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病理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动物病理是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通过学习疾病概论、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细胞和组织的损伤、适应与

修复、水肿、脱水、酸中毒、缺氧、发热、黄疸、炎症、肿瘤、器官病理、

动物病理诊断技术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等内容，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基

本规律以及发病机理、器官常见病理变化及其规律。使学生具有运用动物

病理知识，为临床诊断、防疫检疫提供依据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本课程以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生物化学等课程的理论和技能为基础，

并为学习动物药理、兽医临床诊疗技术、动物传染病诊断技术、动物寄生

虫病诊断技术、动物性产品检疫检验等课程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素质目标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政治素养和法律意识；

2．具有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服务三农的责任

意识和使命意识；

3．具有良好的团结协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继续学习的能力；

4．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能正确认识疾病，分析疾病，并能采取正确

的处置；

5．具有环保意识、安全意识，能正确处理患病动物及尸体。

（二）知识目标

1．掌握疾病的基本概念；

2．掌握疾病的发生原因及发生发展规律；



3．理解疾病的发生机理；

4．熟悉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细胞和组织的损伤、适应与修复、水肿、

脱水、黄疸、炎症、肿瘤等器官的常见大体病变；

5．掌握充血、出血、水肿、萎缩、变性、坏死、肉芽组织、瘢痕形成、

炎症、肿瘤等器官组织的基本组织学病变特点；

6．了解器官常见病变的发生规律；

7．了解动物尸体剖检的意义、方法及注意事项。

（三）能力目标

1．能识别疾病的基本病理过程并会分析其发生发展规律；

2．能正确识别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细胞和组织的损伤、适应与修复、

水肿、脱水、黄疸、炎症、肿瘤等器官常见的大体病变；

3．能正确识别充血、出血、水肿、萎缩、细胞肿胀、脂肪变性、坏死、

肉芽组织、瘢痕形成、炎症、肿瘤等病理过程的基本组织学病变特点；

4．能初步分析器官病变的发生规律；

5．能按照尸体剖检的注意事项、方法、步骤，独立进行常见动物的尸

体剖检，并能综合分析病变，对疾病做出初步诊断；

6．会填写尸体剖检记录和尸体剖检报告单；

7．能根据病理组织学材料的采取要求，合理选取、固定和寄送病理组

织学材料；

8．能正确处理、运送动物尸体。

三、参考学时

建议 64学时。

四、课程学分

4 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1
动物病理

绪论

1.了解动物病理的学习内容和任务；

2.掌握动物病理的研究材料和研究方

法。

1.多媒体辅助教学；

2.课堂讨论：动物病理知识对动

物防疫检疫技术的意义。

2

2 疾病概论

1.掌握疾病的概念、病因；

2.了解疾病发生发展过程；

3.掌握疾病的经过和转归；

4.能分析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1.多媒体辅助教学；

2.案例分析，结合畜禽常见病

（如猪瘟等）分析讨论疾病的发

生发展规律；

3.实训室：畜体抗损伤的保护性

反应。

6

3
水肿、脱

水、酸中毒

1. 掌握水肿、脱水、酸中毒的概念；

2.了解脱水、酸中毒的原因及类型及对

机体的影响；

3.能识别皮肤、肺脏、胃肠水肿的眼观

和镜检病变；

4.会分析水肿、脱水、酸中毒发生机理

及规律。

1.多媒体辅助教学；

2.用显微镜观察水肿病理切片；

3.实训：仔猪水肿病、鸡传染性

法氏囊病等的病变观察。 6

4 缺氧

1.掌握缺氧的概念；

2.了解缺氧的原因、类型；

3.掌握缺氧时机体代谢和功能的变化；

4.能正确观察和分析缺氧的临床表现。

1.多媒体辅助教学；

2.案例分析，心脏、胸肺部疾患

等所致的缺氧；

3.课堂讨论：缺氧的常见原因与

类型。

2

5 发热

1.掌握发热的概念、机理；

2.了解发热的发展经过及热型；

3.掌握发热时机体机能代谢的变化；

4.能正确处置发热动物。

1.多媒体辅助教学；

2.案例分析，猪瘟、犬瘟热等的

发热原因、机理及处置原则；

3.课堂活动：用体温计测畜体温

判断是否发热。

4

6 黄疸

1.掌握黄疸的概念、分类及其原因、各

型黄疸的病理变化特征；

2.了解胆红素体内代谢过程及各类型黄

疸的发生机理；

3.能正确识别黄疸并分析发生原因。

1.多媒体辅助教学；

2.课堂讨论：犬肝炎等所致黄疸

的原因、类型；

3.实训：犬、猫、牛等动物黄疸

病变观察。

2

7

细胞和组

织损伤与

修复

1.了解肥大、增生、化生的概念；

2.掌握萎缩、变性、坏死、坏疽、溃疡、

糜烂和机化的概念；

3.掌握细胞肿胀、脂肪变性、坏死的原

因、类型和病理变化；

4.掌握再生、肉芽组织、创伤愈合的概

念；

5.掌握肉芽组织的结构和功能；

6.能识别萎缩、变性、坏死、肥大、增

生和化生等病理变化。

1.多媒体辅助教学；

2.用显微镜观察损伤与修复组

织切片；

3.实训：猪的剖检及病理分析；

4.课堂讨论“肉芽组织的生成”、

“手术后拆线时间的确定”。
