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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兽医外产科学》是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动物医学专业（专升本）的一

门课程。设置本课程旨在向考生介绍外科手术的基本操作、手术方法，常见外科

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动物生殖机理，生殖激素，生殖免疫，胚胎移植、诱导

分娩与泌乳基本理论与技术；妊娠、分娩、产后期疾病，不孕与不育，新生畜疾

病和乳房病的发病机制及诊断防治。

《兽医外产科学》这门课程实践性与理论性并重，属于一门应用性专业课程。

根据上述特点，本课程既考兽医外科和产科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也考核分

析与解决兽医外产科疾病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使得考生能够：

1.成为一名合格的、全面的、优秀的动物医学专业人员。

2.基本能够掌握兽医外产科方面的技术和临床实践的操作方法。

3.毕业后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独立进行家畜外产科疾病的诊疗。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本课程的学习是在先完成《家畜解剖及组织胚胎学》《动物生理生化》《兽

医药理学》课程的基础上开展的，是侧重于理论和实践的一门临床应用型学科。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1.兽医产科学部分

本部分的重点为：了解各类生殖的激素的主要作用；学会评判精液品质的判

断标准；掌握各种家畜胎膜和胎盘的特点；了解分娩过程中母畜生殖道的一系列

变化以及接产的原则；熟练掌握妊娠判断的几种方法；了解家畜不孕不育的常见

病因；掌握家畜妊娠期流产、难产以及产后的胎衣不下及生产瘫痪；常见乳房疾

病的诊断、治疗。

本部分的难点为：了解家畜生殖活动中各种生殖激素是如何协调的；受精过

程中的精子、卵子所具有形态、物质的变化及特点；常见家畜胎膜和胎盘的差异，

在妊娠和生产中的带来什么差异；如何在生产实际中灵活掌握接产的原则，各种

家畜在接产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分析流产发生的原因；难产出现的危急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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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步骤；产后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减少新生仔畜疾病的发生率。乳房炎的

诊断和应采用什么样的相应措施来防治。

2.兽医外科学部分

本部分的重点为：了解外科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治疗和预防，其中外

科手术操作是外科疾病治疗的重要手段。重点要求考生掌握本课程的基础理论和

基本操作技能，系统掌握外科手术学的原理与基本操作，掌握外科疾病的概念、

发病原因与机理、诊断和治疗方法等内容，了解疾病的预后与预防，结合临床病

例分析提高考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部分的难点为：这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要求掌握保定、无菌术、

麻醉、切开、止血、缝合、包扎、引流、拆线等基本操作技能，同时要求熟知各

组织器官的形态、结构、位置，这样才能理解和掌握外科疾病的治疗方法。

Ⅱ 考核目标

《兽医外产科学》课程主要从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对

考生进行考核，各层次要求考生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为：

1.兽医产科学部分

识记：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关于生殖激素应用和特点，

熟记精子获能、家畜妊娠期、分娩决定因素、流产、生产瘫痪以及新生仔畜溶血

病等概念的。

领会：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在生产中了解家畜发情、妊娠、分娩不同阶段的身

体内外的变化和特点；了解精子卵子受精时发生的变化；了解流产发生的可能病

因；理解生产瘫痪和产后截瘫的差异以及发病机制。

简单应用：通过课程的学习应该学会精子体外获能的方法；应用调控动物发

情的方法；学会判断临产母畜的特点。

综合应用：通过课程的学习应该学会在将激素用于家畜生产；应用多种方法

诊断家畜的妊娠；如何在生产实际中灵活掌握接产的原则，各种家畜在接产过程

中应注意的事项；如何综合诊断分析流产、难产发病的原因及处理方法；正确诊

断家畜子宫内膜炎、生产瘫痪等常见产科疾病。

2.兽医外科学部分

识记：器械的形态、种类、规格和抓持方法；保定、无菌术、麻醉、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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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缝合、包扎、引流、拆线等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能。

领会：考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能理解外科感染、损伤、肿瘤、眼部外科、头颈

部外科、消化系统及脾外科、泌尿生殖系统外科、胸部腹壁外科疾病的发病机制、

症状和诊断、治疗方法。

简单应用：通过课程的学习应该学会动物拔牙术步骤、动物剖腹产主要麻醉

方法；学会应用腹疝的术式。

综合应用：通过课程的学习应该学会应用保定、无菌术、麻醉、切开、止血、

缝合、包扎、引流、拆线等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能治疗外科感染、损伤、肿瘤、

眼部外科、头颈部外科、消化系统及脾外科、泌尿生殖系统外科、胸部腹壁外科

疾病。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部分 兽医产科学

第一章 生殖内分泌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兽医产科学、动物繁殖学学科的发展，以及我国兽医产科学发展过

