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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家畜病理学》是兽医学科的基础理论学科之一，它主要研究动物机体在发

生疾病时形态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和发生机理，从形态学的角度揭示疾病的本质

和发生、发展、转归的基本规律。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和实验实习，使考生在

掌握动物正常机体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等方面的知识基础上，了解机体在发生疾病

时共性的变化及其原因和机理。重点培养考生识别疾病时机体组织、器官和细胞

形态改变的能力，提高动物病理学诊断水平，为学习临床诊断做好理论知识和实

验技能的准备。

二、课程目标

课程设置的目标是：

1.培养考生拥有“大国三农”情怀，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懂得

动物医学热爱动物医学的创新人才。

2.掌握疾病时机体在形态学上共性的变化及其原因和机理，具备识别疾病时

机体组织、器官和细胞形态改变的能力。

3.培养考生对本课程的浓厚兴趣和终生学习的能力，以及从动物病理学角度

进行动物疾病诊断的能力。

4.理解家畜病理学与其他课程，尤其临床诊断课程的联系。

三、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重点：细胞损伤的原因。变性的种类、各种变性的概念、眼观病理

变化、镜检病理变化、肝脏脂肪变性的发生机理。坏死的类型、坏死的病理变化、

坏死的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细胞凋亡与坏死的区别。病理性物质沉着的种类、

概念、类型及病理变化。充血、局部缺血、出血、血栓形成、栓塞、梗死和水肿

的概念及病理变化。血栓形成的过程及血栓类型、形成过程、分类、病理变化。

栓塞的类型，栓子运行的途径。水肿病因和发生机制，水肿的病理变化。休克的

概念及分期。萎缩、肥大、增生、化生、再生、肉芽组织、创伤愈合、机化的概

念、类型、病理变化，肉芽组织的形成过程和作用。炎症的概念、炎症的局部症

状和全身反应、炎症的局部基本病理变化、炎性细胞、炎症的类型。肿瘤的概念、

肿瘤性增生与炎性增生的区别、肿瘤的特征、畜禽常见肿瘤的病理变化。胃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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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肝炎、中毒性肝病、肝硬变和胰腺炎的类型及病理变化。猪传染性萎缩性

鼻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的病理变化，各型肺炎、肺气肿和肺萎陷的病理变化。

心内膜炎、心包炎、心肌炎的病理变化。鸡的传染性腔上囊病、畜禽淋巴肉瘤、

鸡马立克氏病的病理变化。尿石病、囊肿肾与肾胚细胞瘤的病理变化，肾病和尿

毒症的概念；各种肾炎和膀胱炎的病理变化。子宫内膜炎、子宫肿瘤、卵巢囊肿、

卵巢肿瘤、乳腺炎、乳腺增生病、乳腺肿瘤、睾丸炎、睾丸肿瘤、附睾炎的病理

变化。神经系统的基本病理变化、脑炎的病理变化。佝偻病、骨软症、蹄叶炎、

猪应激性肌病、皮肤的病毒性感染的概念及病变。

本课程的难点：各种变性、坏死和病理性物质沉着的发生机理和病理变化。

血栓与死后血凝块的区别，血栓形成的过程和机理，动脉性充血和静脉性充血的

区别。各种组织再生能力的比较。各种炎性细胞的形态和功能。良性肿瘤和恶性

肿瘤的区别、肿瘤的特征。各型肝炎、肝硬变的病理变化特点。各种肺炎的病理

变化特点。各种心内膜炎、心包炎、心肌炎的病理变化特点。鸡淋巴肉瘤与鸡马

立克氏病的病理变化区别。各型肾小球肾炎的病理变化。乳腺增生病与乳腺肿瘤

的区别、睾丸炎、附睾炎的病理变化。脑炎的病理变化。白肌病、肌炎的病变。

Ⅱ 考核目标

《家畜病理学》课程主要从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对学

习者进行考核，各层次要求考生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如下：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家畜病理学的概念及病理变化

