕过了

肠道这一消化吸收环节，因此能够迅速改善患者的营养

状况。PN通常包含氨基酸、脂肪乳、葡萄糖、维生素和
矿物质等全面营养素，能够满足患者日常所需的全部营

养需求。与肠内营养相比，PN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和更
全面的营养成分，因此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大量的

能量和营养。这对于存在严重肠道功能障碍或吸收不良

的患者来说尤为重要。然而，PN的使用需要在医生或营
养师的指导下进行。因为PN的输注速度、浓度和配方都
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以确保其安全性和

有效性。同时，PN的输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
感染、静脉炎等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在使用PN时，需
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加强患者的监护和管理。此外，

PN并不能长期作为唯一的营养支持方式。因为长期缺乏
肠道刺激和营养素的直接吸收利用，可能会导致肠道功

能的进一步衰退和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在患者肠道功

能恢复或改善后，应尽快过渡到肠内营养或正常饮食。

3.3  肠内营养（EN）
对于需要长期营养支持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来说，

肠内营养是一种符合生理、费用较低的营养支持方式。

EN通过管饲或口服途径将营养素输送到患者肠道内，
利用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来提供必要的营养素。EN通
常包含整蛋白型、短肽型或氨基酸型等不同类型的营养

制剂，以满足患者不同的营养需求和肠道功能状况。对

于肠道功能相对较好的患者，可以选择整蛋白型营养制

剂；对于存在肠道消化吸收障碍的患者，可以选择短肽

型或氨基酸型营养制剂。此外，EN的配方还可以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如增加膳食纤维、益生菌等成

分，以改善肠道功能和免疫力。在使用EN时，需要选
择合适的输注方式和速度。对于能够口服的患者，可以

直接口服营养制剂；对于存在吞咽困难或意识障碍的患

者，可以通过鼻胃管或鼻肠管进行管饲[4]。同时，输注

速度也需要根据患者的肠道功能和耐受性进行调整，以

避免肠道刺激和并发症的发生。EN具有符合生理、费用
较低等优点。因为EN利用了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所
以能够更好地维持肠道的结构和功能，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同时，EN的费用也相对较低，能够减轻患者的经济
负担。然而，需要注意的是，EN并不能完全替代正常饮
食。在使用EN的同时，患者还应尽量保持正常的饮食摄
入，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和口感，提高患者的食欲和生

活质量。

结语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饮食调理与营养支持在治疗中

占据重要地位。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规划和营养支持策

略，有助于缓解症状、减轻疼痛、促进肠道黏膜的修复

与再生，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每个患者的体质和反

应不同，建议在制定饮食计划和营养支持方案时咨询医

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以制定适合个人需求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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