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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个养兔大国。
由于养兔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饲料来源丰富，不仅适合规模化养殖，一般农户都可以饲养。
因此，养兔生产在发展效益农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养兔业的发展，疫病的危害日益严重。
目前危害严重的主要疫病有兔病毒性出血症、巴氏杆菌病、波氏杆菌病、魏氏梭菌病、大肠杆菌病、
葡萄球菌病、球虫病、疥螨病、皮肤真菌病等，养兔场每年因疾病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极大地挫伤
了养兔人员对发展养兔业的积极性。
　　迅速准确的诊断是防治疾病的前提。
只有准确的诊断，才能实施有效的防治措施，尤其是对于一些传染病来讲，只有确诊得越早，及时采
取正确的控制措施，损失才能降低到最小程度。
许多疾病在临床上都有很多相似的症状出现，给疾病的诊断带来很大的困难。
为此，我们编写了《兔病鉴别诊断与防治》一书。
力求对一些症状相似的疾病在临床症状、病理变化等方面加以区别，以期能够在目前的诊断水平上，
尽早做出正确的诊断，减少疾病带来的损失，提高疾病的预防与控制水平。
　　由于时间仓促及编著者的业务水平有限，书中不足、疏漏在所难免。
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及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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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鲍国连研究员主编。
内容包括兔病诊断的基本方法及防治的基本措施，家兔传染病、寄生虫病、普通病和中毒病的鉴别诊
断与防治。
为突出类症鉴别诊断这一主要内容，书中仅介绍了那些在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方面有鉴别点的疾病，
对那些在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方面鉴别内容极少的，则不做介绍。
本书可供养兔场员工、养兔户、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和农业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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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及时治疗病兔，既能减少死亡，降低经济损失，又可控制传染病的蔓延。
治疗前先进行确诊，搞清楚是什么病后，再对症用药，这样就会收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浪费
，避免延误治疗时机。
　　（五）检疫　　引进种兔时应隔离观察30天，确认健康后才允许混群饲养和配种。
有传染病发生的兔场不准出售种兔，待最后一个病例康复或扑杀后30天不再出现新病例时才可出售种
兔。
发现疫病时应及时送有关单位进行检验诊断，尽快查明病因，以便采取有效的防制措施。
　　（六）隔离病兔　　发生传染病时应将病兔、可疑病兔与键康兔分群隔离饲养，及时控制和消灭
传染源，以中止传染病的流行，达到控制或扑灭传染病的目的。
　　（七）及时处理病死兔及其粪便　　病死兔是疫病的主要传染来源。
因此，死兔应在离兔舍较远的地方进行剖检，然后挖坑深埋或焚烧。
接触过病兔的用具、工作人员的手和衣服都应进行消毒。
不少疫病可通过粪尿及被排泄物污染的饲料、饮水和用具等进行传播，所以要对粪便进行堆积发酵处
理，以消灭病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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