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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utritional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GC) during chemotherapy, 
and find ou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nutritional sup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ient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better nutrition support in the future.

METHODS
Twelve patients with GC during chemotherapy were 
selec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of 
a grade III comprehensive hospital in Guangxi by the 
method of objective sampling. Data were collected by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and analyzed by the 
Colaizzi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After analysis, three themes were extracted: cognition 
of nutritional support, status quo of nutritional support, 
and requirement of nutritional support. Interviews 
showed that nutritional support was very important 
during chemotherapy and it had becom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most patients and knowledge of 
nutrition was also a common situation.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GC during chemotherapy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nutritional support, b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utritional support remains to be improved, 
and there are many demands for nutritional support. 
Health care workers should adopt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nutrition knowledge education methods to meet the 
needs of patients.

胃癌患者化疗期间营养支持体验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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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MY, Ying YP, Huang JL, Lu QF, Ling Y. Experience of nutrition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during chemotherapy: 
A qualitative study.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8; 26(27): 
1592-1597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full/v26/
i27/1592.htm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6.i27.1592

摘要
目的
探讨胃癌(gastric cancer, GC)化疗患者营养支持现
状, 从患者角度找出营养支持的影响因素, 为以后更
好的开展营养支持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抽取广西省某综合性三甲医院肿瘤
内科的12例GC化疗患者, 运用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法
收集资料, 采用Colaizzi内容分析法分析资料. 

结果
经分析, 提取出3个主题: 营养支持的认知、营养支
持的现状、营养支持的需求. 访谈显示, 化疗期间的
营养支持非常重要已成为大部分患者的共识, 同时
对营养知识了解偏少也是普遍现状. 

结论
GC化疗患者营养支持的认知良好, 但营养支持的现
状有待改善, 对营养支持存在多方面的需求. 医护人
员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营养知识教育方法, 满足患者
的需求.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关键词: 胃癌; 营养; 质性研究

核心提要: 目前国内外胃癌(gastric cancer, GC)患者的研

究中, 多采用量性研究, 少数做过质性研究, 但很少关注

GC患者化疗期间的营养支持体验. 本研究采用现象学研

究方法, 深入访谈GC化疗患者的营养支持体验, 为化疗

患者的营养支持提供参考. 

陈美燕, 应燕萍, 黄家莲, 陆秋芳, 凌瑛. 胃癌患者化疗期间营养支持体

验的质性研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8; 26(27): 1592-1597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full/v26/i27/1592.htm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6.i27.1592

0  引言

胃癌(gastric cancer, GC)是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 预后相

对较差,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

统计数据, GC的发病率居恶性肿瘤全球发病率的第5位, 
其病死率更是高居第3位, 仅次于肺癌与肝癌. 超过70%
的GC新发病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约50%的病例发生

在亚洲东部, 主要集中在中国[1]. 据统计, 60%-65%的上

消化道肿瘤患者存在营养不良[2], 而美国癌症中心的营

养专家认为, 约40%的癌症患者实际上是死于营养不良, 
而不是死于癌症和治疗[3]. 癌症会提高机体新陈代谢和

热量的需求, 但同时又会降低宿主的食欲和食量, 慢慢

导致机体营养不良, 而营养不良会让病人更容易发生肿

瘤扩张、感染、医疗效果降低及生活质量下降等[4,5]. 另
外, 化疗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机体的免疫系统, 同时还会

产生毒素导致患者食欲下降、恶心、呕吐、味觉改变

及习惯性厌食等, 从而加重营养不良又进一步伤及免疫

系统. 而营养支持是避免营养不良的唯一方法. 目前国

内外研究中, 多采用量性研究, 少数做过相关质性研究, 
但很少关注GC患者化疗期间的营养支持体验. 本研究

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 深入访谈对GC化疗患者营养的

营养支持体验, 为化疗患者的营养支持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18-05在广西省某三甲医院肿瘤内科住

院的12例GC患者. 纳入标准: (1)经临床、影像学和病理

检查确诊为GC的患者; (2)意识清楚, 认知正常, 能配合; 
(3)Karnofsky评分≥60分; (4)能经口进食且无肠梗阻; (5)
患者明确自身疾病的诊断; (6)知情同意, 自愿参与和配

