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健康调查表填写说明及有关指标解释 

 

一、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是被抽中样本住户中的常住人口。常住人口是指近半年内在本户居住的所有

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也包括出生未满半年的婴儿、新结婚的配偶、轮流供养的老人和

中小学生等，但不包括保姆等非家庭成员。  

二、入户调查询问顺序 

第一步:填写调查表封面中被调查户的基本信息； 

第二步:向被调查者宣读“入户致辞”； 

第三步:询问表 1家庭一般情况，由家中最了解情况的人回答； 

第四步:询问户主个人情况，从表 2至表 5； 

第五步:询问下一位家庭成员，从表 2至表 5。 

依次完成所有家庭成员的调查。表2至表5必须由本人回答，儿童或无应答能力者可由

母亲或最知情者回答。 

三、调查表代码 

1.县(市/区)行政区划代码，统一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国家标准，见

五、附录（一）“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样本县(市、区)及其行政区划代码”。 

2.乡镇(街道)代码，采用国家统计局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代码共 3 位；

具体查询培训材料光盘“样本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名单及其区划代码表” 或进入调查

系统查找。 

3.村(居委会)代码，采用国家统计局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代码共 3 位。

具体查询培训材料光盘“样本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名单及其区划代码表” 或进入调查

系统查找。 

4.住户代码 3 位，由县级负责抽样的工作人员根据抽样结果确定。第一次抽中户代码

为 001-060，备用户代码从 061 开始编，原则上要求使用的备用户不超过 10户。 

5.家庭成员代码 2位，其中 01是户主，02 号往后根据调查的先后顺序依次编码。 

6.疾病代码共 3位，具体代码查指导手册疾病代码表。例如:结核病，填写代码 006。 

四、调查表的指标解释 

(一)封面 

户主:在本村(社区)花名册上登记的户主姓名，通过此人可以找到该户。 

(二)表 1 家庭一般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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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由最熟悉家庭情况的人回答。 

1.户籍人口数:如果抽中户中成员户口均不在本房屋，或者所住房屋是租的，则户籍人

口数填 0。 

4.医疗卫生机构类型:妇幼保健机构、专科疾病防治机构按照相应的级别归入相应的选

项中，归不到选项中的，放入其他。民营医院:是指除了资产全部归国家所有或者全部归集

体所有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之外的，通过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或者个人投资设立的非公立的医疗卫生机构。 

6.从您家到最近医疗卫生机构最快需要多少分钟:指以步行或搭乘交通工具等容易获

得的最快方式到达距被调查户最近的医疗卫生机构所需的时间，单位以分钟计。 

7.饮水类型: 

⑴自来水:指在楼内、宅内、院内或街内，经过公用设施净化处理的利用管网集中式供

水。 

⑵受保护的井水、泉水:指采用井台加高、加井盖、定期投药消毒等措施保护的水井；

采取了充分的保护措施，使水源不受到外界的污染，尤其不受排泄物污染的泉水。 

⑶不受保护的井水、泉水: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井水、泉水。 

⑷收集雨水:接受雨水，窖存饮用。 

⑸江河湖泊沟塘水:河流、溪流、水坝、湖泊、池塘、水渠、灌溉渠道。 

⑹其他:归不到其他类别的饮水类型。 

8.厕所类型 

⑴水冲式卫生厕所:包括三格(四格)化粪池、双瓮式、沼气池式、普通家用化粪池以及

通过管网到污水处理系统。 

三格(四格)化粪池:主要由便器、过粪管、化粪池组成。三格(四格)化粪池是由三个(四

个)相互连通的密闭的粪池组成，粪便由进粪管进入第一池依次顺流至第三池(第四池)。 

双瓮式厕所:双瓮式厕所主要由便器、过粪管、前后两个瓮型粪池组成。 

沼气池式厕所:沼气池式厕所由厕所、猪圈和水压式沼气池三者连通建造而成。其地下

部分主要由便器、进粪(料)口、进粪管、沼气池(由发酵间和贮气池组成)、出料管、水压间

(出料间)、贮肥池、活动盖、导气管等几部分组成。 

通过管网到污水处理系统:具有完整的下水道系统，将粪污通过管网收集，集中排放到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使经过处理的污水达到国家允许的排放标准。 

