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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本课程性质和特点 

家畜解剖及组织胚胎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科，是研究正常畜禽有机体及机体各器官的形态结构、位

置关系，组织的微细结构及功能，家畜个体发生及发育规律等内容的学科。这门课程是高等农业院校动

物医学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之一，是学生学习后续课程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基础。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以

及重点是：掌握主要畜禽（马、牛、羊、猪、犬、家兔、鸡等）有机体在正常生理状况下各系统（器官）

的形态结构、位置关系，各组织器官形态结构及发生、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知识，为学生学习有关专业基

础课和专业课以及今后从事动物医学工作、科研、生产工作打下合格的知识基础。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是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专业的基础学科，使学生掌握动物有机体各系统、器官、组织的正常

宏观和微观的形态结构，了解各器官、系统的生理功能，从而为后期相关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

基础和直观的形态学基础，从而为考生进一步学习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知识打下基础。学习的具体要求

是： 

大体解剖部分：掌握动物机体各系统、器官的正常形态、位置、色泽、硬度及结构特征和功能，同

时掌握动物体尺测量的标志和动物解剖的程序与方法。 

组织胚胎部分：熟悉光学显微镜的构造，并熟练掌握其使用方法。通过实验课的显微镜观察，掌握

细胞、组织器官的微细构造，并建立起平面与立体、局部与整体、结构与功能统一的科学思维方法，提

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该课程是动物医学、动物科学和兽医公共卫生检验专业必修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它与动物生理学、

动物病理学、动物生物化学、动物免疫学等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课程分为家畜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两大部分内容。 

  



II 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 

第一章 绪论 

一、课程内容 

（一）家畜解剖学的概念 

（二）畜体的基本结构 

（三）畜体各部的名称 

（四）解剖学常用的方位术语 

（五）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概念 

（六）组织学与胚胎学的研究方法 

（七）组织学常用术语及计量单位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家畜解剖学的概念和研究内容； 

2.掌握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概念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的概念。 

3.掌握畜禽机体的基本结构组成，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的概念，嗜酸性、嗜碱性和异染性的概

念。 

4.了解畜体头、躯干及四肢各主要部位的名称；熟悉家畜解剖学常用的方位术语，包括三种切面的

名称、躯干和四肢的常用术语等。 

第二章 运动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骨的构造、类型、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 

（二）畜体全身骨骼的划分 

（三）畜体全身骨的名称及其各自的结构特点 

（四）骨连结的概念和类型；关节的构造 

（五）四肢主要关节的名称 

（六）肌器官的构造、肌肉的作用、命名及肌肉的辅助器官 

（七）畜体全身主要肌肉的名称和位置 

二、考核要求 

1.掌握骨的构造、骨的类型及其名称； 

2.了解骨的化学成分及物理特性； 

3.掌握畜体全身各部位骨骼的名称及其结构特征； 

4.掌握骨连结概念、类型及其名称； 

5.掌握关节的构造及四肢主要关节的名称和组成骨骼； 

6.了解关节辅助结构的种类及其名称； 

7.肌器官的构造、肌肉的分类及其名称； 



8.了解肌肉的起止点、作用、命名及其辅助器官的种类和名称； 

9.掌握畜体各部浅层主要肌肉的位置和名称，了解其功能。 

 

第三章 内脏基础 

一、课程内容 

（一）内脏的概念 

（二）内脏的一般构造 

（三）体腔和浆膜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内脏的基本概念； 

2.掌握管状器官与实质性器官的特点与结构组成； 

3.掌握家畜体腔的分部及其名称； 

4.了解浆膜和浆膜腔的概念。 

第四章 消化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消化系统的构成 

（二）口腔的组成及各部分的形态结构特点 

（三）咽和软腭的解剖结构特征 

（四）食管的走行 

（五）不同家畜胃的解剖结构特征 

（六）不同家畜肠、肝、胰的解剖结构特征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消化系统的器官构成及其各自的主要功能； 

2.了解口腔的构造； 

3.掌握舌的形态结构及不同家畜舌乳头的种类和功能； 

4.了解齿的形态构造和种类； 

5.掌握三对大唾液腺的名称； 

6.掌握咽的位置和构成，了解咽及软腭的解剖结构特点与其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 

7.了解食管在颈、胸、腹部的走行位置关系； 

8.掌握牛（羊）、马、猪胃的解剖结构特征及其功能特点； 

9.掌握牛（羊）、马、猪肠、肝、胰的解剖结构特征及其功能特点。 

 

