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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山东省莒南县职业教育中心畜牧兽医示范专业建设课程改革体系中，畜禽

养殖专门化培养方向核心课程教材的教学配套用书。本书以《山东省畜牧兽医专业教

学指导方案》（山东省教育厅颁布）为依据，内容紧扣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并根据养

殖生产岗位需求对内容进行取舍。养殖专门化培养方向核心课程教材包括《畜禽解剖

生理》《养殖基础》《畜禽饲料加工技术》《动物微生物》《兽医基础》《畜禽生产》《猪

的生产与经营》《家禽的生产与经营》《牛羊生产与经营》《畜禽疫病防治》等。 

本书共分十个模块，模块一至模块六专业基础知识，模块七至模块十为专业知识。

为达到加深理解、复习和巩固所学知识的效果，突出专业技能的综合性、实用性和实

效性的目的，各个模块内容紧扣核心教材内容，充分采纳了企业、行业的建议，按学

习目标、知识要点和技能训练的结构编写，每一个模块最后都有两套综合练习题，帮

助学生学习。学习目标包括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要求；知识要点简要介绍了对应模块

的基本知识；技能训练以操作过程为主线，重点强调了各项技能的操作步骤和注意事

项；综合练习则以多种题型和较大的题量涵盖了相应模块的主要内容，突出了重点和

难点。第四部分是国家职业标准和考试复习题。 

本书与教材配套使用，有助于学习者全面掌握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作为中等

职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教师指导用书和学生的升学指导用书，也可作为养殖场（户）

的培训教材。 

本书由山东省莒南县职业教育中心薄福光、陈常习高级讲师任主编，由山东省职

业教育中心副校长、高级讲师沈文祝和山东省职业教育中心教务处主任、高级讲师刘

祥军主审。各个模块的编写人员分工是：模块一，薄福光；模块二，邓文学；模块三，

韩伟；模块四，高良晓；模块五，陈常习；模块六，时庆云；模块七，张凯；模块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林凡娜；模块九，陈常习；模块十，孙静。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临沂帛乘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军、山东富泉养殖

场经理王金学、山东伟达禽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米以及莒南县畜牧局孙明亮、夏培

仁、彭学群等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错漏之处，敬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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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畜禽解剖生理 

项目（一） 畜禽体的基本结构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理解细胞、组织、器官的概念，掌握细胞的结构和功能，掌握组织的种类、

构造和分布。 

2．能力目标能正确地使用、保养显微镜，能在显微镜下正确识别上皮组织、结缔组织、

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能在活体上识别畜、禽体表的主要部位。 

二、知识要点 

（一）细胞 

1．细胞的概念 

细胞是生物体进行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畜禽有机体细胞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有圆形、

椭圆形、方形等，细胞形态的多样性与细胞的机能特点和分布位置有关。细胞的大小相差悬殊，

大的（如鸵鸟的卵细胞）直径可达 10 cm，小的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 

2．细胞的结构   

细胞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三部分构成。 

(1)细胞膜   

细胞膜是包围在细胞表面、具有一定通透性的生物膜，由规则排列的双层类脂分子和嵌入

其中的蛋白质构成。膜中的蛋白质有的镶嵌在双层类脂之间，称嵌入蛋白质；有的附着在双层

类脂的内外表面，称表在蛋白质或外周蛋白质。细胞的许多功能都与蛋白质有关。 

细胞膜具有保持细胞形态完整、保护细胞内含物、进行物质交换等功能。 

(2)细胞质 

细胞质是填充在细胞膜与细胞核之间的半透明胶状物质，由基质、细胞器和内含物组成。 

①基质   基质是半透明的胶状物质，由蛋白质、糖、无机盐和水组成。 

②内含物   内含物是悬浮于细胞质内的营养物质和代谢产物，其数量和种类可随细胞的

生理状态和病理情况而变化。 

③细胞器   细胞器是悬浮于基质内的微小器官，具有一定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细胞内主

要的细胞器有如下几种。 

内质网  内质网由一些互相连通、大小不等的扁平囊泡组成，根据其表面是否附有核蛋白

体，可分为糙面内质网和光面内质网。糙面内质网主要参与蛋白质的合成和运输，光面内质网

参与糖类和脂类的合成、解毒、同化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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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  线粒体是由两层膜构成的椭圆形小体，内含许多氧化还原酶，是进行氧化分解、

