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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为加强职业教育教学基本建设ꎬ 促进职业教育专业教学科

学化、 标准化ꎬ 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ꎬ 教育部颁布

了 «中等职业学校护理专业教学标准 (试行) »ꎮ 该标准对专

业课程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ꎬ 突出以人为本的整体素质教育ꎬ
增加了公共基础课程的比例ꎬ 压缩了医学基础课程的学时ꎬ 强

化了专业课及专业方向课程ꎬ 进一步拓宽了毕业生的就业领域ꎮ
依照新的专业教学标准的要求ꎬ 我们组织河南省卫生职业院校

骨干教师对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教材进行了再次修订ꎮ
本套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坚持 “以服务为宗旨ꎬ 以就业

为导向ꎬ 以能力为本位” 的职业教育特色ꎬ 以培养具有扎实的

理论知识、 较强的实践能力、 良好的职业素质及评判性思维能

力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标ꎬ 在上一版教材的基础上进一步优

化、 创新ꎬ 利用 “互联网＋教育” 的思路和技术ꎬ 采取纸质教

材与数字资源相结合的模式ꎬ 为中职护理及相关专业学生提供

一套优质教材ꎮ
在修订过程中ꎬ 为了使教材更好地体现职业教育的性质和

特色ꎬ 符合现代医学模式下专业岗位资格考试的要求ꎬ 参编教

师在深刻领会教学标准各项要求的基础上ꎬ 广泛听取各校对上

一版教材的意见ꎬ 并对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进行认真学习和

深入分析ꎬ 把握近年来执业资格考试命题内容的变化趋势ꎬ 力

求做到观念更新、 定位准确ꎬ 确保本套教材在思想性、 科学性、
先进性、 启发性和实用性方面有更好的呈现ꎬ 在结构上、 内容

上实现整体优化ꎬ 以服务于专业发展和教学改革ꎮ
在表现形式上ꎬ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ꎬ 将传统纸质教材

与数字资源有机结合ꎬ 在纸质教材上印制二维码ꎬ 读者扫描二

维码即可观看 ＰＰＴ、 视频ꎬ 做练习题等ꎮ 充分利用数字教学素

材ꎬ 为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 创新教学模式ꎬ 以及提高学生学

习的便捷性、 趣味性、 自主性、 开放性、 拓展性ꎬ 提供了资源

支撑ꎮ
河南省数十所卫生职业院校的教育专家和骨干教师参加了

本套教材的编写ꎬ 同时我们还邀请了临床护理专家参加本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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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编写和审定工作ꎬ 为缩短教学与临床的距离ꎬ 突出教材的

先进性和实用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本套教材的编写得到了各

参编学校、 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ꎬ 所有参加教材编写和审定的

教师及专家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ꎬ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关人

员也给予了精心指导和帮助ꎬ 使本套教材得以顺利出版ꎬ 在此

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次修订的编写队伍中ꎬ 新增了一批年轻的教师ꎬ 体现了

河南省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后继有人的良好态势ꎮ 我

们的目标是编写一套贴近社会、 贴近专业、 贴近岗位、 便于教

与学双方使用的精品教材ꎬ 在修订过程中ꎬ 为提高教材的可读

性和助学功能ꎬ 我们也努力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ꎬ 但教

材中可能仍存在不足之处ꎬ 恳请各界同仁及使用本教材的广大

师生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ꎬ 使之逐步完善ꎮ

中等卫生职业教育 “十四五” 立体教材编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 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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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护理学基础» (下册) 的编写ꎬ 目的是巩固护理专业课程

的教学ꎬ 与 «护理学基础» (上册) 相辅相成ꎮ 护理学基础是

护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ꎬ 也是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必考科目ꎮ
«护理学基础» (下册) 的编写ꎬ 坚持客观性、 规范性、 严谨

性、 科学性的原则ꎬ 紧扣最新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ꎬ 精

准把握方向ꎬ 深入剖析历年真题ꎬ 总结出题规律ꎬ 重要考点下

划波浪线ꎬ 醒目突出ꎬ 引导学生学会学习ꎬ 激发学习兴趣ꎬ 提

前为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打下基础ꎮ
全书共分为十八个章节ꎬ 内容包括绪论、 护理程序、 医院

和住院环境、 患者出入院护理、 卧位和安全的护理、 医院感染

的预防与控制、 护理职业防护、 清洁护理、 生命体征的评估与

护理、 危重患者的抢救与护理等ꎮ
下册分章罗列包括知识点归纳和测试题两部分ꎬ 按照考试

指导的章节编排ꎬ 符合大多数学生的学习习惯ꎮ 本书围绕教学

大纲总结出重要知识点ꎬ 结合最新考纲及考试方法编写出一千

余道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测试题ꎬ 包括 Ａ１ 型题、 Ａ２ 型题、 Ａ３ /
Ａ４ 型题和 Ｂ 型题ꎬ 题量丰富ꎬ 全面覆盖必考点ꎬ 学生可以边学

边练ꎬ 在解题中深化理解ꎬ 夯实基础ꎮ 本书与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题型基本一致ꎬ 难易度相近ꎬ 力求达到全真模拟实战演练ꎬ
使考生熟悉试题类型ꎬ 并附有参考答案ꎬ 便于自查自测ꎬ 查漏

补缺ꎬ 全方位检测和巩固提升学生专业水平ꎮ
由于编者学识水平有限ꎬ 加上时间仓促ꎬ 若您在使用本书

过程中发现不足和疏漏之处ꎬ 敬请指正ꎬ 以便进一步完善ꎮ

编者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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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护理学概述

一、 主要知识点

第一节　护理学的发展史

１ 护理学是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为基础ꎬ 研究维护、 促进、 恢复人类身心

健康的护理理论、 知识、 技能及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应用科学ꎮ 其形成和发展与人类

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ꎮ
２ １８２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 南丁格尔出生在意大利弗罗伦萨城ꎮ １８５０ 年ꎬ 南丁格尔极力

说服家人ꎬ 慕名去德国的护士培训班学习ꎮ １８５３ 年ꎬ 南丁格尔在慈善委员会的帮助下ꎬ
在英国伦敦成立看护所ꎬ 在此期间ꎬ 她的管理和组织能力得到较好发展ꎬ 为后来的伟大

贡献奠定基础ꎮ
３ １８５４ 年 ３ 月ꎬ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ꎬ 南丁格尔闻讯申请到战地实施救护工作ꎬ 短短

半年时间ꎬ 英军伤员的死亡率由 ４２％降至 ２ ２％ꎮ
４ 南丁格尔的伟大贡献: １８６０ 年创办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ꎻ 编写 «医院札记» 和

«护理札记»ꎻ 首创了科学的护理事业ꎻ 创立护理制度ꎮ
５ 现代护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以疾病为中心的阶段、 以患者为中心的阶段、 以人

的健康为中心的阶段ꎮ
(１) 以疾病为中心的阶段: 护理是一种专门的职业ꎬ 但此阶段没有完整、 系统的教

材ꎬ 从属于医疗ꎬ 护理教育的教材基本是医疗专业教材的压缩版本ꎮ
(２) 以患者为中心的阶段: 强调护理是一个专业ꎬ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ꎮ

此阶段医护双方是合作的伙伴ꎬ 护理工作不再是被动地执行医嘱和护理常规ꎬ 而是应用
科学的护理程序ꎬ 对患者实施身体、 心理、 社会等整体护理ꎬ 满足患者健康需要ꎮ

(３) 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阶段: 护理学变成一门独立的、 综合性的应用科学ꎬ 护理
是一个独立的专业ꎮ

６ １８８８ 年ꎬ 美国约翰逊女士在福州创办第一所护士学校ꎮ
７ １９０９ 年ꎬ 在江西牯岭成立 “中华护士会”ꎮ
８ 中国护理的发展趋势: 护理教育规模的高层次化、 护理理念人性化、 护理实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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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 护理工作法制化、 护理工作国际化ꎮ
９ １９１２ 年ꎬ 国际护士会将南丁格尔的诞辰 ５ 月 １２ 日定为 “国际护士节”ꎮ
１０ １９２２ 年ꎬ 中华护士会加入国际护士会ꎮ
１１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ꎬ 我国举行首次护士执业考试ꎬ 成绩合格获得执业证书者可申请注

册ꎬ 护理管理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轨道ꎮ
１２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实施国务院颁布的 «护士条例»ꎮ

第二节　护理学的任务、 范畴及工作方式

１３ 护理学的任务是: 促进健康、 预防疾病、 恢复健康、 减轻痛苦ꎮ
１４ 护理学的理论范畴: 护理学研究的对象及目标、 护理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护

理学理论体系、 护理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ꎮ
１５ 护理学的实践范畴: 临床护理、 社区护理、 护理管理、 护理研究、 护理教育ꎮ
１６ 基础护理: 以护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技能、 态度为基础ꎬ 结合患者的生理、

心理及治疗康复的需求ꎬ 满足患者的基本生理、 心理、 康复的需求ꎮ
１７ 专科护理: 在基础护理的基础上ꎬ 运用相关知识及理论ꎬ 结合各专科患者的基

本特点和诊疗要求ꎬ 为患者提供针对性较强的护理ꎮ
１８ 护理工作方法主要有个案护理、 功能制护理、 小组护理、 责任制护理和系统化

整体护理ꎮ
１９ 个案护理是指一名护士护理一名患者的护理模式ꎮ
２０ 个案护理通常用在危重患者或需特殊治疗的患者与临床教学中ꎮ 此类护理工作

方式的特点是由一名责任护士负责完成在班的全部护理内容ꎬ 责任明确ꎬ 工作内容清晰ꎬ
能全面掌握患者情况ꎬ 及时满足患者基本需求ꎮ 此模式有利于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ꎬ 发