第五章 呼吸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呼吸系统的构成 

（二）鼻的组成及各部分的形态结构特点 

（三）喉的解剖结构特征 

（四）气管和支气管的位置及形态结构特征 

（五）肺的形态、位置、构造与功能 

（六）纵膈的概念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呼吸系统的器官构成及其各自的功能； 

2.了解鼻的构造，鼻粘膜的分区，鼻旁窦的概念； 

3.掌握四种喉软骨的位置和名称； 

4.了解气管和支气管的位置关系； 

5.掌握肺的形态位置特征、构造与功能，不同家畜肺的形态差异； 

6.了解纵隔的基本概念。 

 

第六章 泌尿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泌尿系统的构成 

（二）肾的形态位置与构造功能 

（三）不同家畜肾的分类 

（四）输尿管、膀胱和尿道的解剖结构特点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泌尿系统的器官构成及其各自的功能； 

2.掌握牛、羊、马、猪肾的种类及形态位置特点； 

3.掌握肾的构造与功能； 

4.了解输尿管、膀胱和尿道的形态位置关系。 

 

第七章 生殖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雄性生殖系统的组成 

1.睾丸与附睾的形态位置与构造功能 

2.精索的概念 

3.副性腺的组成及功能 

4.阴茎的解剖结构特征 

5.阴囊的形态结构特征 



（二）雌性生殖系统的组成 

1.卵巢的形态位置与构造功能 

2.输卵管的形态结构特点 

3.子宫的形态位置与构造功能 

二、考核要求 

1.掌握雄性生殖系统的器官构成及其各自的功能； 

2.掌握睾丸与附睾的形态结构特点和功能，睾丸下降的概念； 

3.了解精索的概念；掌握副性腺的组成及其功能； 

4.了解不同公畜阴茎的解剖结构差异；了 

5.解阴囊的形态结构特点； 

6.掌握雌性生殖系统的器官构成及其各自的功能； 

7.了解不同母畜卵巢的形态结构差异； 

8.掌握输卵管的形态结构特征及其功能； 

9.掌握家畜子宫的类型、位置形态、结构与功能，了解不同母畜子宫的形态结构差异。 

 

第八章 心血管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心血管系统的组成 

（二）心脏的形态位置与构造 

1.心脏的传导系统 

2.心脏的血管 

（三）血管的种类和分布规律 

1.肺循环的血管 

2.体循环的血管 

3.胎儿血液循环的特点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心血管系统的器官构成及其各自的功能； 

2.掌握心脏的形态位置特点，心腔的构造，心壁的构造； 

3.掌握心脏传导系统的构成与功能； 

4.了解营养心脏自身的血管构成及血液回流的方式； 

5.掌握血管的种类，了解其分布规律； 

6.掌握肺循环血管的构成及血液回流方式； 

7.掌握体循环血管动脉主干的分支与分布，血液回流方式； 

8.掌握主动脉到头、前肢和后肢的主要动脉血管名称和位置； 

9.掌握门脉循环的特点及其功能； 



10.掌握胎儿的心血管结构特征、胎儿血液循环特点及出生后的变化。 

 

第九章 淋巴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淋巴系统的概念与组成 

（二）淋巴管道的组成及淋巴流动方式 

（三）淋巴器官的组成及其功能 

（四）淋巴中心的概念 

（五）家畜体主要的淋巴中心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淋巴系统的形成机制与组成成分； 

2.了解各级淋巴管道的组成及淋巴的流动方向； 

3.掌握淋巴器官的组成成分及其形态位置和主要功能； 

4.了解淋巴中心的概念，了解家畜体各部浅层主要淋巴中心的名称及位置。 

 

第十章 神经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活动方式 

（二）神经系统的划分 

（三）神经系统的常用术语 

（四）脊髓的形态位置、构造与功能 

（五）脑的形态位置、构造与功能 

（六）外周神经系的构成及其功能特点 

二、考核要求 

1.掌握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成分； 

2.掌握神经系统的活动方式和形态基础； 

3.掌握神经系统的划分； 

4.掌握神经系统重要的常用术语； 

5.掌握脊髓的形态结构特点与功能； 

6.掌握脑的形态位置关系及各部分的名称与主要功能，了解其构造特征； 

7.掌握外周神经的组成，十二对脑神经的名称；掌握植物性神经的构成及其主要功能特点。 

 

