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本书共设 ５篇 １９章，分别讲述寄生虫与宿主，寄生虫病的流行与危害，寄生虫病的诊断与控制，人
兽共患寄生虫病，寄生虫免疫学，动物的吸虫病、绦虫病、线虫病、棘头虫病、蜱螨病和昆虫病，动物原虫
病的病原形态、发育与传播、症状与病变、诊断、治疗与预防，常用抗寄生虫药物等。 本书从临床兽医师
的角度进行编写，力求新颖、简练、实用，并结合相关科研成果和生产实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 书中每章有导读、学习要点，每篇有目标测试题、复习思考题及知识拓展，并进行了实践技能训练
———动物重要寄生虫病的病例分析。
本书除供高职高专畜牧兽医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学习使用外，还可以供临床兽医工作者以及动

物饲养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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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近年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
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高等职业教育开辟了新的发
展阶段。 培养新型的高质量的应用型技能人才，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
畜牧兽医不仅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畜禽疾病与人类安全也有密切

关系。 因此，对新型畜牧兽医人才的培养已迫在眉睫。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应用
型技能人才。 本套教材是根据这一特定目标，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突出实用性的原则，
组织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中青年学者编写。 我相信，这套教材对推动畜牧兽医高等职业
教育的发展，推动我国现代化养殖业的发展将起到很好的作用，特为之序。

中国工程院院士

２００７ 年 １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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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禽寄生虫病是影响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疾病，其中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如血吸虫病、旋毛虫病、棘球蚴病、弓形虫病等）还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如何有效
地防控畜禽寄生虫病，最大限度地减少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广大兽医工作者面临
的实际工作问题。 因此，枟动物寄生虫病诊断与防治枠是高等农业职业院校畜牧兽医专业
学生的主要课程之一。
我觉得这是一本好教材。 第一，好在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该教材既介绍了动物寄

生虫的基本理论和寄生虫病的基本诊疗知识，又分别论述了动物蠕虫病、原虫病和外寄
生虫病的诊疗与防治。 第二，好在它的实用性，该教材针对我国兽医临床上常见的动物
寄生虫病，从寄生虫的病原形态、发育传播、诊断防治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兼顾了
寄生虫学理论和兽医临床实践的结合，实用性较突出，符合我国高等农业职业院校畜牧
兽医专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第三，该教材的编写人员不仅理论功底较扎实，而且也具
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努力使该教材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具有实用价值。 我相信
该教材的再版将使广大读者从中受益，将为我国高等农业职业院校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
兽医科技人才作出贡献。
值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很高兴地祝贺该教材编写人员为动物寄生虫学学科建设及

应用型人才培养所作出的贡献，祝贺他们的成功！
是为序。

长江学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随着我国畜牧兽医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有关院校对具有畜牧兽医职业教育特色教
材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根据国发〔２００５〕３５ 号枟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枠和
教育部枟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专业简介枠，重庆大学出版社针对畜
牧兽医类专业的发展与相关教材的现状，在２００６ 年３月召集了全国开设畜牧兽医类专业
精品专业的高职院校教师以及行业专家，组成这套“高职高专畜牧兽医类专业系列教材”
编委会，经各方努力，这套“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能培养为核心，以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必需知识体系为要素，统一规范并符合我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需要”的高职高专畜
牧兽医类专业系列教材得以顺利出版。
几年的使用已充分证实了它的必要性和社会效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重庆大学出版社再

次组织教材编委会，增加了参编单位及人员，使教材编委会的组成更加全面和具有新气
息，参编院校的教师以及行业专家针对这套“高职高专畜牧兽医类专业系列教材”在使用
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近几年我国畜牧兽医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并对教材
编写的架构设计进行统一，明确了统稿、总篡及审阅。 通过这次研讨与交流，教材编写的
教师将这几年的一些好的经验以及最新的技术融入到了这套再版教材中。 可以说，本套
教材内容新颖，思路创新，实用性强，是目前国内畜牧兽医领域不可多得的实用性实训教
材。 本套教材既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的综合实训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企
事业单位人员的实务操作培训教材和参考书、工具书。 本套再版教材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结构清晰，内容充实。 本教材在内容体系上较以往同类教材有所调整，在学习

内容的设置、选择上力求内容丰富、技术新颖。 同时，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
深他们的理解力，强调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第二，案例选择与实训引导并用。 本书尽可能地采用最新的案例，同时针对目前我

国畜牧兽医业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学生对畜牧兽医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有明确和深刻的
理解和认识。
第三，实训内容规范，注重其实践操作性。 本套教材主要在模板和样例的选择中，注

意集系统性、工具性于一体，具有“拿来即用”“改了能用”“易于套用”等特点，大大提高
了实训的可操作性，使读者耳目一新，同时也能给业界人士一些启迪。
值这套教材的再版之际，感谢本套教材全体编写老师的辛勤劳作，同时，也感谢重庆