的主要内容（如定义、眼观病理变化、镜检病理变化、病变特征、类型等），并

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和选择。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动物病理概念及规律的内涵及

外延；理解不同病理变化相关知识的区别和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知识和病理变化，对动物组织器官的病

变进行逻辑推理，判断动物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情况。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面对具体的动物临床疾病病例，结合动物的发病情

况、临床特征、病理变化及其他检测结果进行逻辑推理及论证，推断出病理学诊

断结论、病因及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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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细胞与组织的损伤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各种变性、坏死和病理性物质沉着的原因和发生机理；

识记各种变性、坏死和病理性物质沉着的病理变化；理解各种变性、坏死和病理

性物质沉着的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掌握各种变性、坏死和病理性物质沉着的概

念、病理变化和类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细胞损伤的原因和机理

识记：①细胞损伤的原因。

领会：①细胞损伤的过程和机理。

2.细胞损伤的超微结构变化（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3.变性

识记：①变性的种类、各种变性的概念、眼观病理变化、镜检病理变化、肝

脏脂肪变性的发生机理。

领会：①各种变性发生的病因和发生机理、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

简单应用：①根据变性的镜检病理变化进行变性种类的区分。

综合应用：①根据脂肪变性出现在肝小叶的位置不同，推断机体发病的可能

病因；②根据淀粉样变出现在脾脏位置的不同，推断发生的淀粉样变的类型。

4.细胞死亡

识记：①坏死的类型、坏死的病理变化、坏死的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②细

胞凋亡与坏死的区别。

领会：①坏死的发生原因。

简单应用：①根据坏死的镜检病理变化进行坏死类型的区分。

综合应用：①根据坏死的镜检病理变化进行组织器官坏死病因的初步推断。

5.病理性物质沉着

识记：①病理性物质沉着的种类、概念、类型及病理变化。

领会：①各种病理性物质沉着的发生机理、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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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病理性物质沉着的病因。

综合应用：①根据病理性物质沉着的物质不同，推断机体之前可能发生的病

变。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各种变性、坏死和病理性物质沉着的概念、类型及肝脏脂肪变

性的发生机理。

本章难点：①各种变性、坏死和病理性物质沉着的发生机理和病理变化。

第二章 结缔组织的损伤（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三章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充血、局部缺血、出血、血栓形成、栓塞、梗死和水

肿的原因和机理；理解各种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的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掌握各种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的概念、病理变化和不同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的区别。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充血

识记：①动脉性充血，静脉性充血。

2.局部缺血

识记：①局部缺血的发生原因和发生机理。

领会：①局部缺血的病理变化。

3.出血

识记：①出血的病理变化。

领会：①出血的发生原因和发生机理。

简单应用：①出血的类型。

4.血栓形成

识记：①血栓形成的过程及血栓类型、形成过程、分类、病理变化。

领会：①血栓形成的机理。

简单应用：①血栓与死后血凝块的区别。

综合应用：①血栓的常见临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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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栓塞

识记：①栓塞的类型，栓子运行的途径。

6.梗死

识记：①梗死的发生原因和机理，梗死类型和病理变化。

7.水肿

识记：①水肿病因和发生机制，水肿的病理变化。

领会：①水肿对机体的影响。

简单应用：①水肿的类型。

综合应用：①常见的引起水肿的临床病例。

8.休克

识记：①休克的概念及分期。

9.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识记：①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病理变化。

领会：①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病因及发生机理。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充血、局部缺血、出血、血栓形成、梗死、栓塞和水肿的概念、

病理变化。

本章难点：①血栓与死后血凝块的区别，血栓形成的过程和机理，动脉性充

血和静脉性充血的区别。

第四章 组织的适应与修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萎缩、肥大、增生、化生、再生、肉芽组织、创伤愈

合、机化的病因和发生机理；理解萎缩、肥大、增生、化生、再生、肉芽组织、

创伤愈合、机化的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掌握萎缩、肥大、增生、化生、再生、

肉芽组织、创伤愈合、机化的概念、类型、病理变化，肉芽组织的形成过程和作

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适应

识记：①适应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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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萎缩

