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必备的 130 个妇幼儿童保健知识汇
总【精品】

1.脂肪组织积聚，肥胖发生的易感年龄？

答：（1）胎儿在宫内；

（2）生后第一年；

（3）５岁。

2.什么是 Pickwickian 综合征？

答：严重肥胖儿因脂肪过度堆积，膈肌抬高，胸廓运动受限，出现呼吸浅

速，肺泡换气不足，发生二氧化碳滞留和低氧血症，长期发展为心力衰竭，

患儿常有面色发绀，气促。

3.托幼机构制定食谱的原则是什么？

答：制定食谱的原则是：

（1）根据伙食费计算膳食，为儿童提供平衡膳食，力求满足各种营养素的

需要。食谱必须保证膳食计划所拟定的食品种类和数量，不可任意改变；

（2）注意季节变化，冬季可多用高热量食物，夏季可多用清淡、凉爽的食

物；

（3）为适合幼儿消化道功能，食品要细软，不用刺激性及过于油腻的食品，

3岁以上可近似成人；

（4）食品应多样化，有利于各种营养素的互补作用，通过食物的利用率，

并能增进食欲；

（5）注意儿童接受食物的程度，不应有余或不足。

4.常用的膳食调查方法有哪些？

答：常用的膳食调查方法有 ：



（1）称重法：调查结果准确，但耗费人力多，花费时间长，多用于科研工

作。

（2）记账法：是对集体伙食单位进行膳食调查的一种简易方法，适用于对

儿童的营养监测和托幼机构的膳食管理的自查。

（3）询问法：是通过问答方式了解受检对象的膳食情况，适用于散居儿童

的膳食调查。

5.托幼机构制定一日生活安排的原则是什么？

答：一日生活安排的原则是：

（1）应根据各年龄段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结合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季

节变化，制定合理的生活制度。

（2）合理安排儿童睡眠、进餐、大小便、活动、游戏等各个生活环节的时

间、顺序和次数，注意动静结合，组织集体活动与自由活动结合、室内活

动与室外活动结合，不同形式交替进行。

（3）正常情况下儿童户外活动时间每日不少于 2小时，寒冷、炎热季节可

酌情调整。进餐时间 20-30 分钟为宜，餐后安静活动或散步时间 10-15 分

钟，午睡时间根据季节为 2-2.5小时/日。

6.机构儿童定期健康检查内容包括哪些？

答：检查内容包括：测量身高、体重，检查咽部、口腔、皮肤、心肺、肝

脾、脊柱、四肢等，检测血红蛋白，测查视力、听力。

7.托幼机构入园体检的检查重点包括哪些？

答：检查重点包括：传染病（皮肤传染病、眼结合膜炎、甲型肝炎等）、营

养性疾病、感觉器官（如视力筛查）、口腔、咽、血红蛋白。

8.托幼机构餐具消毒有何要求？

答：



托幼机构餐具消毒要求：儿童餐具不要在班级清洗和消毒，应在食堂集中

清洗消毒。建议采用煮沸消毒，从水沸后开始计时，消毒 15分钟，或蒸汽

消毒 10分钟。如果使用餐具消毒柜消毒，应该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产

品，按产品说明使用。

9.托幼机构空气消毒方法有哪些？

答：托幼机构空气消毒首选的方法是通风。活动室、卧室应经常开窗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在寒冷、炎热季节应每日至少开窗通风 2 次，每次至

少 10-15 分钟。在外界温度适宜、空气质量较好、保障安全性的条件下，

应采取持续开窗通风的方式。在不适宜开窗通风时，尤其在传染病流行季

节，每日可采取空气消毒机或紫外线等方法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但要注

意阅读注意事项，以免达不到预防性消毒要求，或紫外线灯使用不当，伤

害到儿童的健康。

10.托幼机构保健室配置应当符合什么要求？

答：保健室配置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面积不少于 12㎡。有观察床、桌椅、药品柜、资料柜、流动水。

