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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目的 

畜牧学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目的，就是以最低成本获取数量最大、

品质优良和安全卫生的动物源性食品，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在畜牧业生产中，应该选择优良的品种，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条件，适宜的营养水平，科学的管理技术，优质的环境控制，有效的疫病防治，保证

各个生产环节具有较高的效率。畜牧学概论是为适应我国畜牧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要求而开设的一门

课程。主要阐述畜牧业生产的基本理论、生产知识、技术措施和经营决策等，其主要内容有绪论、动物

营养原理、饲料、动物遗传基本原理、动物育种、动物繁殖、环境工程、动物卫生保健、牛生产、羊生

产、猪生产及家禽生产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地掌握畜牧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和技术，

了解畜牧学的主要发展趋势和前沿领域，在将来的实践中，能利用畜牧学的基本原理解决养殖过程中的

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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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 

绪 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畜牧业在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了解目前国内外畜牧业的现状及发展

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畜牧业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 

（二）我国畜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三）世界畜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四）畜牧生产系统及产业化经营模式 

三、考核知识点 

（一）畜牧业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 

（二）我国畜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三）世界畜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四）畜牧生产系统及产业化经营模式。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单位和作用。 

（二）领会： 国内外畜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三）应用：畜牧生产系统及产业化经营模式。 

第一章 动物营养原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动物营养物质的种类及来源，各种家畜对不同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过程，掌握各

种营养物质对动物营养的作用，以及动物的营养需要和饲养标准。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营养物质及其消化吸收 

（一）营养物质及来源 

（二）动物的消化系统及消化方式 

（三）非反刍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四）反刍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第二节 营养物质与动物营养 

（一）水与动物营养 

（二）蛋白质与动物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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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糖类与动物营养 

（四）脂类与动物营养 

（五）矿物质与动物营养 

（六）维生素与动物营养 

第三节 营养需要与饲养标准 

（一）营养需要 

（二）营养标准 

三、考核知识点 

（一）营养物质及来源。 

（二）动物的消化系统及消化方式。 

（三）非反刍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四）反刍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五）水、蛋白质、糖类、脂类、矿物质、维生素与动物营养。 

（六）营养需要与营养标准。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动物营养物质及来源，各种营养动物对动物营养的作用。 

（二）领会： 动物的消化系统和消化方式，非反刍动物及反刍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三）应用： 不同动物的营养需要，以及各种动物在不同生产阶段的营养标准。 

第二章 饲料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了解饲料营养价值评定的常用方法，掌握各种饲料营养价值的评定，并且掌握八大类饲料的

特性和饲料对于畜产品品质的影响。掌握配合饲料的生产工艺。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饲料营养价值的评定 

（一）化学分析方法 

（二）消化试验 

（三）平衡试验 

（四）饲养试验 

（五）饲料能量价值的评定 

（六）饲料蛋白质营养价值的评定 

（七）粗饲料品质评定 

第二节 饲料营养特性 

（一）饲料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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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大类饲料的特性 

第三节  饲料对畜产品品质的影响 

（一）饲料的品质直接影响畜产品的品质 

（二）饲料安全直接影响畜产品的安全性 

第四节 配合饲料及生产工艺 

（一）配合饲料的概念及种类 

（二）设计饲料配方的原则 

（三）配合饲料配方的设计 

（四）浓缩饲料配方设计方法 

（五）添加剂预混料配方的设计 

（六）配合饲料生产工艺与设备 

三、考核知识点 

（一）饲料营养价值的评定。 

（二）饲料的分类，八大类饲料的特性。 

（三）饲料品质对畜产品品质的影响，饲料的品质直接影响畜产品的品质，饲料安全直接影响畜产

品的安全性。 

（四）配合饲料的概念及种类，设计饲料配方的原则，配合饲料配方的设计，浓缩饲料配方设计方

法，添加剂预混料配方的设计，配合饲料生产工艺与设备。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饲料的分类，八大类饲料的特性，饲料品质对畜产品品质的影响，配合饲料的概念