⑵水冲式非卫生厕所:粪便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接冲水排到沟塘洼地。 

⑶卫生旱厕:具有完整的厕室结构和储粪池，粪便没有暴露；包括粪尿分集式、双坑交

替式、阁楼式、深坑防冻式等。 

粪尿分集式厕所:粪尿分集式厕所要求粪、尿不混合分别收集，厕所结构由主要便器(粪

尿分流便器)、贮尿池、贮粪池、晒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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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坑交替式厕所:双坑式厕所，是由两个结构相同又互相独立的厕坑组成。先使用其中

的一个，当该厕坑粪便基本装满后用土覆盖将其封死，再启用另一个厕坑；第二个厕坑粪便

基本装满时，将第一个坑内的粪便全部清除重新启用；同时封闭第二个厕坑，这样交替使用。 

阁楼式:厕所粪坑部分全部建在地面以上，用土坯或干打垒砌成粪坑壁和厕所围墙，粪

坑壁与厕室围墙衔接处架以多根木檩，供放置木制蹲板用。取粪口设在粪坑侧壁,取粪口旁

设有发酵粪坑(池)，粪便经堆肥处理后肥田。厕所旁有多层台阶供人上下，形似阁楼 

深坑防冻式:将储粪池顶部半封闭，设置掏粪口，且储粪部分修建在当地冻土层以下，

可用长方体或用水缸(水缸上部用砖、石头、水泥砌成)，防止因冬季储粪池冻结膨胀而使池

壁涨裂。 

⑷非卫生旱厕:厕所结构较简单，粪便有暴露，包括浅坑式和敞口的储粪池，以及直接

排便到低地的厕所。 

⑸公厕。  

⑹无厕所。 

⑺其他:不能归入上述类型的厕所。 

9.家庭总收入:指调查户所有家庭成员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工资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

收入和转移收入的总和，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需要扣减个人所得税、社会保

障支出、赡养支出、利息支出等，不包括出售财物和借贷收入，也不包括遗产或一次性馈赠

所得款项等。 

10.家庭总消费支出:指住户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既包括现金消

费，也包括实物消费。一般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

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 

食品支出:指调查户用于购买食品和饮食服务的相关支出，包括购买粮、油、菜、肉、

禽、蛋、奶、水产品、糖、饮料、干鲜瓜果等食品的支出，也包括在外饮食支出和食品加工

服务费。 

医疗支出:指调查户用于购买医疗器具、药品和医疗服务的相关支出。包括医疗卫生器

具、药品以及门诊和住院的医疗总费用。包括从各种医疗保险或其他医疗救助计划中获得的

报销款额。不包括保健相关支出。 

保健支出:指调查户用于购买保健器具、用品和保健服务的相关支出。包括保健器具、

滋补保健品以及各种保健服务的总费用。 

11.贫困户: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需经扶贫办等部门认定。 

12.低保户: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的家庭，需经民政

等部门认定。 

(三)表 2 家庭成员个人情况调查表 

住户成员代码:每位住户成员对应一个 2位的代码，每户第一人为户主，代码为 0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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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员按调查的先后顺序，从 02 号开始，依次编。 

户主:为其家庭成员所公认的、在家庭中起基本决定作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家庭经

济的主要支撑者，其与户口本上的户主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当调查本户

时，调查员应当依据此定义经过了解后，来确定户主。 

14.成员姓名:没有正式姓名的可填小名或＊＊氏，婴儿未起名的可填写“未起名”。 

16.与户主的关系:每户第一人为户主，选１；其余人口按其与户主的关系选择相应代码，

其中: 

⑻(外)孙子女:包括户主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孙媳婿和外孙媳婿。 

⑼兄弟/姐妹:包括户主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配偶。 

⑽其他:包括姑、叔、表亲等其他亲属及同事、同学等非亲属。 

17.问题由谁回答:由调查员据实判断选择，原则上要求所有调查问题均应由被调查者本

人回答，但若因本人未在现场或没有能力回答，则可由最熟悉该调查对象的知情者代答。 

19-20.出生日期:指被调查者出生的公历年月，年份用 4位数来表示，月份用 2位数表

示。若被调查者使用十二生肖纪年，可通过“十二生肖纪年对照表”予以推算。 

24.文化程度:文化程度是指截止到调查时间，本人接受国内外教育所取得的最高学历或

现有文化水平所相当的学历，共有 9个选项，分别归入相应的文化程度。 

⑴没上过学:指从未上过学，并且识字不到一千五百个，不能阅读通俗书报、写便条的

人。 

⑵小学: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小学程度的毕业、肄业及在校生，也包括未上过小学，

