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婴幼儿
健康照护

YINGYOU ER JIA
NKANG ZHAOHU

职业教育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主    编    刘成军
副主编    杨蓉蓉    赵艳娟



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婴幼儿健康照护的内容。全书共分为七个项目,分别是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

估、婴幼儿体温测量与异常处理、婴幼儿常见病的识别与照护、婴幼儿常见传染病的防护、婴幼儿生命体征

的观测及照护、婴幼儿心理保健和婴幼儿“三浴”锻炼。
本书既可作为职业院校幼儿保育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婴幼儿保教机构及婴幼儿保健与教育工作

者的培训、学习用书,还可供婴幼儿家长日常参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婴幼儿健康照护/刘成军主编.—上海: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2022.9(2024.1重印)
  ISBN978-7-313-27165-5

  Ⅰ.①婴… Ⅱ.①刘… Ⅲ.①婴幼儿—护理—教材

Ⅳ.①R1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37548号

婴幼儿健康照护
YINGYOU’ERJIANKANGZHAOHU
主  编:刘成军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印  制: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5插页1
字  数:259千字

版  次:2022年9月第1版 印  次:2024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978-7-313-27165-5
定  价:4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您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316-3655788



I

前  言
Preface

I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基础教育的普

及，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2019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

确指出：“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的重要

内容，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为促进婴幼儿照护

服务发展，《意见》在“发展目标”中提出：“到 2020 年，婴幼儿

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

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有所提

升，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到 2025 年，

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多元

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婴幼儿

照护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进

一步满足。”

对于 0 ～ 3 岁婴幼儿来讲，维护和增进其健康，促进其身心

全面与和谐发展，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婴幼儿时期是个

体发展的重要阶段，婴幼儿只有得到科学的照护，才能获得健康

发展。《意见》在“加强队伍建设”中提出：“高等院校和职业院

校（含技工院校）要根据需求开设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合理确

定招生规模、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将安全照护等知识和能力纳

入教学内容，加快培养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人才。”

本书紧密围绕幼儿保育专业教育理念，结合 0 ～ 3 岁婴幼儿

生理特点、生长发育规律及心理发展特点，将婴幼儿教育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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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和保健学的一些新的理念与成果纳入本书知识体系中，来探

讨婴幼儿健康与生活和教育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应的卫生要

求和保健措施，创造和利用各种有利因素，控制和消除各种不利

因素，创设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科学地组织婴幼儿教育，

以增进婴幼儿健康并促进其正常生长发育。

本书内容不仅涵盖了婴幼儿常见的疾病护理、生命体征观

测、体格生长发育的测量等多个知识点，而且每个项目除了有知

识目标、素质目标、技能目标外，还有思政目标。为了突出实际

应用性，本书在理论知识学习中还穿插了“学而时习之”“贴心提

示”“阅读拓展”等栏目。在使用本书时，可参考下表安排课堂

教学：

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项目一  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 8

项目二  婴幼儿体温测量与异常处理 6

项目三  婴幼儿常见病的识别与照护 10

项目四  婴幼儿常见传染病的防护 6

项目五  婴幼儿生命体征的观测及照护 6

项目六  婴幼儿心理保健 8

项目七  婴幼儿“三浴” 锻炼 3

总计 47

本书由聊城市茬平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刘成军任主编，济南市

技师学院杨蓉蓉和淄博市技师学院赵艳娟任副主编。具体编写分

工如下：项目一、项目二由赵艳娟编写，项目三、项目四由杨蓉

蓉编写，项目五至项目七由刘成军编写，全书由刘成军负责统稿。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编者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对相

关作者表示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敬

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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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述

体格生长发育监测指标的选择应根据研究目的和不同年龄阶段的

特殊性而定，常常使用的体格指标有身长、体重、坐高、头围和胸

围等，其中身长和体重是最基本的指标。

婴幼儿处于快速生长发育阶段，身体形态及各部分比例变化较

大。在了解婴幼儿生长发育的规律及特点的基础上，照护者掌握正

确的监测方法并评价其生长发育状况，及早发现婴幼儿在护理、喂

养、教养的过程和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及异常，给予适当的指导与干

预，对促进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十分重要。

生长发育是婴幼儿区别于成人的重要指标。婴幼儿的生长与发育

紧密关联，关系着婴幼儿的健康成长。生长是指婴幼儿身体各器官、

系统的长大，可以通过具体的测量值来表示，是“量”的变化。

项目学时   共 8 个学时。

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
测量与评估

项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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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生
长发育

婴幼儿身长
（身高）的
测量与评估

婴幼儿体
重的测量
与评估

婴幼儿生
长发育指
标的评价 

婴幼儿发育
迟缓的干预

婴幼儿头围、
胸围、坐高的
测量与评估

1

2

3

4

5

6

项目导学

婴幼儿体
格生长发
育测量与
评估

项目目标

知识目标

1. 熟悉婴幼儿定期健康检测的内容；

2. 掌握婴幼儿生长发育形态指标的测量；

3. 了解婴幼儿生长发育的评价指标

素质目标
1. 增强对体格生长发育异常的婴幼儿照护的耐心；

2. 培养对婴幼儿照护的责任心

技能目标

1. 能正确掌握婴幼儿生长发育形态指标的测量；

2. 能正确使用不同测量工具监测婴幼儿的生长发育；

3. 能正确对婴幼儿生长发育指标进行测量

思政目标

1. 热爱幼教事业；

2. 注重传统文化教育；

3. 培育规范从教的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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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婴幼儿生长发育

模块目标

 熟知婴幼儿生长发育的规律；

 了解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影响因素；

 掌握婴幼儿生长发育检测的内容；

 理解婴幼儿生长发育检测的作用。

模块学习

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又称成长发育。其中，婴幼儿生长是指婴幼儿身体各器

官系统的长大，是量的改变；婴幼儿发育是指细胞、组织和器官的分化完善与

功能上的成熟，是质的改变。

婴幼儿的生长和发育两者密切相关，生长是发育的物质基础，而发育又反

映生长的量的变化。生长发育不仅包含体格增长、感知觉、语言、运动的发

育，还包括认知、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发展，这是婴幼儿不同于成人的重要

特点。

一   婴幼儿生长发育的规律

（一）连续性

婴幼儿的生长发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个阶段的发育均以上一个阶段作为

基础。例如，婴幼儿在出生后 3 个月体重大约是出生时体重的 2 倍；在 1 岁时，

体重大约是出生时体重的 3 倍。婴幼儿出生时其头围一般为 33 ～ 34 cm；1 岁

时，头围大约为 46 cm，比出生时增长了十几厘米。婴幼儿出生时其脑重平均为 

370 g；6 个月时，脑重平均为 600 ～ 700 g；1 岁时，脑重平均为 909 g，约为出

生时的 2.5 倍，3 岁时约为出生时的 3 倍。

（二）顺序性

婴幼儿生长发育遵循从头到下肢，从近端到远端，从粗大到精细，由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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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级的规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生长发育先从头部，然后是躯干，最

后是四肢。例如，婴幼儿出生后运动发育的规律如下：

（1）婴儿出生后 2 ～ 3 个月先学会抬头，后学会抬胸；出生后 6 ～ 13 个月

先学会坐，再学会站和走。

（2）婴幼儿认识事物的过程是先会看、听、感觉事物，逐渐发展到有记忆、

思维、分析、判断的能力。

（三）不平衡性

婴幼儿各器官系统的发育各有先后及快慢（见图 1-1），其神经系统发育

最早；淋巴系统在儿童期迅速发育；体格生长发育相对平缓；生殖系统发育最

晚，青春期才开始发育。

图 1-1  婴幼儿各器官系统的发育

（四）个体差异性

个体差异性是指婴幼儿在成长过程中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在身

心特征上所显示的彼此不同的现象。婴幼儿的生长发育虽然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但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会使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评估婴

