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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职业标准体系，为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

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共同组织专家，制定了《动

物疫病防治员国家职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标准》已经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农业部批准，自 2009年 7月 26 日正式施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为依据，以客观反映本

职业现阶段的水平和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为目标，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科技进步

和产业结构变化对本职业影响的基础上，对职业的活动范围、工作内容、技能要

求和知识水平做出明确的规定。 

二、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技术规程》的要求，《标准》在体例上力求规

范，在内容上尽可能体现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技能为核心的原则。同时，

尽量做到可根据科技发展进步的需要适当进行调整，使之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一

定的灵活性，以适应培训、鉴定和就业的实际需要。 

三、本职业分为三个等级，《标准》的内容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

要求和比重表四个方面。 

四、参加《标准》修订的人员有：刘素英、佘锐萍、高琳、明智勇、孙钢、

陈静、周科、郭秀侠、徐小国、兰邹然、刘天龙、李睿文、丁叶、岳卓、袁蕾磊、

尤华。参加审定的主要人员有：向朝阳、崔鹏伟、陈 蕾、杜  旭、李  雪、莫

广刚。  

五、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

江西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动物卫生

监督所、陕西省畜牧技术培训中心等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动物疫病防治员。 

1.2 职业定义 

从事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人员。 

1.3 职业等级 

本职业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家

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1.4 职业环境 

室内、室外、常温。 

1.5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和计算能力；嗅觉和触觉灵敏；手指、手臂灵活，动作

协调。 

1.6 基本文化程度 

初中毕业。 

1.7 培训要求 

1.7.1 培训期限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晋级培训期限：

初级不少于 150 标准学时；中级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高级不少于 90 标准学

时。 

1.7.2 培训教师 

培训初级人员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中级人员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1年以

上或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高级人员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

职业资格证书 2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1.7.3 培训场地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场地应有能满足教学需要的标准教室；专业技能培训场所应

有相关仪器设备与材料。 

1.8 鉴定要求 



 

1.8.1 适用对象 

从事或准备从事本职业的人员。 

1.8.2 申报条件 

——初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 2年以上。 

——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

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7年以上。 

（4）取得经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

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３年以上，经

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５年以上。 

（3）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1.8.3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等方式，技

能操作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模拟和口试等方式。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

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1.8.4 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15，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 名考评

人员；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为 1:5，且不少于 3名考评员。 

1.8.5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120min。技能操作考核：初级、中级不少于 60min，

高级不少于 90min。 



 

1.8.6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应为具有实验动物、实验器材

及实验设备的场所。综合评审应在具有多媒体设备的会议室。 

 

 

  



 

2.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爱岗敬业，有为祖国畜牧业健康发展努力工作的奉献精神 

（2）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理论知识和操作能力 

（3）工作积极，热情主动 

（4）遵纪守法，不谋私利 

2.2  专业基础知识 

2.2.1畜禽解剖生理基础知识 

（1）畜体的组织结构 

（2）消化系统 

（3）呼吸系统 

（4）循环系统 

（5）泌尿系统 

（6）生殖系统 

（7）运动系统 

（8）神经系统 

（9）内分泌系统 

（10）感觉器官与被皮系统 

（11）家禽的解剖与生理特征 

2.2.2动物病理学基础知识 

（1）动物疾病的概念特征 

（2）动物疾病发生的原因 

（3）动物疾病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 

（4）动物常见的局部病理变化 

2.2.3兽医微生物与免疫学基础知识 

（1）兽医微生物学基础知识 

（2）动物免疫学基础知识 



 

2.2.4动物传染病防治基础知识 

（1）感染和传染病的概念 

（2）感染的类型 

（3）传染病病程的发展阶段 

（4）传染病流行过程的基本环节 

（5）疫源地和自然疫源地 

（6）流行过程的表现形式及其特性 

（7）影响流行过程的因素 

（8）动物传染病防治措施 

2.2.5动物寄生虫病防治基础知识 

（1）寄生虫的概念 

（2）宿主的概念与类型 

（3）寄生虫病的流行与危害 

（4）寄生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2.2.6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基础知识 

