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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营养风险及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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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营养角度出发#分析了新冠肺炎后疫情时期

面临的营养风险#针对新冠患者提出了相应的营养管理

措施#揭示营养干预辅助新冠肺炎治疗的重要意义#并对

普通群众提出了实现合理营养膳食的建议%

关键词!新冠肺炎&食品&营养&风险&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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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OU_A'0#(

%简称新冠肺炎#是指

!"#(

新型冠状病毒!

!"#(07O5_

#通过呼吸道飞沫和接触

进行传播而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同时伴随多种临床)精

神和心理并发症*

#

+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

行%严重影响了全球的公共健康和安全%给人们的生命和

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

年
#

月
)"

日%世界卫生组

织!

`XU

#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认定为最高风险等级的

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甚大*

!

+

&

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食品行业面临着巨大挑

战%国内多地多次从进口冷冻食品尤其是动物源生鲜食

品包装中检出新冠病毒%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新冠

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疾病%其是病毒感染

和机体免疫状态博弈的结果%机体免疫系统的强弱与其

抗病毒感染能力的高低有很大关系*

)

+

&当前中国疫情逐

渐趋于稳定%但并不意味着风险完全消除%境外输入病例

和新增确诊病例仍不断出现%可能较长时期处于疫情防

控常态化状态&针对新冠病毒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增强

自身免疫力是最有效的防护措施%而良好的膳食营养是

保障免疫系统正常工作的基础%是提高机体免疫力)降低

疾病风险的重要保障&黄寿恩等*

)

+研究认为可以采用生

物活性物质营养干预的途径防治新冠肺炎%通过合理食

用具有增强免疫功能的药食同源食品%能够提高人体的

免疫功能)改善肺脏功能)强化肝脏功能)调节肠道菌群

等%从而增强自身抵抗病毒的能力&此外%一项新的科学

研究*

B

+揭示了新冠病毒在免疫力低下的患者体内会发生

突变%进而降低病毒对中和抗体的敏感性%这表明免疫力

低下的感染群体可能是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重要发源

地%而对于免疫能力强的感染者%由于免疫控制较好%病

毒多样性可能较低&因此%在现阶段疫情防控常态化时

期%提高自身免疫力对新冠肺炎的预防)治疗以及愈后都

至关重要*

C

+

%而科学合理的膳食营养干预能够有效改善

机体的营养状况)增强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与救治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拟从营

养角度出发%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面临的营养风险%针对

新冠患者提出相应的营养管理措施%揭示营养干预辅助

新冠肺炎治疗的重要意义%并对普通群众提出实现合理

营养膳食的建议%旨在为疫情后的营养支持治疗和日常

健康管理提供参考&

#

!

疫情下的营养风险
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急性传染性疾病%患者大多因生

理和心理不适而导致食欲下降和消化能力下降%在相对

较长的病程中%普遍存在一定的营养风险%尤其是重症患

者存在较高的营养风险及营养不良发生率*

.

+

&而营养不

良反过来又会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并可显著增加危重

症患者的死亡率&此外%有研究*

T

+报道%重症患者出现的

营养不良情况会对新冠肺炎预后产生不良影响&因此%

给新冠患者提供合理的营养支持治疗至关重要&

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炎症反应会影响机体的消化)

分解代谢水平和能耗等%从而增加患者营养风险的发生

率&新冠肺炎患者的典型症状为发热)干咳)肺部高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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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等%在内毒素)血氧不足和炎症介质等因素作用下致

使机体代谢和内分泌系统功能发生紊乱%从而加速了机

体的脂肪氧化)蛋白质分解及能量消耗*

$

+

&部分新冠患

者因呼吸衰竭需要呼吸机辅助通气%致使呼吸肌做功增

加%氧耗量上升%机体能量消耗也明显提高%因此对营养

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而重症患者在使用呼吸机辅助通气

的同时可能会导致膈肌下移)腹压升高%从而压迫胃肠

道%使胃肠道出现淤血)水肿等异常情况%此外%患者在治

疗期间由于长时间的卧床会使胃肠蠕动减慢%最终将使

患者的胃肠功能紊乱%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血管紧张

素转换酶
!

!

PO/!

