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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療後飲食原則&生活型態

1. 均衡飲食，食物多樣化：

• 以未精緻全穀雜糧類為主食（如：地瓜
/燕麥/南瓜/糙米等）

• 選擇各色蔬菜與水果（如：番茄/胡蘿
蔔/甜椒/菠菜/藍莓/洋蔥等）

• 選擇優質蛋白質，注意來源與選擇順序：

• 避免加工製品（如：香腸/火腿/培根等）

• 烹調時選用植物性油脂，增加多元不飽
和脂肪酸攝取，反之應減少動物性油脂
使用（如：雞油、豬油等）

• 適量補充水份，每公斤體重約需25-

30ml水份，若有腎臟/心臟疾病或需要
限制水份者，請洽詢醫師

2.維持理想體重＆健康生活型態：

• 維持身體活動，建立運動習慣

• 避免抽菸、喝酒、嚼檳榔

3.根據醫師建議規律回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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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癌症飲食迷思

癌症病人需減少肉類攝取，甚至改成
素食或生機飲食?

錯誤！癌症病人熱量需求較一般人
高，若營養狀況不佳，容易因營養不良
導致免疫力下降、預後狀況不佳，因此
應均衡飲食、維持體重。

正確！市面上保健食品有許多種，如：
中草藥、人蔘、靈芝、益生菌等，若治療
期間想要補充應尋求醫師或營養師建議。

Q
A

錯誤！治療期間需要足夠的熱量與蛋
白質提供身體組織修復、重建及調節免疫
功能，因此建議均衡飲食，選擇優質蛋白
質，如：黃豆製品（豆腐/豆漿）、雞蛋、
魚肉、海鮮、禽畜肉類、乳製品等，並避
免生食，以預防感染風險。

Q
A 吃太營養只會讓癌細胞增長?

Q
A 治療期間補充保健食品，應多加留意?



1. 均衡飲食，選擇天然食物：食物包含六大
類，建議每天均衡攝取各類天然食物，避
免加工製品、醃漬物。

2. 頭好壯壯，選優質蛋白質：治療期間蛋白
質的需求量提升，可由豆魚蛋肉類與乳品
類來補充，其中優質蛋白質包含：黃豆、
毛豆、豆腐、魚肉、蝦蟹、雞蛋、禽畜肉
及乳製品等。

3. 預防感染，注意食品安全：治療期間應避
免生食（含生機飲食），如：生菜、生
魚片及蜂蜜等，注意飲用水（需煮沸）、
冰塊來源，選擇帶皮水果，以降低細菌、
微生物等所帶來的感染風險。

5. 補充營養，選合適營養品：尋求醫師或營
養師協助，選擇合適的營養品。
• 均衡配方/濃縮配方
• 腫瘤配方
• 特殊營養素：魚油、麩醯胺酸

癌症飲食 –簡介 二、治療中飲食原則

在面對癌症治療的旅程中，飲食是最
重要的一環，正確與安全的飲食照護有助
於維持身體健康、預防體重減輕、降低治
療引起的副作用，以提升治療的耐受性並
順利完成治療。

7. 常見治療副作用與應對技巧

1. BMI<18.5 kg/m2

• 理想BMI為18.5-24 kg/m2

2.一個月體重減輕>5%

3.血液中白蛋白<3.0g/dl

以身高160 cm、體重50 kg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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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療前營養評估&飲食原則

根據目前營養狀況進行營養補充

常見副作用

A.食慾不振 B.味覺改變

D.噁心/嘔吐 E.腹瀉/腹脹

C.口乾

F.口腔潰瘍

副作用
應對技巧

(正餐) (點心)

天然攪打製作範例

※維持體重、避免肌肉流失※低
風
險

高
風
險

1. 維持均衡飲食。

2. 建立運動習慣。

※增加體重、增加肌肉質量※
1. 補充高熱量、優質蛋白質食物，如：海

鮮豆腐粥、雞肉花椰燉飯、芝麻牛奶等。

2. 補充免疫調節營養素：魚油、精胺酸、

核苷酸，減少身體產生的發炎物質、增

加免疫力，如：深海魚類、肉類。

3. 食慾差時應少量多餐，餐間補充點心。

4. 增加活動量，避免肌肉流失，可選擇中

強度阻力訓練（如：健走/爬樓梯）。

以BMI （身體質量指數）、體重減輕狀況、
血液白蛋白濃度檢視自身營養狀況，若有
以下情形則有營養不良風險

症狀 飲食原則及改善方法

A.食慾不振
• 少量多餐、選高熱量高蛋白食物
• 經常變化烹調方式與型態
• 選擇喜愛的食物並放鬆心情享用

B.味覺改變
• 利用辛香料降低肉的苦味
• 補充含鋅食物：海鮮（蚵仔/蛤
蠣）、雞蛋等，以改善味覺

C.口乾
• 含冰塊、喝開水/無糖飲品
• 選擇濕潤食物（蒸蛋/奶昔等）
• 避免辛辣食物、飲酒

D.噁心/嘔吐
• 飯後適度休息、少量多餐
• 進食時遠離油煙、異味處

E.腹瀉/腹脹
• 注意水份、電解質補充
• 避免易產氣、粗糙食物，如洋蔥、
豆製品、地瓜等

F.口腔潰瘍
• 避免刺激性（辛辣、酸性）食物
• 選擇流質食物或市售營養品
• 適量補充麩醯胺酸10-30克/天

6. 少量多餐、補充餐間點心：食慾差時，可
採取少量多餐，餐間補充體積小、高熱量
點心，如：冰淇淋、布丁、奶酪、豆花等。

吞嚥狀況選擇軟質/糊狀/

流質等質地，避免粗糙、
難消化食物，如：炸物、
糯米製品等。

營養品介紹

4. 評估進食，選擇合適質地：根據牙口、

※流質製作請參閱天然攪打製作範例QR Code

※請參閱營養品介紹QR Code ※更多副作用應對技巧請參閱右上角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