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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的概念和任务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既是一门介绍动物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方法、技术和理论的学

科，也是学习兽医临床技能和理论的应用课程。

（一）概念

诊断学：是系统地介绍诊断疾病的方法和理论的科学。

兽医临床诊断学：是以家畜（禽）为对象，从实践的角度，介绍检查疾病的方法

和分析症状、认识疾病的基本理论的学科。

兽医：表明它区别于人医，以若干种畜、禽为研究对象。

诊：检查、诊查，即通过详细的诊查，而获得全面的症状和资料。

断：决定、判断，即分析、判别病名，以弄清疾病的实质。

诊断：就是对畜禽所患疾病本质的判断。诊断的过程就是诊查、认识、判断和鉴

别疾病的过程，是兽医工作者利用各种方法去搜集疾病的各种资料，通过整理、分析、

推理、判断，依据疾病的表面现象进而认识其本质，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所以兽医

临床诊断学也可以说是一门介绍检查疾病和认识疾病的学科。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诊断方法学、症状学、建立诊断、治疗

方法、治疗技术等。

（二）临床诊断方法

基本检查法（问、视、触、听、叩、嗅）。

一般检查。

系统（部位）检查。

临床诊断是兽医利用自己的感觉器官或简单的诊断器材，对病畜检查后提出的诊

断。主要讲述临床诊断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依据的科学原理，也包括畜禽患病时各

种临床表现的主要特征、产生原理以及所反映的疾病过程的临床意义。正确应用这些

方法对绝大多数疾病都能够做出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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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室检查

实验室诊断是用物理、化学和显微镜观察等方法对病畜的体液、排泄物和分泌物

进行检查，并将所得的结果结合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的诊断方法。实验室检查依据

临床的启示或需要进行，为临床诊断的主要辅助手段。

实验室诊断部分主要介绍血液检查、尿液检查、粪便检查、胃液检查、胃内容物检

查、渗出液和漏出液检查等各种实验室检查的原理、方法、正常值和病理改变的临床

意义。

（四）建立诊断

1. 建立诊断的方法
建立诊断是对病畜所患疾病做出结论———给予病名，并对其病变部位、病变性质、

机能损害、整体状态、病因和预后等做出判断。

2. 建立诊断的步骤
（1）初步诊断。通过问、视、触、听、叩、嗅诊，配合必要的特殊检查，取得初步

资料，分析综合情况，做出初步诊断。

（2）鉴别诊断法。在许多可能性大小不同的可疑疾病中逐步否定可能性较小的假定
之后，最后剩下可能性较大的疾病而得出的诊断称为鉴别诊断。

（3）在实践中检验、完善诊断。
（五）治疗技术

治疗技术部分主要介绍动物疾病的治疗理论和知识，包括临床常用的给药疗法、

治疗技术、手术疗法的治疗方法与技术的规范操作等。

1. 给药疗法
（1）投药法。牛、猪、羊经口投药的方法及注意事项；牛、猪、羊胃管投药的方

法、判断及注意事项；禽拌料给药及饮水给药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2）注射法。皮内注射法、皮下注射法、肌肉注射法、静脉内注射法、腹腔内注射
法、瓣胃内注射法、乳房内注入法、气管内注射法等。

2. 临床治疗技术
（1）穿刺法。瘤胃穿刺法、腹腔穿刺法、马属动物盲肠穿刺法等。
（2）灌肠与冲洗法。猪、犬、马、牛、羊灌肠法。
（3）特殊疗法。输液疗法、封闭疗法、瘤胃内容物疗法。
3. 手术疗法
（1）手术基本技术。包括消毒、麻醉、组织分离、止血、缝合、包扎等。
（2）常用外科手术。包括气管切开术、食道切开术、开腹术、瘤胃切开术、皱胃切

开术、阉割术、难产的救助术、胎衣剥离术、子宫整复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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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任务

兽医临床工作的基本任务，在于防治畜禽的疾病，保障畜牧业生产的发展。防治畜

禽疾病，首先必须认识疾病，正确的诊断是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的根据，只有准确地诊

断，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对传染病，只有确定诊断之后，才能及时采取防治措施，

防制疾病的扩散、发展。可以说建立诊断是临床工作的基础，是防治工作的前提。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的教学任务，是指导学生熟练掌握兽医临床检查的基本方

法、一般检查和系统检查以及常规检验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正确地应

用各种检查方法和检验技术，去发现和辨认常见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了解动物发病前