挥护士的主观能动性ꎮ 缺点是耗费人力ꎮ
２１ 功能制护理是指以完成各项医嘱、 执行护理常规为主要工作的护理工作方式ꎮ

按日常工作的性质进行分工ꎬ 流水作业ꎬ 各负其责ꎮ 护士长对本科室的护士进行划分ꎬ
护士被分为 “治疗护士” “办公护士” “其他护士” 等ꎮ 此类护理工作方式的特点是护士

分工明确、 便于管理、 统筹安排、 节省人力ꎮ 缺点是护士工作单调、 重复、 机械ꎬ 容易

产生厌烦情绪ꎬ 缺少与患者的心理沟通ꎬ 难以掌握患者全面情况ꎮ
２２ 小组护理是指将患者分为若干个小组ꎬ 护士也按照不同级别分为若干小组ꎬ 一

组护士分管一组患者 (１０ ~ １５ 位患者)ꎬ 由组长制定护理计划ꎬ 成员实施护理措施和确

立的目标ꎬ 共同完成对本组患者的护理任务ꎮ 此类护理工作方式的特点是能充分发挥护

士之间的团队协作作用ꎬ 工作满意度和地位得到提高ꎮ 缺点是护士责任感较弱ꎬ 护士之

间需要充分磨合与沟通ꎮ
２３ 责任制护理是以患者为中心ꎬ 运用护理程序对患者实施护理ꎮ 患者从入院到出

院期间所有护理工作由一名护士负责ꎮ 责任护士实行 ８ 小时在岗、 ２４ 小时负责制ꎮ 此类

护理工作方式的特点是分工明确ꎬ 能全面了解患者情况ꎬ 为患者提供连续、 整体、 个性

化的护理ꎮ 缺点是责任制护理对护士的素质有较高要求ꎬ 护士的压力大ꎻ ２４ 小时负责制

难以实现ꎻ 耗费人力ꎮ
２４ 整体护理是以护理对象为中心ꎬ 为护理对象提供生理、 心理、 社会等全面的帮

助与照顾ꎬ 解决护理对象现存的或潜在的各种健康问题ꎬ 达到恢复和增进健康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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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是一种新型护理观ꎬ 运用标准化的护理表格ꎬ 对患者实施整体护理ꎮ 此类护理

工作方式的特点是便于患者出院后更好地适应生活ꎬ 可体现护士的专业性ꎬ 能提供适合

患者身心、 文化、 社会等多重需求的最佳护理ꎮ 缺点是制定新型表格需要耗费大量的时

间ꎬ 短时间内难以实施ꎻ 耗费人力ꎮ

二、 测试题

【Ａ１型题】
１ 近代护理学开始于 (　 　 )

Ａ １６ 世纪中叶　 　 　 　 　 　 　 Ｂ １７ 世纪中叶　 　 　 　 　 　 　 Ｃ １８ 世纪中叶

Ｄ １９ 世纪中叶 Ｅ ２０ 世纪中叶

２ 国际护士节确定的依据是 (　 　 )
Ａ 南丁格尔逝世的日期 Ｂ 南丁格尔出生的日期

Ｃ 南丁格尔接受英国政府奖励的日期 Ｄ 南丁格尔创办第一所护士学校的日期

Ｅ 南丁格尔奖宣布设立的日期

３ 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创办于 (　 　 )
Ａ １８２０ 年英国 Ｂ １８２０ 年法国 Ｃ １８２０ 年德国

Ｄ １８６０ 年美国 Ｅ １８６０ 年英国

４ 护理学是一门 (　 　 )
Ａ 应用科学 Ｂ 自然科学 Ｃ 人文科学

Ｄ 综合科学 Ｅ 生命科学

５ 我国的第一所护士学校创办于 (　 　 )
Ａ １８６０ 年北京 Ｂ １８５７ 年广州 Ｃ １８８８ 年福州

Ｄ １９１０ 年南京 Ｅ １８８０ 年上海

６ 国务院颁布 «护士条例» 的时间是 (　 　 )
Ａ ２００８ 年 Ｂ ２００３ 年 Ｃ ２００５ 年

Ｄ ２００７ 年 Ｅ ２００９ 年

７ 以疾病为中心的护理阶段的特点是 (　 　 )
Ａ 护理是一门专业 Ｂ 医护双方是合作伙伴

Ｃ 实施整体护理 Ｄ 主要护理工作是执行医嘱和常规操作

Ｅ 护理教育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８ 中华护士会成立于 (　 　 )
Ａ 福建福州 Ｂ 陕西延安 Ｃ 江西南昌

Ｄ 江西牯岭 Ｅ 广东广州

９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是现代护理学三个发展阶段中哪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　 　 )
Ａ 以疾病为中心的阶段 Ｂ 以患者为中心的阶段

Ｃ 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阶段 Ｄ 以医院为中心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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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以护士为中心的阶段

１０ 重症监护患者适用于哪种护理工作方式 (　 　 )
Ａ 个案护理 Ｂ 功能制护理 Ｃ 责任制护理

Ｄ 整体护理 Ｅ 小组护理

１１ 现代医学模式为 (　 　 )
Ａ 生物－生理 Ｂ 生物－心理 Ｃ 生理－心理

Ｄ 生物－社会 Ｅ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１２ 首创科学的护理专业的是 (　 　 )
Ａ 约翰逊 Ｂ 恩格斯 Ｃ 马斯洛

Ｄ 南丁格尔 Ｅ 马克思

１３ 帮助偏瘫患者做康复属于 (　 　 )
Ａ 恢复健康 Ｂ 促进健康 Ｃ 预防疾病

Ｄ 减轻痛苦 Ｅ 维持健康

１４ 在护理未来发展趋势中护理对象转换为 (　 　 )
Ａ 人 Ｂ 健康人 Ｃ 疾病

Ｄ 社区 Ｅ 患者

１５ 哪一种护理工作方式是最新提出来的 (　 　 )
Ａ 个案护理 Ｂ 功能制护理 Ｃ 责任制护理

Ｄ 整体护理 Ｅ 小组护理

１６ 在护理未来发展趋势中ꎬ 护理课程更体现 (　 　 )
Ａ 多层次ꎬ 多样化 Ｂ 专业性强

Ｃ 对人的关注及整体护理思想 Ｄ 护理管理

Ｅ 护理科研

１７ 危重患者或某些特殊治疗的患者采用的工作方式是 (　 　 )
Ａ 个案护理 Ｂ 功能制护理 Ｃ 小组护理

Ｄ 责任制护理 Ｅ 整体护理

１８ 被称为 “流水式作业” 的护理工作方式是 (　 　 )
Ａ 个案护理 Ｂ 功能制护理 Ｃ 责任制护理

Ｄ 整体护理 Ｅ 小组护理

【Ａ２型题】
１９ 患者男性ꎬ ６６ 岁ꎬ 因肝病住院治疗ꎬ 医护双方相互配合ꎬ 按护理程序的工作方法ꎬ

对患者实施整体护理ꎬ 其特点是 (　 　 )
Ａ 以患者为中心 Ｂ 以人的健康为中心 Ｃ 以治疗为中心

Ｄ 以疾病为中心 Ｅ 以护理为中心

２０ 患者女性ꎬ 发热待查入院ꎬ 护士为其测量生命体征ꎬ 采用的护理措施属于 (　 　 )
Ａ 护理教育 Ｂ 护理科研 Ｃ 基础护理

Ｄ 专科护理 Ｅ 保健护理

【Ｂ型题】
(２１~２３ 题共用题干)

Ａ 护理从属于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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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医护是合作伙伴

Ｃ 护理方法是执行医嘱和护理常规

Ｄ 护士成为初级卫生保健的主要力量

Ｅ 护士是医生的助手

２１ 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特点是 (　 　 )
２２ 以疾病为中心的护理特点是 (　 　 )
２３ 以疾病为中心护理工作的内容是 (　 　 )
(２４~２７ 题共用题干)

Ａ 护理重点为协助医生治疗疾病

Ｂ 应用护理程序ꎬ 对患者实施全面的、 系统的整体护理

Ｃ 护理工作场所从医院扩展到家庭社区

Ｄ 护士应具有诊断和处理人类健康问题的能力

Ｅ 促进健康ꎬ 预防疾病ꎬ 恢复健康ꎬ 减轻痛苦

２４ 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特点是 (　 　 )
２５ 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护理特点是 (　 　 )
２６ 以疾病为中心的护理特点是 (　 　 )
２７ 护理学的任务是 (　 　 )
(２８~３１ 题共用题干)

Ａ 促进健康的目标

Ｂ 预防疾病的目标

Ｃ 恢复健康的目标

Ｄ 减轻痛苦的职责

２８ 帮助护理对象避免或延迟疾病的发生 (　 　 )
２９ 帮助护理对象解除身心痛苦战胜疾病 (　 　 )
３０ 帮助护理对象维持最佳健康水平 (　 　 )
３１ 帮助已出现健康问题的护理对象解决健康问题 (　 　 )
(３２~３６ 题共用题干)

Ａ 个案护理

Ｂ 功能制护理

Ｃ 小组制护理

Ｄ 责任制护理

Ｅ 系统化整体护理

３２ 依据工作性质机械地将护理工作分配给护理人员 (　 　 )
３３ 以分组的工作形式对患者实施护理 (　 　 )
３４ 由专人负责实施个体化护理的方式 (　 　 )
３５ 对患者实施 ８ 小时在岗ꎬ ２４ 小时负责制ꎬ 责任明确的护理方式 (　 　 )
３６ 以护理对象为中心ꎬ 进行全面照护ꎬ 解决现存的和潜在的健康问题 (　 　 )

(阚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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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护理程序

一、 主要知识点

第一节　护理学的基本概念

１ 人、 环境、 健康和护理四个基本概念构成现代护理理论的基本框架ꎮ
２ 人是护理的服务对象ꎬ 包括患者、 健康人、 家庭、 社区、 社会的群体ꎮ
３ 人是一个统一整体ꎬ 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ꎮ 护理的对象不是 “疾病”ꎬ 而是

