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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是由世界卫

生组织$!"#%儿童青少年健康和发展部$$%"%%&’(’)*#+*,-./
博士及0/1’2’34*5-1女士构思的&

本指南的研发经历了6个阶段&第一阶段’#+*,-./博士主持

开发了第一个版本’并在博茨瓦纳(南非和赞比亚实施了现场测试&

根据反馈结果’她与7-*189(’-+-*博士(:’+/19’;+’/1’3女士进行

了适当的修订&#+*,-./博士离开$%"后’由2’34*5-1女士主持

了本指南第二阶段的发展工作&她和<91&/=3*>’共同对前一个版

本进行了修订’并在会议上’由技术专家和基层工作者进行了复审&

第三阶段的工作由?@$A/1&3/B:-*+9博士主持’他通过组建顾问

团’结合顾问团的专家意见’开发了完整的修订版$第三版%&顾问

团成员由来自!"#C个区域中的D个区域内具有青少年工作实践

经验的专家组成’包括印度的EF/G9=A/H’博士(阿根廷的;/I+-

J-1K/+’K%4*9+/3博士(英国的0-1L’’&A/M先生和南非的:’+/19’

;+’/1’3女 士&本 版 采 用 提 供 服 务 流 程 的 形 式 管 理 健 康 问 题’

E*I9&9G/$A/GG’3)’’博 士 对 此 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此 后’澳 大 利 亚

=*31’G学院皇家儿童医院的:9>,$3’/G9博士在印度进行了现场应

用’使本指南的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来自!"#总部和各区域办事处的$%"及其他部门的工作人

员’为本指南的研发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东南亚地区 L’’1/

N/91/博士和西太平洋地区;/G/1)/+9L/./3博士&本指南的研发还

得到了!"#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协助’"O?部门E/1&.J-H’博

士对本书从启动到最后完成的各个阶段均给予了极大支持&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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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技术专家和基层工作人员也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O1P5传媒公司负责本书的校订和设计工作&#49+H9’设计公司

J3/A/M#49+H9’先生为本书绘制了精美的插图&$%"的8-3-GA.

Q+914+’3和%19G/=+/H-女士为本书做了大量的文书工作&

对于上述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支持’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的开发出版

从RSSR年持续到RSST年&这一漫长的过程确保了本指南能充分反

映发展和发达国家基层的青少年卫生工作者的需求&

谨以此书献给广大的青少年卫生工作者&



译!序

!"#$%&’%()*#+!,"一书是在上海举办的)性教育及性与生殖

健康研讨会*上由!"#西太平洋地区;/G/1)/+9L/./3博士所做的

报告中首次介绍的&初见此书即被全书以主诉提出案例并按诊疗

流程构思保健服务框架的新颖形式所吸引&后与几位同道提及此

书’大家一致认为该书从内容到形式极适用于作为基层青少年卫生

保健工作人员的案头手册’也可作为我国以中小学生为服务主体的

校医(保健医生实际工作中所必备的指南类参考书&由此’产生了

翻译此书的设想’并于RSUS年底联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安徽

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上

海市计划生育研究所(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等V家单位中具有青少年保健

工作经验的UW位专家组成翻译组’启动了该书的翻译工作&

本书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它的网络状诊疗服务形式&这不仅体

现在)四诊*过程的"X%8E评估和性与生殖健康评估中’让卫生保

健人员超越症状’将青少年作为完整个体全面了解其生态$背景%环

境因素+也体现在对主诉的分类处理过程中&这种对相关及潜在健

康问题引申并指向其他主诉的诊疗流程形式有助于卫生工作者超

越青少年现有的主诉’分类诊断和有效处理浅表的和潜在的健康

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由吴久玲(冯宁翻译+第二部分由谭晖(归绥

琪(王莉(胡晓宇(岑舒远(许明(杨念钦(钱序(胡世云(陶芳标(伍晓

艳等翻译+第三部分由楼超华(程艳翻译&陶芳标教授和我对全书

进行了最后的审校’谭晖博士为本书术语和翻译风格的统一付出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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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的劳动&本书的翻译过程凝聚了团队的智慧和心血&由于首

次尝试多学科合作翻译’不妥之处希望使用者予以指正&

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特别感谢 !"#驻华代表处的温春梅女

士(!"#总部的王静女士和$/3+/E-*A’9+女士在本书翻译及版权

申请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感谢LO"B2-4/3G.)全球卫生框架

项目*$NRW7!SSYUUY%对本书出版的资助&感谢责任编辑王晓萍女

士以及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人们&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钱!序