后的情况，观察患病动物的症状，并对检查结果进行准确的综合分析，评价搜集的资

料，最后推断疾病的性质，建立正确的疾病诊断，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换

句话说，临床诊断就是认识疾病，对未知的疾病加以讨论研究，从而早日建立诊断。

本课程为临床各学科（内科学、外科学、传染病学、寄生虫病学、产科学）提供

诊断疾病的通用检查方法、基本原则及必要的理论知识，从而为从事畜禽疫病防治工

作创造先决的和必要的条件。

临床各学科虽然各有其特殊的诊断方法，但大量的、基本的、各科通用的诊断方

法，以及诊断疾病的基本原则，主要是由兽医临床诊疗技术讲授的，因此诊断学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是任何兽医工作者在从事畜禽疫病防治过程中，都需要掌握临床诊断的

基本功。它不仅是内科学的基础，也是学习临床其他各科的基础。而这些基本功的培

养与进一步熟练，就是靠学习临床诊断学，并实地反复操作，在漫长的工作岗位上精

益求精，逐渐深化积累形成的。

二、学习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的目的、要求和方法

（一）目的

学习本课程的目的在于掌握检查、诊断、治疗畜禽疾病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能够独立地检查病畜、收集症状、建立诊断，学会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

点作为总的指导原则，自觉地以认识论指导医疗实践活动。

兽医科学的传统任务是保障家畜（禽）健康，促进畜牧业发展，提高人类营养水

平和确保人类健康。为了防治畜禽疾病，控制和消灭动物疫病，促进畜牧业发展，首

先要认识疾病，而认识疾病需要掌握检查疾病的方法论、遵循科学的认识论，这些都

是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的基本内容。

1. 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的基本知识及基本概念，能进行动物的接近与保定。
（2）掌握动物的一般检查方法、系统检查方法，建立诊断的方法与程序。
（3）理解实验室检查的基本方法。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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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动物疾病的治疗理论和知识。
2. 基本操作技能
（1）能够独立对动物进行保定。
（2）能熟练规范地运用临床基本检查方法，对动物进行一般检查和系统检查。
（3）能正确进行各系统的临床检查，识记各系统、器官的正常状态和常见的病理变

化及其诊断意义，能对各种症状和检查结果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推理，从而做出正

确诊断。

（4）掌握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与技术，规范操作；掌握临床给药技术；掌握手术疗
法等技术。

（5）能对所得临床资料进行判断、分析并建立诊断。
（6）会正确进行病畜登记和填写病历。
（二）要求和方法

1. 理论联系实际
学习过程中，一方面系统学习理论知识，带着课堂中的问题，随时复习基础课

（解剖、生理、病理等）的知识。做到温故知新，融会贯通，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另

一方面要重视实践，接触现场病例，克服怕脏怕累、浅尝辄止的习气，勤学苦练，通

过规范化的操作，熟练掌握基本功。

2. 注意培养自己观察问题和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
学习过程中，要善于培养自己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深入现场，

识别大量的疾病现象和体征，从其中区别哪些属于普遍的规律，哪些属于特殊的规律，

把特殊规律深刻理解，来指导以后的临床实践。切忌就事论事，提倡探求作风。反对

人云亦云，提倡独立思考。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认识事物，认识复杂动物体中的

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

3. 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
要求学生养成严肃认真的态度，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关心群众疾苦，爱

护国家财产，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满腔热忱。维护职业道德规范，自觉地抵制各

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健康成长，迅速成材，把自己培养成为奋发进取的社

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

4. 重视理论学习
课前做好预习，上课时专心听讲、细心体会、抓住重点、做好笔记，掌握讲授内

容。课后除复习好本课内容外，还要联系课堂和实际中的问题复习有关基础学科的

知识。

5. 重视现场教学
实习时注意观察教师的示范操作，掌握操作要领，按教师的示范反复练习掌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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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要领。课后利用一切机会，特别应经常到动物医院等实习场所进行现场操作，反

复练习，从而掌握操作技能。

6. 重视在实践中的学习
学生可以到动物医院等实习场所接触兽医临床，多观察门诊病例，在实践中积累

临床经验。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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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临床诊 疗 技 术

SHOUYI LINCHUANGZHENLIAO JISHU

模块一 动物的接近与保定

接近病畜前，首先要观察病畜的表现并向畜主了解病畜的性情，有无踢、咬、抵

等恶癖，然后以温和的呼叫声，向病畜发出欲接近的信号，再从前左侧方慢慢接近，

绝对不可从后方突然接近动物。

接近病畜时，首先要求畜主在旁边协助保定，检查人员用手轻轻抚摸病畜的颈侧

或臀部，待其安静后，再进行检查；对猪则可在其腹下部或腹侧部用手轻轻搔痒，使

其安静或卧下，然后进行检查。

检查病畜时，应将一手放于病畜的肩部或髋结节部，一旦病畜剧烈骚动抵抗时，

即可作为支点向对侧推动并迅速离开，以防发生意外，确保人畜安全。

项目一 牛的保定

教学目标
JIAOXUEMUBIAO

因 掌握牛的保定方法及其在临床上的用途
因 了解牛的行为
因 记忆牛常用保定方法的用途
因 熟练掌握牛常用的保定方法

一、徒手保定法

用一手握牛角根，另一手提鼻绳、鼻环或用拇指、食指与中指捏住鼻中隔即可保

定。此法可用于一般检查、灌药、肌肉及静脉注射。

二、鼻钳保定法

这是控制牛头部很有效的方法，牛鼻钳有数种。永久性牛鼻钳是先将牛的两鼻

孔之间鼻中隔穿透，然后再用金属条经穿刺孔穿入，金属条两端向牛鼻背面弯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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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笼头连接在一起，牛常带鼻环，所以可把绳系在鼻环上进行适当保定。暂时保定

