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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畜牧业是以植物性和动物性产品为原料，通过动物生产获得人类必需动物产品的产业，其主体是
养殖业。
在发达国家，畜牧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多在60％以上，个别人多地少的国家甚至超过80％。
畜牧产品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食品加工业的原料供应已占到80％，人均年消费的食物中，肉、蛋
、奶分别达到100 kg、15 kg和300 kg，占总量的80％。
这说明，现代畜牧业已成为农业乃至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也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大致经过家庭副业、专业饲养和规模化饲养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更广泛的区域
向现代集约型方向转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我国畜牧业得到迅速发展。
主要表现在：①畜牧生产总量稳定增长，如2002年肉、蛋、奶总产量比1978年提高6～11倍，人均占有
量和年均消费量也都有大幅度提高；②畜牧业科技含量明显提高，如主要畜禽的良种覆盖率、饲料转
化率和发病死亡率等生产指标得到有益的改变，科技进步对畜牧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③畜牧
业在农业生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已基本确定，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1949年的12．4 9／6
、1978年的15．0％上升到2000年的30％以上；④畜牧产业化格局初具雏形，如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趋完
善、规模化经营不断提高和多渠道开拓市场初见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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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大致经过家庭副业、专业饲养和规模化饲养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更广泛的区域
向现代集约型方向转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我国畜牧业得到迅速发展。
主要表现在：①畜牧生产总量稳定增长，如2002年肉、蛋、奶总产量比1978年提高6～11倍，人均占有
量和年均消费量也都有大幅度提高；②畜牧业科技含量明显提高，如主要畜禽的良种覆盖率、饲料转
化率和发病死亡率等生产指标得到有益的改变，科技进步对畜牧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③畜牧
业在农业生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已基本确定，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1949年的12．4 9／6
、1978年的15．0％上升到2000年的30％以上；④畜牧产业化格局初具雏形，如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趋完
善、规模化经营不断提高和多渠道开拓市场初见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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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猪的生活习性及解剖生理特点1.猪有哪些特殊的生理机能和生活习性?2.掌握猪体的解剖学知识
有何意义?3.猪的躯体划分为哪几部分?4.猪体表各部位名称有哪些?5.猪的运动系统由哪些器官组成?各
有什么功能?6.猪的消化系统由哪些器官组成?各有什么功能?7.猪的呼吸系统由哪些器官组成?各有什么
功能?8.猪的循环系统由哪些器官组成?各有什么功能?9.猪的泌尿系统由哪些器官组成?各有什么功能?10.
猪的生殖系统由哪些器官组成?各有什么功能?11.猪的神经系统由哪些器官组成?各有什么功能?12.猪的
内分泌系统是怎样组成的?各有什么功能?13.猪的感觉器官有哪些?各有什么功能?14.猪的皮肤及其衍生
物的结构和功能如何?第二章 猪病的基础知识15.猪疾病是怎样发生的?16.猪疾病有哪几类?17.什么是传
染?传染有哪些类型?18.什么是传染病?传染病与非传染病有何区别?19.猪传染病发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是什么?20.猪传染病的发展过程分哪几个阶段?21.猪传染病有哪些临床类型?22.什么是传染病的流行过
程?猪传染病流行过程的发生应具备哪三个基本环节?23.什么是传染源?传染源有哪些?24.什么是传播途
径和传播方式?传播方式有哪些?25.什么是易感猪群?26.猪传染病流行过程的表现形式有哪些?27.猪传染
病流行过程的时间特点有哪些?28.什么是疫区、疫点和疫源地?29.什么是生物性传播媒介?生物性传播媒
介有哪些?30.非生物性的传播媒介有哪些?31.什么是寄生虫病?猪寄生虫病有哪些特点?32.猪寄生虫病的
发生必须具备哪三个条件?33.什么是普通病?猪普通病有哪些特点?34.什么是症状?猪发病后表现出的一
般症状有哪些?35.什么是特殊症状?识别特殊症状有何实际意义?36.如何识别猪群中的病猪?37.什么是应
激?猪机体应激机能降低表现在哪些方面?38.什么是猪发病的内因和外因?内因和外因在致病过程中的关
系怎样?39.猪发病的主要内因和外因有哪些?40.生物性致病因素有哪些?41.非生物性致病因素有哪些?42.
