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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保留本系列教材的基本格调、以五版教材为蓝本、突出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和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强调教材的功能性。
即教材是培养学生临床逻辑思维的重要工具，而不是临床诊疗指南，这是教材与参考书的最大区别。
    为了帮助学生更容易理解，一些章节增强了概述的内容，加强概念的力度（如免疫缺陷病的重点便
放在概述部分），以便帮助学生主动思维、能够举一反三。
增加了插图和表格的表达方式，有利于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总体掌握。
适当扩展教材提纲范围内的广度，特别是新进展和新技术（如先天性心脏病的顺序分段诊断方法、新
生儿常频机械通气、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免疫学发病机制等），但内容又不太深，有助于学生在宏观
上了解事物的本质。
本版还新增了“青春期特殊健康问题”和“小儿急救”两章，使儿科学的总体概念得以完善，也是与
国际儿科学接轨的一种体现。
某些已少见的疾病在鉴别诊断中得到了表述，拓开了学生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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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儿童保健原则儿童保健同属儿科学与预防医学的分支，为两者的交叉学科,其主要任务是研究
儿童各年龄期生长发育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以通过有效措施，促进有利因素，防止不利因素，保障
儿童健康成长。
儿童保健研究涉及的内容包括：儿童的体格生长和社会心理发育、儿童营养、儿童健康促进和儿科疾
病的管理等。
第一节 各年龄期儿童的保健重点（一）胎儿期及围生期胎儿的发育与孕母的躯体健康、心理卫生、营
养状况和生活环境等密切相关,胎儿期保健主要通过对孕母的保健来实现。
1.预防遗传性疾病与先天畸形 应大力提倡和普及婚前遗传咨询,禁止近亲结婚以减少遗传性疾病的可能
性；孕母应增强抵抗力，以降低孕期病毒感染的机会；应避免接触放射线和铅、苯、汞、有机磷农药
等化学毒物；应避免吸烟、酗酒；患有心肾疾病、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结核病等慢性疾病的孕
母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对高危产妇除定期产前检查外，应加强观察，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就诊
，必要时可终止妊娠。
2.保证充足营养 妊娠后期应加强铁、锌、钙、维生素D等重要营养素的补充。
但也应防止营养摄入过多而导致胎儿体重过重，影响分娩。
3.给予良好的生活环境,注意劳逸结合，减少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
4.尽可能避免妊娠期合并症,预防流产、早产、异常产的发生。
对高危孕妇应加强随访。
5.预防产时感染,对早产儿、低体重儿、新生儿窒息、低体温、低血糖、低血钙和颅内出血等疾病等高
危新生儿应予以特殊监护和积极处理。
（一） 新生儿期初生新生儿需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才能适应宫外环境。
新生儿期,特别是生后一周内的新生儿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婴儿死亡中约2/3是新生儿,>;1周的新生儿占
新生儿死亡数的70%左右。
故新生儿保健是儿童保健的重点，而生后1周内新生儿的保健是重中之重。
1.出生时的护理 产房室温应保持在25～28℃。
新生儿娩出后应迅速清理口腔内粘液,保证呼吸道通畅；严格消毒、结扎脐带；记录出生时评分、体温
、呼吸、心率、体重与身长；设立新生儿观察室,出生后观察6小时,正常者进入婴儿室,高危儿送入新生
儿重症监护室；提倡母婴同室,尽早喂母奶。
新生儿出院回家前应根据要求进行先天性遗传代谢病筛查（目前开展的有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和苯
丙酮尿症）和听力筛查。
2.新生儿居家保健 新生儿居室的温度与湿度应随气候变化调节。
有条件的家庭在冬季应使室内温度保持在20～22℃左右,湿度以55%为宜；无条件时可用热水袋保暖,避
免体温不升；夏季应避免室内温度过高。
指导母亲正确的哺乳方法以维持良好的乳汁分泌、满足新生儿生长所需。
母奶确实不足或无法进行母奶喂养的婴儿,应指导母亲使用科学的人工喂养方法。
新生儿皮肤娇嫩,应每日洗澡保持皮肤清洁。
根据室温选择合适的衣服与尿布。
父母应多与婴儿说话,抚摸、摇、抱婴儿均有利于早期的情感交流。
应尽量避免过多的外来人员接触。
注意脐部护理。
应接种卡介苗和乙肝疫苗。
（三） 婴儿期保健婴儿期的体格生长十分迅速,需大量各种营养素满足其生长的需要,但婴儿的消化功
能尚未成熟,故易发生消化紊乱和营养不良等疾病。
因此,应提倡纯母乳喂养至4～6个月；部分母乳喂养或人工喂养婴儿则应选择配方奶粉。
自4个月开始应添加辅食,为断离母乳做准备。
定期进行体格检查,便于早期发现缺铁性贫血、佝偻病、营养不良、发育异常等疾病并予以及时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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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疗。
坚持户外活动,进行空气浴、日光浴和被动体操有利于体格生长。
该时期还是感知发育的重要阶段，带有声、光、色的玩具对促进其感知发育有利。
该时期应按计划免疫程序完成基础免疫。
（四）幼儿期由于感知能力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对周围环境产生好奇、乐于模仿,幼儿期是社会心理发
育最为迅速的时期。
该时期应重视与幼儿的语言交流,通过游戏、讲故事、唱歌等促进幼儿语言发育与大运动能力的发展。
同时，应培养幼儿的独立生活能力,安排规律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睡眠、进食、排便、沐浴、
游戏、户外活动等。
每3～6月应进行一次体格检查,预防龋齿。
由于该时期的儿童已经具备一定的活动能力，且凡事都喜欢探个究竟，故还应注意异物吸人、烫伤、
跌伤等意外伤害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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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儿科学(供基础临床预防口腔医学类专业用)》为全国高等医药建设研究会卫生
部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供基础、临床、预防、口腔医学类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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