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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病防制-畜牧兽医及相关专业作用》

内容概要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猪病防制（畜牧兽医及相关专业使用）》是根据《教
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和：《全国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畜牧兽医专业教学指导方
案》的要求点等进行调整。　　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是从农业高职高专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特色出发，
适应21世纪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基本原专业包括猪的传染病、猪的寄生虫病、猪的中毒
性疾病、猪的营养与代谢性疾病、猪的产科病、猪的其他普通病、猪病类症鉴别、养猪生产生物安全
体系、实训指导、实践操作技能考核项目共10部分内容，共分8章，其中养猪生产生物安全体系针对养
猪的规模化和区域化，包括生物安全体系的意义、内容和措施，如猪场建设与环境控制的卫生防疫要
求，猪群健康监测与维护，猪病综合防制措施，以指导养猪生产和兽则是保证理论够用，贴近兽医临
床实际，突出实用技能培养，体现职业性、科学性、先进性、针对性和应用性。　　《全国高职高专
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猪病防制（畜牧兽医及相关专业使用）》依据高职高专兽医专业培养方案对
专业技能和猪病防治课程的要求，按60学时进行编写，但使用时可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如学制、医临
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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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病因　　创伤处理不及时、不彻底，注射时不遵守无菌操作规程而引起感染或肌肉注射刺激
性强的药物导致注射部位脓肿；由于血液或淋巴将致病菌由原发病灶转移至某一新的组织或器官内所
形成的转移性脓肿。引起脓肿的致病菌主要是葡萄球菌，其次是化脓性链球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
和腐败性细菌。　　一、诊断　　1．浅在性热性脓肿常发生于皮下结缔组织、筋膜下及表层肌肉组
织内。初期局部无明显界限而稍高出于皮肤表面。触诊局部温度增高，坚实有剧烈的疼痛反应。以后
肿胀的界限逐渐清晰并在局部组织细胞、致病菌和白细胞崩解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开始软化而呈现波动
。由于脓汁溶解表层的脓肿膜和皮肤，脓肿可自溃排脓。但常因皮肤溃口过小，脓汁不易排尽。　
　2．浅在性冷性脓肿一般发生缓慢，局部缺乏急性炎症的主要症状，即虽有明显的肿胀和波动感，
但缺乏温热和疼痛反应或非常轻微。　　3．深在性脓肿常发生于深层肌肉、肌间、骨膜下、腹膜下
及内脏器官。由于脓肿部位深在，局部肿胀增温的症状不明显。但皮肤及皮下结缔组织炎性水肿，触
诊时有疼痛反应并常有指压痕。深在性脓肿未能及时切开，最后在脓汁的压力下可自行破溃。脓汁沿
解剖学通路下沉形成流注性脓肿。由于局部有毒分解产物被吸收而出现全身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引起
败血症。　　4．内脏器官脓肿常常是转移性脓肿或败血症的结果。病猪无明显外表局部症状，仅表
现慢性消瘦，体温升高，食欲减退和精神不振，血常规检查时白细胞数明显增多，特别是分叶核白细
胞显著增多。　　三、防控　　1．消炎、止痛及促进炎症产物消散吸收当局部肿胀正处于急性炎性
细胞浸润阶段可局部涂擦樟脑软膏，或用冷疗法，以抑制炎症渗出并具有止痛的作用。当炎性渗出停
止后，可用温热疗法、短波透热疗法、超短波疗法以促进炎症产物的消散吸收。局部治疗的同时，可
根据病情配合抗生素治疗。　　2．促进脓肿的成熟当局部炎症产物已无消散吸收的可能时，局部可
用鱼石脂软膏、鱼石脂樟脑软膏、超短波疗法、温热疗法等促进脓肿的成熟。待局部出现明显的波动
时，立即进行手术治疗。　　3．手术疗法适合于浅表脓肿的治疗。　　(1)脓汁抽出法适用于关节部
脓肿膜形成的完好的小脓肿。其方法是利用注射器将脓肿腔内的脓汁抽出，然后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
脓腔，抽净液体，最后灌注混有青霉素的溶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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