合本研究. 排除标准: 既往有心理精神疾病; 听力障碍. 
访谈人数以资料饱和为标准. 考虑到访谈对象的代表性

依据患者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选择样本, 最终访谈

患者12例. 具体情况(表1). 
1.2 方法 资料收集通过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 根据访

谈目的制定访谈提纲, 经课题组讨论及对2例患者预访

谈修订后形成访谈提纲(表2). 访谈前先向患者详细说

明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及现场笔录、录音的必要性, 承
诺用编码代替患者姓名, 保护其隐私, 消除其顾虑. 访谈

场所的选择以放松、安心、舒适、色调优雅为原则, 本
研究访谈场所为私密性较好、相对比较安静的教室. 访
谈时间以被访者方便为主要原则. 研究者在介绍研究

目的和意义并征求研究对象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同

步录音, 同时观察受访者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等变化, 并
记录现场笔记. 每例受访者在出院前1 d接受访谈, 时间

30-60 min. 
访谈结束24 h内, 及时将访谈录音逐字、逐句记录

下来, 并记录访谈对象的非语言行为及其他相关资料. 
按照A-O依次对每例访谈对象的访谈记录编序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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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独立的文档. 资料分析采用Colaizzi内容分析法进

行整理: 详细记录并仔细阅读所有资料; 分析有重要意

义的陈述; 归纳和提炼意义; 汇集共同概念或特性; 写出

完整的描述; 陈述构成该现象的本质性描述; 返回受访

者验证. 反复聆听录音资料并对资料进行细致分析和推

理, 将其共性部分归纳成本研究的主题. 2名研究员共同

对资料进行分析, 并返回受访者处进行求证. 12例受访

者全部阅读了文字描述, 并表示结果的呈现准确. 

2  结果

2.1 营养支持的认知

2.1.1 营养支持的态度: 本次访谈显示, 大部分患者都觉

得化疗期间的营养支持非常重要, 但是对营养知识的了

解普遍较少. P1:“我觉得营养当然好啊, 可是不知道吃

多少才算是合理补充营养”. P4: “我不知道该吃什么

对病情有帮助”. P5: “化疗之后越来越注意饮食了, 有
时间就看看微信或者网页上的营养知识”. P9: “没有

心思去了解太多关于营养的知识”. 另一方面, 受访者

对营养知识的了解比较表浅, 缺乏权威可靠的营养知

识. 受访者P8P10认为要少吃刺激性强的食物少吃夜宵; 
但当研究者继续深入追问时, 他们均不知道如何合理地

进行营养支持. 而P6认为治疗癌症只要药物用对就好

了, 营养无关紧要. 
2.1.2 寻求营养支持知识的途径: 大部分GC患者营养知

识的获取方式单一, 如受访者P3的营养知识来源于儿子

网上搜索; 受访者P4P11为电视播放的养生节目; 受访者

P7为订阅的手机报里的营养小贴士. 
2.2 营养支持的现状

2.2.1 营养支持的环境: 患者在住院期间因环境的改变

易产生陌生、孤独、焦虑感, 同时患病后饮食的限制以

及饮食习惯的调整, 使患者需要努力适应新的饮食种

类和方式, 进一步增加了患者饮食的不确定感和不适

应性, 导致饮食的依从性降低, 摄入量减少. P5: “在家

坐在餐桌吃比较舒服, 现在只能在床上吃, 不太习惯”. 
P7: “病房环境不够家里好, 吃饭的时候很吵, 有时会因

治疗或其他事打扰, 我一般都吃不了什么”. P10: “家

里人多, 吃饭肯定比自己在医院吃饭香了”. P11: “我

在家吃饭习惯边吃饭边听收音, 在医院不敢放收音, 怕
吵到别人”. P12: “我觉得医院到处都是病菌, 不敢乱

碰乱放, 吃饭都小心翼翼的”.
2.2.2 营养支持的状态: 多数患者在化疗期间由于化疗

的副作用会感觉到食欲下降、恶心、过早饱腹等生理

     