（2）配备有儿童体重计（杠杆式）、身高坐高计（卧式身长计）、灯光对数

视力箱、体温计等设备。

（3）配备有卫生消毒设备、常用消毒液、紫外线消毒灯。

11.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配备要求是什么？

答：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配备要求是：按照收托 150 名儿童至少设 1 名

专职卫生保健人员，收托 150 名以下儿童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卫生保

健人员。寄宿制托幼机构配备有执业资格的卫生技术人员。卫生保健人员

上岗前应接受当地妇幼保健机构组织的卫生保健知识培训并考核合格。

12.托幼机构重点管理的患病儿童包括哪些？



答：



重点管理对象包括：经常反复呼吸道感染、腹泻的儿童，中度和中度以上

营养不良、缺铁性贫血、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单纯性肥胖、先天性心

脏病、哮喘、癫痫等儿童。

13.分泌性中耳炎临床表现？

答：临床以耳内闷胀感或堵塞感，听力减退及耳鸣为主要症状。常发生于

上呼吸道感染后。儿童表现为听话迟钝或注意力不集中。声阻抗-导纳测试

的鼓室导抗图呈平坦型（B型）或高负压型（C型）。

14.急性扁桃体炎预防？

答：加强儿童的室外活动，积极运用自然条件锻炼身体；衣服多少应与气

候适应；成人不应在室内抽烟；隔离病儿，避免医院内交叉感染。

15.婴幼儿听力筛查方法？

答：（1）电生理测听：目前国内常用的筛查方法为耳声发射和自动听性脑

干反应测听。诊断用听性脑干反应测听。

（2）行为测听：听力筛查仪可选用频率为 500-4000Hz 的电子发声仪，观

察儿童的听性反射。

16.儿童耳聋二级预防内容？

答：（1）积极治疗能致聋的感染行疾病，如细菌性脑炎，巨细胞病毒感染，

慢性中耳炎。

（2）妥善处理高危孕妇、高危分娩和高危新生儿情况。

（3）开展婴幼儿听力筛查，早期发现听障，早期干预。高危儿童，应在 3

岁前接受听力检测追踪。

17.婴幼儿听力筛查转诊指标？

答：（1）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42天听力复查仍未通过者。



（2）新生儿急重病房（NICU）住院，住院后疑有听损伤者

（3）新生儿有高危因素，婴幼儿期疑有听损伤者。



（4）儿童保健科对婴幼儿做健康体检时，怀疑有听损伤者。

（5）儿科门诊就诊，言语发育迟缓，疑有听损失者。

（6）在基层耳鼻咽喉科门诊就诊时怀疑有听损伤而基层医院听力检查设备

不完善者。

18.什么是感觉

答：感觉是对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和皮肤感觉。

19.什么是知觉 

答：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发生的，对事物整体属性的综合反映，如视知

觉、听知觉、触知觉等感觉通道上的知觉，知觉还可以按知觉对象的性质

分为空间知觉、形状知觉、时间知觉等一些复杂知觉。

20.大脑的可塑性是指什么？

答：早期大脑的可塑性是指大脑可以被环境或经验所修饰，具有在外界环

境或经验下不断塑造其结构和功能的能力。体现在脑发育的可变性和代偿

性上，如大脑能以新生的细胞重建神经系统受损害部分或替代已经死亡的

细胞，使脑在损伤的部位周围有效地试行改组或重建，脑功能得到良好的

代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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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精神病患者或者有精神病史者不得在托幼机构工作。

37.托幼机构发生传染病期间应当怎样加强卫生保健工作？

答：托幼机构发生传染病期间，应加强晨午检和全日健康观察，并采取必

要的预防措施，保护易感儿童。对发生传染病的班级按要求进行医学观察，

医学观察期间该班与其他班相对隔离，不办理入托和转园（所）手续。

38.托幼机构应对卫生保健工作进行记录，内容包括哪些？

答：托幼机构应对卫生保健工作进行记录，内容包括：出勤、晨午检及全

日健康观察、膳食管理、卫生消毒、营养性疾病、常见病、传染病、伤害

和健康教育等记录

39.《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 年版）》学龄前儿童健康管理要求

时间及地点：

答：为 4



～6岁儿童每年提供一次健康管理服务。散居儿童的健康管理服务应在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集体儿童可在托幼机构进行。