及种类。 

（二）领会： 设计饲料配方的原则，配合饲料配方的设计，浓缩饲料配方设计方法，添加剂预混

料配方的设计，配合饲料生产工艺与设备。 

（三）应用： 饲料营养价值的评定方法。 

第三章 动物遗传基本原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掌握细胞遗传的定律，群体遗传结构以及影响基因频率变化的因素，掌握动物数量性状遗传

和分子遗传，了解生物工程技术及原理。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细胞遗传 

（一）孟德尔遗传及其细胞学基础 

（二）连锁互换定律与伴性遗传 

第二节 群体遗传学 

（一）群体的遗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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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因频率的计算 

（三）影响基因频率变化的因素 

第三节 动物数量性状的遗传 

（一）遗传参数 

（二）选择 

（三）近交与杂交 

第四节 分子遗传与生物工程 

（一）分子遗传的本质 

（二）遗传密码 

（三）基因的结构与突变 

（四）基因重组 

（五）限制与修饰 

（六）基因编辑技术 

（七）转基因技术 

（八）基因定位于基因图谱 

（九）表观遗传学概述 

（十）生物工程 

（十一）生物信息学概述 

（十二）基因组学概述 

（十三）转录组学概述 

（十四）蛋白质组学概述 

（十五）代谢组学概述 

（十六）微生物基因组学概述 

三、考核知识点 

（一）孟德尔遗传及其细胞学基础，连锁互换定律与伴性遗传。 

（二）群体的遗传结构，基因频率的计算，影响基因频率变化的因素。 

（三）动物数量性状的遗传 

（四）分子遗传与生物工程，分子遗传的本质，遗传密码，基因的结构与突变，基因重组，限制与

修饰，基因编辑技术，转基因技术，基因定位于基因图谱，表观遗传学概述，生物工程，生物信息学概

述，基因组学概述，转录组学概述，蛋白质组学概述，代谢组学概述，微生物基因组学概述。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孟德尔遗传及其细胞学基础，连锁互换定律与伴性遗传，动物数量性状的遗传，分

子遗传的本质，遗传密码，基因的结构与突变。 

（二）领会：群体的遗传结构，基因频率的计算，影响基因频率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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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分子遗传与生物工程。 

第四章 动物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掌握家畜品种及分类，了解各种动物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动物生产力的评定方法以及动物

育种的方法，熟悉各种品种选育的技术及优势，掌握动物育种规划的工作组织措施。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品种概述 

（一）家畜品种的概念 

（二）品种的分类 

（三）引种与风土驯化 

第二节 动物生长发育的规律 

（一）生长发育的概念 

（二）生长发育的测定和计算 

（三）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 

（四）影响生长发育的主要因素 

第三节 动物的生产力 

（一）动物生产力评定的意义 

（二） 评定生产力的指标 

第四节 选种 

（一） 选种的基本原理 

（二） 种用价值的评定 

第五节 选配 

（一）选配的意义和作用 

（二）品质选配 

（三）亲缘选配 

（四）个体选配的注意事项 

（五）种群选配 

第六节 动物育种的方法 

（一）本品种的选育 

（二）杂交选育 

（三）动物育种中的新技术 

第七节 动物品种遗传资源保存及其利用 

（一）动物品种遗传资源保存工作的意义 



                              

8 
 

（二）动物保种理论 

（三）现有的保种方法 

（四）动物品种遗传资源的利用 

第八节 杂种优势及其利用 

（一）杂种优势利用的概念和意义 

（二）杂种优势利用的主要环节 

第九节 动物育种规划与工作组织措施 

（一）动物育种规划 

（二）动物育种工作组织措施 

三、考核知识点 

（一）家畜品种的概念，品种的分类，引种与风土驯化。 

（二）生长发育的概念，生长发育的测定和计算，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影响生长发育的主要因素。 

（三）动物生产力评定的意义， 评定生产力的指标。 

（四）选种的基本原理，种用价值的评定。 

（五）选配的意义和作用，品质选配，亲缘选配，个体选配的注意事项，种群选配。 

 