释放能量的场所，故称其为“细胞供能站”。 

中心体  中心体位于细胞中央近核处，由 1~2 个中心粒构成。中心体，参与细胞的有丝分

裂。 

核蛋白体（核糖体）  核蛋白体是由核糖核酸和蛋白质构成的致密小体，是细胞内合成蛋

白质的重要细胞器。核蛋白体能合成蛋白质，其中游离核蛋白体主要合成细胞本身生长发育需

要的蛋白质，附着核蛋白体主要合成分泌蛋白质。 

高尔基复合体   高尔基复合体由大泡、小泡和扁平囊构成，位于细胞核附近，其主要功

能是参与细胞分泌活动。 

溶酶体   溶酶体为圆形小体，内含有大量的酶。溶酶体能分解进入细胞内的异物、细菌

和细胞本身失去机能的细胞器，是细胞的“消化器官”。 

(3)细胞核   

细胞核是细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蕴藏着遗传信息，控制着细胞的代谢、分化和繁殖等活

动。细胞核的大小、形状与细胞相适应。家畜体内除成熟的红细胞外，所有细胞都有细胞核，

多数细胞只有一个细胞核，肝细胞有两个核，骨骼肌细胞有几百个核。 

细胞核由核膜、核质和核仁构成。核质包括核液和染色质。染色质是细胞核内易被碱性染

料着色的物质，呈细长而弯曲的螺旋状，主要成分是脱氧核糖核酸( DNA)和蛋白质。染色质内

含有大量的遗传信息，可控制细胞的分化、机体的形态发育和代谢特点，决定着子代细胞的遗

传性状。染色质与染色体实际上是同一物质的不同功能状态。 

3.细胞的生命活动 

细胞的生命活动包括新陈代谢、感应性（兴奋性）、运动、生长与繁殖、细胞的分化以及

衰老和死亡。 

(1)新陈代谢 

每一个活细胞，在维持其生命活动过程中，必须不断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合成自身需要

的物质，称为同化作用；另一方面，细胞内原有的物质不断发生分解，放出能量供自身生命活

动需要，同时排出废物，称为异化作用。两者的对立统一就是新陈代谢。 

(2)感应性（兴奋性）  

细胞受到外界刺激，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以适应环境的变化。细胞这种对外界环境刺激做

出应答性反应的能力，称为感应性或兴奋性。 

(3)生长与繁殖 

动物体的生长、发育，创伤的修复和细胞的更新都是通过细胞的繁殖来实现的。细胞繁殖

通过细胞分裂的方式进行。细胞分裂主要有三种类型：无丝分裂、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 

（二）基本组织 

一些来源相同、形态结构和机能相似的细胞群与细胞间质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组织。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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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的组织分为四类：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 