40.《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 年版）》学龄前儿童健康管理服务

内容包括：

答:询问上次随访到本次随访之间的膳食、患病等情况，进行体格检查，生

长发育和心理行为发育评估，血常规检测和视力筛查，进行合理膳食、心

理行为发育、意外伤害预防、口腔保健、中医保健、常见疾病防治等健康

指导。在每次进行预防接种前均要检查有无禁忌症，若无，体检结束后接

受疫苗接种。

41.《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 年版）》要求儿童健康问题处理有

哪些？

答：对健康管理中发现的有营养不良、贫血、单纯性肥胖等情况的儿童应

当分析其原因，给出指导或转诊的建议。对口腔发育异常（唇腭裂、高鄂

弓、诞生牙）、龋齿、视力低常或听力异常儿童应及时转诊。

42.《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 年版）》对从事儿童健康管理工作

的人员有什么要求？

答：（含乡村医生）应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并接受过儿童保健专业技术培

训，按照国家儿童保健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儿童健康管理。

43.《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 年版）》实施儿童健康管理的地点

是？

答：开展儿童健康管理地点是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开展儿童健康管理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应当具备所需的基本设备和条件。



44.试述 WHO 推荐的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ARI）临床分类及意义？



答：掌握小儿 A　RI 临床分类最重要的意义是进行早期干预，一方面使家

长能早期认识肺炎及其危害性，并及时寻求医疗服务；另一方面使医务工

作者掌握标准化病例管理。ARI临床分类（WHO推荐方案）

临床特征分类

中心性紫绀极重度肺炎

胸凹陷重度肺炎

呼吸增快，无胸凹陷轻度肺炎

无呼吸增快，无胸凹陷无肺炎（上感、咳嗽）

45.试述 ARI 的处理原则是什么？

答：（1）极重度肺炎：收住院，吸氧、抗生素应用及其他对症处理；

（2）重度肺炎：收住院，抗生素应用及其他对症处理；

（3）轻度肺炎：在家护理，抗生素应用；

（4）无肺炎（上感、咳嗽）：在家护理、中成药使用，不要滥用抗生素。

46.《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 年版）》要求满月进行健康检查的

内容？

答：皮肤、颈部包块、眼外观、耳外观、心肺、腹部、脐部、四肢、肛门/

外生殖器的未见异常判定标准同新生儿家庭访视。满月及 3 月龄时，当无

口腔炎症（口炎或鹅口疮）及其他口腔异常时，判断为未见异常，否则为

异常。

47.WHO 推荐的判断小儿腹泻脱水的指征有哪些？

答：（1）一般状况；

（2）眼窝是否凹陷；

（3）哭时有无眼泪；

（4）口腔黏膜和舌头是否干燥；

（5）口渴情况；



（6）皮肤弹性。

48.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应当开展哪些工作？

答：（1）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疾病筛查的实验室检测、阳性病例确诊和治

疗或者听力筛查阳性病例确诊、治疗；

（2）掌握本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诊断、治疗、转诊情况；

（3）负责本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人员培训、技术指导、质量管理和相关的

健康宣传教育；

（4）承担本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有关信息的收集、统计、分析、上报和反

馈工作。

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提供病例信息，协助新生儿疾病

筛查中心做好前款工作。

49.向家长推荐口服补液疗法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1）因为是口服，入量多没有问题；

