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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每题3分,共60分)

1.B 2.C 3.B 4.A 5.D

6.A 7.A 8.C 9.D 10.A

11.D 12.A 13.B 14.D 15.C

16.C 17.D 18.A 19.D 20.B

二、简答题(任选2题,每题20分,共40分)

21.试述口蹄疫的防控措施。

平时加强检疫,禁止从疫区购入动物及其产品、饲料及生物制品。(4分)口蹄疫感染地区主要

通过疫苗接种来预防本病,易感动物每年接种2~4次口蹄疫灭活疫苗或合成肽疫苗。(4分)

发生口蹄疫时,应立即上报疫情,确切诊断定型,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并分别进行封锁

和监督,禁止人、动物和物品的流动。(6分)在严格封锁的基础上,捕杀患病动物及其同群动物并

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污染的环境、用具和物料进行全面严格的消毒,对疫区内的假定健康动物和受

威胁区的易感动物进行紧急免疫接种。(6分)

22.简述支跛的基本特征和临床确诊依据。

患畜在触地支撑阶段跛行明显称为支跛,最基本的特征是负重时间缩短和避免负重。(10分)

临床上确定支跛的依据是后方短步,减免或免负体重、系部直立和蹄音低。(10分)

23.试述传染病的杀灭措施。

(1)疫情报告(2分)发生动物传染病时,应立即将疫情报告给当地动物防疫机构,并通知邻近

有关单位。上级部门接报后,及时派人到现场协助诊断和紧急处理,根据情况逐级上报。(2分)

(2)诊断(2分)及时正确的诊断是动物传染病控制和消灭的前提。传染病的确诊常有赖于综

合诊断,通常根据临床诊断可作出初步诊断,但确诊还需进行实验室诊断。(2分)

(3)隔离(2分)在发生传染病时,应首先查明疫情蔓延程度,逐头进行临床检查,必要时进行血

清学和变态反应等检查。根据检疫结果,将全部动物分为患病、可疑感染和假定健康三类,并分别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隔离处理。(2分)

(4)封锁(2分)封锁是传染病控制和扑灭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当发生法定一类传染病或外

来传染病时,当地兽医行政部门应根据传染病的流行特点、疫情状况和当地具体条件,划定疫点、疫

区和受威胁区,分别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当疫区内最后一个病例消失后,在该病的最长潜伏期

内未再发现新的感染或发病动物时,经过彻底终末消毒后,可宣布解除封锁。(2分)

(5)紧急消毒(2分)在发生传染病后,进行不定期的临时消毒能够及时消灭患病和可疑感染动

物排出的病原体,而终末消毒则是解除隔离和封锁之前的必要环节。(1分)

(6)传染病的治疗通常分为针对病原体的对因治疗(主要有血清疗法和抗菌药物疗法)和针对

动物机体的对症治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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