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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診

1. 神志（包括靜態及活動時）：

觀察目光、意識狀態、表情等。如有神、少神（倦感、煩躁、

譫妄、嗜睡、萎靡）、神志錯亂等

2. 面色（包括靜態及活動時）：

正常、面赤、潮紅、蒼白、萎黃、晦暗、青紫、無澤等

3. 五官（眼、耳、鼻、口、唇）：

外觀形狀、黏膜顏色及光澤、動態；目下腫、唇色、口腔（黏

膜潰瘍及唾液量）、牙齒及牙齦等

4. 舌診：型態（正常、胖大、瘦小、舌偏、齒痕等）、舌質【體】

（正常、淡白、紅、絳、青紫等）、苔色（白苔、黃苔、黑苔、

染苔等）、苔質（薄苔、厚苔、膩苔、剝苔、無苔等）

5. 姿態（包括靜態及活動時）：

姿勢（如正常、行動艱難、半身不遂【偏癱】、踡臥成團、不

得平臥、癱瘓）、軀體形態（如胖瘦、高矮、外觀完整）等

6. 全身皮膚、毛髮、指甲（包括靜態及活動時）：

色澤（正常、發赤、發黃、發黑、蒼白、青紫）、性質（潤

澤、枯槁、肌膚甲錯、臌脹、水腫、水泡【白 】、斑、疹

等）、完整（壓瘡【部位／大小】、破損／外傷【部位／大



小】）、分布範圍或位置、紅腫（部位／大小）、紅腫部位皮

膚色澤（亮紅【有光澤】、黯紅【無光澤】）；毛髮（量及

色、長度）；指甲（表面光滑度及顏色）等

7. 分泌物：

如痰、涕、女性帶下等之量、色及黏稠度

8. 二便：

小便量及色（如清長、短黃）、性狀（砂淋、血淋、膏淋）

等；大便量、性狀（如乾結、清稀水漾、完穀不化、溏結不

調）及色等

9. 第一及第二性徵發育狀況

10. 補充資料：

如對壓力的反應，所呈現的外觀、行為及情緒反應等

望診補充名詞解釋

項目 次項目 細項 名詞解釋或操作性定義

神志

目光
、
意識
狀態
、
表情

有神
面色滋潤，神智清楚，語言清晰，目光明亮，靈
活有神，動作靈活，反應敏捷。

少神
面色暗淡少光華，倦怠，不欲語言，聲音低微
無力，思維遲鈍，嗜睡，目光晦滯，肢體動作
遲緩。

煩躁
胸中熱而不安叫“煩”，手足擾動不寧叫
“躁”。煩與躁常並稱，但有虛實寒熱的不
同。

失神
（即無
神）

形體贏弱，面色敗壞無光華，喘息異常，精神
萎靡，語言不清，目光暗淡眼睛迷濛無光彩，
或意識喪失而眼閉口開，手撒，尿遺，暴瀉不
止等。

面色
萎黃 指面部出現枯萎暗黃的顏色

晦暗 面色黑暗，無光澤。



望診補充名詞解釋

項目 次項目 細項 名詞解釋或操作性定義

舌診

型態 齒痕 舌的邊緣見牙齒的痕跡。

舌質
（舌體）

絳 舌質呈深紅色。

苔色
（苔狀物

的顏色）

染苔 被食物或藥物所染而改變了原來苔色。

苔質
（苔狀物

的性質）

膩苔
舌面上一層渾濁而光滑的黏液覆蓋，顆粒較
腐苔細密，不易拭去。

腐苔
舌面上堆鋪一層如腐渣，顆粒大而疏鬆，容易
拭去。

剝苔 舌苔部分剝落露舌質者，稱為花剝苔。

無苔 舌面如鏡樣光滑而無苔，又稱鏡面舌。

全身
皮膚
、
毛髮
、
指甲

性質

肌膚
甲錯

又稱肌若魚鱗。形容皮膚粗糙、乾燥、角化過
度，呈現褐色，如魚麟狀。

臌脹 泛指以腹部膨大脹滿為主症的疾病。

水泡
又稱
白

皮膚上出現一種白色小顆粒，晶瑩如粟，出沒
無定。

分泌
物

女性
帶下

指從婦女陰道流出一種黏膩的物質，如帶一
樣綿綿不斷。

二便

小便色
清長 小便顏色清淡量多。