一个整体的人ꎮ
４ 人是一个开放系统ꎬ 人有权利和义务维持自身的健康ꎮ
５ 人有基本需要: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基本需要ꎬ 由低到高分为五个

层次ꎬ 分别是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社交需要、 尊重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ꎮ
６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于 １９４８ 年将健康定义为: “健康ꎬ 不仅是没有躯体疾病和

身体缺陷ꎬ 还要有完整的生理、 心理状态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ꎮ”
７ １９９０ 年ꎬ ＷＨＯ 提出了健康新概念ꎬ 即 “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ꎬ 而且包括躯体健

康ꎬ 心理健康ꎬ 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ꎮ”
８ 健康－疾病连续体模式是指健康和疾病是一个连续的、 动态的、 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相互转化的过程ꎮ
９ 环境包括内环境和外环境ꎬ 内环境包括生理环境和心理环境ꎬ 外环境包括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ꎮ 人的健康与环境状况息息相关ꎮ
１０ １９８０ 年ꎬ 美国护士协会 (ＡＮＡ) 将护理定义为: “护理是诊断和处理人类对现存

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所产生的反应ꎮ”
１１ 护理的内涵即照顾、 人道和帮助ꎮ 照顾是护理的核心ꎬ 帮助性关系是双向的ꎮ
１２ 四个基本概念的关系: 概念的核心是人ꎬ 人是护理的服务对象ꎬ 人的健康是护

理实践的核心ꎻ 人存在于环境之中ꎬ 并与环境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ꎻ 健康是机体处于内

外环境平衡、 多层次需要得到满足的状态ꎻ 护理作用于人和环境之中ꎬ 其任务是努力创
造良好环境并帮助护理对象适应环境ꎬ 从而达到最佳的健康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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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护理程序的概述

１３ 护理程序是以促进和恢复人类健康为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有目的、 有计划的护
理活动ꎬ 是以系统论为框架ꎬ 科学地确认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ꎬ 是一

个综合的、 动态的、 具有决策和反馈功能的过程ꎮ
１４ 护理程序不仅适用于患者ꎬ 也适用于健康人、 家庭和社区ꎮ
１５ 护理程序的应用对护理专业的意义: 是护理专业化的重要标志ꎻ 引领中国护理

专业向国际化迈进ꎻ 规范了护士的专业行为ꎻ 对护理管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ꎻ 对护理
教育的改革具有指导性的意义ꎻ 推进了护理科研的进步ꎮ

１６ 护理程序的应用对护理人员的意义: 变被动工作为主动工作ꎻ 明确护士的职责

范围和专业标准ꎻ 增进护理人员的能力ꎻ 提高工作成就感ꎮ
１７ 护理程序的应用对护理对象的意义: 直接受益者ꎻ 获得个性化护理ꎻ 接受持续

性护理ꎮ

第三节　护理程序的步骤

１８ 护理程序由护理评估、 护理诊断、 护理计划、 护理实施和护理评价五个步骤

组成ꎮ
１９ 评估是一个有目的、 有计划、 系统地、 连续地收集资料的过程ꎮ
２０ 收集资料的目的: ①为确立护理诊断提供依据ꎻ ②为制定合理护理计划提供依

据ꎻ ③为评价护理效果提供依据ꎻ ④积累资料ꎬ 供护理科研参考ꎮ
２１ 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观察、 交谈、 护理体检及查阅有关资料ꎮ
２２ 资料的分类分为主观资料和客观资料ꎮ
２３ 护理对象是资料的主要来源ꎮ 当护理对象是婴幼儿、 病情危重或精神异常等患

者时ꎬ 家庭成员或关系密切者是资料的主要来源ꎮ
２４ 主观资料是护理对象对其健康状况感受的描述ꎮ
２５ 客观资料是护理人员通过观察、 体格检查或借助医疗仪器和实验室检查所获得

的资料ꎮ
２６ 收集资料的内容包括一般资料ꎬ 现在健康状况ꎬ 既往健康状况ꎬ 家族史ꎬ 护理

体检的检查结果ꎬ 近期实验室及其他检查的结果ꎬ 目前治疗和用药情况ꎬ 心理状况ꎬ 社
会情况ꎬ 近期的应激事件ꎮ

２７ 观察的方法有视觉观察、 触觉观察、 听觉观察和嗅觉观察ꎮ
２８ 交谈是获取主观资料的途径ꎬ 有正式交谈和非正式交谈两种ꎮ
２９ 交谈的注意事项: ①选择安静、 舒适、 不受干扰、 有利于谈话的环境ꎮ ②说明

交谈的目的及需要的时间ꎮ ③引导护理对象抓住交谈的主题ꎬ 但不要随意打断对方ꎮ
④避免使用护理对象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ꎮ ⑤避免暗示性和刺激性的提问ꎮ ⑥注意倾听ꎬ
保持目光接触ꎬ 适当使用非语言沟通技巧ꎬ 如点头、 会意的微笑等ꎮ ⑦尊重护理对象的
隐私ꎬ 不追问、 逼问或套问ꎮ ⑧在护理对象极度痛苦或不舒适时ꎬ 不宜交谈ꎮ ⑨交谈完
毕做一小结ꎬ 并致谢ꎮ

３０ 记录资料时应做到及时、 客观、 真实、 准确、 完整ꎬ 无涂改、 无错别字ꎻ 记录

主观资料尽量用患者的原话ꎬ 并加上引号ꎻ 记录客观资料时要求使用医学术语ꎬ 避免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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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主观判断和结论ꎮ
３１ 记录资料时避免使用无法衡量的词语ꎮ
３２ 护理诊断是关于个人、 家庭、 社区对现存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及生命过程反应

的一种临床判断ꎬ 是护士为达到预期结果选择护理措施的基础ꎬ 这些预期结果应由护士

负责ꎮ
３３ 护理诊断有现存的、 潜在的、 健康的三类ꎬ 适用于个人、 家庭和社区ꎮ
３４ 一个患者可同时有多个护理诊断ꎬ 且随病情变化可发生动态性的改变ꎮ
３５ 护理诊断由名称、 定义、 诊断依据、 相关因素或危险因素四个部分组成ꎮ
３６ 诊断依据是做出护理诊断的临床判断标准ꎬ 分为主要依据和次要依据ꎮ 主要依

据为护理诊断成立的必要条件ꎬ 次要依据为护理诊断成立的辅助条件ꎮ
３７ 护理诊断的陈述包括三个要素ꎬ 即 Ｐ


(护理诊断的名称)、 Ｓ


(症状和体征)、 Ｅ


(相关因素)ꎮ 简称 ＰＳＥ 公式ꎮ

３８ 护理诊断相关因素使用 “与有关” 的方式陈述ꎮ
３９ “知识缺乏” 的相关因素用 “缺乏方面的知识” 陈述ꎮ
４０ 医护合作性问题是指由疾病或特定因素导致的潜在病理生理改变ꎬ 须医生和护

士共同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ꎬ 护理的重点在于监测问题的发生和发展ꎮ
４１ 医护合作性问题固定的陈述方式为 “潜在并发症: ×××

” 可简写为 “ＰＣ: ×


××
ꎮ”

４２ 护理计划阶段包括排列优先顺序、 设立预期目标、 制定护理措施、 护理计划成
文四个步骤ꎮ

４３ 按照先急后缓、 先重后轻的原则排列护理诊断顺序ꎬ 优先解决危及患者生命的
问题ꎮ

４４ 首优问题是威胁生命的问题ꎻ 中优问题是威胁健康的问题ꎻ 有时是可以同时解
决几个问题ꎬ 但护理的重点应放在首优问题上ꎬ 护理的重点可随病情的变化而改变ꎮ

４５ 不要忽视潜在的护理问题ꎬ 应根据性质决定其序列ꎮ
４６ 预期目标是护理对象接受护理措施后期望达到的健康状态或行为的改变ꎬ 是评

价护理效果的标准ꎮ
４７ 预期目标以时间的长短分为: １ 周内达标的短期目标和超过 １ 周的长期目标ꎮ
４８ 预期目标的陈述包括主语、 谓语、 行为标准、 条件状语和评价时间等成分ꎮ
４９ 预期目标的主语是护理对象ꎬ 常可省略不写ꎮ
５０ 一个预期目标中只能有一个行为动词ꎮ
５１ 一个预期目标针对一个护理诊断ꎬ 一个护理诊断可有多个预期目标ꎮ
５２ 预期目标所描述的行为标准应具体ꎬ 可观察、 可测量、 可评价ꎮ
５３ 预期目标应切实可行ꎬ 属护理范畴ꎬ 可通过护理措施实现ꎮ
５４ 医护合作性问题的预期目标是及时发现并积极配合抢救ꎮ
５５ 护理措施是护士针对护理对象的护理诊断、 相关因素及其预期目标所确立的具

体工作方案ꎮ 依赖性措施是按照医嘱要求所进行的护理活动ꎻ 独立性措施是护士独立决
策并采取的措施ꎻ 协作性措施是护士与其他医务人员合作完成的护理活动ꎮ

５６ 制定护理措施应遵循协调性、 针对性、 可行性、 时效性、 安全性、 科学性、 顺
序性、 合作性等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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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实施是为达到护理目标而将计划中的各项措施付诸行动的过程ꎮ 实施通常发生

在护理计划之后ꎬ 但对急诊患者或危重患者则应先采取紧急救护措施ꎬ 再书写完整的

计划ꎮ
５８ 评价是按预期目标规定的时间ꎬ 将护理结果与预期目标进行比较并做出评定、

修改的过程ꎮ
５９ 评价是护理程序的最后一步ꎬ 也是下一个护理程序的开始ꎬ 贯穿整个护理活动

的始终ꎮ
６０ 护理评价结果有目标完全实现、 部分实现、 未实现三种情况ꎮ
６１ 通过对目标部分实现和未实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后ꎬ 应对不适当的地方进行修订ꎮ

二、 测试题

【Ａ１型题】
１ 护理学的四个基本概念是 (　 　 )