幼儿生长发育时不能机械评估，须根据每位婴幼儿生长发育的不同特点进行观

察和测量。

二   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影响因素

（一）遗传

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受父母的遗传影响，如父母的身高、体重、肤色、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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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子女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精神

相关专家表示，得不到抚爱的婴幼儿，由于体内分泌的生

长激素较少，他们的平均身高就有可能低于同龄婴幼儿。

（三）营养状况

营养对婴幼儿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如果营养、饮食不合

理或缺乏某些维生素，不但会影响婴幼儿的正常生长发育，还

会影响其日后的智能发展。因此，婴幼儿时期需要合理的膳食

结构。

（四）睡眠状况

婴幼儿在睡眠之后，脑垂体的前叶就会分泌出一种生长激

素，如果睡眠不足或睡眠受到了影响，生长激素就有可能受

阻，形成精神性侏儒症，从而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发育。

（五）环境和气候

人体学研究证明，婴幼儿秋季长重，春季长高。新鲜空气、

没有噪声和污染的环境，均有利于婴幼儿体格和精神的发育。

（六）疾病

任何疾病对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均有影响，如长期消化功能

紊乱、反复呼吸道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等，对婴幼儿生长发

育都有直接影响。

（七）性别

研究表明，女婴幼儿和男婴幼儿在肌肉、骨骼和皮下脂肪

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一般女婴幼儿在青春期前期身高和体重

会超过男婴幼儿的发展，但在青春期末期，男婴幼儿的体格生

长速度会超过女婴幼儿的体格生长速度。

三   婴幼儿生长发育检测

（一）生长发育检测时间

婴幼儿生长发育检测指的是自婴幼儿出生后对其身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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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智能发展水平、行为等定期、系统地进行评测，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和异

常，能及时采取矫治措施，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

婴幼儿生长发育的检测以体重、身长（身高）、头围、胸围和上臂围为主要

指标。婴幼儿生长发育测量时间可参考《儿童保健工作常规》，婴幼儿生长发

育的体格检测按月龄定期进行。

（1）1 岁以内的婴幼儿每 3 个月检测一次。

（2）1 ～ 3 岁的婴幼儿每年检测 2 次，每 6 个月检测一次。一般每半年为

婴幼儿测量一次身高，每隔 1 ～ 3 个月测一次体重。

每次检测要做好记录，并进行分析比较。若发现生长发育指标低于或高出

正常范围数值，则应随时增加检测的次数。

婴幼儿生长发育检测是对婴幼儿的身高、体重、智能发展水平、行为

等进行评测，反映婴幼儿身体与智力的发育程度，因此照护者应高度重视。

贴心提示

（二）生长发育检测内容

1. 体格检测

婴幼儿的体格检测分别是对体重、身长（身高）、头围、胸围、坐高、上臂

围的测量，其中前 3 项是必测项目。

2. 行为检测

婴幼儿的行为检测主要包括对婴幼儿语言、粗大动作、精细动作、适应能

力和社交行为等的检测。要对这些进行检测并做出评价，一般采用丹佛发育筛

查（DDST）或婴幼儿智力量表（CDCC）检测方法。

3. 营养检测

检测者要向家长询问婴幼儿母乳喂养或奶粉喂养及婴幼儿食物转换与平衡

膳食等情况，并给出相应的指导建议。

4. 常见疾病检查

婴幼儿的常见疾病主要包括口腔疾病、营养不良、贫血、佝偻病、维生素

缺乏症、寄生虫感染等疾病。

（1）婴幼儿在 6 月龄或 9 月龄时需要检查一次血红蛋白，1 周岁后每年再

检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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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2）婴幼儿在 1 岁和 2 岁时需要各做一次尿常规检查，2 岁

后需要每半年检查一次大便寄生虫卵。

（3）婴幼儿在 1 岁和 2 岁时需要对其钙、磷等常量元素及铁、

铜、碘等微量元素进行检查。

5. 调查既往病史

在检测时，检测者要向家长询问有关婴幼儿的出生史和喂

养史，以及婴幼儿日常的生活卫生习惯等情况。

发育迟缓的欢欢

欢欢今年 2 岁，是一个十分淘气的小男孩，平时都是

由姥姥照顾他。欢欢平时从来不挑食，吃什么都是香香

的。但欢欢出生的时候没有足月，是一个早产儿，这导致

他要比同龄的孩子发育迟缓，而且经常生病，这让爸爸和

妈妈很苦恼。

练习1   请你根据上面的案例说一说，应该如何对欢欢

进行生长发育检测。

练习2   生长发育检测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学而实习之

（三）生长发育检测的作用

（1）能及早发现婴幼儿生长发育异常，并找出原因，加以

指导矫治，及早去除有害因素，保证婴幼儿正常生长发育。

（2）能通过长期数据记录，分析和总结出婴幼儿生长发育

规律，有利于指导和改进日后的婴幼儿保健工作。

（3）对婴幼儿的生长发育检测可组织医学各有关学科及心

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专家进行多学科、跨学科会

诊，共同制订防治计划，对婴幼儿进行全面的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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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与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有关的其他系统发育

与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有关的其他系统发育主要包括婴幼儿的牙齿发育、

骨骼发育、生殖系统发育和神经系统发育。

（一）牙齿发育

婴幼儿的牙齿发育主要是乳牙的发育。

婴幼儿的乳牙共计 20 颗，乳牙一般萌自婴幼儿 6 月龄，也有部分婴幼儿 4

月龄就开始出乳牙，乳牙最晚到 12 月龄萌出，一般到 2 ～ 2.5 岁基本出齐。婴

幼儿乳牙出牙的顺序如下：

（1）6 ～ 8 月龄。最开始下齿槽长出中间两颗门牙，随后上齿槽再长出两

颗门牙。

（2）8 ～ 12 月龄。上齿槽长出外侧两颗门牙，然后下齿槽的两颗外侧门牙

冒出牙尖。

（3）12 ～ 16 月龄。先后在上下齿槽出现第一颗乳磨牙。

（4）16 ～ 20 月龄。在上下齿槽先后长出尖牙。

（5）20 ～ 30 月龄。长出下齿槽的两颗第二乳磨牙和上齿槽的两颗第二乳

磨牙，婴幼儿的 20 颗乳牙长齐。

（二）骨骼发育

婴幼儿的骨骼发育主要包含颅骨发育、脊柱发育、长骨发育。

1. 颅骨发育 

新生儿出生时前囟为 1.5 ～ 2 cm，至 1 ～ 1.5 岁闭合。后囟是由两块顶骨

和枕骨形成的三角形间隙，出生时很小或已闭合，一般最迟在出生后 6 ～ 8 周

闭合，颅骨缝于出生 3 ～ 4 月龄时闭合。

2. 脊柱发育

新生儿在出生时脊柱微后凸，3 月龄的婴幼儿抬头时出现凸向前的颈曲，6

月龄能坐时出现胸后凸，1 岁能行走时出现腰前凸。1 岁之前，婴幼儿的脊柱

增长速度快于四肢；1 岁以后，四肢增长速度快于脊柱。

3. 长骨发育

长骨主要存在于四肢，呈长管的形状。长骨干骺端的软骨骨化，软骨骨化

中心出现的时间、形态、数目与长骨的成熟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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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在一般情况下，正常的婴幼儿 3 个月左右出现头壮骨、钩

