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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做好动物疫病的预防! 控制和扑灭工作" 适应现代

畜牧业发展的需要" 结合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

$"#$" %"#"# 年%&" 针对华北地区牛! 羊! 猪等动物疫病发

生及流行特点" 编写了 #动物疫病诊断与防治技术& 一书'

该书在重点充实主要动物疫病诊断与防控措施的同时" 也对

一些常见多发的动物疾病提供了一些中! 西兽医相结合的诊

疗方法和经验" 此外还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一! 二! 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

录& 以及口蹄疫! 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 种动物疫病防治技术

规范' 本书内容包括临诊诊断与治疗技术! 动物传染病! 动

物寄生虫病! 动物常见多发病的诊断与防治! 法律法规与技

术规范' 力求科学性! 实用性" 以供乡村兽医! 村级动物防

疫员及广大畜禽养殖者在畜牧业生产实际工作中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尽管注重了理论性和实践性统一"

并经反复审查和修改" 但书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 敬请

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者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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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临诊诊断与治疗技术

第一节!诊断技术

一! 临诊检查的基本方法

临诊检查的方法主要有问诊! 视诊! 触诊! 叩诊! 听诊和

嗅诊"

问诊# 是通过询问的方式向动物主人或有关人员了解患病动

物的饲养管理情况以及现病史和既往史# 从而为临诊检查提供线

索" 问诊的内容包括$ 畜主姓名! 住址# 动物种类! 品种! 性

别# 动物年龄及动物发病的时间! 地点及周围环境# 动物患病后

的主要症状! 经过与本次发病有关的原因和诱因# 以及诊断和治

疗情况"

视诊# 是在动物安静或运动的情况下# 检查者通过视觉进行

直接检查" 视诊时# 检查者站在距离病畜 " #$%远的地方# 由

左前方开始# 从前向后边走边看# 顺序地观察头部! 颈部! 胸

部! 腹部和四肢# 走到正后方时观察尾部! 会阴部并作两侧对

比# 对所发现的异常变化作细致的观察# 最后进行牵遛# 观察运

步状态"

触诊# 是用手对要检查的组织或器官进行触压和感觉# 以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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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判定病变的一种方法" 浅部触诊是将手指伸直平贴于体表#

不加按压而轻轻滑动触摸# 常用于检查体表的温度! 湿度和敏感

性" 深部触诊是用不同的力量对患部进行按压# 以感知深部器官

的部位! 大小判断有无疼痛及异常肿块等"

直肠检查是将手指伸入动物的直肠内去感知腹腔内组织器官

性状的方法# 也是触诊方法之一"

叩诊# 是用手指或借助器械对动物体表的某些部位进行叩

击# 通过牲畜表现# 来判断被叩打的组织和深在器官有无病理变

化的一种方法" 直接叩诊主要用于检查脊柱! 鼻旁窦和咽囊" 间

接叩诊是通过指指叩诊以检查中小动物和槌板叩诊检查大动物的

肺! 肝及心脏部位" 根据被叩组织是否含有气体以及含气量的多

少# 可出现清音! 浊音! 半浊音及鼓音" 清音是一种音调低! 音

响强# 振动时间较长的声音# 是正常肺组织的叩诊音" 浊音是一

种音调高! 音响弱# 振动时间短的声音" 叩打实质脏器如心脏!

肝脏和肌肉时呈现浊音" 半浊音是一种介于清音和浊音之间的声

音" 叩打肺边缘时呈半浊音" 鼓音是一种音调高! 音响强# 振动

有规律的声音# 叩打马的盲肠基底部和牛的瘤胃上部呈鼓音"

听诊# 是借助听诊器或用耳朵直接听取机体内脏器官活动过

程中发出的生理性或病理性声音" 临诊上主要用于心! 肺及胃肠

的检查"

嗅诊# 是嗅闻动物的呼出气! 排泄物和分泌物的气味# 以判

定有无病理变化的一种方法" 嗅诊在诊断某些疾病时有重要意

义" 如牛酮病时呼出气带有氯仿味& 肺坏疽或腐败性支气管炎

时# 鼻液及呼出气带有腐败气味& 胃肠炎时粪便发出恶臭味# 尿

毒症时# 皮肤及汗液带有尿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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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临诊诊断与治疗技术

二! 整体及一般状态的检查

整体状态主要检查动物的精神状态! 体格发育! 营养状况!

