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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动物检疫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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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检疫是动物疫病、人兽共患病、动物性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源头控

制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动物疫病防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动物检疫的

国际国内背景、国家发展需求、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验实习，使考生在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和指导下，对

畜禽及其产品进行疫病检查，确定病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和蔓

延，尽快扑灭疫病的流行，保护畜牧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维

护贸易信誉。

二、课程目标

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使得考生能够：

1.掌握国内、进出境动物及其产品的检疫程序、方法、检疫对象及风险评估。

2.培养考生对本课程的浓厚兴趣和终身学习最新国内外动物检疫的法律法

规及检测技术的能力。

3.了解和把握当前国内外动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的信息，培养严肃认真的科

学态度。

4.客观、公正、有效地检验考生掌握本课程知识及相应能力的状况。

5.有利于提高考试的信度和效度，有助于自学考试标准化、规范化。

三、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重点为：动物检疫学的重要概念、检疫检验程序、检验检疫方法、

一类动物疫病和二类动物疫病的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处理。

本课程的难点为：检疫检验后的处理措施，动物福利、兽医管理部门的职能

和应急机制等。

Ⅱ 考核目标

《动物检疫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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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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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动物检疫学的概念及检验检疫

依据的法规、程序、步骤等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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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学概念及规律的内涵

及外延；理解不同进出境及国内动物、动物产品检验检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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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进出境及国内

动物、动物产品进行综合判断，判断属于何种异常情况。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对进出境、国内市场检疫监督、屠宰检疫的情况，

结合动物一类疫病和二类疫病的发病情况、临床特征、病理变化及其他检测结果

进行判断，提出明确的处理措施等。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动物检疫检验导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兽医勤务实施质量；识记动物检疫检验的概念及意义、动物检疫检验的

性质和特点；理解动物检疫检验的主要任务和作用；掌握动物检疫检验的范围和

对象、种类和要求、组织与管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动物检疫检验的概念及意义

识记：①动物检疫检验的概念。

领会：①动物检疫检验的意义。

（二）动物检疫检验的性质、原则和特点

识记：①动物检疫的基本性质和原则。

领会：①动物检疫的原则。

简单应用：①动物检疫的特点。

（三）动物检疫检验的主要任务与作用

识记：①动物检疫检验的主要任务。

领会：①动物检疫检验的作用。

（四）动物检疫检验的范围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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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动物检疫的范围；②动物检疫的对象；③动物疫病的区域化管理。

领会：①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

（五）动物检疫检验的种类和要求

识记：①出入境动物检疫。

领会：①国内动物检疫；②动物检疫实施部门。

（六）兽医勤务实施质量（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七）国内外动物检疫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识记：①国外动物检疫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领会：①国内动物检疫管理体制。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动物检疫检验的概念及意义、动物检疫检验的性质和特点；②

动物检疫检验的主要任务和作用；③动物检疫检验的范围和对象、种类和要求、

组织与管理。

本章难点：①动物检疫检验的范围和对象、种类和要求、组织与管理。

第二章 动物疫病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动物疫病的概念及特点；识记动物疫病的分类、流行决定因素及特征；

理解动物疫病诊断、控制与扑灭措施、综合防治措施；简单应用动物疫病预测与

预警。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动物疫病概念与特点

识记：①动物传染病的特点。

领会：①动物寄生虫病的特点。

（二）动物疫病分类

识记：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动物疫病分类及意义；②进境检

疫动物疫病种类。

领会：①WOAH 实施新的动物疫情通报系统。

简单应用：①WOAH 规定的通报性疫病和国内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动物疫病种

类；②进境检疫动物疫病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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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物疫病流行决定因素及特征

识记：①检疫性传染病流行的决定因素；②寄生虫病流行的决定因素。

领会：①动物疫病流行的影响因素。

简单应用：①动物疫病流行特征。

（四）动物疫病诊断、控制与扑灭措施

识记：①动物疫病诊断。

领会：①动物疫病诊断、控制与扑灭措施。

（五）动物疫情监测

识记：①动物疫情监测的概念；②动物疫情监测的目的和意义；③动物疫情

监测的内容。

领会：①动物疫情监测系统；②监测布局；③监测数据处理。

简单应用：①动物疫病监测分类；②监测程序。

（六）饲养场动物疫病综合防治措施

识记：①饲养场动物疫病的防疫措施。

领会：①饲养场动物疫病的免疫接种。

简单应用：①饲养场动物疫病的卫生消毒。

（七）动物疫病预测与预警

识记：①动物疫病预测与预警的概念、分类。

简单应用：①动物疫病预测与预警的原理、体系及方法。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动物疫病的概念及特点；②动物疫病的分类、流行决定因素及