Ａ 预防、 治疗、 护理、 环境 Ｂ 患者、 健康、 社会、 护理

Ｃ 人、 预防、 健康、 环境 Ｄ 人、 护理、 环境、 健康

Ｅ 人、 环境、 疾病、 护理

２ 现代护理的对象是 (　 　 )
Ａ 人 Ｂ 残疾人 Ｃ 患者

Ｄ 健康 Ｅ 人的健康

３ 在护理学中有关 “人” 这一概念的描述ꎬ 不正确的是 (　 　 )
Ａ 人是一个整体 Ｂ 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Ｃ 人是护理服务的对象 Ｄ 人应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Ｅ 在不同发展阶段人都有相同的基本需要

４ 对人的整体性描述错误的是 (　 　 )
Ａ 人是生理、 心理、 社会、 精神、 文化的统一整体

Ｂ 人不断与环境进行着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Ｃ 人的内部各系统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Ｄ 人指的是个体ꎬ 既包括患病的人ꎬ 也包括健康的人

Ｅ 人既有生物属性ꎬ 又有社会属性

５ 马斯洛基本需要层次论的内容按先后次序由低到高依次为 (　 　 )
Ａ 生理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社交需要、 尊重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

Ｂ 生理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社交需要

Ｃ 生理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社交需要、 尊重的需要

Ｄ 社交需要、 尊重的需要、 生理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Ｅ 社交需要、 生理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

６ 护理的最终目标是 (　 　 )
Ａ 帮助患者早日康复 Ｂ 减少伤、 残、 病、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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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提高人类社会健康水平 Ｄ 促进个人健康

Ｅ 保证人人健康

７ 对护理研究对象认识错误的是 (　 　 )
Ａ 人是一个统一整体 Ｂ 人是一个开放系统

Ｃ 人有其基本需要 Ｄ 人有权利和责任拥有适当的健康状态

Ｅ 人只是一个生物有机体

８ 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不包括 (　 　 )
Ａ 生物 Ｂ 心理 Ｃ 生活方式

Ｄ 环境 Ｅ 生存时间

９ 对健康概念描述正确的是 (　 　 )
Ａ 健康就是没有疾病或不适 Ｂ 健康和疾病具有清晰的界限

Ｃ 健康是一个动态、 连续的过程 Ｄ 人的健康观念受单独某一因素的影响

Ｅ 健康主要是指机体内部各系统的协调和稳定

１０ 战争给人带来的伤残ꎬ 甚至死亡ꎬ 属于影响健康因素中的 (　 　 )
Ａ 生物因素 Ｂ 社会环境因素

Ｃ 心理因素 Ｄ 物理环境因素

Ｅ 生理因素

１１ 关于人健康与疾病的关系ꎬ 正确的描述是 (　 　 )
Ａ 健康与疾病是分阶段的过程

Ｂ 健康与疾病是可以明确分界的

Ｃ 健康与疾病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Ｄ 健康状态即指动态过程中某个静止位置

Ｅ 健康体现在机体内部各系统的稳定、 协调

１２ １９９０ 年ꎬ ＷＨＯ 提出的健康新概念不包括 (　 　 )
Ａ 躯体健康 Ｂ 心理健康 Ｃ 社会适应良好

Ｄ 道德健康 Ｅ 法律意识强

１３ 符合最佳健康模式观点的是 (　 　 )
Ａ 个体一旦生病ꎬ 就失去了最佳健康水平

Ｂ 对于生理残障的个体而言ꎬ 没办法实现最佳健康水平

Ｃ 健康是一种没有病的相对恒定状态

Ｄ 护士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治疗ꎬ 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Ｅ 人的最佳健康状态就是身心舒畅

１４ 人的外环境不包括 (　 　 )
Ａ 生理条件 Ｂ 人际关系 Ｃ 社会安全

Ｄ 生物条件 Ｅ 生活方式

１５ 关于环境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Ａ 人的环境包括内环境和外环境

Ｂ 良好的环境能够促进人的健康

Ｃ 人的内、 外环境是动态和持续变化的

Ｄ 人需要被动地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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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内、 外环境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１６ 对护理概念描述不正确的是 (　 　 )
Ａ 护理的服务对象是整体的人

Ｂ 护理活动是科学、 艺术、 人道主义的结合

Ｃ 护理工作的目标是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Ｄ 护理是有目的、 有组织的创造性活动

Ｅ 护理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专业

１７ 美国护士协会将护理定义为 (　 　 )
Ａ 使健康者保持和增进健康

Ｂ 诊断和处理人类对现存的和潜在的健康问题所产生的反应

Ｃ 促进个体和群体向极佳健康状态发展ꎬ 并贯穿于生命的整个过程之中

Ｄ 护士运用护理程序的方法来实现四项基本职责

Ｅ 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活动

１８ 有关影响健康的因素下列哪项错误 (　 　 )
Ａ 消极情绪可引起人体各系统机能失调

Ｂ 遗传病不仅影响个体的终生ꎬ 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Ｃ 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是造成疾病最主要的因素

Ｄ 心理状态与疾病的转归无关

Ｅ 人的居住条件、 卫生状况、 经济状况会直接影响人的健康

１９ 护理内涵理解错误的是 (　 　 )
Ａ 照顾是护理永恒的主题

Ｂ 护理人员要对每一个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服务

Ｃ 护理人员对待服务对象要一视同仁ꎬ 不分高低贵贱

Ｄ 护士与患者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帮助性关系

Ｅ 护士与患者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帮助与被帮助、 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２０ 对人、 健康、 环境、 护理四个概念描述错误的是 (　 　 )
Ａ 人是护理的服务对象

Ｂ 环境是护理实践的核心

Ｃ 人与环境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Ｄ 健康是机体处于内外环境平衡、 多层次需要得到满足的状态

Ｅ 护理作用于人和环境之中ꎬ 其任务是努力创造良好环境并帮助护理对象适应环境ꎬ
从而达到最佳的健康状态

２１ 护理程序是 (　 　 )
Ａ 综合的、 常态的、 具有决策和接收功能的过程

Ｂ 综合的、 动态的、 具有决策和反馈功能的过程

Ｃ 分散的、 动态的、 具有附属和反馈功能的过程

Ｄ 分散的、 常态的、 具有决策和反馈功能的过程

Ｅ 综合的、 动态的、 具有附属和接收功能的过程

２２ 目前有关 “护理程序” 概念的解释ꎬ 哪项不妥 (　 　 )
Ａ 是指导护士工作及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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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其目标是增进或恢复服务对象的健康

Ｃ 是以系统论为理论框架

Ｄ 是有计划、 有决策与反馈功能的过程

Ｅ 是由评估、 决定、 行动、 评价四个步骤组成

２３ 属于护理程序评估阶段的内容是 (　 　 )
Ａ 收集分析资料 Ｂ 确定预期目标 Ｃ 制定护理计划

Ｄ 实施护理措施 Ｅ 评价护理效果

２４ 护理程序适用于 (　 　 )
Ａ 患者 Ｂ 健康人 Ｃ 家庭

Ｄ 社区 Ｅ 患者、 健康人、 家庭、 社区

２５ 护理程序五个步骤的正确排序是 (　 　 )
Ａ 评价、 护理诊断、 计划、 实施、 评估

Ｂ 评估、 计划、 护理诊断、 实施、 评价

Ｃ 评价、 计划、 实施、 护理诊断、 评估

Ｄ 评估、 护理诊断、 计划、 实施、 评价

Ｅ 护理诊断、 评估、 评价、 计划、 实施

２６ 在评估患者的过程中ꎬ 资料的主要来源是 (　 　 )
Ａ 家属 Ｂ 医生 Ｃ 护士

Ｄ 患者 Ｅ 病历和记录

２７ 属于主观方面健康资料的是 (　 　 )
Ａ 血压 １３０ / ８７ ｍｍＨｇ Ｂ 骶尾部皮肤红肿 Ｃ 黄疸

Ｄ 体温 ３６ ６ ℃ Ｅ 钝痛

２８ 护理诊断的内容是针对 (　 　 )
Ａ 患者的疾病 Ｂ 患者的疾病病理过程 Ｃ 患者疾病的病理变化

Ｄ 患者疾病潜在的病理过程 Ｅ 患者对疾病所做出的反应

２９ 用 ＰＳＥ 公式书写护理诊断ꎬ 其中 “Ｓ” 表示 (　 　 )
Ａ 诊断依据 Ｂ 症状和体征 Ｃ 护理问题

Ｄ 原因 Ｅ 并发症

３０ 对护理诊断描述正确的是 (　 　 )
Ａ 使用 “由所致” 的方式陈述相关因素

Ｂ 当相关因素暂时无法确定时ꎬ 护理诊断不成立

Ｃ 一项护理诊断只能针对一个问题

Ｄ 一项护理诊断只有一个预期目标

Ｅ 护士应根据主观感觉判断患者的反应

３１ 排列护理诊断的次序时ꎬ 直接威胁生命并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应列为 (　 　 )
Ａ 首优问题 Ｂ 中优问题 Ｃ 次优问题

Ｄ 主要问题 Ｅ 次要问题

３２ 护理程序中直接影响护理诊断确定的步骤是 (　 　 )
Ａ 护理评估 Ｂ 护理计划 Ｃ 护理实施

Ｄ 护理评价 Ｅ 护理过程

31

项目二　护理程序



３３ 制定预期目标过程中要以 (　 　 ) 为中心

Ａ 护士 Ｂ 护理 Ｃ 患者

Ｄ 疾病 Ｅ 健康

３４ 预期目标陈述正确的是 (　 　 )
Ａ 在 ７ ｄ 内教会患者给自己注射胰岛素

Ｂ 患者 ２ 周内体重增加

Ｃ 患者在保健指导后掌握防治便秘的方法

Ｄ 出院前教会患者进行下肢功能锻炼

Ｅ 患者 ２ 周后可以拄着拐杖行走 ５０ ｍ
３５ 预期目标陈述正确的是 (　 　 )