姿势与体态等"

精神状态是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反映# 观察动物的精神状

态# 主要是注意其颜面表情# 眼! 耳! 尾的动作# 身体的姿势以

及鸣叫! 踢咬等各种防卫性反应"

体格发育# 主要根据骨骼和肌肉的发育程度以及各部的比例

来确定"

营养状况# 主要是看肌肉的丰满程度和皮下脂肪蓄积量来判

定" 营养良好的动物肌肉和皮下脂肪丰满# 骨不显露# 被毛光

泽# 皮肤富有弹性" 营养不良的动物则骨骼显露# 轮廓棱角突

出# 皮肤干燥# 缺乏弹力# 被毛粗乱无光泽"

姿势与体表的检查# 首先要了解和掌握健康动物特定的正常

姿势和体态" 当动物患病后则常出现一些反常姿势或体态# 可为

诊断疾病提供重要依据"

三! 被毛及皮肤检查

主要注意被毛状态# 皮肤的温度! 湿度! 弹性! 肿胀! 气

味! 疱疹和溃疡等"

健康家畜被毛平整# 生长牢固# 富有光泽& 健康家禽羽毛整

齐# 光滑美丽" 动物按一定的季节进行换毛# 被毛粗乱无光泽或

羽毛蓬松不光滑是营养不良的表现# 常见于慢性消耗性疾病# 如

鼻疽! 结核病! 慢性消化不良! 营养衰竭症及胃肠寄生虫病等"

非换毛季节大量脱毛是病理现象# 被毛成片脱毛# 常见于螨病和

湿疹& 羽毛脱落# 常见于食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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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眼结膜检查

检查眼结膜# 须将眼睑拨开# 其方法随动物而异" 检查马左

眼结膜时# 检查人位于马的头部左侧# 用左手抓住笼头# 将右手

的最后三指放在左眼眶上面固定后# 食指稍弯曲置于上眼睑中

部# 然后将食指伸直并插入眼窝内# 向眼球内上方稍施压迫# 同

时拇指拨开下眼睑# 眼结膜和瞬膜即可露出& 检查右眼结膜时#

换手按同样方法进行操作" 检查牛眼结膜时# 检查者位于牛头的

一侧# 用同侧手握住鼻中隔# 并向检查者的方向牵引# 另一手持

牛角# 用力向另一方向推# 使头转向侧方# 即可露出眼结膜和巩

膜& 也可两手分别握住两角# 将头向侧方扭转# 进行眼结膜检

查" 检查羊! 猪! 犬等中! 小动物的眼结膜时# 用两手拇指打开

上下眼睑即可观察" 健康马! 犬的眼结膜呈粉红色# 牛羊的稍淡

于马# 猪为红色" 眼结膜颜色的病理变化在临诊上常见的有如下

几种$

结膜潮红$ 是充血的表现" 弥漫性潮红# 见于眼病! 胃肠

炎! 胃肠性腹痛病及急性传染病等& 树枝状充血# 见于脑炎等"

结膜苍白$ 是贫血的表现" 速发苍白# 见于大失血及肝! 脾

破裂等& 徐发苍白# 见于营养性贫血! 慢性消化不良! 慢性马传

染性贫血及牛! 羊肠道寄生虫病等"

结膜黄染$ 是血液中胆红素浓度增高的表现" 见于实质

性肝炎! 肝营养不良! 胆结石! 十二指肠炎! 马梨形虫病!

新生骡驹溶血病等"

结膜发绀$ 即结膜呈蓝紫色# 是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增

多或血液中形成大量变性血红蛋白的结果" 见于心力衰竭!

肺充血! 肺水肿及亚硝酸盐中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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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临诊诊断与治疗技术

结膜出血点或血斑$ 是血管通透性增大所致" 见于血斑病!

败血症! 牛蕨中毒及马传染性贫血等"

五! 体表淋巴结检查

检查体表淋巴结# 对于判定感染病灶及诊断某些传染病具有

重要意义" 检查时要注意淋巴结的位置! 大小! 形状! 硬度! 温

度! 敏感性及移动性等" 临诊上常检查的体表淋巴结如下$

下颌淋巴结$ 马的下颌淋巴结位于下颌间隙的后方# 前部不

易触摸到# 后部可摸到的部分如蚕豆大" 检查时# 一手放在鼻部

或抓住笼头# 另一手插入下颌间隙# 沿下颌支内侧前后滑动触摸"

牛的下颌淋巴结呈卵圆形# 也位于下颌间隙的后方# 检查方法与

马相同"

肩前淋巴结$ 马的肩前淋巴结位于肩关节前方! 臂头肌深

部# 正常时很难触及" 牛的肩前淋巴结位于冈上肌的前缘# 腹侧

达颈静脉沟" 检查牛的肩前淋巴结时# 手指在肩关节的前上方#

沿冈上肌的前缘插入# 前后滑动触摸"

