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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 已经进入到以加强内涵建设，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为主旋律的发展新阶段。
各高职高专院校针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行业进步，积极开展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在人才培养质量工程建设的各个侧面加大投入，不断改革、创新和实
践。
尤其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上，许多学校都非常关注利用校内、校外两种资源，积极推动校企
合作与工学结合，如邀请行业企业参与制定培养方案，按职业要求设置课程体系；校企合作共同开发
课程；根据工作过程设计课程内容和改革教学方式；教学过程突出实践性，加大生产性实训比例等，
这些工作主动适应了新形势下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办人民满意的
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举措。
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物化成果。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指出“课程建设与改
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明确要求要“加强教材建设，重点建设
好3000种左右国家规划教材，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的实训教材，并确保优质教材进
课堂。
”目前，在农林牧渔类高职院校中，教材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行业变革较大与课程内容老化的矛
盾、能力本位教育与学科型教材供应的矛盾、教学改革加快推进与教材建设严重滞后的矛盾、教材需
求多样化与教材供应形式单一的矛盾等。
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行业对人才培养要求的不断提高，组织编写一批真正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
行业生产经营规律、适应职业岗位群的职业能力要求和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具有创新性和
普适性的教材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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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精品课程动物传染病防治技术的配套教材。
本书结合畜牧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主要讲述了动物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规律，动物传染病的综合防治
体系，动物共患传染病，猪、家禽、牛羊及其他动物的主要传染病的流行、诊断和防治等，并结合动
物传染病防治一线岗位需要，设置了以技能训练为中心的实操内容。
为便于读者学习和自我检测，本书各章后设计了识记型、理解型和应用型不同层次的复习思考题。
     本书适用于高职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的教学，也可作为自学考试、岗位培训及从事动物生产与动物
疫病防治人员、养殖专业户和青年农民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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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传染病的报告　　二、动物传染病的诊断　⋯⋯第三章　多种动物共患传染病第四章　猪主要传染
病第五章　家禽主要传染病第六章　牛羊主要传染病第七章　其他动物传染病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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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动物传染病的综合防治　　第一节 动物传染病综合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一、动物
传染病综合防治的基本原则　　1.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在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搞好综合性防
疫措施是极其重要的。
实践证明，只有搞好饲养管理、防疫卫生、预防接种、检疫、隔离、消毒等综合性防疫措施，提高动
物健康水平和抗病能力，才可以有效地控制和杜绝传染病的传播和蔓延，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甚至
避免传染病的发生。
随着畜牧业的集约化发展，“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
在现代规模化畜牧业生产过程中，兽医工作的重点如果不放到群发病的预防方面，而是忙于患病动物
的治疗，则势必造成发病率的持续上升，越治患病动物越多，工作完全陷入被动的局面，畜牧业生产
受到严重影响。
所以要改变重治轻防的传统观念，使我国的兽医防疫体系尽快与国际社会接轨。
　　2.建立和健全各级防疫机构　　兽医防疫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与农业、商业、外贸、卫生、
交通等部门都有密切的关系，只有依靠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各部门密切配合
、从全局出发、大力协作，建立、健全各级兽医防疫机构，特别是基层兽医防疫机构，才能有效及时
地把兽医防疫工作做好。
同时开展科普和科技推广工作，提高群众性科学饲养、防疫水平，从根本上减少传染病的发生。
　　3.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兽医法规　　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消灭动物传染病，保障畜牧业的健康
发展和人民身体健康，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家畜家禽防疫条例》
及《家畜家禽防疫条例的实施细则》等。
这些兽医法律法规对我国动物防疫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做了明确而具体的叙述，是兽医工作者
做好动物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法律依据。
我们应当认真贯彻执行，进一步推动我国畜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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