骨，2 ～ 3 岁出现三角骨，4 ～ 6 岁出现月骨及大、小多角骨。

（三）生殖系统发育

婴幼儿生殖系统的发育受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控制，婴

幼儿从出生到青春前期，生殖系统的发育保持幼稚的状态。

但到青春期时，性腺才开始发育，出现第二性征。由于多种

因素的影响，男婴幼儿的生殖系统的发育与女婴幼儿生殖系

统的发育有所不同。

女婴幼儿出生时，卵泡处于原始状态；男婴幼儿出生时睾

丸大多已降至阴囊。

（四）神经系统发育

婴幼儿的大脑相对大，脑沟、脑回未完全形成。大脑中枢

系统对下级中枢抑制作用较弱，且锥体束和纹状体发育不成

熟，常常会出现不自主的动作和不协调的动作，且易出现全身

的肌肉不协调的运动。但随着感觉器官和大脑皮质的不断发

育，婴幼儿的神经发育也在不断完善。

3～ 4 月龄婴儿开始出现抑制性和兴奋性条件反射，2～ 3 岁

时幼儿大脑皮质抑制功能发育完善，3～5岁时智力发育逐渐完善。

模块检测

请你说一说婴幼儿生长发育检测的作用有哪些，婴幼儿

的牙齿发育有哪些特点。

婴幼儿生长发育检测的作用：

婴幼儿牙齿发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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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婴幼儿身长（身高）的测量与评估

模块目标

 熟知婴幼儿的身长（身高）增长规律；

 了解婴幼儿身长（身高）测量方式；

 掌握婴幼儿身长（身高）的评估。

模块学习

身长是反映婴幼儿骨骼发育的重要指标，通过定期的测量可了解婴幼儿营养

状况和生长发育的状态，为科学指导婴幼儿喂养和早期发现疾病提供重要的依据。

一   身长（身高）概述

身长（身高）是指婴幼儿站立时，从头顶到脚跟的垂直高度。身长（身高）

是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重要指标，也是正确评估婴幼儿身体发育水平的重要依

据。婴幼儿身长（身高）的异常大多数是由内分泌疾病和先天性的骨骼发育异

常造成的。

新生儿出生时平均身长（身高）约为 50 cm，第一年增长速度最快，出生

后的前半年身长（身高）平均每月增长 2.5 cm，后半年身长（身高）平均每

月增长 1.5 cm。在一般情况下，婴幼儿 1 岁时身长（身高）约为 75 cm，约为

出生时的 1.5 倍。2 岁时身长（身高）约为 85 cm，2 岁后婴幼儿身长（身高）

增长速度会明显减慢，以后每年平均增长 5.0 ～ 7.5 cm。2 ～ 12 岁平均身长 

（身高）（cm）可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身长（身高）= 年龄 ×7 ＋ 75

身长（身高）包括头、脊柱和下肢的长度。这三部分的发育速度并不一致，

临床上通过测量上部量和下部量，以判断头、脊柱、下肢所占身长的比例。上

部量为头顶至耻骨联合上缘的距离，反映头和脊柱的长度；下部量为耻骨联合

上缘至足底的距离，反映下肢的长度。新生儿上部量大于下部量，中点在脐上

（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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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图 1-2  胎儿时期到成人时期身体各部分比例

阅读拓展

1 ～ 3岁婴幼儿身长（身高）参照标准

根据婴幼儿体格发育调查结果，男婴幼儿和女婴幼儿的

发育情况不同，可参考表 1-1 和表 1-2 的数据评测婴幼儿

的身长（身高）是否正常。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下面的数据并不是绝对标准，只要婴幼儿的身长

（身高）值在正常值范围内、身体无异常病症即可。

（2）若在“中位数”，则表示处于平均水平。

（3）若在“-1 SD ～ +1 SD”，则表示处于平均水平的

上下一个标准偏差范围之内，属于“正常范围”，代表了

68% 的婴幼儿。

（4） 若 在“+1 SD ～ + 2 SD” 或“-2 SD ～ -1 SD”，

则分别为“偏高”或“偏矮”，代表了 27.4% 的婴幼儿。

（5）若在“+2 SD ～ +3 SD”或“-3 SD ～ -2 SD”，则

分别为“高”或“矮”，代表了 4.6% 的婴幼儿。

（6） 但 有 极 少 数 婴 幼 儿 在 3 个 标 准 偏 差（<-3 SD 

或 >+3 SD）之外（比例小于 0.5%）。

表1-1  1 ～ 3岁男婴幼儿生长标准值

月龄 -3 SD -2 SD -1 SD 中位数 +1 SD +2 SD +3SD

12 68.6 71.2 73.8 76.5 79.3 82.1 85.0

15 71.2 74.0 76.9 79.8 82.8 85.8 88.9

  单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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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月龄 -3 SD -2 SD -1 SD 中位数 +1 SD +2 SD +3SD

18 73.6 76.6 79.6 82.7 85.8 89.1 92.4

21 76.0 79.1 82.3 85.6 89.0 92.4 95.9

24 78.3 81.6 85.1 88.5 92.1 95.8 99.5

27 80.5 83.9 87.5 91.1 94.8 98.6 102.5

30 82.4 85.9 89.6 93.3 97.1 101.0 105.0

33 84.4 88.0 91.6 95.4 99.3 103.2 107.2

36 86.3 90.0 93.7 97.5 101.4 105.3 109.4

表1-2  1 ～ 3岁女婴幼儿生长标准值

月龄 -3 SD -2 SD -1 SD 中位数 +1 SD +2 SD +3SD

12 67.2 69.7 72.3 75.0 77.7 80.5 83.4

15 70.2 72.9 75.6 78.5 81.4 84.3 87.4

18 72.8 75.6 78.5 81.5 84.6 87.7 91.0

21 75.1 78.1 81.2 84.4 87.7 91.1 94.5

24 77.3 80.5 83.8 87.2 90.7 94.3 98.0

27 79.3 82.7 86.2 89.8 93.5 97.3 101.2

30 81.4 84.8 88.4 92.1 95.9 99.8 103.8

33 83.4 86.9 90.5 94.3 98.1 102.0 106.1

36 85.4 88.9 92.5 96.3 100.1 104.1 108.1

二   身长（身高）的测量

给婴幼儿测量身长（身高），清晨起床是最佳测量时间，如果需要动态

地监测婴幼儿的身长（身高）变化，就要与上一次的测量时间保持一致。

在测量时，室内环境应干净、整洁，光线应充足，最佳室内温度是 22 ℃左

右，3 岁以下婴幼儿可用量床测量身长（身高）（卧位时颅顶点到脚跟的垂

直长度）。

  单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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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一）测量方式

