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第一节

三、习题

（一）选择题

A1 型题

1、颈部气管共有软骨环（ ）

A．4～5个

B．5～6个

C．6～7个

D．7～8个

E．8～9个

2、成人食管入口平（ ）

A．第五颈椎平面

B．第六颈椎平面

C．第七颈椎平面

D．第八颈椎平面

E．第九颈椎平面

3、食管起于（ ）

A．环咽肌上缘

B．环咽肌下缘

C．咽缩肌上缘

D．咽缩肌下缘

E．环甲肌下缘

4、成人气管的左右径为（ ）

A．2．0～2．5cm

B．1．0～1．5cm

C．0．5～1．5cm

D．2．0～ 3．0cm

E．2．5～ 3．0cm

5、成人气管的长度为（ ）



A．5～7cm

B．7～9cm

C．9～10cm

D．10～12cm

E．11～13cm

6、正常成人食管下口(即贲门)与气管最下约距多少个胸椎距离? ( )

A．8

B．6

C．2

D．9

E．4

7、下列关于气管软骨全环畸形正确的是（ ）

A．可发生于气管的任何水平甚至整个气管

B．多伴有下端呼吸器异常

C．伴有其他系统畸形如足、拇指畸形

D．患者可能伴有室间隔缺损、左肺动脉异位、肠狭窄、肛门闭锁等

E．以上都正确

8、下列关于先天性气管扩张症错误的是（ ）

A．气管肌纤维、弹力纤维先天性缺陷所致

B．临床表现可有哮喘、慢性咳嗽

C．分泌物不易咳出

D．需高流量吸氧

E．支气管炎或肺炎反复发作

9、食管至上而下的 4个生理性狭窄形成分别为（ ）

A．食管入口、左主支气管压迫、主动脉弓压迫、贲门

B．食管入口、左主支气管压迫、主动脉弓压迫、食管穿过横隔裂孔

C．食管入口、主动脉弓压迫、左主支气管压迫、食管穿过横隔裂孔

D．食管入口、主动脉弓压迫、左主支气管压迫、贲门

E．食管入口、左主支气管压迫、食管穿过横隔裂孔、主动脉弓压迫



10、关于气管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气管支气管覆有黏膜，为鳞状上皮

B．气管分支越细，软骨环越少

C．气管血液供应主要来自甲状腺上动脉

D．与右侧支气管相比，左侧支气管比较细长

E．气管支气管只由交感神经支配

11、先天性气管畸形的主要表现是（ ）

A．气促或呼吸困难

B．严重者可有四凹征

C．反复发作哮吼

D．哭闹或呼吸道感染时症状加重

E．以上都是

12、先天性食管畸形中最常见的疾病是（ ）

A. 食管闭锁

B．先天性食管狭窄

C．食管囊肿

D．食管气管瘘

E．先天性食管憩室

13、 临床上食管的解剖分段多分为( )

A．颈段和胸段

B．上段和下段

C．颈段胸段和腹段

D．胸上胸中和胸下段

E．上段、中段和下段

14、关于食管，下述说法正确的是 ( )