（1）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定义和分类 

（2）人畜共患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特征 

（3）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防治原则 

2.2.7常用兽药基础知识 

（1）兽药的概念 

（2）药物的作用 

（3）合理用药 

（4）常用兽药 

（5）兽用生物制品 

2.2.8动物卫生防疫基础知识 

（1）动物饲养场选择、建筑布局的防疫条件要求 

（2）饲料与饲养卫生 

（3）饮水、环境、人员卫生 

（4）用具车辆消毒 



 

2.2.9畜禽标识识别及佩带 

（1）牲畜耳标的样式 

（2）牲畜耳标的佩带、回收与销毁 

2.2.10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知识。 

（2）《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的相关知识 

（3）《兽药管理条例》的相关知识 

（4）《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的相关知识 



 

3.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技能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初级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动物保

定 

 

（一）猪的保

定 

1.能用提起保定法保定猪 

2.能用倒卧保定法保定猪 

1.提起保定的适用

范围和操作方法 

2.倒卧保定的适用

范围和操作方法 

（二）马的保

定 

1.能用鼻捻棒法保定马 

2.能用耳夹子法保定马 

3.能用两后肢法保定马 

4.能用栏柱内法保定马 

1.鼻捻子保定的适

用范围和操作方法 

2.耳夹子保定的适

用范围和操作方法 

3.两后肢保定的适

用范围和操作方法 

4.栏柱内保定的适

用范围和操作方法 

（三）牛的保

定 

1.能用徒手法保定牛 

2.能用牛鼻钳法保定牛 

3.能用栏柱内法保定牛 

4.能用倒卧法保定牛 

1.徒手法保定的适

用范围和操作方法 

2.牛鼻钳保定适用

范围和操作方法 

3.栏柱内保定适用

范围和操作方法 

4.倒卧保定适用范

围和操作方法 

（四）羊的保

定 

1.能用站立法保定羊 

2.能用倒卧法保定羊 

1.站立保定的适用

范围和操作方法 

2.倒卧保定的适用

范围和操作方法 



 

（五）犬的保

定 

1.能用口网法保定犬 

2.能扎口法保定犬 

3.能用横卧法保定犬 

1.口网保定的适用

范围和操作方法 

2.扎口保定的适用

范围和操作方法 

3.横卧保定的适用

范围和操作方法 

（六）猫的保

定 

1.能用保定架法保定猫 

2.能用夹猫钳法保定猫 

1.保定架保定的适

用范围和操作方法 

2.夹猫钳保定的适

用范围和操作方法 

二、动物卫

生消毒 

（一）消毒 

1.能采用机械法、焚烧法、火焰法进行

物理消毒 

2.能采用刷洗、浸泡、喷洒、熏蒸、拌

和、撒布、擦拭等法进行化学消毒 

3.能采用发酵池法进行生物消毒 

1. 物理消毒的操

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化学消毒的操作

步骤和注意事项 

3.生物消毒的操作

步骤和注意事项 

（二）消毒药

的配制 

1.能配制 70%酒精溶液 

2.能配制 5%氢氧化钠溶液 

3.能配制 0.1%高锰酸钾溶液 

4.能配制 3%来苏儿溶液 

5.能配制 2%碘酊溶液 

6.能配制碘甘油 

7.能配制熟石灰 

8.能配制 20%石灰乳 

1.消毒剂的种类 

2.消毒药溶液浓度

表示方法 

3.常用消毒药配制

方法 

4.常用消毒药配制

的注意事项 



 