病原体侵入猪体的途径有哪些?第三章 病猪的检查与剖检43.诊断猪病常用的方法有哪些?44.什么是临床
诊断?有何特性?45.流行病学调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46.发病过程调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有何意义?47.发
病和死亡猪的年龄调查有何实际意义?48.进行治疗情况的调查有何实际意义?49.防疫情况调查的主要内
容有哪些?有何实际意义?50.饲养管理情况调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有何实际意义?51.什么是感染率、发
病率、患病率、病死率和死亡率?52.怎样进行病猪群的检查?53.病猪个体检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54.怎
样进行病猪整体状态的观察?有何意义?55.怎样进行病猪表被状态的检查?有何意义?56.怎样进行病猪眼
结膜的检查?有何意义?57.测定病猪体温有何意义?58.用体温计测定猪的直肠温时应注意哪些问题?59.测
定病猪脉搏(心跳)次数有何意义?60.测定病猪呼吸次数有何意义?61.病猪腹部检查有何意义?62.病猪腹腔
器官检查有何意义?63.检查病猪排粪动作有何实际意义?64.病猪粪便的感官检查有哪些意义?65.养猪户
怎样自辨猪病?66.诊断猪病为什么要进行尸体剖检?67.剖检前应做好哪些准备工作?68.怎样进行病猪的
剖检?69.猪剖检常见的病理变化有哪些?70.剖检病猪时应注意哪些问题?71.怎样进行猪的病理剖检记
录?72.怎样采集病理材料?73.怎样保存病理材料?74.怎样包装和送检病理材料?75.猪常见传染病应送检的
病料有哪些?76.微生物学检查的方法和步骤有哪些?77.病理组织学检查的内容有哪些?78.寄生虫的检查
方法有哪些?79.怎样进行病料的涂(抹、触)片制作?80.常用的染色方法有哪些?怎样进行镜检?81.怎样进
行玻片凝集试验?82.怎样进行玻板凝集试验?83.怎样进行试管凝集试验?84.怎样进行间接红细胞凝集试
验?85.怎样进行血凝试验?86.怎样进行血凝抑制试验?87.怎样进行环状沉淀试验?88.怎样进行琼脂免疫扩
散试验?89.什么是动物接种试验?有何意义?第四章 猪的常用药物及给药方法第五章 猪病的综合防制措
施第六章 猪传染性病第七章 猪寄生虫病第八章 猪中毒性疾病第九章 猪营养代谢疾病第十章 猪内科疾
病第十一章 猪外科及产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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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局部感染和全身感染。
由于猪体的抵抗力较强，而侵入的病原微生物毒力较弱或数量较少，病原微生物被局限在一定部位生
长繁殖，并引起一定病变的称局部感染。
如果猪体抵抗力较弱，病原微生物冲破了机体的各种防御屏障而侵入血液并向全身扩散，则发生严重
的全身感染。
表现出菌血症、毒血症、败血症、脓毒血症和脓毒败血症等。
　　（5）典型感染和非典型感染。
典型感染和非典型感染均属显性感染。
在感染过程中表现出该病特征性临床症状者，称为典型感染。
而非典型感染则表现或轻或重，与典型症状不同。
　　（6）良性感染和恶性感染。
一般常以病畜的死亡率作为判定传染病严重性的主要指标。
如果该病并不引起病猪的大批死亡，可称为良性感染。
相反，如能弓I起大批死亡，则可称为恶性感染。
　　（7）最急性、急性、亚急性和慢性感染。
最急性感染病程短促，常在数小时或1 d内突然死亡，症状和病变不显著，常见于疾病的流行初期。
急性感染病程较短，自几天至2～3周，并伴有明显的典型症状。
亚急性感染的临床表现不如急性型那么显著，病程稍长，与急性相比是一种比较缓和的类型。
慢性感染的病程发展缓慢，常在1个月以上，临床症状不明显或甚至不表现出来。
　　18．什么是传染病？
传染病与非传染病有何区别？
　　凡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和临床表现，并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称为传染病。
传染病的表现虽然多种多样，但亦具有一些共同特性，根据这些特性可与其他非传染病相区别。
这些特征是：　　（1）传染病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由病原微生物与机体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每一种
传染病都有其特异的致病性微生物存在。
　　（2）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
传染性是指病原微生物可由一病猪传给另一健康猪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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