程中取得的成果；通过激素定义了解激素研究的进程，按照产生部位进行激素分

述，了解主要生殖激素的生物学效应、产生部位以及在生产中的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领会：①了解早期家畜性别分化的分子机制、性染色体对生殖的影响；②垂

体激素的产生部位、主要功能；③胎盘激素的产生部分及主要功能。

识记：①原始性腺分化后早期生殖器官的发育来源；②生殖激素作用特点及

分类；③前列腺素的主要功能。

简单应用：①生殖激素的测定方法。

综合应用：①生殖激素在家畜生产中的应用。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各类生殖的激素的主要作用以及在家属生产中的应用。

本章难点：①动物性别分化的主要机制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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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母畜生殖功能的发生发展与发情周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母畜的发情时变化及调节机制、认识常见异常发情。通过理论学习，对

发情鉴定的几种方法进行了解并掌握。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发情及发情周期的定义；②常见异常发情的种类及原因；③发情周

期的两种分类方法。

领会：①家畜生殖活动均通过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分泌的激素调节的机制；

②对家畜生殖起重要作用的几种激素的性质和作用。

简单应用：①调控动物发情的方法；②牛发情鉴定；③猪发情鉴定；④犬、

猫发情鉴定。

综合应用：①根据家畜的发情表现，推断家畜发情阶段，掌握受精的时机。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犬、猫发情的特点和区别。

本章难点：①家畜生殖活动中，各种生殖激素是如何协调家畜发情。

第三章 受精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受精过程中精子和卵子的变化、几种常见的异常受精，了解家畜发

情后正常受精过程，有助于高受孕率以及更好地用于排查家畜的一些繁殖障碍，

解释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现象。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受精过程，常见的几种异常受精的定义；②孤雌生殖的定义。

领会：①受精过程中精子、卵子的变化；②受精时间；③异常受精（多精子

受精、双雌核受精、雌核发育、雄核发育等）的表现。

简单应用：①精子体外获能的方法；②体外受精的方法。

综合应用：①根据精子、卵子体内及体外为了受精做的准备，更好应用于人

工授精和体外受精。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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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①精液品质的判断标准，受精过程的一些化学反应。

本章难点：①各受精过程中的精子、卵子所具有形态、物质的特点。

第四章 妊娠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家畜和宠物妊娠阶段胎盘、胎膜结构特点，妊娠过程中母体和胎儿的变

化，熟悉妊娠的诊断技术。能在家畜生产中准确判断妊娠的状态，提高繁殖效率。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常见家畜及犬猫妊娠期的长短；②影响怀孕期的因素；③不同家畜

的胎盘类型，以及牛羊胎盘的特点。

领会：①家畜妊娠过程中母畜发生的变化；②不同家畜的胎膜和胎盘的构造

及生理功能；③牛、马胎盘结构上的差异性导致了生产过程中牛易发生胎衣不下，

而马易导致胎儿窒息死亡。

简单应用：①家畜妊娠的检查方法，大家畜以直肠检查为主，辅之以阴道检

查；②小家畜妊娠检查的常规方法。

综合应用：①根据所学习的妊娠诊断的方法，对家畜进行直观、利用实验室

方法以及相关设备进行妊娠诊断。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各种家畜胎膜和胎盘的特点，妊娠判断的几种方法。

本章难点：①各种家畜胎膜和胎盘的差异，在妊娠和生产中的带来什么差异。

第五章 分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熟悉分娩的决定因素和分娩过程，认识决定分娩的主要因素，熟悉

胎儿与母体的位置关系的专业术语描述，了解接产的原则。要求在家畜及宠物分

娩过程中，要正确面对、科学决断，保障分娩的顺利进行。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分娩定义；②分娩的三个影响因素；③胎向、胎位及前置的定义。

领会：①分娩由多种因素参与且逐渐形成的综合性生理过程，一般来自以下

几个方面的动力：机械刺激、激素机制、神经方面的因素，胎儿的丘脑—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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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上腺轴的作用；②分娩过程的过程分开口期（第一期）、胎儿排出期（第二期）