（六）本品种的选育，杂交选育，动物育种中的新技术。 

（七）动物品种遗传资源保存工作的意义，动物保种理论，现有的保种方法，动物品种遗传资源的

利用。 

（八）杂种优势利用的概念和意义，杂种优势利用的主要环节。 

（九）动物育种规划，动物育种工作组织措施。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动物品种的概念及分类，引种与风土驯化，生长发育的概念，影响动物生长发育的

主要因素。 

（二）领会： 动物生产力评定的意思及评定生产力的指标，选种的基本原理，种用价值的评定，

选配的意义和作用，选配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杂种优势及其利用。 

（三）应用： 动物育种的方法，动物品种遗传资源保存及其利用，动物育种规划与工作措施。 

第五章 动物繁殖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雄性和雌性动物生殖器官的构造及功能，熟练掌握常见几种重要生殖激素的作用及其

在动物繁殖活动中的应用，考查对动物生殖生理过程的了解程度，包括配子的形成、受精、妊娠及分娩，

并且掌握常见的动物配种技术和胚胎工程技术。 

二、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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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动物的生殖器官 

（一）雄性动物的生殖器官 

（二）雌性动物的生殖器官 

第二节 生殖激素 

（一）概述 

（二）几种重要生殖激素及其在动物繁殖上的应用 

第三节 雄性动物的生殖生理 

（一）雄性动物性机能的发育 

（二）精子的发生 

（三）精子的形态和结构 

（四）精液 

第四节 雌性动物的生殖生理 

（一）雌性动物性机能的发育 

（二）卵细胞的发生 

（三）卵细胞的形态和结构 

（四）卵泡的生长与排卵 

（五）发情与发情周期 

（六）受精、妊娠与分娩 

第五节 动物配种与人工授精 

（一）自然交配 

（二）人工授精及意义 

（三）人工授精的主要技术程序 

（四）精液冷冻保存技术 

第六节 动物繁殖控制技术 

（一）发情控制 

（二）排卵控制 

（三）性别控制 

（四）受精控制 

（五）产仔控制 

（六）分娩控制 

第七节 胚胎移植与胚胎工程技术 

（一）胚胎移植技术 

（二）胚胎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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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提高动物繁殖力 

（一）繁殖力的概念 

（二）评定动物繁殖力的方法和指标 

（三）提高动物繁殖力的措施 

三、考核知识点 

（一）动物的生殖器官，雌雄动物生殖器官解剖结构。 

（二）几种重要生殖激素及其在动物繁殖上的应用。 

（三）雄性动物的生殖生理，雄性动物性机能的发育，精子的形态和结构，精液。 

（四）雌性动物的生殖生理，雌性动物性机能的发育，卵细胞的发生，卵细胞的形态和结构，卵泡

的生长与排卵，发情与发情周期，受精、妊娠与分娩。 

（五）动物配种与人工授精，自然交配，人工授精及意义，人工授精的主要技术程序，精液冷冻保

存技术。 

（六）动物繁殖控制技术，发情控制，排卵控制，性别控制，受精控制，产仔控制，分娩控制。 

（七）胚胎移植与胚胎工程技术，胚胎移植技术，胚胎工程技术。 

（八）提高动物繁殖力，繁殖力的概念，评定动物繁殖力的方法和指标，提高动物繁殖力的措施。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雌雄动物生殖器官解剖结构及功能，雄性动物性机能的发育，精子的形态和结构，精

液， 雌性动物性机能的发育，卵细胞的形态和结构，受精、妊娠与分娩。 

（二）领会： 卵细胞的发生，卵泡的生长与排卵，发情与发情周期，评定动物繁殖力的方法和指

标。 

（三）应用： 几种重要生殖激素及其在动物繁殖上的应用，人工授精的主要技术程序，精液冷冻

保存技术，动物繁殖控制技术，胚胎移植技术，胚胎工程技术，提高动物繁殖力的措施。 

第六章  动物环境控制、养殖设备及福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养殖场场址的选择及其建筑要求，养殖场的布局和公共卫生设施，动物环境的控制和粪污处理

