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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体格检查

一、一般检查

考点精讲 【考点精讲】

一般检查包括全身状态检查、皮肤和淋巴结检查。全身状况包括生命体征（体温、脉搏、呼吸、血

压）、发育（身高、体重、头围）、体型、营养状况、意识状态、面容、体位、姿势、步态。

·医师准备：带帽子，洗手。“先生您好，我是您的主治医师，根据您
    的病情需要，我需要给您做一个××检查，请您配合，检查过程中有
    什么不适，请随时跟我说。”
·被检者准备：休息、取正确体位，充分暴露检查部位
·物品准备：检查所需物品，如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等

·具体项目中的操作步骤

·被检查者处理：“好了，感谢您的配合，我们已经完成了××检查，
    一切顺利，我给您穿好衣服。刚才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您不用担心”
·收拾物品 
·针对考官的结束语：“报告考官，考生操作完毕”

操作前

操作中

操作后

图 2-1　各种体格检查的流程图

（一）全身状态检查

1. 测体温　体温测量方法包括腋测法、口测法和肛测法，以腋测法最常考。考试过程注意与考官交待

测量时间，测量结束告知测量数值。

表2-1　体温的测量

测温法 具体步骤 正常值

口测法 体温计置于舌下，闭口，5分钟后读数（婴幼儿或神志不清者不可使用） 36.3~37.2℃

肛测法
被检查者取侧卧位，将肛门体温计涂润滑油缓缓插入肛门，深度达温度计长度一半，�

5分钟后读数
36.5~37.7℃

腋测法
测量前被检查者应安静休息并擦干腋窝，移走附近冷热物品，将体温计放置腋窝顶部，

上臂紧贴胸壁夹紧体温计，10分钟后读数
36.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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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情况下，体温有一定的波动。早晨体温略低，下午略高，在24h内波动幅度一般不超过1℃ ；运

动或进食后体温略高；老年人体温略低，月经期前或妊娠期妇女体温略高。

表2-2　发热的分度

热度 温度 简单记忆

低热 37.3~38℃ ＜38℃

中等热 38.1~39℃ ＜39℃

高热 39.1~41℃ ＜41℃

超高热 ＞41℃ ＞41℃

操作步骤精析 【操作步骤精析】

表2-3　测体温操作步骤

步骤 易错提示

操作前

医师准备：带帽子，洗手，“先生您好，我是您的主治医师，根据您的病情需要，我需要给您

测体温，请您配合，检查过程有什么不适，请随时跟我说，您先休息30分钟。

被检者准备：取卧位

物品准备：取体温计

此处一定要交待患

者已安静休息30

分钟

操作中

①取消毒后体温计，观察并确认体温计水银柱是否处于低温位置，如高于35℃，则甩到35℃

以下

②检查者先用手触摸被检者腋窝（查影响体温的因素：汗液、有无致热或降温物品），将体温

计头端置于被检者腋窝深处夹紧

③检查者口述测量时间（应为10分钟）

④考官取出已准备好的体温计，让检查者读数（读数正确得分，不正确不能得分）

（考官可能事先准备三支不同温度的体温计，执考时选择其中一支体温计让检查者当场读数）

考生很容易漏掉甩

体温计这个动作

考生容易忘记触摸

腋窝动作

操作后

与被检者对话：“好了，先生，感谢您的配合，我们已经完成测体温，一切顺利，我给您穿好

衣服。刚才检查结果正常（或低热或高热），您不用担心。”

物品处理：将体温计归放原位

结束语：报告考官，被检查者体温××℃，属于正常或低热或高热等

考生容易忘记汇报

体温，这里一定要

按照实际读数汇报

考生容易遗忘给患

者穿好衣服

温馨提示：

每一项查体和基本操作都有一个职业素质2分，具体要求如下，后面不再重复叙述。

①体检前能向被检者告知。与被检者沟通时态度和蔼，体检中动作轻柔，能体现爱护被检者的意

识。体检结束后能告知，有体现关爱被检者的动作。（1分）

②着装（工作服）整洁，仪表举止大方，语言文明，体检认真细致，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质。

（1分）

经典例题 【经典例题】

测体温（腋测法，口述测量时间，报告体温计读数）体格检查（4分）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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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查方法正确

①取出消毒后的体温计，观察并确认体温计水银柱是否处于低温位置（0.5分），如高于35℃，则甩到

35℃以下（1分）。

②考生先用手触摸被检者腋窝（检查影响体温因素：汗液、有无致热或降温物品）（0.5分），将体温

针头端置于被检者腋窝深处夹紧（0.5分）。

③考生口述测量时间（应为10分钟）。（0.5分）

（2）读数正确　考官取出已准备好的体温计，让考生读数（读数正确得分，不正确不得分）。（1分）

常见考官提问（2分）

何谓稽留热？常见于哪些疾病？

答：稽留热是指患者体温维持在39~40℃以上的高水平达数天或数周（1分），24小时内体温波动范围

不超过1℃（0.5分）。常见于大叶性肺炎、斑疹伤寒及伤寒高热期（答出1项即可，0.5分）。

表2-4　常见热型及临床意义

稽留热
体温明显升高在39℃ ~40℃及以上，24小时内体温波动相差

不超过1℃

常见于大叶性肺炎、伤寒、斑疹伤寒、流行性

脑脊髓膜炎等

弛张热
24小时内体温波动相差超过2℃，但最低点未达正常水平的体

温曲线类型
常见于败血症、风湿热、细菌性肝脓肿等

间歇热 高热与低热期反复交替出现 常见疟疾、急性肾盂肾炎

回归热
急升型高热持续数日后自行骤降，但数日后又再出现的体温曲

线类型
回归热、霍奇金病等

波状热
体温逐渐上升达39℃或以上，发热数日后逐渐下降，数日后又

再发热数日的热型
布鲁菌病等

不规则热 体温曲线无一定规律的热
结核病、支气管肺炎、流感、癌性发热、口服

退热药等

温馨提示：

各个热型总结为一首诗：

百凤持花弄飞结，只身使节不规则；大汗积极雨间歇，步军薄装皆高热

解释如下：

败风驰化脓肺结——[败血症，风湿热，驰张热，化脓性炎症，重症肺结核]

大寒稽疾盂间歇——[大叶肺炎，斑疹伤寒和伤寒高热期，稽留热][疟疾，急性肾盂肾炎，间

歇热]

只身使节不规则——[支气管肺炎，渗出性胸膜炎，结核病，不规则热]

布菌波状皆高热——[布鲁菌病，波状热][以上热型都是指高热]

2. 脉搏测量　检查脉搏主要用触诊，可选择桡动脉、肱动脉、股动脉、颈动脉及足背动脉等。考试

时，一般选用桡动脉进行测量，在检查脉搏时应注意脉搏的脉率（成人正常60~100次/分）、节律、紧张

度和动脉壁弹性、强弱及波形变化。

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