RSUR年U月于上海



前!言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的定位

是一本诊疗参考手册!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的使用对象

本指南适用于为青少年提供健康促进"预防保健和基本临床服务的初

级卫生保健服务工作者#包括医生"助产士"护士和医院行政人员等!
通常#卫生工作者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青少年#因此#本指南的编写同

时兼顾了儿童"青少年以及陪同的成年人或家长的服务需要!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的编写目的

本指南为如何处理青少年遇到的或所关心的健康和发育问题#提供了

详尽的指导步骤#旨在提高卫生工作者对青少年问题的识别能力"咨询技

巧和转诊服务能力#促使他们对青少年问题的反应更为敏感"处理更为

有效!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的内容

包括对青少年特有的常见问题的诊疗指导#其中部分内容是现有世界

卫生组织$!"#%各指南中尚未纳入的$如月经初潮延迟%&也包括一些非

青少年特有的#但在青少年中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性传播感染%#并针对

存在这类问题的青少年提出所应给予的诊疗建议!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与$!%其他指南的关系

是一致和互补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对青少年和成人疾病的系统化管理!
" 对妊娠和分娩的系统化管理!
" 为计划生育服务者和服务对象提供的决策工具!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内容的组织

包括以下6个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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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临床诊疗过程中青少年和卫生工作者的有效沟通!
第二部分"服务流程"沟通技巧和常见问题!
第三部分"为青少年及其父母或其他陪同成年人提供的咨询信息!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的应用

第一步" 熟悉指南各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认真通读本部分的内容#思考对你工作的指导意义&如果可

能#与同事进行讨论!
第二部分’通读本部分各问题的服务流程#选择一个你目前工作中经

常碰到的问题#按服务流程逐步浏览一遍!思考(问诊)和(望"触"听诊)栏
目对分类诊断的指导作用&思考其如何指导你处理每一个可能的分类诊

断&最后#熟悉需要为青少年及其陪同成年人提供的咨询信息#以及对常见

相关提问的回答要点!
第三部分’浏览该部分所包含的主题#选择其中一个#研读该主题中应

为青少年及其父母提供的关键信息!
第二步" 将指南应用于日常工作

每一个健康问题的服务流程开始于青少年及其父母的主诉!卫生工

作者在按流程逐步完成(问诊)和(望"触"听诊)等过程后#也可能被指向并

完成其他主诉及分类诊疗流程!循此网络状指导形式#卫生工作者分析这

些主诉的分类诊断及其处理方法#提供咨询信息和解答所提问题!
通过这种流程指导方式#本指南将有助于卫生工作者超越青少年现有

的主诉#进行分类诊断并有效处理青少年潜在的其他健康问题!
在使用本指南时#应首先花时间熟悉每一个主诉的服务流程和相应的

咨询信息!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你将体会到哪些步骤需要较多时间#哪些

步骤可以很快完成或忽略!应用举例详见图U!
第三步" 注意指南应用中的局限性

本指南虽然包含了RD项常见主诉的服务流程和咨询信息#但不可能

涵盖青少年所有的健康问题!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卫生工作者还需要随时

参考其他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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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的内容!!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与"#$其他

! 指南的关系!!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内容的组织!!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的应用!%

第一部分!青少年和卫生工作者间的临床互动!!
一$ 你能为青少年来访者$患者作出的特别贡献!%
二$ 与青少年来访者$患者建立友好关系!&
三$ 采集现病史!’
四$ 超越青少年说出的问题!(
五$ 进行体检!)
六$ 交流问题分类%解释其含义%并讨论治疗方案!*
七$ 应对工作中涉及的法律和政策!+
#,-./评估表中可以获得的信息!!!
性与生殖健康评估!!%

第二部分!服务流程!沟通技巧和常见问题!!"
发育问题
青春期发育延迟&男性!!0
青春期发育延迟&女性!%1
月经问题
’我有痛经(!%’
’我月经经量过多(!%*
’我月经周期不规律$我停经了(!&%
妊娠问题
’我不想怀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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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孕了吗)(!’*
’我怀孕了(!(%
外生殖器问题
’我阴茎头部的皮肤有问题( *包皮问题+!01
’我的阴囊疼痛$我的阴囊受伤了(*急性阴囊疼痛+!0’
’我的阴茎有分泌物排出$排尿疼痛(!)1
’我的生殖器上有个疮(*生殖器溃疡+!)’
’我的腹股沟有个肿块(*腹股沟肿块+!*1
’我阴道有异常分泌物$灼热感或瘙痒(*针对未怀孕的女性+!*’
!"#
’我会感染#23吗)(!+’
其他
’我腹痛(!+*
’我太苍白了(*贫血或疑似贫血+!!1’
’我感觉总是很累(!!1*
’我头痛(!!!%
’我有皮肤问题(!!!*
’我太瘦或太胖了(!!%%
’我太矮了(!!%*
’我受到攻击了(!!&’
’我看不太清(!!’’

