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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量体温量哪里比较准温度计在哪里量更准确-股识吧

一、测量体温口腔和腋下哪个比较准确

口腔和腋下在正确操作下测量体温都是准确的。
每次用腋温测时，中间不能间断，必须一直加紧体温计至10分钟才是最准确的。
若是以口腔测量的话不可饮食、交谈、以使口腔内体温稳定。
体温测量是诊断疾病时常用的检查方法，有口腔测温、腋下测温和肛门测温三种。
正常值体温：口腔温度是36.5℃至37.5℃，腋下比口腔低0.5℃，肛门比口腔高0.5℃
。
异常结果：口腔温度不在36.5℃至37.5℃，腋下不在36-37℃，肛门不在37-38℃。
扩展资料：正常人的体温是相对恒定的，它通过大脑和丘脑下部的体温调节中枢，
调节和神经体液的作用，使产热和散热保持动态平衡。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体温升高时，机体通过减少产热和增加散热来维持体温相对恒
定；
反之，当体温下降时，则产热增加而散热减少，使体温维持在正常水平。
正常体温不是一个具体的温度点，而是一个温度范围。
机体深部的体温较为恒定和均匀，称深部体温；
而体表的温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变化和差异较大，称表层温度。
临床上所指的体温是指平均深部温度。
一般以口腔、直肠和腋窝的体温为代表，其中直肠体温最接近深部体温。
人体正常体温平均在36～37℃之间，超出37.1℃就是发热，37.3～38℃是低烧，38.1
～40℃是高烧。
40℃ 以上随时有生命危险。
参考资料来源：股票百科-体温测量参考资料来源：股票百科-正常体温

二、温度计在哪里量更准确

对于测量体温，可测口腔、腋下、直肠。
其中直肠最接近人体内温度，但由于测量不便，一般测量腋下温度（此属体表温度
、略低），因此一般测出腋下温度后加0.5度

三、体温表放在哪量比较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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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表（肛表）插入肛门测得肛温最接近体内温度，但不方便。
一般比口腔温度高0.3℃～0.5℃。
体温表（口表）测得口腔温度，比较接近体内温度，但有危险，特别是小儿禁止使
用。
正常值为：36.3℃～37.2℃
体温表（腋表）测得腋下体温，只反映体表温度，但很方便，所以普遍使用。
腋窝温度较口腔温度低0.3℃～0.6℃

四、小孩发烧量体温量哪里比较准确?

腋下温度加上0.5度代表体内温度，只要在 36.2-37.5都是正常的温度.正常情况下人
体每天可以有0.5-1度的波动.测量的时候一定测量10分钟，而且一定要夹紧，保证
测量准确啊.

五、四个月宝宝应该在哪里量体温最准确，且易量

宝宝测体温都是测腋下的，建议用传统的水银体温计会准确些。
把体温计夹在宝宝液下8-10分钟，如果是衣着多的话，要注意散热以免影响测温结
果

六、量体温量哪最准？

新生儿测量体温的话，可以用电子体温计，速度比较快，一分钟就可以搞定，可以
选择在宝宝的脖子处，或是腋窝处进行测量，也可以通过口腔进行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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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多久才能卖完》
下载：冬天量体温量哪里比较准.doc
更多关于《冬天量体温量哪里比较准》的文档...

  
声明：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
【股识吧】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article/50596105.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3 / 3

/store/9990.html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article/50596105.html&n=冬天量体温量哪里比较准.doc
https://www.baidu.com/s?wd=%E5%86%AC%E5%A4%A9%E9%87%8F%E4%BD%93%E6%B8%A9%E9%87%8F%E5%93%AA%E9%87%8C%E6%AF%94%E8%BE%83%E5%87%86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article/50596105.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