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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

1.婴幼儿的消化系统有哪些解剖特点?

答：（1）胃略成水平位，胃平滑肌发育不完善，贲门和胃底部肌张力低；

（2）肠道相对较长，有利于消化吸收；

（3）肠壁薄，通透性高，屏障功能差，易于感染和致敏；

（4）肝脏相对较大；

（5）婴儿胰腺发育尚不完善，胰淀粉酶分泌少而活力低。

2.试述儿童消化酶分泌和成熟的特点？

答：（1）胃蛋白酶出生时活性低、3月龄活性逐渐增加、18月达成人水平；

（2）新生儿胰脂肪酶极少，2岁达成人水平；

（3）新生儿胃脂肪酶作用不依赖于胆盐和辅助因子，抗胃酸，有助胃内脂

肪消化；

（4）出生时肠乳糖酶维持较高活性；

（5）出生时唾液淀粉酶无，3月龄活性低，2岁达成人水平；

（6）出生时胰淀粉酶无，4-6月开始分泌。

3.小儿食物转换必须遵循的原则有哪些？

答：（1）从少到多，使婴儿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2）由稀到稠，如从乳类开始到米粉，再增稠到烂饭；

（3）由细到粗；

（4）由一种到多种，习惯一种食物后再增加另一种，不能同时添加几种；

（5）由素到荤；

（6）应在婴儿健康、消化功能正常时逐步添加。

4.合理的儿童食谱应符合哪些基本原则？



答：(1)各种营养素和能量的摄入须能满足该年龄阶段儿童的生理需要，1～

2 岁小儿能量供给 4.6MJ(1100Kcal)/d；2～3 岁为 5.0MJ(1200Kcal)/d;蛋

白质 40g/d左右，其中优质蛋白占总蛋白的 1/3-1/2；蛋白质、脂肪和碳水

化合物产能之比约为 10%-15%、25%-30%、50%-60%；

（2）食物的性质应适合儿童的消化功能；

（3）良好的食欲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5.试述儿童营养不良的表现？

答：儿童营养不良是一种慢性营养缺乏症，大多因热能、蛋白质不足引起，

故又称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

临床特征为：开始体重不增，接着出现体重下降，表现为消瘦、肌肉松弛、

皮下脂肪减少或消失、皮肤毛发干枯失去弹性。病情较重者，身高增长缓

慢，出现营养不良性水肿、各组织器官功能紊乱、反应迟钝、智力落后及

抵抗力低下。

6.试述儿童营养不良的预防要点？

答：（1）开展健康教育，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母乳喂养的优点及辅食添加的

时间、种类和原则；

（2）鼓励、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保证每个婴儿在 4-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3）及时添加辅助食品，强调保证小儿有足够的热量供应；

（4）在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应激励家长多给小儿豆制品和蛋，并应给多种食

品；

（5）开展儿童保健系统健康监测，定期测量体重，进行小儿生长监测，早

期发现体重变化，及早预防营养不良；

（6）预防各种传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按时进行预防接种。

7.免疫接种的禁忌证有哪些？

答：（1）过敏体质；



（2）免疫缺陷病患者；

（3）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患儿；

（4）有急性传染病密切接触史者，未过观察期；

（5）严重慢性病如心脏病、肝脏病、肾脏病、活动性结核等；

（6）重症腹泻患儿暂缓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

（7）有惊厥史、脑损伤者，慎用白百破三联疫苗、乙脑疫苗、流脑疫苗。

8.维生素 D 缺乏的原因有哪些？

答：（1）胎儿期储备不足：母孕期缺乏、早产双胎；

（2）缺乏日光照射：室外活动少、建筑物阻挡、大气污染等影响皮肤合成

维生素 D　；

（3）摄入不足：天然食物含量少；日光照射不足时又未及时补充维生素 D

制剂。

9.试述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患儿维生素 D 使用的目的和原则？

答：（1）治疗目的为防治骨骼畸形；

（2）治疗原则以口服为主；

（3）剂量大小、疗程长短应强调个体化给药；

（4）使用治疗量维生素 1个月后应随访；

（5）应注意其它多种维生素的摄入。

10.试述铁缺乏和缺铁性贫血的原因？

答：（1）妊娠期母亲铁缺乏或贫血；

（2）脐带结扎时间影响新生儿体内血量；

（3）先天储铁不足；

（4）铁摄入不足；

（5）铁需要量增加；

（6）铁吸收减少或消耗量增加；



（7）丢失增加或吸收障碍。

11.锌缺乏对儿童健康有哪些危害？

答：（1）影响机体蛋白质的代谢；

（2）味觉不良、导致食欲不振；

（3）影响维生素 A　还原酶、致维生素 A　降低、暗适应能力下降；

（4）免疫能力下降；

（5）神经系统受损，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

12.试述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的处理原则？

答：（1）高铅血症：脱离铅污染源，卫生指导，营养干预；

（2）轻度铅中毒：脱离铅污染源，卫生指导，营养干预；

（3）中度和重度铅中毒：脱离铅污染源，卫生指导，营养干预，驱铅治疗。

13.小儿早期教育的原则有哪些？

答：（1）适宜性原则；

（2）直观性原则；

（3）连续性原则；

（4）主动性原则；

（5）多样化原则；

（6）一致性原则；

（7）督导性原则；

（8）保教结合原则。

14.小儿早期教育应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答：（1）从小儿心理发展的原有水平出发，通过教育促进发展；

