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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诊断学(第2版)》再版修订之前，了解并收集了使用本教材的有关学校专家、教师和学生使用中存在
的问题和意见，他们对第一版教材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本教材的修订思路是：1.继续按照卫生部执业助理医师培养要求，以临床医学及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要
求为大纲，贯彻教育改革的精神，以培养合格的适应城乡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医学专业人才为目标，
着眼于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临床诊疗技能的教学与指导，使医学生获得临床诊断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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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诊断学的主要内容
 二、诊断学学习的方法与目标
 三、临床诊断的步骤与内容
第一篇 问诊及症状诊断
 第一章 问诊
 第一节 问诊的重要性
 第二节 问诊的方法与技巧
 第三节 问诊内容
 第四节 临床病例问诊思维方法
 单元目标检测练习
 单元目标检测练习一参考答案
 第二章 症状诊断
 第一节 发热
 第二节 胸痛
 第三节 咳嗽与咳痰
 第四节 咯血
 第五节 呼吸困难
 第六节 发绀
 第七节 心悸
 第八节 腹痛
 第九节 恶心与呕吐
 第十节 呕血与便血
 第十一节 腹泻
 第十二节 黄疸
 第十三节 血尿
 第十四节 水肿
 第十五节 头痛
 第十六节 眩晕
 第十七节 意识障碍
 第十八节 常见病例的症状诊断临床思维
 单元目标检测练习二
 单元目标检测练习二参考答案
第二篇 检体诊断
 第三章 体格检查的基本方法
 第一节 视诊
 第二节 触诊
 第三节 叩诊
 第四节 听诊
 第五节 嗅诊
 第四章 一般检查
 ⋯⋯
第三篇 临床诊断方法与病历书写
第四篇 器械检查
第五篇 实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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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影像诊断
第七篇 临床常用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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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患者就医时可能因为环境生疏、不适应而严生紧张情绪，接诊
医师应主动创造一种宽松和谐的环境，包括自我介绍，以解除患者的不安心情，使患者能平静、有条
理地陈述患病的感受与经过。
3.问诊开始之前应该做好组织安排组织安排是指问诊结构与组织，首先自我介绍包括自己的姓名、职
责与作用；问诊主体是询问患者的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系统回顾、个人史、家族史等。
，医生应全神贯注地倾听患者的回答，杂乱无章韵提问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会使患者感到失望。
询问结束要有明确的结束语，、以及对患者的要求和希望，告知下次就诊时间和随访计划，住院患者
告知下一步诊疗计划。
4.问诊时应该注意疾病过程的时间顺序询问者应该问清症状开始的确切时间，询问疾病的演变过程。
要注意环境变化或药物使用后病情的变化，按时间顺序询问可避免病史资料的遗漏。
如有几个症状并存时，有必要确定其先后顺序。
5、问诊时要运用过渡语言在转换问诊项目时应向患者说明即将讨论的新话题及其理由，过渡性语言
对促进交流也很重要，不用或使用不当都会妨碍医患之间和谐关系的发展，甚至使患者产生敌意或不
合作。
如过渡到系统回顾时，可用“我已经问了你许多问题，你非常合作，.现在我想问问全身各个系统的情
况（新话题）这对我了解你的整体健康状况非常重要（理由）。
”6.问诊时要掌握好问诊进度接诊医生应耐心听取患者的陈述，不要轻易打断他（她）的讲话，让他
（她）有足够的时间回答问题。
有时允许必要的停顿，特别是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时。
如果患者不停地谈论太多与病史无关的问题，可客气地把话题引导至病史线索上来。
7.问诊时要掌握好问题类型的安排问题类型分为_般性问题和特殊性问题。
询问者应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提问进程，一般性问题可引导患者像讲故事一样叙述他的病情，常运用
在各部分病史的开始，这种询问方法获得的信息量较大。
例如在询问现病史时可询问“你有哪些不舒服？
”。
特殊性问题用于收集一些特定的有关细节：如“疼痛像什么？
”、“疼痛是刺痛吗？
”等，特殊性问题常常是在询问一般性问题得到初步病史资料后进一步针对性提出，这种询问方法获
得的信息较为精确。
应该注意，仅用特殊性问题而不用一般性问题询问会限制患者提供信息的范围，反之则会影响信息的
准确性。
此外，应避免带暗示性的提问，否则会获得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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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诊断学(第2版)》是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专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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