Ａ 每 ３０ ｍｉｎ 测量血压一次 Ｂ １ 周后患者自理能力增强

Ｃ 化疗期间无感染发生 Ｄ 出院前教患者注射胰岛素

Ｅ ４ ｄ 后教会患者学会自我护理人工肛门

３６ 护理计划制定的主要依据是 (　 　 )
Ａ 护理诊断 Ｂ 医疗诊断 Ｃ 检验报告

Ｄ 护理体检 Ｅ 既往病史

３７ 属于护理程序实施阶段的内容是 (　 　 )
Ａ 排列护理诊断顺序 Ｂ 确定护理目标 Ｃ 选择护理措施

Ｄ 进行护理记录 Ｅ 护理计划成文

３８ ＮＡＮＤＡ 代表 (　 　 )
Ａ 美国护士学会 Ｂ 国际红十字会 Ｃ 美国护理诊断协会

Ｄ 北美护理诊断协会 Ｅ 国际护理诊断协会

３９ 护士按照医生处方给患者实施的护理措施属于 (　 　 )
Ａ 独立性护理措施 Ｂ 协作性护理措施

Ｃ 合作性护理措施 Ｄ 指导性护理措施

Ｅ 依赖性护理措施

４０ 目前 ＮＡＮＤＡ 审定通过的护理诊断有 (　 　 )
Ａ １３５ 项 Ｂ １４５ 项 Ｃ １５５ 项

Ｄ １６５ 项 Ｅ ２１６ 项

４１ ＰＩＯ 格式应用于 (　 　 )
Ａ 护理体检单 Ｂ 护理记录单 Ｃ 入院评估单

Ｄ 出院评估单 Ｅ 护理问题项目单

４２ 贯穿于护理活动全过程的是 (　 　 )
Ａ 护理评估和护理诊断 Ｂ 护理诊断和护理计划 Ｃ 护理计划和护理评价

Ｄ 护理诊断和护理评价 Ｅ 护理评估和护理评价

【Ａ２型题】
４３ 患者女性ꎬ ４５ 岁ꎬ 车祸入院ꎬ 因是外地人ꎬ 使用方言ꎬ 与病房其他病友沟通少ꎬ 心

情郁闷ꎬ 患者未能满足的需要是 (　 　 )
Ａ 生理的需要 Ｂ 安全的需要 Ｃ 社交的需要

Ｄ 尊重的需要 Ｅ 自我实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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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患者女性ꎬ 肺气肿、 肺心病ꎬ 出现呼吸急促、 口唇青紫ꎬ 不能平卧ꎬ 目前患者首先

要满足的需要是 (　 　 )
Ａ 生理的需要 Ｂ 安全的需要 Ｃ 社交的需要

Ｄ 尊重的需要 Ｅ 自我实现的需要

４５ 初产妇ꎬ ２６ 岁ꎬ 拟行剖宫产术ꎬ 护士在为其做术前准备时发现患者流露出对手术的

担心ꎬ 按照基本需要层次理论ꎬ 应满足患者的 (　 　 )
Ａ 生理的需要 Ｂ 安全的需要 Ｃ 社交的需要

Ｄ 尊重的需要 Ｅ 自我实现的需要

４６ 患者男性ꎬ ４５ 岁ꎬ 急腹症ꎬ 入院后应最先满足的是 (　 　 )
Ａ 生理的需要 Ｂ 安全的需要 Ｃ 社交的需要

Ｄ 尊重的需要 Ｅ 自我实现的需要

４７ 患者女性ꎬ ２５ 岁ꎬ 跳水运动员ꎮ 因意外双上肢截肢ꎬ 术后患者常独自哭泣ꎮ 这是哪

一个层次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　 　 )
Ａ 生理的需要 Ｂ 安全的需要 Ｃ 社交的需要

Ｄ 尊重的需要 Ｅ 自我实现的需要

４８ 某采矿场的多名矿工出现了咳嗽、 呼吸困难ꎬ 被确诊为 “尘肺”ꎬ 影响矿工健康的主

要因素是 (　 　 )
Ａ 遗传因素 Ｂ 心理因素 Ｃ 环境因素

Ｄ 生活方式 Ｅ 医疗保健服务体系

４９ 患儿ꎬ １ 岁ꎬ 患 “２１－三体综合征”ꎬ 影响患儿健康的主要因素是 (　 　 )
Ａ 遗传因素 Ｂ 心理因素 Ｃ 环境因素

Ｄ 生活方式 Ｅ 医疗保健服务体系

５０ 患者男性ꎬ ６９ 岁ꎬ 食管癌晚期ꎬ 护理的主要目标是 (　 　 )
Ａ 促进健康 Ｂ 预防疾病 Ｃ 恢复健康

Ｄ 减轻痛苦 Ｅ 保证患者营养

５１ 患者女性ꎬ ３４ 岁ꎬ 面部烧伤ꎬ 心情烦躁ꎬ 对亲人、 医生、 护士经常指责、 训骂ꎬ 其

主要的护理问题是 (　 　 )
Ａ 自我形象紊乱 Ｂ 心理压力大 Ｃ 心情烦躁

Ｄ 容貌改变 Ｅ 悲伤

５２ 患者男性ꎬ ２２ 岁ꎬ 阑尾炎术后ꎬ 护士为其换药时ꎬ 护理的服务对象是 (　 　 )
Ａ 伤口 Ｂ 阑尾炎 Ｃ 患者

Ｄ 家庭 Ｅ 社区

５３ 患者男性ꎬ ３５ 岁ꎬ 因车祸双腿截肢ꎬ 经治疗恢复较好ꎬ 开始进行康复锻炼ꎬ 此时护

理的主要职责是 (　 　 )
Ａ 促进健康 Ｂ 预防疾病 Ｃ 恢复健康

Ｄ 减轻痛苦 Ｅ 协助患者回归社会

５４ 患者男性ꎬ ４６ 岁ꎬ 神志清醒ꎬ 因身体不适在家人及同事的陪伴下入院治疗ꎬ 护士收

集资料的主要来源是 (　 　 )
Ａ 患者 Ｂ 患者家人 Ｃ 患者同事

Ｄ 医生 Ｅ 门诊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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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患者女性ꎬ ３２ 岁ꎬ 因头痛、 头晕入院ꎬ 护士为其进行护理评估ꎬ 属于主观资料的是

(　 　 )
Ａ 患者的感受 Ｂ 实验室检查的结果

Ｃ 护士用手触摸到的感觉 Ｄ 护士用眼睛观察到的资料

Ｅ 对其进行身体评估得到的资料

５６ 患者男性ꎬ ５６ 岁ꎬ 哮喘ꎬ 护士收集的资料中属于主观资料的是 (　 　 )
Ａ 体温 ３７ ２ ℃ Ｂ 端坐体位 Ｃ 口唇发绀

Ｄ 患者感觉喘不过气来 Ｅ 护士听诊有哮鸣音

５７ 患者女性ꎬ ６９ 岁ꎬ 冠心病ꎬ 护士收集的资料中属于应激事件的是 (　 　 )
Ａ 近期老伴去世 Ｂ 有糖尿病病史 Ｃ 信仰基督教

Ｄ 育有三儿两女 Ｅ 心绞痛发作时自行舌下含化硝酸甘油

５８ 患者男性ꎬ ７１ 岁ꎬ 因呼吸窘迫综合征入院ꎬ 护士通过触觉观察获得的资料是 (　 　 )
Ａ 意识状态 Ｂ 脉搏的节律 Ｃ 呼吸的频率

Ｄ 营养状态 Ｅ 皮肤的颜色

５９ 患者男性ꎬ ３６ 岁ꎬ 以 “急性阑尾炎” 收入院ꎬ 入院观察患者呈急性面容ꎬ 蜷曲体位ꎬ
这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属于 (　 　 )
Ａ 视觉观察法 Ｂ 触觉观察法 Ｃ 嗅觉观察法

Ｄ 听觉观察法 Ｅ 味觉观察法

６０ 患者女性ꎬ ２８ 岁ꎬ 乳腺癌ꎬ 因对病情担忧而伤心哭泣ꎬ 此时护士采取的合理的沟通

方式是 (　 　 )
Ａ 暂离开ꎬ 让患者情绪稳定 Ｂ 安慰患者ꎬ 阻止其悲伤

Ｃ 鼓励患者尽快说出其他原因 Ｄ 陪伴患者ꎬ 沉默片刻

Ｅ 目光注视患者

６１ 患者男性ꎬ ６７ 岁ꎬ 高血压ꎬ 护士收集资料后记录不正确的是 (　 　 )
Ａ 自诉头晕得厉害 Ｂ 食欲欠佳 Ｃ 每日睡眠不足 ５ ｈ
Ｄ 神志清楚ꎬ 语言表达流畅 Ｅ 血压 １７８ / １０５ ｍｍＨｇ

６２ 患者男性ꎬ ７２ 岁ꎬ 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史ꎬ 因突然情绪激动ꎬ 出现心绞痛ꎮ
此时ꎬ 护士收集资料不应采取的方式是 (　 　 )
Ａ 观察 Ｂ 交谈 Ｃ 体格检查

Ｄ 查阅资料 Ｅ 核实

６３ 患者女性ꎬ ４８ 岁ꎬ 昏迷ꎬ 其潜在的护理诊断的正确陈述方式是 (　 　 )
Ａ 有皮肤完整性受损的危险: 与长期卧床有关

Ｂ 潜在的皮肤完整性受损的危险: 由长期卧床所致

Ｃ 潜在并发症: 有皮肤完整性受损的危险

Ｄ 有皮肤完整性受损的危险: 由长期卧床所致

Ｅ 潜在并发症: 有皮肤完整性受损的可能

６４ 患者男性ꎬ ５８ 岁ꎬ 护士发现其缺乏预防哮喘复发的知识ꎬ 正确的陈述方式是 (　 　 )
Ａ 知识缺乏

Ｂ 知识缺乏 (特定的)
Ｃ 知识缺乏　 与哮喘发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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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知识缺乏　 与缺乏预防哮喘复发的知识有关