针对 1 周岁以内的婴幼儿站不直或站立的姿势不是很正

确，要以平卧测量身长（身高）为主。选用标准的量床（见

图 1-3），在测量时，婴幼儿取卧位，家长辅助其脱去鞋、袜、

帽，使婴幼儿穿单衣裤仰卧于量床底板中线，将婴幼儿的头扶

正，使两耳在同一水平线上，并将其腿轻轻拉直。测量时以厘

米为单位，测量读数精确到 0.1 cm。

针对 1 周岁以上能够正常、自如行走的幼儿，测量身长

（身高）可采用站立式，在墙上用米尺标记刻度后，进行测量

即可。测量时以厘米为单位，测量读数精确到 0.1 cm。

图 1-3  婴幼儿测量身长（身高）量床

在给婴幼儿测量身长（身高）时，测量时间不同，

其身长（身高）可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上午测量的

要比下午测量的高 1 cm 左右。

贴心提示

（二）测量时的注意事项

（1）室内要清洁，光线要充足，温度要适宜。

（2）测量时要脱掉婴幼儿的帽子、鞋子、厚实的衣服。

（3）在设备操作过程中，不能太用力。

（4）建议一个月为婴幼儿测量一次身长（身高）。

（5）固定测量时间，建议每天晨起后测量身长（身高），这

时测出的数值是最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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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令人发愁的甜甜

甜甜是一个 9 个月大的女婴，长得十分漂亮，且讨人喜欢。平时爸爸妈

妈都视她为掌上明珠，但是唯一不足的是，甜甜的身高要比同龄的孩子矮

一大截。甜甜的爸爸、妈妈在同龄人中也不是矮个子，为什么甜甜的身高

会比同龄的孩子矮不少呢？这让甜甜的父母很是不解。

练习1   请你根据上面的案例说一说应该如何测量甜甜的身高。

练习2   在测量甜甜的身高时，需要注意什么？

学而实习之

三   婴幼儿身长（身高）的评估

家长可以通过婴幼儿生长发育曲线来了解婴幼儿的生长发育状况。婴幼儿

身长（身高）生长曲线（见图 1-4 和图 1-5）是由若干条曲线组成的。

图 1-4  0～5岁女童身长（身高）生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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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图 1-5  0～5岁男童身长（身高）生长曲线

在 5 条曲线中，最下面的一条曲线为 -3 号线，若婴幼儿身长（身高）低

于这一水平，有可能是婴幼儿身长（身高）发育迟缓。最上面的一条曲线为

+3 号线，若婴幼儿身长（身高）高于这一水平，有可能是婴幼儿身长（身高）

发育过快。中间的一条曲线为 0 号线，代表的是婴幼儿身长（身高）发育的平

均值。

家长可将婴幼儿身长（身高）的测量结果描绘在生长曲线上，并连成一条

曲线。家长可以通过曲线图，直观地了解婴幼儿的生长发育情况，只要婴幼儿

身长（身高）发育一直在正常值范围内，家长就不用担心。

婴幼儿的身长（身高）与遗传、饮食习惯等因素有关，每位婴幼儿

的生长发育曲线都各不同。即使婴幼儿的身长（身高）曲线在平均值曲

线之下、最低值曲线之上，但只要一直在匀速顺时增长就是正常的。平

均值曲线不是判断发育正常与否的绝对标准。

贴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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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说一说测量婴幼儿身长（身高）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模块检测

模块三  婴幼儿体重的测量与评估

模块目标

 掌握婴幼儿体重的测量方式；

 熟知婴幼儿体重的评估；

 掌握婴幼儿体重测量时的注意事项。

模块学习

定期测量体重可了解婴幼儿的生长发育状况，并可作为指导婴幼儿喂养及

早期发现疾病的依据。可将定期测量的体重绘成体重增长曲线并进行比较，以

便了解婴幼儿的体重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一   婴幼儿体重概述

婴幼儿体重是指婴幼儿全身的组织、器官和体液的总和，即身体的总重量，

体重代表婴幼儿的肌肉、骨骼、皮下脂肪和内脏重量及其增长的综合情况。它

是反映婴幼儿营养状况和临床计算用药量的重要依据。

新生儿在出生时的平均体重大约为 3 kg，但也有可能出现生理性体重下降，

即出生后 3 ～ 4 天会出现暂时性的体重下降，体重会减少 3% ～ 9%。到出生后

7 ～ 10 天，会恢复到出生时的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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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婴幼儿的体重增长速度较快，婴儿满月时，体重增加 

1.0 ～ 1.1 kg。出生后的第 2 ～ 3 个月，每月平均增重 0.5 kg。

4 ～ 6 个月，平均每月增重 0.45 ～ 0.75 kg。7 ～ 12 个月，平均

每月增重 0.22 ～ 0.37 kg，全年共增重约 6.5 kg。2 岁时体重约

为出生时的 4 倍。

用体重来评价婴幼儿的健康状况和营养状况时，可采用下

列方法：

（1）按年龄分组。用体重的平均值作为标准，按婴幼儿年

龄分组，用平均值的 ±10% 作为正常范围值。

① 若超过平均值的 10% 即为超重。

② 若超过平均值的 20% 即为肥胖。

③ 若低于平均值的 15% ～ 25% 即为轻度营养不良。

④ 若低于平均值的 25% ～ 40% 即为中度营养不良。

⑤ 若低于平均值的 40% 以上即为重度营养不良。

（2）按身长（身高）分组。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不

区分年龄和性别，用不同婴幼儿身长（身高）所应有的体重为

基准，用百分位数法列表，按照婴幼儿的身长（身高）值查出

标准体重。若所测婴幼儿的体重在第 20 个百分位数到第 80 个

百分位数，则表明该婴幼儿的体重在正常范围内。

一般而言，婴幼儿的体重在 ±10% 波动或在平均值

加减 2 个标准差范围内均为正常。

贴心提示

二   婴幼儿体重的测量

（一）测量方式

婴幼儿的体重测量应选用专用的婴幼儿电子体重秤（见 

图 1-6）。将婴幼儿专用电子体重秤平稳地放在一个台面上。脱

去婴幼儿身上多余的衣物，仅穿着单衣进行测量。若因室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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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无法脱去婴幼儿衣物，可先让婴幼儿穿衣测量后再扣除衣服重量即可得知婴

幼儿的实际重量。

图 1-6  婴幼儿电子体重秤

阅读拓展

0 ～ 3岁婴幼儿体重参照标准值

2009 年 6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布《中国 7 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参照标准》。家长可参考表 1-3 和表 1-4

的数据评估婴幼儿体重是否正常。

表1-3  0 ～ 3岁女婴幼儿体重参照标准值

月龄 -3 SD -2 SD -1 SD 中位数 +1 SD +2 SD +3 SD

0 2.26 2.54 2.85 3.21 3.63 4.10 4.65

1 2.98 3.33 3.74 4.20 4.74 5.35 6.05

2 3.72 4.15 4.65 5.21 5.86 6.60 7.46

3 4.40 4.90 5.47 6.13 6.87 7.73 8.71

4 4.93 5.48 6.11 6.83 7.65 8.59 9.66

5 5.33 5.92 6.59 7.36 8.23 9.23 10.38

6 5.64 6.26 6.96 7.77 8.68 9.73 10.93

7 5.90 6.55 7.28 8.11 9.06 10.15 11.40

8 6.13 6.79 7.55 8.41 9.39 10.51 11.80

9 6.34 7.03 7.81 8.69 9.70 10.86 12.18

10 6.53 7.23 8.03 8.94 9.98 11.16 12.52

11 6.71 7.43 8.25 9.18 10.24 11.46 12.85

  单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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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续表