（2）是挖掘潜力而不是强加于小儿的教育；



（3）要采用启发式、游戏化的教育，使小儿在游戏中发展智能，形成优良

品质，力戒硬性灌输；

（4）是培养能力，而不是单纯积累知识；

（5）是启蒙教育，而不是强求系统化；

（6）是按每个小儿的发展速度实行个体化教育，而不是集体统一的教育；

（7）要关心小儿的睡眠，重视健康；

（8）家庭成员对小儿的要求、态度和教育方法要一致，不可因时间、情景

不同而改变，是小儿无所适从；

（9）家庭成员要以身作则。

15.婴儿期早期教育应包含哪些内容？

答：（1）视听能力训练：在初生的 3个月，主要是通过视觉和听觉从外界

向大脑转送信号，发展婴儿心理；

（2）动作训练：大动作、精细动作的训练；

（3）早期语言训练：提供适当的语言和语言感知环境；经常与婴儿进行交

流；

（4）交往能力培养：婴幼儿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亲子交往与同伴交往。

16.试述儿童行为问题矫治的原则？

答：（1）取得儿童的信任。得到儿童信任与配合是行为矫治成功的基础，

因此指导者应与儿童建立正常良好的关系，选用个体化的有效方法，让儿

童与父母了解实施的程序与目的，矫治过程宜多用正强化法。

（2）信息掌握。通过详细询问病史掌握儿童心理问题发生的原因、经过、

儿童生长发育情况、家庭背景学校的表现，观察儿童对医师态度及现场行

为等，必要时应辅以有关医学检查，确定有无生物学病因存在。

（3）确定靶行为。通过行为分析来确定主要靶行为，作为矫治主要目标，

继而制定治疗计划，及时评估效果，必要时可调整矫治计划。

（4）家庭和相关人员配合。



17.DDST 结果如何评定？

答：（1）异常：有两种情况：

①2个或更多能区，每个能区有 2项或更多的发育延迟；

②1个能区有 2项或更多的发育延迟，加上 1个能区或更多的能区有 1项发

育延迟和该能区切年龄线的项目均为“F”。

（2）可疑：有两种情况：

①1个能区有 2项或更多的发育延迟；

②1 个能区或更多的能区有 1 项发育延迟和该能区切年龄线的项目均为

“F”。

（3）无法解释：评为“NO”的项目太多，以致最后结果无法评定。

（4）正常：无上述情况。

18.如何预防儿童多动症？

答：（1）防治母孕期不利因素对胎儿发育的影响；

（2）加强围生期保健，防治颅脑损伤和窒息，对高危儿实行长期监护；

（3）防治铅、汞中毒和各种污染；

（4）减少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压力，对学习要合理要求，适当减轻负担，增

加文体活动和睡眠时间。

19.试述弱视治疗的基本原则？

答：（1）佩戴眼镜：佩戴眼镜是治疗弱视的基础。大多数弱视儿童需要佩

戴合适眼镜，否则是治不好弱视的；

（2）遮盖健眼：遮盖疗法是弱视治疗的重要方法，遮盖健眼，强迫使用弱

视眼。根据患儿弱视的具体情况制订遮盖方案，要听从医生的指导遮盖越

彻底越好；

（3）增视及功能训练：用特定的光刺激弱视眼的细胞，促进中心注视的形

成和发育；做精细训练，如描图、穿珠子、穿针等促进视力提高。



20.视觉发育异常的行为表现有哪些？

答：（1）对强烈的光线没有眨眼反射；

（2）不能追随移动的物体；

（3）凑得很近看电视、看书；

（4）眯着眼睛看东西；

（5）斜着眼睛或斜着头看东西；

（6）单眼视力异常。如挡住一侧眼时就引起极大反感，表现躲闪、哭闹。

21.青春期保健定义？

答：是以青春期的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综合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

生学、心理学、社会医学、行为科学等学科内容为一体，研究各种疾病及

健康问题的发病规律、诊治方案及预防措施的预防科学范畴。

22.接种卡介苗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答：（1）卡介苗的质量是接种成功的关键，无论是冻干或新鲜卡介苗，都

