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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宠物饲养在我国由来已久，但真正发展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事。
如今“宠物热”在我国各大中城市、乡村悄然兴起，“宠物中心”、“宠物之家”如雨后春笋，宠物
的饲养呈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
人们不但热衷于养狗、养猫、养鸽、玩猴，而对于另一类家庭特色小宠物，如鸣鸟、鱼、龟、蜥蜴等
，由于其体积小、占地小、消耗少，且同样具有很好的观赏、玩赏价值，因而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但饲养宠物与饲养家畜并不一样。
一是宠物的种类比家畜家禽要多得多，其生活习性各不相同，有的“野性未泯”，难以驯化；有的“
受宠若惊”，因“宠”生娇，难以伺候。
二是人们对宠物的饲养管理并不像对家畜、家禽那样熟悉，尤其在“宠物”的内涵外延不断扩大的情
况下，人们对其饲养管理、生物学特性、营养要求、生长条件及繁殖等方面感到比较陌生，还处于摸
索阶段。
三是宠物疾病也不同于一般动物，在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存在着很多特点。
宠物与人类的接触更为密切，由宠物引起的人兽共患病特别要引起注意。
为了解决宠物饲养和疾病防治中的有关问题，编者早有意编写一本有关宠物方面的书籍，恰巧2003年
江苏科技出版社张小平编辑有此动议。
两者一拍即合，终于2004年10月由宋大鲁教授组织编写并出版了《宠物养护与疾病诊疗手册》。
经3年的发行，现已售罄，深受读者欢迎，但作者和不少读者深感此书对中西结合诊疗资料阐述不足
。
根据宠物发展的态势，老年动物疾病时有出现，急需中西结合调节机体功能以解病邪缠绵不退。
作者专一诊疗宠物疾病已将近20载，现已达从心所欲之年，精力尚盛，从事宠物诊疗的弟子们又促本
人主持编撰一部中西结合诊疗宠物疾病的专著，此时又得到了中国农业出版社的支持，作者及其弟子
们的夙愿终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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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宠物饲养在我国由来已久，但真正发展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事。
如今“宠物热”在我国各大中城市、乡村悄然兴起，“宠物中心”、“宠物之家”如雨后春笋，宠物
的饲养呈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
人们不但热衷于养狗、养猫、养鸽、玩猴，而对于另一类家庭特色小宠物，如鸣鸟、鱼、龟、蜥蜴等
，由于其体积小、占地小、消耗少，且同样具有很好的观赏、玩赏价值，因而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但饲养宠物与饲养家畜并不一样。
一是宠物的种类比家畜家禽要多得多，其生活习性各不相同，有的“野性未泯”，难以驯化；有的“
受宠若惊”，因“宠”生娇，难以伺候。
二是人们对宠物的饲养管理并不像对家畜、家禽那样熟悉，尤其在“宠物”的内涵外延不断扩大的情
况下，人们对其饲养管理、生物学特性、营养要求、生长条件及繁殖等方面感到比较陌生，还处于摸
索阶段。
三是宠物疾病也不同于一般动物，在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存在着很多特点。
宠物与人类的接触更为密切，由宠物引起的人兽共患病特别要引起注意。
　　本书除绪论外共有8篇。
第一篇犬、猫诊疗基础；第二篇犬、猫传染病、寄生虫病、免疫病与肿瘤疾病；第三篇犬、猫生殖和
幼小犬猫疾病；第四篇犬、猫内科病；第五篇犬、猫中毒与行为异常疾病；第六篇犬、猫外伤科及运
动系统疾病；第七篇犬、猫皮肤、眼、耳疾病；第八篇其他宠物疾病。
本书既适合科教人员的参考更适合宠物医师应用，同时也是广大宠物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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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种的品种特征及其易患疾病(一)西施犬(二)腊肠犬(三)拉布拉多犬(四)金毛猎犬(五)约克夏犬(六)吉
