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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猪病学》是我国“九五”期间国家重要科技攻关项目《建立年产30万商品肉猪产、加、销配套技术
体系（课题编号：HKK90-0701）》中《猪场防病灭病技术服务体系》研究课题实施过程中，课题组结
合自身研究工作，总结前人成果和多年来的临床实践经验，将研究内容编写成出版物，并以图书形式
出版发行，便于成果推广。
是我国猪病科技读物中首部以《猪病学》冠名的图书。
1996年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很快传播国内各地，受到国内猪场、教学、科研队伍中科技
人员及其广大养猪户读者青睐，成为我国猪病防治领域中的精品科技读物。
2000年课题鉴定后，为了将成果进一步推广，该书修订成第二版，自2003年出版发行以来，先后印刷
三次近10000册。
2005年又将研究过程中积累的图片资料编成《猪病诊断彩色图谱与防治》，在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出
版，先后印刷四次12000册。
2009年5月又编成首部《猪病混合感染鉴别诊断与防治彩色图谱》，在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至今成果在国内数万家猪养殖户受益，获得了很高的社会效益。
猪病的发生和流行是影响和制约我国养猪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近代由于种猪和畜产品国际间交流的日
益频繁，一些猪传染病流入境内，导致某些新侵入的传染病快速传播，给养猪业带来了巨大危害，使
我国猪病出现了严峻形势。
在这一新的挑战面前，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猪生物学特性为基础，从解剖学、生理学、
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病理生理学、病理解剖学、药理学、临床诊断学、环境卫生学、传染
病学、寄生虫病学、普通病学、产科学、预防医学、流行病学、畜牧学、运筹学等多学科角度；并从
我国猪病实际出发，编写一部既有理论又可指导猪病防治的科技著作。
为此，笔者从2004年上半年到2009年5月，到华南、华中、华北、东北等地规模化猪场与专业养猪户作
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和成果转化，.较全面地掌握了国内猪病现状。
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为指导，将收集的文献资料和自身研究成果重组进一步加工配套，由点到
面、由筒到繁、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局部到全局，由基础到临床，向读者全面系统介绍猪病诊治
基本知织、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深入认识和掌握猪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为诊断和控制猪病奠定坚
实理论基础而编写《猪病学》第三版。
全书章节在成书过程中几易其稿，做了较大调整，对许多疾病的解析中加入了最前沿的科研新成果和
临床实用新技术。
本书编排程序依猪病特点和当前从事猪病诊断和防治的科技人员现状，按照总论、传染病、内科病、
寄生虫病、外科病和繁殖障碍疾病划分，并对危害性严重的传染病从病原、发病机制、免疫学、诊断
、预防控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本书精选自摄的几十余种疾病的典型症状和病变的图片968幅，其中一些属难得珍贵的图片，首次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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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猪病学(第3版)》文字1790千字，图片968幅。
共9篇，第一篇总论系统地介绍了疾病的概念、病因学、发病学、诊断方法、疾病治疗与预防的控制
策略。
第二篇传染病，首先介绍了传染病基本特征、流行过程三个基本环节以及猪传染病诊断、治疗、防疫
措施及种群净化和疫病根除。
然后以病毒、细菌、真菌、衣原体与螺旋体进行分类，并分别概述了各类病原形态、结构、化学特点
的基础上，去认识病毒、细茵等微生物的生命体如何在宿主体内外生长繁殖、抵抗力、致病性、免疫
性等特性及致病于动物机体的奥秘，同时对各类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共同规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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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宣长和，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东北农业大学兽医专业毕业。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在教学、科研、生产中，取得了多项教学、科研成果。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多次被评为学校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
