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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学基础》

内容概要

通过《诊断学基础(第2版)》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诊断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利
用正确的方法和技巧获取临床资料，在熟悉临床资料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思维方式综合分析作出初步
诊断，并能完成规范的病历书写，为从事临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教材是以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卫生部规划教材《诊断学基础》为基础，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和学生
未来职业岗位对知识、理论、技能的需求，调整了教材结构，充实了教材内容。内容包括绪论、第一
章问诊、第二章常见症状、第三章体格检查、第四章实验室检查、第五章影像学检查、第六章心电图
检查、第七章内镜检查、第八章诊断与病历书写。为有利于学习，《诊断学基础(第2版)》附有临床常
用诊疗技术和临床检验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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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学基础》

章节摘录

　　3.询问病史，要全面了解，重点突出问诊时，全面了解是指对问诊的项目不要遗漏，如过去史、
个人史等，以便为疾病的诊断收集完整的资料，从中寻找到发病的原因等。重点突出是指初步判定病
变的原因或性质后，要在主要症状的深度及广度上下工夫，要细致，要准确。病人诉说离题太远时，
要及时巧妙地引导病人回到与疾病有关的话题中来，不要生硬地打断病人的话，引发病人的对抗情绪
。病人不能够主动陈述病情，医生应耐心启发；病人诉说病情较为零乱，医生应注意分析归纳。　
　4.询问病史，要注意病史的可靠性，及时核实可疑情况病史叙述者一般应是病人本人，小儿、昏迷
病人可询问监护人或知情者。少数病人对自己的疾病疑虑重重，时常夸大其感觉或推想，或出于某种
原因隐瞒病情。医生应仔细分析病人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心理状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医学知识进行
取舍。病人诉说过去曾患某病时，医生应对该种疾病的主要症状进行询问核实，以保证临床资料真实
可靠。其他医疗单位转来的病情介绍或病历摘要，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但临床医生不能依此逃避病史
询问。　　5.询问病史，对危重病人不能按常规状态进行危重病人，在扼要询问、重点检查后立即抢
救。详细的病史待病情缓解或脱离危险后再补充询问。如果病人不能支持过久的谈话，可将病史分几
次问完。　　6.询问病史，要善于应对特殊情况和特殊病人当遇到残疾病人、精神疾病病人等特殊病
人或病人怀有敌意与愤怒等特殊情况时，要沉着、冷静、细心、耐心，创造机会，巧妙应对。对于缄
默与忧伤，要给予安抚、理解、适当等待和减慢问诊速度。对于愤怒与敌意，要注意寻找和发现其原
因，是否是因为医生举止不得体或语言不恰当，或问及了病人认为十分敏感或隐私问题所引发。弄清
原因后，恰当处理。如果属于医生的责任，医生要表示歉意并请病人理解。医生一定不能失态、发怒
，要提醒自己担负的职责，采取坦然、理解的态度。在语言不通时，最好能先找到翻译，以免发生误
解；如果找不到翻译，在使用不熟练的语言时，要特别注意发挥体语及手势的作用，并反复核实。对
于残疾病人，除更多的同情、关心之外，更需要的是耐心和时间。例如，对聋哑人，一是使用简单明
了的体语及手势，特别注意病人表情的回应；二是请其亲属、朋友解释或代叙；三是必要时，通过书
面交流进行。对精神疾病病人除一般的问诊技巧外，特别注意倾听、接受、肯定、澄清、重构、代述
、鼓励、表达等技巧。倾听是指医生尽可能花时间耐心、专心和关心地倾听病人的诉说，使病人有充
裕的时间描述自己身体的症状或痛苦，取得病人的信任。接受是指无条件接受病人，无论什么样的病
人，医生必须如实地加以接受，不能有任何拒绝、厌恶、嫌弃和不耐烦的表现。肯定这里是指肯定病
人感受的真实性，但医生并非是赞同病人的病态信念或幻觉体验，但表示理解病人所叙述的感觉。澄
清就是弄清事情的实际经过，从事件开始到最后整个过程中病人的情感体验和情绪反应。重构是指把
病人的话用不同的措辞和句子加以复述或总结，但不改变病人说话的意图和目的。代述是指医生将察
觉到的，而病人不愿意说出的、重要的症状替病人表达出来。鼓励表达是指医生通过多种方式（谈话
、手势、眼神、频频点头等）让病人描述自己的感受，完成医患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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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学基础》

精彩短评

1、很好的教材。。。
2、书写的很好。。可是8月3日的订单，一直拖到8月10日才送到，送到发现书还是破的，当当只能做
到如此了。
3、书 我之前看过只是由于一些原因 订购一本 在此就不对内容评论了 不然我也不会再订购一本 不过
对这次网购的送货时速度和商家的服务感到很满意 比预计还早到一天 这是给我的小惊喜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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