月龄 -3 SD -2 SD -1 SD 中位数 +1 SD +2 SD +3 SD

12 6.87 7.61 8.45 9.40 10.48 11.73 13.15

15 7.34 8.12 9.01 10.02 11.18 12.50 14.02

18 7.79 8.63 9.57 10.65 11.88 13.29 14.90

21 8.26 9.15 10.15 11.30 12.61 14.12 15.85

24 8.70 9.64 10.70 11.92 13.31 14.92 16.77

27 9.10 10.09 11.21 12.50 13.97 15.67 17.63

30 9.48 10.52 11.70 13.05 14.60 16.39 18.47

33 9.86 10.94 12.18 13.59 15.22 17.11 19.29

36 10.23 11.36 12.65 14.13 15.83 17.81 20.10

表1-4  0 ～ 3岁男婴幼儿体重参照标准值

月龄 -3 SD -2 SD -1 SD 中位数 +1 SD +2 SD +3 SD

0 2.26 2.58 2.93 3.32 3.73 4.18 4.66

1 3.09 3.52 3.99 4.51 5.07 5.67 6.33

2 3.94 4.47 5.05 5.68 6.38 7.14 7.97

3 4.69 5.29 5.97 6.70 7.51 8.40 9.37

4 5.25 5.91 6.64 7.45 8.34 9.32 10.39

5 5.66 6.36 7.14 8.00 8.95 9.99 11.15

6 5.97 6.70 7.15 8.41 9.41 10.50 11.72

7 6.24 6.99 7.83 8.76 9.79 10.93 12.20

8 6.46 7.23 8.09 9.05 10.11 11.29 12.60

9 6.67 7.46 8.35 9.33 10.42 11.64 12.99

10 6.86 7.67 8.58 9.58 10.71 11.95 13.34

11 7.04 7.87 8.80 9.83 10.98 12.26 13.68

12 7.21 8.06 9.00 10.05 11.23 12.54 14.00

15 7.68 8.57 9.57 10.68 11.93 13.32 14.88

18 8.13 9.07 10.12 11.29 12.61 14.09 15.75

21 8.61 9.59 10.69 11.93 13.33 14.90 16.66

24 9.06 10.09 11.24 12.54 14.01 15.67 17.54

  单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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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月龄 -3 SD -2 SD -1 SD 中位数 +1 SD +2 SD +3 SD

27 9.47 10.54 11.75 13.11 14.64 16.38 18.36

30 9.86 10.97 12.22 13.64 15.24 17.06 19.13

33 10.24 11.39 12.68 14.15 15.82 17.72 19.89

36 10.61 11.79 13.13 14.65 16.39 18.37 20.64

（二）测量时的注意事项

（1）室内要清洁，光线要充足，温度要适宜。

（2）测量时要脱掉婴幼儿的鞋、帽等衣物。

（3）婴幼儿电子秤应水平放置。

（4）测量最佳时间是清晨起床、空腹、排便后。

（5）测量时要注意婴幼儿的安全防护，防止其从秤上坠落。

三   婴幼儿体重的评估

家长可用生长发育曲线来检测婴幼儿的体重发育是否符合健康的标准。婴

幼儿体重增长曲线如图 1-7 和图 1-8 所示。

图 1-7  0～5岁男婴幼儿体重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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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图 1-8  0～5岁女婴幼儿体重增长曲线

婴幼儿的体重增长曲线是由若干条连续曲线组成的。在 5 条曲线中，最下

面的一条曲线为 -3 号线，若婴幼儿体重低于这一水平，有可能是婴幼儿体重

增长迟缓。最上面的一条曲线为 +3 号线，若婴幼儿体重高于这一水平，有可

能是婴幼儿体重增长过快。中间的一条曲线为 0 号线，它代表婴幼儿体重的平

均值。

家长可将婴幼儿体重的测量结果描绘在曲线图上，并连成一条曲线。部分

婴幼儿的体重增长得比较快，曲线斜率较大，但只要一直在正常值范围内则婴

幼儿就是健康的。

双 双 的 体 重

双双刚出生时只有 2.3 kg。爸爸妈妈对双双的饮食十分重视，每日保证

充足的母乳喂养。在双双半岁后开始添加辅食时，妈妈每日还学习大量的

育儿知识，给双双做多种多样的辅食。1 岁后双双长得胖胖的，与同龄的幼

儿差不多。

学而实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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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1   请你根据上面的案例说一说应该如何给双双测量体重。

练习2   请你根据双双现在的体重进行评价。

请你说一说测量婴幼儿体重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模块检测

模块四 婴幼儿头围、胸围、坐高的测量与评估

模块目标

 掌握婴幼儿头围、胸围、坐高测量的方式；

 可熟练地对婴幼儿头围和胸围进行评估；

 掌握婴幼儿头围、胸围、坐高测量时需注意的事项。

模块学习

婴幼儿身体各器官、系统的发育，可用相应的测量值来表示其变化。例如，

可通过测量其头围、胸围、坐高，来观测婴幼儿生长体格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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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一   婴幼儿的头围、胸围和坐高的概念

（一）头围

婴幼儿头围是指绕头一周的最大长度，通常是评估头部的

大小。头围表示婴幼儿颅与脑发育的情况，是判断大脑发育障

碍的主要依据。若头围过大，增长速度快，有可能是脑积水；

若头围过小，有可能是脑发育不全或小头畸形。

新生儿出生时的头围平均值是 34 cm，第一年的前 3 个月与

后 9 个月增加量基本相同，1 岁时头围较出生时增加约 12 cm，

2 岁仅增加 2 cm，3 ～ 4 岁共增加 1.5 cm，2 ～ 14 岁增加总量

仅为 6 ～ 7 cm。因此，测量 2 岁内婴幼儿的头围尤为重要。

（二）胸围

婴幼儿胸围是指沿乳头下边缘水平围绕胸一周的最大长度。

胸围表示婴幼儿胸廓、胸部骨骼、胸肌、背肌和脂肪层的发育

情况。若胸围过小，有可能是婴幼儿胸内心、肺器官发育差；

若胸围过大，有可能是婴幼儿患佝偻病造成的“鸡胸”。

（三）坐高

婴幼儿坐高是指从头顶至坐骨结节的高度。坐高表示婴幼

儿头颅与脊柱的发育情况。

新生儿出生时的坐高平均值是身高的 66%，4 岁时坐高是身

高的 60%，6 ～ 7 岁时坐高占身高的百分数则小于 60%。

二   婴幼儿头围、胸围、坐高的测量

（一）测量方式

1. 头围测量

一般采用无伸缩性的软尺测量，测量者位于婴幼儿右侧或

正前方，被测婴幼儿取坐位，将软尺的 0 点固定在婴幼儿一侧

眉弓上缘处，将软尺紧贴头皮绕枕骨粗隆及另一侧眉弓上缘回

至 0 点，获得最大头围径。测量时读数精确到 0.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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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红 的 帽 子

红红是一个 2 岁的幼儿，最近天气变凉了，奶奶找来了红红 1 岁时戴

过的帽子，怎么也戴不上，奶奶不停地说：“哎呀，我们的小宝贝，长得真

快，现在戴不了之前的帽子了。”