大学出版社的专家、编辑及工作人员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努力！

高职高专畜牧兽医类专业系列教材编委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因此，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世纪目标。 如何增
加经济收入，对于农村稳定乃至全国稳定至关重要，而发展畜牧业是最佳的途径之
一。 目前，我国畜牧业发展迅速，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３２％，从事畜牧业生产
的劳动力就达 １ 亿多人，已逐步发展成为最具活力的国家支柱产业之一。 然而，在
我国广大地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这与我国畜牧兽医职业
技术教育的滞后有关。
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在周济部长于 ２００４ 年四川泸州发表“倡导发展职业教

育”的讲话以后，各院校畜牧兽医专业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已有 １００ 多
所院校开设了该专业，年招生规模近两万人。 然而，在兼顾各地院校办学特色的基础上，
明显地反映出了职业技术教育在规范课程设置和专业教材建设中一系列亟待解决的

问题。
虽然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国内几家出版社已经相继出版了一些畜牧兽医专业的单本或

系列教材，但由于教学大纲不统一，编者视角各异，许多高职院校在畜牧兽医类教材选用
中颇感困惑，有些职业院校的老师仍然找不到适合的教材，有的只能选用本科教材，由于
理论深奥，艰涩难懂，导致教学效果不甚令人满意，这严重制约了畜牧兽医类高职高专的
专业教学发展。

２００４ 年底教育部出台了枟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专业简介枠，
其中明确提出了高职高专层次的教材宜坚持“理论够用为度，突出实用性”的原则，鼓励
各大出版社多出有特色的、专业性的、实用性较强的教材，以繁荣高职高专层次的教材市
场，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２００４ 年以来，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针对畜牧兽医类专业的发展与相关教
材市场的现状，咨询专家，进行了多次调研论证，于 ２００６ 年３月召集了全国以开设畜牧兽
医专业为精品专业的高职院校，邀请众多长期在教学第一线的资深教师和行业专家组成
编委会，召开了“高职高专畜牧兽医类专业系列教材”建设研讨会，多方讨论，群策群力，
推出了本套高职高专畜牧兽医类专业系列教材。
本系列教材的指导思想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农村经济及产业结构的变化、现代化

养殖业的出现以及畜禽饲养方式等引起疾病发生的改变的实践需要，为培养适应我国现
代化养殖业发展的新型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才。



本系列教材的编写原则是力求新颖、简练，结合相关科研成果和生产实践，注重对学
生的启发性教育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之能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实践动手
能力。 在本系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考虑高职高专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坚持以“理论够用为度，突出实用性”的

原则。
第二，遵循市场的认知规律，在广泛征询和了解学生和生产单位的共同需要，吸收众

多学者和院校意见的基础之上，组织专家对教学大纲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使系列教材具
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第三，考虑高等职业教学计划和课时安排，结合各地高等院校该专业的开设情况和

差异性，将基本理论讲解与实例分析相结合，突出实用性，并在每章中安排了导读、学习
要点、复习思考题、实训和案例等，编写的难度适宜、结构合理、实用性强。
第四，按主编负责制进行编写、审核，再经过专家审稿、修改，经过一系列较为严格的

过程，保证了整套书的严谨和规范。
本套系列教材的出版希望能给开办畜牧兽医类专业的广大高职院校提供尽可能适

宜的教学用书，但需要不断地进行修改和逐步完善，使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
更好的有用人才服务。

高职高专畜牧兽医类专业系列教材编委会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本书自 ２００６ 年出版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中肯地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同
时近些年我国养殖业发展十分迅速，动物的寄生虫病的发生及控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
化，对教材的编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 ２０１０ 年４月重庆大学出版社教材编委会昆
明会议的精神，对本书进行修订。
本书的修订，我们不仅增加了参编单位及编写人员，开展了编写的专题讨论会。 更

为重要的是在丰富编写内容的同时，对文字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精简，使该书更加新颖、简
练，并在各章节后增加了实践技能训练———病例分析内容，还有目标测试、复习思考及知
识拓展，力求更加符合畜牧兽医类高职高专的教学要求和满足基层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和
畜禽养殖人员的学习需要。
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多么努力，科学是永无止境的，本书定有值得完善之处，敬祈有

关专家、同仁，特别是广大读者的不吝赐教，谢谢！

编　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本教材从兽医师的角度，阐述寄生虫的基本理论和动物寄生虫病的诊疗实践。 全书
共 ６篇 ２０ 章，在介绍动物寄生虫的基本理论和寄生虫病诊疗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分别论
述了动物蠕虫病、外寄生虫病、原虫病和动物寄生虫病的诊疗与防治。 本书力求新颖、简
练，结合相关科研成果和生产实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并注重对学生的启发
性教育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书中每章有导读，在节后有学习要点。
参加本书编写的既有高校的著名专家和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任教师，也有工作在兽医