Ｅ 知识缺乏　 缺乏预防哮喘复发的知识

６５ 患者男性ꎬ ３２ 岁ꎬ 不幸发生车祸ꎬ 应优先解决的问题是 (　 　 )
Ａ 体温过高: 体温 ３７ ８ ℃ Ｂ 舒适性改变: 呃逆

Ｃ 便秘 Ｄ 组织灌流量不足

Ｅ 营养失调: 高于机体需要量

６６ 患者张某ꎬ 因脑出血昏迷入院ꎬ 评估后ꎬ 确认患者存在以下护理问题ꎬ 你认为应优

先解决的是 (　 　 )
Ａ 便秘 Ｂ 语言沟通障碍 Ｃ 清理呼吸道无效

Ｄ 皮肤完整性受损 Ｅ 营养失调: 低于机体需要量

６７ 患儿ꎬ ３ 个月ꎬ 患鹅口疮 １ ｄꎬ 其首要的护理诊断是 (　 　 )
Ａ 疼痛 Ｂ 营养不足 Ｃ 体温升高

Ｄ 口腔黏膜改变 Ｅ 有皮肤完整性受损的危险

６８ 早产儿ꎬ 自然分娩ꎬ 生后 ６ ｈ 出现呼吸困难ꎬ 加重 ２ ｈꎬ 拒乳ꎬ 口唇发绀ꎬ 三凹征阳

性ꎬ 两肺闻及湿啰音ꎬ 胸片透亮度降低ꎮ 此患儿最主要的护理诊断是 (　 　 )
Ａ 清理呼吸道无效 Ｂ 潜在的并发症: 出血 Ｃ 营养不足

Ｄ 气体交换受损 Ｅ 有感染的危险

６９ 男ꎬ ６２ 岁ꎬ 患肺源性心脏病 ３ 年ꎬ 近 ５ 日受凉后痰多、 黏稠、 不易咳出ꎬ 诉全身乏

力ꎬ 已卧床 ５ 日未解大便ꎮ 该患者的首要问题是 (　 　 )
Ａ 便秘 Ｂ 活动无耐力 Ｃ 语言沟通障碍

Ｄ 清理呼吸道无效 Ｅ 皮肤完整性受损

７０ 患者男性ꎬ ５２ 岁ꎬ 有吸烟史ꎬ 体检发现肺癌ꎬ 引起其失眠的主要原因是 (　 　 )
Ａ 内分泌变化 Ｂ 被要求戒烟 Ｃ 焦虑

Ｄ 环境改变 Ｅ 年龄变化

７１ 患者女性ꎬ ５７ 岁ꎬ 鼻咽癌ꎬ 进行头颈部放疗后颈部皮肤出现红斑ꎬ 放射性皮炎ꎬ 自

感唾液减少、 口干ꎬ 该患者的反应为 (　 　 )
Ａ 口腔黏膜改变 Ｂ 皮肤完整性受损

Ｃ 营养失调: 低于机体需要量 Ｄ 体温过高

Ｅ 有感染的危险

７２ 患者女性ꎬ ２８ 岁ꎬ 大叶性肺炎ꎬ 体温 ３９ ６ ℃ꎬ 面色潮红ꎬ 呼吸急促ꎬ 首选的护理诊

断是 (　 　 )
Ａ 清理呼吸道无效 Ｂ 体温过高 Ｃ 恐惧

Ｄ 气体交换受损 Ｅ 皮肤完整性受损

７３ 患者女性ꎬ ３５ 岁ꎬ 发热待查入院ꎬ 因医疗诊断迟迟不明ꎬ 患者最易产生的护理问题是

(　 　 )
Ａ 愤怒 Ｂ 震惊 Ｃ 否认

Ｄ 恐惧 Ｅ 焦虑

７４ 患者男性ꎬ ５９ 岁ꎬ 因肺气肿入院ꎬ 护士评估见其面色发绀、 呼吸困难ꎬ 有吸烟史ꎬ
护士应首先实施的措施是 (　 　 )
Ａ 热情接待ꎬ 做好入院介绍 Ｂ 全面收集资料ꎬ 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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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为患者进行氧气吸入 Ｄ 书写护理计划

Ｅ 进行戒烟的健康教育

７５ 患者女性ꎬ ６２ 岁ꎬ 因肺部感染ꎬ 应用抗生素十余天ꎬ 出现口腔溃疡ꎬ 护士为其进行

护理前应首先 (　 　 )
Ａ 评估口腔情况 Ｂ 选择合适的漱口溶液 Ｃ 准备操作用物

Ｄ 解释操作目的 Ｅ 安置合适卧位

７６ 患者女性ꎬ ６２ 岁ꎬ 因高血压入院ꎬ 经治疗后病情渐稳定ꎬ 近 ３ ｄ 未解大便ꎬ 感腹胀不

适ꎬ 其护理诊断正确陈述为 (　 　 )
Ａ 腹胀　 与活动减少引起便秘有关 Ｂ 便秘　 因活动减少引起

Ｃ 便秘　 与卧床、 活动减少有关 Ｄ 活动减少导致腹胀、 便秘

Ｅ 腹胀　 由便秘引起

【Ａ３ / Ａ４型题】
(７７~７８ 题共用题干)
患者女性ꎬ ３５ 岁ꎬ 因肺部感染入院治疗ꎬ 病区护士按照护理程序的工作方法开展护理

工作ꎮ
７７ 首先应 (　 　 )

Ａ 评估 Ｂ 计划 Ｃ 评价

Ｄ 诊断 Ｅ 实施

７８ 护理程序的应用对患者的意义是 (　 　 )
Ａ 间接受益者 Ｂ 获得个性化护理 Ｃ 接受间断性护理

Ｄ 被动接受护理 Ｅ 缩短治疗时间

(７９~８０ 题共用题干)
患儿ꎬ １ 岁ꎬ 体温 ３７ ８ ℃ꎬ 呼吸困难ꎬ 口唇发绀ꎬ 平日由保姆照顾ꎮ
７９ 其资料的主要来源是 (　 　 )

Ａ 患儿 Ｂ 患儿家长 Ｃ 患儿病历

Ｄ 患儿保姆 Ｅ 医护人员

８０ 首选的护理诊断是 (　 　 )
Ａ 体温过高 Ｂ 清理呼吸道无效

Ｃ 营养失调: 低于机体需要量 Ｄ 有感染的危险

Ｅ 气体交换受损

(８１~８３ 题共用题干)
患者男性ꎬ ６７ 岁ꎬ 高血压病 １８ 年ꎬ 血脂高 ３ 年ꎬ ２ 年前又诊断为冠心病心绞痛ꎮ 近 ２ 个

月胸部疼痛发作频繁ꎬ 休息或服硝酸甘油不能缓解ꎬ 轻度咳嗽ꎬ 吐少量白痰ꎮ １ ｈ 前与家

人争吵后ꎬ 胸痛 ２０ ｍｉｎ 不缓解伴大汗急诊入院ꎮ
８１ 急诊护士对患者进行评估时主要的资料来源于 (　 　 )

Ａ 患者 Ｂ 家属 Ｃ 医生

Ｄ 既往病历 Ｅ 文献资料

８２ 急诊护士评估后ꎬ 认为首要的护理诊断是 (　 　 )
Ａ 活动无耐力 Ｂ 疼痛 Ｃ 低效性呼吸形态

Ｄ 潜在并发症: 感染 Ｅ 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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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护士给患者喂服硝酸甘油的措施属于 (　 　 )
Ａ 紧急性护理措施 Ｂ 协作性护理措施 Ｃ 独立性护理措施

Ｄ 依赖性护理措施 Ｅ 常规性护理措施

(８４~８５ 题共用题干)
患者男性ꎬ ４６ 岁ꎬ 急性胃肠炎ꎬ 腹痛ꎬ 水样便ꎬ 伴有呕吐ꎬ 皮肤弹性差ꎬ 眼窝凹陷ꎮ
８４ 属于主观资料的是 (　 　 )

Ａ 腹痛 Ｂ 水样便 Ｃ 呕吐

Ｄ 皮肤弹性差 Ｅ 眼窝凹陷

８５ 排在首位的护理诊断是 (　 　 )
Ａ 营养失调: 低于机体需要量 Ｂ 体液不足

Ｃ 活动无耐力 Ｄ 焦虑 Ｅ 自理缺陷

(８６~８７ 题共用题干)
患者男性ꎬ 大量饮酒后出现了腹痛、 呕血、 心慌、 乏力ꎬ 入院诊断为 “急性胃炎”ꎮ 精

神萎靡ꎬ 皮肤干燥ꎮ 体检: 体温 ３６ ７ ℃ꎬ 脉搏 １０８ 次 / ｍｉｎꎬ 呼吸 ２４ 次 / ｍｉｎꎬ 血压

８０ / ６０ ｍｍＨｇꎮ
８６ 影响患者健康的主要因素是 (　 　 )

Ａ 遗传因素 Ｂ 心理因素 Ｃ 环境因素

Ｄ 生活方式 Ｅ 医疗保健服务体系

８７ 属于主观资料的是 (　 　 )
Ａ 皮肤干燥 Ｂ 心悸、 乏力 Ｃ 脉搏细速

Ｄ 呕血 Ｅ 体温 ３６ ７ ℃
(８８~８９ 题共用题干)
患者女ꎬ ３５ 岁ꎬ 绒毛膜癌Ⅳ期ꎬ 第一疗程化疗后 ３ ｄꎬ 突然发生抽搐ꎮ
８８ 护士马上用开口器保持呼吸道通畅的措施属于 (　 　 )