表 1 受访者一般资料

编号 性别 年龄 婚姻 学历 职业 胃癌分期 转移 化疗方案 合并症

P1 男 49 已婚 初中 农民 ⅢB 无 SOX 慢性糜烂性胃窦炎

P2 女 49 已婚 初中 无业 Ⅲc 无 SOX 无

P3 男 48 已婚 初中 农民 Ⅲc 无 SOX 高血压

P4 男 62 已婚 高中 离退休干部 ⅢB 无 SOX 无

P5 男 66 已婚 高中 离退休干部 Ⅳ 有 TCF 糖尿病

P6 男 45 已婚 小学 农民 Ⅲa 无 SOX 无

P7 女 44 已婚 大学 个体 Ⅳ 有 SP 慢性胃炎10余年

P8 男 31 已婚 大学 职员 Ⅲa 无 SOX 无

P9 女 61 已婚 初中 农民 Ⅳ 有 XELOX 无

P10 女 39 已婚 小学 无业 Ⅲa 无 SOX 无

P11 男 51 已婚 初中 干部 Ⅲc 无 SOX 无

P12 女 32 已婚 大学 职员 Ⅲc 无 SOX 缺铁性贫血

SOX : 奥沙利铂+替吉奥; XELOX: 奥沙利铂+希罗达; TCF: 紫杉醇+氟尿嘧啶+顺铂; SP: 替吉奥+顺铂.

表 2 访谈提纲

     序号 提纲内容

1 化疗期间营养支持对于您有什么意义

2 您现在的饮食情况如何, 与化疗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3 对于化疗期间出现的饮食营养问题您希望得到哪些人的帮助？

4 您想通过哪种渠道学习营养知识？

5 您会遵循您学到的饮食营养知识去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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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有部分患者做了GC手术, 导致胃容量变小, 这些