诊疗第一线的技术人员。 本教材编写工作由聂奎编写第 １ 章、第 ２ 章、第 １３ 章、第 １４ 章
和第 １５章；吴莉萍编写第 ６章（６．３，６．４ 和 ６．５）和第 ８ 章（８．４ 和 ８．５）；邹丰才编写第 ８
章（８．１，８．２ 和 ８．３）、第 １９章（１９．３ 和 １９．４）；罗洪林编写第 ３ 章、第 ５ 章和第 ６ 章（６．１
和 ６．２）；胡友兰编写第 １６章、第１７章和第１８章；周荣琼编写第 ７章（７．１和７．２）和第 １９
章（１９．１ 和 １９．２）；刘秀玲编写第 ８章（８．６，８．７，８．８和 ８．９）、第 １０ 章和第 １２ 章；杨靖编
写第 ７章（７．３，７．４，７．５，７．６和 ７．７）；禹泽中编写第 １１ 章；周作勇编写第 ９ 章；魏秋玉编
写第 ４章和第 ２０ 章；全书由聂奎和周作勇统稿。
本教材除适用于高职高专的动物养殖专业的学生学习使用外，亦可供畜牧兽医技术

人员和畜禽养殖人员参考。 本教材配有相应的教学课件，请登录重庆大学出版社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ｕｐ．ｃｏｍ．ｃｎ。
鉴于编写者的学术水准，编写能力所限，以及客观上时间仓促等原因，教材定有疏漏

和不妥之处，尚祈有关专家、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谢谢！

编　者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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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篇　动物寄生虫病学总论

第 １ 章　寄生虫学基本概念与原理 ２⋯⋯⋯⋯⋯⋯⋯⋯⋯⋯⋯⋯⋯⋯⋯⋯⋯⋯⋯
　１．１　动物寄生虫学的定义、内容和范围 ２⋯⋯⋯⋯⋯⋯⋯⋯⋯⋯⋯⋯⋯⋯⋯⋯⋯⋯
　１．２　寄生虫学的基本原理 ３⋯⋯⋯⋯⋯⋯⋯⋯⋯⋯⋯⋯⋯⋯⋯⋯⋯⋯⋯⋯⋯⋯⋯⋯

第 ２ 章　动物寄生虫病学基础知识 １０⋯⋯⋯⋯⋯⋯⋯⋯⋯⋯⋯⋯⋯⋯⋯⋯⋯⋯⋯
　２．１　动物寄生虫病学的内容与任务 １０⋯⋯⋯⋯⋯⋯⋯⋯⋯⋯⋯⋯⋯⋯⋯⋯⋯⋯⋯
　２．２　动物寄生虫病的危害 １１⋯⋯⋯⋯⋯⋯⋯⋯⋯⋯⋯⋯⋯⋯⋯⋯⋯⋯⋯⋯⋯⋯⋯
　２．３　动物寄生虫病的流行病学 １２⋯⋯⋯⋯⋯⋯⋯⋯⋯⋯⋯⋯⋯⋯⋯⋯⋯⋯⋯⋯⋯
　２．４　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１５⋯⋯⋯⋯⋯⋯⋯⋯⋯⋯⋯⋯⋯⋯⋯⋯⋯⋯⋯⋯⋯⋯⋯⋯

第 ３ 章　寄生虫感染的免疫 １７⋯⋯⋯⋯⋯⋯⋯⋯⋯⋯⋯⋯⋯⋯⋯⋯⋯⋯⋯⋯⋯⋯
　３．１　寄生虫免疫学基础 １７⋯⋯⋯⋯⋯⋯⋯⋯⋯⋯⋯⋯⋯⋯⋯⋯⋯⋯⋯⋯⋯⋯⋯⋯
　３．２　寄生虫免疫的特点 ２０⋯⋯⋯⋯⋯⋯⋯⋯⋯⋯⋯⋯⋯⋯⋯⋯⋯⋯⋯⋯⋯⋯⋯⋯
　３．３　寄生虫在免疫宿主中存活机理 ２０⋯⋯⋯⋯⋯⋯⋯⋯⋯⋯⋯⋯⋯⋯⋯⋯⋯⋯⋯
　３．４　抗寄生虫感染免疫的应用 ２３⋯⋯⋯⋯⋯⋯⋯⋯⋯⋯⋯⋯⋯⋯⋯⋯⋯⋯⋯⋯⋯