特征；③动物疫病诊断、控制与扑灭措施、综合防治措施；④动物疫病预测与预

警。

本章难点：①动物疫病预测与预警。

第三章 动物检疫程序与方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动物检疫方式与程序、基本方法；理解动物产品检验；简单应用动物检

疫措施、动物产品检验方法、动物产地检疫程序与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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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物检疫方式与程序

识记：①动物检疫方式；②动物检疫程序。

（二）动物检疫的基本方法

识记：①流行病调查与分析；②临床检疫技术；③动物尸体病理解剖检疫。

简单应用：①实验室检查方法；②动物检疫处理方法。

（三）动物检疫措施

识记：①产地检疫措施。

领会：①办理检疫证明；②检疫证书、检疫收费及检疫人员管理。

简单应用：①产地检疫措施；②隔离检疫措施；③屠宰检疫措施；④检疫监

管。

（四）动物产品检验

识记：①可食性动物产品检验程序。

领会：①非可食性动物产品检验程序。

（五）动物产品检验方法

识记：①市场动物产品检验检疫。

领会：①入境动物产品检验；②出境动物产品检验。

（六）产地检疫程序与方法

识记：①产地检疫的法定程序；②产地检疫规程。

领会：①产地检疫的法律定位和相关解释；②产地检疫的社会作用；③产地

检疫特点。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动物检疫方式与程序、基本方法；②动物产品检验；③动物检

疫措施、动物产品检验方法、动物产地检疫程序与方法。

本章难点：①动物产地检疫程序与方法、动物检疫措施。

第四章 动物防疫与检疫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动物传染病一般防治措施、动物防疫技术；理解人畜共患病的防治、动

物防疫监督管理、死亡动物处理；简单应用动物检疫应急管理、动物检疫系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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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引进种用动物检疫、水产种苗产地检疫、畜牧

业中抗生素使用量的监控、防疫证章、档案、防疫收费的管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动物传染病一般防治措施

识记：①疫情出现后的防疫措施。

领会：①疫情未出现时的预防措施；②治疗性预防措施。

（二）动物防疫技术

识记：①免疫接种技术。

领会：①消毒、杀虫、灭鼠的基本防疫技术；②药物预防。

（三）人兽共患病的防治

识记：①人畜共患病防治原则；②人兽共患病防治的具体措施。

（四）动物防疫监督管理

识记：①动物防疫监督管理的法律依据；②许可证制度；③动物卫生监测与

监督。

领会：①防疫区域划分；②运输条件监督。

（五）死亡动物处理

识记：①对死亡畜禽动物的处理；②动物诊疗单位医疗废弃物及死亡动物无

害化处理。

领会：①对死亡动物进行处理时应考虑的关键因素；②对水生动物死亡的无

害化处理。

（六）动物检疫应急管理

识记：①检疫中发现动物暴发疫病后的应急管理和防控措施、自然灾害后动

物疫病的应急管理和防控措施。

领会：①国家层面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和市县层面以下动物检疫应急处置。

（七）动物检疫系统管理

识记：①动物防疫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

领会：①我国兽医管理机构与职能；②动物防疫行政执法主体与人员。

（八）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

识记：①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动物疫病可追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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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先进国家动物疫病可追溯体系概况。

（九）引进种用动物检疫

识记：①引种检疫审批；②国外引种检疫。

领会：①国内异地引种检疫。

（十）水产种苗产地检疫

识记：①申报与检疫；②采样与处理。

领会：①水产重大疫病检疫种类；②水产药物残留检测；③其他检疫与检验。

（十一）畜牧业中抗生素使用量的监控

识记：①调查与监控的目的；②耐药性的敏感性检测技术。

领会：①建立和完善兽医微生物耐药调查及监控计划；②食用动物抗菌药物

与微生物耐药性的风险评估。

（十二）防疫检疫证章、档案、防疫收费管理

识记：①动物防疫检疫证章的标志管理；②动物防疫档案管理。

领会：①动物防疫收费管理。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动物传染病一般防治措施、动物防疫技术、人兽共患病的防治、

