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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兽医流行病学是研究动物群体中疾病的频率分布及其决定因素的学科，是预防兽医学中以动物群体

的疾病问题为基础的一门重要学科。它是兽医学中一门较新的学科，在现代预防兽医学和临床兽医学中

占有重要地位。 

二、课程的目标及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和了解兽医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运用调查

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生物学推理等方法，确定动物疾病产生的原因、分布规律，制定出防控对策并

评价其防治效果，以达到控制和消灭动物疾病的目的。 

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掌握动物疾病的自然史、病因推断、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实验流行病学、动

物疾病防制对策及其经济评价的方法；理解兽医流行病学的定义、疾病的三间分布、兽医流行病学资料、

血清流行病学、分析流行病学的方法；了解理论流行病学和多因素分析方法。 

三、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是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的一门专业课，因需要对收集的资料要进行统计分析、建立数学模型

等，需要生物统计和高等数学知识支撑。动物流行病学原理是在研究动物传染病流行规律中产生的，因

此，其先导课程还包括兽医微生物学、兽医临床医学、兽医传染病学；由于很多动物疾病是人兽共患疾

病，所以还要一些兽医公共卫生学知识。 



Ⅱ 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 

 

第一章 绪言 

一、课程内容 

兽医流行病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和方法，兽医流行病学的目的和用途，兽医流行病学的发展，兽医

流行病学与兽医基础学科、其他诊断学科、医学流行病学以及一些非兽医学科的关系。 

二、考核要求 

1.记识：兽医流行病学的定义。 

2.理解：兽医流行病学研究的目的和用途。 

3.简单应用：兽医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说明你对兽医流行病学就是家畜传染病学总论

的看法。 

4.综合应用：流行病学与临床医学和病理学的关系，兽医流行病学与医学流行病学的关系。 

第二章 兽医流行病学基础 

一、课程内容 

疾病的生态学基本概念，动物群体的分布及大小调节，食物链对疾病传播的重要性，小生境与疾病

的关系，景观流行病学的概念；群体中疾病发生的形式和度量，疾病的畜群分布（年龄、性别、种和品

种、大小体形、被毛以及皮肤的颜色等）、时间分布（短期趋向、周期趋向、长期趋向）和地区分布，

三间分布的组合，感染的传播（水平传播和垂直传播）和维持机理，疾病的病因因素及因素间的相互作

用；病因理论（Koch 氏假说、Evans 氏假说）、疾病和假设病因的联系（联系的种类、因果模型及混杂

因素）；兽医流行病学资料的性质（资料要素、资料编码及度量）、来源及收集、整理、贮存和调出，兽

医资料库；动物群体疾病的防制对策（基本概念、防制措施及制定疾病防制计划应考虑的重要因素），

畜禽保健和生产计划的制订，动物疾病监测的概念、目的和意义、形式和种类、设施和机构以及步骤；

动物群体疾病防制的经济评价（动物保健的财务评价、疾病防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和毛利分析）及风险

分析(概念、类型、步骤，动物疾病及防控决策风险，动物健康风险评估)。 

二、考核要求 

1.记识：流行病学干预、地方流行、流行、散发流行、大流行、动态率、静态率、粗率、专率、疾

病消除、防制对策、暴发、发病率和累计发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患病率、短期趋向、增殖流行、周

期趋向、景观流行病学、终宿主和中间宿主、增幅宿主和贮存宿主、疾病监测、发育性传播、增殖性传

播、疾病自然史、流行病学资料，流行病学资料真实性、可靠性，兽医风险及分析、风险交流，动物健

康风险及评估。 

2.理解：疾病时间分布的类型，造成疾病年龄分布的原因，研究疾病年龄分布的用途及方法，造成

疾病性别、种和品种分布、地区分布的原因，疾病水平传播与垂直传播的概念、类型和传播途径，维持

感染的原因，病因推断的原则和方法，疾病控制的概念和途径，疾病消灭的含义，疾病预防的概念和方



法，制订畜群保健和生产计划的目的和基本原则，动物疾病监测的步骤和需要的设施，疾病流行和地方

流行的主要区别，必要原因与充分原因的关系，疾病的命名和分类，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对资料的要求，

资料的要素，诊断指标和标准，解释性资料的敏感性、特异性、假阳性率、假阴性率、似然比、正确诊

断指数、预测值，资料编码的方法，风险分析的步骤，动物疾病防控的风险观念，动物疾病及防控决策

的主要风险，动物疾病防控决策的原则，动物健康风险评估的目的、技术路线及过程，有害因子暴露评

估及剂量-应答评估，风险特性确定及意义。 

3.简单应用：形成病因假设的方法，兽医流行病学资料的来源，生产单位疾病所致经济损失的来源，

畜群保健计划中兽医流行病学的任务，研究疾病三间分布的意义，举例说明动态率和静态率的主要区别，

举例说明食物链对疾病传播的重要性，疾病的命名和分类与诊断评价在流行病学资料中的重要性，特异

性和敏感性的关系，预测值与特异性和敏感性的关系，影响解释性可靠性的因素及评价方法，血清学监

测假阳性与假阴性产生的原因，兽医流行病学研究的资料来源及资料整理的步骤，一类疫病风险的来源

和范围，分析一类疫病防控决策风险的来源及导致一类疫病防控决策风险的因素，健康风险处理。 

4.综合应用：影响疾病水平传播的因素，Evans 病因假说的主要内容以及与 Koch 氏假说的主要区

别，动物疾病的防制措施，制定疾病防制计划应考虑的因素，举例说明混杂因素在研究病因因素与疾病

之间联系中的作用，制定我国消灭猪瘟的规划、应考虑的因素及实施规划的阶段，制定饲养 10 000 只

现代蛋鸡场的保健生产计划，以禽流感为例说明疾病全国范围内监测的设施、机构和步骤，以净现值

(NPV)、收益/成本比(B/C)和内部报酬率(IRR)三项指标说明疾病防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原理，分析一

