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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49143.htm 《十问歌》即是：“一问寒热

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

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妇女尤必问经期，

迟速闭崩皆可见；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占验。” 问

周身，就是询问患者周身有无疼痛与其它不适。临床可按从

头至足的顺序，逐一进行询问。 1、问疼痛

http://ks.100test.com 疼痛是临床常见的一种自觉症状，各科均

可见到。问诊时，应问清疼痛产生的原因、性质、部位、时

间、喜恶等。 （1）疼痛的原因：引起疼痛的原因很多，有

外感有内伤，其病机有虚有实。其中因不通则痛者，属实证

，不荣则痛者属虚证。 （2）疼痛的性质：由于引起疼痛的

病因病机不同，其疼痛的性质亦不同，临床可见如下几类。 

百考试题(100test.com) ①胀痛：痛且有胀感，为胀痛。在身体

各部位都可以出现，但以胸胁、胃脘、腹部较为多见。多因

气机郁滞所致。 ②刺痛：疼痛如针刺，称为刺痛。其特点是

疼痛的范围较小。部位固定不移。多因瘀血所致。全身各处

均可出现刺痛症状，但以胸胁、胃脘、小腹、少腹部最为多

见。 ③绞痛：痛势剧烈如绞割者，称为绞痛。其特点是疼痛

、有剜、割、绞结之感，疼痛难以忍受。多为有形实邪突然

阻塞经络闭阻气机，或寒邪内侵，气机郁闭，导致血流不畅

而成。 可见于心血瘀阻的心痛，蛔虫上窜或寒邪内侵胃肠引

起的脘腹痛等。 ④串痛；疼痛部位游走不定或走窜攻痛称为

串痛。其特点是痛处不固定，或者感觉不到确切的疼痛部位



。多为风邪留着机体的经络关节，阻滞气机，产生疼痛。气

无形而喜通畅，气滞为痛，亦多见串痛。可见于风湿痹证或

气滞证。 ⑤掣痛：痛处有抽掣感或同时牵引它处而痛，称为

掣痛。其特点是疼痛多呈条状或放射状，或有起止点，有牵

扯感多由筋脉失养或经阻滞不通所致。可见于胸痹、肝阴虚

、肝经实热等证。 ⑥灼痛：痛处有烧灼感，称灼痛。其特点

是感觉痛处发热，如病在浅表，有时痛处亦可触之觉热，多

喜冷凉。多由火热之邪串人经络，或阴虚阳亢，虚热灼于经

络所致。可见于肝火犯络两胁灼痛，胃阴不足脘部灼痛及外

科疮疡等证。 ⑦冷痛：痛处有冷感，称冷痛。其特点是感觉

痛处发凉，如病在浅表，有时触之亦觉发凉，多喜温热。多

因寒凝筋脉或阳气不足而致。 ⑧重痛：疼痛伴有沉重感，称

重痛。多见于头部、四肢及腰部。多因湿邪困阻气机而致。

多见于湿证。 ⑨空痛：痛而有空虚之感，称空痛。其特点是

疼痛有空旷轻虚之感，喜温喜按。多为精血不足而致。可见

于阳虚、阴虚、血虚或阴阳两虚等证。 ⑩隐痛：痛而隐隐，

绵绵不休，称隐痛。其特点是痛势较轻，可以耐受，隐隐而

痛，持续时间较长。多因气血不足，或阳气虚弱，导致经脉

气血运行滞涩所致。 （3）疼痛部位：询问疼痛的部位，可

以判断疾病的位置及相应经络脏腑的变化情况。 头痛：整个

头部或头的前后、两侧部位的疼痛，皆称头痛。无论外感内

伤皆可引起头痛。外感多由邪犯脑府，经络郁滞不畅所致，

属实。内伤多由脏腑虚弱，清阳不升，脑府失养，或肾精不

足，髓海不充所致，属虚。脏腑功能失调产生的病理产物如

痰饮、瘀血阻滞经络所致的疼痛，则或虚或实，或虚夹杂。

凡头痛较剧，痛无休止，并伴有外感表现者，为外感头痛。



如头重如裹，肢重者属风湿头痛。凡头痛较轻，病程较长，

时痛时止者，多为内伤头痛。如头痛隐隐，过劳则甚，属气

虚头痛。如头痛隐隐，眩晕面白，属血虚头痛。头脑空痛，

腰膝酸软，属肾虚头痛。如头痛晕沉，自汗便溏属脾虚头痛

。凡头痛如刺，痛有定处，属血瘀头痛。凡头痛如裹，泛呕

眩晕，属痰浊头痛。凡头胀痛，口苦咽干，属肝火上炎头痛