和胎衣排出期（第三期），各期母畜产力有明显变化；③重点介绍围产期的概念；

简单应用：①对临产母畜如何进行科学判断；②接产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

综合应用：①分娩过程中如何判断是顺产还是难产。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分娩过程中母畜生殖道的一系列变化，分娩过程及正常分娩的

胎位。

本章难点：①如何在生产实际中灵活掌握接产的原则，各种家畜在接产过程

中应注意的事项。

第六章 辅助繁殖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熟悉以体外胚胎生产为核心的辅助繁殖技术，了解近年来兽医产科

学领域繁殖技术的发展和进展，要求考生在学习、工作中将以体外受精、人工授

精、胚胎移植等技术积极应用于生产，提升家畜繁殖效率。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胚胎分割的定义；②胚胎移植的步骤；③转基因技术的几种方法。

领会：①胚胎移植的科学意义；②人工受精的科学意义；③繁殖技术在家畜

疾病防治方面的作用。

简单应用：①胚胎移植的方法；②人工受精的操作方法。

综合应用：①熟悉人工授精在家畜中的应用；②胚胎移植在家畜中的应用。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家畜繁殖领域常用的生物技术包括体外授精、胚胎移植的主要

步骤和技术要领。

第七章 妊娠期疾病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家畜及宠物妊娠阶段常见的妊娠期疾病包括：流产、阴道脱、妊娠

浮肿及妊娠毒血症，有助于考生在面对相关疾病时进行准确的诊断、合理的防治，

保障妊娠阶段母畜及宠物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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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流产定义；②妊娠浮肿的定义；③奶牛及绵羊妊娠毒血症定义。

领会：①流产的分类及病因；②延期妊娠胎儿浸溶和干尸化的影响因素；③

流产对母畜的不良影响妊娠期发生浮肿的常见病因、症状，妊娠期浮肿对母畜的

不良影响。

简单应用：①母畜阴道脱、子宫脱的手术缝合方法；②奶牛妊娠毒血症的治

疗方法。

综合应用：①合理诊断临床中母畜发生流产的病因，进行科学的防治；②正

确区别诊治妊娠期浮肿乳房、乳房炎乳房和正常乳房；③如何科学管理减少阴道

脱、子宫脱发病率。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各种家畜怀孕期疾病的诊断、治疗。

本章难点：①分析流产发生的原因。

第八章 分娩期疾病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家畜及宠物难产的发病机制，处理难产时的规范操作，有助于考生

在面对母畜难产时能进行准确诊断，及时、科学的治疗，保障母畜分娩期的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难产的定义及分类难产发生时助产的基本原则。

领会：①了解产科器械的种类和应用范围；②牛、猪助产手术的术式。

简单应用：①治疗产力性难产时激素的选用；②助产母畜后的术后护理。

综合应用：①针对临床中母畜发生难产时进行准确诊断难产类型及病因，进

行科学的防治；②家畜养殖中哪些措施有助于预防难产。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难产的几个原则；②难产的助产方法。

本章难点：①难产出现的危急情况的处理步骤。

第九章 产后期疾病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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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家畜及宠物产后常见的疾病包括：胎衣不下、子宫内膜炎、生产瘫

痪及产后截瘫，有助于考生在面对相关疾病时进行准确的诊断，提供合理的防治

措施，保障产后母畜及宠物的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胎衣不下定义、对家畜生产的危害；②产后子宫内膜炎定义；③治

疗胎衣不下的激素选择。

领会：①牛胎衣不下的病因、症状及其正确诊治方法；②子宫内膜炎发病的

病因；③生产瘫痪发生的病因、症状及治疗；④产后截瘫发病原因及症状。

简单应用：①牛胎衣不下的治疗方法；②慢性子宫内膜炎的治疗方法。

综合应用：①准确诊断母畜子宫内膜炎，并进行规范防治；②如何正确诊治

母畜生产瘫痪如何区别诊治生产瘫痪和产后截瘫。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胎衣不下治疗方法及选择依据；②子宫内膜炎的正确诊治。

本章难点：①生产瘫痪与产后截瘫的区别诊治。

第十章 母畜科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母畜科学是兽医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包括母畜生殖生理、各种原因