动物防疫监督管理、死亡动物处理；②动物检疫应急管理、动物检疫系统管理、

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引进种用动物检疫、水产种苗产地检疫、畜牧业中

抗生素使用量的监控、防疫证章、档案的管理。

本章难点：①动物检疫应急管理和动物检疫系统管理。

第五章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与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进口及国内动物异地引种风险评估、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危害物鉴别的特

殊考虑、外来入侵物种环境风险评估；简单应用动物疫病风险评估的法律依据、

进口动物疫病风险评估、进口动物产品危害物鉴别、动物疫病风险分析方法、兽

医实验室生物安全与高致病性病原处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动物疫病风险评估的法律依据

识记：①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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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工作依据。

（二）动物疫病风险分析方法

识记：①动物疫病风险分析的基本方法；②重大动物疫病风险预警。

领会：①动物疫病风险分析实例。

（三）进口动物疫病的风险评估

识记：①风险评估的原则；②风险评估的具体步骤。

领会：①危害物鉴别。

（四）进口动物产品危害物鉴别

识记：①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

领会：①具体危害物鉴别举例。

（五）进口及国内动物异地引种风险评估

识记：①引进动物精液的（半定量）风险分析；②种羊、牛、猪等大中动物

引进风险评估；③对种禽、禽蛋重要传染病病原携带风险评估。

领会：①引种风险；②鱼种苗引进风险评估

（六）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危害物鉴别的特殊考虑

识记：①野生动物疾病控制策略；②建立野生动物疫情监测、预警系统。

领会：①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危害物。

（七）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与高致病性病原处理

识记：①高致病性病原处理。

领会：①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

（八）外来入侵物种环境风险评估

识记：①外来入侵物种环境风险评估的概念与概述。

领会：①外来入侵物种环境风险评估；②外来物种预警评估系统的职能。

三、本章的重点

本章重点：①进口及国内动物异地引种风险评估、动物烈性疫病风险评估的

法律依据、进口动物疫病风险评估、进口动物产品危害物鉴别、动物烈性疫病风

险分析方法、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与高致病性病原处理。

第六章 动物疫病防控经济学评估（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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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进出境动物检疫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进出境动物检疫的相关法规及主要方面、过境检疫和运输工具检疫；理

解出境动物检疫适用范围、报检、隔离检疫、不需隔离检疫的出境动物的检疫检

验、检疫出证和处理、监装、运输监管、离境查验和资料归档；简单应用进境动

物检疫概念及范围、进境动物检疫疫病的分类、进境动物检疫依据和进境动物检

疫流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进出境动物检疫概述

识记：①出入境动物检疫的相关法规及主要方面。

（二）出境动物检疫

识记：①适用范围；②报检；③隔离检疫；④不需隔离检疫的出境动物的检

疫检验；⑤检疫出证和处理；⑥监装；⑦运输监管；⑧离境查验；⑨资料归档。

（三）进境动物检疫

识记：①进境动物的概念及范围；②进境动物检疫疫病的分类；③进境动物

检疫依据；④进境动物检疫流程。

（四）过境检疫

识记：①过境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审批、报检、过境期间的检疫监督和离

境检疫检验。

（五）运输工具检疫

识记：①来自动物疫区运输工具的入境检疫；②装载入境动物的运输工具检

疫；③装载过境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运输工具。

领会：①出境运输工具动物检疫的主要规定。

三、本章的重点

本章重点：①出入境动物检疫的相关法规及主要方面、过境检疫和运输工具

检疫；②出境动物检疫适用范围、报检、隔离检疫、不需隔离检疫的出境动物的

检疫检验、检疫出证和处理、监装、运输监管、离境查验和资料归档；③进境动

物检疫概念及范围、进境动物检疫疫病的分类、进境动物检疫依据和进境动物检

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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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出入境动物产品检验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出入境动物产品检验的内容、检查程序、双方权利义务和检查依据；理