（四）器具消

毒 

1.能对诊疗器械进行消毒 

2.能对饲养器具进行消毒 

3.能对运载工具进行消毒 

1.诊疗器械消毒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

项 

2.饲养器具消毒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

项 

3.运载工具消毒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

项 

（五）防治操

作消毒 

1.能对动物皮肤、黏膜进行消毒 

2.能对操作人员的手进行消毒 

1.动物皮肤、黏膜

消毒的操作步骤和

注意事项 

2.手消毒的操作步

骤和注意事项 

三、预防接

种 

（一）免疫接

种的准备 

1.能准备免疫接种用器械、防护物品和

药品 

2.能对器械进行消毒和人员消毒及防护 

3.能判断待接种动物的健康状况 

4.能检查、预温、稀释和吸取疫苗 

1.免疫接种用器

械、防护物品和药

品种类 

2.免疫接种器械、

个人消毒和防护的

步骤消毒步骤和注

意事项 

3.待接种动物的健

康状况检查内容 

4. 检查、预温、稀

释和吸取疫苗的方

法 



 

（二）免疫接

种 

1.能进行禽的颈部皮下注射免疫接种、

肌肉注射免疫接种、皮内注射免疫接种、

刺种免疫接种、点眼滴鼻免疫接种、饮

水免疫接种、气雾免疫接种 

2.能进行动物皮下免疫接种、肌肉免疫

接种 

1.免疫接种的种

类、方法和注意事

项 

2.免疫接种的后续

工作 

（三）免疫接

种管理 

1.能给动物佩带免疫耳标，填写免疫档

案 

2.能进行生物制品的出入库管理 

1.畜禽标识的相关

知识 

2.生物制品出入库

管理的相关知识 

四、监测、

诊断样品的

采集与运送 

（一）监测、

诊断样品采样

前的准备 

1.能准备采样用的器具，并对采样器具

进行消毒 

2.能准备试剂、记录材料和防护用品 

1.监测、诊断样品

的种类 

2.样品记录相关知

识 

（二）血液样

品的采集、保

存与运送 

1.能进行耳静脉采血、颈静脉采血、前

腔静脉采血、心脏采血、翅静脉采血、

后肢内侧面大隐静脉采血、眼睛采血 

2.能进行血液样品的保存和运送 

1.不同采血方法的

适用范围、操作步

骤和注意事项 

2.血液采集注意事

项 

3.血清样品的要

求、分离血清的操

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五、药品与

医疗器械的

使用 

（一）药品与

医疗器械的保

管 

1.能保管易受湿度影响药品、易挥发药

品、易受光线影响药品、易受温度影响

药品、危险药品 

2.能保管金属医疗器械、玻璃器皿、橡

胶制品 

1.常用兽用药品的

保管要求 

2.常用医疗器械的

保管要求 



 

（二）药品及

医疗器械的使

用 

1.能使用注射器 

2.能使用体温计 

3.能使用听诊器 

4.能使用耳标钳打耳标 

能使用耳标智能识读器识读耳标，上传

数据 

5.能使用保温盒、冰箱、冰柜保存药品 

6.能使用消毒液机进行消毒 

1.影响药物疗效的

因素 

2.合理用药的原则 

3.禁用的兽用药品 

4.药物的残留及停

药期规定 

5.医疗器械使用方

法和注意事项 

耳标智能识读器使

用方法 

六、临床观

察与给药 

 

 

 

 

 

（一）动物流

行病学调查 

1.能收集动物流行病学资料 

2.能整理动物流行病学资料 

1.动物流行病学调

查相关知识 

2.整理动物流行病

学资料的相关知识 

（二）临床症

状的观察与检

查 

1.能区分健康动物与患病动物 

2.能识别健康动物与患病动物的粪便 

3.能测定动物的体温、心率和呼吸率 

1.健康动物体征 

2.临床检查的基本

程序和基本内容 

3.健康动物和患病

动物的区分方法 

4.动物粪便的检查

方法 

5.动物体温、心率

和呼吸率测定的方

法和注意事项 

（三） 

护理 

1.能护理患病动物 

2.能护理哺乳期幼龄动物 

1.各种患病动物的

护理要点 

2.哺乳期幼龄动物

的护理要点 



 