及利用，掌握各种家畜规模化养殖的机械化和信息化设备及智慧牧场。了解动物福利对畜牧业生产的影

响。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养殖场场址的选择及其建筑 

（一） 场址选择 

（二） 养殖场的布局 

（三）畜禽舍建筑 

（四）养殖场的公共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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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养殖场的环境保护 

第二节 动物环境及其控制 

（一）动物环境 

（二）环境对畜禽生产性能的影响 

（三）畜禽环境的控制 

第三节 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及利用 

（一）养殖场粪尿排放 

（二）养殖场粪污管理与资源化利用 

（三）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方法 

（四）污水的处理与利用 

第四节 畜禽生产设备及智慧牧场 

（一）畜禽生产机械化和信息化 

（二）机械化和信息化养猪设备及智慧猪场 

（三）机械化和信息化养鸡设备及智慧鸡场 

（四）机械化和信息化养牛设备及智慧牛场 

（五）机械化和信息化养羊设备及智慧羊场 

第五节 动物福利与畜牧生产 

（一）动物福利的概念与基本要求 

（二）动物福利与畜牧生产的关系 

（三）实施动物福利的措施 

三、考核知识点 

（一）养殖场场址选择，养殖场的布局，畜禽舍建筑，养殖场的公共卫生设施，养殖场的环境保护。 

（二）动物环境，环境对畜禽生产性能的影响，畜禽环境的控制。 

（三）养殖场粪尿排放，养殖场粪污管理与资源化利用，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方法，污水的处理

与利用。 

（四）畜禽生产机械化和信息化，机械化和信息化养猪设备及智慧猪场，机械化和信息化养鸡设备

及智慧鸡场，机械化和信息化养牛设备及智慧牛场，机械化和信息化养羊设备及智慧羊场。 

（五）动物福利的概念与基本要求，动物福利与畜牧生产的关系，实施动物福利的措施。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动物环境，动物福利的概念与基本要求，动物福利与畜牧生产的关系，实施动物福

利的措施。 

（二）领会：养殖场场址选择，养殖场的布局，畜禽舍建筑，养殖场的公共卫生设施，环境对畜禽

生产性能的影响，环境对畜禽生产性能的影响，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方法，机械化和信息化养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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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慧牧场。 

（三）应用：养殖场的环境保护，畜禽环境的控制，畜禽环境的控制，养殖场粪尿排放，养殖场粪

污管理与资源化利用，污水的处理与利用。 

第七章  动物卫生保健与疫病控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掌握动物的卫生保健工作，动物防疫措施及检疫程序，并掌握对常见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的防治，以及营养代谢性疾病和中毒性疾病的防治。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动物的卫生保健 

（一） 加强对动物疫病的检疫工作 

（二） 预防动物疫病的发生 

第二节 动物防疫与检疫 

（一）动物疫病的防疫 

（二）动物检疫 

第三节 动物常见疫病的防治 

（一）动物传染病 

（二）动物寄生虫病 

（三）动物营养代谢性疾病和中毒性疾病 

三、考核知识点 

（一）加强对动物疫病的检疫工作，预防动物疫病的发生。 

（二）动物疫病的防疫， 动物检疫。 

（三）动物传染病，动物寄生虫病，动物营养代谢性疾病和中毒性疾病。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加强对动物疫病的检疫工作，预防动物疫病的发生。 

（二）领会： 动物疫病的防疫，动物检疫。 

（三）应用： 动物传染病和动物寄生虫病的防治，动物营养代谢性疾病和中毒性疾病的防治。 

第八章  动物产品的安全生产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考查学生对影响动物产品安全生产因素的了解程度，掌握我国动物性食品的卫生管理，动物性食品

的兽医卫生检验及动物性食品的安全生产。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影响动物产品安全生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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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殖投入品 

