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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慢性肾脏病食养指南编制说明

一、指南编制目标和适用人群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国民

营养计划（2017—2030年）》，大力发展传统食养服务，充

分发挥食药同源物质、新食品原料等功效和作用，有效预防

和控制当前我国人群主要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提高国民营

养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22年编制并于2023年1月印

发《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等4项指南，取得广大群众和社

会各界的良好反响。在此基础上，2023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计划编制《成人慢性肾脏病食养指南》等4项食养指南，

其中按分工，中国营养学会牵头负责《成人慢性肾脏病食养

指南》。

《成人慢性肾脏病食养指南》编制目标为结合当前中西

医在慢性肾脏病防治方面的最新进展、指南和规范，为慢性

肾脏病患者和管理者提供一个通俗易懂、易操作、实用性好、

科学性强的肾脏病食养指南，并通过科普宣教积极推广，不

断提升目标人群的健康状况，减少疾病负担，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

本指南适用人群为成人慢性肾脏病患者。

二、指南起草基本情况

（一）编写人员

在中国营养学会杨月欣理事长和马爱国副理事长的牵头

带领下成立了由肾病学、临床营养学、基础营养学、公共营



2

养学、食物分析学、计算机大数据学、中医学等专家组成指

南编写委员会和起草组。主要起草人有：暨南大学附属广州

红十字会医院谭荣韶、王宇琦，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于康、陈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王竹，

中国营养学会丁昕、史云洁、魏九玲，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姚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胡雯，南方医科

大学南方医院史琳娜，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孙萍，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刘敏，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谭桂军，新疆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莉，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周春

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周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璇，广东省中医院郭丽娜，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窦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阿丽玛，中国中医

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韩东彦、冒慧敏。

（二）编写过程

2023年3月，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关于编制食养指

南相关工作指示后，即着手整理资料，起草工作方案。编写

组共组织专家进行了5次会议，其中2023年6月17日，召开线

下专家组会议，由北京协和医院于康教授主持工作会议，与

会专家共同讨论了指南编写框架和重点内容，7月31日完成初

稿。8月21日召开线上会议，由中国营养学会韩军花秘书长主

持，食品司相关领导出席，谭荣韶主任汇报了指南编写过程

及指南编写内容，与会专家充分讨论，就指南编写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中医药与食养融合问题、指南正文与附录内容的

辩证统一、篇幅等内容等进行充分讨论，最后达成共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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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各编写组在8月底按照要求修改，并上交卫健委审阅。9月

初，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再次召开起草专家工作会议，并初

步征求相关专家意见，最后将意见反馈给各编写专家，进一

步对指南稿件进行修改，形成第三稿。11月初，在收集社会

征求意见后，再次组织编写组专家对征求意见进行讨论，编

写组在充分论证和讨论后达成共识，并针对征求意见问题进

行反馈和修改，形成第四稿。

《成人慢性肾脏病食养指南》充分考虑居民健康需求和

基层使用者的需求，兼顾科学与科普性，基本达成行业共识，

形成第四稿上交国家卫健委。

（三）编制工作概况和依据

在确定编制目标和适宜人群后，基于成人慢性肾脏病不

同阶段的饮食和营养治疗方案、糖尿病肾病和非糖尿病肾病

的营养治疗方案、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营养治疗方案、慢

性肾脏病的膳食标准等问题进行证据检索和评价，证据主要

来源为CNKI、万方、维普等中文数据库和Pubmed、Embase、

Web of Science等外文数据库。通过对“慢性肾脏病”“肾

脏病”“透析”“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膳食”“饮食”

“营养”“标准”“指南”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参考国内

外慢性肾脏病相关营养实践指南、标准，同时结合中医学著

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各地区膳食特点等形成指南，并通

过反复专家讨论和修改，最终按慢性肾脏病疾病分期、特点

和中医分型，食养原则和建议，食物选择，食物交换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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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食谱示例，中医食养方，诊断标准、营养原则等目录编