（四） 

给药 

1.能配制散剂、软膏剂、糊剂、水溶液

剂、汤剂 

2.能进行口服给药、灌肠给药 

1.试剂配制的基本

要求、操作步骤和

注意事项 

2.各类动物给药操

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五） 

驱虫 

1.能驱除动物体内寄生虫 

2.能用药浴法驱除动物体表寄生虫 

1.驱虫的基本概

念、方法和注意事

项 

2.绵羊药浴的操作

步骤和注意事项 

七、动物阉

割 

（一） 

外科基本操作 

1.能止血、缝合、绷带包扎 

2.能处理新鲜创、化脓创和肉芽肿 

1.术部消毒、止血

的方法 

2.缝合的类型 

3.绷带包扎的作用 

4.新鲜创、化脓创、

肉芽创的概念和处

理方法 

（二）动物的

阉割 

1.能进行幼龄母猪阉割手术 

2.能进行幼龄公猪阉割手术 

3.能进行公鸡去势手术 

1.幼龄母猪阉割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

项 

2.幼龄公猪阉割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

项 

3.公鸡去势的操作

步骤和注意事项 



 

八、患病动

物的处理 

（一） 

隔离 

1.能对动物进行分群隔离 

2.能对分群隔离的动物进行处置 

1.隔离动物的意义 

2.隔离动物的方法

和注意事项 

3.分群隔离动物处

置的方法和注意事

项 

（二）病死动

物的处理 

1.能运送病死动物尸体 

2.能对病死动物的尸体进行深埋、焚烧、

高温处置 

1.尸体运送的注意

事项 

2.深埋、焚烧、高

温处置尸体的方法

和注意事项 

（三）报告疫

情 

1.能报告动物疫情 

2.能填写疫情报告表 

1.疫情报告的形式 

2.疫情报告的内容 

3.疫情报告表的相

关知识 



 

3.2 中级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动物卫生

消毒 

（一）畜舍、空

气、排泄物等 

消毒 

1.能用紫外线照射法、喷雾法和

熏蒸法对畜舍、空气进行消毒 

2.能用生物热消毒法、掩埋消毒

法、焚烧消毒法和化学药品消毒

法对畜舍粪便污物进行消毒 

3.能用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对

养殖场污水进行消毒 

1.各种消毒方法的概

念及其原理 

2.空气消毒方法的种

类、操作方法和注意

事项 

3.粪便污物消毒方法

的种类、操作方法和

注意事项 

4.污水消毒方法的种

类、操作方法和注意

事项 

（二）场所的消

毒 

1.能对养殖场的场地和圈舍进行

消毒 

2.能对孵化场进行消毒 

3.能对隔离室进行消毒 

4.能对诊疗室进行消毒 

1.养殖场消毒的操作

步骤和注意事项 

2.孵化场消毒的操作

步骤和注意事项 

3.隔离场消毒的操作

步骤和注意事项 

4.诊疗室消毒的操作

步骤和注意事项 

（三）主要疫病

的消毒 

1.能进行炭疽病消毒 

2.能进行布氏杆菌病的消毒 

3.能进行结核病的消毒 

4.能进行链球菌病的消毒 

1.炭疽病的相关知识 

2.布氏杆菌病的相关

知识 

3.结核病的相关知识 

4.链球菌病的相关知

识 



 