膝上淋巴结$ 又叫股前淋巴结# 位于股阔筋膜张肌前缘的疏

松组织中# 大约在髋结节和膝盖骨的中间" 检查时# 一手由动物

膝皱褶的内侧向上深深插入# 另一手由皱褶外侧配合# 上下滑动

触摸"

腹股沟浅淋巴结$ 又叫乳房上淋巴结" 公马的腹股沟浅淋巴

结呈两个泡状物# 一个位于精索的前方! 阴茎背侧与腹壁之间#

另一个在精索的后方! 骨盆壁的腹面" 检查时# 要先保定# 后触

摸" 母马和母牛的腹股沟浅淋巴结# 位于乳房底与腹壁之间# 检

查时在乳房背侧用手指左右触摸"

淋巴结的病理变化$ 急性肿胀时# 淋巴结体积增大# 温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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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表面光滑# 坚实# 活动受限" 马的下颌淋巴结肿胀# 见于腺

疫! 流行性感冒和咽炎等& 牛的淋巴结肿胀# 见于白血病! 泰勒

虫病等" 慢性肿胀时# 淋巴结坚硬# 表面凹凸不平# 无热无痛#

无移动性" 下颌淋巴结慢性肿胀# 见于马慢性鼻疽和牛结核病

等" 下颌淋巴结化脓# 常见于腺疫"

六! 体温测定

测定体温# 对于判定病性# 推断预后和验证疗效# 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

家畜的体温在直肠内测定# 禽类在翅膀下测定# 也可在泄殖

腔内测定" 测温前须将体温计的水银柱甩至 $()以下# 用消毒

棉擦拭并涂以润滑剂# 然后把体温计缓慢插入直肠内# 保持 $ #

(%*+后取出# 擦净体温计上的粪便# 查看水银柱的度数"

测定体温时# 对性情暴烈的动物# 须保定后再进行测温" 对

于犬! 猫及貂! 狐等动物# 要用器械保定# 在畜主或助手帮助下

进行测温" 剧烈运动或曝晒的病畜# 须休息半小时后再进行测温"

健康动物的体温通常是恒定的# 一昼夜的温差不超过 &)# 通

常是上午稍低# 下午稍高" 病理情况下# 体温可以升高或降低"

体温升高$ 又称发热" 除体温升高外# 还见有一系列的综合

症状# 称为热候# 如恶寒战栗! 皮温分布不均! 脉搏呼吸增数!

食欲减退以及精神沉郁等"

体温升高 ,-( #&)称为微热# 见于局部炎症及消化不良等"

体温升高 & #")称为中热# 见于咽炎! 胃肠炎及支气管炎" 体

温升高 " #$)称为高热# 见于流行性感冒! 纤维素性肺炎! 口

蹄疫及猪瘟等" 体温升高 $)以上称为过高热# 见于急性马传染

性贫血! 马传染性胸膜肺炎! 猪丹毒及脓毒血症等"

%.%



第一章!临诊诊断与治疗技术

在发热过程中# 把每日上! 下午测温的结果记录在特制的体

温曲线表格内# 然后连成曲线# 称为热曲线" 根据热曲线的波形

可分为以下几种热型" 稽留热型# 高热持续 $ 天以上# 而每日的

温差在 &)以内# 见于纤维素性肺炎! 马传染性胸膜肺炎! 犊牛

副伤寒及猪瘟等" 弛张热型# 体温日差在 &)以上而不降到常

温# 见于支气管肺炎及败血症等" 间歇热型# 有热期与无热期交

替出现# 见于马梨形虫病及慢性马传染性贫血"

体温降低$ 体温降至常温以下# 见于内脏破裂! 大失血! 严

重脑病! 中毒病! 休克及濒死期等"

表 &!动物正常体温! 脉搏数和呼吸数

动物种类 体温 ')( 脉搏数 '次/%*+( 呼吸数 '次/%*+(

马 $0-( #$1-( ". #'" 1 #&.

骡 $1-, #$2-, ". #'" 1 #&.

驴 $0-( #$1-( '" #(' 1 #&.

奶牛 $0-( #$2-( (, #1, &, #$,

黄牛 $0-( #$2-, (, #1, &, #$,

羊 $1-, #',-, 0, #1, &" #",

猪 $1 #$2-( ., #1, &, #",

犬 $0-( #$2-, 0, #&", &, #$,

猫 $1-( #$2-( &&, #&$, ", #$,

兔 $1-( #$2-( &", #&', (, #.,

鹿 $1-, #$2-, ', #1, &( #"(

鸡! 鸭 ',-, #'"-, &", #",, &( #$,

鹅 ',-, #'&-( &", #&., &" #",

鸽 '&-,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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