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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飲食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營養照顧的首要目標為維持

理想體重、保持肌肉組織與脂肪組織的適當比例。 

飲食原則 

1. 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並攝取適量熱量 

您所需的熱量為_____大卡。 

 

 

 

 

 

 

 

 

 

 

 

2. 攝取足夠的蛋白質，維持肌肉組織 

3. 適當的油脂比例 

油脂代謝產生的二氧化碳較少，且可作為濃縮熱量來源，但需選擇較佳的油脂， 

例如：芥花油、橄欖油等。 

4. 避免攝取過多精製糖類 

過多精製糖類的攝取會產生較多二氧化碳，增加肺部負擔，應要減少含精製糖 

類的甜食、含有蔗糖或果糖的飲料、各式糖果或糕餅、水果罐頭等。 

 

全穀雜糧類   碗 

豆魚蛋肉類   份 

乳品類   杯 

油脂與堅
果種子類  
   湯匙 

蔬菜類   碟 

水果類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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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見的進食問題及改善方法 

 

 

 

 

 

 

 

 

 

 

 

 

 

 

 

 

 

 

 

 

 

 

 

6. 飲食小秘訣 

(1)請儘量攝取營養價值較高的食物，並採取少量多餐的飲食方式。 

(2)選擇一天中，體力較佳的時刻進用主餐，進餐前後，休息15~30 分鐘。 

(3)高營養濃度和喜愛的食物先吃。 

   (4)攝取足夠的水分可以防止呼吸道分泌液過於粘稠，使痰易咳出，也可預防 

      便秘發生。 

(5)避免咖啡、酒等刺激性飲料及戒菸。 

   (6)規律生活作息，充足睡眠及休息。 

 

食慾不振怎麼辦? 

 少量多餐。 

 補充高熱量食物或運用營養品。 

(營養品使用請諮詢營養師) 

 選擇個人感官覺得舒適的食物。 

 營造愉快用餐氣氛與良好用餐環

境。 

腹脹怎麼辦? 

 避免食用易產氣食物，如洋蔥、青

椒、甘薯及豆類。 

(易產氣食材因人而異) 

 進食時不要講話，以免吸入過多氣

體。 

 適度增加活動量，以促進腸胃蠕動。 

 攝取流體、溫和等容易排空的食物。 

便秘怎麼辦? 

 攝取適當的蔬菜類和水果類，以預

防便秘。 

 必要時可依醫囑給予軟便劑。 

 

 

 

 
進食時呼吸短促怎麼辦? 

 進食時以鼻導管給予低流速氧氣。 

 姿勢引流、拍痰及呼吸治療運動

等，至少應在飯前 30 分鐘執行完

畢。 

 進食時，將腳平放地板，肘置放桌

上，上身前傾，以充份利用輔助肌。 

 預防嗆食。 

 進食期間若發生呼吸困難，可先休

息直到舒服再繼續進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