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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占民、李丽主编的《新编动物药理学(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专业全国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为农
业高等院校规划教材和农业部推荐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十二章，在正文后附有实训指导。
内容包括动物药理与药物学基本知识，消毒防腐药，抗微生物药，抗寄生虫药，作用于消化系统药物
，作用于呼吸系统药物，作用于血液循环系统药物，作用于泌尿生殖系统药物，作用于神经系统药物
，影响新陈代谢药和解毒药等。
《新编动物药理学(
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专业全国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主要供农业高职院校畜牧兽医及其相关专业的
学生使用，也适用于基层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的培训，更是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和畜牧兽医生产一线从业
人员的有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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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六节 抗微生物药的合理使用 抗微生物药是目前兽医临床使用最广泛和最重要的
抗感染药物，对控制畜禽的传染性疾病起着巨大的作用，解决了不少畜牧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但目前不合理使用尤其是滥用的现象较为严重，不仅造成药品的浪费，而且导致畜禽不良反应增多、
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和兽药残留等，给兽医工作、公共卫生及人民健康带来不良的后果。
耐药菌株的增加，药物选用不当，剂量与疗程的不足，不恰当的联合用药，以及忽视药物的药动学因
素对药效学的影响等，往往导致抗菌药物临床治疗的失败。
为了充分发挥抗菌药物的疗效，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减少细菌耐药性的产生，提高药物治疗水平，
必须切实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1.严格掌握适应症 正确诊断是选择药物的前提，有了确切的诊断，方可了解其致病菌，从而选择对病
原菌高度敏感的药物。
但细菌学的诊断针对性更强，细菌的药敏试验及联合药敏试验与临床疗效的符合率约为70％一80％。
如有条件，可作细菌学的分离鉴定来选用抗菌药。
应尽力避免无指征或指征不强而使用抗菌药，因为目前多数抗菌药对病毒和真菌无作用，但合并细菌
性感染者除外。
应根据致病菌及其引起的感染性疾病的确诊，选择作用强、疗效好，不良反应少的药物。
 2.掌握药动学特征，制定合理的给药方案 抗菌药在机体内要发挥杀灭或抑制病原菌的作用，必须在靶
组织或器官内达到有效的浓度，并能维持一定的时间。
因此，必须有合适的剂量、间隔时间及疗程。
疗程应充足，一般的感染性疾病可连续用药3～4d，症状消失后，再巩固1～2d，以防复发，磺胺类药
的疗程要更长一些。
兽医临床药理学中通常是以有效血药浓度作为衡量剂量是否适宜的指标，有效血药浓度应至少大于最
小抑菌浓度（MIC），临床试验表明，血药浓度应大于MIC值的3～5倍，可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同时，血中有效浓度维持时间受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的影响。
因此，应在考虑各药的药动学、药效学特征的基础上，结合畜禽的病情、体况，制定合理的给药方案
，包括药物品种、给药途径、剂量、间隔时间及疗程等。
例如，对动物的细菌性或支原体性肺炎的治疗，除选择对致病菌敏感的药物外，还应考虑能在肺组织
中达到有效浓度的药物，如恩洛沙星、达氟沙星等氟喹诺酮类、四环素类及大环内酯类；细菌性的脑
部感染首选磺胺嘧啶，因为该药在脑脊液中的浓度高。
合适的给药途径是药物取得疗效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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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新编动物药理学(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专业)》主要供农业高职院校
畜牧兽医及其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也适用于基层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的培训，更是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和畜牧兽医生产一线从业人员的有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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