会导致患者饮食摄入减少, 容易导致患者营养不良. P1: 
“我觉得手术后整个人没力气, 没有胃口, 吃饭需要家

人协助”. P2: “我吃一点就反胃, 喝一口汤就觉得饱

了”. P4: “我一看见饭就反胃, 胃经常有火烧一样的感

觉”P7: “现在总觉得全身不舒服, 不想吃饭, 也不觉得

饿”. P8: “我想吃酸的辣的, 可是医生说要清淡饮食, 
我只能逼自己尽量吃, 吃得也不多”. P8: “我晚上睡不

着, 白天老犯困, 不小心就睡着了, 老错过吃饭时间”. 
而对于家庭带餐的患者, 可能因为患者饮食的问题而引

起家庭矛盾. P11: “不知道为什么, 我平时爱吃的东西

现在吃着感觉都变味了, 家人都按我以前喜欢吃的煮, 
可是我就是吃不下, 说了他们也不相信, 搞得家里人以

为我跟他们置气呢”. P12: “我不想吃, 他们老叫我多

吃, 说是对我身体有好处, 这我都知道, 可是我就是吃

不下”. 
2.2.3 营养支持的心理: 尽管部分GC患者经常感到忧虑

担心, 从而给营养支持带来了负性体验, 但仍有部分患

者康复充满信心. 积极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 主动寻求

医务人员和他人的帮助, 努力改善现存的营养状况. P3: 
“我相信会好起来, 我不懂营养就上网查、问医生、

问病友, 我现在的饮食很合适, 我想为家人减轻负担”. 
P6:“我其实没什么顾虑, 想吃啥吃啥, 尽量吃, 得了这

个病我也认命”. P7: “我经常想我为什么会的这个病, 
上有老下有小的, 哎, 小孩怎么办？反正一想到这个就

吃不下”. P10: “我现在能吃能喝的, 小孩准备高考, 所
以我得乐观点, 不能影响小孩了, 小孩也经常鼓励我说

妈妈要加油！我还是很开心的, 听医生的吧, 医生怎么

说就怎么做”. 
2.2.4 营养支持的提供方式: 尽管营养食堂提供了订餐

服务, 部分患者仍选择在外购买或家庭带餐, 考虑可能

与饮食品种相对单一、患者个人偏好有关. 同时, 由于

食堂的送餐时间相对固定, 患者可能因检查、治疗而错

过用餐导致食物的浪费. P4: “医院饭菜是大锅饭, 味
道不好, 我都是自家做好带过来”. P5: “我年纪大, 牙
不好, 医院的菜有时吃不动, 要么就太大一块了”. P7: 
“医院食堂的菜看着就吃不下, 都倒掉了”. 
2.2.5 营养支持的执行情况: 有部分患者身体虚弱, 饮
食及部分生活均是由家属负责的, 家属的照顾技能影响

患者的术后恢复及营养摄入. P8: “我老婆只会炖汤, 其
他也不会做什么, 不像在医院有你们的指导, 估计我的

营养也跟不上, 感觉又瘦了些”. P11: “我就靠我老婆

照顾, 食物都是我老婆准备的, 以清淡为主, 经常就是炖

粥”. 另外, 大部分患者难以改变以前的饮食习惯, 受访

者P3P5P7P8P11P12均认为自己知道部分营养知识, 日

常生活中应少吃油炸、肥腻、多盐等食品, 但执行困

难, 都表示口味和习惯很难改变. 对于口服营养制剂, 患
者需要在医务人员的监督下食用, P2: “这营养粉味道

好奇怪, 我不爱吃”. 这可能与患者对营养制剂不够充

分了解有关. 
2.3 营养支持的需求

2.3.1 对医院的需求: (1)环境的需求: P5: “要是有个舒

服点的吃饭桌子就好了”. P7: “吃饭时间尽量不要做

治疗”. 大部分患者希望医院的环境能加以改善, 希望

有一个安静、愉悦、轻松的进食环境; (2)供餐的需求: 
大部分患者对医院的营养供餐并不满意, 认为其在食

物的色、香、味、形上均需改进, 且缺乏针对糖尿病

等专病饮食以及高龄老人、咀嚼困难患者等特殊人群

的膳食. 
2.3.2 对照顾者的需求: 大部分患者都是由家庭成员照

顾, 家庭成员对他们也是非常支持和理解, 可是并不能

真正的感同身受, 还有大部分照顾者的照顾技能需要提

高, 比如在营养知识, 烹饪知识和技能等方面. P8: “希

望我老婆可以多去了解一些营养支持, 给我做营养更全

面的饮食”.  
2.3.3 对医务人员的需求: 大部分患者反馈医护人员的

工作忙碌, 很多时候只能对患者进行简单的口头及书面

指导, 但是针对如何饮食、饮食的种类及营养搭配会出

现不同的问题, 患者的知识需求较难得到满足. 大部分

患者都希望得到医务人员更详细的营养指导. P9: “医

生护士跟我说的我总是记不住, 又见他们很忙, 都不敢

多问”. P12: “要是医生能列出一个具体的饮食清单就

好了, 我就可以照着上面做”. P7P8P12均希望医护人员

能提供较便利的营养支持知识学习方式或者途径, 比如

微信公众号等. 

3  讨论 

3.1 提高GC化疗患者及照顾者对营养支持的认知及

能力

3.1.1 提高对营养支持的认知: GC病人由于原发肿瘤的

消耗以及化疗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导致营养不良、抵抗

力下降, 很容易让肿瘤复发的机会增加, 同时会加重化

疗的毒副作用. 李绮雯等[6]针对GC辅助放化疗病人的研

究表明营养不良会加剧放化疗期间的不良反应. 营养不

良病人在进行化疗期间更容易受到药物的影响发生恶

心呕吐等不良症状, 而长久的恶心、频繁的呕吐会导致

病人进食较少或无法进食, 从而进一步加重营养不良. 
所以应该加强GC化疗患者及家属对营养支持的认知, 
从患者的角度加强营养支持的管理. 尽量通过多渠道多

方式去让患者及家属多了解营养知识, 比如可以建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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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营养知识文化长廊, 制作营养知识宣传手册; 建立GC
营养微信公众号平台, 定期更新, 持续进行营养相关知

