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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总论、各论和兽医寄生虫病实验室诊断技术三篇共十七章。
总论系统地阐述了寄生虫学的概念、地位和任务，寄生虫与宿主，寄生虫的分类与命名，寄生虫的流
行病学，寄生虫病免疫，寄生虫病的诊断原则和综合防治措施，以及分子寄生虫学。
各论编写以寄生虫的分类为基准，分别介绍了蠕虫病学（吸虫病、绦虫病、线虫病、棘头虫病），原
虫病学，蜘蛛昆虫病学等内容；重点介绍了猪，反刍兽（牛、羊、骆驼），家禽（鸡、鸭、鹅），马
属动物和伴侣动物（犬、猫）正在流行的寄生虫病和人畜共患寄生虫病。
在兽医寄生虫病实验室诊断技术中，着重叙述厂寄生虫病的病原学诊断技术、免疫诊断技术、分子生
物学诊断技术和耐药性检测等。
本书在内容的编排上注重学科的系统性和生产的实践性。
    本书可作为农业院校动物医学（兽医）、动物科学（畜牧）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作
为从事动物医学、兽医药学、公共卫生、动物科学、食品科学以及医学寄生虫学的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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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兽医寄生虫学的概念、地位和任务　　第一节　兽医寄生虫学的概念
　　兽医寄生虫学是包含一般生物学和兽医学内容的综合性学科，是以多种学科为基础，阐明动物的
各种寄生虫及其对动物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引起的疾病的科学。
确切地说，兽医寄生虫学是研究寄生虫和宿主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它一方面要研究动物的寄生虫学
，即研究动物的各种寄生虫的形态学、生理学、分类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由
寄生虫引起的动物疾病，即由其引起疾病的流行病学、症状、病理变化、免疫、诊断方法、治疗、预
防和控制措施，以及由人畜共患的寄生虫所引起的公共卫生等问题。
所以，寄生虫学是研究寄生虫病的基础，掌握寄生虫生活史、流行病学的规律，才能正确地研究寄生
虫病，从而制定出切实有效的综合性防治措施。
　　第二节　兽医寄生虫学在兽医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各学科的关系　　动物疾病大体可以分传染病、
寄生虫病和普通病三大类。
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是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在个体农业经济的历史时期，家畜以役用为主，分散饲养，兽医工作以治疗内外科疾病为主。
随着畜牧业商品生产的发展，畜产品及畜禽进出口的增加，畜禽传染病的传播与流行随之增多，于是
，防治家畜传染病的传播与流行成为主要课题。
随着兽医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的烈性传染病逐渐得到控制与消灭，曾被掩盖的寄生虫病危害则突显
出来。
于是，对畜禽寄生虫病的研究逐渐提到日程上。
当前对动物寄生虫病的危害性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在动物寄生虫病防控战略和策略方面与病
毒病和细菌病相比缺乏充足的经费支持，在预测、预报和监控体系建设方面缺乏系统性和长期性。
寄生虫仍然严重地危害着畜禽乃至人类的健康，严重碍着畜牧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使畜牧
业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使人类健康受到威胁。
这种现象与当前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需求，以及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极不适应。
因此，加强对动物寄生虫病的科研与防治工作已成为畜牧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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