（2）液体的准备应省时、省事、价廉，有一定的灵活性（可根据当地习惯

和家庭条件提出建议）；

（3）家庭制作的液体内若含有碳水化合物或蛋白质，再加盐是最理想的；

（4）要考虑患儿的年龄和喂养方式；

（5）2 岁以下小儿不会主诉口渴，要主动哄喂患儿，要求液体入量多于日

常量。

50.WHO 提出的预防小儿腹泻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哪些？

答：（1）母乳喂养；

（2）改进辅食添加方法；

（3）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和足够的水，保证个人卫生；

（4）饭前便后要用肥皂水洗手，母亲做饭前和喂养小儿前也要洗手；

（5）建立清洁卫生的厕所；



（6）及时处理小儿粪便，保证卫生安全；

（7）完成小儿计划免疫。

51.试述小儿精神发育迟滞的诊断标准？

答：（1）一般智力功能较正常水平明显低下，如应用智力测试，测得智商

为 70或低于 70；

（2）同时存在社交技能、言语交往、日常生活照管、个人独立能力等适应

功能缺陷，其程度要比同龄儿的文化环境所期望的标准低得多；

（3）在 18岁以前起病。 

52.母乳喂养的优点有哪些？

答：（1）母乳包含婴儿需要的所有营养素；

（2）母乳喂养可提供生命最早期的免疫物质；

（3）母乳喂养能促进婴儿神经系统发育；

（4）母乳喂养能增进母子间的情感；

（5）母乳喂养能减少成年后代谢性疾病；

（6）母乳喂养能促进母亲健康恢复。

53.2002 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制定了《婴幼儿喂养全

球战略》，并明确指出母乳喂养的建议包括哪些？

答：（1）在生命的最初 6个月应对婴儿进行纯母乳喂养，以实现婴儿的最

佳生长、发育和健康。

（2）为满足其不断发展的营养需要，婴儿应获得安全的营养和食品补充，

同时继续母乳喂养至 2岁或 2岁以上。

54.如何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



答：（1）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爱婴医院的规范化管理，认真执行

《爱婴医院管理指南》。医疗机构要继续执行《促进母乳喂养成功的十条

标准》，并加强医疗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联系，支持社区开展母乳

喂养咨询，并做好产后访视和母乳喂养指导，提高 6个月内婴儿母乳喂养

率。

（2）继续贯彻实施《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和《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

