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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诊与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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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诊与病史



问诊( inquiry) 是医生通过与病人或相关人员的系统询问而获取临床资料，经过综合
分析而做出临床判断的一种诊断方法。问诊是采集病史的主要手段，通过问诊可以了解
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治经过、既往健康状况及曾患疾病、个人生活史、家族史等全部病史
资料。准确及完整的病史对疾病的诊断与处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体格检查和各种
辅助检查无法替代的，因此问诊是每个临床医生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对于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常常通过问诊就能对某些疾病做出准确诊断，如高血压、
糖尿病、稳定型心绞痛、胆道蛔虫症等。对病情比较复杂的病人，通过对问诊中得到的病
史特点进行分析，可为下一步的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提供重要线索，从而为明确诊断奠
定良好的基础。忽视问诊或问诊不仔细，必然使病史资料残缺，病情了解不够准确，从而
造成误诊或漏诊。

第一节 问诊的方法

由于病人患病后在情绪、性格等方面可能发生某些变化，同时对医疗环境生疏或就
诊时情绪紧张，在叙述病情时往往会不够确切或系统，所以要求医生在问诊时要讲究方
法和技巧。

1．问诊开始时，医生要先向病人做自我介绍，要注意仪表端庄，态度亲切和蔼，以友
善的举止取得病人信任，要主动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耐心细致地启发病人，使病人能平
静地、有条理地陈述患病的感受与经过。

2．问诊一般从主诉开始，有目的、有顺序地进行。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采用不同的提
问方式。为了系统有效地获取准确的资料，应遵循从一般性提问到直接提问的原则。一
般性提问( 或称开放式提问) ，多在现病史、既往史、个人史等每一部分开始时使用，提问
应选择简单明了、易于理解和回答的问题，如“您哪儿不舒服?”、“您为什么来看病?”等，
然后根据病人提供的信息，再追问一些重点问题; 直接提问( 或称封闭式提问) ，用于收集
或确认一些特定的有关细节，如“您什么时候开始腹痛的?”、“您咯血的量有多少?”等，
这种提问方式比较具体，获得的信息更有针对性; 另一种是直接选择式提问，要求病人回
答“是”或“不是”，或者对提供的选择做出回答，如“您的胸痛是针刺样痛还是闷痛?”、
“您发热是间歇性的还是持续性的?”等。

3．提问应以获取资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为原则，不正确的提问可能得到错误的信息
或遗漏相关的资料，因此应避免以下各种提问方式。避免暗示性或诱导性提问，以免使
病人易于默认或随声附和，如“您的胸痛是不是放射到左肩?”、“您胸痛是不是活动后加
重?”等; 避免责备性提问，以免使病人产生防御、抵触心理，如“您为什么吃这么不干净的
食物?”、“你怎么现在才来看病?”等; 避免连续提问，以免造成病人对要回答的问题混淆
不清，如“您咳嗽很厉害吗? 咳嗽时有没有痰? 痰量有多少? 痰是什么颜色?”这类问题
应逐一问清，让病人有思考的时间; 避免逼问，当问诊涉及病人敏感的话题而使其不愿回
答时，不要强行逼问，要尊重病人的隐私权。

4．耐心倾听病人的陈述，尽可能让病人充分地陈述和强调他所认为重要的情况，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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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病人的陈述离题太远时，才需要根据陈述的主要线索灵活地把话题转回。切不可生
硬打断其陈述，更不能用医生自己主观的推测去取代病人的亲身感受，只有病人的亲身
感受才能为诊断提供客观准确的依据。

5．语言通俗易懂，避免使用具有特定意义的医学术语，如里急后重、谵妄等，以免病
人在不理解其确切含义的情况下随口应答。

6．问诊时注意系统性和目的性，分清主次，抓住重点，避免杂乱无章、重复提问。在
问诊过程中应及时核实病人陈述中不确切或有疑问的情况。必要时，在问诊结束前将病
人所陈述的重要病史资料向病人做一简要复述，再次得到病人的确认，以保证病史的可
靠性。

7．在病情许可时，应尽可能询问病人本人。如病人病情严重暂不能回答询问，可先
问病人家属、亲友或其他了解病情经过者。如病情危重，在简单扼要地询问病史和做重
点检查后立即进行抢救，待病情好转后再做全面的问诊及检查，以免延误治疗。

8．病人如持有其他医疗单位的病情介绍或诊断，只能作为参考资料，决不能取代亲
自问诊。

9．问诊时要善于应对特殊情况和特殊病人，当遇到残疾病人、精神疾病病人等特殊
病人或病人怀有愤怒和敌意等特殊情况时，要沉着冷静、关心、细心、耐心、同情，创造机
会，巧妙对待，以取得病人信任。