（四） 

消毒药的使用 

1.能使用醛类消毒药品 

2.能使用卤素类消毒药品 

3.能使用表面活性剂和季铵盐类

消毒药品 

4.能使用烟熏百斯特消毒药品 

5.能使用过氧化物类消毒药品 

6.能使用醇类消毒药品 

7.能使用环氧乙烷消毒药品 

1.常用消毒药品的种

类和用途 

2.消毒药使用的方法

和注意事项 

二、预防接种 

（一） 

免疫接种 

1.能进行涂肛或擦肛免疫接种 

2.能进行穴位注射免疫接种 

3.能进行腹腔注射免疫接种 

1.涂肛或擦肛免疫接

种的适用范围、方法

和注意事项 

2.穴位注射免疫接种

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3.腹腔注射免疫接种

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二）生物制

品的管理 

1.能保存生物制品 

2.能运输生物制品 

3.能识别、处理过期及失效疫苗 

1.生物制品保存及运

输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2.过期及失效疫苗处

理的相关知识 

（三）重大动物

疫病免疫接种 

1.能进行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免疫

接种 

2.能进行口蹄疫的免疫接种 

3.能进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免

疫接种 

4.能进行猪瘟的免疫接种 

5.能进行鸡新城疫的免疫接种 

6.能进行炭疽的免疫接种 

7.能进行布鲁氏菌病的免疫接种 

8.能进行狂犬病的免疫接种 

1. 重大动物疫病的

免疫接种程序 

2. 免疫接种的分类 

3. 紧急免疫接种的

概念 

4．紧急免疫接种的注

意事项 



 

三、监测、诊

断样品的采集

与运送 

（一）样品的采

集 

1.能进行家禽喉拭子、泄殖腔拭

子和羽毛的采集 

2.能猪扁桃体、鼻腔拭子、咽拭

子和肛拭子的采集 

3.能进行牛羊咽食道分泌物的采

集 

4.能进行粪便样品的采集 

5.能进行生殖道样品的采集 

6.能进行皮肤样品的采集 

7.能进行脓汁的采集 

8.能进行尿液的采集 

9.能进行关节及胸腹腔积液的采

集 

10.能进行乳汁的采集 

11.能进行脊髓液的采集 

1.各类样品采集的方

法 

2.各类样品采集的注

意事项 

（二）样品的保

存与运送 

1.能保存和运送血清学检验用样

品 

2.能保存和运送微生物检验用样

品 

3.能保存和运送病理组织检验用

样品 

4.能保存和运送毒物中毒检验用

样品 

1.样品的保存方法 

2.样品包装要求 

3.样品运送的方法及

注意事项 

（三）常用组织

样品保存剂的

配制 

1.能配制甘油缓冲溶液 

2.能配制磷酸盐缓冲液 

3.能配制饱和食盐水溶液 

4.能配制福尔马林溶液 

1. 常用组织样品保

存剂的种类 

2．常用组织样品保存

剂的配制方法 



 

四、药品与医

疗器械的使用 

（一）药品剂型 

1.能区分液体剂型 

2.能区分固体剂型 

3.能区分半固体剂型 

4.能区分气体剂型 

1.液体剂型的分类 

2.固体剂型的分类 

3.半固体剂型的分类 

4.气体剂型的分类 

（二）器械使用 

1.能识别和使用常用的外科、产

科器械 

2.能使用和保养手提高压蒸汽灭

菌器 

1.外科器械的识别和

使用方法 

2.产科器械的识别和

使用方法 

3.手提高压蒸汽灭菌

器的使用方法及注意

事项 

五、临床观察

与给药 

（一）临床症状

观察 

1.能对动物进行临床检查 

2.能识别患病动物皮肤和可视粘

膜的病变 

1.临床检查的基本方

法及操作步骤 

2.患病动物的皮肤病

变特点及检查方法 

3.患病动物黏膜病变

的特点及检查方法 

（二）尸体剖检 

1.能对病畜禽尸体进行剖检 

2.能识别畜禽组织器官的常见病

变 

1.畜禽尸体剖检方法 

2.畜禽组织器官常见

病变的表现 

（三）常见寄生

虫检测方法 

1.能用漂浮法检查寄生虫卵 

2.能用皮屑溶解法检查螨虫 

3.能用血液涂片法检查畜禽的原

虫 

1.漂浮法检查虫卵的

检查方法 

2.皮屑溶解法检查虫

卵的检查方法及注意

事项 

3.血液涂片检查虫卵

的检查方法 



 

