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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动物病理学》的编写以《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为精神，紧紧围绕《高
职高专畜牧兽医类专业人才培养指导方案》，按照以综合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
的方针，充分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
在编写过程中以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轴线，以专科特定的层次、特定的学制和特定的要
求确定本书的内容和深度，在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实用性方面刻意地进行了探讨。
选定内容时做到精选、突出重点，增加了新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并着重突出实用性，使学生毕业后能
胜任畜禽疾病的防治和动物性食品卫生检验工作。
为了更好地达到以上目的，在保证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增加了疾病病理的内容。
本书理论部分大体可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疾病总论，在疾病概论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基本病理
过程的概念、发生原因、发病机理、病理变化以及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包括本教材的第一章至第十
一章。
第二大部分是疾病各论，又可分为系统病理和疾病病理。
前者包括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后者包括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一章，重点介绍其原因、发病机理、病理
变化和结局等。
第二十二章是病理检验的综合性技术，通过对发病或死亡动物的检验，为诊断疾病提供可靠的依据，
为科学研究提供客观的资料。
实验共选18个项目，重点放在大体病变的辨认及病理切片的观察方面，同时也兼顾了物质代谢和机能
障碍的内容。
本书尽可能地选用图表和照片，以便于对概念和病变的理解。
其中部分插图是根据文后参考文献绘制或修改的，在此对原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和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在校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动物医学临床工作者以及动物性食
品卫生检验人员的参考书。
本教材的参编单位和人员是：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张晓根、杨保栓、张桂云、张建国、马晓海
、唐光武、王涛、王海花、吴玉臣、吴凤笋、阴正兴，周口职业技术学院袁逢新、袁文菊，安阳工学
院关现军，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肖尚修，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杨开红，河南省长葛市畜牧局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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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物病理学》理论部分大体可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疾病总论，在疾病概论的基础上，重
点介绍基本病理过程的概念、发生原因、发病机理、病理变化以及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包括本教材
的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第二大部分是疾病各论，又可分为系统病理和疾病病理。
前者包括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后者包括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一章，重点介绍其原因、发病机理、病理
变化和结局等。
第二十二章是病理检验的综合性技术，通过对发病或死亡动物的检验，为诊断疾病提供可靠的依据，
为科学研究提供客观的资料。
实验共选18个项目，重点放在大体病变的辨认及病理切片的观察方面，同时也兼顾了物质代谢和机能
障碍的内容。
 　　《动物病理学》可作为高职高专和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在校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动物医学临床工作
者以及动物性食品卫生检验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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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思考题第一章 疾病概论第一节 疾病的原因和条件第二节 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三节 疾病的
经过和转归思考题第二章 应激反应第一节 应激反应的概念与本质第二节 应激反应的基本表现第三节 
应激性疾病思考题第三章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第一节 动脉性充血第二节 静脉性充血第三节 出血第四节 
血栓形成第五节 栓塞第六节 梗死思考题第四章 组织的损伤和修复第一节 细胞和组织的损伤第二节 代