第三部分!提供给青少年及其父母或其他陪同成年人的信息!!"!
!4健康饮食!!(&
%4体力活动!!(0
&4性行为!!(*
’4情绪健康!!0!
(4吸烟$饮酒和使用其他物质!!0’
04意外伤害!!0)
)4暴力和虐待!!)1

附录!!#$
562取值表!!)’
年龄别身高曲线!!)0
年龄别562曲线!!)*
推荐免疫接种程序!!*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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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青少年和卫生工作者间的
临床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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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本部分将介绍以下主题$

!!你能为青少年来访者%患者作出的特别贡献

"!与青少年来访者%患者建立友好关系

#!采集现病史

$!超越青少年说出的问题

%!进行体检

&!交流问题分类&解释其含义&并讨论治疗方案

’!应对工作中涉及的法律和政策

一! 你能为青少年来访者!患者作出的特别贡献

你需要认识到

’"(青少年处于人生中身体%心理和社会性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身

处这些变化中的青少年会对他们身体所发生的变化存在许多疑问和好奇)

通常&青少年不会主动说出他们的问题和好奇&也不会主动向有能力并且

关心他们的成年人寻求答案)

’#(同时&青春期是被

普遍认为的人生中相对健

康的 时 期&也 是 许 多 在 青

春期及今后生活中对健康

产生不良影响行为的形成

时期)况 且&每 年 都 有 青

少年 死 亡&主 要 死 因 包 括

意外 伤 害’如 车 祸(%故 意

伤害’如自残和人际暴力(

以及怀孕相关原因)

’$(作为卫生工作者&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帮助健康的青少年活得更

健康&帮助有健康问题的青少年恢复健康)你可以通过以下做法来完成这

一任务)
# 为青少年提供信息%建议%咨询和临床服务&帮助他们坚持采取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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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纠正不安全行为’如纠正造成不良健康结局的高危行为()
# 诊断%查明青少年的健康问题以及造成不良健康结局的高危行为&并进

行管理)必要时&将他们转诊至其他卫生服务提供者或社会工作者处)

作为一名卫生工作者&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改变社区人员的观念)你

可以协助社区领导和成员了解青少年的需要&使他们认识到针对青少年的

需要共同开展工作的重要性)

二! 与青少年来访者!患者建立友好关系

!"你需要认识到

’"(有些来访青少年

是自己主动’单独或和亲

戚朋友一同(前来的)还

有一 些 青 少 年 是 由 父 母

或其他成年人陪同来的)

因具体情况不同&青少年

可能 对 你 采 取 的 态 度 不

同&可 能 是 友 好 的&也 可

能是不友好的)并且&根

据问题性质的不同&青少

年可能会存在焦虑或害怕情绪)

’#(青少年在父母或监护人&甚至是配偶在场的情况下&可能不愿意透

露敏感问题的信息)

#"你应该做到

’"(以真诚的方式问候青少年)

’#(向青少年解释以下问题$

你在这里是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你会尽全力了解和满足他们的需要

以及解决他们的问题)

你希望他们和你能自由地交流&不必有所顾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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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他们放松心情&不要紧张和担心&因为你不会说%也不会做任何对

他们不利的事情)

由青少年决定&是否需要父母或是其他人员的参与)

在未征得青少年同意之前&你不会将任何有关他们的个人信息告诉

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人员)

’$(如果青少年是由成年人陪伴而来的&当成年人在场时&你要向他们解释$

你要与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在某些阶段&你可能需要一些

时间单独与青少年进行交谈)

三! 采集现病史

!"你应该认识到

’"(许多青少年的健康问题具有敏感性)

’#(当卫生工作者询问青少年敏感性问题时&如性活动或滥用药物&青

少年可能不愿意透露相关的信息&因为他们担心会受到卫生工作者的责骂

或嘲笑)