应在有效期内尽早使用；

（2） 避光冷藏保存；

（3） 正确选择接种对象；

（4）采用正确的接种方法；

（5）对卡介苗接种质量进行监测。

23.《儿童健康检查服务技术规范》，儿童体检出现下列哪种情况之一，且

无条件诊治应及时转诊？

答：（1）皮肤有皮疹、糜烂、出血点等，淋巴结肿大、压痛。

（2）头围过大或过小，前囟张力过高，颈部活动受限或颈部包块。

（3）眼外观异常、溢泪或溢脓、结膜充血、眼球震颤，婴儿不注视、不追

视，4岁以上儿童视力筛查异常。

（4）耳、鼻有异常分泌物，龋齿。



（5）听力筛查未通过。

（6）心脏杂音，心律不齐，肺部呼吸音异常。

（7）肝脾肿大，腹部触及包块。

（8）脊柱侧弯或后突，四肢不对称、活动度和肌张力异常，疑有发育性髋

关节发育不良。

（9）外生殖器畸形、睾丸未降、阴囊水肿或包块。

在健康检查中，发现任何不能处理的情况均应转诊。

24.0～6 岁儿童保健覆盖率及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计算方法？

答：0～6岁儿童保健覆盖率 =（该年辖区内 0～6岁儿童接受 1次及以上体

格检查人数/该年辖区内 0～6岁儿童数）×100%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该年辖区内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合格人数/

该年辖区内 3岁以下儿童数）×100%

25.5 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5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5 岁以下儿童消瘦率

计算方法？

答：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 =（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人数/ 5岁以下儿童体重

检查人数）×100%

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人数/ 5岁以下儿童身长

/身高检查人数）×100%

5 岁以下儿童消瘦率=（5 岁以下儿童消瘦人数/5 岁以下儿童体格检查人数）

×100%

26.《新生儿访视技术规范》高危新生儿有哪些？

答：（1）早产儿（胎龄 < 37周）或低出生体重儿（出生体重< 2500克）。

（2）宫内、产时或产后窒息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及颅内出血者。

（3）高胆红素血症。

（4）新生儿肺炎、败血症等严重感染。



（5）新生儿患有各种影响生活能力的出生缺陷（如唇裂、腭裂、先天性心

脏病等）以及遗传代谢性疾病。

（6）母亲有异常妊娠及分娩史、高龄分娩（≥35 岁）、患有残疾（视、听、

智力、肢体、精神）并影响养育能力者等。

27.新生儿访视包应包括哪些设备？

答：体温计、新生儿杠杆式体重秤/电子体重秤、听诊器、手电筒、消毒压

舌板、75%酒精、消毒棉签，新生儿访视卡、笔等。新生儿杠杆式体重秤/

电子体重秤最大载重为 10kg，最小分度值为 50g。

28.托幼机构内发现疑似传染病例时，应当怎样处理？

答：托幼机构内发现疑似传染病例时，应当及时设立临时隔离室，对患儿

采取有效的隔离控制措施。临时隔离室内环境、物品应当便于实施随时性

消毒与终末消毒，控制传染病在园(所)内暴发和续发。

29.《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规定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制度包括哪

些内容？

答：托幼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卫生保健制度，并具有可操作性。

卫生保健制度包括一日生活安排、膳食管理、体格锻炼、卫生与消毒、入

园（所）及定期健康检查、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常见疾病预防与管理、伤

害预防、健康教育、卫生保健信息收集的制度。

30.妇幼保健机构应定期对辖区内的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业务指导内容包括哪些？

答：妇幼保健机构应定期对辖区内的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内容包括一日生活安排、儿童膳食、体格锻炼、健康检查、卫生消毒、疾

病预防、伤害预防、心理行为保健、健康教育、卫生保健资料管理等工作。



31.儿童每日晨间或午间入园（所）检查内容包括哪些？

答：做好每日晨间或午间入园（所）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询问儿童在家有

无异常情况，观察精神状况、有无发热和皮肤异常，检查有无携带不安全

物品等，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32.儿童离开托幼机构后或转园（所）再次入园的健康检查要求是什么？

答：儿童离开园（所）3个月以上需重新按照入园（所）检查项目进行健康

检查。转园（所）儿童持原托幼机构提供的“儿童转园（所）健康证明”、

“0～6 岁儿童保健手册”可直接转园（所）。“儿童转园（所）健康证明”

有效期 3个月。

33.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应当对儿童进行全日健康观察，内容包括哪些？

答：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应当对儿童进行全日健康观察，内容包括饮食、

睡眠、大小便、精神状况、情绪、行为等，并作好观察及处理记录。

34.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每日班级巡视的工作要求是什么？

答：卫生保健人员每日深入班级巡视 2 次，发现患病、疑似传染病儿童应

当尽快隔离并与家长联系，及时到医院诊治，并追访诊治结果。

35、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标准包括哪些内容？

答：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标准包括：环境卫生、个人卫生、食堂卫生、保健

室或卫生室设置、卫生保健人员配备、工作人员健康检查、卫生保健制度。

36.托幼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前健康检查的要求有哪些？

答：托幼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前健康检查要求包括：

（1）托幼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健康检查（见附件 2），取

得《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

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68705013412100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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