偿与修复思考题第五章 水肿、脱水和酸碱平衡障碍第一节 水肿第二节 脱水第三节 酸碱平衡障碍思考
题第六章 炎症第一节 炎症的原因第二节 炎症局部的基本病理变化第三节 炎症的局部表现和全身反应
第四节 炎症的结局第五节 炎症的分类思考题第七章 败血症思考题第八章 发热第一节 发热的原因和类
型第二节 发热的发生机理第三节 发热的发展过程和热型第四节 发热时机体的物质代谢、机能变化及
生物学意义思考题第九章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与休克第一节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第二节 休克思考题第十
章 免疫与疾病第一节 变态反应第二节 免疫缺陷病第三节 自身免疫病思考题第十一章 肿瘤第一节 肿瘤
的一般生物学特性第二节 肿瘤的命名、分类及对机体的影响第三节 肿瘤发生的原因和机理第四节 畜
禽常见肿瘤思考题第十二章 心脏和造血系统病理第一节 心脏的炎症第二节 造血器官的炎症思考题第
十三章 呼吸系统病理第一节 肺炎第二节 肺气肿思考题第十四章 消化系统病理第一节 胃肠炎第二节 肝
炎第三节 肝硬化第四节 黄疸思考题第十五章 泌尿生殖系统病理第一节 肾炎第二节 子宫内膜炎第三节 
乳腺炎思考题第十六章 神经系统病理第一节 神经系统的基本病理变化第二节 脑炎第三节 脑软化症思
考题第十七章 细菌性传染病病理第一节 炭疽第二节 巴氏杆菌病第三节 沙门氏菌病第四节 大肠杆菌病
第五节 鸡弯杆菌性肝炎第六节 猪丹毒第七节 结核病第八节 布氏杆菌病第九节 猪链球菌病第十节 猪传
染性胸膜肺炎第十一节 副猪嗜血杆菌病第十二节 梭菌感染思考题第十八章 病毒性传染病病理第一节 
狂犬病第二节 伪狂犬病第三节 口蹄疫第四节 猪繁殖一呼吸障碍综合征第五节 猪圆环病毒病第六节 猪
瘟第七节 痘症第八节 禽流感第九节 鸡新城疫第十节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第十一节 鸡马立克氏病第十二
节 鸡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第十三节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第十四节 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第十五节 鸭瘟第十六
节 小鹅瘟第十七节 幼鸭病毒性肝炎第十八节 禽脑脊髓炎第十九节 犬细小病毒性肠炎第二十节 犬瘟热
第二十一节犬传染性肝炎第二十二节兔病毒性出血症第二十三节牛海绵状脑病思考题第十九章 霉形体
病病理第一节 猪霉形体病第二节 鸡霉形体感染第三节 羊霉形体病思考题第二十章 真菌性疾病病理第
一节 放线菌病第二节 曲霉菌病思考题第二十一章 寄生虫病病理第一节 旋毛虫病第二节 猪囊虫病第三
节 猪弓形虫病第四节 附红细胞体病第五节 球虫病第六节 鸡住白细胞虫病第七节 鸡组织滴虫病思考题
第二十二章 大体病理检验技术第一节 尸体剖检概论第二节 检验方法思考题动物病理学实验实验一 机
体的屏障机能实验二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实验三 细胞和组织损伤实验四 代偿与修复实验五 酸碱平衡失
调实验六 炎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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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大体观察主要是利用肉眼或辅以放大镜、量尺、秤等工具，观察和检测病变组织的大小
、形状、重量、色泽、质地、界限、表面和切面状态等指标。
这种方法简便易行，而且可以见到病变的整体形态和许多重要性状，因此具有微观观察和其他技术检
查不可取代的优势，在实践中要结合运用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2）组织学观察将病变组织制成厚约数微米的切片，经过不同方法染色后用显微镜观察组织和细胞
的病理变化。
用这种方法可以从组织和细胞水平了解机体组织的细微病变，使对病变的分辨力大大提高，从而增加
了诊断的准确性，因此到目前为止，仍是病理学研究和诊断中不可替代的最基本的方法。
（3）细胞学观察用采集器采集病变部的脱落细胞、用局部穿刺术吸取病变部细胞或由体腔积液中分
离所含病变细胞等，制成细胞涂片，经染色后用显微镜观察单个细胞的形态和病变特征，常用于某些
肿瘤疾病的早期诊断。
（4）超微结构观察运用透射或扫描电子显微镜对组织、细胞及一些病原因子的内部或表面的超微结
构进行观察，从亚细胞（细胞器）或大分子水平上认识和了解细胞的形态和功能变化。
这种方法使某些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更加确切，有时还能将形态改变和机能变化联系起来，使对疾
病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入。
但是，由于超微结构观察放大倍数太大，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加之许多超微结构的变化没有特异性，
常给诊断带来困难，所以超微结构观察只能以大体观察和组织学观察为基础，作为一种辅助检查方法
。
（5）组织化学和细胞化学观察利用某些显色药物能与组织细胞内一些化学成分和抗原能与抗体进行
特异性结合的性质，显示组织细胞内的某些化学成分（如蛋白质、酶类、核酸、糖原、病原体等）的
变化。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揭示普通形态学方法所不能发现的组织细胞化学变化，而且常在发生形态学改变之
前发现病变，有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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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物病理学》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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