解动物精液、胚胎国际贸易中检验检疫的要求、进境动物精液、胚胎审批、产地

检疫、报检、现场检疫检验、实验室检验、检疫处理、检疫监督；简单应用进境

动物源性生物材料及制品检疫检验管理、出入境动物副产品检验报检、现场检疫、

采样、实验室检验、出证处理与监督管理。出入境动物源性食品、皮、毛及携带、

邮寄物检验。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①出入境动物产品检验的检查内容；②检查程序；③双方权利义务；

④检查依据。

（二）进出境动物精液、胚胎检验

识记：①进境动物精液、胚胎审批、产地检疫、报检、现场检疫检验、实验

室检验、检疫处理、检疫监督。

领会：①动物精液、胚胎国际贸易中检验检疫的要求。

（三）进境动物源性生物材料及制品检疫检验管理

识记：①风险分析，科学管理；②进境检疫审批；③进境查验和实验室检测；

④检疫监督管理。

（四）进出境动物副产品检验

识记：①出入境动物副产品现场检疫、采样、实验室检验、出证处理与监督

管理。

领会：①出入境动物副产品检验报检。

（五）进出境动物源性食品检验

识记：①进出境动物源性食品现场检验；②经港澳进口的肉类产品；③肉类

产品出口检验；④过境检验检疫。

领会：①进出境动物源性食品监督管理。

（六）进出境皮、毛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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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检疫审批；②检验检疫；③监督管理；④口岸与目的地检疫检验机

构的配合。

（七）进出境携带、邮寄物检验

识记：①出入境携带、邮寄物检验程序。

三、本章的重点

本章重点：①出入境动物产品检验的内容、检查程序、双方权利义务和检查

依据；②动物精液、胚胎国际贸易中检验检疫的要求、进境动物精液、胚胎审批、

产地检疫、报检、现场检疫检验、实验室检验、检疫处理、检疫监督；③进境动

物源性生物材料及制品检疫检验管理、出入境动物副产品检验报检、现场检疫、

采样、实验室检验、出证处理与监督管理；④出入境动物源性食品、皮、毛及携

带、邮寄物检验。

第九章 市场检疫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动物健康交易、控制动物性食品的源头安全、及时发现病畜禽，防止疫

病扩散。理解欧盟对宠物食品、狗咬胶加工厂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要求；简单应

用饲料监督一般原则、饲料监督相关法规、饲料监督执法程序、饲料卫生风险评

估。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市场检疫监督

领会：①动物健康交易；②控制动物源性食品源头安全；③及时发现病畜禽，

防止疫病扩散。

（二）饲料监督

识记：①饲料监督一般原则；②饲料监督相关法规；③饲料监督执法程序；

④饲料卫生风险评估。

领会：①欧盟对宠物食品、狗咬胶加工厂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要求。

三、本章的重点

本章重点：①动物健康交易、控制动物性食品的源头安全、及时发现病畜禽，

防止疫病扩散；②饲料监督一般原则、饲料监督相关法规、饲料监督执法程序、

饲料卫生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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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动物卫生与动物福利监督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动物福利的指导原则和科学基础、控制流浪狗群的动物福利规则运用和

动物生产中福利运用与产品质量。理解海洋运输、陆地运输动物行为、相关人员

的职责及专业能力要求。简单应用空中运输动物安静化措施，动物尸体处置、紧

急屠宰、食物和废物处理。动物屠宰中福利的一般原则、动物转运和处理、家畜

围栏的设计、围栏中动物的看护。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动物福利概述

识记：①动物福利的指导原则；②动物福利的科学基础。

领会：①动物福利与动物产品安全直接相关。

（二）海洋运输动物福利

识记：①海洋运输动物行为；②相关人员的职责；③专业能力要求。

（三）陆地运输动物福利

领会：①陆地运输动物行为；②相关人员的职责。

（四）空中运输动物福利

识记：①空中运输动物安静化措施；②动物尸体处置；③紧急屠宰；④食物

和废物处理。

领会：①家畜笼具；②空运笼具内的动物密度；③空运家畜的准备工作；④

消毒和灭虫。

（五）动物屠宰中的福利规则运用

识记：①一般原则；②动物转运和处理；③家畜围栏的设计；④围栏中动物

的看护。

领会：①怀孕动物屠宰时胎儿的处理。

（六）控制流浪犬群的动物福利规则运用

识记：①控制犬群的目的；②管理人员的责任与素质；③控制措施。

（七）动物生产中福利运用与产品质量

识记：①饲养福利与产品质量；②屠宰动物福利与肉品质量的关系；③水产

养殖动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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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的重点