（四）变态反应

试验 

1.能进行牛结核变态反应试验和

判定试验结果 

2.能进行马鼻疽点眼试验和判定

试验结果 

1.牛结核皮内变态反

应试验原理、操作步

骤及结果判定 

2.马鼻疽菌素点眼试

验操作步、骤及结果

判定 

（五）给药 

1．能进行胃管投药 

2．能进行瘤胃穿刺给药 

3．能进行马盲肠穿刺给药 

4．能进行静脉注射 

5．能进行瓣胃注入给药 

6.能处理药物的副反应  

1.药物不良反应的处

理方法 

2.胃管给药操作步骤

及注意事项 

3.瘤胃穿刺给药操作

步骤及注意事项 

4.马盲肠穿刺给药操

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5.静脉注射给药操作

步骤及注意事项 

6.瓣胃注入给药操作

步骤及注意事项 

六、动物阉割 

（一）成年母畜

的阉割 

1.能阉割成年母猪 

2.能进行阉割后处理 

1.成年母猪的阉割操

作及注意事项 

2.阉割的继发症及其

处理 

（二）成年公畜

的去势 

1.能阉割成年公畜 

2.能进行阉割后处理 

1.公牛去势的操作步

骤及注意事项 

2.公羊去势的操作步

骤及注意事项 

3.公马去势的操作步

骤及注意事项 



 

七、患病动物

的处理 

（一）建立病历 能书写病历 
1.病历书写方法 

2.病历书写注意事项 

（二）内科病处

理 

1.能对畜禽常见消化系统内科疾

病进行处理 

2.能对畜禽常见呼吸系统内科疾

病进行处理 

1.畜禽常见消化系统

内科疾病的诊断及处

理方法 

2.畜禽常见呼吸系统

内科疾病的诊断及处

理 

3.其他内科疾病的诊

断和处理 

（三）外科病的

处理 

1.能对畜禽普通外科病进行处理 

2.能对非开放性骨折进行固定 

1.畜禽普通外科病的

诊断和处理 

2.非开放性骨折的固

定方法 

 



 

3.3 高级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动物卫生

消毒 

（一）消毒 

1.能进行疫点、疫区消毒

的操作 

2.能进行病畜禽尸体、病

畜禽产品的无害化处理 

3.能使用消毒液机制备消

毒液 

1.疫点、疫区消毒的程

序、原则和操作步骤及消

毒人员注意事项 

2.病畜禽尸体、病畜禽产

品的无害化处理操作方

法 

3.消毒液机的使用原则 

（二）重大疫病的消

毒 

1.能进行高致病性禽流感

的消毒 

2.能进行口蹄疫的消毒 

3.能进行高致病性猪蓝耳

病的消毒 

1.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的消毒原则、方法及注意

事项 

2.口蹄疫疫情的消毒原

则、方法及注意事项 

3.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

情的消毒原则、方法及注

意事项 

（三）消毒效果监测 

1.能对物品、环境表面及

空气消毒效果进行监测 

2.能对手、皮肤及粘膜消

毒效果进行监测 

1.紫外线消毒效果的监

测方法 

2.物品和环境表面及空

气消毒效果的生物学监

测法 

3.手、皮肤及粘膜消毒效

果的监测 

二、预防接种 
（一）生物制品的使

用 

能选择使用活疫苗和灭活

疫苗 

1.减毒活疫苗的概念和

作用机理 

2.灭活疫苗的概念和作

用机理 



 