练习1   根据上面的案例说一说，你应该如何为红红测量头围。

练习2   说一说你是如何评估红红的头围的。

学而实习之

2. 胸围测量

测量时，被测婴幼儿取卧位或立位，测量者位于婴幼儿前方或右侧，婴幼

儿双手自然下垂，双眼平视。测量者将软尺的0点固定于婴幼儿一侧乳头下缘，

将软尺紧贴皮肤，经两侧肩胛骨下缘回到 0 点，取婴幼儿平静呼、吸气时的中

间读数。测量时读数精确到 0.1 cm。

3. 坐高测量

（1）3 岁以下的婴幼儿取仰卧位时测量顶臀长，测量者一只手提起婴幼儿

的小腿使其膝关节屈曲，大腿与底板垂直而骶骨紧贴底板，测量者的另一只手

移动足板紧压臀部。测量时读数精确到 0.1 cm。

（2）3 岁以上婴幼儿测量方法与成人相同，测量时使用坐高计。婴幼儿身

体先前倾使骶部紧靠测量板，再挺身坐直，大腿与躯体垂直，膝关节屈曲成直

角，两脚平放在地面上。测量时读数精确到 0.1 cm。

坚持做操的超超

明明的妈妈和超超的妈妈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明明和超超都是 2 岁半

的小男孩，但明明比超超大 10 天。有一次，小区举行亲子活动，要求小孩

学而实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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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子要穿一样的衣服。明明的妈妈和超超的妈妈为他们拿了

大小一样的衣服，这时才发现，两人高矮胖瘦看上去都差

不多，但同样的背心，明明穿着比较宽松，超超穿上就很

贴身，而超超看上去并不比明明胖呀，超超的妈妈自豪地

说，最近一段时间家人要求超超每天都要坚持做操。

练习1   根据上面的案例说一说，你应该如何为超超和

明明测量胸围。

练习2   说一说你是如何评估明明和超超的胸围的。

（二）测量时的注意事项

1. 头围测量的注意事项

（1）若婴幼儿戴着帽子，则应先脱掉帽子再进行测量。

（2）若女孩扎有小辫，应解开辫子。

（3）应做好测量记录，记录读数精确到 0.1 cm。

（4）测量室内应清洁，光线充足。

2. 胸围测量的注意事项

（1）测量室内要清洁，光线充足。

（2）不要在婴幼儿哭泣时测量。

测 胸 围 时，6 月 龄 以 内 的 婴 幼 儿 每 月 测 量 一 次，

7 ～ 12 月龄的婴幼儿每两个月测量一次，1 ～ 2 岁的婴幼

儿每 3 个月测量一次，2～ 3 岁的婴幼儿每半年测量一次。

贴心提示

3. 坐高测量的注意事项

（1）测量时大腿必须与地面平行并与小腿成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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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右肩胛间的脊柱和骶部要保持在一条垂直线上。

（3）头部应处于眼耳平面。

三   婴幼儿头围、胸围、坐高的评估

（一）头围的评估

家长可根据 2009 年 6 月 2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发布的《中国 7 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参照标准》中有关 0 ～ 3 岁婴幼儿

的头围标准值（见表 1-5 和表 1-6）进行评估。评估标准如下：

（1）若测量值在“中位数”，则表示处于群体中的平均水平。

（2）若测量值在“+1 SD ～ +2 SD”或“-2 SD ～ -1 SD”，则分别为“偏

大”或“偏小”，代表了 27.4% 的婴幼儿。

（3）若测量值在“+2SD ～ +3SD”或“-3SD ～ -2SD”，则分别为“大”

或“小”，代表了 4.6% 的婴幼儿。

（4）有极少数婴幼儿在 3 个标准偏差（<-3SD 或 >+3SD）外，该比例小

于 0.5%。

表1-5  0 ～ 3岁男婴幼儿头围标准值

月龄 -3	SD -2	SD -1	SD 中位数 +1	SD +2	SD +3	SD

0 30.9 32.1 33.3 34.5 35.7 36.8 37.9

1 33.3 34.5 35.7 36.9 38.2 39.4 40.7

2 35.2 36.4 37.6 38.9 40.2 41.5 42.9

3 36.7 37.9 39.2 40.5 41.8 43.2 44.6

4 38.0 39.2 40.4 41.7 43.1 44.5 45.9

5 39.0 40.2 41.5 42.7 44.1 45.5 46.9

6 39.8 41.0 42.3 43.6 44.9 46.3 47.7

7 40.4 41.7 42.9 44.2 45.5 46.9 48.4

8 41.0 42.2 43.5 44.8 46.1 47.5 48.9

9 41.5 42.7 44.0 45.3 46.6 48.0 49.4

10 41.9 43.1 44.4 45.7 47.0 48.4 49.8

11 42.3 43.5 44.8 46.1 47.4 48.8 50.2

  单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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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续表   

月龄 -3	SD -2	SD -1	SD 中位数 +1	SD +2	SD +3	SD

12 42.6 43.8 45.1 46.4 47.7 49.1 50.5

15 43.2 44.5 45.7 47.0 48.4 49.7 51.1

18 43.7 45.0 46.3 47.6 48.9 50.2 51.6

21 44.2 45.5 46.7 48.0 49.4 50.7 52.1

24 44.6 45.9 47.1 48.4 49.8 51.1 52.5

27 45.0 46.2 47.5 48.8 50.1 51.4 52.8

30 45.3 46.5 47.8 49.1 50.4 51.7 53.1

33 45.5 46.8 48.0 49.3 50.6 52.0 53.3

36 45.7 47.0 48.3 49.6 50.9 52.2 53.5

表1-6  0 ～ 3岁女婴幼儿头围标准值

月龄 -3	SD -2	SD -1	SD 中位数 +1	SD +2	SD +3	SD

0 30.4 31.6 32.8 34.0 35.2 36.4 37.5

1 32.6 33.8 35.0 36.2 37.4 38.6 39.9

2 34.5 35.6 36.8 38.0 39.3 40.5 41.8

3 36.0 37.1 38.3 39.5 40.8 42.1 43.4

4 37.2 38.3 39.5 40.7 41.9 43.3 44.6

5 38.1 39.2 40.4 41.6 42.9 44.3 45.7

6 38.9 40.0 41.2 42.4 43.7 45.1 46.5

7 39.5 40.7 41.8 43.1 44.4 45.7 47.2

8 40.1 41.2 42.4 43.6 44.9 46.3 47.7

9 40.5 41.7 42.9 44.1 45.4 46.8 48.2

10 40.9 42.1 43.3 44.5 45.8 47.2 48.6

11 41.3 42.4 43.6 44.9 46.2 47.5 49.0

12 41.5 42.7 43.9 45.1 46.5 47.8 49.3

15 42.2 43.4 44.6 45.8 47.2 48.5 50.0

18 42.8 43.9 45.1 46.4 47.7 49.1 50.5

21 43.2 44.4 45.6 46.9 48.2 49.6 51.0

  单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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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月龄 -3	SD -2	SD -1	SD 中位数 +1	SD +2	SD +3	SD

24 43.6 44.8 46.0 47.3 48.6 50.0 51.4

27 44.0 45.2 46.4 47.7 49.0 50.3 51.7

30 44.3 45.5 46.7 48.0 49.3 50.7 52.1

33 44.6 45.8 47.0 48.3 49.6 50.9 52.3

36 44.8 46.0 47.3 48.5 49.8 51.2 52.6

（二）胸围的评估

新生儿出生时的胸围平均值是 32 cm，比头围小 1 ～ 2 cm。1 岁时胸围和

头围大致相等。1岁后胸围大于头围的数值（以cm表示）约等于周岁数减去1。

（三）坐高的评估

婴幼儿在 1 岁时，坐高指数大约为 65；幼儿在 2 岁时，坐高指数大约为

64。根据该指数，可将个体的体型分为长躯型、中躯型和短躯型。

坐高指数计算公式为

坐高指数＝坐高（cm）÷ 身高（cm）×100

阅读拓展

儿童体格发育调查

根据 7 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得到 0 ～ 7 岁儿童身高和坐高的统计

比值（见表 1-7）。

表1-7  0 ～ 7岁儿童身高和坐高的统计比值

年  龄 郊区婴幼儿 城区婴幼儿

0 ～ 3 天 66 67

6 个月 64 64

1 岁 62 62

2 岁 60 60

6 ～ 7 岁 56 55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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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模块检测