A．食管下括约肌长 4～5cm

B．食管下括约肌静息压为 15～35mmHg

C．食管继发性推进蠕动由吞咽动作引发

D．缩胆囊素可使食管下括约肌压力升高



E．正常吞咽时食管下括约肌松弛时间小于 8秒

15、食管憩室最主要的诊断依据是（ ）

A．吞咽困难

B．吞咽疼痛

C．呼吸异味

D．食管内压力升高

E．钡餐 X线见到膨出影袋

16、下列关于先天性食管狭窄表述正确的是（ ）

A．先天性食管狭窄是食管局限性的发育异常，如食管黏膜成环状或瓣状隔、食

管壁增厚等

B．先天性食管狭窄在婴儿期可不出现症状

C．开始进食厚糊状或固体食物时出现咽下困难

D．食管 X线造影检查可显示食管腔狭窄的部位及类型

E．以上都对

17、下列关于食管闭锁的患儿主要临床表现正确的是（ ）

A．婴儿唾液不能下咽，频吐白沫，哺乳时食物流入呼吸道，引起呛咳、呕吐、

发绀等

B．停止哺乳时症状好转，再哺乳时症状再次出现

C．反复哺乳，易发生吸入性肺炎

D．由于食物不能进入胃肠道，患儿易出现营养不良

E．以上都对

18、下列关于气管畸形的临床表现错误的是（ ）

A．梗阻严重时，新生儿出生后立即出现症状，但大多数在出生后数月出现

B．主要表现为气促或呼吸困难、严重者可有四凹征，吸气性或双相喘鸣

C．哭闹或呼吸道感染时症状加重。

D．有声嘶

E．吞咽困难

19、下列关于食管闭锁的患儿处理正确的是（ ）

A．食管闭锁严重威胁患儿生命，诊断明确后应尽早手术



B．术前应注意保持正常体温

C．置患儿于半卧位，以减少胃液流入呼吸道，经常吸除口腔分泌物

D．适量补液，纠正水、电解质失衡，纠正低蛋白血症，必要时输血

E．以上都对

20、下列关于气管畸形的治疗错误的是（ ）

A．经常雾化吸入，适当应用抗生素

B．管腔狭窄致呼吸困难，需用气管插管时，插管远端应位于狭管腔上 1cm 处

C．一旦确诊气管畸形，立即行气管切开

D．部分气管狭窄的患儿，随着年龄增长，管腔增宽，症状减轻

E．氧气吸入

A3 型题

（1～4题共用题干）

患儿，男，3个月。因 1个月前感冒，现出现呼吸困难，哭闹时症状加重，

主要表现为气促，吸气时出现喘鸣，无声嘶。

1、该患儿的疾病诊断是（ ）

A．急性喉炎

B．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C．气管畸形

D．哮喘

E．以上都不是

2、该患儿的首要护理诊断是（ ）

A．呼吸窘迫

B．焦虑

C．活动无耐力

D．营养失调

E．以上都是

3、根据患者的症状首要采取的治疗措施是（ ）

A．适当应用抗生素，雾化、氧气吸入

B．气管切开



C．气管插管

D．激素治疗

E．以上都是

4、下列患儿护理措施正确的是（ ）

A．床旁准备好急救物品，如吸氧、吸痰装置，气管插管等

B．创造安静的休息环境，病室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C．患儿应尽量避免哭闹，以减少耗氧量