第 ４ 章　动物寄生虫病的诊断与防制 ２５⋯⋯⋯⋯⋯⋯⋯⋯⋯⋯⋯⋯⋯⋯⋯⋯⋯⋯
　４．１　动物寄生虫病的诊断方法 ２５⋯⋯⋯⋯⋯⋯⋯⋯⋯⋯⋯⋯⋯⋯⋯⋯⋯⋯⋯⋯⋯
　４．２　动物寄生虫病的防制措施 ２６⋯⋯⋯⋯⋯⋯⋯⋯⋯⋯⋯⋯⋯⋯⋯⋯⋯⋯⋯⋯⋯
　第 １篇【目标测试题】 ３０⋯⋯⋯⋯⋯⋯⋯⋯⋯⋯⋯⋯⋯⋯⋯⋯⋯⋯⋯⋯⋯⋯⋯⋯⋯⋯
　第 １篇【复习思考题】 ３１⋯⋯⋯⋯⋯⋯⋯⋯⋯⋯⋯⋯⋯⋯⋯⋯⋯⋯⋯⋯⋯⋯⋯⋯⋯⋯
　第 １篇【知识拓展】 ３１⋯⋯⋯⋯⋯⋯⋯⋯⋯⋯⋯⋯⋯⋯⋯⋯⋯⋯⋯⋯⋯⋯⋯⋯⋯⋯⋯

第 ２篇　动物蠕虫病

第 ５ 章　动物蠕虫病概论 ３４⋯⋯⋯⋯⋯⋯⋯⋯⋯⋯⋯⋯⋯⋯⋯⋯⋯⋯⋯⋯⋯⋯⋯
　５．１　动物蠕虫病绪论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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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动物蠕虫病的流行特点 ３６⋯⋯⋯⋯⋯⋯⋯⋯⋯⋯⋯⋯⋯⋯⋯⋯⋯⋯⋯⋯⋯⋯
　５．３　动物蠕虫病的实验诊断技术 ３７⋯⋯⋯⋯⋯⋯⋯⋯⋯⋯⋯⋯⋯⋯⋯⋯⋯⋯⋯⋯

第 ６ 章　动物的吸虫病 ４６⋯⋯⋯⋯⋯⋯⋯⋯⋯⋯⋯⋯⋯⋯⋯⋯⋯⋯⋯⋯⋯⋯⋯⋯
　６．１　吸虫概论 ４６⋯⋯⋯⋯⋯⋯⋯⋯⋯⋯⋯⋯⋯⋯⋯⋯⋯⋯⋯⋯⋯⋯⋯⋯⋯⋯⋯⋯
　６．２　人兽共患吸虫病 ５１⋯⋯⋯⋯⋯⋯⋯⋯⋯⋯⋯⋯⋯⋯⋯⋯⋯⋯⋯⋯⋯⋯⋯⋯⋯
　６．３　牛、羊吸虫病 ５８⋯⋯⋯⋯⋯⋯⋯⋯⋯⋯⋯⋯⋯⋯⋯⋯⋯⋯⋯⋯⋯⋯⋯⋯⋯⋯⋯
　６．４　家禽吸虫病 ６０⋯⋯⋯⋯⋯⋯⋯⋯⋯⋯⋯⋯⋯⋯⋯⋯⋯⋯⋯⋯⋯⋯⋯⋯⋯⋯⋯
　６．５　猫、犬吸虫病 ６６⋯⋯⋯⋯⋯⋯⋯⋯⋯⋯⋯⋯⋯⋯⋯⋯⋯⋯⋯⋯⋯⋯⋯⋯⋯⋯⋯
　６．６　动物吸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６８⋯⋯⋯⋯⋯⋯⋯⋯⋯⋯⋯⋯⋯⋯⋯⋯⋯⋯⋯⋯⋯
　６．７　实践技能训练———病例分析 ６８⋯⋯⋯⋯⋯⋯⋯⋯⋯⋯⋯⋯⋯⋯⋯⋯⋯⋯⋯⋯

第 ７ 章　动物的绦虫病 ７１⋯⋯⋯⋯⋯⋯⋯⋯⋯⋯⋯⋯⋯⋯⋯⋯⋯⋯⋯⋯⋯⋯⋯⋯
　７．１　绦虫概论 ７１⋯⋯⋯⋯⋯⋯⋯⋯⋯⋯⋯⋯⋯⋯⋯⋯⋯⋯⋯⋯⋯⋯⋯⋯⋯⋯⋯⋯
　７．２　动物绦虫蚴病 ７４⋯⋯⋯⋯⋯⋯⋯⋯⋯⋯⋯⋯⋯⋯⋯⋯⋯⋯⋯⋯⋯⋯⋯⋯⋯⋯
　７．３　牛、羊绦虫病 ８１⋯⋯⋯⋯⋯⋯⋯⋯⋯⋯⋯⋯⋯⋯⋯⋯⋯⋯⋯⋯⋯⋯⋯⋯⋯⋯⋯
　７．４　马绦虫病 ８４⋯⋯⋯⋯⋯⋯⋯⋯⋯⋯⋯⋯⋯⋯⋯⋯⋯⋯⋯⋯⋯⋯⋯⋯⋯⋯⋯⋯
　７．５　家禽绦虫病 ８５⋯⋯⋯⋯⋯⋯⋯⋯⋯⋯⋯⋯⋯⋯⋯⋯⋯⋯⋯⋯⋯⋯⋯⋯⋯⋯⋯
　７．６　猪绦虫病 ８７⋯⋯⋯⋯⋯⋯⋯⋯⋯⋯⋯⋯⋯⋯⋯⋯⋯⋯⋯⋯⋯⋯⋯⋯⋯⋯⋯⋯
　７．７　猫、犬绦虫病 ８７⋯⋯⋯⋯⋯⋯⋯⋯⋯⋯⋯⋯⋯⋯⋯⋯⋯⋯⋯⋯⋯⋯⋯⋯⋯⋯⋯
　７．８　动物绦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９１⋯⋯⋯⋯⋯⋯⋯⋯⋯⋯⋯⋯⋯⋯⋯⋯⋯⋯⋯⋯⋯
　７．９　实践技能训练———病例分析 ９２⋯⋯⋯⋯⋯⋯⋯⋯⋯⋯⋯⋯⋯⋯⋯⋯⋯⋯⋯⋯