第十一章 内分泌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内分泌系统的概念与组成 

（二）体液调节的概念 

（三）内分泌器官的形态位置与主要功能 

（四）内分泌组织的分布与功能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内分泌系统的组成和作用； 

2.了解体液调节的概念； 

3.掌握内分泌器官的名称、其形态位置关系及主要功能； 

4.了解内分泌组织的种类、分布位置及主要功能。 

 

第十二章 细胞学 

    一、课程内容 

（一）生物膜、细胞骨架和细胞周期的概念； 

（二）各种细胞器的结构和功能； 

（三）细胞的构造；生物膜系统，遗传信息表达结构系统及细胞骨架系统。 

二、考核要求 

1.掌握细胞的基本概念； 

2.细胞的构造与功能； 

3.掌握主要的细胞器名称和功能； 

4.了解细胞周期与细胞分裂。 

第十三章 上皮组织 

一、课程内容 

（一）上皮组织的分类及共同特点 

（二）上皮组织的分布位置 

（三）上皮组织的特殊结构 

（四）外分泌腺和内分泌腺 

二、考核要求 

1.掌握上皮组织的共同结构特点，掌握被覆上皮的分类、形态特点及主要分布位置； 

2.掌握上皮组织的特殊结构； 

3.了解腺上皮的特点； 

4.了解外分泌腺和内分泌腺的结构。 

 

第十四章 结缔组织 

一、课程内容 



（一）结缔组织的分类 

（二）疏松结缔组织组成成分 

二、考核要求 

1.掌握结缔组织的分类及特点； 

2.掌握疏松松结缔组织的细胞组成及功能； 

3.了解胶原纤维、弹性纤维和网状纤维的结构特点； 

4.了解网状组织和脂肪组织的结构特点。 

 

第十五章 血液 

一、课程内容 

（一）血液的组成成分 

（二）红细胞的结构特点和功能 

（三）白细胞的分类、结构和功能 

二、考核要求 

1.掌握血液的组成，掌握红细胞的形态结构及功能； 

2.掌握白细胞的类型及其功能； 

3.了解血小板的形态结构及功能。 

 

第十六章 软骨与骨 

一、课程内容 

（一）软骨的分类和组织结构 

（二）同源细胞群 

（三）骨单位 

二、考核要求 

1.掌握软骨组织的分类及组织特点、主要分布位置； 

2.同源细胞群的概念； 

3.掌握骨单位的概念和结构，了解骨的结构和骨的发生。  

 

第十七章 肌组织 

一、课程内容 

（一）肌组织的分类 

（二）骨骼肌 

（三）心肌 

（四）平滑肌  



二、考核要求 

1.掌握不同肌纤维的分类、组织结构和分布； 

2.了解不同肌纤维的超微结构； 

3.掌握肌节的概念。  

 

第十八章 神经组织 

一、课程内容 

（一）神经元的结构 

（二）感受器的类型和效应器的类型 

（三）神经胶质细胞的分类及特征 

二、考核要求 

1.掌握神经元的结构，尼氏体，轴突与树突等概念； 

2.掌握突触的概念、结构及分类； 

3.神经纤维的结构及分类，有髓神经纤维和无髓神经纤维的结构异同点； 

4.各种神经末梢的形态特点。掌握主要神经末梢的名称和位置； 

5.掌握运动终板的概念和结构； 

6.了解神经胶质细胞的分类及其结构特点。 

 

（十九）神经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脊髓、大脑的结构特点 

（二）小脑的构造特点 

（三）脊神经节和植物性神经节的结构特点 

（四）血脑屏障 

二、考核要求 

1.掌握脊髓的组织结构特点； 

2.掌握小脑皮质的三层结构，小脑髓质的三种纤维； 

3.掌握大脑皮质的神经元类型、纤维及分层； 

4.了解脑脊膜的结构特点和血脑屏障。 

 

第二十章 循环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毛细血管、动脉、静脉及动静脉吻合的类型 

（二）心脏的组织结构 



（三）中动脉与中静脉，小动脉与小静脉的结构及区别 

（四）心脏的组织结构，心内膜中特有的传导纤维蒲肯野氏纤维的结构，心肌闰盘的结构 

（五）毛细血管管壁的组织结构特点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毛细血管的分类及其结构特点； 

2.掌握动脉的分类及其管壁结构，了解静脉的分类及其结构特点； 

3.掌握微循环的概念及 3 种循环途径； 

4.掌握心脏壁的组织结构。  

 

