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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贯彻我国高等兽医教育改革和兽医体制改革精神，适应执业兽医和官方兽医体制，根据目前
兽医专业教学计划和安排以及全国各兄弟院校教学特点，本书设定的教学内容包括了兽医临床诊断的
方法学、兽医临床一般检查及系统检查、兽医临床诊断的方法论及症候学等内容。
　　本书内容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①容纳新的科学和技术。
书中内容反映了国内外兽医临床诊断学的先进水平，突出兽医临床新的诊断技术。
②兼顾畜、禽和小动物诊断技术。
以前的许多教材是以产业动物为主要对象进行临床诊断学内容讲解的，本书顺应我国小动物医疗行业
的快速发展，许多诊断方法、技术和理论的应用及举证与小动物医疗密切相关。
③深入浅出，密切联系兽医临床实际。
根据兽医特点，本书对兽医临床诊断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讲解进行了调整，对现代自动化技术的方
法不作详细介绍，重点放在讲解其结果的判断和临床应用上。
④重组了学科内容。
根据兽医学实际情况、行业发展特点和教育现状，对诊断学内容的章节顺序作了调整，使学生能够更
轻松地衔接学科间和学科内的内容。
⑤增加了兽医医疗文书等章节。
随着我国兽医行业改革和行业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化和法制化，兽医医疗文书的格式、书写、使用和保
存的规范及管理已经是每个兽医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能力和责任。
　　本书内容编排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篇重点讲解兽医临床诊断的方法学，包括基本方法（问诊、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和嗅诊）、
实验室检查（血液检验、临床生化检验、尿液检验、粪便及呕吐物检验、其他体液检验）、特殊检查
（X射线检查、超声检查、内窥镜检查、其他影像学检查、心电图检查）。
以上各检查方法的学习目的都是为了在临床上开展一般检查和系统检查，因而，我们将兽医临床一般
检查及系统检查作为一篇进行编写，即第二篇的主要内容。
第三篇是兽医临床诊断的方法论及症候学，该篇在以前的内容上增加了兽医医疗文书和临床误诊等内
容。
随着学科和行业的发展，各院校应该根据教学条件将实验室检查和特殊检查部分适当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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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三篇十九章。
第一篇重点讲解兽医临床诊断的方法学，包括基本方法、实验室检查、特殊检查等；第二篇为兽医临
床一般检查及系统检查；第三篇是兽医临床诊断的方法论及症候学。
本书容纳了新的科学和技术；兼顾了畜、禽和小动物诊断技术；深入浅出，密切联系兽医临床实际；
重组了学科内容，增加了兽医医疗文书等章节。

《兽医临床诊断学》可作为农业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兽医临
床工作者的丁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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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兽医临床诊断的方法学　　第一章　兽医临床诊断的基本方法　　问诊是实施兽医临床
检查的第一步，通过问诊可获得第一手临床资料，根据对这些临床资料的分析，兽医将会决定要进行
的其他检查项目，因而，问诊对其他诊断具有指导意义。
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及嗅诊是兽医临床基本的检查方法，它们都是利用检查者的视觉（眼）、触
觉（手）、听觉（耳）、嗅觉（鼻）等器官去感知外界现象，称为物理检查法。
在临床实践中，各种检查方法均有其优缺点：视诊能获得关于动物整体及体表病变部位的初步印象，
为进一步重点检查提供线索，有时根据特殊症状即可确定诊断；触诊可深入判断病变部位的物理性状
；叩诊对内脏器官，特别对肺脏与胸腔病变的物理状态的诊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听诊内脏器官活动
的特有音响，可以判定其形态及机能变化。
在实践中应根据各种方法的特点与检查的对象和目的，适当地选择有价值的方法并配合必要的其他方
法，才能起到扬长避短、互相补充的作用，使得诊断结论更准确。
　　第一节　问诊　　一、问诊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问诊（inquire）是兽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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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诊的目的是为临床检查提供线索和重点。
问诊是兽医诊断动物疾病的第一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问诊可收集其他诊断方法无法取得的病情资料　　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及诊治经过，
患病动物的既往史、饲养管理状况等是兽医分析病情、辨证辨病的重要依据，而这些资料只有通过问
诊才能获得。
尤其在某些疾病的早期，患病动物尚未呈现明显临床症状时，问诊是获取诊断疾病线索的重要途径。
　　由于动物不能主诉，在对动物主人进行问诊时更要耐心、仔细。
　　2.问诊对其他诊断方法具有指导意义　　在疾病诊断的程序上，问诊常为其他诊断方法的先导。
兽医在听取动物主人的主诉后，利用知识与经验进行一系列有目的、有重点的询问以获得足够的资料
，接着进行下一步检查。
问诊及其他检查的内容、形式等取决于临床辨证的需求，问诊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与辨证思维密切交互
的过程，因而问诊对其他检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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