#是一种含锌金属蛋白酶%是肾素'血

管紧张素系统负向调节血压的关键因子%主要分布于心

脏)肾脏和胃肠等部位%

PO/!

被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入

侵的功能性受体*

(

+

&最近的一项科学研究*

#"S##

+表明%高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

在新冠肺炎患者的食道和回肠都有

表达%这表明消化系统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攻击的靶器

官之一&此外%患者通常还伴有精神焦虑)意识障碍)胃

肠道菌群失调和胃蛋白酶活性减弱等症状%这些都会降

低 消 化 系 统 的 吸 收 能 力%从 而 导 致 机 体 的 营 养

不良*

)

%

#!S#)

+

&

人体正常的免疫系统需要营养素来进行细胞的新陈

代谢%而新冠患者发病期间的营养不良会影响机体的免

疫功能)肺部功能以及呼吸肌收缩功能等%从而不利于治

疗疗效以及愈后效果*

)

+

&由此可见%新冠病人需要充分

的营养支持%一旦目标营养素和能量摄入量无法满足机

体的代谢需求时%很有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从而降低预

期的疗效和治愈率&此外%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人们不合

理的膳食结构)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物资的缺乏都会

导致营养素的摄入比例不均衡%从而增加营养失调发生

的可能性*

$

+

%而营养失调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和能量

供给而对机体代谢和氧化应激反应产生不利影响%从而

降低机体抗病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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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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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营养管理措施
!9#

!

新冠患者的营养管理

!9#9#

!

营养风险评估
!

针对新冠肺炎的防控和救治特

点%在入院
!B

"

B$G

内%新冠肺炎患者需进行营养风险的

筛查%重点要关注患者在过去一周内的膳食营养摄入情

况%采用营养风险筛查
!""!

!

Y,N!""!

#评分表%从性别)

年龄和感染程度等方面对患者是否存在营养风险进行筛

查和评估*

#C

+

&营养风险筛查总评分包括营养状态评分)

疾病严重程度评分和年龄评分%年龄
#

T"

岁需加
#

分%其

中
Y,N!""!

评分达到或大于
)

分的患者认为存在营养

不良的风险%需要及时进行营养支持治疗&再根据身体

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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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判断患者的基本

营养状况%依据营养状况评定结果制定适宜的营养干预

方案%实施营养支持治疗*

.

+

&

!9#9!

!

营养干预要求
!

新冠肺炎患者根据疾病严重程度

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良好的营养状况和合

理的营养干预治疗是阻止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向重型和危

重型转化的保障%且能促进患者的康复&因此%适时)适

量的营养干预对新冠肺炎的治疗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新

冠患者的能量消耗和蛋白质分解加快%科学搭配碳水化

合物)蛋白质和脂质三大营养素能够及时)准确地给予营

养支持&

碳水化合物是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但其补充量

不宜过多%否则会导致呼吸熵增高%加重呼吸系统的负

担%并可能造成高碳酸血症*

!

+

&针对轻症新冠患者%需重

点考虑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提高蛋白质和脂肪的摄

入量&蛋白质选择方面%需考虑患者消化吸收能力较弱

的问题%主要选择整蛋白!如乳清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

水解蛋白)短肽及氨基酸的组合%其中小分子短肽可以有

效弥补消化功能受损引起的蛋白分解和利用障碍%而支

链氨基酸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

!

%

#.

+

&重症患者的机体

处于特殊的代谢状态%可能会出现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代

谢异常%从而需要消耗大量的蛋白质为机体提供能量&

因此%重症患者建议考虑全营养特医食品或利用肠外营

养干预的方法%按照患者的实际情况补充营养和机体所

需能量*

#T

+

&脂肪供给方面%由于炎症环境下长链脂肪酸

难以进入线粒体%而中链甘油三酯比普通脂肪容易消化

吸收%因此可以进行适当的补充$而重症患者由于极易出

现炎症反应%需适当增加
U1>

;

20)

脂肪酸如
/\P

和

'XP

的摄入比例%可以帮助恢复脂代谢平衡%并能有效

降低促炎因子而增加消炎因子的生成*

#.

+

&此外%除了满

足三大功能营养素的补充要求%还要注意强化维生素)矿

物质等微量元素的补充%有助于提升机体的免疫功能&

!9#9)

!