第二节 问诊的内容与病史

问诊内容包括一般项目、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系统回顾、个人史、月经史、婚姻及生
育史、家族史，病史是问诊最重要的部分。

( 一)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出生地、婚姻、民族、职业、工作单位、现住址、
电话号码、入院日期、记录日期、病史陈述者及可靠程度等。年龄应是实足年龄，不可用
“儿”或“成”代替。

( 二) 主诉

主诉是病人感觉最主要的痛苦或最明显的症状和( 或) 体征及持续时间，也是本次就
诊最主要的原因。主诉应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同时注明主诉自发生到就诊的时间，如
“发热、咯血 1 天”、“腹痛、腹泻 3 天”等。记录主诉要简明，一般应尽可能使用病人自己
描述的症状，而不是诊断性用语，如“糖尿病 1 年”应记录为“多食、多饮、多尿、消瘦 1 年”
等。若病程较长、病情比较复杂、症状体征变化多时，应该结合整个病史，综合分析以归
纳出更能反映其患病特征的主诉，按发生先后顺序记录，如“反复咳嗽、咳痰十余年，伴喘
息两年，加重伴双下肢水肿 1 周”。病人诉说的痛苦应改为医学术语，不可用方言。对诊
断明确，入院目的十分明确的病人可采用灵活记录，如“发现结肠癌 1 个月，要求入院手
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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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现病史

现病史是病史的主体部分，记录病人患病后疾病发生、发展、演变和诊治的全过程。
询问现病史主要围绕主诉进行。

1．起病情况与患病时间 起病情况包括起病的急缓、时间、环境和地点等。每种疾
病的起病或发作都有各自的特点，详细询问起病的情况对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有
的疾病起病急骤，如脑栓塞、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等;有的疾病起病缓慢如肺结核、恶性
肿瘤等。疾病的起病常与某些因素有关，如偏瘫若在睡眠中发生，提示脑血栓形成;若在
活动中出现偏瘫，多提示脑出血。患病时间指自起病到就诊或入院的时间。如先后出现
几个症状则须追溯到首发症状的时间，并按时间顺序询问整个病史后分别记录，时间长
短可根据情况按年、月、日、小时、分钟为计时单位。

2．主要症状 包括主要症状出现的部位、性质、持续时间和程度、缓解或加重的因
素。以稳定型心绞痛为例，其主要症状的特点是发作性胸骨后或心前区疼痛，可放射至
左肩、左臂内侧、小指和无名指;疼痛的性质为压榨性或紧缩感; 持续时间多为 3 ～ 5 min;
常因情绪激动、劳累等诱发;静息或舌下含化硝酸甘油后缓解;可以数天、数周、数月发作
1 次，疼痛程度较剧烈。

3．病因和诱因 尽可能了解与本次发病有关的原因( 如感染、中毒、外伤、过敏等) 和
诱因( 如气候变化、起居饮食失调、劳累等) ，有助于明确诊断与拟订治疗措施。

4．病情的发展与演变 包括患病过程中主要症状的变化或( 和) 新症状的出现。如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在乏力、轻度呼吸困难的基础上，突然出现剧烈胸痛和严重的呼
吸困难，应考虑自发性气胸的可能; 肝硬化病人出现表情、情绪和行为异常等新症状，应
考虑早期肝性脑病的可能。

5．伴随症状 指在主要症状的基础上又同时出现一系列的其他症状。伴随症状可
以为鉴别诊断提供依据，也可帮助判断有无并发症出现。若咯血病人同时伴有低热、盗
汗、乏力、消瘦等结核中毒症状，应考虑肺结核可能。若按一般规律在某一疾病应该出现
伴随症状而实际上没有出现时，也应将其记述于现病史中以备进一步观察，或作为诊断
和鉴别诊断的重要资料。

6．诊治经过 若病人在本次就诊前曾接受过其他医院诊治，则应询问在何时何地做
过什么检查及其结果，诊断是什么，使用过的药物名称、剂量、时间和疗效等。

7．病程中的一般情况 包括病人患病后的精神状态、食欲及食量、睡眠、体力、体重、
大小便的情况等。

( 四) 既往史

既往史包括病人既往的健康状况、过去曾患过的疾病( 包括各种传染病) 、预防接种
史、外伤手术史、过敏史等，特别是与目前所患疾病有密切关系的情况。记录既往史时注
意不要和现病史发生混淆，记录的顺序一般按年月的先后排列。如风湿性心脏瓣膜病的
病人，应询问过去是否反复发生过咽痛、游走性关节痛等; 如脑血管意外的病人，应询问
过去是否有高血压病。

( 五) 系统回顾

系统回顾是按身体的各系统疾病的主要症状进行详细的询问，以帮助医生在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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