但识字超过一千五百个，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便条，达到扫盲标准的人。 

⑶初中: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初中程度的毕业、肄业及在校生，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

的人。 

⑷高中: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农业高中的毕业、肄业及在校生，

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⑸技工学校: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技工学校的毕业、肄业及在校生，相当于技工学校

文化程度的人。 

⑹中专(中技):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肄业及在

校生，相当于中专/中技文化程度的人。 

⑺大专: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大学专科的毕业、肄业及在校生，经过国家统一举办的

自学考试取得大学专科证书的，按国家教委颁布的大学专科教学大纲进行授课的广播电视大

学、厂办大学、高等院校举办的函授大学、夜大学等其他形式的大学毕业生、肄业生、在校

生。 

⑻本科: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大学本科的毕业、肄业及在校生，通过自学和进修大学

课程，经考试取得大学本科证书的，按国家教委颁布的大学本科教学大纲进行授课的广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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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大学、厂办大学、高等院校举办的函授大学、夜大学和其他形式的大学毕业生、肄业生、

在校生。 

⑼研究生:指接受的最高一级教育为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肄业及在校生。 

27A.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人单位的职工参加的、由用人单位(雇主)和职工双方共

同负担的，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形式。 

27B.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政府组织实施，针对城镇非固定就业人口，实行个人缴

费与政府支持、社会捐助相结合，以提供大病住院和门诊特殊病治疗费用保障的一种基本的

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未与新农合合并)。 

27C.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

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尚未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并)。 

27D.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部分地区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合并(至少在管理层次上实现统一)，城乡居民参加同一医疗保障制度。 

27E.三保合一:部分地区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合并(至少在管理层次上实现统一)，城乡居民、职工参加同一医疗保障制度。 

28.其他社会医疗保障:除上述以外的其他形式，如: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劳保是指全

民所有制工矿企业等单位的职工，一些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等单位参照劳动保护条例给其职工

及其亲属提供的劳动医疗待遇)等。 

29.大病保险: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

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拓展和延伸,是对基

本医疗保障的有益补充。大病保险保障对象为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参保(合)人，制度上

与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相衔接，在参保(合)人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对城镇

居民医保、新农合补偿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并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

大病保险的方式来承办。 

30.商业医疗保险:是指个人与商业保险公司自愿签订保险合同并按合同规定缴纳保险

费，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使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发生的费用和

损失获得补偿的一种人身保险，当被保险人有医疗费用支出时，由保险公司为参保人支付一

定比例的医疗费用，不包括附着于人寿险(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能够报销小部分医疗相

关费用的险种。不包括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农合)中拿出一部分

基金，由医保管理部门统一交由保险公司管理的基本医疗保险。 

32.健康档案:指医疗卫生机构为城乡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公共卫生服务过程中的规

范记录，是以居民个人健康为核心、贯穿整个生命过程、涵盖各种健康相关因素的系统化文

件记录。 

33.家庭医生签约:与医生或者医生团队签订过长期、稳定的服务关系，在基本医疗、公

共卫生和约定的健康管理等方面提供包括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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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指导和转诊预约以及涵盖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规定的其他公共卫生服务。 

34.婚姻状况: 

⑴未婚:无配偶的单身人士。 

⑵已婚:已结婚有配偶，包括初婚、再婚、复婚。 

⑶丧偶:已结婚但配偶已去世且未再婚。 

⑷离婚:已离婚且未再婚无配偶的单身人士。 

⑸其他:除上述四种情形外的其他状况及被调查者未说明的情况。 

35.就业状况: 

⑴在业:指 15 岁及以上人口，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自主灵

活就业人员包含在内。 

⑵离退休:指已经离休或退休的干部、职工和依靠领取退休金生活的人员，不包括离退

休后又参加社会劳动，并领取工资补差(劳动报酬)的人。 

⑶在校学生:指调查时为在校学习的人员(不包括在职教育的学生)。 

⑷失业:指具备工作能力谋求工作，但未得到就业机会的人员，包括:因就业机会不足长

期待业的青年劳动力；土地被城市征用但在城镇还找不到合适职业的农民。 

⑸无业:指无固定职业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包括:因残障或长期卧床不能就业的城乡