牛用的牛鼻钳，是将长柄鼻钳给牛装上，待诊疗工作结束后再将鼻钳解脱。

图 1-1 牛的徒手保定 图 1-2 牛的鼻钳保定法

牛鼻钳是特制的专用于保定牛的金属保定器械。将鼻钳插入鼻孔，迅速夹紧鼻中

隔，用一手或双手握持，同时牵住鼻钳，亦可用绳系紧钳柄固定，此法应用很广，可

用于一般检查、灌药、肌肉及静脉注射。

三、两后肢保定法

检查乳房或治疗乳房病时，为了防止牛的骚动和不安，将两后肢固定，用一根柔

软的小绳对折，以双绳在跗关节上将两肢胫部围住，然后将绳端穿过折转处拉紧，或

将绳和尾拴在一起固定。也可用一根柔软的小绳，先在一后肢跗关节上胫部用绳结系

住，再做“肄”形缠绕两肢胫部，将胫部固定在一起，拉紧绳子后打一活结固定。此法
一般用于乳房检查时保定。

图 1-3 图 1-4

模块一 动物的接近与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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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YI LINCHUANGZHENLIAO JISHU

图 1-7 牛后肢的提举和固定图 1-5 图 1-6
将牛牵入柱栏内，再用一根柔软的绳，在牛系部打一环结，将绳子从后肢外面由

外向内绕过下横梁拉起后肢，使之离开地面，再将绳子兜住跖部，并用力收紧绳子，

使跖部前面靠近后柱，然后将二者捆绕在一起，最后用引绳在胫部绕一圈，拉紧固定。

此法称为牛后肢的提举和固定，主要用于修蹄或治疗时保定。

四、柱栏保定法

（一）二柱栏保定

将牛牵至二柱栏旁，先做颈部活结保定，使颈部固定在前柱一侧，再用一长绳在

前柱至后柱的挂钩上做水平环绕，将牛围在前后柱之间，然后用绳在胸部或腹部做上

下左右固定，最后分别在鬐甲和腰上打结。必要时可用一根长竹竿或木棒从右前方向

左后方斜过腹，前端在前柱前外侧着地，后端斜向后柱挂钩下方，并在挂钩处加以固

定此法适用于修蹄、瘤胃切开等手术时保定。

图 1-8 牛的二柱栏保定 图 1-9 牛的二柱栏保定

（二）四柱栏保定

先将四柱栏的活动横梁按所保定的畜体高度调至胸部 1/2水平线上，同时按该畜胸
部宽度调好横梁的间距，然后牵畜入四柱栏，上好前后保定绳即可保定。必要时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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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带和腹带。适用于临床一般检查或治疗时的保定。

五、倒卧保定法

（一）背腰缠绕倒牛法

在绳的一端做一个较大的绳圈，套在两个角的根部，将绳沿非卧侧颈部外面和躯

干上部向后牵引，在肩胛骨后角处环胸绕一

圈做成第一绳套，继而向后引至肷部，再环

腹一周做成第二绳套。由两人慢慢向后拉绳

的游离端，由另一人把持牛角，使牛头向下

倾斜，牛即可蜷腿慢慢倒下。牛倒卧后，要

固定好头部，且不能放松绳端，否则牛易站

起。一般情况下，不需捆绑四肢，必要时再

进行固定。

（二）拉提前肢倒牛法

取长约 10 m的圆绳一条，折成长、短两段，于折转处做一套结并套于左前肢系
部，将短绳一端经胸下至右侧并绕过背部再返回左侧，由一人拉绳；另将长绳引至左

髋结节前方并经腰部返回缠一周，打半结，再引向后方，由两人牵引。令牛向前走一

步，正当其抬举左前肢的瞬间，三人同时用力拉紧绳索，牛即先跪下而后倒卧。一人

迅速固定牛头，一人固定牛的后躯，一人迅速将缠在腰部的绳套向后拉，并使其滑到

两后肢的跖部而拉紧之，最后将两后肢与两前肢捆扎在一起。此法主要用于去势及其

他外科手术。

图 1-10 背腰缠绕倒牛法

图 1-11

图 1-12 图 1-13

模块一 动物的接近与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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