第 ８ 章　动物的线虫病 ９４⋯⋯⋯⋯⋯⋯⋯⋯⋯⋯⋯⋯⋯⋯⋯⋯⋯⋯⋯⋯⋯⋯⋯⋯
　８．１　线虫概论 ９４⋯⋯⋯⋯⋯⋯⋯⋯⋯⋯⋯⋯⋯⋯⋯⋯⋯⋯⋯⋯⋯⋯⋯⋯⋯⋯⋯⋯
　８．２　旋毛虫病 １０４⋯⋯⋯⋯⋯⋯⋯⋯⋯⋯⋯⋯⋯⋯⋯⋯⋯⋯⋯⋯⋯⋯⋯⋯⋯⋯⋯⋯
　８．３　动物蛔虫病 １０６⋯⋯⋯⋯⋯⋯⋯⋯⋯⋯⋯⋯⋯⋯⋯⋯⋯⋯⋯⋯⋯⋯⋯⋯⋯⋯⋯
　８．４　牛羊消化道线虫病 １１３⋯⋯⋯⋯⋯⋯⋯⋯⋯⋯⋯⋯⋯⋯⋯⋯⋯⋯⋯⋯⋯⋯⋯⋯
　８．５　猪消化道线虫病 １２０⋯⋯⋯⋯⋯⋯⋯⋯⋯⋯⋯⋯⋯⋯⋯⋯⋯⋯⋯⋯⋯⋯⋯⋯⋯
　８．６　家禽消化道线虫病 １２４⋯⋯⋯⋯⋯⋯⋯⋯⋯⋯⋯⋯⋯⋯⋯⋯⋯⋯⋯⋯⋯⋯⋯⋯
　８．７　动物呼吸道线虫病 １２７⋯⋯⋯⋯⋯⋯⋯⋯⋯⋯⋯⋯⋯⋯⋯⋯⋯⋯⋯⋯⋯⋯⋯⋯
　８．８　动物泌尿道线虫病 １３３⋯⋯⋯⋯⋯⋯⋯⋯⋯⋯⋯⋯⋯⋯⋯⋯⋯⋯⋯⋯⋯⋯⋯⋯
　８．９　动物丝虫病 １３５⋯⋯⋯⋯⋯⋯⋯⋯⋯⋯⋯⋯⋯⋯⋯⋯⋯⋯⋯⋯⋯⋯⋯⋯⋯⋯⋯
　８．１０　动物线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１３８⋯⋯⋯⋯⋯⋯⋯⋯⋯⋯⋯⋯⋯⋯⋯⋯⋯⋯⋯⋯
　８．１１　实践技能训练———病例分析 １４０⋯⋯⋯⋯⋯⋯⋯⋯⋯⋯⋯⋯⋯⋯⋯⋯⋯⋯⋯

第 ９ 章　动物的棘头虫病 １４２⋯⋯⋯⋯⋯⋯⋯⋯⋯⋯⋯⋯⋯⋯⋯⋯⋯⋯⋯⋯⋯⋯⋯
　９．１　棘头虫的形态和发育 １４２⋯⋯⋯⋯⋯⋯⋯⋯⋯⋯⋯⋯⋯⋯⋯⋯⋯⋯⋯⋯⋯⋯⋯
　９．２　猪巨吻棘头虫病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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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　鸭多形棘头虫与细颈棘头虫病 １４６⋯⋯⋯⋯⋯⋯⋯⋯⋯⋯⋯⋯⋯⋯⋯⋯⋯⋯⋯
　９．４　动物棘头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１４８⋯⋯⋯⋯⋯⋯⋯⋯⋯⋯⋯⋯⋯⋯⋯⋯⋯⋯⋯⋯
　９．５　实践技能训练———病例分析 １４９⋯⋯⋯⋯⋯⋯⋯⋯⋯⋯⋯⋯⋯⋯⋯⋯⋯⋯⋯⋯
　第 ２篇【目标测试题】 １５０⋯⋯⋯⋯⋯⋯⋯⋯⋯⋯⋯⋯⋯⋯⋯⋯⋯⋯⋯⋯⋯⋯⋯⋯⋯
　第 ２篇【复习思考题】 １５６⋯⋯⋯⋯⋯⋯⋯⋯⋯⋯⋯⋯⋯⋯⋯⋯⋯⋯⋯⋯⋯⋯⋯⋯⋯
　第 ２篇【知识拓展】 １５６⋯⋯⋯⋯⋯⋯⋯⋯⋯⋯⋯⋯⋯⋯⋯⋯⋯⋯⋯⋯⋯⋯⋯⋯⋯⋯