Ａ 紧急性护理措施 Ｂ 协作性护理措施 Ｃ 独立性护理措施

Ｄ 依赖性护理措施 Ｅ 常规性护理措施

８９ 该患者最可能出现的护理问题是 (　 　 )
Ａ 自理能力缺陷 Ｂ 有受伤的危险 Ｃ 体液不足

Ｄ 睡眠形态紊乱 Ｅ 知识缺乏

(９０~９８ 题共用题干)
患者女性ꎬ ３２ 岁ꎬ 因腹部包块性质待查入院ꎬ 患者愁眉不展、 不思饮食ꎮ
９０ 按照护理程序的工作方法进行护理评估应在患者 (　 　 )

Ａ 入院时 Ｂ 出院时 Ｃ 遵照医嘱

Ｄ 入院及出院时 Ｅ 自患者入院到出院全过程

９１ 护理评估资料的主要来源是 (　 　 )
Ａ 该患者 Ｂ 患者家属 Ｃ 病历资料

Ｄ 文献资料 Ｅ 实验室检查结果

９２ 对患者进行心理情况评估采用的最主要方法是 (　 　 )
Ａ 体格检查 Ｂ 交谈 Ｃ 阅读相关资料

Ｄ 使用疼痛评估工具 Ｅ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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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入院评估收集资料进行交谈的方式是 (　 　 )
Ａ 正式交谈 Ｂ 非正式交谈 Ｃ 随意交谈

Ｄ 常规交谈 Ｅ 自然交谈

９４ 收集资料选用的方法错误的是 (　 　 )
Ａ 查阅实验室检查的结果 Ｂ 护士与患者进行交谈

Ｃ 对患者进行身体评估 Ｄ 与患者的家属沟通

Ｅ 护士的主观感觉

９５ 护士通过与患者交谈获取的资料是 (　 　 )
Ａ 肿块的位置及表面性质 Ｂ 肿块的大小

Ｃ 患者对疾病的认识 Ｄ 患者的社会关系

Ｅ 生命体征指标

９６ 护士检查包块的性质采用的方法是 (　 　 )
Ａ 与患者交谈 Ｂ 视觉观察法 Ｃ 触觉观察法

Ｄ 听觉观察法 Ｅ 嗅觉观察法

９７ 针对患者现实情况ꎬ 应确定的护理诊断是 (　 　 )
Ａ 体液不足 Ｂ 营养失调 Ｃ 生活自理缺陷

Ｄ 焦虑 Ｅ 恐惧

９８ 护理诊断的确立有利于 (　 　 )
Ａ 收集客观资料 Ｂ 选择护理措施 Ｃ 实施护理措施

Ｄ 修改护理计划 Ｅ 进行护理评估

(９９~１０２ 题共用题干)
患者男性ꎬ １８ 岁ꎬ 左下肢腓骨骨折康复期ꎬ 护士评估患者后为其设立预期目标ꎮ
９９ 预期目标是指 (　 　 )

Ａ 患者最终达到的行为表现 Ｂ 患者家属期望达到的目标

Ｃ 护理人员的行为活动 Ｄ 护理人员的工作目标

Ｅ 护理部提出的质量要求

１００ 预期目标的特点是 (　 　 )
Ａ 一个护理诊断只有一个护理目标

Ｂ 近期目标期限为半个月之内

Ｃ 一个护理目标中可以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

Ｄ 目标可被观察和测量

Ｅ 潜在并发症的预期目标时间、 结果必须明确

１０１ 护理目标的制定应 (　 　 )
Ａ 标准要高 Ｂ 以护士为中心

Ｃ 由护士决定ꎬ 不考虑患者的意见 Ｄ 以患者实际出发ꎬ 可测量

Ｅ 由医生决定

１０２ 护士为其制定的预期目标是 (　 　 )
Ａ ３ 个月后能独立行走

Ｂ ３ 周后护士可帮助患者拄拐杖行走

Ｃ 在护士的帮助下ꎬ 逐渐达到自主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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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３ 个月后能重返工作岗位

Ｅ 患者患肢恢复行走功能

(１０３~１０８ 题共用题干)
患者男性ꎬ ４５ 岁ꎬ 不慎高处坠落ꎬ 伤及右腰肋处ꎬ 感觉腰腹疼痛ꎬ 急诊就医ꎮ 体检: 面

色苍白ꎬ 脉搏 １１２ 次 / ｍｉｎꎬ 血压 ８２ / ５０ ｍｍＨｇꎬ 右侧上腹部稍隆起ꎬ 有压痛ꎬ 无反跳痛ꎬ
轻度肌紧张ꎮ Ｂ 超检查: 右肾轮廓不清ꎬ 右肾周中度积液ꎮ 血常规示血红蛋白 ９２ ｇ / Ｌꎬ
尿常规示尿外观红色ꎬ 镜检红细胞 (ＲＢＣ) 满视野ꎮ
１０３ 护士评估患者收集资料的目的是 (　 　 )

Ａ 为诊断治疗提供信息 Ｂ 整理病历 Ｃ 对患者进行评价

Ｄ 协调护患关系 Ｅ 制定治疗计划

１０４ 属于主观资料的是 (　 　 )
Ａ 面色苍白 Ｂ 腰腹疼痛 Ｃ 轻度肌紧张

Ｄ 血压 ８２ / ５０ ｍｍＨｇ Ｅ 尿常规镜检 ＲＢＣ 满视野

１０５ 收集资料的内容不包括 (　 　 )
Ａ 观察病情 Ｂ 护理措施 Ｃ 询问病史

Ｄ 护理体检 Ｅ 阅读病历

１０６ 记录收集资料时正确的是 (　 　 )
Ａ 收集资料后应抽空记录

Ｂ 客观资料应尽量用患者的语言描述

Ｃ 护士应对患者的主观资料加以分析判断

Ｄ 使用医学术语记录

Ｅ 正确反映患者问题

１０７ 该患者的目前护理评估中最重要的是 (　 　 )
Ａ 受伤史 Ｂ 受伤局部状况 Ｃ 生命体征

Ｄ 有无腹部包块 Ｅ 有无血尿

１０８ 该患者目前最重要的护理问题是 (　 　 )
Ａ 体液过多 Ｂ 体液不足 Ｃ 尿潴留

Ｄ 组织灌流量改变 Ｅ 恐惧 /焦虑

(１０９~１１３ 题共用题干)
患者男性ꎬ ６６ 岁ꎬ 慢性支气管炎ꎬ 精神萎靡ꎬ 皮肤干燥ꎬ 体温 ３８ ２ ℃ꎬ 痰液黏稠不易咳

出ꎬ 肺部可闻及干、 湿啰音ꎮ
１０９ 属于主观资料的是 (　 　 )

Ａ 皮肤干燥 Ｂ 痰液黏稠 Ｃ 体温 ３８ ２ ℃
Ｄ 肺部干、 湿啰音 Ｅ 无力咳嗽

１１０ 收集主观资料的方式是 (　 　 )
Ａ 观察 Ｂ 交谈 Ｃ 护理体检

Ｄ 查阅资料 Ｅ 使用评估工具

１１１ 陈述正确的护理诊断是 (　 　 )
Ａ 清理呼吸道无效　 与痰液黏稠、 无力咳嗽有关

Ｂ 体温过高: ３８ ２ ℃ 　 呼吸道炎症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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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活动无耐力　 因呼吸道炎症ꎬ 氧供应减少引起

Ｄ 知识缺乏　 与文化水平不高有关

Ｅ 组织灌流量不足　 与发热、 皮肤干燥有关

１１２ 设立的预期目标是 (　 　 )
Ａ 患者 ３ ｄ 内体温下降

Ｂ 患者 ３ ｄ 内痰液稀释ꎬ 自行咳出

Ｃ 指导患者叙述有关呼吸道疾病的预防保健知识

Ｄ 患病期间得到良好休息ꎬ 体力得以恢复

Ｅ 遵医嘱静脉输液ꎬ 增加患者组织灌注

１１３ 护理诊断的确立有利于 (　 　 )
Ａ 收集客观资料 Ｂ 选择护理措施 Ｃ 实施护理措施

Ｄ 修改护理计划 Ｅ 进行护理评估

(１１４~１２４ 题共用题干)
患者男性ꎬ ４５ 岁ꎬ 身高 １７０ ｃｍꎬ 体重 ９０ ｋｇꎬ 冠心病史 ２ 年ꎬ 因心绞痛、 急性心肌梗死急

诊入院ꎬ 患者情绪紧张ꎮ
１１４ 收集的资料中属于主观资料的是 (　 　 )

Ａ 心电图有病理性 Ｑ 波 Ｂ 心前区压榨性疼痛

Ｃ 身高 １７０ ｃｍꎬ 体重 ９０ ｋｇ Ｄ 面色苍白ꎬ 表情痛苦

Ｅ 烦躁不安

１１５ 在心肌梗死急性期ꎬ 患者应 (　 　 )
Ａ 适当活动 Ｂ 增加活动量 Ｃ 适当休息

Ｄ 绝对卧床休息 Ｅ 减少活动量

１１６ 首先要解决的护理问题是 (　 　 )
Ａ 胸痛　 与心肌缺血、 坏死有关

Ｂ 知识缺乏　 缺乏有关冠心病预防的知识

Ｃ 恐惧　 与惧怕死亡有关

Ｄ 自理缺陷　 与心肌梗死需绝对卧床休息有关

Ｅ 营养失调　 高于机体需要量

１１７ 设立的预期目标为 (　 　 )
Ａ 患者 １ ｄ 之内疼痛缓解或消失 Ｂ ２ ｄ 后护士帮助患者缓解疼痛

Ｃ 在护士的帮助下ꎬ 疼痛消失 Ｄ 患者疼痛消失ꎬ 食欲增加

Ｅ 护士帮助患者减轻疼痛

１１８ 需立即采取的护理措施是 (　 　 )
Ａ 关心体贴患者ꎬ 给予精神支持

Ｂ 鼓励患者进食低热量、 低盐、 低脂饮食

Ｃ 密切观察并遵医嘱使用血管扩张药物

Ｄ 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ꎬ 戒烟限酒

Ｅ 讲解配合治疗的意义

１１９ 实施护理措施时 (　 　 )
Ａ 应该与医疗工作密切配合ꎬ 保持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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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对利于疾病转归的措施不必征求患者和其家属的意见

