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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高家庭农场发展活力和“造血”能力

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其

生猪养殖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逐年稳步提高，但

也暴露出自主生产经营活力缺乏，对政府和牵头

合作社依赖度较高，在基础设施和微小设备维护

保养上缺乏主动性，对自身生产水平和职业农民

素养的提高上缺乏热情。究其原因，可能与目前

家庭农场退出机制单一（基本都是年龄到期自然

退出）、缺乏竞争和流动机制有关。在今后的家庭

农场建设和管理上，应当逐渐加以完善，探索减

少和降低直接经济上的政策性扶持措施，通过其

内部管理水平和生猪养殖水平、水稻种植水平等

的不断提高，促进家庭农场自身“造血”能力提

高，发挥种养结合家庭农场产业优势和整体活

力。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兽医常规检验技术及临床意义，是兽医临床诊断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在定

程度上有助于确定诊断结果，并分别列举了粪便检验、尿液检验和血液检验在兽医临床诊断中的具体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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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常规检验是兽医工作的重点，能够及时、

准确地对生病的动物进行诊断，可以为动物的治疗

明确方向，留出充裕的治疗时间。兽医常规检验就

是为动物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预后等提供信息

和依据，但是，往往被临床兽医忽视。

1 常规检验技术

1.1 血液检验

1）血沉测定（红细胞沉降速率）。主要有 2种方

法：魏（Westergren）氏法“六五”型血沉管法和魏

（Westergren）氏法。

2）血红蛋白含量测定。原理是根据红细胞遇酸

溶解（褐色的酸性血红素）稀释后，与标准色柱比

色，所求得的血红蛋白含量。

3）红细胞计数。将血液稀释后，用显微镜计算并

换算为每立方毫米血液内的含量，就是红细胞计数。

4）白细胞分类计数。白细胞计数分类是指按白

细胞形态学特征进行分类计数，机体血液中主要有

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和

嗜碱性粒细胞 5种白细胞，每种白细胞都有它特定

的功能，只要 1种白细胞的数量发生变化，都会影

响血液中白细胞发生分布变异。

5）红细胞压积容量测定。红细胞压积容量（简

称比容或 P.C.V.），将抗凝血装入特制的玻璃管中，

同时计算占全血的百分比。

6）血小板的计数。在血细胞计数，同时求出每

微升血液中血小板数，就是血小板的计数。

7）血液生化检测。主要检验胆固醇、白蛋白、总

蛋白、电解质、血钙、血铁血糖和肝、肾功能等。

1.2 尿液检验

尿液检验分物理检查、化学检查。物理检查包

括颜色、pH测定、透明度和沉渣等；化学检查包括

蛋白质、葡萄糖、血红蛋白和酮体的检验等。

1.3 粪便检验

主要是酸碱度、潜血和寄生虫检验。

2 兽医的临床意义

2.1 血液检验

1）血沉测定（红细胞沉降速率）。血沉加快见于

各种类型的发热病、贫血、重度溶血性疾病和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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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及广泛性炎症时，如猪瘟和马传染性贫

血等；血沉减慢见于严重脱水（大出汗、多尿、剧烈

腹泻，如胃肠炎、破伤风、肠变位、传染性脑脊髓炎

和马骡的某些腹痛、破伤风等。

2）血红蛋白含量测定。脱水、腹泻、水肿的疾病

原因引起的血液浓缩形成，引起血红蛋白增多。如腹

泻、呕吐、大出汗及某些中毒等；各型贫血引起血红

蛋白降低，如牛结核、牛及羊的肝片形吸虫病、牛血

红蛋白尿病、梨形虫病、仔猪蛔虫病及仔猪贫血等。

3）红细胞计数。红细胞减少、白细胞增多，白血

病、贫血及多数细菌性感染的炎症等引起红细胞减

少、白细胞增多，如鸡白血病、结核、猪丹毒、猪肺疫、

马腺疫、马鼻疽和肺炎、胸膜炎、腹膜炎等；病毒性传

染病引起红细胞增多、白细胞减少，如猪瘟、流感等。

4）白细胞分类计数。一是白细胞总量减少由病

毒性疾病引起；二是急性传染病初期和各种炎症感

染引起白细胞总量增加；三是细菌性传染病初期，

如猪肺疫、牛出血性败血病和马腺疫等引起嗜中性

白细胞增多；四是湿疹、过敏性疾病及寄生虫病等

引起嗜酸性白细胞增多；五是慢性传染病，如结核、

鼻疽和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引起淋巴细胞增多；六是

败血性疾病和梨形虫病及李氏杆菌病等引起单核

细胞增多。一是病毒性传染病或药物中毒引起嗜中

性白细胞减少；二是败血症、病毒病时引起嗜酸性

白细胞减少，当显著减少时常提示预后不良；三是

急性传染病初期引起淋巴细胞减少，多为嗜中性白

细胞增多而造成的相对性变化。

5）红细胞压积容量测定。红细胞压积容量增

加，是脱水程度的判断依据，比容超过 60%，说明血

液高度浓稠，确定输液量多少的依据，如胃肠炎、肠

便秘等。比容减少是红细胞减少引起的。

6）血小板的计数。增多见于兴奋、剧烈运动、手

术、外伤、骨折、肿瘤、骨髓增殖综合症、慢性粒细胞

血红病和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炎症和传染性疾病等

通常与减少有关，如血小板生成障碍，血液被稀释。

7）血液生化检测。用于诊断肾、肝病、糖尿病及

电解质紊乱，尤其对营养代谢病的诊断治疗及各种

疾病预后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2.2 尿液检验

临床有尿频、尿淋漓、尿血、尿混浊、尿量突然

增多或减少，必须进行尿液检验。

2.3 粪便检验

一是酸碱度检验；二是潜血检验，胃肠道的出

血性疾病，牛黏膜病、犬细小病毒性肠炎及犬钩虫

病等引起粪便潜血阳性；三是寄生虫卵的检验，是

确诊寄生虫病的重要手段。

3 讨 论

1）血液的循环在神经 -体液的调节下，机体成

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机体无论产生局部的、器

质性、全身性或功能性的疾病，都会影响血液各种

成分和比例的改变，这种改变可在血液常规检验中

反映出来。血液常规检验日常应用，也是动物医学

一大进步，不仅提高了临床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

量，而且为临床诊断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临床工作中最常用的实验检查项目，主要包

括血常规检查、尿液检验、粪便检验等项目检查。对

于指导临床了解病情、明确诊断具有现实意义。

3）兽医临床工作者应该重视常规检查工作，以

利于提高诊治水平。可以说常规检查技术是指导兽

医临床诊断工作的，因此，兽医人员在临床工作中

要应用常规检查，从而准确、快速地对动物疾病进

行确诊。

综上所述，在兽医临床诊断过程中，常规检查

能有效提升动物医疗水平，提高对疫病疫情的预防

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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