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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腎臟病飲食 

根據台灣腎臟醫學會的統計，台灣每年約增加五～六千位末期腎衰竭病人；當腎臟

組織因疾病造成無法恢復的損壞時，腎功能就會逐步衰退，若損害一直持續，則會進入

慢性腎功能不全狀態。除了與醫師配合追蹤治療腎功能外，飲食部分也有許多需要注意

的地方，特別針對幾個特點列如下以利參考： 

 

一、 低蛋白 

慢性腎功能不全的病人若攝取過多的蛋白質，會增加腎臟負擔甚至進一步造成腎

功能惡化。因此建議每天每公斤體重約需要 0.6～0.8 公克蛋白質，且其中 2/3 應來自

動物性蛋白。不過也需注意不可太嚴格限制蛋白攝取而發生營養不良，這樣對身體反

而有害。 

二、 低磷 

腎功能不全病人容易因腎臟無法適當移除過多的磷，而造成鈣磷失去平衡，因此

宜避免攝取含磷高的食物，例如內臟類、優酪乳和起司的乳製品、糙米和全麥的全穀

類、花生和核桃的堅果類，以及可樂、蛋黃、卵磷脂、冰淇淋等。另外本國人愛喝熬

煮的大骨湯，其中含磷量也很高，要特別注意。 

三、 低鉀 

鉀普遍存在很多食物中，特別是牛奶、堅果類、蔬果，如乾紫菜、髮菜、草菇、

波菜、空心菜、金針菇、山藥、韭菜、馬鈴薯、龍眼乾、葡萄乾、香蕉、奇異果、香

瓜、哈密瓜、木瓜、草莓等。因此在食用時可以先以熱水燙 2～3分鐘在食用（勿食用

湯汁），則可減少鉀的攝取。另外要注意楊桃除了含鉀高，更因含有某種神經毒會引起

尿毒病人打嗝等不舒服症狀甚至昏迷，因此最好不食用。市面上很多代鹽或薄鹽醬油

皆是以鉀取代鈉離子，也最好不要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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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低鹽 

體內鈉離子（食鹽）含量過高，容易造成水分過渡滯留，腎功能不全的病人水分

排除有障礙，因此要注意食鹽的攝取。煙燻食品、滷製食品、蜜餞、罐頭、加鹽加工

蔬菜（冷凍蔬果、泡菜、榨菜、醬菜等等）都要盡量少吃。 

五、 適量水分 

慢性腎臟病病人若有少尿的現象，則要注意每日攝取的水分。原則上以前一日的

尿量加上 500cc為當日水分攝取量，宜控制每日體重變化不超過 0.5公斤且沒有水腫發

生為原則。 

六、 適當的熱量 

熱量為產生體力的主要來源，每天每公斤體重約需要 30-45大卡熱量，以避免身

體組織蛋白質被分解來補充不夠的熱量。因此慢性腎臟病病人宜攝取熱量高而蛋白質

含量低的食物補充熱量。若合併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則應注意減少攝取飽和脂肪酸。 

當得知自己得到慢性腎功能不全時，除了飲食上的控制，適度的運動也是很重要

的，除了可以增強體力，也有助於體重及血壓的控制。另外需注意藥物的選擇，每次

就醫時都要提醒醫師自身腎功能不好，以幫助醫師用藥的決定；並需配合醫師建議的

治療方法與藥物使用，以減緩走入腎衰竭的時程。 

一般病人聽到腎臟慢性衰竭都會覺得很震驚，但配合醫師治療與飲食運動控制，

才是減緩病情惡化的不二法門。千萬不要相信一些坊間沒有經過醫療證實的方法，常

常容易在使用坊間療法後病情加速惡化，提早進入需要洗腎的腎臟衰竭階段。而若努

力治療與控制後，還是需要洗腎，可與醫師討論適合自己的洗腎方法，目前台灣常見

的有「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兩種。腎臟移植也是一種選擇，但在等待器官的同

時，還是需要靠洗腎來維持正常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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