类疫病防控决策风险种类，动物健康风险评估需辨识动物健康风险。 

第三章 描述流行病学 

一、课程内容 

描述流行病学的概念及特点，描述性方法的类型，描述流行病学的用途，描述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与

设计(明确调查目的、确定调查范围、方式及样本大小、误差控制的方法)；疾病报告与登记的目的和意

义，法定报告的畜禽传染病，疾病报告、登记的项目、管理及检查；暴发调查的目的和意义，步骤、方

法及应用；现况调查目的和意义，主要内容，调查方法，数据整理分析与结果解释及应用。 

二、考核要求 

1.记识：病例报告的概念、目的、作用及局限性，系列病例报告的概念及作用，分析性调查与描述

性调查的概念及属性，流行病学监测的概念、类型及作用，疾病生态相关分析的概念、特点及类型，靶

群体、目标群体、抽样框架、抽样分数、A 类疾病、现况调查、系统误差、抽样误差，我国确定的第一

类传染病。 

2.理解：描述流行病学的用途，描述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确定暴发的原则，现况调查的优点和不

足。 

3.简单应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要回答的问题，兽医流行病学调查中常用的抽样技术，调查表的标

准格式及设计，调查样本大小的确定，系统误差和抽样误差的控制。 

4.综合应用：常规数据的描述，爆发调查的步骤和方法，现况调查的内容和方法。 



第四章 分析流行病学 

一、课程内容 

显著性检验的原理，联系强度的确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及相关性分析，观察研究中的偏倚及其控

制方法；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病例-对照研究的特点，样本大小的确定，病例组和对照组的选择，研究

因素的选择，资料分析和评价）；队列研究设计（队列研究的特点，样本大小的确定，研究方法和要求，

资料分析和评价，回顾性队列研究的要求）；观察性研究主要特性的比较。 

二、考核要求 

1.记识：“邵氏”图、RR、OR、AR、混杂因素、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 

2.理解：显著性检验的原理，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的特点，分析流行病学与描述流行病学的

主要区别。 

3.简单应用：因素间相关及相互作用的分析方法，观察研究中偏倚的类型及控制，病例-对照研究

中样本选择的基本原则，证明疾病和因素间是否有统计学联系的主要方法及适合于分析的变量类型危险

性估计的意义及表示方法。 

4.综合应用：影响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样本大小的因素，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比较。 

第五章 实验流行病学 

一、课程内容 

现场实验流行病学研究设计及应用；自然实验的应用及构成自然实验的基本条件；动物实验流行病

学研究的设计原则，结果观察。分析评价及应用。 

二、考核要求 

1.记识：现场实验流行病学研究，动物实验流行病学研究。 

2.理解：构成自然实验的条件，现场实验设计的原则。  

3.简单应用：实验流行病学研究与观察性研究的区别，用本动物（对象动物）进行动物实验流行病

学研究与现场实验流行病学研究的区别。  

4.综合应用：兽医流行病学研究一般不对自然发生的疾病进行分析性研究的原因，现场实验设计的

原则和内容。 

第六章 理论流行病学 

一、课程内容 

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主要用途；建立兽医流行病学数学模型的步骤；兽医流行病学数学模型的类

型（确定性模型与随机性模型，经验模型和解释模型，密度模型和流行模型）。 

二、考核要求 

1.记识：理论流行病学、密度模型、流行模型、确定性模型、随机性模型、经验模型、解释模型； 

2.理解：确定性模型与随机性模型的主要区别 。 

3.简单应用：理论流行病学的用途。  



4.综合应用：概述建模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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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别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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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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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少数几个知识点，解决一些简单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多个知识点，解决兽医流行病理论与实践中较为复杂的问题。 

三、自学教材与参考教材 

1.自学教材：刘秀梵.兽医流行病学(第四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2 

2.参考教材：黄保续.兽医流行病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2 

四、自学方法的指导 

兽医流行病学课程知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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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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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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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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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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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的 4 个备选答案中，选出 1个正确答案，并将其代码填入题干后的括号

内。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 疾病的季节性趋向属于                                                （     ） 

A. 周期性流行      B. 短期趋向      C. 周期趋向         D. 长期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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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号内。错选不得分，漏选选对一半得 1 分。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 造成疾病季节性趋向的原因是                                     （           ） 

A. 动物的种类             B. 动物的密度            C. 饲养管理 

D. 病原体的存活           E. 媒介动力学 

三、判断题（认为对的，在题后的括号内打“√”，错的打“×”。每小题   分，共   分） 

1. 地方流行性疾病在畜群间、时间和空间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            （      ） 

四、解释概念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 流行强度 

五、简答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你认为兽医流行病学与医学流行病学有何不同？ 

五、论述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 举例说明导致动物健康问题的有害因素。 

六、分析应用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 某地区饲养肉牛 50 000 多头，发生一种以血尿为特征的疾病。肉牛使用的精料为当地甲、乙两

个饲料厂提供，用户自己选择饲料的使用。 

现场兽医从诊断和治疗中得到的印象是该病没有传染性，使用甲厂饲料的发病率似乎比乙厂的高，

怀疑该病可能与饲料有关，根据各牛场的登记牛号构成抽样框架，随机抽样 5 000 头（如下表）分析患

病和饲料来源的关系并评价其结果。 
饲料来源 发病 未发病 合计 
甲厂 395 1 805 2 200 
乙厂 179 2 621 2 800 
合计 574 4 426 5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