先后四次获黑龙江农垦总局先进科技工作者；1989年荣获全国农垦系统先进教师；1996年荣获黑龙江
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8年荣获全国农垦教育系统先进教师；1999年荣获黑龙江垦区
优秀专家。
从教四十年为国家培养大批畜牧兽医人才遍布国内外；同时在科研上从事了猪病的临床流行病学与病
理学诊断和防治技术的研究；为农垦事业的建设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
《兽医病理教学资源库的建立研究》2001年获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特急性型猪丹毒病理形态学诊断与防治技术的研究》1992年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病理形态学研究》1992年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四等奖。
《畜禽缺硒病的病理形态学诊断和防治技术的系列研究》1993年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四等奖。
九五国家科委《年产30万头肉猪产、加、销配套体系的研究》课题，所建立的“猪防病灭病技服务体
系研究（课题编号HKK90-0701）”2001年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马春全，男，博士，教授。
1962年10月生，1983年毕业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兽医专业并留校任教，1986年考取东北农学院兽医
系（硕士研究生，198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基础兽医学专业，获博士学
位。
曾任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副书记。
现任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生命学院动物医学系主任，中国动物病理学分会常务理事，动物病理中南区分
会副理事长，中国动物微生态分会理事，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科技厅H1N1流感防
控专家组成员，佛山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专家组副组长，广东省重点扶持学科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重
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广东省高等院校科研型重点实验室（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预防兽医学实验室）副主
任。
长期从事动物病理学和兽医信息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畜牧兽医学报、中国预防兽医学报、中
国兽医杂志以及中国兽医科技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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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总论第一章 猪病概论第一节 猪病概念第二节 病因学第三节 疾病的分类第四节 发病学第五节 
疾病的经过与结局第二章 猪病诊断第一节 流行病学诊断第二节 临床诊断第三节 病理诊断第四节 实验
室诊断第五节 诊断的建立第三章 猪病治疗第一节 治疗基本原则第二节 药物选择和疗程第三节 按疗程
用药第四节 治疗方法第四章 免疫预防概述第一节 疫(茵)苗的概念及种类第二节 疫苗的保存与运输和
管理第三节 免疫接种操作技术规范第四节 猪免疫注射的禁忌事项第五节 疫苗接种后的监测与评价第
六节 免疫失败的原因和防制对策第七节 免疫预防程序的制定第八节 常用疫苗简介第五章 猪病的预防
策略——猪病生物安全控制体系的建立第二篇 传染病第一章 传染病总论第一节 猪传染病特性第二节 
猪传染病流行病学第三节 猪传染病诊断第四节 猪传染病治疗第五节 猪传染病的防疫措施第二章 病毒
性传染病病毒概述第一节 猪瘟第二节 猪流行性感冒第三节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蓝耳病)第四节 猪圆
环病毒感染第五节 猪伪狂犬病第六节 口蹄疫第七节 猪传染性胃肠炎第八节 猪流行性腹泻第九节 猪轮
状病毒病第十节 猪细小病毒感染第十一节 猪乙型脑炎第十二节 猪水疱病第十三节 猪痘第十四节 狂犬
病第十五节 非洲猪瘟第十六节 猪脑心肌炎病第十七节 猪水疱性疹第十八节 猪水疱性口炎第十九节 猪
传染性脑脊髓炎第二十节 蓝眼病第二十一节 猪巨细胞病毒感染第二十二节 猪腺病毒感染第二十三节 