引起的常见家畜及宠物生育能力下降的繁殖障碍，要求了解母畜生育力的评价指

标以及引起母畜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生育力的定义；②异性母犊不育的定义；③安静发情的定义。

领会：①卵泡囊肿、黄体囊肿的区别饲养管理中不同因素对生育力的影响。

简单应用：①卵泡囊肿的激素治疗方法；②黄体囊肿的激素治疗方法。

综合应用：①分析家畜及宠物养殖过程中不孕不育的可能因素；②饲养管理

及利用性不育的主要种类。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先天遗传、饲养管理及疾病免疫因素对家畜及宠物生育的影响。

本章难点：①如何系统排查临床中家畜及宠物的不孕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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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公畜科学（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十二章 新生仔畜科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新生仔畜的生理特点，熟悉常见的新生仔畜疾病，有助于考生对新

生仔畜进行科学的护理，在面对不同病原的新生仔畜疾病时进行准确的诊断，提

供合理的防治措施，保障新生仔畜的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母性的激素基础；②新生仔畜溶血病定义。

领会：①重点讲解新生期的母仔行为；②新生仔畜的护理，新生仔畜的主要

生理特性；③了解新生仔畜的一些常见疾病的病因、症状及防治措施。

综合应用：①如何正确诊断、治疗临床上新生仔畜的相应的疾病。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常见仔畜疾病的诊断、治疗。

本章难点：①产后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减少新生仔畜疾病的发生率。

第十三章 乳房疾病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家畜及宠物产后乳腺炎的发生及症状，有助于考生在面对家畜及宠

物不同症状的乳腺炎时进行准确的诊断，提供合理的防治措施，保障产后母畜及

宠物的乳腺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母畜乳腺炎定义以及对家畜生产的影响。

领会：①乳腺的结构及乳腺的发育，泌乳、排乳及乳腺发育的激素调节；②

乳房炎的病因、症状、诊断、预防和治疗；③乳腺炎发病的主要途径。

综合应用：①如何正确诊断、治疗临床乳腺炎。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常见乳房疾病的诊断、治疗。

本章难点：①乳房炎的诊断和应采用什么样的相应措施来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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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兽医外科学

第一章 术前准备与术后护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术前准备和术后护理都是手术的关键环节，缺一不可。认真学习手术器械的

种类、使用方法与准备、手术人员的术前准备、手术动物的术前准备、手术室及

手术设备的准备和术后护理等内容。特别是整个术前准备操作规程和术后护理的

注意事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手术器械的准备的各个环节；②手术人员的术前准备的各个环节；

③手术动物的术前准备的各个环节；④手术室及手术设备的准备的各个环节；⑤

以及术后护理的内容。

领会：①手术器械的准备的各个环节的原因；②手术人员的术前准备的各个

环节的原因；③手术动物的术前准备的各个环节的原因；④手术室及手术设备的

准备的各个环节的原因。

简单应用；①动物手术前怎么进行准备；②手术人员术前怎么进行准备；③

术后怎么进行护理。

综合应用：①开展一个无菌手术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术前准备的各个环节；②术后护理的注意事项。

本章难点：①如何正确养成无菌的素养。

第二章 麻醉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掌握局部麻醉和全身麻醉的内容，为手术的开展提供保障。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局部麻醉、表面麻醉、局部浸润麻醉、传导麻醉、脊髓麻醉、全身

麻醉的定义；②全身麻醉前用药种类、并发症及其处理方法。

领会：①全身麻醉的分期；②吸入麻醉和非吸入麻醉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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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在临床上正确应用局部麻醉。

综合应用：①在临床上正确应用全身麻醉。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局部麻醉的种类；②全身麻醉前用药种类、并发症及其处理方

法。

本章难点：①如何理解的掌握全身麻醉的分期；②如何及时正确处理全身麻

醉的并发症。

第三章 手术基本操作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掌握组织切开、止血、缝合、引流和包扎的基本理论，为手术的开展提

供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手术基本操作

识记：①组织切开的基本理论；②止血的基本理论；③缝合的基本理论；④

引流的基本理论；⑤包扎的基本理论。

领会：①不同组织切开的应用范围和注意事项；②不同止血方法的应用范围

和注意事项；③不同缝合方法的应用范围和注意事项；④不同引流方法的应用范

围和注意事项；⑤不同包扎方法的应用范围和注意事项。

简单应用：①进行手术时应用引流和包扎的各种方法。

综合应用：①在进行手术正确应用组织切开、止血和缝合的各种方法。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组织切开、止血、缝合的基本理论；②引流和包扎的注意事项。

