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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20年来，随着规模化养禽业的快速发展，家禽饲养量不断增加。
同时，随着国际间交流和国内外禽产品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家禽疫病也日益严重和复杂。
禽病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30多种猛增到目前的80多种，不仅严重地威胁着我国养禽业的发展，而且某
些疫病还给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带来了极大的潜在危害。
因此，家禽疫病的防控已成为养禽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和保障人类健康的必需。
在实际生产中，对禽病做出快速准确的诊断是及时有效控制禽病流行的关键。
为此，我们广泛参考有关资料，并结合多年来在教学、科研、生产、技术服务和推广工作中的实践经
验编写了本书。
　　全书共分12章，从家禽的解剖生理、疫病防治的基本知识、禽用药物学基础、常用的实验室诊断
技术，到常见的及新近发现的病毒性传染病、细菌性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代谢性疾病、普通病及
家禽的胚胎性疾病，本书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尤其是家禽胚胎性疾病是一般同类书籍所未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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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禽疫病防控》共分12章，从家禽的解剖生理、疫病防治的基本知识、禽用药物学基础、常用
的实验室诊断技术，到常见的及新近发现的病毒性传染病、细菌性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代谢性疾
病、普通病及家禽的胚胎性疾病，《家禽疫病防控》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尤其是家禽胚胎性疾病是一般同类书籍所未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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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书有关用药的声明前言第一章 家禽的解剖生理学特征一、运动系统二、被皮系统三、消化系统四、
呼吸系统五、循环系统六、泌尿系统七、生殖系统八、体温九、内分泌系统十、神经系统第二章 禽病
防治的基本知识一、禽病免疫防治基础二、禽病的发生及传播三、家禽的防疫卫生四、禽病诊断学基
础第三章 禽用药物学基础一、概述二、家禽常用药物三、家禽常用生物药品第四章 家禽病毒性疾病
一、禽流感二、鸡新城疫三、传染性法氏囊病四、禽白血病五、鸡马立克氏病六、鸡传染性喉气管炎
七、鸡传染性支气管炎八、禽腺病毒感染九、禽脑脊髓炎十、鸡痘十一、禽病毒性关节炎十二、鸡传
染性贫血十三、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症十四、传染性发育迟缓综合征十五、小鹅瘟十六、鸭瘟十七、鸭
病毒性肝炎第五章 家禽细菌性疾病一、禽沙门氏菌病二、禽大肠杆菌病三、禽霍乱四、传染性鼻炎五
、梭状芽孢杆菌感染症六、禽葡萄球菌病七、禽链球菌病八、弯曲杆菌病九、禽结核病十、鸡绿脓杆
菌病十一、鸡亚利桑那杆菌病十二、鸡奇异变形杆菌病十三、禽疏螺旋体病十四、丹毒十五、鸭传染
性浆膜炎第六章 禽真菌、支原体和衣原体病一、真菌感染二、禽支原体病三、禽衣原体病第七章 家
禽寄生虫病一、球虫病二、组织滴虫病三、鸡住白细胞虫病四、家禽绦虫病五、鸡蛔虫病六、鸡异刺
线虫病七、比翼线虫病八、斧钩华首线虫病九、棘口吸虫病十、前殖吸虫病十一、鸡皮刺螨病十二、
鸡奇棒恙螨病十三、禽隐孢子虫病第八章 家禽营养代谢性疾病一、蛋白质和氨基酸缺乏症二、维生素
缺乏症三、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缺乏症四、痛风五、脂肪肝综合征六、笼养鸡产蛋综合征第九章 家禽中
毒性疾病一、食盐中毒二、亚硝酸盐中毒三、有机磷农药中毒四、有机氯农药中毒五、磷化锌中毒六
、砷中毒七、黄曲霉毒素中毒八、硫酸铜中毒九、一氧化碳中毒十、高锰酸钾中毒十一、磺胺类药物
中毒十二、恩诺沙星中毒十三、马杜拉霉素中毒十四、呋喃类药物中毒十五、喹乙醇中毒十六、棉籽
饼中毒十七、菜籽饼中毒第十章 其他常见家禽疾病一、肉鸡腹水综合征二、啄癖三、中暑四、感冒五
、硬嗉病六、软嗉病七、脱肛八、肌胃溃疡第十一章 家禽胚胎病一、营养缺乏性胚胎病二、传染性胚
胎病三、孵化条件控制不当引起的胚胎病四、中毒性胚胎病与遗传性胚胎病五、胚胎病的诊断研究方
法六、胚胎病的防治第十二章 常用禽病检测诊断技术一、实验室诊断的基本方法二、细菌的分离培养
与鉴定三、药敏试验四、鸡胚的接种与培养技术五、鸡胚成纤维细胞培养技术六、血凝和血凝抑制试
验七、琼脂扩散试验八、凝集试验九、补体结合试验十、中和试验十一、荧光抗体技术十二、免疫酶
技术十三、电镜负染观察病毒方法十四、禽寄生虫病病原学诊断技术十五、病原体特异性核酸片段
的PCR检测技术十六、核酸探针技术和基因芯片技术在禽病诊断中的应用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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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羽区和裸区禽类皮肤表面被羽毛所覆盖，这些羽毛着生在皮肤的一定区域，有规律的生长。
有羽毛植入皮肤的部位称为羽区。
没有羽毛植入皮肤的部位称为裸区，其中包括羽区之间的裸区和羽区内的裸区。
裸区的存在便于禽体在运动时皮肤的活动和肌肉收缩。
羽区和裸区的分布形状和大小是鸟类分类学上的一个依据。
　　3.羽肌羽肌有3种类型，即竖肌、降肌和缩肌，起着竖羽的作用。
在羽区和裸区分布稍有差异。
羽区的羽肌束较长，主要位于真皮的致密层。
竖肌和降肌的肌束在相邻的羽束之间呈对角线分布，即肌束的一端附着于羽根的末端，另一端附着于
另一羽根的颈部。
因此，竖肌和降肌呈X状交叉排列。
在每个羽根的四壁都有这两束肌束附着，导致在羽根之间羽肌排列成近似四边形的网格。
羽肌并不直接附着于羽根的外表面，而是通过弹性纤维腱插入肌束与羽根之间：缩肌的附着点是在羽
根与其皮层的同一平面处，它的作用是使羽根相互接近。
纤羽无羽肌。
　　（二）皮肤的衍生物　　1.羽毛羽毛是禽类皮肤特有的衍生物，覆盖于全身。
它不仅对飞翔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保温作用。
　　根据羽毛形态，主要可分为被羽、绒羽和纤羽。
　　（1）被羽又称正羽或翼，覆盖于体表的绝大部分。
它是形成禽体外形的基础，构成了流线型轮廓，故又称为廓羽。
翼部的翼羽、尾部的尾羽（舵羽）及覆盖在头、颈、躯干的羽毛，都是被羽。
它在防止机械伤害和体热散失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绒羽绒羽只有短而细的羽茎，柔软蓬松的长羽枝直接从羽根发出，呈放射状，分出的小羽
枝无小钩。
绒羽由被羽覆盖，密生于皮肤表面，外表见不到。
刚孵出的雏禽羽类似绒羽。
绒羽构成隔热层，起保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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