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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动物药理是兽医、兽药和畜牧兽医等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是动物疫病、动物普通病等专业课程
的重要基础。
该课程要求学生掌握药物在动物临床疾病防治中合理应用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教材是实现课堂教育目标的主要载体，是教学的基本依据，实用、高质量的教材是培养高技能优
秀人才的基本保证。
本教材组织了国内十多家高职高专院校动物药理授课一线的教师，在领会《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教材依据先进的科学观点和行业规范，吸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及其配套丛书《兽药使用
指南》以及《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应试指南》的核心内容和新内容，突出重点和难点；为突出实践教学
环节，每章选取相应的用药案例分析，既可作为教学的案例，也能加深学生对药物应用的理解；力求
解决专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学校教材内容相对稳定、教学时间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形成较为实用的
高职高专教材。
　　本教材适用于高职高专畜牧兽医、兽医、兽药及相关专业的师生使用，各院校可根据教学大纲或
课程标准的要求，灵活选取教材内容；本教材也可供成人教育大专、农业职业中专、农业广播学校等
相关专业的师生使用，还可作为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广大养殖户和兽药行政监管人员等的参考书籍。
　　由于编者专业水平与兽医临床经验有限，书中的欠缺与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广大师生与专业人员
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的修改建议，以便再版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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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四篇，主要内容包括兽药管理，兽药基础，抗微生物药物，抗寄生虫药物，作用于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泌尿生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以及外周神经系统的药物，调节新陈代谢的
药物，抗组胺、解热镇痛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类的药物，解毒药，中草药的药理与常用方剂；动物药理
实验实训项目、动物药理教学实习项目。
本书在编写中收入了兽医临床中近年来常用的一些新药与新制剂，每章附有用药案例分析，可供教学
导入和学生临床用药借鉴。
书后附有兽药管理和其他相关资料，以供临床用药参考和知识拓展。
    本书除了适用于高职高专畜牧兽医、兽医、兽药相关专业的师生使用外，也可用于成教、农业职教
、农业广播学校等相关专业的师生使用。
本书对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广大养殖户和兽药行政监管人员等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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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不良反应　　①副作用。
在常用治疗剂量时产生的与治疗无关的作用或危害不大的不良反应称副作用。
副作用产生的原因是药物的选择性低，作用范围广。
如链霉素引起的肌麻痹可用钙制剂予以纠正。
药物的副作用和治疗作用伴随治疗的目的不同而转化。
如阿托品的平滑肌松弛作用治疗腹痛，出现口干等副作用。
然而全身麻醉时，又选用阿托品的抑制分泌作用为治疗作用，而松弛平滑肌引起的腹气胀或尿潴留则
成为副作用。
副作用是可预知的，往往很难避免，临床用药时可以设法纠正。
　　②毒性反应。
用药剂量过大或时间过长对机体功能、形态产生损害，称为毒性反应。
主要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及循环系统以及肝、肾功能等方面的功能性或器质性的损
害。
从毒性发生的时间上看，用药后在短时间内或突然发生的称为急性毒性反应，主要是用药量过大引起
，如敌百虫片剂用于犬驱虫，量过大易发生急性中毒；长期反复用药，因蓄积而逐渐发生的称为慢性
毒性反应，主要是由于用药时间过长，如链霉素的耳、肾毒性。
另外，部分药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等特殊毒性反应，如阿苯达唑对早期妊娠的绵羊有致畸和胚
胎毒性作用。
　　③变态反应（过敏反应）。
机体接触某些半抗原性、低分子物质如抗生素、磺胺类、碘等，与体内细胞蛋白质结合成完全抗原，
产生抗体，当再次用药时即出现抗原一抗体反应。
表现为皮疹、支气管哮喘、血清病综合征，甚至过敏性休克。
这种反应和药物剂量无关。
如青霉素、链霉素、普鲁卡因等易发生过敏性反应。
临床上采取防治措施通常是用药前对易引起过敏的药物先进行过敏试验，在用药后出现过敏症状时，
根据情况可用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类药、肾上腺素和葡萄糖酸钙等抢救。
　　④后遗效应。
后遗效应指停药后血药浓度已降至阈值以下时残存的药理效应。
如长期用糖皮质激素导致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
一般情况下是不利的效应，但对于抗菌药则为有利方面。
当抗菌药物与细菌接触一定时间后，药物浓度逐渐下降，低于最小抑菌浓度或药物全部排除后，仍然
对细菌的生长繁殖继续有抑制作用称抗菌后效应（post antibiotic effect，PAE）。
如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和氟喹诺酮类抗菌药有较长的抗菌药后效应。
　　⑤继发性反应（又称治疗矛盾或二重感染）。
属于药物治疗作用引起的不良后果。
如成年草食动物长期应用广谱的四环素类药物时，对药物敏感的菌株受到抑制，菌群间相对平衡受到
破坏，以致一些不敏感的细菌或抗药的细菌如真菌、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大量繁殖，可引起中毒性
胃肠炎和全身感染。
这种继发性感染特称为“二重感染”。
　　⑥特异质反应。
少数特异质病畜对某些药物特别敏感，导致产生与药物本身药理作用无关的损害反应。
该反应和先天遗传有关，大多是由于动物体缺乏某些酶，是药物在体内代谢受阻所致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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