第 ３篇　动物外寄生虫病

第 １０ 章　动物外寄生虫病概论 １６０⋯⋯⋯⋯⋯⋯⋯⋯⋯⋯⋯⋯⋯⋯⋯⋯⋯⋯⋯⋯
　１０．１　动物外寄生虫病绪论 １６０⋯⋯⋯⋯⋯⋯⋯⋯⋯⋯⋯⋯⋯⋯⋯⋯⋯⋯⋯⋯⋯⋯
　１０．２　外寄生虫病对动物的危害及防治 １６２⋯⋯⋯⋯⋯⋯⋯⋯⋯⋯⋯⋯⋯⋯⋯⋯⋯

第 １１ 章　动物的蜱螨病 １６４⋯⋯⋯⋯⋯⋯⋯⋯⋯⋯⋯⋯⋯⋯⋯⋯⋯⋯⋯⋯⋯⋯⋯
　１１．１　蜱螨的重要生物学特征 １６４⋯⋯⋯⋯⋯⋯⋯⋯⋯⋯⋯⋯⋯⋯⋯⋯⋯⋯⋯⋯⋯
　１１．２　动物的蜱病 １６５⋯⋯⋯⋯⋯⋯⋯⋯⋯⋯⋯⋯⋯⋯⋯⋯⋯⋯⋯⋯⋯⋯⋯⋯⋯⋯
　１１．３　动物的螨病 １６８⋯⋯⋯⋯⋯⋯⋯⋯⋯⋯⋯⋯⋯⋯⋯⋯⋯⋯⋯⋯⋯⋯⋯⋯⋯⋯
　１１．４　动物蜱螨病的诊断与防治 １７３⋯⋯⋯⋯⋯⋯⋯⋯⋯⋯⋯⋯⋯⋯⋯⋯⋯⋯⋯⋯
　１１．５　实践技能训练———病例分析 １７５⋯⋯⋯⋯⋯⋯⋯⋯⋯⋯⋯⋯⋯⋯⋯⋯⋯⋯⋯

第 １２ 章　动物的昆虫病 １７７⋯⋯⋯⋯⋯⋯⋯⋯⋯⋯⋯⋯⋯⋯⋯⋯⋯⋯⋯⋯⋯⋯⋯
　１２．１　家畜蝇蛆病 １７７⋯⋯⋯⋯⋯⋯⋯⋯⋯⋯⋯⋯⋯⋯⋯⋯⋯⋯⋯⋯⋯⋯⋯⋯⋯⋯
　１２．２　其他昆虫病 １８１⋯⋯⋯⋯⋯⋯⋯⋯⋯⋯⋯⋯⋯⋯⋯⋯⋯⋯⋯⋯⋯⋯⋯⋯⋯⋯
　１２．３　动物昆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１８６⋯⋯⋯⋯⋯⋯⋯⋯⋯⋯⋯⋯⋯⋯⋯⋯⋯⋯⋯⋯
　１２．４　实践技能训练———病例分析 １８６⋯⋯⋯⋯⋯⋯⋯⋯⋯⋯⋯⋯⋯⋯⋯⋯⋯⋯⋯
　第 ３篇【目标测试题】 １８７⋯⋯⋯⋯⋯⋯⋯⋯⋯⋯⋯⋯⋯⋯⋯⋯⋯⋯⋯⋯⋯⋯⋯⋯⋯
　第 ３篇【复习思考题】 １８８⋯⋯⋯⋯⋯⋯⋯⋯⋯⋯⋯⋯⋯⋯⋯⋯⋯⋯⋯⋯⋯⋯⋯⋯⋯
　第 ３篇【知识拓展】 １８９⋯⋯⋯⋯⋯⋯⋯⋯⋯⋯⋯⋯⋯⋯⋯⋯⋯⋯⋯⋯⋯⋯⋯⋯⋯⋯