1．上皮组织 

上皮组织具有保护、吸收、分泌、排泄等功能，一般分布在动物体的外表面和体内腔性器

官的内表面。上皮细胞呈层状分布，细胞多，间质少，细胞排列密集。上皮组织根据其形态结

构和机能特点，可分为被覆上皮、腺上皮和特殊上皮三类。 

(1)被覆上皮   

被覆上皮又可分单层上皮和复层上皮。 

①单层上皮 

单层上皮由一层上皮细胞构成。根据细胞形态，可将其分为如下几种。 

单层扁平上皮  单层扁平上皮由一层扁平细胞构成，分布在胸膜、腹膜、内脏器官的外表

面和心脏、血管、淋巴管的内表面。分布于胸膜、腹膜、内脏器官外表面的称为间皮，光滑湿

润，有减少摩擦的功能；分布于心脏、血管、淋巴管内表面的称为内皮，薄而光滑，有利于血

液、淋巴液的流动和内外物质的交换。 

单层立方上皮  单层立方上皮由一层立方细胞构成，分布在甲状腺、肾小管等处，具有分

泌功能。 

单层柱状上皮  单层柱状上皮由一层高柱状细胞构成，主要分布在胃、肠黏膜，具有吸收、

保护作用。 

假复层柱状纤毛上皮  假复层柱状纤毛上皮由一层高矮不等、形态不同的上皮细胞构成。

柱状细胞的游离缘有纤毛。主要分布在呼吸道黏膜，有保护和分泌作用。 

②复层上皮   

复层上皮由两层以上的细胞构成，仅基层与基底膜相连。 

复层扁平上皮  复层扁平上皮由数层细胞紧密排列而成，表层细胞呈扁平形，中间几层细

胞呈多边形，深层细胞多为立方形。深层细胞有分裂繁殖的能力，可补充表层衰老死亡的细胞。

主要分布在皮肤表面和口腔、食管、阴道的内表面，有保护作用。 

变移上皮  变移上皮由多层上皮细胞构成，其特点是上皮细胞的层数、形态可随器官的收

缩或扩张而发生改变。主要分布在膀胱、输尿管等处，有保护作用。 

(2)腺上皮   

腺上皮是由具有分泌机能的细胞构成的上皮组织。以腺上皮为主所构成的器官称为腺体。

腺体又可分为内分泌腺和外分泌腺。 

(3)特殊上皮   

特殊上皮是指一些具有感觉作用的上皮。 

结缔组织 结缔组织是动物体内分布最为广泛、形态结构最多样化的一类组织，由细胞、

基质和纤维组成，具有连接、支持、保护、营养、防御、修复和运输等作用。 

其主要特点是：细胞种类多，数量少；细胞间质多，由纤维和基质组成；不直接与外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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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因而也称内环境组织。根据结缔组织的形态结构和机能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如下几种。 

(1) 疏松结缔组织  

疏松结缔组织又称蜂窝组织，主要分布在皮下和各种器官内。其主要特点是：细胞种类多，

数量少；基质含量多，纤维含量较少。具有支持、营养、填充、连接和保护作用。 

①细胞 细胞主要分为成纤维细胞、组织细胞、浆细胞、肥大细胞和脂肪细胞。其中的成

纤维细胞有产生纤维的作用；组织细胞有吞噬作用；浆细胞能产生抗体，参与机体免疫。 

②纤维 纤维主要分为胶原纤维（白纤维）、弹性纤维（黄纤维）和网状纤维（嗜银纤维）。 

③基质 基质是无色透明的胶状物，主要成分是透明质酸，有较强的黏滞性。 

(2) 致密结缔组织 

致密结缔组织由大量紧密排列的纤维和细胞构成。其特点是细胞和基质很少，纤维多，结

构致密。根据基质中纤维的排列方向不同，可把致密结缔组织分为两类：规则致密结缔组织，

如肌腱、项韧带等；不规则致密结缔组织，如皮肤的真皮。 

(3) 脂肪组织 

脂肪组织是由大量的脂肪细胞在疏松结缔组织中聚集而成。其主要分布于皮下、大网膜、

肠系膜等处，有贮脂、保温、缓冲等作用。 

(4) 网状组织   

网状组织由网状细胞、网状纤维和基质构成。网状组织主要分布于骨髓、淋巴结、肝、脾

等器官内，构成这些器官的支架。 

(5) 软骨组织  

软骨组织由少量的软骨细胞和大量的纤维、基质构成。根据纤维的性质、数量不同，软骨

又分为透明软骨、纤维软骨和弹性软骨。透明软骨主要分布于关节面、肋软骨、喉、气管和支

气管等处，纤维软骨分布在椎间盘、半月板等处。弹性软骨分布于耳廓及会厌等处。 

(6) 骨组织   

骨组织是一种较坚硬的结缔组织，由骨细胞和坚硬的基质构成。其特点是大量的钙盐沉积

在基质中，使骨骼具有坚硬性。动物体内 90%的钙以钙盐的形式贮存于骨组织内。 

3．肌肉组织 

肌肉组织主要由肌细胞构成。肌细胞多呈长纤维状，故又称肌纤维。根据肌细胞的形态结

构特点和分布情况，把肌组织分为骨骼肌、心肌和平滑肌三种。 

(1) 骨骼肌 

骨骼肌的肌纤维呈长圆柱状，细胞核有 100 多个，呈椭圆形，位于肌纤维的边缘。骨骼肌

收缩强而有力，但不持久，易疲劳；受意识支配，故又称随意肌。 

(2) 平滑肌 

平滑肌细胞呈长梭形，两端尖细，核呈长椭圆形，位于细胞中央。平滑肌不受意识支配，

属于不随意肌，收缩缓慢而持久，不易疲劳。主要分布于消化、呼吸、泌尿等内脏器官和血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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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内。 