第二十一章 免疫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抗原呈递细胞 

（二）弥散淋巴组织 

（三）淋巴小结 

（四）胸腺结构特点，血胸腺屏障，腔上囊的结构特点 

（五）淋巴结的组织结构特点及功能 

（六）淋巴细胞再循环 

（七）脾脏的组织结构特点及功能 

（八）边缘区、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概念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及功能； 

2.掌握淋巴细胞的类型，中枢免疫器官与周围免疫器官的区别； 

3.掌握胸腺的组织结构特点； 

4.了解血胸腺屏障的结构，淋巴小结的组织特点； 

5.掌握淋巴结的组织结构特点； 

6.掌握脾脏的组织结构特点； 

7.了解淋巴结和脾脏在组织结构及功能上的异同点。  

 

第二十二章 内分泌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垂体的结构，腺垂体和神经垂体各部的组织结构及功能 

（二）肾上腺的结构，皮质部和髓质部的结构及功能 

（三）垂体门脉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二、考核要求 



1.了解主要内分泌腺的组织结构； 

2.掌握垂体门脉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第二十三章 消化管 

一、课程内容 

（一）消化管的一般结构； 

（二）食管、胃、小肠、大肠的组织结构及各段的特点 

（三）多室胃的组织结构特点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段消化管的四层组织结构特点； 

2.掌握反刍动物不同胃胃的黏膜特点； 

3.掌握单室胃胃壁结构特点，胃底腺的结构特点； 

4.掌握小肠的结构特点，十二指肠、空肠回肠黏膜层的结构区别； 

5.掌握小肠扩大吸收表面积的结构；掌握大肠的一般结构特点。 

 

第二十四章 消化腺 

一、课程内容 

（一）肝脏和胰脏的组织结构，肝的胆汁排泄系统及肝的血液循环特点 

（二）胆囊的组织结构 

（三）唾液腺的一般结构，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的结构和区别。 

二、考核要求 

1.掌握肝脏的组织结构特点； 

2.掌握肝的血液循环特点及胆汁排出途径； 

3.掌握胰脏的组织结构； 

4.了解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的结构和区别。 

 

第二十五章 呼吸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气-血屏障，尘细胞，气管的组织结构，支气管、细支气管和终末细支气管； 

（二）肺的导气部及呼吸部各段组织结构的特点 

二、考核要求 

1.了解鼻腔组织结构特点，掌握气管和支气管的组织结构特点； 

2.掌握肺脏内导气部和呼吸部的组织结构特点； 

3.掌握血-气屏障的组织结构。 



第二十六章 泌尿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肾的组织结构，髓放线，肾单位，肾小囊，肾小管各段的结构特点，肾小球旁复合体，肾的

血液循环特点 

（二）输尿管和膀胱的组织结构 

二、考核要求 

1.掌握肾单位的定义及各段肾小管的组织结构特点； 

2.了解尿液形成的过程中滤过和重吸收与肾小管结构基础之间的关系； 

3.了解膀胱和输尿管的结构特点。 

 

第二十七章 生殖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生精细胞，血-睾屏障，透明带，放射冠，排卵，精子的发生过程 

（二）卵泡的生长、发育、成熟及排卵过程 

二、考核要求 

1.掌握雄性生殖器官的组成，了解睾丸的组织结构； 

2.掌握生精小管的组织结构与精子的发生； 

3.了解卵巢的组织结构；掌握各级卵泡的结构特点； 

4.掌握黄体的形成和功能的关系。 

 

     第二十八章 被皮系统 

一、课程内容 

（一）皮肤的分层及结构特点 

（二）乳腺的组织结构特点及功能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厚、薄皮肤的组织结构特点； 

2.了解马、牛、羊、猪皮肤中毛囊的分布规律； 

3.了解乳腺的组织结构，了解汗腺、皮脂腺、竖毛肌等皮肤衍生物的组织结构。  

 

第二十九章 感觉器官 

一、课程内容 

（一）眼球壁的结构 

（二）视网膜的组织结构 

（三）中耳和内耳的组织结构 



二、考核要求 

1.掌握眼球壁三层结构与视觉的传导通路； 

2.掌握视网膜的四层结构； 

3.掌握中耳、内耳的组织结构与听觉、位觉反射之间的关系。 

 