识记：①萎缩的概念、类型、剖检病理变化及镜检病理变化；②全身萎缩时

发生的顺序。

领会：①萎缩的病因和发生机理、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

3.肥大

识记：①肥大、真性肥大、假性肥大的概念、类型、病理变化。

领会：①肥大、的病因和发生机理、意义。

简单应用：①各种类型肥大的比较。

4.增生

识记：①增生的概念。

领会：①增生的病因和发生机理。

简单应用：①增生与再生的区别。

综合应用：①增生、炎性增生与肿瘤增生的差异。

5.化生

识记：①化生的概念及主要原因。

领会：①化生的发生机制和对机体的影响。

简单应用：①化生常见的临床病例。

6.代偿

识记：①代偿的概念及主要原因。

7.修复

识记：①修复的概念。

8.再生

识记：①再生的概念、病理性再生的三种表现形式、各种组织（上皮组织、

纤维组织、血管骨、肌肉和神经组织）的再生过程。

领会：①再生的类型、细胞的再生潜能及细胞增生的分子机制。

简单应用：①细胞的再生潜能的比较。

综合应用：①各种组织（上皮组织、纤维组织、血管骨、肌肉和神经组织）

再生能力的比较。

9.纤维性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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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肉芽组织的概念、成分、肉芽组织的形成过程和作用。

领会：①瘢痕组织对机体的影响。

10.创伤愈合

识记：①皮肤创伤愈合、骨折愈合的过程；②皮肤创伤愈合的类型及每种类

型的特点。

领会：①影响皮肤创伤愈合的主要因素；②骨折愈合注意的问题。

简单应用：①两种皮肤创伤愈合的特点比较。

11.机化

识记：①机化的概念；②几种常见的机化。

领会：①机化对机体的影响。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萎缩、肥大、增生、化生、再生、肉芽组织、创伤愈合、机化

和包囊形成的概念、病理变化，肉芽组织的形成过程和作用。

本章难点：①各种组织再生能力的比较。

第五章 炎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炎症的原因、炎症介质；理解炎症的结局；掌握炎症

的概念、炎症的局部症状和全身反应、炎症局部基本病理变化、炎性细胞、炎症

的类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炎症的概述

识记：①炎症的概念。

2.炎症的原因

识记：①炎症的病因。

简单应用：①临床常见引起炎症的病因。

3.炎症的局部症状和全身反应

识记：①炎症的局部症状和全身反应。

简单应用：①根据白细胞数量增多的程度与类型了解疾病的致炎因子的类型、

机体的机能状况以及疾病的预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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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①根据白细胞数量增多的程度与类型了解疾病的感染程度、发展

阶段。

4.炎症局部的基本病理变化

识记：①变质、渗出和增生的概念；②渗出液的作用；③炎性细胞、炎性细

胞浸润、趋化的概念。

领会：①液体渗出的机理；②白细胞渗出的过程；③白细胞吞噬的过程。

5.炎症介质

识记：①炎症介质的概念及细胞源性的炎症介质及血源性炎性介质的类型。

领会：①不同炎症介质的功能。

综合应用：①在不同临床疾病中发挥作用的炎症介质种类。

6.炎性细胞

识记：①炎性细胞的种类及形态结构；②具有吞噬能力的白细胞。

简单应用：①炎性细胞的功能。

综合应用：①不同疾病中出现的炎性细胞种类。

7.炎症的类型

识记：①炎症的种类；②炎症的结构特征。

简单应用：①不同炎症种类的差异。

综合应用：①不同疾病中出现的炎症类型。

8.炎症的结局

识记：①败血症、毒血症、菌血症、脓毒血症的概念。

简单应用：①败血症的病理变化。

综合应用：①不同疾病中出现的不同炎症结局的原因。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炎症的概念、炎症的局部症状和全身反应、炎症的局部基本病

理变化、炎性细胞、炎症的类型。

本章难点：①各种炎性细胞的形态和功能。

第六章 肿瘤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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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肿瘤的命名和分类、肿瘤的病因学和发病学、影响肿