本章重点：①动物福利的指导原则和科学基础、海洋运输、陆地运输动物行

为、相关人员的职责及专业能力要求；②空中运输动物安静化措施，动物尸体处

置、紧急屠宰、食物和废物处理；③动物屠宰中福利的一般原则、动物转运和处

理、家畜围栏的设计、围栏中动物的看护。

第十一章 一类动物疫病检疫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口蹄疫、非洲猪瘟、猪水疱病、牛瘟、小反刍兽疫、痒病、牛海绵状脑

病、非洲马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牛传染性胸膜肺炎、尼帕病毒性脑炎流行病学；

理解口蹄疫、非洲猪瘟、猪水疱病、牛瘟、小反刍兽疫、痒病、牛海绵状脑病、

非洲马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牛传染性胸膜肺炎、尼帕病毒性脑炎的免疫预防；

简单应用口蹄疫、非洲猪瘟、猪水疱病、牛瘟、小反刍兽疫、痒病、牛海绵状脑

病、非洲马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牛传染性胸膜肺炎、尼帕病毒性脑炎的临诊检

疫、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处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口蹄疫

识记：①流行病学；②临诊检疫；③实验室检验；④检疫后处理。

领会：①免疫预防。

（二）非洲猪瘟

识记：①流行病学；②临诊检疫；③实验室检验；④检疫后处理。

（三）猪水疱病

识记：①流行病学；②临诊检疫；③实验室检验；④检疫后处理。

领会：①免疫预防。

（四）牛瘟

识记：①流行病学；②临诊检疫；③实验室检验；④检疫后处理。

（五）小反刍兽疫

识记：①流行病学；②临诊检疫；③实验室检验；④检疫后处理。

领会：①免疫预防。

（六）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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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流行病学；②临诊检疫；③实验室检验；④检疫后处理。

领会：①预防。

（七）牛海绵状脑病

识记：①流行病学；②临诊检疫；③实验室检验；④检疫后处理。

（八）非洲马瘟

识记：①流行病学；②临诊检疫；③实验室检验；④检疫后处理。

（九）高致病性禽流感

识记：①流行病学；②临诊检疫；③实验室检验；④检疫后处理。

领会：①免疫预防。

（十）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识记：①流行病学；②临诊检疫；③实验室检验；④检疫后处理。

领会：①免疫预防。

（十一）尼帕病毒性脑炎

识记：①流行病学；②临诊检疫；③实验室检验；④检疫后处理。

领会：①免疫预防。

三、本章的重点

本章重点：①口蹄疫的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处理；②非洲猪瘟的

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处理；③猪水疱病的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和检

疫后处理；④牛瘟的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处理；⑤小反刍兽疫的临诊

检疫、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处理；⑥痒病的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处理；

⑦牛海绵状脑病的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处理；⑧非洲马瘟的临诊检疫、

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处理；⑨高致病性禽流感的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

处理；⑩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的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处理；⑪尼帕病毒

性脑炎的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和检疫后处理。

第十二章 二类动物疫病检疫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多种动物共患疾病、牛病、绵羊和山羊病、猪病、马病、禽病和兔病的

免疫预防；理解多种动物共患疾病、牛病、绵羊和山羊病、猪病、马病、禽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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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病的流行病学；简单应用多种动物共患疾病、牛病、绵羊和山羊病、猪病、马

病、禽病和兔病的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多种动物共患病

识记：①炭疽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②狂犬病

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③布鲁氏菌病的流行病学、

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④棘球蚴病的流行病学、临诊检验、实验

室检验、检疫后处理；⑤蓝舌病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

理；⑥日本脑炎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⑦日本血吸

虫病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

综合应用：①狂犬病的免疫预防；②布鲁氏菌病的免疫预防；③棘球蚴病的

免疫预防；④蓝舌病的免疫预防；⑤日本脑炎的免疫预防；⑥日本血吸虫病的免

疫预防。

（二）牛病

识记：①牛结节性皮肤病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

②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③牛结

核病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

综合应用：①牛结节性皮肤病的免疫预防；②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的免疫预防；

③牛结核病的免疫预防。

（三）绵羊和山羊病

识记：①绵羊痘和山羊痘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

②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

综合应用：①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免疫预防。

（四）猪病

识记：①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经典猪蓝耳病）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

