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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8_E4_B8_AD_E5_c67_469399.htm 说起看中医，大家都

知道讲求“望、闻、问、切”，但如果碰上一个“会看病”

的患者，凭其适当配合可使中医诊断更加准确、迅速。别小

看这些看病的技巧和小节，对于中医来说，很多时候一层口

红几滴香水就可以让医生误诊。 “望”：勿涂口红勿刮舌面 

“望诊”主要是医生通过视觉获得与诊断有关的信息，自觉

或不自觉地掩盖自己的表象会影响医生的望诊的结果，导致

误诊。现在的化妆艺术很容易以假乱真，如一个萎黄的面色

本来是脾虚证的表现，经过面部化妆后红润的面色可能会使

医生不能正确诊断；口红会让一个因阳虚而唇色苍白患者变

成气血调和的“常人”。看病前不要化妆，让医生看到一个

真实的你，有助于诊断。 “望舌”是中医望诊的一个重要内

容，医生希望能够看到患者真实的舌苔、舌色。有些患者早

晨刷牙时拼命用牙刷刮舌面，目的是给医生看一个漂亮的舌

头，但恰恰是因为这样让病看不明白、不准确。舌苔的不同

颜色代表不同的病证，如黄色的舌苔是热证、灰黑而润的舌

苔是寒证，如果患者来看病前喝一罐橙汁或者浓咖啡将舌苔

染成黄色或灰黑色，热证或寒证的误诊就可能出现了。 此外

，望舌时往往有些患者将舌头伸得长长的、尖尖的，为的是

让医生看得更全面，他哪知道不管什么颜色的舌头（舌色）

，伸得太紧太尖就变成代表热证的红色舌象。伸舌头时应该

放松、自然，舌面充分展开，舌长的三分之一伸出口外就可

以了。 闻：勿吃香口胶勿压抑咳嗽 “闻诊”是医生根据患者



发出的气味和声音来判断疾病，香水或香口胶会掩盖患者的

气味。此外，患者发出声音的强弱等对疾病的诊断也很有用

，不要刻意地渲染或抑制自己的声音，如看咳嗽病时既不要

怕医生听不见而大声咳嗽，也不用忍住不咳嗽而两眼泪涟涟

。 患者应该注意到，尽管医生有职业道德要求其对所有患者

一视同仁，但邋遢的身体气味是任何人都不愿意闻到的。另

外，还包括酒气、口嚼大蒜等气味。 问：勿笼统说“热气”

“好虚” “问诊”是医生聆听患者的诉说的诊断方法。要注

意重点突出，不要笼统地用“热气”、“消化不好”、“全

身不舒服”、“觉得好虚”来回答医生的第一个提问。 当医

生问你哪里不舒服或需要什么帮助时，应该用临床症状（如

头痛、全身乏力等）或客观体征（如发热、皮疹）等准确描

绘自己的病情。当医生问这些情况有多长时间时，很多广州

的患者不管患病长短总是用同一个词回答：“好耐（好久）

”，再问时仍然是“好耐”，死活不肯用年、月、日说出时

间的长短，真是急死人。 讲述完上述主诉后，患者应该将疾

病的发生、发展、变化、治疗经过、用药情况、治疗结果简

明准确地告诉医生，不要加太多的形容词。患者还要将自己

的既往病史、家族病史、个人的特殊情况（过敏药物、饮食

特别嗜好等）适当告诉医生，女患者必要时还需补充月经、

孕育情况。 当医生再有提问时，按照客观情况如实回答，有

时可用“是”或“没有”即可。对老年记忆力差的患者或病

情复杂的患者，如果能将病情用纸记下来，不失为一个好办

法。 切：看病前勿快走勿穿连衣裙 最后是“切诊”，主要是

按脉和触按全身各部位。快速的走动会影响脉象，最好在诊

室外休息数分钟后再看病。按脉时均匀呼吸，肌肉放松。同



时，有些疾病的检查需要触按胸、腹部，女患者不要穿连衣

裙，以方便检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