瘤发生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掌握肿瘤的概念、肿瘤性增生与炎性增生

的区别、肿瘤的特征、畜禽常见肿瘤的病理变化，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区别。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肿瘤的概念

识记：①肿瘤的概念。

2.肿瘤的特征

识记：①肿瘤的特征。

简单应用：①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的特征比较。

3.肿瘤的命名和分类

识记：①肿瘤的命名和分类。

简单应用：①根据命名进行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的区分。

综合应用：①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病理特征的比较。

4.常见的动物肿瘤

领会：①常见的动物肿瘤。

简单应用：①常见动物肿瘤的病理特征。

5.肿瘤的病因学和发病学

领会：①肿瘤的病因学和发病学。

6.影响肿瘤发生、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领会：①影响肿瘤发生、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肿瘤的概念、肿瘤性增生与炎性增生的区别、肿瘤的特征、畜

禽常见肿瘤的病理变化。

本章难点：①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区别、肿瘤的特征。

第七章 分子病理学（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八章 消化系统病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各种胃炎、肠炎、肝炎、中毒性肝病、肝硬变和胰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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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的病因；理解各种胃炎、肠炎、肝炎、中毒性肝病、肝硬变和胰腺炎对机体的

影响；掌握各种胃炎、肠炎、肝炎、中毒性肝病、肝硬变和胰腺炎的病理变化。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胃炎、肠炎和肝炎

识记：①胃炎、肠炎、肝炎的类型和病理变化。

简单应用：①各型胃炎的常见病例。

综合应用：①各型肠炎的常见病例。

2.中毒性肝病、肝硬变和胰腺炎

识记：①中毒性肝病、肝硬变和胰腺炎的概念、类型和病理变化。

简单应用：①肝硬变的病因。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胃肠道炎症、肝炎、中毒性肝病、肝硬变和胰腺炎的病理变化。

本章难点：①各型肝炎、肝硬变的病理变化特点。

第九章 呼吸系统病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各种鼻、喉和气管炎症的病因和发生机理，各型肺炎、

肺气肿和肺萎陷的病因和发生机理；理解各种鼻、喉和气管炎症，各型肺炎、肺

气肿和肺萎陷对机体的影响；掌握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的病

理变化，各型肺炎、肺气肿和肺萎陷的病理变化。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鼻、喉和气管的炎症

领会：①鼻、喉和气管的炎症。

简单应用：①鸡传染性支气管炎及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的病理变化。

2.肺炎、肺气肿、肺萎陷和绵羊肺腺瘤病

识记：①肺炎、肺气肿、肺萎陷和绵羊肺腺瘤病的类型。

简单应用：①各种肺炎的病因。

综合应用：①各种肺炎的病理变化。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各种肺炎的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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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难点：①各种肺炎的病理变化特点。

第十章 心血管系统病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心内膜炎、心包炎、心肌炎的病因和发生机理，心肌

病、动脉炎、静脉炎、动脉硬化的病因和发生机理、病理变化，心血管系统先天

性缺陷；理解心内膜炎、心包炎、心肌炎的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掌握各种心内

膜炎、心包炎、心肌炎、动脉炎、静脉炎、动脉硬化的病理变化。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心脏病理

识记：①心脏肥大、心脏扩张的病理变化。

领会：①心内膜炎、心包炎、心肌炎、心肌病、心力衰竭的病理变化。

简单应用：①心脏肥大、心脏扩张的比较。

综合应用：①心内膜炎、心包炎、心肌炎、心肌病、心力衰竭的病理变化的

比较及病因。

2.血管病理

领会：①动脉炎、静脉炎、动脉硬化的病理变化。

3.心血管系统先天性缺陷

领会：①心血管系统先天性缺陷。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心内膜炎、心包炎、心肌炎的病理变化。

本章难点：①各种心内膜炎、心包炎、心肌炎的病理变化特点。

第十一章 血液与造血系统病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贫血、白细胞异常、血小板减少症、脾炎、淋巴结炎、