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②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③猪瘟的流行病学、临诊检

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④猪流行性腹泻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

检验、检疫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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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①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经典猪蓝耳病）的免疫预防；②高致病

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免疫预防；③猪瘟的免疫预防；

④猪流行性腹泻的免疫预防。

（五）马病

识记：①马传染性贫血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

②马鼻疽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

简单应用：①马传染性贫血的免疫预防；②马鼻疽的免疫预防。

（六）禽病

识记：①鸭瘟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②鸡新城

疫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③小鹅瘟的流行病学、临

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

综合应用：①鸭瘟的免疫预防；②鸡新城疫的免疫预防；③小鹅瘟的免疫预

防。

（七）啮齿动物病

识记：①免病毒性出血病的流行病学、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

简单应用：①免病毒性出血病的免疫预防。

（八）水生动物病（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九）甲壳类病（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十）蜂病（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三、本章的重点

本章重点：①多种动物共患疾病、牛病、绵羊和山羊病、猪病、马病、禽病

和兔病的临诊检疫、实验室检验、检疫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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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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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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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简单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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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检疫检验学》（第二版），柳增善、任洪林、薛峰

主编，科学出版社，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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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基本内容简单应用的程度。基本要求

中的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简单应用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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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内容较多，理解性知识和记忆性知识并存，

考生在自学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学习前，应仔细阅读课程大纲的第一部分，了解课程的性质、地位和任务，

熟悉课程的基本要求以及本课程与有关课程的联系，使以后的学习紧紧围绕课程

的基本要求。

2.在阅读某一章教材内容前，应先认真阅读大纲中该章的考核知识点、自学

要求和考核要求，注意对各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

有数。

3.学习教材时，应根据大纲要求，要逐段细读，集中精力，吃透每个知识点。

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基本病变必须牢固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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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考指导

1.如何学习

很好的计划和组织是你学习成功的法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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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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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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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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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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认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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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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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领会部分占 30%，简单应用部分占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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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改错题、简答题、

论述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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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属于一类动物疫病的是（ ）

A.非洲猪瘟 B.羊炭疽 C.鸡白痢 D.猪肺疫

参考答案：A

二、判断改错题

1.痒病诊断时检测样品主要采集腹股沟浅淋巴结。

参考答案：×，改正为“痒病诊断时检测样品主要采集脑”。

三、简答题

1.简述鸡新城疫的检疫后处理。

参考答案：发生该病时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其有关规定处理。扑杀病

禽和同群禽，深埋或焚烧尸体；污染物要无害化处理；对受污染的用具、物品和环境要彻底

消毒。对疫区、受威胁区的健康鸡立即紧急接种疫苗。

四、论述题

1.试述动物检疫检验的主要任务和作用。

参考答案：

动物检疫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监督检查作用。检疫工作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检查，按规定尚需对被检疫一方的行

为进行检查。例如，产地检疫须首先查验被检动物的免疫证明或标记;屠宰检疫须首先查验

当事人是否持有产地检疫或运输检疫证明，这些均属于监督检查范畴。因而动物检疫具有监

督检查作用。通过这一作用可使动物饲养者自觉开展预防注射工作，提高免疫率，从而达到

以检促防的目的；同时可促进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者主动接受检疫、合法经营，从而达

到建立防检结合、以检促防、以监保检的防检工作良性运行的目的。

(2)监测动物疫情。监测动物疫情就是及时发现、收集、整理、分析动物疫情。通过监

测，正确评估动物生活环境的卫生状况，为适时预防或治疗等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从而真正

做到防患于未然。这对于保障动物健康、减少疫病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制定动

物疫病防治规划和防疫计划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3)消灭某些动物疫病的有效手段。通过检疫、扑杀病畜、无害化处理染疫动物产品及

污染物等手段，达到消灭疫源、净化疫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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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动物产品质量，增进人民健康。通过检疫发现患病动物或者染疫动物产品，合

理处理患病动物或者染疫动物产品。从而保证动物及动物产品质量，维护人体健康，防止疫

病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