居民；超过劳动年龄不再参加社会工作的城乡居民。 

36.职业类型:询问在业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人员填写离退休之前的职业类型。 

⑴国家公务员: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

人员。 

⑵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 

⑶职员: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业务、行政事务工作的人

员和从事安全保卫、消防、邮电等业务的人员。 

⑷企业管理人员:在国有或私有企业中担任行政和业务管理工作的人员。 

⑸工人:指为挣工资而被雇用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的人，他们本身不占有生产资料，只

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获得工资性质的收入，包括除农业外各类工业、生产业和服务业的有

关工人。 

⑹农民:指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有关人员。 

⑺现役军人:现服役的军人。 

⑻自由职业者: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脑力劳动或服务的提供者，不向任何雇主作长期承

诺而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指导下自己找工作做，经常但不是一律在家里工作 

⑼个体经营者:指由个人投资，以个人或家庭劳动为主，从事经营活动，依法经核准登

记，取得经营资格的经营者。 

⑽其他: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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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2.身体功能:关于入户当天被调查者身体状况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问题，调查员

将问题读出来，按照被调查者自己的理解给出的答案填写，需要作解释时再稍作解释。 

43.您现在吸烟吗:⑴吸烟:指从抽第一支烟开始，累计吸烟达 100 支，并且现在还在吸；

⑵已戒烟:指累计吸烟曾经达 100 支，但现在已经不再吸烟了；⑶从不吸烟:指从不吸烟或累

计吸烟量未达 100 支者。 

45.开始吸烟的年龄:指吸烟者或戒烟者完整(基本完整)抽完第一支烟的年龄。 

48.参加体育锻炼:指有意识地为强体健身而进行的活动，不包括干农活、从事体力劳动

等。 

51.健康体检:指面向社会绝大多数没有主观症状的受检者，通过正规医学检查尽可能地

发现不易觉察的疾病或疾病隐患，从而达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目的的一种健康行为。

但是，健康体检不包括因病伤而去做的医学检查。 

54.血压是否正常:由被调查者根据最近一次血压测量的结果回答。 

57.高血压随访:按照高血压管理的规定，医务人员通过上门随访、电话、患者主动就诊

等方式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情况、用药情况、控制效果等进行随访和管理。 

63.血糖是否正常:由被调查者根据最近一次血糖测量的结果回答。 

66.糖尿病随访:按照糖尿病管理的规定，医务人员通过上门随访、电话、患者主动就诊

等方式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用药情况、控制效果等进行随访和管理。 

69.其他慢性病:除了高血压病、糖尿病以外的慢性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定义不同，

其含义是长期迁延不愈的疾病，具体标准为:①调查前半年内，经过医务人员诊断明确有慢

性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等等);或②调查半年以前经医生诊断患有慢性病，在调查前半年内

时有发作并采取了治疗措施如用药、理疗，或者一直在治疗以控制慢性病的发作等。过去

曾有过慢性病，目前已痊愈，或在近半年内无发作或无症状体征者，不计为慢性病患者。 

77.通过网络咨询医生:通过正规医院的网站、互联网诊疗提供机构(如春雨医生等)进

行疾病诊治方面的诊疗，提供疾病诊治的应为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直接在网络搜索症状、

疾病治疗方式、健康知识等不计在内。 

被调查成员代码:调查前两周内患病的被调查成员代码与表 2相同，若同一被调查成员

两周内患过两种或以上病伤，则每种疾病分别填写一列，被调查成员代码不变。 

80.您患的是什么病或伤:如就诊过，则根据医生诊断填写；如未就诊，则由调查员根

据患者主诉症状、体症等临床表现推断。对应的疾病代码可查“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疾

病分类---代码表”。 

82.病伤发生的时间: 

⑴两周内新发:指不适或病伤情况在调查前两周内发生。 

⑵急性病两周前发病:指患急性病在调查两周前发生但持续至调查前两周内。 

⑶慢性病持续到两周内:指患慢性病并持续至调查前两周内，或在两周内有用药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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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自感严重程度:由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回答。 