传染性腔上囊病、畜禽淋巴肉瘤、鸡马立克氏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理解贫血、

白细胞异常、血小板减少症、脾炎、淋巴结炎的病理变化；掌握鸡的传染性腔上

囊病、畜禽淋巴肉瘤、鸡马立克氏病的病理变化，鸡淋巴肉瘤与鸡马立克氏病的

病理变化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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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血液病理

识记：①贫血的概念及病理变化。

领会：①白细胞病理变化、血小板减少症。

简单应用：①贫血的病因。

2.脾炎

领会：①脾炎的类型。

简单应用：①每种脾炎常见的疾病。

3.淋巴结炎

识记：①淋巴结炎的类型。

综合应用：①每种淋巴结炎常见的疾病。

4.骨髓炎

领会：①骨髓炎的概念。

5.传染性腔上囊病、畜禽淋巴肉瘤、鸡马立克氏病

识记：①传染性腔上囊病、畜禽淋巴肉瘤、鸡马立克氏病的病理变化。

简单应用：①畜禽淋巴肉瘤的类型。

综合应用：①畜禽淋巴肉瘤、鸡马立克氏病的病理学诊断。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几种血液与造血系统的常见病例的病理变化。

本章难点：①鸡淋巴肉瘤与鸡马立克氏病的病理变化区别。

第十二章 泌尿系统病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肾炎、膀胱炎与尿石病、囊肿肾与肾胚细胞瘤的病因

和发病机理；理解尿石病、囊肿肾与肾胚细胞瘤的病理变化，肾病和尿毒症的概

念；掌握各种肾炎和膀胱炎的病理变化。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肾炎、肾病、尿毒症、膀胱炎和尿石病

识记：①肾炎的概念，每种肾炎的特征及病理变化；②肾病、尿毒症、膀胱

炎和尿石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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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肾病、尿毒症、膀胱炎和尿石病的病理变化。

简单应用：①每种肾炎的常见临床病例。

2.囊肿肾与肾胚细胞瘤

领会：①囊肿肾与肾胚细胞瘤的概念及病理变化。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各种肾炎和膀胱炎的病理变化。

本章难点：①肾小球肾炎的病理变化。

第十三章 生殖系统病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子宫内膜炎、子宫肿瘤、卵巢囊肿、卵巢肿瘤、乳腺

炎、乳腺增生病、乳腺肿瘤、睾丸炎、睾丸肿瘤、附睾炎的病因和发生机理；理

解子宫内膜炎、子宫肿瘤、卵巢囊肿、卵巢肿瘤、乳腺炎、乳腺增生病、乳腺肿

瘤、睾丸炎、睾丸肿瘤、附睾炎的病理变化。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子宫疾病、卵巢疾病和乳腺疾病

识记：①子宫内膜炎、乳腺增生病的病理变化。

领会：①子宫肿瘤、卵巢囊肿、卵巢肿瘤、乳腺炎和乳腺肿瘤的病理变化。

简单应用：①卵巢囊肿、卵巢肿瘤、乳腺炎的病因。

综合应用：①不同类型的乳腺肿瘤的病理学诊断。

2.睾丸和附睾病理

领会：①睾丸炎、睾丸肿瘤、附睾炎的病理变化。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子宫内膜炎、卵巢囊肿、卵巢肿瘤、乳腺炎、乳腺肿瘤、睾丸

肿瘤的病理变化。

本章难点：①乳腺增生病、睾丸炎、附睾炎的病理变化。

第十四章 神经系统病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脑脊髓炎、脑软化、神经炎的病因和发病机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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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炎的病理变化；掌握神经系统的基本病理变化、脑炎和脑软化的病理变化。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神经系统的基本病理变化