(3) 心肌 

心肌细胞呈短柱状，有分支并相互吻合成网。心肌细胞有 1~2 个椭圆形的核，位于细胞中

央。心肌分布于心脏，收缩力强而持久，因不受意识支配，故属不随意肌。 

4．神经组织   

神经组织由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构成。神经细胞又称神经元，具有感受体内外刺激和

传导冲动的作用。神经胶质细胞分布于神经元之间，对神经元有支持、营养和保护作用。     

(1) 神经元的形态结构、机能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由细胞体和突起两部分构成。细胞体呈星形或

圆形，位于脑、脊髓和神经节内。突起由胞体发出，根据突起的形态分为树突和轴突。树突有

多条，较短，有分支，呈树枝状，能接受刺激，把冲动传给细胞体；轴突是一条长的突起，能

把胞体发出的冲动传递给另一个神经元或效应器。 

(2) 神经元的分类根据 

神经元突起的数目的多少，可分为假单极神经元、双极神经元和多极神经元；根据神经元

的机能的不同，可分为传入神经元（感觉神经元）、传出神经元（运动神经元）和中间神经元

（联络神经元）。 

(3) 神经纤维 

神经元的长突起，称为神经纤维。其典型结构是以轴突为中轴，外面包有髓鞘和神经膜。

根据髓鞘的有无，可把神经纤维分为有髓神经纤维和无髓神经纤维。 

（三）器官、系统和有机体的概念 

1．器官    

几种不同的组织按一定的规律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具有一定形态和机能的结构，称为器官。

器官可分为中空性器官和实质性器官两大类。中空性器官是内部有较大腔隙的器官，如食管、

胃、肠管、气管、膀胱、血管和子宫等。实质性器官是内部没有大的腔隙的器官，如肝、肾、

脾等。 

2．系统  

由几个功能相关的器官联合在一起，共同完成机体某一方面的生理机能，这些器官就构成

一个系统。畜禽体由十大系统组成：运动系统、被皮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生殖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和生殖系统，合称为内脏。    

3．有机体 

体内器官、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机能上互相影响、协调配合构成一个有生命的完

整统一体。同时，有机体与其生活的周围环境间也必须保持经常的动态平衡。这种统一，是通

过神经、体液调节和器官、组织、细胞的自身调节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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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畜（禽）体表主要部位名称及方位术语 

1．面   

面包括三个基本切面。 

(1)矢状面 

矢状面是与机体长轴平行且与地面垂直的切面，可分为正中矢面和侧矢面。 

(2)额面（水平面）  

 额面是与地面平行且与矢状面、横断面垂直的面。额面将动物体分为背侧和腹侧两部分。 

(3)横断面 

横断面是指与矢状面、额面都垂直的面。横断面把动物体分为前、后两部分。 

2．方位术语   

靠近畜体头端的一侧称头侧，靠近尾端的一侧称尾侧，靠近脊柱的一侧称背侧，靠近腹部

的一侧称腹侧，靠近正中矢状面的一侧称内侧，远离正中矢状面的一侧称外侧。 在四肢部，

近端为靠近躯干的一端，远端是远离躯干的一端。前肢和后肢的前面称背侧，前肢的后面称掌

侧，后肢的后面称跖侧。 

三、技能训练 

训练 1  显微镜的构造、使用和保养 

1．操作过程 

了解显微镜的构造→掌握显微镜的使用方法→了解显微镜的保养方法。 

2．操作要点 

(1)显微镜的构造对照显微镜，了解显微镜的如下构造：镜座、镜柱、镜臂、活动关节、镜

筒、粗调节器、细调节器、载物台、推进器、压锚、转换器和集光器升降螺旋，接目镜、接物

镜、聚光器、滤光器和反光镜。 

(2)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①显微镜的取放取放显微镜时，必须右手握镜臂，左手托镜座，靠在胸前，轻拿轻放。 