第 ４篇　动物原虫病

第 １３ 章　动物原虫病概论 １９２⋯⋯⋯⋯⋯⋯⋯⋯⋯⋯⋯⋯⋯⋯⋯⋯⋯⋯⋯⋯⋯⋯
　１３．１　原虫病对动物的危害 １９２⋯⋯⋯⋯⋯⋯⋯⋯⋯⋯⋯⋯⋯⋯⋯⋯⋯⋯⋯⋯⋯⋯
　１３．２　原虫的形态和发育 １９４⋯⋯⋯⋯⋯⋯⋯⋯⋯⋯⋯⋯⋯⋯⋯⋯⋯⋯⋯⋯⋯⋯⋯
　１３．３　原虫的分类及主要的寄生种类 １９５⋯⋯⋯⋯⋯⋯⋯⋯⋯⋯⋯⋯⋯⋯⋯⋯⋯⋯
　１３．４　动物原虫病的实验室诊断技术 １９７⋯⋯⋯⋯⋯⋯⋯⋯⋯⋯⋯⋯⋯⋯⋯⋯⋯⋯

第 １４ 章　鸟禽类的原虫病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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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１　球虫病 ２００⋯⋯⋯⋯⋯⋯⋯⋯⋯⋯⋯⋯⋯⋯⋯⋯⋯⋯⋯⋯⋯⋯⋯⋯⋯⋯⋯⋯
　１４．２　住白细胞虫病 ２０７⋯⋯⋯⋯⋯⋯⋯⋯⋯⋯⋯⋯⋯⋯⋯⋯⋯⋯⋯⋯⋯⋯⋯⋯⋯
　１４．３　组织滴虫病 ２０９⋯⋯⋯⋯⋯⋯⋯⋯⋯⋯⋯⋯⋯⋯⋯⋯⋯⋯⋯⋯⋯⋯⋯⋯⋯⋯
　１４．４　隐孢子虫病 ２１０⋯⋯⋯⋯⋯⋯⋯⋯⋯⋯⋯⋯⋯⋯⋯⋯⋯⋯⋯⋯⋯⋯⋯⋯⋯⋯
　１４．５　鸟禽类主要原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２１２⋯⋯⋯⋯⋯⋯⋯⋯⋯⋯⋯⋯⋯⋯⋯⋯⋯
　１４．６　实践技能训练———病例分析 ２１４⋯⋯⋯⋯⋯⋯⋯⋯⋯⋯⋯⋯⋯⋯⋯⋯⋯⋯⋯

第 １５ 章　猪的原虫病 ２１７⋯⋯⋯⋯⋯⋯⋯⋯⋯⋯⋯⋯⋯⋯⋯⋯⋯⋯⋯⋯⋯⋯⋯⋯⋯
　１５．１　弓形虫病 ２１７⋯⋯⋯⋯⋯⋯⋯⋯⋯⋯⋯⋯⋯⋯⋯⋯⋯⋯⋯⋯⋯⋯⋯⋯⋯⋯⋯
　１５．２　住肉孢子虫病 ２２０⋯⋯⋯⋯⋯⋯⋯⋯⋯⋯⋯⋯⋯⋯⋯⋯⋯⋯⋯⋯⋯⋯⋯⋯⋯
　１５．３　小袋纤毛虫病 ２２２⋯⋯⋯⋯⋯⋯⋯⋯⋯⋯⋯⋯⋯⋯⋯⋯⋯⋯⋯⋯⋯⋯⋯⋯⋯
　１５．４　球虫病 ２２３⋯⋯⋯⋯⋯⋯⋯⋯⋯⋯⋯⋯⋯⋯⋯⋯⋯⋯⋯⋯⋯⋯⋯⋯⋯⋯⋯⋯
　１５．５　猪主要原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２２４⋯⋯⋯⋯⋯⋯⋯⋯⋯⋯⋯⋯⋯⋯⋯⋯⋯⋯⋯
　１５．６　实践技能训练———病例分析 ２２６⋯⋯⋯⋯⋯⋯⋯⋯⋯⋯⋯⋯⋯⋯⋯⋯⋯⋯⋯

第 １６ 章　牛、羊的原虫病 ２２８⋯⋯⋯⋯⋯⋯⋯⋯⋯⋯⋯⋯⋯⋯⋯⋯⋯⋯⋯⋯⋯⋯⋯
　１６．１　伊氏锥虫病 ２２８⋯⋯⋯⋯⋯⋯⋯⋯⋯⋯⋯⋯⋯⋯⋯⋯⋯⋯⋯⋯⋯⋯⋯⋯⋯⋯
　１６．２　巴贝斯虫病 ２２９⋯⋯⋯⋯⋯⋯⋯⋯⋯⋯⋯⋯⋯⋯⋯⋯⋯⋯⋯⋯⋯⋯⋯⋯⋯⋯
　１６．３　泰勒虫病 ２３１⋯⋯⋯⋯⋯⋯⋯⋯⋯⋯⋯⋯⋯⋯⋯⋯⋯⋯⋯⋯⋯⋯⋯⋯⋯⋯⋯
　１６．４　住肉孢子虫病 ２３３⋯⋯⋯⋯⋯⋯⋯⋯⋯⋯⋯⋯⋯⋯⋯⋯⋯⋯⋯⋯⋯⋯⋯⋯⋯
　１６．５　球虫病 ２３４⋯⋯⋯⋯⋯⋯⋯⋯⋯⋯⋯⋯⋯⋯⋯⋯⋯⋯⋯⋯⋯⋯⋯⋯⋯⋯⋯⋯
　１６．６　隐孢子虫病 ２３５⋯⋯⋯⋯⋯⋯⋯⋯⋯⋯⋯⋯⋯⋯⋯⋯⋯⋯⋯⋯⋯⋯⋯⋯⋯⋯
　１６．７　牛羊主要原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２３６⋯⋯⋯⋯⋯⋯⋯⋯⋯⋯⋯⋯⋯⋯⋯⋯⋯⋯
　１６．８　实践技能训练———病例分析 ２３８⋯⋯⋯⋯⋯⋯⋯⋯⋯⋯⋯⋯⋯⋯⋯⋯⋯⋯⋯