第三十章 畜禽胚胎学基础 

一、课程内容： 

（一）获能，受精，卵裂，附植，胚泡，胎盘 

（二）受精的条件及意义 

（三）胚层的形成与分化 

二、考核要求 

1.要求学生了解生殖细胞发生的一般规律，早期胚胎发育的几个阶段； 

2.掌握获能，受精，卵裂，附植的基本概念； 

3.了解内细胞群的演变及胚层的形成、原条的形成及分化、三胚层的分化； 

4.了解胎膜的形成过程及功能。 

  



家畜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实验 

 

一、实验的目的要求 

实验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为后续课程

的学习及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基本教学目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掌握光学显微镜的构造、使用方法和生物绘图技术。 

2.掌握动物体各部位的名称及有关的专业术语；正确应用形态解剖学的一些基本技能；掌握正确的

观察和解剖研究方法，以及正确的描述方法与表达方式。 

3.掌握正常组织器官材料的采集及处理方法，初步掌握骨架标本和浸渍标本的制作方法，了解其形

态特征与生态环境和生活习性及生理机能间的相互关系。 

4.熟练掌握各系统中主要器官的形态结构、色泽、质地、位置和相互关系，并能运用这些理论解决

一些生产实际问题。 

5.掌握各组织、器官的形态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6.掌握组织切片、涂片制作的基本原理和制作方法。 

7.掌握摄影技术、显微摄影技术和胚胎的培养技术。 

二、实验内容 

实验一 家畜全身骨及骨连结的形态结构观察 

（一）实验目的 

1.掌握牛头骨和躯干骨的组成及特征。 

2.掌握椎骨的一般构造和各段椎骨数目与特征。 

3.掌握额窦的位置。 

4.了解脊柱与胸廓的构成，了解颅腔、鼻腔、口腔与眼眶的构成。 

5.掌握四肢骨的组成及主要特征。 

（二）实验内容 

通过形态结构与功能相结合方法进行本次实验学习和操作。骨骼参与动物体型构成，支持体重，实

现运动，同时影响动物的使役能力以及屠宰率等。骨骼的理化特性与含有的钙、磷数量和比例关系非常

密切。实验中所观察到的骨骼是去掉骨膜和骨髓，经过腐蚀后剩下的骨质。掌握骨的理化特性与骨器官

的构造、骨的类型、骨的化学成分之间的关系。了解牛全身骨骼的数目和组成；掌握椎骨一般结构及脊

柱各段椎骨的构造特点；主要骨点、副鼻窦、胸廓的组成；前、后肢骨骼顺次名称及主要特点和主要骨

点；四肢主要关节结构特点；骨盆的结构特点。 

实验二 家畜前肢肌肉的解剖观察 

（一）实验目的 

1.以牛或羊为例熟悉前肢肌肉的名称、位置及作用。 



2.掌握前肢各关节肌肉配布及作用。 

3.掌握前肢肌肉配布与关节运动之间的关系。 

4.明确前肢主要肌沟的构成，了解肌沟中主要血管神经的走向。 

（二）实验内容 

通过对前肢肌肉的观察和解剖，了解肌肉在运动中的作用，了解肌肉的配布与关节运动的关系。学

习肌肉结构有利于正确理解运动系三要素之间的关系。结合后期课程理解外科中出现的“支跛”和“悬

跛”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了解胸壁肌、腹壁肌，前、后肢各关节的组成及肌肉的配布与关节运动的关系，

