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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畜牧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 2011 ～ 2015 年) 》提出: 到 2015 年全国畜禽规模养殖比重提高 10% ～ 15%，畜牧业
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36%。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今后几年我们将对畜
禽养殖优势区域和畜禽产品主产区的生猪、奶牛、肉牛、肉羊、蛋鸡和肉鸡规模养殖场
基础设施进行标准化建设，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工作，完善标准化规模养殖相
关标准和规范。鼓励和支持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建设，助推行业整体水平的提
升，保障畜产品安全。畜牧业现代化需要大批适应产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
人才做保证，而培育这些人才离不开贴近畜牧业生产实际、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的专门化
教材。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 〔2006〕16 号)
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 “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工作需
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正是基于国家“十二五”期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
和畜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河南科学技
术出版社于 2006 年组织出版了《21 世纪高职高专畜牧兽医专业系列教材》，这套教材
出版后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好评。从 2006 年到现在，畜牧兽医类专业教学改革取
得了丰硕成果，畜牧兽医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进一步优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
生产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在这个基础上，原有教材体系需要进一步优化，
以便体现教学实践体系的改革成果，因此，在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大力配合和支持
下，我们于 2011 年 7 月组织全国十几所高等农业院校的骨干教师，在原有教材的基础
上，对部分教材进行了修订，部分教材进行了调整，组织编写了 《普通高等教育 “十
二五”畜牧兽医类规划教材》。

本套教材内容以技能培养为主，理论知识以够用为度; 尽量拓宽知识面，增加信息
量，很少涉及偏深偏难又不实用的内容; 不刻意追求理论性、系统性，内容选材简单实
用; 紧跟政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反映新准则、新方法和新技术; 融教学法于教材之
中，便于教学，体现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思想。

本套教材适用于高等职业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也可供畜牧兽医行业的从业者、基
层技术人员在职学习或参考。

我们同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一起多次开会研讨，共商编写事宜，在教材体系
和教材内容上做了许多新的尝试。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同仁
批评指正。

教材编委会
2012 年 6 月



前 言

本教材的编写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应用为主旨，以能力为本位。遵循高等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要求，注重培养目标的职业性、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教学方法的实践性。在
保持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针对畜禽疫病病理诊断等职业技术岗位的技能要求，注
重应用能力培养，强化实践技能训练，全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本教材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项目化的实训指导放到相关章节，便于使用。每章正
文后有复习思考题，便于学生课后复习巩固。文中和书后附有部分黑白与彩色病理图，
病变典型，直观性强，便于识别和掌握。本教材还在部分章节增加了 “知识拓展”，借
以拓宽教材内容和知识面，增强教材的实用性。书后编写有 “动物病理实践技能考核
项目与标准”，可供各校组织实训教学与技能考核时参考。

本教材按三年制专科，80 个学时的计划安排编写。为满足各高职高专院校畜牧兽
医类专业的教学需要，教材分成病理基础、病理诊断技术、主要器官病理与病理诊断、
常见疫病病理与病理诊断四大模块，各学校可根据其不同专业的教学需要与安排确定学
时分布。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此外，文中引文，未能与
原著作权人一一联系沟通，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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