请你说一说在给婴幼儿测量头围和胸围时应该注意的

问题。

测量头围应注意的问题：

测量胸围应注意的问题：

模块五  婴幼儿生长发育指标的评价

模块目标

 掌握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评价常用方法；

 能根据评价给予家长科学的指导。

模块学习

婴幼儿期是生长发育的快速时期，应充分了解婴幼儿的生

长发育规律和特点，以便正确地评价其生长发育状况，促进婴

幼儿的健康成长。

一   婴幼儿生长发育评价的标准

婴幼儿正处于快速生长发育的阶段，只有充分地了解婴幼

儿生长发育的规律和特点，才能给予婴幼儿正确的评价和确定

其生长发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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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的评价标准是评价集体或个体婴幼儿生长发育状况的统一尺度，

是在某一段时间对一定的地区范围内有代表性的婴幼儿就某几项发育指标进行

大量的测量，并将测量数值做出统计处理。一般而言，生长发育的评价标准是

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二   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评价常用方法

（一）指数评价法

指数评价法是根据人体各部位之间的比例关系，用数学公式将几项有关身

体发育的指标联系起来，以了解婴幼儿生长发育状况的一种方法。在婴幼儿身

体发育的评价中，常用指数有以下三种：

1. 身长（身高）体重指数

身长（身高）体重指数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大。用公式表示为

身长（身高）体重指数 = 体重（g）÷ 身高（cm）

例如，婴幼儿出生时，身长（身高）体重指数约为 62，1 岁时约为 120，2 岁

时约为 138，6 岁时约为 160。身长（身高）体重指数大，则说明体重相对较重。

2. 身长（身高）胸围指数

身长（身高）胸围指数是一个体质指数，用公式表示为

身长（身高）胸围指数 = 胸围（cm）÷ 身高（cm）×100

当婴幼儿身长（身高）增加时，胸廓也随之发育，呼吸功能增强。粗壮型

的婴幼儿，此指数较高；瘦长型的婴幼儿，此指数较低。

考泊（Kaup）指数是评价婴幼儿营养状况的指标，用公式表示为

考泊指数 =［体重（kg）÷ 身长 2（cm）］×104

一般来说，考泊指数为 15 以下，婴幼儿有瘦小的倾向。考泊指数为

15 ～ 18，则表明婴幼儿正常。考泊指数为 18 以上，婴幼儿有肥胖倾向。

贴心提示

3. 身长（身高）坐高指数

身长（身高）坐高指数是指身体上下长度的比例，用公式表示为

身长（身高）坐高指数 = 坐高（cm）÷ 身高（cm）×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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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但随着婴幼儿年龄的增加，上身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小，下身

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肢体发育与躯干发育异常的婴幼儿，其身

长（身高）坐高指数与生长发育标准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欢欢的体格发育情况

在一家早教机构里，照护人员正在给婴幼儿进行体格

测量，其中一名男孩名叫欢欢，2 岁半，测量结果为：身

高 85 cm，体重 13 kg，头围 50 cm，胸围 49 cm。

练习   请你根据上面的案例说一说欢欢的生长发育

是否正常。

学而实习之

（二）发育高差评价法

发育高差评价法是评价婴幼儿生长发育较常用的方法，是

将婴幼儿的发育数值和作为标准的均值及标准差进行比较，以

评价婴幼儿发育状况的方法。根据与该均值差异的大小和高

低，评定该婴幼儿的发育状况是良好还是低下。常用的方式有

发育等级评价法、发育曲线图评价法等。发育等级评价法是最

常用的发育高差评价法之一。它以均值（ ）为基准值，以标

准差（S）为离散距，制定生长发育评价标准。在进行评价时，

将婴幼儿各项发育指标的实测数值与当地发育标准中同年龄、

同性别相应指标的均值做比较，将其差数除以标准差，以获得

超过或低于均值的标准差数，然后评定其等级。我国常用的五

等级评价标准见表 1-8。

表1-8  我国常用的五等级评价标准

等	 	 级 标	 	 准

上等 ＋ 2S 以上

中上等 ＋ S ～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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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等	 	 级 标	 	 准

中等 +S ～（ -S）

中下等 （ -S）～（ -2S）

下等 -2S 以下

发育等级评价法常用的指标是身高和体重。婴幼儿的身高、体重数值在

±2S 范围内可视为正常，大约 95% 的婴幼儿均属此类。但在 ±2S 范围以外

的婴幼儿也不能简单地判定为异常，需要定期连续观察，并结合体格检查做出

结论。

在集体机构，可先评定出每个婴幼儿各项指标的发育等级，然后统计每项

指标中各发育等级的人数和占集体总数的百分比，从而看出不同发育水平的比

例。这对评价集体婴幼儿的营养水平、健康和发育状况有一定价值。

（三）百分位数评价法

百分位数评价法是以某发育指标的第 50 个百分位数为基准值，以其余百分

位数为离散值，制定生长发育标准，对个体或集体婴幼儿的发育水平进行评价的

一种方法。通常以 3，10，25，50，75，90，97 这 7 个百分位数值划分发育等级。

若个体婴幼儿某些发育指标的测量值低于第3个百分位数或高于第97个百分位数，

则应进行严密的定期追踪观察，并结合体格检查以确定其是否属于发育异常。

（四）发育年龄评价法

发育年龄评价法是指用身体某些发育指标的水平制定标准年龄来评价婴幼

儿身体发育状况的方法。由于婴幼儿之间在成熟类型和生长类型上存在差异，

婴幼儿的实际年龄不能准确地反映生长发育的程度，而形态年龄如身高年龄、

体重年龄、牙齿年龄和骨质年龄等各种发育年龄，都可被用来评价婴幼儿生长

发育的状况。

阅读拓展

BMI生长曲线观测

BMI 指数也称肥胖指数标准。BMI 生长曲线最好能保持在 2 ～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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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平稳地前进。一旦超出正常值（3 ～ -3 号线）或递增（减）速度过

快，就要带婴幼儿到医院检查。0 ～ 5 岁女婴幼儿 BMI 生长曲线和男婴幼

儿 BMI 生长曲线见图 1-9 和图 1-10。

图 1-9  0～5岁女婴幼儿BMI 生长曲线

图 1-10  0～5岁男婴幼儿BMI 生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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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说一说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评价的常用方法。

模块检测

模块六 婴幼儿发育迟缓的干预

模块目标

 熟知婴幼儿的发育特点；

 掌握婴幼儿发育迟缓的表现；

 能正确地对发育迟缓的婴幼儿进行干预。

模块学习

发育迟缓是指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发育速度放慢或是发育顺序异常等

现象。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婴幼儿发育迟缓率高达 9.9%，婴幼

儿发育迟缓可能会导致智力低下、语言功能障碍、行动能力障碍、注意力不集

中等。

一   婴幼儿发育的特点

（一）动作发育的特点

婴幼儿的动作发展是无规律的和不协调的。婴幼儿动作发育的特点见 

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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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格生长发育测量与评估项目一

