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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畜内科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理论性和系统性，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临床主干课程，又是动物临床
医学的核心和基础。

 第二版《家畜内科学》于1986年5月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到1999年5月共印刷9次60
200册。
l5年来，该教材在我国家畜内科学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迅速发展，畜禽养殖结构的变化，伴侣动物、经济动物和珍稀动物的养殖规模不断
扩大，现代家畜内科学的内涵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根据国内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农业教育不断改革和新世纪教材建设的需要，教材内容必须及
时更新并逐步提高质量，从而更好地为教学、生产和科研服务。

第三版《家畜内科学》编写的目标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素质教育思想，体现教材的科学性、先进性
、系统性和适用性；以我国目前有代表性的家畜常见多发病和危害严重的地方性疾病为重点内容，兼
顾同类疾病的鉴别诊断和疑难杂症的诊疗要点，附典型图照和必要表格；以反刍动物病和猪病为主，
兼顾禽类、宠物、经济动物和马属动物的疾病；以动物中毒性和营养代谢性疾病为主，兼顾器官疾病
和遗传性疾病；反映国内外科学研究最新成果，兼顾我国近期兽医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的需要；贯彻
中西医结合的方针，选编行之有效的中兽医经验良方和针灸方法；满足各高等农业院校兽医专业本专
科生60～100学时的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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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诊断】急性胃扩张病程短急，尤需具备清晰而明确的诊断思路，于短时间内做出诊断并实施抢救。
通常运用如下的诊断要点：首先，依据起病情况、腹痛特点、腹围大小与呼吸促迫的关系、食管听诊
、胃听诊以及胃管插入来确定是不是胃扩张。
如果遇到采食后突然起病或在其他腹痛病的经过中病情突然加重的病马，表现剧烈腹痛、口腔湿润而
酸臭、频频嗳气、腹围不大而呼吸促迫用力的，就要考虑可能是急性胃扩张。
随即做食管及胃的听诊，如听到食管逆蠕动音和胃蠕动音，即可初步诊断为急性胃扩张。
此时，应尽快插入胃管，确定胃扩张的性质。
胃管插入时如喷出大量酸臭气体和粥样食糜，腹痛当即缓解或消失，全身状态好转，即为气胀性胃扩
张；胃管插入时如仅排出少量酸臭气体，导出的食糜极少或导不出食糜，腹痛无明显减轻，反复灌
以1～2L温水证实胃排空机能发生障碍，且直肠检查摸到质地黏硬或捏粉样的胃壁，即为食滞性胃扩
张；胃管插入时如自行流出大量黄绿色、黄褐色或黄红色酸臭液体，而气体和食糜均甚少，则为积液
性胃扩张。
遇到积液性胃扩张，通常都考虑是继发性的，要注意探索其原发病，如原发性幽门痉挛、小肠积食、
小肠变位、小肠炎、小肠蛔虫性阻塞以及胃状膨大部便秘等。
小肠积食、小肠变位和胃状膨大部便秘，均可通过直肠检查摸到秘结或变位的肠段。
小肠炎时导出的胃内容物多为黄红色黏稠液体，腹腔穿刺可获得混血的渗出液，体温常升高，黄疸较
明显，而直肠检查不见秘结或变位的肠段。
小肠蛔虫性堵塞一般发生于1～3岁马驹，具反复发作性腹痛病史，腹痛特别剧烈，黄疸甚明显、体温
常升高，肠音多活泼，直肠检查偶尔能摸到被虫体堵塞的肉样肠段。
【治疗】从采食过多和／或后送机能障碍所致胃急剧膨胀这一基本病理过程出发，针对胃内大量贮积
的食糜、液体及发酵产物对压力感受器和化学感受器的恶性刺激，大脑皮质中形成的优势兴奋灶，以
及初期副交感神经反射性兴奋所致的痉挛性胃肠不通以及后期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所致的胃肠麻痹性
不通等主要发病环节，急性胃扩张的治疗原则应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制酵减压，以消除对胃内感受器
的恶性刺激；二是镇痛解痉，以降低胃内感受器的敏感性，加强大脑皮质的保护性抑制，协调皮质下
中枢功能，使植物神经功能趋向平衡。
常用的治疗措施如下：1.制酵减压制止胃内容物腐败发酵和降低胃内压，是缓和胃膨胀、防止胃、膈
破裂的急救措施，兼有消除腹痛和缓解幽门痉挛的作用。
气胀性胃扩张，经过导胃减压并灌服适量的制酵剂，症状随即缓和乃至消失，不久即愈。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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