短黃 小便量少且顏色深黃。

小便
性狀

砂淋 尿有砂石，亦稱“石淋”。

血淋 小便時澀痛帶血。

膏淋 小便混濁如洗米水或如脂膏，尿出不暢。

大便
性狀

完穀
不化

大便中含有不消化的食物。

溏結
不調

大便先硬後溏（如鴉溏，稀而不成形 ），或有
時溏泄有時便秘。



二、聞診

1. 氣味：

無異味、特殊氣味（口腔、身體、汗出、大小便、經帶惡露等

之氣味）

2. 語音（包括靜態及活動時）：

正常、聲音宏亮、聲音低微、言謇等

3. 聲音（包括靜態及活動時）：

太息（嘆息）、呃逆、噯氣、腸鳴、咳嗽及痰等聲音

4. 呼吸音（包括靜態及活動時）：

正常、哮、喘、少氣、重濁等

聞診補充名詞解釋

項目 次項目 細項 名詞解釋或操作性定義

語音 言謇 言語困難。

聲音

太息
（嘆息）

病人自覺胸中憋悶而長嘆氣，嘆氣後胸中略
舒服。

呃逆
俗稱打嗝，為一種不由自主，病人自覺不舒適
的動作。

噯氣
胃中有殘留的氣體致胃氣上逆而發出的聲
音。

呼吸
音

少氣 呼吸短促低微。

重濁 呼吸有痰音。

三、問診

1. 生活習慣及環境：

如居家的飲食、抽煙（不抽、每日抽　包、已抽　年、已戒

煙）、喝酒（不喝、偶喝、大量、頻率、已喝　年、已戒

酒）、作息及休閒活動等習慣、居住環境及職業等



2. 對中醫醫療及護理的認識、看法、就診經驗及期待

3. 寒熱：

身體的感覺（正常、惡寒、惡風、寒顫、畏寒、微熱、潮熱、

壯熱、寒熱往來等）

4. 出汗：

出汗部位（全身出汗、頭汗、半身汗出、手足汗出）、出汗量

的多寡及時間（正常、無汗、絕汗、自汗、盜汗等）及出汗部

位溫度（冷、熱）等

5. 頭身：

在靜態或活動與運動時頭昏、頭重、頭痛，身體各處的痠、重

濁感或疼痛的資料，包括部位、強度、性質、持續時間、間歇

時間、好發時間、何種情況加劇或緩解等

6. 胸腹：

在靜態或活動與運動時，呼吸、循環、胸腹部等感覺，如喘、

呼吸困難、氣不足、胸悶、心悸、腹脹、腹痛等

7. 咳嗽及痰：

有無咳嗽、咳嗽加劇時間（隨著活動時間增加、夜晚）、痰量

（無、少、多等）、痰色（綠、黃、白）、痰質（黏、稀）等

8. 五官（眼、耳、鼻、口、唇）：

目赤、目痛、目眩、目昏等；耳鳴、耳聾、重聽、有戴助聽器

等；嗅覺異常等；口腔（黏膜潰瘍及唾液量）、唇、咽喉不

適、咀嚼困難、吞嚥困難或裝置人工輔助器等

9. 飲食習慣及口味：

口中味道（無、口淡、口酸、口苦、口甘、口辛、口鹹、口黏

膩等）、嗜食五味（無、酸、苦、甘、辛、鹹）、嗜食寒熱

（無、寒涼食物、溫熱食物）、口乾口渴及飲水量（不渴、口

渴不想喝水、口渴想飲水但喝不多、口渴想飲水且喝很多）、



葷食、素食、食物禁忌（無、有：種類）、假牙（部位、固定

或活動）、牙套、一天飲食量、食量是否改變（無、食量增

加、想吃但吃不多、不想吃）、進食前後感受或反應（如多食

善飢、食慾不振、飢不欲食、納呆、食後腹脹）、對食物的味

覺有無改變、是否影響進食情形、進食時間、速度、習慣、有

無噁心嘔吐等

10. 二便：

小便量（正常、尿多、尿少）、型態（正常、尿頻、夜尿、遺

尿、癃閉、餘瀝、失禁）、性質（正常、灼熱澀痛、血淋、砂

淋、膏淋等）、色（淡黃、深黃、茶色、血尿）、排尿感覺

（困難、灼熱、疼痛、失禁）等

大便頻率（　日　次）、性質（正常、便秘、質硬、顆粒、泄

瀉、溏結不調）、顏色、味道（不臭、臭、酸）、解便感覺