领会：①神经系统的基本病理变化。

简单应用：①根据基本病理变化进行病因初步分析。

2.脑炎

识记：①各种脑炎的特征、病理变化。

简单应用：①各种脑炎的常见临床病例。

3.脑软化

识记：①脑软化的概念及病理变化。

简单应用：①脑软化的病因。

综合应用：①不同动物发生脑软化的部位、病变特征及病因的差异。

4.神经炎

领会：①神经炎种类。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神经系统的基本病理变化。

本章难点：①脑炎的病理变化。

第十五章 运动系统与皮肤病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佝偻病、骨软症、纤维性骨营养不良、无机氟中毒、

关节炎、蹄叶炎、滑膜炎、白肌病、猪应激性肌病、肌炎、皮肤病的病因和发病

机理；掌握佝偻病、骨软症、关节炎、蹄叶炎、白肌病、猪应激性肌病、肌炎、

皮肤的细菌性感染、皮肤寄生虫病病理变化。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骨骼病理

识记：①佝偻病、骨软症的概念。

领会：①纤维性骨营养不良、无机氟中毒的病理变化。

简单应用：①佝偻病、骨软症的病理变化的不同点。

2.关节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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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关节炎、蹄叶炎、滑膜炎的概念。

3.肌肉病理

识记：①白肌病的概念及病因。

领会：①猪应激性肌病、肌炎的概念及病理变化。

综合应用：①白肌病的临床特征及病因。

4.皮肤病理

领会：①皮肤的角化异常、皮肤的病毒性感染、皮肤的细菌性感染、皮肤真

菌病、皮肤寄生虫病、光敏反应的病理变化。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佝偻病、骨软症、蹄叶炎、猪应激性肌病、皮肤的病毒性感染

的病变。

本章难点：①白肌病、肌炎的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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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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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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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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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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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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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病理解剖学》（第四版），崔恒敏主编，中国农

业出版社，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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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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理论联系实际，将方法的原理学习与应用相结合

要学好这门课，首先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其次要有形态与功能统一的观点、

局部与整体统一的观点、发生发展的观点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并且要运用科

学的逻辑思维，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以期达到整体地、全面地掌握和

认识动物疾病基本病变特征与类型。更为重要的是需要紧密联系生产实际中猪、

鸡、牛、羊等动物养殖场和犬、猫等患病动物，要尽量剖检患病动物，观察认识

各器官组织的眼观病理变化、组织病理学变化，并结合教材及文献的理论内容，

进行动物疫病初步的病理学诊断，以达到临床综合应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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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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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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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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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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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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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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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考试试卷中可能采用的题型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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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病理性充血的是（ ）

A. 妊娠时子宫充血 B. 侧枝性充血

C. 运动时横纹肌充血 D. 进食后胃肠道充血

参考答案：B

二、名词解释题

1.变性

参考答案：细胞和组织损伤所引起的一类形态学变化，表现为细胞或间质出现异常物质

或正常物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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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答题

1.请简述脂肪变性的眼观和光镜下病理变化。

参考答案：

眼观，脂肪变性的器官体积增大，色淡黄或土黄，质地较软，切面结构模糊，有油腻感。

光镜下，在 H.E 染色的石蜡切片上，变性细胞的胞质内出现多少不等、大小不一的空泡。

四、论述题

1.试述坏死的类型。

参考答案：

根据形态特征和变化，分为 4 种主要类型：

（1）凝固性坏死：坏死组织呈灰白、灰黄色，干燥，坚实，无光泽，边界与正常组织

交界处有暗红色充血出血带，组织结构轮廓仍保留。如：肾贫血性梗死，蜡样坏死，干酪样

坏死。

（2）液化性坏死：坏死组织呈液状，可见坏死腔或软化灶。如：脑软化

（3）脂肪坏死：是脂肪组织的一种分解坏死性变化，脂肪组织弥散白色小点，无光泽，

可融合，质地硬。如：胰腺炎引起的脂肪坏死。

（4）坏疽：组织坏死后继发腐败菌感染，使坏死组织呈黑色、污绿色等特殊形态改变。

分为：①干性坏疽，如慢性猪丹毒的皮肤坏死、冻伤；②湿性坏疽，如肠扭转、肠套叠；③

气性坏疽，如牛气肿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