守则》，禁止奶粉商在医院的推销活动。

（3）利用各种形式加强对公众母乳喂养知识的宣传教育，营造母乳喂养的

社会和文化氛围。

（4）加强爱婴医院规范化管理，通过开展监督、评审等措施，确保医院能

完全执行母乳喂养的各项措施。

（5）定期对妇幼保健人员进行母乳喂养咨询、指导，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

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对公众的指导技能。

55.小儿手的动作发育规律是什么？

答：（1）先用手掌尺侧握物，然后用桡侧，再用手指；

（2）先用中指对掌心一把抓、后用拇指对食指钳捏；

（3）先能握物后能主动放松。

56、纯母乳喂养、几乎纯母乳喂养、完全母乳喂养的定义是什么？

纯母乳喂养指只给婴儿喂母乳，而不给其他任何的液体和固体食物，甚至

不给水。可以服用维生素或矿物质补充剂和药物滴剂或糖浆。

几乎纯母乳喂养指除母乳外，还给婴儿吃维生素、水、果汁，但每日不超

过 1-2次，每次不超过 1-2口。

完全母乳喂养指纯母乳喂养和几乎纯母乳喂养之和。

57.1～2 岁儿童口腔保健指导主要内容包括哪些？

答：（1）检查乳牙萌出情况，如儿童超过 13个月仍无第一颗乳牙萌出的迹



象，属乳牙萌出延迟，应及时诊治；

（2）提倡均衡营养，少吃甜食；



（3）指导家长用儿童牙刷或指套式牙刷蘸清洁的温开水替儿童清洁牙齿；

④定期检查，对釉质发育不全等病儿进行氟化物涂布等预防性处理。

58.简述常用新生儿分类方法？

答：（１）根据胎龄分类：足月儿、早产儿、过期产儿；

（２）根据出生体重分类：低出生体重儿、正常出生体重儿、高出生体重

儿（巨大儿）；

（３）根据体重与胎龄关系分类：小于胎龄儿、适于胎龄儿、大于胎龄儿；

（４）根据新生儿出生后周龄分类：早期新生儿、晚期新生儿；

（５）高危新生儿：指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危重疾病的新生儿。

59.新生儿常见特殊生理状态有哪些？

答：(1)生理性黄疸；

(2)“马牙”和“螳螂嘴”：在上腭中线和／或齿龈部位，由上皮细胞堆积

或黏液腺分泌物积留形成的黄白色小颗粒，俗称“马牙”，出生数周后可自

然消退；新生儿两侧颊部各有一隆起的脂肪垫，俗称“螳螂嘴”，有利于吸

吮乳汁。以上均属正常现象，不可擦拭及挑破，以免发生感染；

(3)乳腺肿大或假月经：新生儿生后４-７ｄ可有乳腺增大，２-３周自然消

退；部分女婴生后５-７ｄ阴道流出少许血性分泌物，可持续１-３ｄ，俗

称“假月经”。二者均因来自母体的雌激素中断所致；

(4)新生儿红斑及粟粒疹：生后１-２ｄ，在头部、躯干及四肢常出现大小

不等的多形性斑丘疹，称为“新生儿红斑”，１-２ｄ后可自然消失；因皮

脂腺堆积在鼻尖、鼻翼、颜面部形成小米粒大小黄白色皮疹，称为“新生

儿粟粒疹”，几天后亦可自然消失。

60.儿童保健的基本措施有哪些？

答：（1）生长监测；

（2）定期健康检查；



（3）神经心理发育检查；

（4）体格锻炼；

（5）早期教育；

（6）生活安排；

（7）计划免疫。

61.试述小儿生长发育的规律？

答：（1）生长发育是连续的过程，但有阶段性：出生后体重、身高在最初

2年增长最快，2岁至青春期为稳定增长，青春期增长加速，以后渐停止。

（2）各系统器官发育不平衡：神经系统发育较早;淋巴系统在儿童期生长

迅速，于青春期前达高峰；生殖系统发育较晚。

（3）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生长发育遵循由上到下、由近到远、由粗到细、

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

（4）生长发育的个体差异：受机体内、外因素如遗传、性别、环境、营养、

教养等影响，可产生相当范围的个体差异。

62.试述小儿生长监测的内容及方法？

答：（1）定期、连续、准确的测量个体儿童的体重；

（2）在小儿生长发育图中描记小儿的体重曲线；

（3）评估小儿体重曲线的走向并分析曲线变化的原因；

（4）根据儿童体重曲线变化的形式及变化的原因，指导家长采取相应的干

预措施。

63.体质是指人身体的质量，它包含了些具体的内容？

答：（1）身体发育水平：体格、体型、姿态、营养状况和身体组成成分；

（2）生理功能水平：机体新陈代谢和各器官系统功能；

（3）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发展水平；

（4）心理发展水平；



（5）适应能力：对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对疾病的抵抗力和病伤后的康复

能力。

64.我国评价小儿体格生长发育分几个等级？如何进行等级划分？

答：我国一般采用标准差法，将小儿体格生长发育评价划分为六个等级，

即上等、中上等、中+等、中-等、中下等、下等。具体评估方法为：上等

为均值加 2 个标准差以上；中上等为均值加 1 个标准差到均值加 2 个标准

差之间；中+等为均值到均值加 1 个标准差之间；中-等为均值到均值减 1

个标准差之间；中下等为均值减 1 个标准差到均值减 2 个标准差之间；下

等为均值减 2个标准差以上。

65.试述心理健康的标准？

答：（1）儿童智力发育正常；

（2）情绪反应适度、心理行为特点符合年龄；

（3）行为协调和反应能力适度；

（4）人际关系的心理适应以及个性的稳定和健全。

此外还包括注意力集中、适度耐受各种压力、能悦纳自己和认同他人，有

与年龄相适的责任心和现实的生活目标。

66.应用儿童神经心理发育评估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答：（1）评价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心理和行为发育水平。

（2）对单纯功能性或继发于脑器质性损伤的神经-精神发育障碍的诊断和

鉴别诊断提供依据，如精神发育迟滞、注意力缺陷、学习困难等。

（3）辅助评价治疗效果与判断预后。

67.儿童能量代谢的特点是什么？

答：（1）基础代谢率较成人高 10%-15%；

（2）生长发育所需能量是儿童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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