营养干预方法
!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科学合理

的营养支持是一线治疗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性营

养干预可以改善新冠肺炎患者的营养状态%维持机体正

常运行%提高免疫功能和治疗效率&按照营养不良的五

阶梯治疗原则进行营养干预辅助治疗*

$

%

#.

+

%具体方案包

括饮食加营养教育)饮食加口服营养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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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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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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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肠内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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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部分肠内营养!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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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加部

分肠外营养!

J

2:F32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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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以及全肠

外营养!

F5F24

J

2:>7F>:247@F:3F357

%

M\Y

#&

对于需要进行营养干预治疗的病人%应遵循饮食)口

服营养补充和肠内营养优先的原则&对于轻症患者%需

要保证足够的能量和蛋白质摄入%首选途径是经口饮食

或口服营养补充%提倡通过胃肠道的正常代谢来为机体

提供营养$若无法自主饮食%则建议
!B

"

B$G

内启动肠内

营养%可预防或减少应激性溃疡等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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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及危重症患者一般伴有厌食症继发性感染)呼吸道不

适)嗅觉和味觉丧失等症状%表现为进食量减少)体重下

降)

-WA

指数下降的营养状况%应尽早采用全部或部分肠

内营养*

#(

+

&肠内营养需要在患者肠胃功能完全的前提

下%根据患者的实际状况配制营养液%通过鼻胃管或其他

营养管输送至肠胃中以维持患者胃肠道功能和菌群的正

常&若患者不能接受肠内营养或达不到供给机体代谢的

目标量%则需要进行肠外营养%推荐使用工业化多腔袋代

替多瓶输注%通过静脉注射途径进行合理的营养补充*

$

+

&

!9!

!

普通人群的营养管理

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主要是免疫力脆弱人群%如有

基础疾病的患者)年老体弱者和婴幼儿等&对于免疫力

脆弱人群%除了做好常规的个人防护外%还要注意保持饮

食均衡%合理的膳食营养是改善个体营养状况)增强抵抗

力的重要环节*

#)

+

&面对当前疫情防控长期化和常态化的

态势%国家卫健委编制了相应的营养健康指导建议%加强

对老年人和儿童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营养指导和健康管

理%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

+

&

老年人由于身体各器官生理功能逐渐衰退%同时多

患有慢性疾病%对膳食营养也有更多且特殊的要求&根

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老年人群营养健康指导建议/%合

理膳食是维护老年人免疫功能的有效手段%通过日常饮

食来补充基础性和调节性的营养素%坚持食物多样%保持

均衡膳食%丰富营养素来源%多吃新鲜蔬果%增加水产品)

奶类和豆类食品的摄入%保证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的充分供给$保持清淡饮食%少

盐控油%少吃或不吃烟熏)腌制和油炸类食品&此外%老

年人还需要特别重视慢性病的自我管理%建议适当增加

商业化肠内营养剂&儿童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和行为

形成的关键期%为保证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的营养均衡

和身体健康%食品摄入要遵循多样性)广泛性和适量性的

原则%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膳食应以谷薯类食物为主%

适当增加果蔬类)鱼类)肉蛋类)奶豆类等食品的摄入%少

吃高盐)高糖和高油的零食%食不过量%不暴饮暴食%保持

健康体重%防止营养不良或是肥胖症的发生*

!#

+

&同时%还

要保证每天充足的饮水量%再加上适度运动%以促进机体

的新陈代谢%强化机体的免疫 功 能%提 高 抗 病 毒 的

能力*

!!

+

&

)

!

结论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患者普遍存在一定的营养风险%

尤其是重症患者存在较高的营养风险及营养不良发生

率%新冠肺炎病毒引起的炎症反应通过干扰机体的消化)

代谢水平和能耗等途径影响患者的营养状态&面对尚无

特效药的新冠肺炎%科学合理的营养干预治疗是新冠患

者综合治疗措施中的重要手段%营养支持治疗对重症患

者尤为重要%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提高新冠肺

炎的治疗效果和治愈率&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表

现为长期化和常态化%对于广大群众而言%要坚持0未病

先防1的中医学建议%注重膳食结构%提高膳食营养健康%

增强自身免疫力%降低感染病毒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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