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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诊断以前必须先了解清楚家畜的形态

结构，这是做出临床诊断的基础，只有充分了解所

要检查家畜的形态结构，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家

畜的血管、肌肉、骨骼、神经、内脏、肢体等器官各自

分工，维持着家畜正常的生理活动。不同品种、年

龄、体况等都有微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会导致

诊断的错误，而诊断错误则会导致家畜伤残甚至死

亡，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只有在临床过程中不断

学习，掌握基本的临床诊断方法，积累经验才能保

证诊断的准确性。

1 问 诊

问诊，就是询问畜主、饲养人员家畜在发病前

的饮食、使役等方面的情况，以帮助疾病的诊断，一

般问诊是在进行具体检查前进行的。问诊的内容主

要包括对现在史、既往史、日常的饲养、管理、使役

及利用方面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

2 视 诊

用肉眼观察或利用机械观察家畜全身或局部

的异常表现来诊断疾病的一种方法。用肉眼观察为

直接视诊，采用各种机械（胃镜、肠镜、腹腔镜等）的

检查为间接视诊。对单个家畜进行视诊时，首先要

整体观察，从前到后，从左到右，围绕观察一圈看其

整体状态。若有异常，再接近家畜，对表现异常的部

位进行仔细检查。对有些病畜还需要进行行走检

查，以观察其运步状态。

3 触 诊

用手掌、手指、拳头或借助机械，对需要检查的家

畜器官进行触压、感觉，以发现和判断疾病部位的大

小、形态、硬度、温度、移动等情况，即为触诊。触诊时

柔软而有弹性，有气体向周围组织窜动的感觉，见于

组织间气体的集聚，如皮下气肿，恶性水肿等。

4 叩 诊

叩诊就是根据叩击家畜机体体表时发出的声

音的特点来判断被叩击部位或器官有无病理变化

的一种检查方法，主要用于肺和心的检查。

4.1 叩诊的分类

按是否直接叩击到家畜机体体表，将其分为直

接叩诊和间接叩诊 2种方法。直接叩诊法：用弯曲的
手指直接叩击家畜的体表。间接叩诊法：有指叩诊和

槌板叩诊 2种，主要用于家畜内脏器官的检查。
4.2 动物的叩诊音

叩诊音由被叩击的家畜器官组织的性质所决

定，其声音的强弱、长短、高低由叩击组织和器官的

振动幅度的大小、频率和时间所决定。根据组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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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是否含有气体力、含气体量的多少，分为清音、过

清音、浊音、鼓音等。

5 听 诊

听诊是借助听诊器或直接用耳朵听取家畜内

脏器官活动过程中发出的自然或病理性的声音，根

据声音的性质特点判断其有无病理变化的一种方

法。主要用于心、肺、肠的检查。

6 嗅 诊

用嗅觉发现、辨别家畜呼吸出气、口腔排泄物

和一些病理性分泌物的气味的一种方法。嗅诊只对

某些疾病具有诊断意义，呼出气体和鼻液有特殊腐

败气味时，可能呼吸道及内脏有坏疽性病变；皮肤

和汗腺发出尿臭味时，有可能有尿毒症疾病等。

7 一般的临床检查事项

7.1 精神状态的检查

通过观察家畜颜面部的表情，眼、耳、尾的动

作，身体的姿势及鸣叫踢痒等各种防卫性的反应来

判断其身体状况。健康畜禽表现为姿势自然、两眼

有神、反应灵敏、动作敏捷。一旦患病后，就会出现

精神异常，可表现为兴奋或抑制。前者表现狂躁不

安，对外界刺激反应强烈，主要见于脑炎、脑膜炎、

日照病、热射病及某些中毒；后者表现为头低、耳

耷、眼睛半闭，站立不动或多卧少立，反应迟钝。

7.2 姿势和步态的检查

健康家畜各有独特的站立和行走姿势，患病后

会出现一些异常姿势，临床常见有全身僵直、站立

不稳、强迫站立、运步异常等。

7.3 三大生理常数的检查

1）体温的测定部位及病理变化。测家畜体温一
般测其直肠温度，将温度计中的水银柱置 35 益以

下，用酒精棉球对温度计进行消毒并涂上润滑剂。

一手抓起家畜的尾巴，另一只手将温度计缓慢旋入

直肠内，然后放下尾巴，将体温计上的夹子夹在被

毛上，过 3耀5 min后，取出体温计，观察读数即可。
牛的正常体温为 37.5耀38.5 益，羊的体温为 38.5耀
40.5 益，猪的体温为 38.5耀39.5 益，犬的体温为
37.5耀38.5 益。根据温度升高的程度将发热分为微
热、中热、高热、极高热，根据发热的热型曲线将发

热分为稽留热、弛张热、间歇热、不定型热。

2）呼吸数的测定方法及正常的动物呼吸数。淤
呼吸数的测定方法：一手放在动物的鼻孔，通过视

诊和触诊，根据胸腹壁的起伏、呼出的气流来判断

动物的呼吸数。于动物每分钟正常的呼吸数：马的
正常呼吸数为 8耀16次，牛的正常呼吸数为 10耀30
次，羊的正常呼吸数为 10耀25次，猪的正常呼吸数
为 15耀30次，狗的正常呼吸数为 10耀30次。

3）脉搏数的测定方法及健康动物的脉搏数。淤
脉搏数的测定方法：马测颌外动脉，牛测尾动脉，羊

测股内动脉。于动物每分钟正常的脉搏数：马的脉
搏数为 26耀42次，牛的脉博数为 40耀80 次，猪的脉
搏数为 60耀80次，羊的脉搏数为 70耀84次。根据脉
搏跳动的强弱可将脉搏分为浮脉和沉脉、迟脉和数

脉、虚脉和实脉。

4）浅表淋巴结的检查。主要检查下额淋巴结，咽
淋巴结、肩前淋巴结、股前淋巴结、腹股沟淋巴结、乳

房淋巴结等。检查时主要通过触诊的方法，必要时也

可进行穿刺。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淋巴结的大小、温

度、硬度、敏感性、波动性以及移动性。正常淋巴结其

形状、大小因畜种及所在部位而异。正常淋巴结如蚕

豆、豌豆粒大小，无疼痛感。病理情况下的淋巴结会

肿大、变硬，触摸时家畜会表现出疼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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