本章难点：①如何正确应用切开、止血、缝合、引流和包扎这些基本操作。

第四章 外科感染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掌握外科感染的概述、局部和全身外科感染，有助于考生对该类疾

病进行准确的诊断，提供合理的防治措施，保障动物的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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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外科感染、外源性感染、隐性感染、脓肿、蜂窝织炎、败血症、脓

血症、菌血症、毒血症等基本概念；②影响外科感染的因素和演变过程；③外科

感染的临床症状和治疗方法。

领会：①外科局部感染和全身化脓性感染的病因；②外科局部感染和全身化

脓性感染的病因症状及防治措施。

简单应用：①如何诊断局部感染疾病；②如何治疗临床上局部感染疾病。

综合应用：①如何诊断全身化脓性感染疾病；②如何治疗临床上全身化脓性

感染疾病。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外科感染、外源性感染、隐性感染、脓肿、蜂窝织炎、败血症、

脓血症、菌血症、毒血症等基本概念；②影响外科感染的因素和演变过程；③外

科感染的临床症状和治疗方法。

本章难点：①如何正确诊断临床上外科局部感染；②如何正确诊断临床上全

身化脓性感染疾病。

第五章 损伤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理解和掌握创伤、血肿、挫伤、溃疡、窦道、瘘管和休克等疾病，

有助于考生对该类疾病进行准确的诊断，提供合理的防治措施，保障动物的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创伤、血肿、淋巴外渗、挫伤、溃疡、窦道、瘘管和休克等疾病的

基本概念；②创伤的分类；③创伤的愈合；④休克的病因和病理；⑤创伤、血肿、

淋巴外渗、挫伤、溃疡、窦道、瘘管和休克等疾病症状和治疗方法。

领会：①怎样合理的治疗不同程度的创伤；②怎样合理的治疗血肿、挫伤、

淋巴外渗、溃疡、窦道、瘘管和休克等疾病。

简单应用：①如何诊断临床上血肿、溃疡、窦道和瘘管等疾病；②如何治疗

临床上血肿、溃疡、窦道和瘘管等疾病。

综合应用：①如何诊断临床上创伤、挫伤和休克等疾病；②如何治疗临床上

创伤、挫伤和休克等疾病。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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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①创伤、血肿、淋巴外渗、挫伤、溃疡、窦道、瘘管和休克等疾

病的基本概念；②创伤的分类；③创伤的愈合；④创伤的症状和治疗方法；⑤休

克的病因和病理。

本章难点：①怎样及时发现和诊断休克。

第六章 肿瘤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肿瘤的流行病学、病因、症状和诊断、以及治疗，有助于考生对不

同类型的肿瘤进行准确的诊断，提供合理的防治措施，保障动物的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肿瘤的定义；②肿瘤的流行病学；③肿瘤的病因；④肿瘤的症状和

诊断。

领会：①重点讲解犬乳腺肿瘤的病因、症状及防治措施。

简单应用：①如何诊断临床上肿瘤疾病。

综合应用：①如何治疗临床上的肿瘤疾病。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肿瘤的定义；②肿瘤的流行病学；③肿瘤的病因；④肿瘤的症

状和诊断。

本章难点：①恶性肿瘤怎么样进行化疗。

第七章 风湿病（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八章 眼部外科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各种眼的外科疾病，有助于考生在面对动物不同眼部疾病时进行准

确的诊断，提供合理的防治措施，保障动物的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眼的治疗技术；②眼睑内翻、眼睑外翻、结膜炎、角膜炎、白内障、

青光眼定义。

领会：①重点讲解眼的解剖生理、眼的检查方法、眼科用药和治疗技术、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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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摘除术、眼睑外翻、结膜炎和角膜炎等疾病；②了解动物眼部一些其它常见外

科疾病的病因、症状及防治措施。

简单应用：①如何诊断临床上动物眼部的各种外科疾病。

综合应用：①如何治疗临床上动物眼部的各种外科疾病。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眼解剖生理、眼的检查方法、眼科用药和治疗技术；②以及眼

