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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自然界野生动物基本知识，适于野生动物饲养、管理的方法，野生动物致病的生物因
子，野生动物疾病预防，野生动物疾病临床治疗等。
　　保护野生动物和维持自然界生态系统平衡，已成为21世纪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约占全世界10%左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和人民着力于野生动物保护各项工作，先后建立了近400个自然保护区、
近200个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入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
约，为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为野生动物的就地保护和移地保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本书分为绪论和野生动物疾病及其防治两大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自然界野生动物基本知识，适于野生动物饲养、管理、生殖和疾病防治等移地保护
工作中参考；野生动物疾病及其防治部分主要介绍野生动物致病的生物困子、野生动物疾病预防、野
生动物疾病临床治疗，同时按野生动物发病原因和性质分为野生动物病毒性传染病、细菌性传染病、
其他病原体传染病、寄生虫疾病、内科疾病、外科疾病和产科疾病共十章。
在编写过程中，许多资料来自于编者多年第一线工作中的体会。
许多疾病都尽量归纳到一个疾病中介绍，如野生动物所有钙缺乏症状归纳到“缺钙症”以及“腹泻”
等，而且在许多疾病和疾病治疗等方面介绍了编著者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如野生动物截肢术等）
体现“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主要章节有：绪论；第一章、野生动物疾病的生物因子；第二章、野生动物疾病预防；第三章、野生
动物疾病治疗；第四章、野生动物病毒性传染病；第五章、野生动物细菌性传染病；第六章、野生动
物其他传染病；第七章、野生动物寄生虫疾病；第八章、野生动物内科疾病；第九章、野生动物外科
常见疾病；第十章、野生动物产科常见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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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　第一节 野生动物概述　　一、自然界野生动物概况　　二、养殖的野生动物概况　第二节
野生动物的免疫　　一、野生动物的免疫功能　　二、野生动物的免疫系统　　三、野生动物非特异
性免疫　　四、野生动物特异性免疫　　五、变态反应　　六、野生动物免疫在疾病防治方面的应用
　第三节 野生动物疾病概述　　一、生物因子引起的野生动物疾病　　二、物理因子引起的野生动物
疾病　　三、化学因子引起的野生动物疾病　　四、其他因子引起的野生动物疾病　第四节 野生动物
疾病的分类　第五节 野生动物疾病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野生动物疾病的预防　　二、研究
野生动物疾病的临床诊断　　三、研究野生动物疾病的临床治疗第一章 野生动物疾病的生物因子　第
一节 微生物遗传与变异　　一、微生物的遗传现象　　二、微生物的变异　　三、细菌遗传变异应用
　第二节 细菌　　一、细菌的形态和大小　　二、细菌的结构　　三、细菌形态检查方法　　四、细
菌的生理　　五、外界因素对细菌的影响　　六、细菌的致病性　第三节 病毒　　一、病毒的形态与
大小　　二、病毒的化学组成　　三、病毒的增殖　　四、病毒对理化因子的抵抗力　　五、病毒的
培养　　六、病毒性感染　第四节 真菌    一、酵母菌    二、霉菌  第五节 放线菌  第六节 螺旋体  第七
节 霉形体    一、形态结构    二、培养    三、抵抗力⋯⋯第二章 野生动物疾病预防第三章 野生动物疾病
治疗第四章 野生动物疾毒性传染病第五章 野生动物细菌性传染病第六章 野生动物其他传染病第七章 
野生动物寄生虫疾病第八章 野生动物内科疾病第九章 野生动物外科常见疾病第十章 野生动物产科常
见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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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细菌的致病性　　细菌致病性包含着细菌对机体致病能力大小及对机体引起致病的特性两方
面涵义。
　　各种致病菌有其不同的致病性，而且对机体的伤害程度也不相同。
例如肺炎球菌引起机体肺部产生炎症，痢疾杆菌引起痢疾，两者对机体的伤害程度也不相同，其中也
包括两种致病菌的毒力和机体的抵抗力的因素在内。
　　细菌的致病性的强弱，在细菌方面取决于侵袭力与毒素两大因素，而细菌的侵袭力又由细菌的吸
附和侵入、繁殖与扩散以及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3种因素所决定(有关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在“免疫
学基础”内介绍，此处主要介绍细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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