（二）动物饲养环境 

（三）动物疫病 

第二节 我国动物性食品的卫生管理 

（一）食用畜禽生产 

（二）屠宰加工过程 

（三）销售环节 

（四）肉类加工企业 

（五）肉类市场 

第三节 动物性食品兽医卫生检验 

（一）肉类 

（二）乳蛋类 

第四节 动物性食品安全生产 

（一）畜禽养殖生产过程中的药物使用 

（二）动物产品生产品质控制 

（三）安全卫生系统的建立 

（四）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 

（五）绿色动物产品 

（六）有机动物产品 

（七）生态动物产品 

三、考核知识点 

（一）影响动物产品安全生产的因素，养殖投入品，动物饲养环境，动物疫病。 

（二）我国动物性食品的卫生管理。 

（三）动物性食品兽医卫生检验。 

（四）动物性食品安全生产，畜禽养殖生产过程中的药物使用，动物产品生产品质控制，安全卫生

系统的建立，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绿色动物产品，有机动物产品，生态动物产品。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影响动物产品安全生产的因素，养殖投入品，动物饲养环境，动物疫病，我国动物

性食品的卫生管理。 

（二）领会： 动物性食品兽医卫生检验，肉类和乳蛋类。 

（三）应用： 动物性食品安全生产，畜禽养殖生产过程中的药物使用，动物产品生产品质控制，

安全卫生系统的建立，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绿色动物产品，有机动物产品，生态动物产品。 

第九章  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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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牛生产的特点，了解牛生产的发展趋势及牛的一般生物学特性，熟悉常见牛的品种及

不同生产用途牛的外貌要求，掌握不同用途牛的饲养管理技术及产品的初步加工。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牛生产概述 

（一）牛生产的特点 

（二）牛生产的发展概况 

（三）现代牛生产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牛的生物学特征 

（一）一般外形特征 

（二）牛的生活习性 

（三）牛的消化 

（四）牛的繁殖特性 

（五）乳牛的泌乳特性 

（六）牛的生长发育特征 

第三节 牛的品种 

（一）乳牛品种 

（二）兼用品种 

（三）国外肉用牛品种 

（四）国内肉用牛品种 

（五）中国黄牛 

（六）水牛 

（七）牦牛 

（八）瘤牛 

第四节 牛的体型外貌 

（一）不同生产用途牛的外貌要求 

（二）牛的外貌鉴定 

第五节 犊牛的饲养与管理 

（一）犊牛的饲养 

（二）犊牛的管理 

第六节 育成牛与青年牛的饲养与管理 

（一）育成牛与青年牛的饲养 

（二）育成牛与青年牛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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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泌乳牛与干乳牛的饲养管理 

（一）泌乳期和干乳期乳牛的饲养 

（二）泌乳期和干乳期乳牛的管理 

第八节 肉牛的饲养管理 

（一）肉牛育肥 

（二）育肥牛的管理 

第九节 其他牛的饲养管理 

（一）种公牛的饲养管理 

（二）役用牛和水牛的饲养管理 

（三）牦牛的饲养管理 

第十节 牛产品的初步加工 

（一）牛乳的初步加工 

（二）肉牛的屠宰及分割 

（三）牛皮的初步处理及保存 

三、考核知识点 

（一）牛生产的特点，牛生产的发展概况，现代牛生产的发展趋势。 

（二）一般外形特征，牛的生活习性，牛的消化，牛的繁殖特性，乳牛的泌乳特性，牛的生长发育

特征。 

（三）牛的品种，乳牛品种，兼用品种，国外肉用牛品种，国内肉用牛品种，中国黄牛，水牛，牦

牛，瘤牛。 

（四）不同生产用途牛的外貌要求，牛的外貌鉴定。 

（五）犊牛的饲养，犊牛的管理。 

（六）育成牛与青年牛的饲养，育成牛与青年牛的管理。 

（七）泌乳期和干乳期乳牛的饲养，泌乳期和干乳期乳牛的管理。 

（八）肉牛育肥，育肥牛的管理。 

（九）种公牛的饲养管理，役用牛和水牛的饲养管理，牦牛的饲养管理。 

（十）牛乳的初步加工，肉牛的屠宰及分割，牛皮的初步处理及保存。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牛生产的特点，牛生产的发展概况，现代牛生产的发展趋势，一般外形特征，牛的