球摘除术、眼睑外翻、结膜炎和角膜炎等常见眼部疾病的症状、诊断和治疗。

本章难点：①青光眼治疗方法的理解；②白内障的治疗治疗方法的理解。

第九章 头颈部外科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头颈部外科疾病，有助于考生对头颈部外科疾病进行准确的诊断，

提供合理的防治措施，保障动物的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耳血肿、外耳炎、齿石、龋齿的定义。②牙齿发育异常的类型；③

牙齿磨来不正的类型。

领会：①重点讲解犬耳成形术、拔牙术、气管切开术、食管切开术、犬的消

声术、耳血肿和外耳炎等疾病；②了解动物头颈部一些其它常见外科疾病的病因、

症状及防治措施。

简单应用：①拔牙术步骤和注意事项。②如何诊断临床上动物头颈部常见的

外科疾病。

综合应用：①如何治疗临床上动物头颈部常见的外科疾病。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犬耳成形术；②拔牙术；③气管切开术；④食管切开术；⑤犬

的消声术；⑥耳血肿和外耳炎疾病。

本章难点：①手术过程的理解。

第十章 消化系统及脾外科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动物消化系统和脾脏的外科疾病，有助于考生对动物消化系统和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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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的疾病进行准确的诊断，提供合理的防治措施，保障动物的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腹白线、脱肛、直肠脱、肛囊炎、肛周瘘的定义；②牛瘤胃切开术

的适应症；③肠管生命力判断的标准。

领会：①重点讲解剖腹术、牛瘤胃切开术、犬胃切开术、小肠切开术、肠管

切除吻合术、直肠脱垂、犬肛门囊炎等疾病；②了解动物消化系统和脾脏一些其

它常见外科疾病的病因、症状及防治措施。

简单应用：①如何诊断临床上动物消化系统和脾脏相应的外科疾病。

综合应用：①如何治疗临床上动物消化系统和脾脏相应的外科疾病。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剖腹术；②牛瘤胃切开术；③犬胃切开术；④小肠切开术；⑤

肠管切除吻合术；⑥直肠脱垂；⑦犬肛门囊炎。

本章难点：①手术过程的理解。

第十一章 泌尿生殖系统外科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动物泌尿生殖系统的外科疾病，有助于考生对动物泌尿生殖系统疾

病进行准确的诊断，提供合理的防治措施，保障动物的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膀胱破裂、前列腺炎和隐睾的定义。

领会：①重点讲解膀胱切开术、尿道切开术、尿道造口术、去势术、犬卵巢

子宫切除术、乳腺切除术、剖腹产术、前列腺炎和隐睾；②了解动物泌尿生殖系

统的一些其他常见外科疾病的病因、症状及防治措施。

简单应用：①动物剖腹产主要麻醉方法。②如何诊断临床上泌尿生殖系统相

应的外科疾病。综合应用：①如何治疗临床上泌尿生殖系统相应的外科疾病。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膀胱切开术；②尿道切开术；③尿道造口术；④去势术；⑤犬

卵巢子宫切除术；⑥乳腺切除术；⑦剖腹产术；⑧前列腺炎和隐睾。

本章难点：①手术过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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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胸部、腹壁外科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动物胸壁、腹壁外科疾病，有助于考生对动物胸壁、腹壁外科疾病

进行准确的诊断，提供合理的防治措施，保障动物的健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闭合性气胸、开放性气胸、张力性气胸、疝、外伤性腹壁疝、会阴

疝、腹股沟阴囊疝和膈疝的定义；②气胸的类型；③疝的分类；④疝的组成；⑤

胸壁透创的继发症状。

领会：①重点讲解腹疝、外伤性腹壁疝、会阴疝和腹股沟阴囊疝；②了解动

物胸壁、腹壁一些其他常见外科疾病的病因、症状及防治措施。

简单应用：①腹疝的术式。②如何诊断临床上动物胸壁、腹壁相应的外科疾

病。

综合应用：①如何治疗临床上动物胸壁、腹壁相应的外科疾病。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腹疝；②外伤性腹壁疝；③会阴疝和腹股沟阴囊疝。

本章难点：①手术过程的理解。

第十三章 脊柱外科（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十四章 四肢外科（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十五章 神经外科（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十六章 皮肤病（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十七章 蹄病（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

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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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则列出了考生学习本门课

程的基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

课程内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但在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一定要适

当。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中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

