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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国家实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制度，考试合格者，由国务院
兽医主管部门颁发执业兽医资格证书；从事动物疾病诊疗的，应凭执业兽医资格证书向当地县级人民
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申请注册，经注册的执业兽医，方可从事动物疾病诊疗、开具兽药处方等活动。　
　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属标准参照性考试，考试科目涉及兽医领域15门课程。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
应试人员正确理解考试大纲的精神，掌握考试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我们组织了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从
事临床兽医学科教学的专家教授根据《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大纲》编写了本书，供广大应试人员和
有关人员复习参考。　　本书的特色是：　　①书中包括兽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兽医传染病学、兽
医寄生虫学、兽医公共卫生学、法律法规的内容。　　②编写人员均是长期从事预防兽医学教学和动
物疫病防控、生产技术服务的专家教授，对每门课程的重点、难点，知识应用点等有很好的把握，且
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③编写内容重点突出、简明扼要，许多内容采用表格式归纳总结，直接回
答问题，便于复习掌握。　　④每篇（每门课程）后附200道左右模拟试题，供应试者练习。　　第一
篇第一章～第七章由郭万柱、朱玲编写，第一篇第八章～第十三章由徐志文、廖党金编写；第二篇第
一章～第四章由蒋文灿、阳爱国、文豪编写，第二篇第五章～第七章由左之才、侯巍、陈冬编写，第
三篇第一章～第十章由古小彬、毛光琼、郭莉编写；第四篇第一章～第五章由杨泽晓、姚学萍编写；
第五篇由杨泽晓编写。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错误或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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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子宫绦虫病和无卵黄腺绦虫病177
三、脑多头蚴病(脑包虫病)177
第四节线虫病178
一、牛蛔虫病178
二、毛圆科线虫病178
三、食道口线虫病（结节虫病）179
四、仰口线虫病（钩虫病）179
五、肺线虫病179
第五节蜘蛛昆虫病180
一、牛皮蝇蛆病180
二、羊狂蝇蛆病180
第七章马的寄生虫病182
第一节原虫病182
一、马巴贝斯虫病182
二、马媾疫182
第二节马绦虫病182
第三节线虫病183
一、副蛔虫病183
二、圆线虫病183
三、马胃线虫病184
四、脑脊髓丝虫病与混睛虫病184
第四节蜘蛛昆虫病185
马胃蝇蛆病185
第八章禽的寄生虫病186
第一节原虫病186
一、组织滴虫病（盲肠肝炎或黑头病）186
二、住白细胞虫病186
三、鸡球虫病187
四、鸭球虫病188
五、鹅球虫病188
第二节吸虫病189
一、前殖吸虫病189
二、后睾吸虫病189
第三节绦虫病190
一、鸡绦虫病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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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鸭绦虫病191
第四节线虫病191
一、鸡蛔虫病191
二、禽胃线虫病192
第五节蜘蛛昆虫病192
一、禽皮刺螨病192
二、禽虱病193
第九章犬、猫的寄生虫病194
第一节原虫病194
犬巴贝斯虫病194
第二节绦虫病194
犬复孔绦虫病194
第三节线虫病195
一、犬、猫蛔虫病195
二、犬、猫钩虫病195
三、犬恶丝虫病（犬心丝虫病）196
第四节蜘蛛昆虫病197
犬、猫蚤病197
第十章其他动物寄生虫病198
第一节兔原虫病198
兔球虫病198
第二节家蚕的寄生虫病198
一、微粒子病198
二、蝇蛆病199
三、蒲螨病199
第三节蜂的寄生虫病200
一、孢子虫病200
二、蜜蜂马氏管变形虫病200
三、蜂螨病200
兽医寄生虫学测试202
参考答案216
第四篇兽医公共卫生学
第一章环境与健康217
第一节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217
一、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的概念217
二、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217
三、食物链217
四、臭氧层破坏对人类健康的影响218
五、环境有害因素对机体作用的一般特性218
第二节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218
一、环境污染与公害的概念218
二、环境污染的分类219
三、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特点219
四、环境污染对健康的病理损害作用219
五、环境污染引起的疾病220
六、兽药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影响220
七、环境污染的控制220
第二章动物性食品污染及控制221
第一节动物性食品污染概述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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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221
二、动物性食品污染的分类221
三、动物性食品污染的来源与途径222
第二节动物性食品的安全性评价222
一、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222
二、食品安全指标223
第三节动物性食品污染的危害224
一、食源性感染224
二、食物中毒224
第四节微生物性食物中毒225
一、沙门菌食物中毒225
二、致泻性大肠杆菌食物中毒225
三、葡萄球菌食物中毒225
四、李斯特菌食物中毒226
五、肉毒梭菌毒素食物中毒226
第五节化学性污染227
一、农药残留227
二、兽药残留227
三、重金属和非金属污染228
第三章人畜共患病的概论229
第一节人畜共患病的概念与分类229
一、人畜共患病的概念229
二、人畜共患病的分类229
第二节人畜共患病疫源地和自然疫源地230
一、人畜共患病疫源地230
二、自然疫源地230
第四章场地消毒及生物安全处理231
第一节场地消毒技术231
一、养殖场的消毒231
二、屠宰加工车间的消毒231
三、冷库的消毒231
四、运输工具的消毒232
第二节污水的处理232
一、污水的消毒232
二、污水处理的原理与基本方法232
三、测定指标232
第三节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233
一、销毁233
二、无害化处理233
第四节粪便、垫料及其他污物的无害化处理233
第五章动物诊疗机构及其人员公共卫生要求234
第一节动物诊疗机构的卫生要求234
一、动物诊疗场所的卫生要求234
二、医疗废弃物的处理234
三、放射线防护要求234
第二节医护人员的卫生要求234
兽医公共卫生学测试235
参考答案251
第五篇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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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53
第一章总则256
第二章动物疫病的预防257
第三章动物疫情的报告、通报和公布258
第四章动物疫病的控制和扑灭259
第五章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259
第六章动物诊疗260