生活习性，牛的消化，牛的繁殖特性，乳牛的泌乳特性，牛的生长发育特征，牛的品种。 

（二）领会： 不同生产用途牛的外貌要求，牛的外貌鉴定，牛乳的初步加工，肉牛的屠宰及分割，

牛皮的初步处理及保存。 

（三）应用： 犊牛的饲养管理，育成牛的饲养管理，泌乳期和干乳期乳牛的饲养管理，肉牛的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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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及管理，种公牛的饲养管理，役用牛和水牛的饲养管理，牦牛的饲养管理。 

第十章  猪生产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国内外猪生产的概况和猪的一般生物学特性，熟悉常见的中的类型和品种，并掌握各

个阶段猪的饲养管理技术要点及猪生产的工艺和常见设备。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猪生产概述 

（一）中国猪生产概述 

（二）世界猪生产概况 

第二节 猪的生物学特性 

（一）采食行为 

（二）消化特性 

（三）嗅觉和听觉灵敏，视觉不发达 

（四）性行为与繁殖特性 

（五）生长期短，周转快，积脂力强 

（六）定居漫游与群居行为 

（七）争斗行为 

（八）母性行为 

（九）活动与睡眠 

（十）排泄行为 

（十一）后效行为 

（十二）适应性强，分布广 

第三节 猪的类型和品种 

（一）猪的经济类型 

（二）中国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 

第四节 种猪的饲养管理 

（一）配种 

（二）妊娠期的管理 

（三）分娩期的管理 

（四）泌乳期的管理 

第五节 幼猪的培育 

（一）哺乳仔猪的养育 

（二）断乳仔猪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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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备猪的培育 

第六节 肉猪生产 

（一）肉猪生长发育的规律 

（二）提高生长育肥猪生产力技术措施 

第七节 猪生产的工艺与设备 

（一）猪生产的工艺 

（二）猪生产的设备 

三、考核知识点 

（一）中国猪生产概述，世界猪生产概况。 

（二）猪的生物学特性，采食行为，消化特性，嗅觉和听觉灵敏，视觉不发达，性行为与繁殖特性，

生长期短，周转快，积脂力强，定居漫游与群居行为，争斗行为，母性行为，活动与睡眠，排泄行为，

后效行为，适应性强，分布广。 

（三）猪的经济类型，中国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 

（四）配种，妊娠期的管理，分娩期的管理，泌乳期的管理。 

（五）哺乳仔猪的养育，断乳仔猪养育，后备猪的培育。 

（六）肉猪生长发育的规律，提高生长育肥猪生产力技术措施。 

（七）猪生产的工艺，猪生产的设备。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中国猪生产概述，世界猪生产概况，猪的经济类型，中国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 

（二）领会： 猪的生物学特性，采食行为，消化特性，嗅觉和听觉灵敏，视觉不发达，性行为与

繁殖特性，生长期短，周转快，积脂力强，定居漫游与群居行为，争斗行为，母性行为，活动与睡眠，

排泄行为，后效行为，适应性强，分布广，猪生产的工艺，猪生产的设备。 

（三）应用： 配种，妊娠期的管理，分娩期的管理，泌乳期的管理，哺乳仔猪的养育，断乳仔猪

养育，后备猪的培育，肉猪生长发育的规律，提高生长育肥猪生产力技术措施。 

第十一章  羊生产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羊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熟悉我国羊生产的现状和羊的品种及世界

羊产业的发展趋势，掌握各种用途和不同生产阶段羊的饲养管理。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羊生产概述 

（一）羊生产的特点及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二）羊的主要产品 

（三）中国羊生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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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养羊业发展趋势 

第二节 羊的生物学特性 

（一）羊的生活习性 

（二）羊的消化特点 

第三节 羊的品种 

（一）品种分类 

（二）绵羊品种 

（三）山羊品种 

第四节 羊的饲养管理 

（一）种羊的饲养管理 

（二）乳山羊的饲养管理 

（三）肉羊的育肥管理 

（四）舍饲养羊 

（五）放牧技术 

三、考核知识点 

（一）羊生产的特点及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羊的主要产品，中国羊生产现状，世界养羊业发展趋