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

①《兽医外科及外科手术学》（精简版），李建基、刘云主编，中国农业出

版社，2014 年。

②《兽医产科学》（第五版），赵兴绪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了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在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考生在自学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学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要把握全册教材的结构体系，掌握内在线索；②

学习各章时要理清知识要点和脉络，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③注意区分相近

的概念和相通的方法，并掌握它们之间的联系；④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要掌

握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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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联系实际，将方法的原理学习与应用相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包括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动物生殖活动相关的实际，动物

外科病的实际，以及产科疾病防治的实际。考生应以改革的意识、科学研究的意

识，满腔热忱地从实际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以

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力，同时要具体、丰富、深刻地理解教材内容。

五、应考指导

1.如何学习

周全的计划和组织是学习成功的法宝。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在学习时，

一定要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②为了在考试中做出满意的回答，必须对所学课程

的内容有很好的理解。③可以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学习的进展。④阅读课

本时最好做读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主要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

代表重点；绿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的知识

点。还可以在空白处记录相关网站、文章等。

2.如何考试

一是卷面要整洁。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而书写工整、段落

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评分。二是在答题时，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能随意地回答,要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六、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认真钻研指定教材，

明确本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的特点和学习要求，对考生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引

导他们防止自学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向，把握社会助学的正确导向。

2.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考生将识记、领会与应用

联系起来，有条件的应适当组织考生开展科学研究实践，学会把基础知识和理论

转化为应用能力，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和提高考生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课程内容有重点与一般之分，但考试内容

是全面的。社会助学者应指导考生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考试内容和考

核知识点，在此基础上突出重点。总之，要把重点学习与兼顾一般相结合，防止

孤立地抓重点,甚至猜题、押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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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

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

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

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

四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在考试之日起 6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律、

法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

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大方针

政策的变化予以体现。

3.本课程分为兽医产科学、兽医外科学两部分，考试试卷中所占的比例大约

分别为 50%、50%。

八、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来确定考

试范围和考核要求，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考试

命题要覆盖到各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

2.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部分占 20%，

领会部分占 35%，简单应用部分占 25%，综合应用部分占 20%。

3.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课程内容、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

章节的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4.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要求不得高于大纲中所

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运用。不应出与基本要求

不符的偏题或怪题。

5.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不是等同的概念。

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对于不同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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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7.本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

述题等。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犬的发情特点描述正确的是（ ）

A.季节性多周期 B.非季节性多周期

C.季节性单周期 D.非季节性单周期

参考答案：C

二、名词解释题

1.适配年龄

参考答案：在生产中，考虑到动物身体的发育成熟和经济价值，一般选择在性成熟之后，

体成熟之前用于配种，这个适于繁殖的年龄称为适配年龄。

三、简答题

1.哪些预兆可以判断猪临近分娩？

参考答案：

（1）乳腺：分娩前迅速发育、膨大，有时会出现乳房水肿，临产前 2～3 天有初乳分泌。

（2）阴道及阴唇：分娩前变得松软，阴唇柔软、肿胀，增大 2～3倍皮肤上皱褶展平。

（3）子宫颈：肿大、松软子宫栓（妊娠早中期封闭子宫的黏液）软化，变得稀薄透明，

呈条状排出阴道外。

（4）骨盆韧带：变得松软，长度增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分娩前 1～2 周出现松弛，

从外表看尾根两侧坐骨结节之间有塌陷现象。

（5）精神状态：分娩前，精神抑郁，徘徊不安，离群，猪在分娩前会衔草做窝，初产

猪会在分娩前 2～3 天开始，当地猪尤为明显。

四、论述题

1.试述产乳热和爬窝母牛综合症的区别诊治。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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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窝母牛综合症：

特点：比较机敏，精神好，吃喝、呼吸、心跳、体温无异常；腿部肌肉和神经损伤，肌

肉缺血坏死。

病因：（1）由于挣扎引起后肢肌肉韧带及骨骼损伤；

（2）助产不当，造成韧带和神经损伤；

（3）低镁血症和低钾血症并发；

治疗：对症处理

产乳热：指分娩前后突然发生的一种严重代谢疾病，其特点是由于缺钙而知觉丧失，四

肢瘫痪。

病因：（1）血钙浓度下降；

（2）饲料中钙磷比例不当，镁缺乏；

治疗：治疗原则是兴奋大脑和提高血糖血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