第七章监督管理261
第八章保障措施261
第九章法律责任261
第十章附则263
第二单元动物检疫管理办法261
第一章总则264
第二章检疫申报264
第三章产地检疫265
第四章屠宰检疫265
第五章水产苗种产地检疫266
第六章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动物检疫266
第七章乳用种用动物检疫审批267
第八章检疫监督267
第九章罚则268
第十章附则268
第三单元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266
第一章总则269
第二章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防疫条件269
第三章屠宰加工场所动物防疫条件270
第四章隔离场所动物防疫条件270
第五章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271
第六章集贸市场动物防疫条件271
第七章审查发证272
第八章监督管理272
第九章罚则272
第十章附则273
第四单元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271
第一章总则274
第二章诊疗许可274
第三章诊疗活动管理275
第四章罚则276
第五章附则276
第五单元执业兽医管理办法274
第一章总则277
第二章资格考试277
第三章执业注册和备案277
第五章罚则279
第六章附则279
第六单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277
第一章总则280
第二章应急准备280
第三章监测、报告和公布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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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应急处理282
第五章法律责任283
第六章附则284
第七单元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282
1总则285
2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285
3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的监测、预警与报告286
4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响应和终止287
5善后处理289
6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的保障290
7各类具体工作预案的制定290
8附则291
第八单元一、二、三类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病种名录289
第一章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292
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292
第二章人畜共患病名录293
第九单元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办法(试行)291
第十单元兽药管理条例292
第一章总则295
第二章新兽药研制295
第三章兽药生产296
第四章兽药经营297
第五章兽药进出口298
第六章兽药使用298
第七章兽药监督管理299
第八章法律责任300
第九章附则301
第十一单元兽药经营管理质量规范300
第一章总则303
第二章场所与设施303
第三章机构与人员304
第四章规章制度304
第五章采购与入库305
第六章陈列与储存305
第七章销售与运输305
第八章售后服务306
第九章附则306
第十二单元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304
第十三单元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306
第一章总则309
第二章兽药标签的基本要求309
第三章兽药说明书的基本要求309
第四章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的管理310
第五章附则310
第十四单元特殊兽药的使用相关规定308
第一章兽用麻醉药品的供应、使用、管理办法311
一、麻醉药品的供应311
二、麻醉药品的使用311
三、麻醉药品的管理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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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兽用药品休药期的有关规定311
一、兽药与其相应的停药期311
二、不需要制订停药期的兽药品种315
第三章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清单317
第四章禁止在动物饮水和饲料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318
一、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318
二、性激素318
三、蛋白同化激素319
四、精神药品319
五、各种抗生素滤渣 319
第五章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319
第十五单元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3２８
第一章总则331
第二章病原微生物的分类和管理331
第三章实验室的设立与管理333
第四章实验室感染控制335
第五章监督管理336
第六章法律责任336
第七章附则338
第十六单元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33６
一、一类动物病原微生物339
二、二类动物病原微生物339
三、三类动物病原微生物339
四、四类动物病原微生物339
第十七单元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运输包装规范和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
办法
⋯⋯⋯⋯⋯
337
第一章总则340
第二章保藏机构340
第三章菌（毒）种和样本的收集341
第四章菌（毒）种和样本的保藏、供应341
第五章菌（毒）种和样本的销毁341
第六章菌（毒）种和样本的对外交流342
第七章罚则342
第八章附则342
第十八单元国际法规340
第一章OIE简介343
第二章OIE必须报告动物疫病名录343
第十九单元执业兽医职业道德343
第一章执业兽医职业道德346
一、执业兽医职业道德的概念346
二、执业兽医职业道德的特征346
三、执业兽医职业道德的作用346
第二章执业兽医的行为规范347
一、执业兽医的执业机构概述347
二、执业兽医的行为规范347
第三章执业兽医的职业责任348
法律法规测试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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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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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较好，对我很有用。帮助不小
2、2012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通关宝典
3、这个年年换哦
4、买了一套，很棒
5、考评用书
6、书很有条理，看着不累
7、看着还不错，应该会有帮助吧
8、读书四更灯欲尽，胸中太华蟠千仞。
9、书很不错是正版，我们学校老师出的，赞
10、值得一看 相当好了 有帮助啊
11、这本书对书上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有利于学习与掌握。
12、有一定参考价值，再精致点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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