写本指南。

（四）征求意见处理情况

就《成人慢性肾脏病食养指南》第三稿，向北京协和医

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

院广安门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

一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新疆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大

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暨南大学附属广州红十字

会医院征求意见，共收到36条意见和建议，编写专家组成员

对意见进行研讨，其中采纳11条，部分采纳3条，并根据意见

修改和完善指南。由于考虑到专业性和科普性等原因，22条

意见和建议未予采纳。

10月-11月，就《成人慢性肾脏病食养指南》向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市场监督总局食品协调司、国家

中医药局科技司，委办公厅、规划司、法规司、体改司、医

政司、基层司、医疗应急司、科教司、药政司、老龄司、妇

幼司、职业健康司、人口家庭司、宣传司，各省(区、市)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食品营养相关处，中国农业大

学、北京工商大学、江南大学、南昌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等单位征求意见，共收到44条，并于11月6日召

开了全体编写组专家会议对征求意见进行了充分讨论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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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纳了绝大多数内容，其中6条，因为考虑专业性和科普

性等原因未采纳。起草组对收到的意见进行了逐一处理并修

改完善。

三、国内外相关共识和标准情况

当前国内外关于慢性肾脏病的指南、共识和标准有《中

国慢性肾脏病营养治疗实践指南（2021版）》《中国糖尿病

医学营养治疗指南（2022版）》《中国成人糖尿病肾脏疾病

医学营养治疗专家共识》《中国老年2型糖尿病临床指南（2022

年版）》《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21版）》《预包装食

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

南（2020年版）》《我国成人慢性肾脏病患者运动康复的专

家共识》《慢性肾脏病患者膳食指导（WS/T557—2017）》《

美国KDOQI慢性肾脏病营养临床实践指南：2020更新版》《欧

洲ESPEN急性或慢性肾脏病住院患者临床营养指南》《日本慢

性肾脏病生活食事指导手册营养指导实践篇》《日本慢性透

析患者的食事标准》等。

四、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一）原则和建议

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膳食应在平衡膳食基础上，根据慢性

肾脏病分期选配食物种类和质量，以减少肾脏负担为目标并

满足其健康需求。

慢性肾脏病1～2期患者总体饮食建议：强调植物性食物

为主，主食来源以全谷物、杂豆类、薯芋类及水生类蔬菜等

为主；餐餐有蔬菜，每天300～500g，其中深色蔬菜占一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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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果应适量；常吃奶类和大豆制品，适量摄入鱼、禽、

蛋、畜肉；尽量不吃烟熏、烘烤、腌制等加工类食物；控制

盐、糖、油和调味品的使用量。

慢性肾脏病3～5期患者总体饮食建议：遵守植物性为主

的膳食原则，实施低蛋白饮食，主食需兼顾蛋白质的用量，

可选择淀粉含量高、蛋白质含量低的食物如红薯、土豆、莲

藕、山药、绿豆粉丝等食物代替部分或全部主食。餐餐有蔬

菜；水果应适量；常吃奶类和大豆制品，适量摄入鱼、禽、

蛋、畜肉；尽量不吃烟熏、烘烤、腌制等加工类食物；控制

盐、糖、油和调味品的使用量。慢性肾脏病5期透析阶段仍然

实施植物性为主的膳食，依情况适当调整动物性食物、豆类、

蔬菜和水果摄入量。

充足的能量摄入是保持慢性肾脏病患者适宜体重的重要

保障，国内外公认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能量需要量和普通健康

人并无明显差异，因此其需要量可根据年龄、性别、体重和

活动量来计算。目前我国主要依据《中国慢性肾脏病营养治

疗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的建议来推荐慢性肾脏病患者

的能量摄入量（每日每公斤理想体重30～35kcal），对于超

重或肥胖者尤其是糖尿病肾病患者，可适当减少500-750kcal

的能量摄入，以使其体重降至适宜范围内。

《我国成人慢性肾脏病患者运动康复的专家共识》认为

适合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运动康复处方应包括有氧运动、抗阻

运动和灵活性运动，运动强度为中等强度，每次30～60min，

每周3～5次。中等强度运动包括快走、骑车、乒乓球、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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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慢跑、游泳等。如无禁忌，最好一周3次抗阻运动，如哑