娃娃犬(七)博美犬(八)威尔士犬(九)蝴蝶犬(十)马耳他犬(十一)比格犬(十二)贵妇犬(十三)骑士查理王猎
犬(十四)喜乐蒂牧羊犬(十五)哈巴犬(十六)迷你雪纳瑞犬(十七)美国可卡犬(十八)斑点犬(十九)西高地
白狸(二十)迷你杜宾犬(二十一)伯尔尼山地犬(二十二)北京犬(二十三)柯利牧羊犬(二十四)大白熊犬(二
十五)法国斗牛犬(二十六)日本猎狐犬(二十七)史宾格犬(二十八)爱尔兰雪达犬八、猫的生活习性概述(
一)生性孤僻，嫉妒心强(二)肉食性(三)喜爱清洁(四)行动快速、隐蔽，善于爬高(五)夜游性(六)适应性
和逗玩习性九、猫的饲养管理(一)猫的营养需要(二)猫的饲粮配制及每日饲喂量(三)猫饲养的基本原
则(四)不同季节猫的饲养管理(五)不同猫的饲养管理十、猫的选择和繁育(一)猫的选择(二)猫的选种繁
育十一、猫的行为和训练(一)猫的行为(二)猫的训练十二、常见猫种的品种特征(一)波斯猫(二)泰国猫(
三)土耳其安哥拉猫(四)喜马拉雅猫(五)缅因猫第三章 犬、猫保健第四章 犬、猫疾病一般诊疗技术第五
章 犬、猫外科手术基础第六章 犬、猫中西医结合诊疗基础第七章 犬、猫疾病症状鉴别及其治则第二
篇 犬、猫传染病、寄生虫病、免疫病与肿瘤疾病第三篇 犬、猫生殖和幼小犬、猫疾病第四篇 犬、猫
内科病第五篇 犬、猫中毒与行为异常疾病第六篇 犬、猫外伤科及运动系统疾病第七篇 犬、猫皮肤、
眼、耳疾病第八篇 其他宠物疾病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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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全身状态的检查接触患病宠物进行检查的第一步，就是观察其全身状态，重点观察精神状态、
营养状况、体格发育、姿势、运动、行为等。
1．精神状态是指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反应。
健康动物表现灵活，反应敏锐，眼睛明亮，幼年动物活泼好动。
精神异常时，则表现为抑制（沉郁、嗜睡或昏迷）或过度兴奋（狂躁不安、惊恐、乱咬、嚎叫等）。
2．营养状况通常根据肌肉的丰满度，特别是皮下脂肪的蓄积量而判定，被毛的状态和光泽也可作为
参考。
临床上一般可将营养程度划分三级来表示，即营养良好、营养中等、营养不良。
动物表现肌肉丰满，皮下脂肪充盈，被毛光泽，躯体圆满而骨骼棱角不突出，是营养良好的标志。
营养不良则表现为消瘦，被毛蓬乱、无光泽，皮肤缺乏弹性，骨骼表露明显（如肋骨）。
营养不良的病畜，多同时伴有精神不振和躯体乏力。
3．体格发育健康犬、猫的骨骼及肌肉发育程度良好，与年龄和品种相称。
体格发育与年龄、品种不相称，或头颈、躯干及四肢各部的比例不当，则为发育不良。
4．姿势健康宠物姿势自然，动作灵活而协调。
当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或四肢受损伤时，常表现站立不稳、共济失调、瘫痪或其他异常姿势。
5．运动与行为健康宠物运动自如、步态协调。
当骨骼、关节、肌肉、神经损伤时，则表现跛行、运动障碍。
当犬、猫发生异常叫声、摇头、食欲异常增加或减少、多饮多尿、摩擦臀部等表现时，根据其行为的
变化，可判断病变的系统与器官，以便有重点地详细检查。
（二）被毛和皮肤检查主要检查被毛状态、脱毛情况、皮肤温度和湿度、皮肤弹性、发疹情况、体表
肿胀性质、皮肤损伤等。
1．被毛营养和饲养管理良好的动物被毛平顺，富有光泽，不易脱落。
长期患病或营养障碍时，往往被毛粗乱而无光泽或外观不洁。
犬、猫自然换毛与季节有关，换毛季节之外的脱毛或局部脱毛时，则一般为皮肤病所致。
激素分泌紊乱引起的皮肤病呈对称性脱毛。
圆形脱毛为真菌性皮肤病。
2．皮肤温度与湿度测定皮肤温度一般在动物的耳部、胸侧及四肢进行，以手背轻触皮肤或以手握着
耳朵、四肢，感觉其温度。
不同部位的皮温稍有差异。
健康犬、猫的鼻端一般清凉湿润，但睡眠时鼻端干燥。
鼻端、耳根、股内侧发热时，体温多升高。
局部皮温增高，常见于局部炎症。
皮温分布不均，对称部位有冷热差异，是血液循环和神经调节发生障碍，局部血管发生痉挛性收缩的
结果，见于腹痛病的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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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诊疗金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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