②对光先用低倍镜对光（避免光线直射），直至获得清晰、均匀、明亮的视野为止。 

③放置组织切片放置组织切片于载物台上，将要观察的组织切片中的组织块，对准通光孔

的中央（有盖玻片的组织切片，盖玻片朝上），用压钳固定。 

④观察组织切片转动粗调节器，使物镜与组织切片之间的距离缩到约 0.5 cm 处。观察时，

身要坐端正，胸部挺直，用左眼自目镜观察，右眼睁开，同时转动粗调节器，物镜上升到一定

的程度，就会出现物像，再慢慢转动细调节器进行调节，直到物像清晰为止。如果需要观察细

胞的结构，可再转换高倍镜，并转动细调节器进行调节，使其获得清晰的物像。 

观看物像可简单地概括为“先低后高，先降后升，先粗后细”。 

(3)显微镜的保养方法 

①显微镜用完后，取下标本片，将物镜呈八字叉开，下降镜筒，下降聚光器，关闭光圈，

装入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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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显微镜的光学部分应用擦镜纸擦净，不能用手擦或口吹。 

③不得随意拆卸显微镜的零件，不要粗暴地旋转粗、细调节器和其他螺旋。活动关节不要

随意弯曲。  

④显微镜应保存在清洁、干燥的地方，保存处最好要有除湿设备。不能与酸、碱或其他腐

蚀性药品接触。也不要放置在日光下或靠近热源处。 

⑤用完油镜时，应用擦镜纸蘸少量二甲苯，将镜头和标本上的油擦去，再用于擦镜纸擦干

净。对于无盖片的标本，可用“拉纸法”，即把一小张擦镜纸盖在玻片上的香柏油处，加数滴

二甲苯，趁湿向外拉擦镜纸，拉出后将纸丢掉，如此反复 2~3 次即可将标本上的油去掉。 

3．注意事项 

①换高倍物镜或油浸镜后，不能再用粗调节器，只能用细调节器，以免损坏载玻片及镜头。 

②使用显微镜观察切片或物像时，必须双眼自然睁开，用左眼观察。 

 

训练 2   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的观察 

1．操作过程 

取镜→装片→镜下观察→绘图。 

2．操作要点 

(l)单层柱状上皮的观察 

先用低倍镜观察细胞的形态，再换高倍镜观察细胞的结构。细胞呈高柱状，核椭圆形，位

于细胞的基底部，比较均匀地排列在同一水平线上。 

(2)单层立方上皮的观察 

先用低倍镜观察，找到比较典型的部位，再用高倍镜。观察到呈立方形的细胞，核圆形，

位于细胞的中央。 

(3)疏松结缔组织的观察 

先用低倍镜观察，可见到交织成网的纤维与许多零散分布于纤维之间的细胞。再用高倍镜

观察，可看到胶原纤维呈红色，粗细不等，呈索状或波浪状，数量多；弹性纤维数量少，单独

存在。还可看到轮廓不清，具有突起的成纤维细胞；染色较深，具有突起的组织细胞；呈椭圆

形，细胞质内有粗大颗粒的肥大细胞；细胞核偏于一侧的浆细胞。 

(4)骨骼肌的观察 

用低倍镜观察骨骼肌细胞的形态；用高倍镜，观察骨骼肌细胞的细胞核和横纹。 

(5)神经元的观察 

可用脊髓的切片或运动神经元的切片。先用低倍镜，后用高倍镜，可清楚看到神经元大而

圆的核、清楚的核膜、核仁，细胞质内的尼氏小体，从胞体向四周发出的树突和轴突。 

3．注意事项 

①换高倍物镜或油浸镜后，不能再用粗调节器，只能用细调节器，以免损坏载玻片及镜头。 

②使用显微镜观察切片或物像时，必须双眼自然睁开，用左眼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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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反刍动物（牛、羊）的解剖生理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牛（羊）机体各系统的组成和生理机能，掌握牛（羊）体内主要器官的形态、位置、