。 凡头痛，恶心呕吐，心下痞闷，食不下，属食积头痛。 头

部不同部位的疼痛，一般与经络分布有关，如头项痛属太阳

经病，前额痛属阳明经病，头侧部痛属少阳经病，头顶痛属

厥阴经病，头痛连齿属少阴经病。 胸痛：是指胸部正中或偏

侧疼痛的自觉症状。胸居上焦，内藏心肺，所以胸病以心肺

病变居多。胸病总由胸部气机不畅所致。胸痛、潮热盗汗，

咳痰带血者，属肺阴虚证，因虚火灼伤肺络所致。胸痛憋闷

，痛引肩臂者，为胸痹。多因心脉气血运行不畅所致。可见

于闷阳不足，痰浊内阻或气虚血瘀等证。胸背彻痛剧烈、面

色青灰、手足青至节者，为真心痛。 是因心脉急骤闭塞不通

所致。胸痛、壮热面赤，喘促鼻煽者，为热邪壅肺，肺失宣

降所致。 胸痛、潮热盗汗，咳痰带血者，属肺阴虚证，因虚

火灼伤肺络所致。胸闷咳喘，痰白量多者，属痰湿犯肺，因

脾虚聚湿生痰，痰浊上犯所致。胸胀痛。走窜、太息易怒者

，属肝气郁滞。 因情志郁结不舒，胸中气机不利所致。胸部

刺痛、固定不移者，属血瘀。 www.Ｅxamda.CoM 胁痛：是指

胁一侧或两侧疼痛。因胁为肝胆所居，又是肝胆经脉循行分

布之处。故胁痛多属肝胆及其经脉的病变。 胁胀痛、太息易

怒者，多为肝气郁结所致。胁肋灼痛，多为肝火郁滞。胁肋

胀痛，身目发黄，多为肝胆湿热蕴结，可见于黄疸病。胁部



刺痛、固定不移。为瘀血阻滞，经络不畅所致。胁痛，患侧

肋间饱满，咳唾引痛是饮邪停留于胸胁所致，可见于悬饮病

。 胃脘痛：胃脘，包括整个胃体。胃上口贲门称上脘，胃下

口幽门称下脘，界于上下口之间的胃体称中脘。胃脘痛即指

胃痛而言。凡寒、热、食积、气滞等病因及机体脏腑功能失

调累及于胃，皆可影响胃的气机通畅，而出现疼痛症状。 胃

脘痛的性质不同，其致病原因也不同。如胃脘冷痛，疼势较

剧，得热痛减，属寒邪犯胃。胃脘灼痛，多食善饥，口臭便

秘者，属胃火炽盛。胃脘胀痛，嗳气不舒，属胃腑气滞，多

是肝气犯胃所致；胃脘刺痛，固定不移，属瘀血胃痛；胃脘

胀痛，嗳腐吞酸，厌食为食滞胃脘。胃脘隐痛，呕吐清水，

属胃阳虚；胃脘灼痛嘈杂，饥不欲食，属胃阴虚。 腹痛：腹

部范围较广，可分为大腹、小腹、少腹三部分。脐周围称为

脐腹，属脾与小肠。脐以上统称大腹，包括脘部、左上腹、

右上腹，属脾胃及肝胆。脐以下为小腹，属膀胱、胞宫、大

小肠。小腹两则为少腹，是肝经经脉所过之处。 根据疼痛的

不同部位，可以测知疾病所在脏腑。根据疼痛的不同性质可

以确定病因病性的不同。如大腹隐痛、便溏、喜温喜按，属

脾胃虚寒。小腹胀痛，小便不利多为癃闭，病在膀胱。小腹

刺痛，小便不利，为膀胱蓄血。少腹冷痛，牵引阴部，为寒

凝肝脉。绕脐痛，起包块，按之可移者，为虫积腹痛。凡腹

痛暴急剧烈、胀痛、拒按，得食痛甚者，多属实证。 凡腹痛

徐缓、隐痛、喜按、得食痛减者，多属虚证。凡腹痛得热痛

减者，多属寒证。凡腹痛，痛而喜冷者，多属热证。 来源：

考试大 腰痛：根据疼痛的性质可以判断致病的原因。如腰部

冷痛，以脊骨痛为主，活动受限，多为寒湿痹证。腰部冷痛



，小便清长，属肾虚。腰部刺痛，固定不移，属闪挫跌扑瘀

血。 根据疼痛的部位，可判断邪留之处。如腰脊骨痛，多病

在骨；如腰痛以两侧为主，多病在肾；如腰脊痛连及下肢者

，多病在下肢经脉。腰痛连腹，绕如带状，多病在带脉。 背

痛：根据疼痛的部位及性质，可以判断疼痛的病位和病因。

如背痛连及头项，伴有外感表证，是风寒之邪客于太阳经；

背冷痛伴畏寒肢冷，属阳虚；脊骨空痛，不可俯仰，多为精

气亏虚，督脉受损。 四肢痛：四肢痛，多由风寒湿邪侵犯经

络、肌肉、关节，阻碍其气血运行所致。亦有因脾虚、肾虚

者。根据疼痛的部位及性质可以判断病变的原因、部位。如

四肢关节痛、串痛，多为风痹；四肢关节痛，周身困重多为

温痹；四肢关节疼痛剧烈，得热痛减为寒痹。四肢关节灼痛

，喜冷，或有红肿，多为热痹；如足跟或胫膝隐隐而痛，多

为肾气不足。 周身痛：周身痛是指四肢、腰背等处皆有疼痛

感觉。根据疼痛的性质及久暂，可判断病属外感或内伤。如

新病周身酸重疼痛，多伴有外感表证，属外邪束表；若久病

