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跟芦老师学看猪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跟芦老师学看猪病>>

13位ISBN编号：9787109138322

10位ISBN编号：7109138321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出版社

作者：芦惟本

页数：263

字数：29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跟芦老师学看猪病>>

前言

　　芦惟本老师集四十余年之临床经验撰著了这本如何学习诊断猪病的专著，在猪病肆虐当今今值得
养猪人研读。
　　在众多疫病流行之时，为什么防治效果不尽如人意？
为什么死亡率居高不下？
诊断思维的混乱是重要的原因。
诊断不清，何言防治？
芦老师以切身的诊疗经验，用大量生动的案例与临床图片讲述了怎样应用正确的诊断思维去看猪病，
帮助养猪人从疫病桎梏中突围。
　　有关猪病的著作众多，但是引导读者建立正确的诊断思维达到正确诊断目的的书，尚无它著。
它的出版无疑有助于提高国人的养猪水平，有助于养猪业的持续和谐的发展。
　　谨作此序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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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章为绪论。
    为了避免哲理化，枯燥化，将第二章“诊断方法论”分为五个小节讲解，每节都有生动事例穿插其
间，更贴近养猪人。
第三章，通过24个典型病例的分析，学习如何应用方法论去认识猪病，提高诊断水平。
鉴于病理诊断的重要性，第四章论述了如何搜集辨认病理解剖信息。
第五章，介绍了本人持有的二十五种常见疾病诊断的经验标准。
第六章，介绍了常见病的经验治疗。
第七章，论述怎样培育健康猪群。
最后，附录近年有关认识疫病流行的小作，方便读者既学习看病的知识，更主要的是学习如何从全局
，从宏观上把握疫病，从而防患于未然。
最后还附录了作者拍摄的大量的临床图片与病理图片，便于直观学习与临床参考。
至于症状鉴别诊断，有许多相关书籍参考，故不专述，以求简明。
    书中谈了许多经验，如经验诊断、经验治疗，都是从个案中归纳来的。
在归纳的过程中，归纳的对象会增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可以扩大，没有拘束性，这些经验的可靠
性是或然的。
尽管如此，可靠程度仍然是很高的，但又非百分之百。
这就是思维的规律，读者务必注意。
    第七章中的许多论点是在演绎的思维下完成的，如“有猪就有病原微生物”、“猪场内存在疫病流
行的必然条件”、“猪场的防疫重点在猪场内”等是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没有扩大的条件下完成的，
故其可靠性是确实的。
这同样是思维的规律，也是读者务必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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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芦惟本（曾用名卢惟本），男，1942年生，1966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兽医专业（五年制）。
于1968年创建了湖北省最大的兽医院，门诊、住院的马牛每日达一二十头，许多县市与部队都慕名送
马牛就诊，影响甚大；1980年欧共体兽医代表团慕名前往考察，并给予高度评价。
兽医院设有室内室外诊疗室、手术室、中西药房、常规检验室、生化检验室、血清学检验室、病理检
验室、细菌检验室，配有X射线检查仪、眼底检查仪等设备。

    1990—1994年任广三保养猪公司、英伟预混剂公司顾问。
此后，工作重心与研究方向转向猪病与猪场管理，倡导福利养猪，极力推进中国养猪业的数字化建设
。
现任湖北共富牧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成都泰丰畜牧新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贺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蓝海牧业科技有限公司顾问。

    1987年评为高级兽医师，1990年出版《家畜症状鉴别诊断》一书（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30万字）
，2007年出版了《中国福利养猪》一书（与他人合著），在国内一级期刊发表以“养猪业呼唤顶层设
计”、“猪免疫谱与免疫程序的制订”等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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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英文缩写与符号的汉语释义第一章　绪言第二章　诊断方法论　第一节　怎样建立诊断    一、疾病
信息的收集    二、临床信息的处理与建立诊断　第二节　更深刻认识病理损伤与症状　  一、病损轨迹
论　  二、病损症状与生态环境结合论　第三节　检验诊断回归临床论    一、正确认识检验诊断    二、
读懂检验报告的必备知识    三、主要传染病检测方法的选择    四、选择检测方法的基本原则    五、判
读检验诊断报告的注意事项　第四节　追查病因论　第五节　个体诊断应升华为群体诊断    一、具备
群体诊断的意识与警觉性    二、详尽占有信息，个案互补    三、特别注意初发病猪的病损，有助于找
到原发病    四、建立病尸剖检制度与病历档案第三章　病案介绍第四章　如何搜集辨认病理剖检信息
　第一节　主要器官的生理解剖要点　  一、胃　  二、小肠　  三、大肠　  四、肝脏　  五、脾脏　  
六、肾脏　  七、膀胱　  八、心脏　  九、肺脏　  十、胸腺　　十一、扁桃体　  十二、喉　  十三、
淋巴结  　十四、肾上腺　  十五、脑　第二节　死征的识别　第三节　重要脏器病变识别　  一、腹膜
病变　  二、肝脏病变　  三、脾脏病变　  四、肾脏病变　  五、膀胱病变　  六、胃的病变　  七、小
肠病变　  八、大肠病变　  九、心脏病变　  十、淋巴结病变　  十一、脑组织病变　第四节　肺脏的
病变　  一、正常的肺脏　　⋯⋯第五章　常见传染性疾病诊断的经验标准第六章　常见疾病的经验
治疗第七章　怎样培育健康猪群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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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追查病因论　　诊断明确后诊断思维不应停止，追究引发疫病的病因，是更高层次的诊断
思维。
　　病因无非内因与外因，内因是指猪体的防卫功能与自稳功能；外因是指能导致猪发病的一切外界
环境因素，包括有生命的环境因素与无生命的环境因素。
前者包括生物（猪猪之间、人、飞禽、猫、狗、牛、羊、啮齿类、寄生虫等）、微观生物（体外微生
物与体内微生物），后者包括气温、空气、栏舍、饮水、饲料、生存空间等。
　　在所有环境因素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病原微生物，特别是近几年疫病肆虐，人们对病原微生物关
注有加，猪群一有病就自然想到是某某病毒或某某细菌。
诚然，病原微生物是引发猪疫病的病因，如果将这种思维固化，那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任何病原微生
物都最终会与易感物种进化为稳态，即和平共处。
一旦进化到此阶段，人们再将某病原微生物看成是该疫病的最终病因就是偏颇的，人们应该去寻找那
些打破猪与病原微生物稳态的因素，那才是真正的病因。
应该认识到疫病是病原体、宿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生态与进化的动态过程。
　　正是在这一系统进化理论思想的指导下，笔者形成了逢病追究病因的理念。
在此理念下完成了看似不能完成之事，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与治愈率。
　　绪论中提到的某独立连猪场母猪发生胃炎的案例就是逢病追究病因的典型。
若非如此，谁能将胃炎与缺钙联系起来？
谁能将胃炎的治疗与放牧联系起来？
当人们看到多头母猪发病时，是否又会与传染病、寄生虫病联系起来？
根本就未怀疑到环境因素是本病的最终病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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