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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中医四诊概述



四诊即望、闻、问、切，是中医诊断疾病的

基本方法。

通过观察患儿的神、色、形、态，听声音、

嗅气味，询问病史及症状，以及切脉、按诊

等手段，全面收集患儿的客观情况。

四诊在儿科中医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

准确判断病情，指导治疗。

四诊概念及意义



03

儿科中医四诊应重视望诊和闻诊，因小儿言语表达不清，切诊

和问诊相对受限。

01
儿科患者具有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的生理特点，以及发病容易、

传变迅速的病理特点。

02
四诊在儿科应用时，需结合患儿的生理、病理特点，注重观察

患儿的精神状态、面色、呼吸、饮食、二便等方面。

儿科特点与四诊应用



儿科中医四诊起源于古代中医儿科诊断学，经过长期实践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
系。

近年来，随着中医儿科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儿科中医四诊在诊断方法、技术应用等方面取
得了新的进展。

目前，儿科中医四诊已成为中医儿科临床诊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各类儿科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中。同时，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为儿科中医四诊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推动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发展历程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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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诊在儿科中应用



观察患儿的精神状态，判断病情的轻重和预后。若患儿精
神萎靡、目光呆滞，多提示病情较重。

望神

观察患儿的面色和肤色，判断气血的盛衰和疾病的发展。
若面色萎黄、苍白，多属气血不足；若面色潮红，多属热
证。

望色

观察患儿的形体和动态，判断疾病的性质和病位。如患儿
形体消瘦，多属阴虚；形体肥胖，多属阳虚。动态异常如
抽搐、角弓反张等，多属惊风。

望形态

望神色形态判断病情



望皮肤

望黏膜

望皮肤黏膜识别病证

观察患儿口腔、眼、鼻等黏膜的颜色和形态变化，判断脏腑的虚实和病邪的性质。如口腔黏膜红赤、糜烂，多

属心脾积热；鼻黏膜干燥、出血，多属肺燥伤络。

观察患儿皮肤的颜色、斑疹、疱疹等，判断疾病的类型和病位。如皮肤黄染，多属黄疸；皮肤出现红色斑疹，

多属风热或热毒。



观察患儿舌质的颜色、形态和润燥情况，判断脏腑的虚实和

气血的盛衰。如舌质淡白，多属气血两虚；舌质红绛，多属

热盛伤阴。

望舌质

观察患儿舌苔的颜色、厚薄和润燥情况，判断病邪的性质和

病位的深浅。如舌苔白厚腻，多属湿浊内蕴；舌苔黄厚干燥，

多属热盛伤津。同时，舌苔的剥落情况也可以反映胃气的存

亡和病情的预后。

望舌苔

望舌象了解内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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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诊在儿科中应用



啼哭声01

通过婴儿啼哭的声音，可以初步判断其病因。例如，哭声洪亮有力多为

实证，哭声低微无力多为虚证，哭声尖锐多为热证，哭声绵延不绝多为

寒证。

咳嗽声02

通过咳嗽的声音，可以辨别病邪的性质。如咳嗽声重浊多为痰湿阻肺，

咳嗽声清脆多为风热犯肺。

呼吸声03

呼吸声粗重多为实证，呼吸声微弱多为虚证。同时，呼吸声急促多为热

证，呼吸声缓慢多为寒证。

听声音辨别虚实寒热



口气臭秽多为胃热，口气
酸腐多为食积。

口气 大小便气味 汗液气味

大便臭秽多为湿热，大便
无臭味多为虚寒。小便臊
臭多为湿热下注，小便清
长无异味多为虚寒。

汗液热臭多为湿热，汗液
无臭味多为虚寒。

030201

嗅气味辅助诊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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