势。 

（二）羊的生活习性，羊的消化特点。 

（三）品种分类，绵羊品种，山羊品种。 

（四）种羊的饲养管理，乳山羊的饲养管理，肉羊的育肥管理，舍饲养羊，放牧技术。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羊生产的特点及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羊的主要产品，中国羊生产现状，世界养羊

业发展趋势， 品种分类，绵羊品种，山羊品种。 

（二）领会： 羊的生活习性，羊的消化特点。 

（三）应用： 种羊的饲养管理，乳山羊的饲养管理，肉羊的育肥管理，舍饲养羊，放牧技术。 

第十二章  家禽生产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了解家禽的生物学特性，动物学分类地位及常见家禽的品种，掌握家禽的孵化条件，家禽的

饲养管理，以及家禽的饲养设备和产品的加工等。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家禽生产概述 

第二节 家禽的生物学特性 

（一）家禽在动物分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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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禽的一般特征 

（三）家禽的生物学特征 

第三节 家禽的品种 

（一）家禽品种的分类 

（二）鸡的品种 

（三）鸭的品种 

（四）鹅的品种类型 

第四节 家禽的孵化 

（一）孵化前的准备 

（二）种蛋的选择、保存、消毒和运输 

（三）主要家禽的孵化期 

（四）人工孵化的条件 

（五）影响孵化率的因素 

（六）初生雏的性别鉴定、分级、断喙及运输 

第五节 家禽的饲养管理 

（一）蛋鸡的饲养管理 

（二）肉鸡的饲养管理 

（三）水禽的饲养管理 

第六节 养禽设备 

（一）饲养设备 

（二）环境控制设备 

（三）清粪设备 

（四）集蛋设备 

第七节 禽类产品的初步加工 

（一）蛋的储藏 

（二）肉鸡的初步加工 

（三）禽类副产品的加工利用 

三、考核知识点 

（一）家禽生产概述。 

（二）家禽在动物分类中的地位，家禽的一般特征，家禽的生物学特征。 

（三）家禽品种的分类，鸡的品种，鸭的品种，鹅的品种类型。 

（四）家禽孵化前的准备，种蛋的选择、保存、消毒和运输，主要家禽的孵化期，人工孵化的条件，

影响孵化率的因素，初生雏的性别鉴定、分级、断喙及运输。 

（五）蛋鸡的饲养管理，肉鸡的饲养管理，水禽的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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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养禽设备，饲养设备，环境控制设备，清粪设备，集蛋设备。 

（七）蛋的储藏，肉鸡的初步加工，禽类副产品的加工利用。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家禽生产概述，禽在动物分类中的地位，家禽的一般特征，家禽的生物学特征，家

禽品种的分类，鸡的品种，鸭的品种，鹅的品种类型。 

（二）领会： 养禽设备，饲养设备，环境控制设备，清粪设备，集蛋设备，蛋的储藏，肉鸡的初

步加工，禽类副产品的加工利用。 

（三）应用： 家禽孵化前的准备，种蛋的选择、保存、消毒和运输，主要家禽的孵化期，人工孵

化的条件，影响孵化率的因素，初生雏的性别鉴定、分级、断喙及运输，蛋鸡的饲养管理，肉鸡的饲养

管理，水禽的饲养管理。 

第十三章  畜牧业企业经营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让学生了解畜牧业企业经营管理方法，企业的生产管理，畜产品营销管理等。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畜牧业企业经营管理概述 

（一）畜牧业企业概述 

（二）经营管理概述 

（三）畜牧业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职能 

第二节 畜牧业企业的科学决策 

（一）畜牧业市场调查 

（二）畜牧业市场预测 

（三）畜牧业经营决策 

第三节 畜牧业企业生产管理 

（一）畜牧业计划管理 

（二）畜牧业企业劳动管理 

（三）畜牧业企业质量管理 

（四）畜牧业企业产品成本核算 

第四节 畜产品营销管理 

（一）影响畜产品供求的主要因素 

（二）畜产品目标市场的选择 

（三）畜产品销售策略 

三、考核知识点 

（一）牧业企业概述，经营管理概述，畜牧业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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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畜牧业市场调查，畜牧业市场预测，畜牧业经营决策。 

