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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大规模的集约化饲养日渐增多，采用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饲养
管理方式，在这种条件下，一些畜禽的群发病的防治，已经成为畜牧工作者十分重视的问题和兽医工
作者重要的任务。我们编写这本《畜禽群发病防治》，就是为了适应当前畜牧生产的需要，对保证集
约化饲养的稳步发展，加速畜牧业现代化的建设，以及对公共卫生都是十分重要的。　　本书的编写
不是以学科系统为主的，而是以畜种为主，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反映新的科技成果，通俗易懂，力求
使广大的基层科技人员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本书包括畜禽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代谢和中毒
性疾病三大部分。传染病由甘孟侯编写，寄生虫病由蒋金书、林昆华编写，营养代谢和中毒病由李庆
怀编写。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时间仓促，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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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畜禽群发病防治(第3版)》包括畜禽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代谢及中毒性疾病、杂症四个部分。传
染病部分介绍了67种畜禽传染病的病原体、流行特点、症状、病理剖检、诊断、治疗和防制措施；寄
生虫病部分介绍了72种寄生虫病病原体、发育史、症状、诊断、治疗和预防；营养代谢、中毒病、杂
症部分介绍了52种营养代谢、中毒病、杂症的病因、症状、治疗及预防办法。
《畜禽群发病防治(第3版)》可作为高等农业院校兽医专业以外各专业的兽医教材，包括成人教育、各
种培训班、函授、农业学校、职业中学的教材，以及自学丛书。也可供各级兽医科技干部、院校师生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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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畜禽常见的传染病  第一章  畜禽传染病的流行规律及其防控措施    一、感染和传染病的概念    
二、感染的类型    三、宿主抗感染免疫的基本过程    四、传染病的发展阶段    五、畜禽传染病的流行
病学    六、畜禽疫病防控的基本原则    七、畜禽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    八、畜禽传染病的扑灭措施    九
、畜禽传染病的治疗    十、兽医生物制品  第二章  人畜共患的主要传染病    一、炭疽    二、结核病    三
、布氏杆菌病    四、口蹄疫    五、流行性乙型脑炎    六、狂犬病    七、破伤风  第三章  猪的传染病    一
、猪瘟    二、猪丹毒    三、猪巴氏杆菌病(猪肺疫)    四、猪沙门菌病(仔猪副伤寒)    五、猪支原体肺炎(
猪地方流行性肺炎，猪气喘病)    六、大肠杆菌病    七、仔猪梭菌性肠炎(仔猪红痢)    八、猪痢疾(血痢)
   九、伪狂犬病    十、猪繁殖和呼吸综合征    十一、圆环病毒2型感染    十二、猪多发性浆膜炎与关节
炎    ⋯⋯  第四章  家禽的传染病  第五章  牛羊的传染病  第六章  马的传染病  第七章  其他动物的主要传
染病第二篇  畜禽常见的寄生虫病  第八章  寄生虫病概述  第九章  猪的主要寄生虫病  第十章  牛羊的主
要寄生虫病  第十一章  马的主要寄生虫病  第十二章  禽和兔的主要寄生虫病  第十三章  寄生虫病诊断
技术  第十四章  防治寄生虫病的药物第三篇  畜禽营养代谢病及中毒性疾病  第十五章  家禽营养代谢病 
第十六章  家禽中毒性疾病  第十七章  猪营养代谢病  第十八章  猪中毒性疾病第四篇  鸡、猪的其他“
群发病”  第十九章  常见的9种鸡、猪“群发病”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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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进行品种调配或必须从异地引进种畜时，必须从非疫区的健康场选购。在选购前应对引进畜
禽作必要的检疫和诊断检查，购进后一般要隔离饲养1个月，经过观察无病后，才能合群并圈，并需
根据具体情况给引进畜禽进行预防注射。　　4.适时开展免疫防控计划免疫预防是防控家畜传染病发
生的关键措施。用疫苗给动物接种，能使动物产生特异性抵抗力，在一定时间内动物对某些疫病具有
抵抗力，这是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手段。为此，第一，要对当地传染病发生的种类和流行状况有明确的
了解，针对当地发生的疫病种类，确定应该接种哪些疫苗。第二，要做好疫病的检疫和监测工作，进
行有计划的免疫接种，减少免疫接种的盲目性和浪费疫苗。第三，要按照不同传染病的特点、疫苗性
质、动物种类及状况、环境等具体情况，建立科学的免疫程序，采用可靠的免疫方法，使用有效的疫
苗，做到适时进行免疫，保证较高的免疫密度，使动物保持高免疫水平。第四，要避免发生免疫失败
，及时找出造成免疫失败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克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免疫接种的效果
，才有可能防止或减少传染病的发生。究竟哪些病用哪些疫（菌）苗，用什么方法进行免疫接种，将
在以后章节的各种疫病中介绍。　　县级兽医站或饲养场建立兽医生物药品低温储运体系，保证疫苗
运输、保管和使用的冷藏条件也是十分重要的。　　5.做好养殖场环境、圈舍的清洁、卫生及消毒工
作动物传染病可能有一种或两种以上传播途径，消毒、清洁卫生、杀虫、灭鼠等方法是消灭病原、清
除外环境的传播因素、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方法。如预防消化道传染病，应抓好饲料、饮水、
饲养管理用具、环境及粪、尿、污水的管理；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应保持猪舍空气流通，降低饲养密
度及空气消毒等；预防虫媒传染病，应改善环境卫生、驱杀蚊虫等。　　清圈消毒是消灭外界环境中
的病原、切断和防控疫病发生的主要措施，圈舍地面、墙、栏杆、笼架上的粪尿要及时清除，饲槽及
用具要勤加清洗。根据当地疫情和具体条件，定期对圈舍、食槽及饲养管理用具进行消毒。做好粪、
尿、污物及污水的处理，防止环境污染。　　6.加强饲养管理，增强畜禽的抵抗力动物能否发病，同
个体天然的抵抗能力有密切关系。加强动物的饲养管理，注意环境卫生，执行严格的兽医卫生制度，
增强机体健康和对外界致病因素的抵抗力，也是积极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要重视饲料和
饮水的清洁卫生，不喂腐烂、发霉和变质饲料，圈舍要经常打扫，保持清洁、干燥，冬季要注意防寒
保暖工作，食槽和管理用具保持清洁等等，都是预防疫病不可忽视的内容，也是保证动物生长发育和
体格健壮、抗病力强的基本条件。实行“全进全出”的饲养制度是集约化饲养的先进方法之一，有利
于环境消毒和疫病防控。　　7.重视场址选择，合理建筑、设计及布局通过我国近30多年发展集约化
养殖业的教训和经验，认识到养殖场场址的选择、合理建筑、设计及布局也是防控疫病发生的内容之
一。　　养殖场要建筑在背风向阳、地势高燥、排水方便、水源充足、水质良好、交通方便，远离公
路、河流、村镇、集市、居民区、工厂、学校等至少500 m以上的上风向。特别远离畜禽屠宰、肉类和
畜产品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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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没看，翻翻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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