10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8
局部血液

循环障碍

1.掌握局部血循障碍基本概念；

2.了解血栓形成的条件；

3.了解栓子的运行途径、栓塞的种类和

对机体的影响；

4.能识别充血、淤血、出血、贫血、血

栓、梗死的眼观和镜检病变；

5.会识别血栓与死后凝血；

6.会分析充血、淤血、出血、贫血发生

发展规律。

1.多媒体辅助教学；

2.用显微镜观察充血、出血等组

织切片；

3.实训：充血、出血、贫血等病

料、标本观察；

4.实训：猪瘟、猪丹毒、鸡新城

疫、禽流感等败血性疾病的病变

观察；

5.实训：鸡的剖检及病理分析

（出血性病例）。

12

9 炎症

1.掌握炎症的概念；

2.了解炎症的原因和炎症介质；

3.掌握炎症局部表现和全身反应；

4.掌握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类型；

5.掌握败血症的概念和病理变化；

6.能识别变质性炎、渗出性炎、增生性

炎的眼观和镜检变化。

1.多媒体辅助教学；

2.用显微镜观察炎症组织切片；

3.实训：炎症标本、病料观察；

4.实训：鸡大肠杆菌病、鸭传染

性浆膜炎、慢性猪瘟扣状肿等的

病变观察。

10

10 肿瘤

1.掌握肿瘤、癌、肉瘤的概念；

2.掌握肿瘤的命名及良性肿瘤与恶性肿

瘤的区别；

3.了解肿瘤的一般生物学特性、肿瘤的

生长与扩散；

4.了解动物常见肿瘤及肿瘤的病因学和

发病学；

5.能认识动物常见肿瘤并初步分析发生

原因、发生发展机理及规律。

1.多媒体辅助教学；

2.实训：用显微镜观察肿瘤组织

切片；

3.实训：肿瘤的料、图片、标本

观察。 6

11
动物尸体

剖检

1.掌握剖检前准备工作、剖检注意事项、

尸体常见变化；

2.掌握尸体剖检记录、报告的编写格式

和内容；

3.掌握各种病理材料的采取、包装、保

存、运输方法和注意事项；

4.了解剖检后的尸体处理方法；

5.会剖检病、死动物；

6.能正确编写剖检记录和填写病理剖检

报告。

1.实训：鸡的尸体剖检；

2.实训：病料的采取、贮存、运

输示范；

3.编写病理剖检报告单。

4

六、教学建议

（一）教学方法

1．立足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融“做学



教”为一体，坚持做中学、做中教，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2．实施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科

学设计教学活动，符合学生能力水平和教学需要，引导学生想学、乐学、

会学。

3．教学过程中要采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多种教学方

法，充分利用集体讲解、小组讨论、示范演示、答疑指导、分组训练等教

学形式，采取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等教学模式，

从学生实际出发，因材施教。

4．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配合实物

教学、多媒体教学、数字化教学资源等手段，创设真实的工作情境进行实

践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二）评价方法

1．采用多元化、多层次的学习质量评价体系。坚持过程性评价和终结

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点评相结合的方式，

对学生从素质、知识、能力三个维度实施多元化考核评价。

2．评价体系既要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技能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

又要关注学生规范操作、安全文明操作等良好习惯的养成，以及节约能源、

节省材料与爱护工具设备、保护环境等意识与观念的形成。

3．评价过程既要考察学生的学习成果，也要考察学生的组织性、纪律

性、团结协作精神、沟通表达能力、对完成任务的责任感、创新精神等。

4． 加大过程考核、实践技能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注重

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测、评价及反馈。

（三）教学条件

1．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配合图片、模型、标本、实物等，增强



教学直观性和灵活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2．加强教学资源库和精品课程建设，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满足课程教

学需要。

3．建设校内外实验实训基地，满足学生实验实训、职业技能鉴定、顶

岗实习等需要，实现教学做一体化、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一体化。

（四）教材选编

1．依据本课程教学标准编写教材或选用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等的高质量教材，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

2．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3．建议每 3 年修订 1次教材，随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情况及时动

态更新。

4．教材要图文并茂，引入生产案例，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语言表达

要求文字平实、精炼、准确、科学。

5． 鼓励开发数字化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