D．密切观察患儿呼吸情况，如出现呼吸困难，及时告知医生

E．以上都对

（5～10 题共用题干）

患儿，男，出生 4天，母乳喂养时出现呛咳、呕吐、发绀。停止哺乳时症状

好转，再哺乳时症状再次出现。患儿唾液不能下咽，频吐白沫。

5、该患儿的疾病诊断是（ ）

A．食管闭锁

B．食管囊肿

C．先天性食管狭窄

D．食管气管瘘

E．以上都不是

6、该患儿疾病首选得治疗措施是（ ）

A．使用抗生素

B．手术

C．胃肠减压

D．补液

E．输血

7、下列对该患儿护理注意事项正确的是（ ）

A．术前应注意保持正常体温

B．置患儿于半坐卧位，以减少胃液流入呼吸道，

C．吸除口腔分泌物或

D．食管上段置导管持续负压吸引



E．以上都对

8、当患儿哭闹时，下列行为正确的是（ ）

A．及时安抚患者情绪

B．保持环境安静舒适

C．利用玩具吸引注意力

D．避免刺激患儿情绪

E．以上都可

9、哺乳时患儿出现呛咳时下列措施错误的是（ ）

A．立即拍背

B．保持患儿情绪稳定，避免哭闹

C．继续观察，无需处理

D．立即通知医生

E．备好负压吸引、氧气等装置

10、该患者后出院宣教正确的是（ ）

A．保持情绪稳定

B．继续母乳喂养

C．避免呼吸道感染

D．定期复诊

E．以上均对

（二）填空题

1、喉气管是 的始基，其头端发育成 ，中段发育成 ，末端

称为 ，发育成支气管和肺。

2、气管软骨全环畸形可发生于气管的 甚至整个气管，多伴有

及 如足、拇指畸形、室间隔缺损、左肺动脉异位等。

3、气管畸形主要表现为 或 、严重者可有 ，吸气性或双相喘

鸣， 延长，反复发作哮吼。

4、在胚胎第 4周时，前肠的两侧各呈现一条纵沟，纵沟在内侧面形成 ，

继而上皮生长形成 ，将食管与气管分隔开。

5、食管闭锁的典型表现为婴儿 ，频吐白沫，哺乳时食物流入呼吸道，



引起 、 、 、 ，停止哺乳时症状好转，再

哺乳时症状再次出现。

（三）名词解释

1、食管囊肿

2、锁骨下动脉畸形

3、食管气管瘘

（八）简答题

1、气管畸形的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

2、食管闭锁的典型临床表现有哪些？

3、食管畸形的护理要点有哪些？

四、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

A1 型题

1 D 2 B 3 B 4 A 5 D 6 B 7 E 8 D 9 C 10 D

11 E 12 A 13 A 14 D 15 E 16 E 17 E 18 D 19 E 20 C

答案解析：

18、因气管畸形的病理位置主要在气管上，对声带影响小，患者不会出现声嘶，

固本题选 D。

A3 型题

1 C 2 A 3 A 4 E 5 A 6 B 7 E ８ E ９ C 10 E

（二）填空题

1、呼吸器 喉 气管 肺芽

2、任何水平 下端呼吸器异常 其他系统畸形

3、气促 呼吸困难 四凹征 呼气期

4、气管食管褶 食管气管隔

5、唾液不能下咽 呛咳 呕吐 发绀 呼吸困难

（三）名词解释



1、食管囊肿是最常见的食管重复畸形，由脱落的前肠细胞在食管壁上生长而形

成，常伴有颈胸脊椎畸形。

2、右锁骨下动脉正常时发自无名动脉，若直接发自左动脉弓则自左下至右上走

行在食管后而压迫食管，从而形成锁骨下动脉畸形。

3、在胚胎第 4周时，前肠的两侧各呈现一条纵沟，纵沟在内侧面形成气管食管

褶，继而上皮生长形成食管气管隔，将食管与气管分隔开。如食管与气管未完全

分开，两者之间有管腔相通，则形成食管气管瘘。

（四）简答题

1、气管畸形的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

主要表现为气促或呼吸困难、严重者可有四凹征；吸气性或双相喘鸣；呼气

期延长，反复发作哮吼；哭闹或呼吸道感染时症状加重；无声嘶。

2、食管闭锁的典型临床表现有哪些？

食管闭锁的典型表现为婴儿唾液不能下咽，频吐白沫，哺乳时食物流人呼吸

道，引起呛咳、呕吐、发绀、呼吸困难，停止哺乳时症状好转，再哺乳时症状再

次出现。

3、食管畸形的护理要点有哪些？

（1）心理护理 向患儿家属讲解食管畸形的治疗方法和疗效，做好解释和

安抚工作，尽量减轻患者的恐惧心理，避免不良刺激，帮助患儿家属树立信心，

以配合治疗和护理。

（2）加强消毒隔离，最好单间隔离，专人护理或新生儿监护病房，要加病

房强保温和保湿，创造安静的休息环境。

（3）严密观察患儿生命体征，密切关注婴儿的体温及呼吸情况。如有任何

异常，及时联系医生。

（4）积极抗感染治疗，保持呼吸道通畅，改善缺氧症状，预防窒息。协助

患者取半坐卧位卧床休息，尽量减少外界刺激，小儿患者尽量避免哭闹，以减少

耗氧量。

（5）保持患儿呼吸通畅，按需进行拍背和吸痰，动作轻柔。

（6）如需手术，根据患者手术麻醉方式，完善术前检查，向患者及家属讲

解术前检查的目的、方法及注意事项。根据手术路径正确备皮，做好术前准备。



（7）健康宣教 告知家属密切关注患儿呼吸、体温情况，保持患儿呼吸道

通畅，如出现呕吐，少量多餐。

（8）尽量母乳喂养，少量多餐，适量喂些温水。协助患儿适量活动，加强

锻炼。

（9）平时多注意婴儿自身的保暖，适当增添衣物，避免着凉，从而加重病

情。患儿卧床期间定期翻身，帮助多活动，有利于病情的恢复。尽量不去人较多

的地方，避免接触到呼吸道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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