猪先天性震颤第二十四节 猪盖他病毒病第二十五节 猪血凝性脑脊髓炎第二十六节 猪肠道病毒感染第
二十七节 曼那角病毒病第二十八节 尼帕病毒感染第三章 细菌性传染病细菌学概述第一节 炭疽第二节 
恶性水肿第三节 坏死杆菌病第四节 破伤风第五节 仔猪梭菌性肠炎第六节 猪丹毒第七节 猪接触传染性
胸膜肺炎第八节 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第九节 猪巴氏杆菌病第十节 猪大肠杆菌病第十一节 猪副伤寒第
十二节 渗出性皮炎第十三节 猪链球菌病第十四节 李氏杆菌病第十五节 结核病第十六节 布鲁氏菌病第
十七节 副猪嗜血杆菌病第十八节 附红细胞体病第十九节 猪增生性肠病第二十节 弯杆菌病第二十一节 
猪放线菌病第二十二节 猪耶尔森氏菌病第二十三节 猪棒状杆菌感染第四章 支原体性传染病支原体概
述第一节 猪支原体肺炎(猪气喘病)第二节 猪鼻支原体引起的多发性浆膜炎和关节炎第三节 猪滑液支原
体关节炎第五章 真菌性传染病病原性真菌与放线菌概述第一节 猪的皮肤真菌病第二节 猪的系统真菌
病第三节 猪的全身性真菌病第四节 猪的霉菌性肺炎第五节 真菌毒素中毒病第六节 猪念珠菌病第七节 
猪的蔷薇糠疹第六章 猪衣原体与螺旋体传染病衣原体概述螺旋体概述第一节 衣原体病第二节 钩端螺
旋体病第三节 猪痢疾第三篇 寄生虫病第一章 总论第二章 绦虫病和吸虫病第一节 猪囊尾蚴病(猪囊虫
病)第二节 棘球蚴病第三节 细颈囊尾蚴病第四节 姜片吸虫病第五节 华枝睾吸虫病第三章 线虫病第一节
猪蛔虫病第二节 仔猪类圆线虫病(杆虫病)第三节 猪食道口线虫病(猪结节虫病)第四节 猪后圆线虫病(
猪肺线虫病)第五节 猪冠尾线虫病(猪肾虫病)第六节 猪毛首线虫病(猪鞭虫病)第七节 旋毛虫病^第八节 
猪胃线虫病第九节 棘头虫病第四章 原虫病第一节 弓形虫病第二节 球虫病第三节 住肉孢子虫病第五章 
外寄生虫病第一节 猪疥螨病第二节 猪虱病第四篇 内科病第一章 消化器官疾病概述第一节 口炎第二节 
咽炎第三节 胃肠卡他第四节 胃肠炎第五节 胃溃疡第六节 肠便秘第七节 急性实质性肝炎第八节 肝营养
不良第九节 肝硬变第十节 胆管炎和胆囊炎第十一节 腹膜炎第二章 呼吸器官疾病概述⋯⋯第三章 泌尿
器官疾病第四章 心血管系统疾病第五章 神经系统疾病第六章 营养代谢性疾病第七章 中毒性疾病第五
篇 外科手术及外科病第一章 外科手术第二章 外科病第六篇 繁殖类疾病第一章 生殖器官解剖及生理第
二章 繁殖类疾病第七篇 猪病综合症第一章 概论第二章 猪病综合征各论第三章 猪应激综合征各论第八
篇 病理学第一章 病理学基础知识与术语第二章 尸体剖检第九篇 药物学第一章 概述第二章 抗微生物药
第三章 作用于血液循环系统的药物第四章 作用于呼吸系统的药物第五章 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第六
章 影响组织代谢的药物第七章 利尿药及脱水药第八章 作用于生殖系统的药物第九章 作用于传入神经
末梢部位的药物第十章 作用于传出神经系统的药物第十一章 中枢兴奋药第十二章 中枢神经抑制药第
十三章 解热镇痛抗炎药第十四章 抗寄生虫药第十五章 解毒药第十六章 药物的配伍禁忌第十七章 生物
制品附录 猪病混合感染的临床应对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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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呕吐：呕吐是一种病理性的反射活动，常见于胃食滞、肠阻塞、中毒病与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
猪食道阻塞时，病初精神状态尚好，仍有食欲，但当吃食下咽后，立即将食物逆呕出来，表示是食道
阻塞的症状。
2.口腔、咽及食道的检查一般用视诊、触诊和嗅诊等方法检查。
（1）口腔检查：主要注意流涎、气味、口唇黏膜的温度、湿度、颜色及完整性，舌及牙齿的变化。
（2）咽的检查：注意咽部及周围组织肿胀、热感，并呈现明显的疼痛反应，是咽炎或咽喉炎，特别
应注意猪的咽炭疽和急性猪肺疫等。
（3）食道检查：当发现猪有吞咽障碍，怀疑食道阻塞时，则应重点检查食道。
常用视诊、触诊及探诊检查方法进行检查。
3.腹部及胃肠检查主要用触诊、叩诊和听诊进行检查。
（1）触诊：触诊时，被检猪取站立姿势。
检查者位于后方，两手同时自两侧肋弓后方开始，加压触摸的同时，逐渐向上后方滑动进行检查；或
采用侧卧保定，然后用手掌或用并拢、屈曲的手指，进行深部触诊。
胃肠炎时有疼痛反应，便秘时触之有硬块。
（2）叩诊：一般采用侧卧姿势，然后进行指指叩诊（主要用于仔猪）。
肠鼓气时，叩诊呈现鼓音。
（3）听诊：用听诊器进行胃、肠蠕动音的听诊检查。
如胃肠炎时，胃肠蠕动音增强；重度便秘或肠套叠时，肠蠕动音减弱或消失。
4.排粪动作及粪便感观检查观察猪排粪时动作和姿势。
排粪动作异常：排粪动作异常或障碍表现有便秘、腹泻或下痢、排粪失禁或带痛、里急后重等。
排粪的次数频繁并且粪便稀薄，称腹泻。
排粪次数过少，排粪费力，粪便干硬，称便秘。
排粪失禁，粪便自行从肛门流出，见于急性胃肠炎等。
病猪在排粪时表现疼痛不安或伴有呻吟，因排粪带痛，见于腹膜炎、直肠炎等。
当猪排出粪便后长时间仍采取排粪姿势，或反复、频频做排粪动作，用力努责且仅有少量粪便或黏液
排出，称里急后重，常见于小肠炎、直肠炎、子宫炎和阴道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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