（三）畜牧业计划管理，畜牧业企业劳动管理，畜牧业企业质量管理，畜牧业企业产品成本核算。 

（四）影响畜产品供求的主要因素，畜产品目标市场的选择，畜产品销售策略。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经营管理概述，畜牧业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职能。 

（二）领会：畜牧业市场调查，畜牧业市场预测，畜牧业经营决策，影响畜产品供求的主要因素，

畜产品目标市场的选择，畜产品销售策略。  

（三）应用： 畜牧业计划管理，畜牧业企业劳动管理，畜牧业企业质量管理，畜牧业企业产品成

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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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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学、社会助学、考试命题、编写教材和自学辅

导材料，必须与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基本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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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求与考核要求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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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层次，依次为了解、理解、掌握、熟练掌握。 

本课程考试内容基本体现在各章节的考核知识点中。由于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

自身特点不同，故在“考核要求”中分别按三个认知层次确定考核要求，从低到高依次是： 

识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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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会：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在识记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理解，清楚地知道与有关知识点的联系

与区别，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和解释。 

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中的几个知识点，分析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三、自学教材与参考教材 

（一）自学教材： 

1. 李建国. 畜牧学概论（第三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 

（二）参考教材： 

1. 昝林森. 牛生产学（第三版）.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 

2.  李清宏. 猪生产学.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 

四、自学方法的指导 

畜牧学概论课程知识性、实践性较广，内容丰富，因此，自学者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参考自学考

试大纲，制定自学计划，认真阅读规定的教材，坚持按计划进行自学。自学的内容和掌握的程度应参照

本大纲规定的要求，深入理解各章的知识点。 

五、社会助学 

（一）社会助学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基本内容与考核内容认真钻研指定教材，明确具体要求，妥善

安排教学辅导环节。 

（二）针对自学者的情况，教师有计划地进行讲解辅导，对考生布置一定的作业以帮助自学者加深

对主要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三）自学者应按照本大纲的要求，认真学习规定教材，全面而系统，并循序渐进地学习教材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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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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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领会”、“应用”三个认知层次的试题在试卷中所占的分数比例依次约为：20%、

30%、40%、30%。 

4．试题的难度可分为：容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难；它们在试卷中所占分数比例依次大致为：

20%、30%、30%、20%。 

5．试题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 

6．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60 分为及格线。 



                              

24 
 

Ⅳ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在下列每小题后的 4 个备选答案中，选出 1 个最佳答案，并将其代码填入题干后的

括号内。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1.下列生殖激素中，能促进卵泡生长发育的是                        （          ） 

A. 催产素                           B. 促卵泡素  

C. 雌二醇                           D. 孕酮 

二、多项选择题（在每小题后的 5 个备选答案中，选出 2～5 个正确答案，并将其代码填入题后的括号

内。错选、漏选和多选均不得分。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 雄性动物的副性腺包括                                          （          ） 

A.精囊腺                          B.前列腺                     C.尿道球腺 

D.黏液腺                          E.睾丸 

三、判断题（下列叙述中，认为对的在题干后括号内打“√”；认为错的打“×”。 共 10 小题，每小

题 1 分，共 10 分） 

1. 娟姗牛原产于英国娟姗岛，是常见的肉牛品种。                   （          ） 

2.  

四、解释概念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9 分） 

1.  减数分裂： 

2.  

五、简答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1. 性状选择的方法有哪些？ 

2.  

六、论述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  试述近交和杂交的遗传效应。 

2.  

七、综合分析题（共 1 小题，共 11 分） 

1. 假设牛的黑毛（B）和白毛（W）为共现行的等位基因，其杂合子为沙毛（BW）。若纯合子的黑

毛牛和白毛牛杂交，写出 F1 代的基因型。让 F1 自交，F2 的表现型有几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