第 １７ 章　马的原虫病 ２４０⋯⋯⋯⋯⋯⋯⋯⋯⋯⋯⋯⋯⋯⋯⋯⋯⋯⋯⋯⋯⋯⋯⋯⋯⋯

第 １８ 章　兔、犬、猫的原虫病 ２４２⋯⋯⋯⋯⋯⋯⋯⋯⋯⋯⋯⋯⋯⋯⋯⋯⋯⋯⋯⋯⋯
　１８．１　兔球虫病 ２４２⋯⋯⋯⋯⋯⋯⋯⋯⋯⋯⋯⋯⋯⋯⋯⋯⋯⋯⋯⋯⋯⋯⋯⋯⋯⋯⋯
　１８．２　犬、猫球虫病 ２４４⋯⋯⋯⋯⋯⋯⋯⋯⋯⋯⋯⋯⋯⋯⋯⋯⋯⋯⋯⋯⋯⋯⋯⋯⋯⋯
　１８．３　兔、猫、犬球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２４５⋯⋯⋯⋯⋯⋯⋯⋯⋯⋯⋯⋯⋯⋯⋯⋯⋯⋯
　１８．４　实践技能训练———病例分析 ２４６⋯⋯⋯⋯⋯⋯⋯⋯⋯⋯⋯⋯⋯⋯⋯⋯⋯⋯⋯
　第 ４篇【目标测试题】 ２４７⋯⋯⋯⋯⋯⋯⋯⋯⋯⋯⋯⋯⋯⋯⋯⋯⋯⋯⋯⋯⋯⋯⋯⋯⋯
　第 ４篇【复习思考题】 ２４９⋯⋯⋯⋯⋯⋯⋯⋯⋯⋯⋯⋯⋯⋯⋯⋯⋯⋯⋯⋯⋯⋯⋯⋯⋯
　第 ４篇【知识拓展】 ２４９⋯⋯⋯⋯⋯⋯⋯⋯⋯⋯⋯⋯⋯⋯⋯⋯⋯⋯⋯⋯⋯⋯⋯⋯⋯⋯

第 ５篇　兽医临床常用抗寄生虫药物

第 １９ 章　常用抗寄生虫药物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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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　抗寄生虫药物的应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２５２⋯⋯⋯⋯⋯⋯⋯⋯⋯⋯⋯⋯⋯⋯⋯
　１９．２　驱蠕虫药 ２５４⋯⋯⋯⋯⋯⋯⋯⋯⋯⋯⋯⋯⋯⋯⋯⋯⋯⋯⋯⋯⋯⋯⋯⋯⋯⋯⋯
　１９．３　杀虫药 ２５７⋯⋯⋯⋯⋯⋯⋯⋯⋯⋯⋯⋯⋯⋯⋯⋯⋯⋯⋯⋯⋯⋯⋯⋯⋯⋯⋯⋯
　１９．４　抗原虫药 ２５９⋯⋯⋯⋯⋯⋯⋯⋯⋯⋯⋯⋯⋯⋯⋯⋯⋯⋯⋯⋯⋯⋯⋯⋯⋯⋯⋯
　第 ５篇【目标测试题】 ２６４⋯⋯⋯⋯⋯⋯⋯⋯⋯⋯⋯⋯⋯⋯⋯⋯⋯⋯⋯⋯⋯⋯⋯⋯⋯
　第 ５篇【复习思考题】 ２６４⋯⋯⋯⋯⋯⋯⋯⋯⋯⋯⋯⋯⋯⋯⋯⋯⋯⋯⋯⋯⋯⋯⋯⋯⋯
　第 ５篇【知识拓展】 ２６５⋯⋯⋯⋯⋯⋯⋯⋯⋯⋯⋯⋯⋯⋯⋯⋯⋯⋯⋯⋯⋯⋯⋯⋯⋯⋯

目标测试题参考答案 ２６７⋯⋯⋯⋯⋯⋯⋯⋯⋯⋯⋯⋯⋯⋯⋯⋯⋯⋯⋯⋯⋯⋯⋯⋯⋯

参考文献 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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