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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学习指导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以“三基”内容为重点，注重科学性和先进性，力求内容
简练、实用、易懂，知识点明确。
本学习指导每章由目的要求、学习纲要、英汉名词对照、强化训练、强化训练参考答案组成。
书后附模拟试题（期末考试试题和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其中强化训练部分以习题为主，题型有名词解释、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简答题、问答题、案例
分析题等，题目均选自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和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试题，有广泛代表性和理论深度
。
本学习指导增加了以临床典型案例引导问题的习题，减少纯粹的记忆性习题，旨在培养学生的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学习指导以5年制医学本科生为主要对象，可供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基础医学、口腔医学、影像
医学、麻醉学、护理学以及全科医学等专业儿科学教学与自学使用。
教材内容可满足以下3个层次的需求：①教育部制定的本科基本教学要求。
②学生毕业后执业医师考试的需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需求。
本学习指导参编人员均为来自全国医学院校本科教学一线的教授、专家，他（她）们具有丰富的教学
和临床经验，不少教学内容就是他（她）们多年教学经验与研究的结果，所有临床病例资料均来自长
期的临床案例积累。
教材中配有儿科学专业中英文词汇，有助于学生进行专业英语的学习。
在本学习指导编写过程中，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同仁及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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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儿科学学习指导》指导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以“三基”内容为重点，注重科学性和
先进性，力求内容简练、实用、易懂，知识点明确。
每章由目的要求、学习纲要、英汉名词对照、强化训练、强化训练参考答案组成。
其中强化训练部分以习题为主，题型包括名词解释、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简答题、问答题、案
例分析题等，题目均选自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和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试题，有较好的广度和深度。
本学习指导增加了以临床典型案例引导问题的习题，减少纯粹的记忆性习题，旨在培养学生的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学习指导可供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影像医学、麻醉学、护理学、全科医学等专业
儿科学教学与自学使用，也可作为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毕业后执业医师考试复习的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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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与免疫性疾病第九章 感染性疾病第十章 消化系统疾病第十一章 呼吸系统疾病第十二章 循环系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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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诊断诊断关键是病因学诊断，应结合小儿的年龄、发病季节、惊厥同时伴发的症状、体检发现、流
行病学和必要的实验室资料，综合分析，才能准确判断惊厥的病因。
（1）根据年龄判断惊厥病因：新生儿：以颅脑损伤（产伤）、窒息、颅内出血、破伤风、急性细菌
性脑膜炎、大脑发育畸形、代谢紊乱和维生素缺乏多见。
婴儿期：以低钙血症、脑发育畸形、脑损伤后遗症、婴儿痉挛症、高热惊厥和脑膜炎多见。
幼儿期：以高热惊厥、中毒性脑病、颅内感染、低血糖症和癫痫多见。
学龄前期及学龄期：以中毒性脑病、颅内感染、癫痫、中毒、脑瘤、脑寄生虫和高血压脑病多见。
（2）根据季节判断惊厥病因：某些传染病的发生有明显的季节性，如夏秋季多见中毒性菌痢、乙型
脑炎、肠道传染病；冬春季多见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呼吸道传染病。
低钙血症多见于冬末初春。
植物和某些食物中毒常与植物花果成熟季节有关。
（3）根据病史分析惊厥病因：应注意惊厥发生时的情况、有无先兆及诱发因素、惊厥前后是否伴有
伴随症状，惊厥后有无嗜睡、偏瘫、失语等，还要了解近期有无头颅外伤史、预防接种史、传染病接
触史、毒物及药物接触史或服药史。
新生儿惊厥应着重于围生期健康情况、分娩史、开奶时间等。
对疑有先天性、遗传性疾病者影响为智能发育、家族史、父母亲婚配情况及职业、母妊娠期健康情况
及用药史等。
（4）体格检查：亲自观察抽搐情况对鉴别是否惊厥甚为重要，惊止后全面详细体检包括神经系统检
查。
应注意观察皮肤的改变，头颅的形态与大小、前囟大小及有无隆起与凹陷。
四肢活动情况、脑膜刺激征、病理反射等重要检查。
肝、脾肿大常提示有代谢缺陷。
血压测量可及早发现休克及高血压。
必要时作眼底检查。
（5）实验室检查及特殊检验：血常规可提示感染情况，粪便镜检是诊断消化道感染尤其是中毒型菌
痢引起的惊厥必不可少的步骤。
尿常规排除泌尿道感染。
血液生化检验：根据需要选做血糖、血钙、血钠、血镁、血尿素氮和肌酐等。
脑脊液检查：疑有颅内感染时，应做脑脊液检查包括墨汁染色、留薄膜涂片抗酸染色和培养，以明确
有无感染，并可鉴别何种病原，以便病因治疗。
血、尿特殊检查：疑有遗传代谢疾病时，应取血、尿做特殊检查，以便及时发现苯丙酮尿症、果糖不
耐症和半乳糖血症等。
脑超声波检查：探测脑中线波的位置有无偏移，以判断天幕上有无占位性病变。
脑电图：有助于癫痫，婴儿痉挛症的诊断，对限局性脑病、脑瘤可定侧、定位。
高热惊厥一周后检查，有助于判定性质和预后。
头颅x线检查：平片、脑血管造影、脑室造影、气脑造影等可协助诊断脑瘤、脑血管病等。
电子计算机x线体层摄影（CT）：对小脑幕上、下肿瘤、脑室扩张、脑萎缩的确诊率很高，对颅内出
血及血肿、脑脓肿和脑栓塞的诊断也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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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儿科学学习指导》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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