了解前肢及后肢与躯干的连接方式等。 

实验三 家畜后肢肌肉的解剖观察 

（一）实验目的 

1.以牛或羊为例熟悉后肢肌肉的名称、位置及作用。 

2.掌握后肢各关节肌肉配布及作用。 

3.掌握后肢肌肉配布与关节运动之间的关系。 

4.了解后肢主要肌沟的构成，了解肌沟中主要血管神经的走向。 

（二）实验内容 

通过对后肢的观察和解剖，更进一步加深对四肢运动的认识，明确肌肉操作方法、操作技能和组织

能力培养在实验中的重要性。加深了对动物的“跛行”与运动系统的机能和结构障碍之间的关系，明白

“支跛”与骨骼的支持力不够有关，而“悬跛”与肌肉的收缩有关。启迪思维，归纳总结四肢关节的伸

肌比较发达，而屈肌不发达的道理；明确四肢远端在腕部和跗部以下为什么只有发达的肌肉腱索这一道

理。 

实验四 家禽的活体解剖观察 

（一）实验目的 

1.了解家禽屠宰的过程。 

2.观察家禽内脏器官，掌握内脏与飞翔变化的主要特点。 

3.了解家禽一般解剖特点。 

（二）实验内容 

通过家禽与家畜的比较解剖观察，围绕“适应飞翔”这条主线，如家禽为适于飞翔，前肢转化为翼

等，增强对家禽的认识。结合临床和实际应用来认识家禽，如家禽只有角质的喙，鸭和鹅适应在水中觅

食，鸡和鸽适于在陆地上觅食，所以在使用饲料时，鸭和鹅的料必须是颗粒料，而鸡的是粉料。譬如家

禽的味觉器官很迟钝，可用“鸡”不择食来形容，酸、甜、苦、辣、成吃出来的是一个味道，所以饲料

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调味剂等，如家禽结肠消失、没有膀胱和尿道、“双重呼吸”等都与“飞翔”有

关……进行鸡（或鸭）的保定、放血解剖操作和观察各内脏器官等。 

实验五 基本组织显微观察 

（一）实验目的 



1.掌握显微镜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2.掌握细胞及四大基本组织的形态结构特点。 

3.掌握生物绘图技术。 

4.通过使用多媒体显微实验教学，实验过程中师生互动，解答学生在实验操作中的疑问，应用现代

新仪器设备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二）实验内容 

介绍显微镜的基本构造、使用方法及维护；生物绘图技术的基本要求；分别观察高、低倍显微镜下

甲状腺、小肠、食管、心肌、脊髓等组织切片，掌握单层立方上皮、单层柱状上皮、复层扁平上皮及肌

肉组织和神经组织的结构特点。 

实验六 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和被皮系统的主要器官的显微观察 

（一）实验目的 

1.掌握肺、肾、皮肤的一般组织结构。 

2.掌握脊髓及小脑的一般组织结构。 

3.通过多媒体显微实验教学，实验过程中师生互动功能，解答学生在实验操作中的疑问，应用现代

新仪器设备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二）实验内容 

分别观察高、低倍显微镜下肺、肾、皮肤、脊髓及小脑的组织切片。 

实验七 胎盘、胎膜和胚胎培养与发育观察 

（一）目的要求 

1.掌握鸡胚胎培养方法，观察其早期发育过程。 

2.掌握生物显微摄影技术及应用多媒体软件进行图片处理的方法。 

3.比较家畜胎膜、胎盘的种类及构造。 

（二）实验内容 

种鸡蛋的孵化和培养，分别观察 33，48，72 小时活体鸡胚，观察 33 小时的鸡胚整装片；观察猪、

牛、羊胎膜及胎盘。 

 

 

 

 

 

  



Ⅲ 有关说明和实施要求 

（一）本大纲的作用 

本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动物医学专业专升本自学考试计划的有关规定而编写的，其为个人自学、社

会助学、考试命题、编写教材和自学辅导材料的重要依据。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

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核内容。大纲中未列出的知识点则不属于必须掌握的内容，也不属于考核内

容。 

（二）学习与考核要求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其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应

掌握的程度，大纲中课程考核知识点是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目的与要求中，对自学教材各章、

节内容掌握的程度要求由低到高分为了解和掌握两个层次，其中掌握层次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如

名词、定义、概念、性质等有清晰的认识，并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三）自学教材 

1.自学教材 

杨银凤. 家畜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 

崔燕主编. 动物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全彩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 年 

2.参考教材 

马仲华. 家畜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第 3 版）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  

（四）考试命题 
1．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考核要求中各知识点均为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加

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2．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试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规定的相应最高能

力层次要求。 

3.试题的难度分为容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和难四个难度层次，各层次的试题在试卷中所占分数

比例依次大致为：20%、30%、30%、20%。 

4.试题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解释概念题、简答题和分析论述题。 

5．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60 分为及格线。 
  



IV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 下列动物的结肠形成结肠圆锥的是     （   ） 

    A．猪           B．马            C．牛            D．羊 

二、多项选择题： 

  1.按形态学分类，骨包括下列的 （） 

      A．长骨         B．不规则骨      C．短骨         D．巨骨           E．扁骨 

三、判断题： 

  1.通过肉芽组织增生创伤得到愈合，称为完全再生。（   ） 

四、名词解释题： 

    1. 哈佛氏系统（骨单位） 

五、简答题： 

   1.简述家畜和家禽机体中独立的内分泌腺。 

六、论述题： 

1.试述母牛与母禽的生殖系统组成，以及各自的输卵管和（或）子宫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