84.病伤在两周内持续天数:指在本监测期内病伤的持续天数，最长不超过本监测期的

天数。 

85.卧床天数:指两周内，因该病伤卧床休息的天数，最长不超过两周。 

86.休工天数:指两周内，在业人员因该病伤没有去工作的天数，最长不超过两周。 

   休学天数:指两周内，学生因该病伤没有去上学的天数，最长不超过两周。 

87.因该病治疗:指被调查者发生身体不适后为控制疾病和减缓症状采取的医疗手段，包

括看医生(含遵医嘱持续治疗)和自我处治(用药、包扎、理疗等)。其中药物包括且不限于西

药、中草(成)药等。因病伤、或自感不适、或就诊后服用凉茶等中草药煎制品也算作因病伤

治疗的情况。 

89.自我治疗:主要包括因病伤、或自感不适而未经医生处方情况下，直接在药店购药(包

括凉茶等中草药煎制品)，使用家中原有或者非医生赠予的药物；在非医疗卫生机构购买凉

茶等中草药煎制品，以及接受针灸、推拿等服务。不包括按照医生针对该病伤开具的处方而

自己买药的情况。 

92-93.服用药品中，是否是处方药，是否有抗生素:被调查者不清楚时，调查员可根据

被调查者提供的药品进行判定。 

95.是否就诊:指患病或受伤后，是否前往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接受过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96.两周内就诊次数:医生询问过病情，做过诊断，或开过处方即为一次就诊。在村卫

生室进行连续性注射和输液时，一个疗程算作一次就诊。 

99.利用中医类服务:接受中医诊治(望闻问切等)，有中医处方、药物或接受了中医诊

疗技术等任何一种就是使用了中医服务，包括西医医生开中药，但不包括中成药。 

101.此次就诊，是转诊还是直接就诊:转诊指按照医生的建议到本次就诊的机构接受治

疗；直接就诊是未经过医生的明确推荐，直接到本次就诊机构接受治疗。 

104.挂号方式:挂号方式中的第六项“⑹其他”，包括“往次就诊已预约，本次就诊不

挂号而直接就诊”等各种原因的未挂号。 

106E.门诊手术:是指在门诊做的手术，费用在门诊进行结算，不包括日间手术。 

109.门诊就诊中自己负担了多少元:指此次就诊中总医药费用中被调查者个人直接负

担的费用，不包括报销及个人医疗保险账户中支出的费用。 

110.为就诊，交通及食宿等其它费用:指此次就诊为了去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和治疗而发

生的交通费、食宿费等除医药费以外的全部其它费用。 

117.调查前两周因本病未就诊，现按照医嘱持续治疗(用药):针对慢性病持续到两周内

及急性病两周前开始发病者询问，上述患者在两周前到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最近两周没有再

就诊，但是按照医嘱持续治疗。 

118.医生诊断需住院而未住院:指调查前一年内，被调查者在医疗卫生机构经诊断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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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住院治疗的疾患或病伤，而由于各种原因实际并未住院治疗的情况。 