构造和机能。 

2．能力目标 

能在活体上识别常用的骨性、肌性标志，能在显微镜下正确识别畜禽主要器官的组织构造，

能够在活体上确认牛（羊）主要器官的体表投影，能够在活体上测定畜禽的主要生理常数。学

会牛（羊）剖检技术，并在尸体或标本上准确阐明各器官的位置、形态和结构。  

二、知识要点 

（一）运动系统 

运动系统由骨、骨连接、肌肉三部分组成。全身骨由骨连接连接成骨骼，骨骼构成畜体的

支架，在维护体形、保护脏器和支持体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肌肉则是运动的动力。 

 1．骨 

骨是机体中非常坚硬的部分，形成畜禽体的支架，构成一定的外形，供肌肉附着。 

 (1)骨的类型  

 根据形状的不同，可分为长骨、短骨、扁骨和不规则骨四种类型。 

 (2)骨的结构  

骨由骨膜、骨质、骨髓和血管、神经构成。 

骨膜呈淡粉红色，富含血管、神经和成骨细胞，对骨有保护、营养和再生作用。 

骨质是构成骨的基本成分，分骨密质和骨松质。骨密质分布于长骨的骨干和其他类型骨的

表面，致密而坚硬；骨松质分布于长骨骺和其他类型骨的内部，由许多骨板和骨针交织成海绵

状，较为疏松。 

骨髓位于骨髓腔骨松质内，分为红骨髓和黄骨髓，其中红骨髓有造血功能。 

 (3)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特性  

骨由有机物和无机物组成。有机物主要是骨胶原（蛋白质），约占成年牛骨的 1/3，决定了

骨的弹性和韧性；无机物主要是钙盐（碳酸钙、磷酸钙等），约占成年牛骨的 2/3，决定骨的坚

固性。犊牛骨的有机质多，骨质柔韧而有弹性；老牛骨的无机质多，骨质硬而脆，易发生骨折。 

 2．骨连接  

骨与骨相互连接的部位称为骨连接。骨连接可分为两大类：直接连接和间接连接。直接连

接包括纤维连接、软骨连接、骨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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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连接又称关节，是骨与骨之间可灵活活动的连接，为骨连接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形式。