（三）免疫接种 

1.能评估免疫效果 

2.能分析免疫失败的原因 

3.能判断和处理免疫接种

后的不良反应 

1.制定免疫程序的依据 

2.免疫效果的评估方法 

3.动物免疫失败的原因 

4.接种后不良反应的分

类及处理方法 

三监测、诊断

样品的采集

与运送 

（一）病死畜禽的解

剖与病变组织器官

的采集 

1.能采集家禽的活体或尸

体  

2.能采集动物实质器官和

其他样品 

3.能保存和运送病料 

4.能采集高致病性禽流

感、新城疫、猪瘟和口蹄

疫监测、诊断样品 

1.病死动物的采样原则 

2. 实质器官的采取与保

存 

3.肠道及肠内容物样品

采集 

4.皮肤样品的采集与保

存 

5.脑组织的采集与保存 

6.其它样品采集与保存 

7.主要动物疫病监测、诊

断样品采集部位 

（二）样品采集生物

安全与防范 

1.能进行无菌操作 

2.能在采集病料时作好生

物安全防护 

1.采样的生物安全措施 

2.运输样品的包装原则 

3.运输样品用的冷冻材

料种类 

四、药品与医

疗器械的使

用 

（一）药品保管 
能分析药物在保管过程中

失效的原因 
引起药物失效的因素 

（二）器械的保管 

1.能对常用电热设备进行

保管和维护 

2.能对普通显微镜进行保

管和维护 

1.常用电热设备的构造

及、使用和注意事项 

2.普通显微镜的使用、保

养及注意事项 



 

（三）器械的使用 

1.能使用离心机离心样品 

2.能使用超净工作台处理

样品 

1.离心机的使用及注意

事项 

2.超净工作台的使用方

法 

五、临床诊断

与给药 

（一）主要动物疫病

临床诊断 

1.能通过临床症状及病理

变化对动物疾病进行初步

诊断 

2.能进行畜禽血液、粪便

及尿的常规检验 

1.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

共患病的临床表现、病变

特点和诊断要点 

2.重要猪病、牛病、羊病

的临床表现、病变特点和

诊断要点 

3.重要禽病的临床表现、

病变特点和诊断要点 

4.重要兔病的临床表现、

病变特点和诊断要点 

（二）动物寄生虫病

的诊断 

1.能诊断球虫病 

2.能诊断螨病 

3.能诊断猪旋毛虫病 

4.能诊断血吸虫病 

1.日本血吸虫病的临床

症状、检查方法和诊断要

点 

2.牛羊绦虫病、螨病的临

床症状、检查方法和诊断

要点 

3.弓形虫病的临床症状、

检查方法和诊断要点 

4.猪旋毛虫病的临床症

状、检查方法和诊断要点 

5.鸡球虫病的临床症状、

检查方法和诊断要点 

6.兔球虫病、螨病的临床

症状、检查方法和诊断要

点 



 

（三）给药 
1.能进行气管注射给药 

2.能进行胸腔注射给药 

1.药物的配伍禁忌类型 

2.常用药物配伍禁忌 

3.气管注射给药操作步

骤及注意事项 

4.胸腔注射给药操作步

骤及注意事项 

六、患病动物

的处理 

（一）中毒性疾病的

处理 

1.能根据临床症状诊断中

毒性疾病 

2.能处理中毒性疾病 

1.中毒性疾病处理的一

般原则 

2.动物常见中毒性疾病

的诊断要点及处理 

（二）产科疾病的处

理 

1.能处理常见产科疾病 

2.能进行剖腹取胎 

1.乳房炎等常见产科疾

病的诊断及处理 

2.剖腹取胎术的操作步

骤及注意事项 

3.其它产科疾病处理相

关知识 

（三）传染病的处理 

1．能初步判断可疑重大动

物传染病 

2. 能初步处理动物传染

病 

1.传染病的处理原则 

2.主要动物传染病的防

治技术规范 



 

4．比重表 

4.1理论知识 
 

项    目 初级（%） 中级（%） 高级（%） 

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基本知识 30 30 30 

相关知识 

动物保定 5 —— —— 

动物卫生消毒 5 5 10 

预防接种 10 10 5 

监测、诊断样品的采集与运送 5 5 10 

疫苗、药品与医疗器械的使用 5 5 5 

临床观察与给药 15 15 15 

动物阉割 5 5 —— 

患病动物的处理 15 20 20 

合计 100 100 100 

 

 

4.2技能操作 

项    目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能要求 

动物保定 5 —— —— 

动物卫生消毒 15 10 15 

预防接种 20 20 20 

监测、诊断样品的采集与运送 5 10 15 

药品与医疗器械的使用 10 10 10 

临床观察与给药 20 20 20 

动物阉割 10 10 —— 

患病动物的处理 15 20 20 

合计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