表1-9  婴幼儿动作发育的特点

年	 	 龄 动作发育的特点

2 个月 能俯卧抬头、交替踢脚

3 个月
在仰卧时，头可以自由活动；扶立髋关节时，膝关节弯

曲；胸前玩手和观看手

4 个月
在仰卧位扶起时，头和躯干保持一个平面，可以自由转

头；手可以支撑上身数分钟

5 个月 可以靠坐；稍微控制腰部肌肉，可以自行尝试翻身

6 个月 可以手撑坐；手眼协调，可以换手

7 个月 可以独坐片刻，身体前倾

8 个月
可以坐稳，并左右转身；可以撑起胸腹；可以上肢拖着下

肢爬行；可以扶下肢直立片刻

9 个月 抛物时，可以自行站立

10 个月
可以扶走；可以拇指、食指抓握；可以随意放下玩具；可

以撕纸

11 个月 可以独站片刻

12 个月 可以手膝爬行

15 个月 可以稳步独走，不停步；可以用小勺

1.5 岁 可以爬上楼梯；可以登台阶；可以搭积木；可以脱袜子

2 ～ 3 岁
可以跑、跳；可以用杯子喝水，可以用小勺吃东西；可以

一页页翻书，模仿涂画

（二）感知觉发育的特点

 婴幼儿感知觉发育的特点见表 1-10。

表1-10  婴幼儿感知觉发育的特点

年	 	 龄 感知觉发育的特点

3 ～ 5 周 眼睛可以集中 5	s；能对强烈气味表示不愉快

6 ～ 8 周 眼睛可以凝视光源；可以辨别声音方向并转头

3 个月 眼睛可以集中 7 ～ 10	min；可以头耳协调

4 ～ 5 个月 对食物的改变非常敏感

	6 个月 可以手眼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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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龄 感知觉发育的特点

7 个月 有皮肤感觉定位能力

8 ～ 9 个月 可以看 3 ～ 3.5	m 范围内的人物活动；可以确定声音方向，区分声音意义

1 岁 可以听懂自己的名字；可以学样发音

1.5 岁 可以注视 3	m 远的小玩具；可以区分各种气味

2 ～ 3 岁
可以感知事物的大小、距离、方向和位置，区分垂直与水平，视力可达到

0.5；可以听懂简单的“吩咐”；可以通过触觉区分软、硬、冷、热

（三）语言发展的特点

婴幼儿语言发展的特点见表 1-11。

表1-11  婴幼儿语言发展的特点

年	 	 龄 语言发展的特点

6 ～ 8 周 可以哭声分化

4 ～ 5 个月 可以牙牙学语

8 ～ 9 个月 可以听懂一些话

1 岁 可以将自己理解的词语说出来

1.5 ～ 2 岁 可以说双字词和三字词

2 ～ 3 岁 可以说代词“你”“我”，是口语学习的关键时期

丹 丹 的 表 达

丹丹是一名 3 岁的小朋友，平时爸爸、妈妈工作忙，对丹丹的照料都是

由奶奶和爷爷负责。在平时的说话中，丹丹能快速地回答爸爸、妈妈选择

性或指令性的问题，如这件事情要不要这样做，这个东西能不能吃，等等。

但对于那些不是指令性的问题，丹丹不能用语言和词汇来表达。

学而实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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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请你根据上面的案例说一说丹丹的语言发展是

否正常，应该如何进行指导。

（四）注意发展的特点

婴幼儿注意发展的特点见表 1-12。

表1-12   婴幼儿注意发展的特点

年	 	 龄 注意发展的特点

3 ～ 5 周 出现了注意

3 个月 可以注意新鲜事物，短时记忆

4 ～ 5 个月 可以对事物认知，保持 10 天左右可再认

6 个月 可以短时集中注意

1 岁 随意注意开始萌芽（15	s）

2 ～ 3 岁 可以集中注意 10 ～ 20	min

阅读拓展

婴幼儿听觉发育和语言发育

婴幼儿听觉发育与婴幼儿语言发育有着直接的关联。

具有听力障碍的婴幼儿若不能在语言发育的关键期得到

确诊和干预，有可能会因聋导致失语。医护人员或家长

可用简单的发声工具或听力器对婴幼儿进行听力筛查测

试，对年龄较大的婴幼儿可以用秒表或测听器进行筛查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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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婴幼儿发育迟缓的表现与干预

（一）动作发育迟缓

1. 动作发育迟缓的表现

婴幼儿动作发育迟缓的表现见表 1-13。

表1-13  婴幼儿动作发育迟缓的表现

年	 	 龄 动作发育迟缓的表现

1 个月 头常常往后面仰，在成人扶坐时竖不起来

3 个月 还不能抬头

4 个月 手指紧握拳，拇指内收紧贴手掌

5 个月 俯卧时前臂不能支撑自己的身体

6 个月 在成人扶立时足跟不能落地

8 个月 自己还不能独坐

2. 动作发育迟缓的干预

（1）保证婴幼儿的营养充足和营养均衡，营养不充足和不均衡会影响身体

发育，减缓动作的发育。

（2）进行感官训练，提高婴幼儿的感官灵敏度和身体各部位的协调发展。

（3）加强动作的重复训练，刺激幼儿大脑，促进婴幼儿的动作发展。

（二）注意发展迟缓

1. 注意发展迟缓的表现

（1）在从事一项活动时喜欢东张西望。

（2）对外界的声源十分敏感，只要听到声音，眼睛就会立刻循声而去。

（3）在活动时好动，安静不下来。

2. 注意发展迟缓的干预

（1）培养婴幼儿的自我约束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从而延长其注意的时间。

（2）捕捉兴趣爱好，在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吸引和教导婴幼儿。

（3）在与幼儿游戏时，引导婴幼儿用目光注视，保证其倾听时注意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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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知觉发育迟缓

1. 感知觉发育迟缓的表现

（1）哭泣异常。

（2）睡眠时间过长。

（3）进食困难或吸吮能力差。

（4）对外部刺激的反应较慢。

2. 感知觉发育迟缓的干预

（1）改善生活环境，使婴幼儿在生活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和关怀。

（2）确保婴幼儿营养均衡。

（3）对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照护者应根据情

况给予特殊治疗。

（四）语言发展迟缓

1. 语言发展迟缓的表现

（1）能发出一些简单音节，但不能组词。

（2）对语言学习的速度慢。

（3）7 个月不会发“ba”“ma”音。

（4）1 岁还不会叫“爸爸”或“妈妈”。

（5）2 岁左右不会说短句。

婴幼儿语言发展迟缓分为表达性语言发展迟缓和

感受性语言发展迟缓两种，前者是婴幼儿能理解语言

但不能表达，后者是婴幼儿既不能理解语言也不能

表达。

贴心提示

2. 语言发展迟缓的干预

（1）创设多种语言环境。家长应与婴幼儿多进行交流，增

强婴幼儿与成人交流的欲望。

（2）音乐疗法。有关研究表明，音乐疗法可以改善婴幼儿

的心理状态，帮助婴幼儿抒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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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励婴幼儿语言模仿。婴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基本是通过模仿习得的，

应加强对其语言的引导、训练。

模块检测

请你说一说婴幼儿发育迟缓都有哪些表现，应该如何进行干预。

发育迟缓的表现：

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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