识宣教, 并及时解答患者相关疑问; 并鼓励患者多渠道

去获取更多的营养知识, 比如报纸, 书籍, 网络等. 
3.1.2 加强相关技能的培训: 本研究发现家属是患者住

院期间最主要的照顾者, 也是最主要的情感支撑, 家属

照顾技能的欠缺影响患者的康复. 医护人员适当对家庭

照顾者进行更多的照顾技能培训, 及时纠正饮食错误知

识及观念, 消除对营养支持的疑惑[7], 可促进患者营养

状况的改善. 照顾者定期监测患者体质量, 协助管理消

化道症状; 科室定期开展照顾者座谈会及营养烹饪讲

座, 可促进照顾者之间的经验分享, 积极调动家庭及社

会支持力量, 共同促进患者康复. 
3.2 加强医院营养支持管理系统

3.2.1 加强医务人员的对营养支持的重视: (1)找出原因, 
针对性解决营养问题: GC化疗患者营养问题的发生原

因有五点: ①疾病本身导致的厌食和抑郁相关性厌食使

食物摄入减少; ②机械性因素造成的摄入困难; ③胃手

术术后消化道结构功能的改变; ④化疗及放疗引起的吸

收和消化障碍; ⑤合并有分解代谢增加的因素, 比如感

染等. 医务人员要仔细分析造成患者营养不良的原因, 
针对应地给与营养支持和健康教育. 并通过对病人的膳

食调查, 结合病人的实验室检查、体检及人体成分分析

等判断GC病人营养不良的类型, 如蛋白质缺乏型、能

量缺乏型和蛋白质-能量混合型, 从而使营养治疗更有

针对性. 通过对病人家庭、社会、宗教信仰、经济状况

的了解, 以及病人既往的治疗史目前的疾病分期, 分析

病人营养不良发生的原因. 纠正病人的饮食误区, 如因

胃切除导致消化道结构改变引起的营养不良, 可鼓励病

人少食多餐, 饮食逐渐从流质向半流质、软食过渡; (2)
多学科合作, 建立肿瘤营养小组: 本研究显示医务人员

不能满足患者的营养信息需求, 这可能与医务人员、临

床工作繁忙以及营养职责不明确有关. 有研究发现国内

住院患者的营养问题, 特别是饮食情况, 医护人员的重

视度不高, 营养治疗常作为临床诊疗的次优选择[8]. 其实

GC的营养支持应和手术、放疗、化疗一样给予充分重

视并采取有力措施.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近年来开展的

“医院营养不良改进项目”证实, 有效的营养管理, 不
仅能够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缩短住院时间, 节约

医疗费用, 还能提高患者的饮食满意度和生活质量[9,10]. 
医院可以通过建立多学科合作加强患者的营养管理, 
比如: 通过成立肿瘤科营养支持小组: 人员包括专职护

