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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历来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畜牧业发展
的方针政策，调整生产关系，改革流通体制，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科技投人等，使畜牧业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快速发展。
1999年末存栏生猪43109．8万头，是1978年的1．8倍，占世界生猪存栏的47％。
存栏牛12698．3万头，是1978年的1．6倍，占世界总量的8．4％。
存栏羊27925．8万只，是1978年的1．6倍，占世界总量的15．7％。
存栏家禽417047．7万只，是1978年的5．3倍，占世界总量的30％。
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给我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
　　第一，畜产品总量快速增加，一跃成为世界畜牧业生产大国。
1999年肉类总产量达到5949万吨，其中猪肉4006万吨；禽蛋2135万吨，奶类780万吨。
肉类是改革开放初期的7倍，禽蛋11倍，奶类8．6倍。
肉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7％，其中猪肉占48％，禽蛋占41％，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肉、蛋生产大国。
　　第二，人均占有畜产品的量大幅度增加，丰富了市场供应。
1999年人均占有肉类47千克，禽蛋7千克，奶类6千克，分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5．3倍，8．5倍，6倍。
人均占有肉类超过世界平均水平9千克，人均占有禽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
　　第三，畜牧业已由家庭副业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产业，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31％，比改革开放初期增加17个百分点。
畜牧业在农民的经济收入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大，已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
当前，畜牧业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在教育部教科所和中国农业
大学教务处及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的组织下，我们为广大农村初级中学编写了这本《畜牧兽医基础》
教材，旨在使学生达到九年义务教育要求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一定的现代养殖技术教育，既为学生升
学奠定一定的基础，又为学生将来从事畜牧养殖生产、经营，创造一定的条件，以利于适应农村经济
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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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1个单元，26课。
主要介绍的是畜牧养殖及兽医疾病防治的基础知识，即“总论”。
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具体的养殖技术及疾病防治，即“各论”。
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因人需求进行选课。
　　本书在写作上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适合初中农业专业学生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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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消毒　第22课　药物预防第10单元　兽医常用治疗技术　第23课　药物及其分类　第24课　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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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单元　畜禽解剖生理特点　　第1课　循环系统　　你见过给动物打针治病吗?比如猪口腔扁桃
体发炎时，兽医给病猪的臀部打针治疗。
这些药物是怎样到达炎症部位的呢?这是靠循环系统的运输机能实现的。
　　循环系统是畜禽体内封闭的管道系统。
由于管道内所含体液不同，可分为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2部分。
　　心血管系统由心脏、血管和流动于其中的血液组成（图1—1），其主要机能是运输、保护机体和
调节体温等。
　　心脏位于胸腔内左、右肺之间，略偏左侧，与第3。
至6肋间隙相对，呈倒圆锥形（图1—2），上部大，称心基，与大血管相连；下部小，称心尖。
心表面有—冠状沟，将心脏分为背侧的心房和腹侧的心室。
心脏内腔由房中隔和室中隔分为左、右心房和左、右心室。
同侧的心房和心室经各自房室口相通。
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动力器官，左、右心房分别接肺静脉和前、后腔静脉，左、右心室分别接主动脉和
肺动脉。
在心腔内的各个通口上都有心瓣膜，以保证血液按静脉—心房—心室—动脉的方向流动。
　　心脏在神经系统的控制下，有节律性地收缩和舒张。
正常动物安静时每分钟的心跳次数称为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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