Ｃ 根据护士的时间安排患者的健康教育

Ｄ 重点观察患者的心理反应

Ｅ 应教会患者掌握各种护理技术操作

１２０ 对该患者的护理ꎬ 属于依赖性护理措施的是 (　 　 )
Ａ 遵医嘱应用镇痛药 Ｂ 嘱患者绝对卧床休息

Ｃ 观察吸氧后的病情变化 Ｄ 通知营养科调整患者饮食

Ｅ 安定患者情绪ꎬ 进行心理护理

１２１ 确立的医护合作性问题是 (　 　 )
Ａ ＰＣ: 出血 Ｂ ＰＣ: 心脏破裂 Ｃ ＰＣ: 心律失常

Ｄ ＰＣ: 心肌坏死 Ｅ ＰＣ: 心肌肥大

１２２ 设立的医护合作性问题的预期目标是 (　 　 )
Ａ 及时发现并配合抢救 Ｂ 患病期间不出现 Ｃ 采取措施避免发生

Ｄ 并发症不可预测 Ｅ 遵医嘱

１２３ 经过精心治疗与护理ꎬ 患者疼痛症状消失ꎬ 情绪稳定ꎮ １ 周后进入缓解期ꎬ 此时应

着力解决的护理问题是 (　 　 )
Ａ 疼痛 Ｂ 自理缺陷 Ｃ 活动无耐力

Ｄ 恐惧 Ｅ 知识缺乏

１２４ 护士实施健康教育时正确的是 (　 　 )
Ａ 每日三餐要吃饱ꎬ 避免饥饿ꎬ 少吃零食

Ｂ 进食低热量、 低盐、 低脂、 低纤维素饮食

Ｃ 大便困难时可稍用力ꎬ 利于粪便排出

Ｄ 加大活动量ꎬ 增强体质

Ｅ 保持情绪稳定ꎬ 避免激动

(１２５~１３５ 题共用题干)
患者男性ꎬ ３２ 岁ꎬ 做房屋装修十余年ꎬ 半月前开始发热、 乏力、 食欲差ꎬ 皮肤上发现有

瘀点、 瘀斑ꎬ 即来院就诊ꎬ 测体温 ３９ ２ ℃ꎬ 血常规示全血细胞减少ꎬ 以 “急性白血病”
收入院ꎮ
１２５ 你对患者的健康与疾病的正确认识是 (　 　 )

Ａ 健康是身体、 心理、 社会适应力都处于良好的静止状态

Ｂ 健康是指机体内部各系统间的平衡

Ｃ 没有疾病就是健康

Ｄ 健康和疾病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Ｅ 健康与疾病有明显的分界

１２６ 影响患者健康的主要因素是 (　 　 )
Ａ 生理因素 Ｂ 心理因素 Ｃ 环境因素

Ｄ 文化因素 Ｅ 精神因素

１２７ 在与患者交谈时应 (　 　 )
Ａ 不断记录ꎬ 避免遗漏

Ｂ 与患者保持目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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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应随时打断患者引导其抓住交谈主题

Ｄ 在患者极度痛苦时应抓紧时间交谈

Ｅ 用语规范ꎬ 使用医学术语

１２８ 优先解决的护理问题是 (　 　 )
Ａ 焦虑 Ｂ 营养失调: 低于机体需要量

Ｃ 皮肤完整性受损 Ｄ 便秘

Ｅ 体温过高

１２９ 针对体温过高的护理诊断的护理目标是 (　 　 )
Ａ 患者在发热期间舒适感增加 Ｂ 护士使用退热剂

Ｃ 护士使患者体温恢复正常 Ｄ 患者 ２ ｄ 之内体温恢复正常

Ｅ 患者出汗ꎬ 体温下降

１３０ 在护理患者的过程中ꎬ 属于独立性护理措施的是 (　 　 )
Ａ 遵医嘱使用退热剂 Ｂ 用温水帮患者擦浴

Ｃ 通知营养科调整患者饮食 Ｄ 开放静脉通道ꎬ 点滴抗生素

Ｅ 确定护理分级

１３１ 针对患者白细胞过低的护理诊断是 (　 　 )
Ａ 有感染的危险 Ｂ 潜在并发症: 出血 Ｃ 执行治疗方案无效

Ｄ 体温过高 Ｅ 恐惧

１３２ “有感染的危险　 与白细胞过低有关” 的预期目标是 (　 　 )
Ａ １ 周之内不发生感染 Ｂ 及时发现并配合抢救

Ｃ 感染不可避免 Ｄ １ 周之内白细胞计数达到正常

Ｅ 住院期间不发生感染

１３３ 属于医护合作性问题的是 (　 　 )
Ａ 有感染的危险 Ｂ 潜在并发症: 出血 Ｃ 执行治疗方案无效

Ｄ 体温过高 Ｅ 恐惧

１３４ 其潜在并发症的预期目标是 (　 　 )
Ａ 住院期间不发生出血 Ｂ 及时发现出血并配合抢救

Ｃ １ 周之内凝血因子达到正常 Ｄ 出血情况不可预测

Ｅ 防止并发症

１３５ 潜在并发症的缩写是 (　 　 )
Ａ ＰＥ Ｂ ＰＣ Ｃ ＰＳ
Ｄ ＰＩ Ｅ ＰＯ

(１３６~１３９ 题共用题干)
患者男性ꎬ ４６ 岁ꎬ 脑血栓后遗症ꎬ 进行康复训练的预期目标是 “患者半月内能拄着拐杖

行走 ３０ ｍ”ꎮ
１３６ 对患者康复效果进行评价时ꎬ 是将护理结果 (　 　 )

Ａ 与护理计划比较 Ｂ 与护理措施比较 Ｃ 与护理目标比较

Ｄ 与护理诊断比较 Ｅ 与护理评估比较

１３７ 护理评价中最重要的是 (　 　 )
Ａ 护理目标的评价 Ｂ 护理措施的评价 Ｃ 护理过程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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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护理效果的评价 Ｅ 护理内容的评价

１３８ 半月后患者仍无法站立行走ꎬ 评价结果是 (　 　 )
Ａ 目标完全实现 Ｂ 目标部分实现 Ｃ 目标局部实现

Ｄ 目标不现实 Ｅ 目标未实现

１３９ 通过对目标部分实现或未实现的原因分析后ꎬ 计划应 (　 　 )
Ａ 停止 Ｂ 继续 Ｃ 取消

Ｄ 修订 Ｅ 增加

【Ｂ型题】
(１４０~１４２ 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生理环境 Ｂ 心理环境 Ｃ 自然环境

Ｄ 社会环境 Ｅ 人文环境

１４０ 人际关系属于 (　 　 )
１４１ 细胞外液属于 (　 　 )
１４２ 空气、 水属于 (　 　 )
(１４３~１４６ 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自我实现的需要 Ｂ 社交需要 Ｃ 尊重的需要

Ｄ 生理的需要 Ｅ 安全的需要

１４３ 人的最基本需要是 (　 　 )
１４４ 需要被保护ꎬ 以免发生躯体和心理上的伤害ꎬ 属于 (　 　 )
１４５ 被尊重和尊重他人属于 (　 　 )
１４６ 人类最高层次的需要是 (　 　 )
(１４７~１４８ 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自我实现的需要 Ｂ 社交需要 Ｃ 尊重的需要

Ｄ 生理的需要 Ｅ 安全的需要

１４７ 护理传染病患者时护士穿隔离衣、 戴口罩和手套ꎬ 是满足 (　 　 )
１４８ 空气、 食物、 水属于人的 (　 　 )
(１４９~１５１ 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人 Ｂ 环境 Ｃ 健康

Ｄ 疾病 Ｅ 护理

１４９ 护理学基本概念的核心是 (　 　 )
１５０ 护理实践的核心是 (　 　 )
１５１ 护理的服务对象是 (　 　 )
(１５２~１５３ 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人的健康受生物、 心理、 社会等多个因素影响

Ｂ 人有一定的自理能力ꎬ 人有权利和义务维持自身的健康

Ｃ 健康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

Ｄ 健康是一种没有病的相对恒定状态ꎬ 护理工作就是要帮助服务对象发挥机体最大

功能和潜能

Ｅ 护理研究的是人对健康问题的反应

１５２ “健康－疾病连续体” 模式的主要观点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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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 最佳健康模式的主要观点是 (　 　 )
(１５４~１５５ 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ＮＡＮＤＡ Ｂ Ｇｏｒｄｏｎ Ｃ ＰＳＥ
Ｄ ＰＩＯ Ｅ ＰＯＳ

１５４ 北美护理诊断协会的简称为 (　 　 )
１５５ 护理诊断的陈述方式为 (　 　 )
(１５６~１５７ 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Ｐ Ｂ Ｓ Ｃ Ｅ
Ｄ Ｉ Ｅ Ｏ

１５６ 护理诊断中相关因素的英文缩写为 (　 　 )
１５７ 护理记录中护理结果的英文缩写为 (　 　 )
(１５８~１５９ 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与长期卧床有关 Ｂ 有皮肤完整性受损的危险

Ｃ １０ ｄ 后患者能拄着拐杖行走 ２０ ｍ Ｄ 腹痛ꎬ 腹胀

Ｅ 每 ４ ｈ 测体温一次

１５８ 属于相关因素描述的是 (　 　 )
１５９ 属于预期目标描述的是 (　 　 )
(１６０~１６１ 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２４ ｈ 排尿 １５００ ｍＬ Ｂ 体液不足 Ｃ 急性肠胃炎

Ｄ 腹胀 Ｅ 发热

１６０ 属于医疗诊断的是 (　 　 )
１６１ 属于护理诊断的是 (　 　 )

(李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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