士、肿瘤科医师、营养师; 并对营养支持小组进行营养

管理的培训, 营养小组成员定时参加院内外相关营养知

识培训, 同时制定相应的医护人员相关培训制度和规范

化营养评估、营养支持流程. 另外还可以为有营养支持

需求的患者制定电子网络档案, 内容应包括: 姓名、年

龄、单位、住址、联系电话、门诊诊断、住院治疗结

果、出院诊断、营养相关的实验室指标和随访情况等

内容, 以便动态掌握患者营养状况的最新信息, 建立信

息化管理平台, 使患者遇到问题时能得到及时帮助. 
3.2.2 完善医院膳食服务体系: 本研究显示, 医院饮食

缺乏个体化, 忽视患者的饮食习惯和偏好, 而食物的外

观、烹饪水平、饮食环境以及机体活动障碍等都会影

响患者的营养摄入. 临床中可通过移动营养点餐系统, 
落实治疗饮食的营养配餐, 满足患者个体饮食喜好和不

同时间点的饮食需求[11]; 改善饮食环境, 如建立营养俱

乐部, 组织营养师对患者进行每月1次的集体授课, 并组

织病友互相交流, 商讨合理膳食的方法等来改善患者的

饮食体验. 同时, 关注患者的进餐情况, 对有特殊需求的

患者给予家属、护士或护工的协助, 如进餐体位的调

整、喂食服务等, 尽量减少进餐时间治疗, 提高患者的

饮食摄入量和满意度.
3.3 加强GC化疗患者的心理支持和患者的自我管理 
3.3.1 加强患者心理支持: 患者术后普遍存在焦虑、抑

郁等负性心理, 加之疾病本身带来的不良影响, 可能会

降低患者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本研究显示, 当患者对疾

病管理充满信心时, 其营养状况将得以改善; 而良好的

营养状况亦能强化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念. 本研究显示, 
患者缺乏有效的心理支持, 不了解GC治疗及康复特点, 
对此, 护理人员可针对GC患者身心问题的特点, 鼓励患

者表达自己的心理顾虑, 通过听音乐、放松训练等转移

注意力, 必要时给予专业心理疏导, 或者采用激励机制

强化管理疾病的信念[12], 鼓励其运用压力应对技巧, 增
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3.3.2 加强患者自我效能感的管理: 医护人员在完善GC
患者术后饮食方案、加强疾病指导的同时, 应注重患

者的自我管理, 建立转变患者健康行为的自我管理模

式[13], 增强疾病控制感, 提高疾病管理的参与程度, 最
终实现GC患者术后营养状况的有效改善. 钱艳等[14]的

研究显示, 当患者对疾病管理充满信心时, 其营养状况

将得以改善; 而良好的营养状况亦能强化患者战胜疾

病的信念. 
通过访谈发现, GC患者化疗期间, 医院饮食服务

体系的薄弱和营养健康教育的不完善可能加重其患者

营养支持的负性体验, 影响营养支持效果, 不利于患者

康复. 临床医务人员应重视营养支持的管理, 采用多学

科合作的营养支持小组模式, 促进医护、营养师的沟

通, 优化营养诊疗方案; 加强营养健康教育, 加强患者

的心理支持, 提高患者自我营养管理能力以及照顾者

的营养相关知识和技能; 同时完善膳食服务体系, 改善

就餐环境, 满足患者饮食需求, 及时纠正或改善病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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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状况, 帮助患者改善进食体验, 为积极抗肿瘤治疗创

造机会. 通过积极抗肿瘤治疗, 肿瘤得以根治或控制, 
病人可恢复进口进食甚至恢复到正常饮食, 营养状况

得以改善, 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生命得以延续. 

文章亮点

实验背景

目前国内外胃癌(gastric cancer, GC)患者的研究中, 多采

用量性研究, 少数做过质性研究, 但很少关注GC患者化

疗期间的营养支持体验. 对GC化疗患者营养支持体验

研究, 可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实验动机

本研究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 深入访谈GC化疗患者的

营养支持体验, 为化疗患者的营养支持提供参考. 

实验目标

从患者角度找出营养支持的影响因素, 为以后更好的开

展营养支持提供参考. 

实验方法

资料收集通过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 根据访谈目的

制定访谈提纲, 经课题组讨论及对2例患者预访谈修订

后形成访谈提纲. 访谈结束24 h内, 及时将访谈录音逐

字、逐句记录下来, 并记录访谈对象的非语言行为及其

他相关资料. 按照A-O依次对每例访谈对象的访谈记录

编序并建立各自独立的文档. 资料分析采用Colaizzi内
容分析法进行整理. 

实验结果

访谈内容终点集中在营养支持的认知、营养支持的现

状、营养支持的需求这三点.分析访谈内容可知, 目前

大部分患者营养知识相对匮乏, 但多数人已然认识到化

疗期间的营养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实验结论

GC化疗患者营养支持的认知良好, 但营养支持的现状

有待改善, 对营养支持存在多方面的需求. 医护人员应

采取灵活多样的营养知识教育方法, 满足患者的需求. 

发展前景

改善胃癌化疗患者的营养状况可以降低化疗副作用, 增
加患者治疗的意愿, 使患者顺利完成治疗计划, 还可以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但目前有关胃癌化疗患者营养支持

的的RCT研究报道较少, 高水平的循证研究有待进一步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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