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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鸭病防治》一书自1992年问世以来，承蒙广大读者厚爱，已印刷16次，发行量达34万多册。
这对普及鸭病防治知识，做好鸭病防治工作，保障养鸭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笔者对此深感欣慰。
　　随着养鸭业的发展和饲养方式、饲养技术的进步，对鸭病防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国家
农业部近年出台的一系列农副产品无公害的准则，有必要对本书再一次修改补充。
这次修订着重在主要传染病的诊断、防治等方面补充了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并增加了有关无公害方
面的内容和一些与鸭病诊断有关的彩色图片，使本书以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
　　疫病是养鸭的大敌。
要使鸭少得病、少死亡，必须从预防人手，建立严格的防疫制度，做好日常饲养管理工作，以防止病
害发生。
批量饲养的鸭场，应采用“全进全出”的管理制度。
希望读者注意本书第一章中关于控制传染病的论述，即：要采取包括“养、防、检、治”的综合防疫
措施，消除或切断传染病流行过程中3个环节的相互联系，以预防或控制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这是鸭病防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这几个方面注意到了，工作做好了，才能取得防病的主动权。
　　最后，向为本书提供部分彩色图片的黄瑜副研究员、殷佩云、张大丙和美国Sandnu教授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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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郭玉璞教授等编著。
该书自发行以来已出了3版，此次修订除鸭传染病的发生、流行与控制，鸭病毒性疾病，鸭细菌性疾
病，鸭真菌性疾病，鸭寄生虫病，鸭营养性疾病，鸭中毒病，鸭杂症，鸭病防治常用药物外，还增加
了鸭镉中毒等新的内容，彩图增至50多幅，图文并茂，便于看图识病。
适于养鸭业人员、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及农牧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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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鸭传染病的发生、流行与控制   一、传染和传染病   二、传染病在鸭群中发生和发展过程（流
行过程） 　三、鸭传染病的综合性防治措施 第二章 鸭病毒性疾病 　一、鸭瘟 　二、鸭病毒性肝炎 　
三、鸭流行性感冒 　四、鸭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 　五、鸭痘 　六、番鸭细小病毒病 　七、小鹅瘟 第
三章 鸭细菌性疾病 　一、鸭传染性浆膜炎 　二、鸭霍乱 　三、鸭副伤寒 　四、鸭大肠杆菌病 　五、
鸭葡萄球菌病 　六、鸭链球菌病 　七、鸭关节炎综合征 　八、鸭结核病 　九、鸭伪结核病 　十、鸭
丹毒 　十一、鸭坏死性肠炎 　十二、鸭肉毒中毒病 　十三、鸭衣原体病 　十四、鸭慢性呼吸道病 第
四章 鸭真菌性疾病 　一、鸭曲霉菌病 　二、鸭黄曲霉毒素中毒病 　三、雏鸭念珠菌病 第五章 鸭寄生
虫病 　一、鸭球虫病 　二、雏鸭鸟蛇线虫病 　三、鸭棘头虫病 第六章 鸭营养性疾病 　一、鸭蛋白质
缺乏症 　二、鸭维生素A缺乏症 　三、鸭佝偻病 　四、鸭骨短粗病 　五、幼鸭白肌病 第七章 鸭中毒
病 　一、雏鸭有机磷农药中毒 　二、鸭喹乙醇中毒 　三、鸭呋喃唑酮中毒 　四、鸭亚硝酸盐中毒 　
五、鸭马铃薯中毒 　六、鸭一氧化碳中毒 　七、鸭镉中毒 第八章 鸭杂症 　一、北京鸭光过敏性病 　
二、鸭恶癖 　三、鸭阴茎脱垂 　四、鸭皮下气肿 　五、鸭龙骨黏液囊炎 　六、鸭心脏破裂病 　七、
鸭淀粉样变病 　八、肉鸭腹水症 第九章 鸭病防治常用药物 　一、消毒防腐药 　二、抗生素类药 　三
、喹诺酮类药 　四、磺胺类药 　五、其他抗菌药 　六、抗病毒药 　七、抗寄生虫药 　八、营养类药
物 　九、生物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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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鸭传染病的发生、流行与控制　　一、传染和传染病　　病原微生物侵入鸭机体，并在
一定的部位定居增殖，这一过程叫做传染，其结果引起鸭发生生理的、形态学的异常即发病。
这种因病原微生物传染而发生的疾病即为传染病。
　　传染病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也有一些共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是：　　第一，都有特定的致
病性微生物。
如鸭瘟是由鸭瘟病毒引起的，没有鸭瘟病毒就不会发生鸭瘟。
　　第二，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
就是能从一只病鸭传给另外一只或数量众多的健康鸭，或从一个发病鸭群传给另外的鸭群，或在一定
的时期内从一个地区传到另外的地区。
　　第三，被感染的机体发生特异性反应，即在传染过程中，由于病原微生物的抗原刺激作用，机体
发生免疫生物学的改变，产生特异性的抗体和变态反应。
这种改变可以用血清学等特异性反应检查出来。
　　第四，耐过病的鸭能获得特异性免疫，使机体在一定的时期内或终身不再患该种疾病。
　　第五，具有特征性的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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