#"你应该做到

’"(从不具有胁迫性的问题开始提问$从敏感性%胁迫性最低的问题开始

展开临床问诊)!青少年工作指南#服务流程中&有许多直接的问题需要卫生工

作者进行提问&借此做出诊断并进行管理)但如果你没有首先与青少年建立

友好关系&当问他们*你性行为频繁吗+, 那么得到回答的可能性就很低&更不

用说真实答案)通常&最好的方法是&在开始询问比较敏感的问题’如性与生

殖健康问题(之前&先从一些介绍性的问题开始’如青少年的家庭状况()然后&

当青少年愿意与你交谈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时&你再与他们交流这些问题比较

合适&而且在开始交谈比较敏感的问题之前&最好从非胁迫性的问题开始)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第三人称提问$最好的提问方式是&询问青少

年同伴和朋友的活动&而不是直接询问他自己的活动)如可以问*你的朋

友中有吸烟的吗,+&而不是直接问青少年*你吸烟吗,+)如果青少年回答

*是+&你可以接着问*你加入过他们吗+, 这个问题可以引申到其他问题&

#



第一部分!青少年和卫生工作者间的临床互动

如*你多长时间吸一次烟+,
’$(使尴尬的问题正常化&减轻耻辱程度$非意愿妊娠或患性传播感染

的青少年可能会感到尴尬&甚至羞耻)你可以通过告诉青少年*我治疗过

许多与你有相同问题的年轻人+&用这样的谈话来减轻事态的耻辱程度)

!"你应该认识到

即便是接受过充分的培训&许多卫生工作者在与他人’无论是成人还

是青少年(讨论敏感话题时&也会感到不舒服)

#"你应该做到

’"(解决该问题的第一

步是认识这个问题&而后尽

量克 服)你 可 以 仔 细 想 一

想&与青少年之间的讨论尽

管令你不舒服&但可以帮助

你识别他们的需要并解决他

们的问题&这样处理会对你

的工作有所帮助)你还可以

把想法和感受与同事进行交

谈&这样也会对你有所帮助)
’#(不断地学习)开始

时&可以应用!青 少 年 工 作

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中的问题&按照上面的提示进行提问)
时间长了&可以选择一些问题&使用你感觉更舒服的词和短语&以及灵活运

用更放松的对话风格)随着不断的实践&你会发现怎样才能更快地解决问

题&并掌握哪些问题需要花费时间&哪些问题能更快地解决)

四! 超越青少年说出的问题

!"你应该认识到

’"(当青少年向卫生工作者寻求帮助时&他们倾向于主动说出看起来

对他们是最重要的健康问题’即主诉()但他们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健康问题&

$



青少年工作指南!!!基层卫生工作者参考手册

如果不直接问&他们可能就不会说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卫生工作者容易

只解决说出来的主诉’如发热和咳嗽(&而不会进一步解决未说出来的问

题&这样就很难了解到青少年存在的其他问题了)

’#(另外&青少年可能因为感到尴尬而不能或是很少能主动说出某个

健康问题&也可能因为对卫生工作者或者他们所处的环境感到不舒服而不

愿说出来)

#"你应该做到

你可以考虑使用对你有帮助作用的家庭%教育%饮食%活动%药物%性%

安全%自杀’%&’()(评估表$
# 找出青少年未说出的健康和发育问题)
# 找出青少年是否存在具有产生不良健康结局的高危行为’如注射药

物或有未受保护的性行为()
# 找出环境中增加青少年产生这些行为可能的重要因素)

应用这一方法&你可以将青少年作为一个个体来全面了解&而不是仅

把他们看作是存在这样或那样情况的病例)同时&也有助于你和其他卫生

保健工作者及社会工作者一起&识别青少年行为和影响行为的环境因素)

$%&’(是以下英文单词的首个字

母组成的缩略语

# 家庭!$"
# 教育#工作!%"
# 饮食!%"
# 活动!&"
# 药物!’"
# 性!("
# 安全!("
# 自杀#抑郁!("

%&’()评估表中问题的 安 排 可 以

使你与青少年从最没有胁迫性的问题开

始讨论)该评估表从了解家庭和教育%工

作情况入手&然后是饮食%活动-这些讨论

完成后&最后才讨论比较敏感的问题&如

药物%性行为%安全%自杀%抑郁)

%&’()评估表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本部分结尾处的*$%&’(评估表中可以

获得的信息+列表)

如果时间不允许完成%&’()评估表的全部问题&你要选择需要优先

进行的评估部分)你可以优先选择与下述几方面相关的部分$
# 说出来的主诉

如果青少年在饮酒时因摔倒而受伤&你可以优先考虑%&’()评估

表中*药物+这部分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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