119.需住院而未住院的次数:同一种疾病医生连续多次诊断，计为 1次。 

121.住院:指调查前 1年内（2017 年 9月-2018 年 8月），因病、伤、分娩或体检等原因

进行过住院诊断、治疗和康复，并且调查时已经出院。 

被调查成员代码:调查前一年内有住院经历的被调查成员，成员代码与表 1一致。若家

庭成员多次住院并出院，需分别询问每次的住院情况并填写多列，该家庭成员的代码不变。

应注意，若被调查者正在住院，还未出院，不算住院患者，只计入两周患病。 

124-125.出院诊断名称:填写病人出院时医生诊断的住院或损伤中毒名称。对应的疾病

代码可查“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疾病分类---代码表”。 

133.等候入院的时间:从医生建议住院到医院通知您住院，总共间隔了多长时间。当天

入院定义为 1天，第二天入院定义为 2天，以此类推。 

139.住院医药费用:指该次住院的全部医药费。包括住院费、检查治疗、医药费等。包

括自己支付和减免或报销的费用。 

140.住院中自己负担了多少元:指住院医药费用中被调查者个人直接负担的费用，不包

括可报销或从个人医疗保险帐户中支出的费用。 

142.交通、住宿、伙食、陪护等其他费用:指被调查者及陪护人员该次因为住院所产生

的交通费、住宿费、住院期间的伙食、陪护等费用总支出。 

143.院外购买药品、耗材、手术等费用:指本次住院因医院药品、耗材数量、价格、品

种以及服务能力等原因导致的，需要患者到非本次住院的机构购买药品、耗材或做检查、手

术的花费。 

(四)表 3 15-64 岁女性调查表 

本表由年龄在 15-64 岁(1954 年 8 月-2003 年 8 月出生)之间的女性回答，建议由女调

查员来单独询问，男调查员及无关人员请不要在场。 

151.妇科检查:指妇女健康体检(常见病筛查)中的妇科检查，不包括因疾病或怀孕到医

院就诊做的妇科检查。 

152.宫颈涂片检查:宫颈癌筛查方法之一，如果调查对象不记得是否参加宫颈涂片检查，

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比如“就是医生用一个小刷子，在你的阴道上面的地方刷一下，然后制

成一个涂片，有没有做过这种检查？”。 

153.乳腺检查:指妇女健康体检(常见病筛查)中以乳腺癌筛查为目的的乳房检查，包括

医生体检、超声检查和 X线钼靶检查。 

155.曾经生过几个孩子:指活产儿数，既妊娠满 28 周及以上(如孕周不清楚，可参考出

生体重达 1000 克及以上)，娩出后有心跳、呼吸、脐带搏动、随意肌收缩 4项生命体征之一

的新生儿数。 

159.产前检查:指常规产检，是孕产妇在怀孕期间为检查胎儿情况做的检查，仅化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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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怀孕不算是产前检查，不包括因病住院检查和出院后的随访，也不包括在临产当天入院进

行的检查。 

160.产前检查费用:指本次怀孕期间，所有产前检查的全部费用。 

161.产前筛查和诊断:产前筛查针对全部产妇，具体指用于胎儿畸形的检查，包括早孕

期或中孕期通过血清学和超声检查等排除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和其他染色体异常的风险以

及在中孕期通过超声进行胎儿结构异常的“大畸形筛查”、无创产前基因检查(NIPT)。产前

诊断针对高龄产妇以及存在一定风险的产妇，包括绒毛膜活检，羊膜腔穿刺，脐带血穿刺等

侵入性方法以及影像学(超声、磁共振)等。 

166.分娩总费用:指交给医院的费用，不包括交通、吃饭、陪护费等。可参考住院账单

中的总费用。 

168-169.产后访视:指分娩后 28天内产妇接受检查、母婴保健和母乳喂养指导。 

(五)表 4 6 岁及以下儿童调查表 

本表调查对象是 6 岁及以下儿童(2012 年 8 月及以后出生)，由孩子的父母或由最了解

孩子情况的人回答，优先由母亲回答。 

170-171.该儿童母亲、父亲的编码。填写该儿童母亲、父亲在表 2中的编码。 

174.第一次吃母乳:让孩子试嘬也算。 

175.纯母乳喂养:指过去 24 小时内，孩子没有吃母乳以外的其他液体和食物。即孩子仅

从母亲或者乳母接受母乳喂养(包括挤出母乳喂养)，除了可以口服或点滴输入维生素、矿物

质(钙、铁、锌)、药用少量液体、糖浆以外，不能吃入其他液体或者固体食物。 

176.辅食添加:是指母乳喂养儿添加动物蛋白(肉、蛋、鱼、虾等)、植物蛋白(豆类及其

制品)、碳水化合物(米、面及其制品，如:点心、饼干等)、水果蔬菜(包括新鲜果汁及罐头

食品)。添加食物应为经常添加，偶尔添加不计为辅食添加。 

178.健康体检:指儿童健康检查，不包括为治疗疾病而做的检查。 

182.诊断为贫血:指经过医生明确诊断为贫血。 

(六)表 5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调查表 

本表调查对象是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958 年 8 月及以前出生)，意识不清或无回答问

题能力的，可由最熟悉情况的家人代答。 

184-191.生活日常能力情况:根据老年人当日的实际情况填写，如老年人因故不能回答

或不能正确回答(如痴呆或失语)，则可根据家属或监护人员的观察、评定填写。 

192.听力方面:在正常的生活、交往环境中，能够听到交谈者说话的情况，戴助听器者，

回答戴助听器时的情况。 

193.辨认出 20 米外熟人的困难程度:在正常的能见度条件下的情况，戴眼镜者，考虑

戴眼镜时的情况。 

196.参与社会活动:其中，帮助照看孩子既可以是照顾自家孩子也可以照顾别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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