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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
加强营养是基础

争营养，正常细胞斗不过肿瘤细胞

肿瘤细胞是一种迅速扩张、生长的细胞，需要

大量的营养物质，肿瘤细胞必然与正常组织争夺

营养，而且在这场争夺战中，正常细胞永远是失

败者。所以，不进行营养治疗，受损的往往首先

是正常细胞、组织、器官。癌症患者同正常人一

样，如不增加营养就会造成营养不良。据国外研

究调查，营养不良引发癌症死亡者占90％，因营养

不 良 引 起 癌 症 合 并 症 的 占

70％～80％。因为营养不良

时 ， 人 体 的 免 疫 力 就 会 下

降，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

合理营养，可提高治疗
效果

癌症患者在治疗期间，

配合科学的营养调理可提高

治疗效果，可以说营养疗法

研究发现，癌症患者增加营养会助长癌细胞的

生长、扩散，增加转移的机会，这就使肿瘤的营养

治疗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但是经过反复权衡，科

学家们最终认为营养治疗还是肿瘤治疗的一个重要

方面，是其他治疗如手术、化疗、放疗等的基础。

在目前我国普遍重视其他治疗方法，轻视营养治疗

的现实情况下，应该将肿瘤患者的营养治疗与抗肿

瘤治疗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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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补品需正确对待
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补品和营养保健品，其实，没有确切的证据证

明其能杀伤肿瘤细胞，其主要作用就是增强体质和免疫功能，抑制肿

瘤生长。因此，在选用补品时，应该把握以下几点：（1）饮食应放在

第一位，补品是次要的；（2）不宜“大补”。数种补品一起使用，或

每日大剂量使用，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反而导致相反作用；（3）不

要相信有哪一种补品有治疗肿瘤的作用。它们永远是辅助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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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机体受益大于肿瘤受益。

因为适当的营养治疗既可改

善患者的营养状况，使患者

的 免 疫 能 力 、 抗 癌 能 力 增

强，提高生活质量，又能提

高肿瘤患者对手术治疗的耐

受性，减少或避免手术后的

感 染 ， 使 伤 口 能 够 如 期 愈

合，提高肿瘤患者对放疗或

化疗的耐受能力，减轻其毒

副反应。 

手术期间的营养调理

外科手术是治疗肿瘤的一种常用方法，但是同

时必须认识到，外科手术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给

机体造成创伤。术前如果改善机体的营养状况，能

增加机体的抵抗力和对手术的耐受力，减少术后并

发症和感染，促进伤口愈合。术后有效的营养供给

对机体早日康复有积极的作用。

如果是非胃肠手术，手术前患者饮食以低脂

肪、高蛋白质、高维生素和矿物质为主。选择富含

优质蛋白质的鱼肉、鸡肉、鸡蛋、牛奶、豆制品以

及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新鲜水果蔬菜。胃肠道手

术的患者术前2～3天起给予少渣半流质饮食。术前

1天给予流质饮食，或者在术前5天开始给予要素膳

（含有人体必需的各种营养素，经复水后可形成溶

液或较稳定的悬浮液。由于营养素齐全，每日摄食

一定量，可满足推荐膳食供应量。不需消化或经轻

微水解即可在小肠上端吸收。所以名为要素膳。可

供口服或管饲之用）。患者手术后，当患者可以进

食后，饮食量可根据身体情况逐渐增多，由流质逐

渐过渡到半流质、软食和普食。 

化疗时的营养支持

化疗是肿瘤治疗的一个有效手段，但几乎所有

的化疗药物都会引起患者不同程度的食欲不振、恶

心、呕吐等，从而影响患者的营养状况。合理的饮

食能预防和减少因治疗带来的体重减轻和营养不

良。研究发现，某些抗氧化营养素可以减轻化疗引

起的不良反应，所以应该多补充抗氧化营养素，例

如维生素A、C、E，β-胡萝卜素，富含微量元素锌

和硒的食物。 研究发现，补充营养素后24小时各种

营养素可以达到最大血液浓度，所以补充营养素后

24小时是化疗的最适宜期。 

化疗患者的膳食营养应针对化疗的不良反应进

行。化疗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在全身反应、消化道

反应、骨髓抑制等多方面。化疗患者的饮食宜清

淡、富营养、易消化，可进食少渣半流质或少渣软

饭食，忌油腻、难消化的食品。为防止或减轻骨髓

抑制引起的白细胞、血小板等的下降，宜多食动

物血和肉等，烹制上以煮、炖、蒸等方法为佳，可

以选择含铁质较多的食品，如动物内脏、蛋黄、瘦

肉等，以纠正肿瘤患者的缺铁性贫血。菌类中的香

菇、蘑菇、猴头菇、木耳之类食品，已被发现其中

富含多糖类，对提高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有很大帮

助。 

放疗时的膳食营养

患者在放疗期间往往出现口干、咽痛、恶心厌

食、鼻咽干燥、尿黄尿少等症状，尤其是颌面部或

咽部的恶性肿瘤，放疗反应较重，还可引起口腔、

咽喉、食道等处的放射性炎症。因此要根据临床症

状的不同处理饮食上的有关问题。放疗反应严重，

胃口不好、吞咽疼痛、口腔有溃疡者，宜选用半流

饮食或管饲营养支持。为刺激食欲，可稍稍多放点

食盐以缓和口中乏味的感觉，肉类可划细或炖烂，

蔬菜或水果若无法咽下可以榨汁。忌狗肉、羊肉、

葱、姜等热性食品和辛辣刺激食品。头颈部放疗的

患者，以汤水较多、细软、清单的食物为主。如果

吞咽困难，可以吃一些冷食来缓解，多饮水。腹

部放疗的患者，饮食宜细软，多选择容易消化的

食物，多饮水，少量多餐。 少吃牛奶、甜食和蜂

蜜，以防肠道不适。放疗后宜选择高蛋白、高热量

的饮食以补充因治疗而损耗的能量。多选择瘦肉、

鸡肉、鱼肉、鸡蛋、豆腐等含优质蛋白丰富的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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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癌12条忠告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所拟出12条忠告：（1）饮食应注意口味和营

养兼顾。（2）克服挑食、偏食，不长期服用同一药物。（3）美味

佳肴不过量，做到饮食适度。（4）不饮用烈性酒，避免饮过量酒。

（5）不吸烟，吸烟者应戒烟。（6）适量摄入维生素A、C、E和食

物纤维。（7）注意少吃过咸或过热的食品。（8）不吃烧焦的食

物，尤其是烧焦的鱼、肉。（9）不吃霉坏的食物。（10）避免过度

曝晒日光。（11）节制性生活，避免劳累过度。（12）保持居室空

气流通，注意身体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