铃、俯卧撑、器械类运动等，提高肌肉力量和耐力。慢性肾

脏病患者应将日常活动和运动融入生活计划中，循序渐进达

到上述运动目标。对慢性肾脏病患者应做好运动康复前的评

估，制定个体化运动处方，以降低运动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

为更好对慢性肾脏病患者进行营养管理，临床经验丰富

的临床营养师、医师团队应建立与慢性肾脏病患者定期咨询

和随访服务关系，患者则应主动进行定期咨询，接受个性化

营养教育、膳食指导，以促进获取慢性肾脏病相关膳食管理

技能和有效实施营养治疗方案，达到改善自我健康状况和临

床结局的目的。特别是在初诊、年度检查和/或未达到治疗目

标、疾病或环境变化时，应及时就诊或咨询。

（二）食谱计算和分析

针对慢性肾脏病的食谱设计原则，示例食谱按照成人慢

性肾脏病食养指南的基本原则和慢性肾脏病不同分期营养管

理的原则，根据各地食物资源和人群膳食特点，推荐不同地

区、不同季节的慢性肾脏病患者适用的全天膳食食谱（以可

食部生重计算）。整体食谱符合能量充足、分期选配、主食

优化、蔬菜充足、肉类和水果适量等原则。

参考示例食谱以轻体力活动、体重60kg的男性作为标准

人，按能量系数30kcal/kg·d来计算，全天能量为1800kcal，

蛋白质根据0.6g/kg·d（慢性肾脏病3～5期），0.8g/kg·d

（慢性肾脏病1～2期），1.2g/kg·d（慢性肾脏病5期透析阶

段）分别设计四季食谱，按照每天编排，涵盖春夏秋冬4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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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每个季度1个食谱，共84个(天)示例食谱。使用者可参照

食养原则和建议，结合食物交换份表，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

理搭配。食谱设计保持食物多样，尽量选择低蛋白主食、优

质蛋白食物、食药物质和中医食养方。为符合中国饮食习惯，

食谱中的主食多以各地习俗为主，如米、面等作为主食，涉

及控制蛋白质总量时，为减少主食中的蛋白质，可多选择低

蛋白食品作为主食，本食养指南中部分主食以去蛋白大米（

含蛋白质0～1g/100g）替代普通米面制品，使用者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不同低蛋白食品来替换。需要说明的是，低蛋白

大米是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

B28050-2011）》中对低蛋白声称的定义，来自蛋白质能量≤

总能量（以100g/ml或每份食物计算）的5%即可声称低蛋白。

各地区示例食谱均由有经验的临床营养指导人员设计，

并经过营养成分计算和评估。由于目前营养软件较多，计算

数据可能会有一定差别。本案食谱计算分析通过专业软件大

营家营养师智慧膳食管理系统计算和编制数据来源和计算系

统可靠。示例食谱仅作为举例说明和参考，具体到每个个体

可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体力活动以及疾病状态计算并调

整，患者可寻求医师或临床营养师、注册营养师进行指导。

五、其它说明

本食养指南在编写过程中尽可能涵盖慢性肾脏病所有可

能出现的情况，但考虑到慢性肾脏病患者的疾病特殊性，本

类疾病可由于多种疾病如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糖

尿病、高血压、遗传性肾病等导致的一类慢性疾病状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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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即使同一患者也会因为疾病进展引起肾功能发生变化，因

此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营养和膳食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具

体到每一特殊个体的食养指导时，还是需要专业人员根据其

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给予具体指导。本指南尽可能多以

图表形式来表达，以便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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