（熱迫大腸、裏急後重、大便失禁、排不淨感）等

11. 睡眠：

睡眠時間（　小時／天）、嗜睡、多眠、失眠（入睡困難、睡

而易醒、眠淺、多夢、早醒）、助眠方式、服鎮靜劑等

12. 月經及帶下：

月經量及顏色、月經週期（天數、規律性等）、月經持續天

數、月經週期疼痛不適（如痠、脹、痛、悶等）發生在月經週

期的時間（前期、中期、後期）、部位、性質、頻率／持續時

間、緩解不適的方法（如按壓下腹部、用熱、喝熱飲等）、月

經是否有血塊等；帶下顏色（白、黃）、量（少、中、多）、

性質（清稀、黏稠）、味道（無、腥、臭）等

13. 生殖：

初經（　歲）、停經（　歲）；胎產【女性】（分娩次數、小

產次數、妊娠不適症狀）；對性或生殖功能方面滿意程度或功

能障礙（包括實際存在和感受到的，如問陽萎、男性早洩）等



14. 補充資料：

例如過去及現在就醫史、自己的人格特質；對自己的能力、身

分、自我價值及身體心像的信念及態度；人事環境及互動、健

康認知及健康處理型態；身體不舒服的狀況是否能自我調適

（如使用保暖措施能改善四肢冰冷的感覺）；問感覺／知覺、

記憶功能（健忘）、思考過程、環境解析能力等；面對壓力時

的情緒反應，如喜（樂觀）、怒（發脾氣）、憂愁、思慮多、

悲觀、恐懼或害怕（驚）等

問診補充名詞解釋

項目 次項目 細項 名詞解釋或操作性定義

寒熱
身體的
感覺

惡寒
人遇寒冷則感覺身體發涼，但多穿衣或在室內
依舊感覺冷。

惡風 即怕風。

畏寒
人遇寒冷則感覺身體發涼，但多穿衣或在室內
則不感覺冷。

潮熱 發熱如潮水般定時發作。

壯熱 即高燒不退。

出汗

出汗
部位

頭汗 頭面部出汗

半身
汗出

身體半側出汗

出汗量
的多寡

絕汗 汗出淋漓不止，四肢厥冷

自汗 稍稍動一下就汗如雨下。

盜汗 睡著之後流汗，但醒過來後就不流了。

頭身 重濁感 指沉重被困裹不舒服的感覺

飲食
習慣
及口
味

進食前
後感受
或反應

多食
善飢

食慾旺盛且容易飢餓。

納呆 不思飲食或進食後無欣快感



問診補充名詞解釋

項目 次項目 細項 名詞解釋或操作性定義

二便

型態 癃閉 指排尿困難，甚則閉塞不通的病證。

解便
感覺

餘瀝 小便後仍有點滴不淨的症狀。

熱迫
大腸

指急性、熱性的腹瀉病變。腹痛、瀉下如注，解
便後肛門口有灼熱感。

四、切診

1.脈診（包括靜態及活動後）：
雙手的脈位（浮、中、沉）、脈速（正常、遲、數）、脈力

（正常、虛或無力、實或有力）、脈律（規則、不規則—如：

促、結、代）等

2.觸診或按診：
頭頸背、脘腹、末梢（溫度、溼度、粗燥度、水腫、腫塊及疼

痛等）、疼痛性質（喜按、據按）、損傷部位皮膚（溫度、軟

硬度等）

切診補充名詞解釋

項目 次項目 細項 名詞解釋或操作性定義

脈診 脈位 浮 輕取即得

沉 重按乃得

脈速 遲 脈搏比正常慢

數 脈搏比正常快

脈律不
規則

促 比正常快，會有不規則的暫停

結 比正常慢，會有不規則的暫停

代 脈搏有規則性的暫停



五、實驗室檢查或儀器測量資料

如血液檢查資料、X-Ray、體重kg、身高cm、BMI；舌診儀、脈
診儀等

六、 其他補充資料

其他四診評估未涵蓋的項目，如「角色關係型態」、「價值信念

型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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