卧床周身疼痛，属气血亏虚，经脉不畅。 2、问周身其他不

适 问周身其它不适，是指询问周身各部，如头、胸胁腹等处

，除疼痛以外的其它症状。常见的周身其它不适症状有：头

晕、目眩、目涩、视力减退、耳鸣、耳聋、重听、胸闷、心

悸、腹胀、麻木等。临床问诊时，要询问有无其他不适症状

及症状产生有无明显诱因、持续时间长短、表现特点、主要

兼症等。 www.Ｅxamda.CoM （1）头晕：是指患者自觉视物

昏花旋转，轻者闭目可缓解，重者感觉天旋地转，不能站立

，闭目亦不能缓解。因外邪侵入或脏腑功能失调引起经络阻

滞，清阳之气不升或风火上扰，造成邪干脑府或脑府失养而



头晕。临床常见风火上扰头晕；阴虚阳亢头晕，心脾血虚头

晕，中气不足头晕，肾精不足头晕和痰浊中阻头晕等。 （2

）目痛、目眩、目涩、雀目 ①目痛。目痛而赤，属肝火上炎

；目赤肿痛，羞明多眵，多属风热；目痛较剧，伴头痛，恶

心呕吐，瞳孔散大，多是青光眼；目隐隐痛，时作时止，多

为阴虚火旺。 ②目眩。是指视物昏花迷乱，或眼前有黑花闪

烁，流萤幻祝的感觉。多因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肝血不足

，或气血不足，目失所养而致。 ③目涩。指眼目干燥涩滞，

或似有异物入目等不适感觉。伴有目赤，流泪，多属肝火上

炎所致。若伴久祝加重，闭目静养减轻，多属血虚阴亏。 ④

雀目。一到黄昏视物不清，至天明视觉恢复正常的叫雀目，

又称夜盲。多因肝血不足或肾阴损耗，目失所养而成。 （3

）耳鸣、耳聋、重听 http://ks.100test.com ①耳鸣。患者自觉

耳内鸣响，如闻蝉鸣或潮水声，或左或右，或两侧同时鸣响

，或时发时止，或持续不停，称为耳鸣。临床有虚实之分，

若暴起耳鸣声大，用手按而鸣声不减，属实证，多因肝胆火

盛所致；渐觉耳鸣，声音细小，以手按之，鸣声减轻，属虚

证，多由肾虚精亏，髓海不充，耳失所养而成。 ②耳聋。即

病人听觉丧失的症状，常由耳鸣发展而成。新病突发耳聋多

属实证，因邪气蒙蔽清窍，清窍失养所致，渐聋多属虚证，

多因脏腑虚损而成。一般而言，虚证多而实证少，实证易治

，虚证难治。 ③重听。是听声音不清楚，往往引起错觉，即

听力减退的表现。多因肾虚或风邪外入所致。 （4）胸闷：

胸部有堵塞不畅，满闷不舒的感觉，称为胸闷，亦称“胸痞

”、“胸满”，多因胸部气机不畅所致。由于可造成胸部气

机不畅的原因很多，因此，胸闷一症可出现于多种病证之中



。 （5）心悸怔忡：在正常的条件下，患者即自觉心跳异常

，心慌不安，不能自主，称为心悸。若因惊而悸称为惊悸。

心悸多为自发，惊悸多因惊而悸。怔忡是心悸与惊悸的进一

步发展，心中悸动较剧、持续时间较长，病情较重。引起心

悸的原因很多，主要是造成心神浮动所致。如心阳亏虚，鼓

动乏力；气血不足，心失所养；阴虚火旺，心神被扰；水饮

内停，上犯凌心；痰浊阻滞，心气不调；气滞血瘀，扰动心

神等皆可使心神不宁而出现心悸、惊悸、或怔忡的症状。 来

源：考试大 （6）腹胀：是指腹部饱胀，满闷，如有物支撑

的感觉，或有腹部增大的表现。引起腹胀的病因很多，其证

有虚、有实、有寒、有热。其病机却总以气机不畅为主，虚

则气不运，实则气郁滞。实证可见于寒湿犯胃，阳明腑实、

食积胃肠、肝气郁滞、痰饮内停等证。虚证多见脾虚。腹部

的范围较广，不同部位之腹胀揭示不同病变。如上腹部胀，

多属脾胃病变，小腹部胀，多属膀胱病变，胁下部胀，多属

肝胆病变。 （7）麻木：是指知觉减弱或消失的一种病证。

多见于头面四肢部。可因气血不足或风痰湿邪阻络、气滞血

瘀等引起。其主要病机为经脉失去气血营养所致。 更多信息

请访问：百考试题医师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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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