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养评估

妥善记录饮
食历史

准确而全面的饮食史是营养评估的一部分, 可帮助确定
宠物的整体饮食是否全面均衡, 以及是否为特定宠物的
最佳方案。完整性对于制定和提供有效的饮食建议也非
常重要。此外, 详尽的饮食史还能提供有关人类家庭成
员在与宠物互动时如何使用食物的信息。 

营养与临床评估工具

在通过问题向客户收集信息时, 仅仅提出恰当的问题并不够, 不过知道该提什么问题仍然非常重要。事实证明, 问题的
措辞方式会影响客户所给出答复的数量和质量。运用漏斗式提问技巧（也就是从广泛的问题开始, 逐渐缩小范围）提
出各种开放式问题, 这有助于获得更多的高质量信息。   

重要信息

   详细的饮食史记录能准确描述在一天当中通常为一只宠物投喂的所有食物。记录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显得至关重要, 
可帮助确定饮食是否具有全面均衡的营养, 并且适合宠物的生命阶段和健康状况。饮食史应包括：

   宠物食物的品牌、种类和口味, 包括数量、测量方式、用餐频率, 以及宠物食用了多长时间 

    所有零食的品牌、类型、数量和投喂频率, 包括磨牙棒 

   人类食物或在餐桌旁偶尔吃到的食物的数量和频率 

   营养补充剂的品牌和类型（例如, 提味料、益生菌、葡萄糖胺和软骨素） 

   调味或者咀嚼型药物 

   用于给药的食物 

   咀嚼玩具类型 

  能否获得其他食物来源（例如家里的其他宠物、邻居） 

  牙膏 

(接下页）



重要信息（续）

   由客户在家中填写 饮食史表单 并在预约之前将其交回到临床机构, 可帮助兽医保健团队提前查看宠物饮食史。 
该表单还节省了在咨询或预约期间阐述细节或补充遗漏信息的时间。 

   研究表明, 在从客户的角度进行饮食史访谈时, 宠物主人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和细节。 

   提问“请告诉我”之类的宽泛而开放的问题往往能获取更多信息, 例如,“请告诉我[宠物名字]在一天当中吃的所
有食物, 从早上开始, 到睡前结束。” 

   更有针对性, 但采用开放式提问方式的“具体”问题有助于跟进具体的食物或者喂养做法, 例如,“[宠物名字]会在
什么时候获得什么零食？” 

   封闭式问题则可用于阐述详细信息, 例如,“[宠物名字]对食物感兴趣吗？”

Purina Institute 提供易于掌握的科学信息, 帮助宠物活得更长寿、更健康, 促进人们在讨论宠物健康时将
营养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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