关节由关节面、关节软骨、关节囊、关节腔及辅助结构（韧带、关节盘等）构成。 

3．牛的全身骨骼   

按其所在部位分为头部骨骼、躯干骨骼、前肢骨骼和后肢骨骼。 

(1)头部骨骼    

头骨分颅骨和面骨两部分。颅骨由枕骨、顶骨、额骨、颞骨、蝶骨和筛骨等组成；面骨由

鼻骨、上颌骨、泪骨、颧骨、颌前骨（切齿骨）、鼻甲骨、下颌骨和舌骨等组成。 

头骨的连接大部分为缝隙连接，骨与骨之间不能活动。颞下颌关节是头部唯一的活动关节。 

 (2)躯干骨  

骼躯干骨包括椎骨、肋和胸骨。 

①椎骨   

椎骨可分为颈椎、胸椎、腰椎、荐椎和尾椎。牛有 7 块颈椎，13 块胸椎，6 块腰椎，5 块

荐椎，18～20 块尾椎。各椎骨相互连接起来，形成脊柱。脊柱中央有纵行的椎管，容纳并保

护脊髓。椎骨由椎体、椎弓和突起三部分构成。 

第 3～6 颈椎形态结构相似，第 1 颈椎又称寰椎，第 2 颈椎称枢椎，第 7 颈椎与胸椎相似。

胸椎棘突发达，腰椎横突发达。荐椎愈合在一起称为荐骨。尾椎腹侧有一血管沟，供尾中动脉

通过。 

②肋 

肋的对教与胸椎枚数一致，牛有 13 对。肋由肋骨和肋软骨两部分组成。 

肋骨 肋骨位于背侧。肋骨的椎骨端前方有肋骨小头，与胸椎的肋窝成关节；肋骨小头的

后方有肋结节，与胸椎横突成关节。 

肋软骨 肋软骨由透明软骨构成。第 1~8 对肋以肋软骨直接与胸骨相连，称真肋。其余的

肋，肋软骨不直接与胸骨相连，称假肋。假肋肋软骨依次连接所形成的弓形结构，称为肋弓。    

③胸骨   

胸骨由前向后分为胸骨柄、胸骨体和剑状软骨（剑突）三部分。 

④胸廓  

胸廓由胸椎、肋和胸骨共同构成，呈前小后大的圆锥形。 

⑤躯干骨的连接  

躯干骨的连接包括脊柱连接和胸廓连接。脊柱连接分为椎体间连接、椎弓间连接和脊柱总

韧带，胸廓连接包括肋椎关节和肋胸关节。 

(3)前肢骨骼 

① 前肢骨  

自上而下依次是肩胛骨、臂骨、前臂骨、腕骨、掌骨、指骨和籽骨。 

肩胛骨  肩胛骨为一三角形扁骨，其背侧缘附有肩胛软骨，外侧面有一纵行的肩胛冈，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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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端形成肩峰。肩胛冈的前上方为冈上窝，后下方为冈下窝。肩胛骨的远端有一大的关节窝，

称为肩臼。 

臂骨 臂骨为一发达的长骨，近端粗大，外侧有一发达的大结节，后方为臂骨头，与肩臼

成关节。在骨体的近端前方有一条臂二头肌沟。 

前臂骨 前臂骨由桡骨和尺骨组成，桡骨位于前内侧，大而粗；尺骨位于后外侧，其近端

形成 肘突（鹰嘴），远端稍长于桡骨。 

腕骨 腕骨由 6 块小骨组成。 

掌骨 牛有 3 块掌骨，第 3、4 掌骨发达，近端和骨体愈合在—起，称大掌骨。 

指骨 牛有 4 指，即第 2、3、4、5 指。其中第 3 指、第 4 指发达，称主指。每指有 3 节

指节骨，分别是系骨、冠骨和蹄骨。 

②前肢关节  自上而下依次为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和蹄关节（包括系关芾、冠关节和

蹄 关节）。 

 (4) 后肢骨骼        

①后肢骨 自上而下依次是髋骨、股骨、膝盖骨、小腿骨、跗骨、跖骨、趾骨和籽骨。 

髋骨 髋骨由髂骨、耻骨和坐骨结合而成。三骨结合处形成一个深的杯状关节窝，称髋臼。

髂骨位于背外侧，外侧角称髋结节’内侧角称荐结节。耻骨位于腹侧前方，坐骨位于腹侧后部。

两骨之间的结合处，分别称为耻骨联合和坐骨联合，合称为骨盆联合。 

股骨  股骨为一粗大的管状长骨。近端内侧有球形的股骨头，外侧有一粗大的突起，称为

大转子。远端粗大，前方为滑车状关节面，与膑骨成关节；后方为股骨髁，与胫骨成关节。 

膝盖骨 膝盖骨又称髌骨，呈圆锥形，位于股骨远端的前方。 

小腿骨 小腿骨包括胫骨和腓骨。胫骨发达，呈棱柱状。腓骨位于胫骨外，已退化。 

跗  骨 跗骨由 5 块短骨组成，近侧列跗骨发达，前内侧的一块叫距骨，后外方的一块叫

跟骨。跟骨后上方的突起，称跟结节。 

②后肢关节 自上而下依次是荐髂关节、髋关节、膝关节和跗关节（又称飞节）、趾关节

（包括系关节、冠关节和蹄关节）。 

骨盆由左右髋骨、荐骨、前四个尾椎和两侧的荐坐韧带围成。 

4．肌肉 

运动系统的肌肉属于横纹肌，因其附着在骨上，故又称骨骼肌。每一块肌肉都由肌腹和肌

腱两部分组成，在肌肉周围，还有一些辅助器官，如筋膜、黏液囊和腱鞘等。     

牛的全身肌肉，按其所在部位，可分为头部肌肉、躯干肌肉、前肢肌肉和后肢肌肉。 

(1)头部肌肉  

头部肌肉主要分为面部肌和咀嚼肌。 

①面部肌 

面部肌是位于口腔、鼻孔、眼孔周围的肌肉，分为开张自然孔的开张肌和关闭自然孔的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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