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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诊疗技能实践训练 

项目二 小动物接近、保定与临床检查的基本方法 

一、目的 

掌握小动物接近与保定的常用方法； 

掌握小动物临床体格检查的方法，要求熟练。 

二、预习要求 

复习或预习小动物接近与保定的方法； 

预习或复习临床体格检查的方法 

三、仪器设备 

嘴套、脖圈、纱布、浴巾、猫包、防咬手套、体重计、体温计、秒表、听诊器、体格

检查表。 

四、内容 

1.接近与保定 

    接近与合适的保定动物是一切操作的基础，贯穿我们整个诊疗全程，没有正确的动物

保定市不可能完成诊疗工作的。保定方法的选择取决于一个总的原则：用足够完成诊疗工作

的最轻微的手段来保定，同时不能对动物和操作者造成伤害。 

（1）接近 

    接近动物前，首先应该做好环境的管理，最好在安静，没有其他动物和无关人员的诊室

或病房里，特别是猫、兔等性格敏感的动物。建议将猫与犬的环境尽量分开，例如诊室、住

院部、美容部等分出犬与猫的活动区域。目前市面上有商品的环境费洛蒙扩散器，可以最少

给猫的环境使用，环境费洛蒙能安抚猫咪对于陌生环境的紧张与害怕的情绪，减少应激。同

时如果操作者之前有接触过别的动物，应做好自我消毒与环境消毒，这样不光是为了减少动

物对陌生动物气味的反应，也是降低各种传染病的传播几率。 

很多动物来到医院都是被放于包或者笼子里由主人带来医院，比如猫、兔子、鸟以及

一些幼龄或者小体的犬。怎么把动物从笼子里拿出来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在不强迫动

物的情况下尽量让动物自己从笼子里面出来，比如食物和玩具引诱等，尽可能不要采用生拉

硬拽的方式，刺激动物，影响接下来的操作。 

成功的将动物放置在台面或者地面上之后，声音和触摸在接近中起主要作用。轻柔如

哄婴儿般的声音可以消除许多患病动物的恐惧心理。轻柔的抚摸耳后或者搔挠下颌可以使猫

觉得很舒服。当将猫保定在检查台上时，稍稍分散其注意力非常必要。同样，大多数犬对抚

摸下颌或颈前腹侧都会表现出良好的反应，但之前要使他们熟悉手的气味。一些犬需要命令

的口气或较强的碰触才会听，(注意：对于经过训练用于攻击的犬，如警犬、守门犬、攻击

犬，需要动物主人来保定或者至少让动物主人出现在犬的视线范围内。一个小手势常常足以

使一条有攻击性的受过训练的犬减少特殊的恶意行为)。受过“跳跃”训练的鸟，即从栖木

上跳到手指上，常常容易抓住且很少应激。缓慢、轻柔、安静地移动能使很多动物保持平静

和放松。放松下来的动物需要物理保定的很少。 

操作步骤 

①跟患病动物说话，叫它的名字跟它打招呼。 



②用温和的声音孩子式的交谈。 

③始终把你的牵引带系在动物身上（不要信任动物主人的项圈和牵引带）。 

④缓慢地移动。 

⑤平静地移动。 

⑥保持身体接触使动物始终知道你在哪里。 

⑦保持你的脸和患病动物的脸有一段距离。 

⑧尽量使患病动物每次在动物医院/诊所的经历越舒适越好（有过不好经历的动物在下

次来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消极的行为)。 

（2）保定 

保定分为物理保定与化学保定。 

化学保定是利用药物来进行，范围从镇静剂到全身麻醉。当需要严格的制动、会一直疼

痛或当处理一个无法预知或难以处理的动物时，会选择这种保定方法。化学保定需要与宠物

主人商量，沟通相应风险，经其同意并签订相应协议后才能执行。如果采用化学保定，药物

的选择、剂量、给药方式都由兽医来决定。 

物理保定不同品种、大小的动物所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 

物理保定 

犬 

犬的行为相比猫更不可预知一些。一些犬开始就有攻击性，另一些则开始能够配合，但

后来可能会突然出乎意料地攻击操作者。操作者必须时刻注意患病动物：上嘴唇细微的抖动、

颈背部毛的竖立或者先于深的嘶哑的叫声之前出现的轻微肌肉紧张，这些都是即将要攻击的

警示。有时没有任何警示也咬人。牙齿是犬的武器，因此对于不可预知的犬的嘴必须要保定。 

①犬站立时的保定 

操作技术 

A 保定者将一只胳膊置于犬颈下，以使前臂能安全固定住犬的头部。 

B 将另一只胳膊置于犬腹下或胸下。 

C 保定时将犬向检查人员胸部拉近。 

犬站立保定示意图 

②犬蹲或者侧卧时的保定 

操作技术 

A 操作者将一只胳膊置于犬颈下以使前臂能安全地固定犬的头部。 

B 将另一只胳膊绕在犬的后躯。 

C 保定时将犬头靠近人的胸部 

 



基本原由/详述 

A 充分保定好犬的头部在整个检查以使前臂能安全地固定犬的头部。 

B 将另一只胳膊绕在犬的后躯。防止犬在检查过程中站立或躺下。 

C 动物靠近时，保定者可以更好地控制动物的活动。 

 

                  犬蹲式保定示意图 

③犬侧卧时的保定 

操作技术 

A 犬站立时，从其背部一手抓住两前肢，另一手抓住两后肢。 

B 将两只手的食指夹在所抓两犬腿之间。 

C 慢慢使犬腿离开桌面或地面，并使其身体背对着你自己，而朝侧卧的方向慢慢倾斜。 

D 保定者前臂靠近犬头部并用力压犬头部的一侧，以限制犬头部的活动。 

E 如可能，在近腕骨和跗骨处抓住犬腿。 

基本原由/详述 

A 如为大型犬，则一人从犬背部绕过来抓住犬两前肢，另一靠近犬后肢的人保定后肢。 

B 将食指夹在犬两腿间，可使保定者在犬移动腿时更好地控制它们。 

C 使犬从站立变为侧卧时动作要轻柔缓慢。 

D 充分固定好犬头部对整个检查都很重要。 

E 用这种方式抓住动物可以更好地控制其四肢。 



 

 

对于不可预知的有潜在风险的犬或者接下来的操作犬可能会受到刺激而做出攻击行为，

应当在对犬的嘴做保定，或者佩戴伊丽莎白圈之类的方法，保护操作的医护人员。 

给犬戴嘴套的方法 

A 商业化的口套 

口套的型号很多以适应绝大多数的动物的需要，还有一些专门为短头犬设计的特殊口套，

像巴哥犬。 

在使用商业化的口套时，口套较窄的部分放在动物的鼻部，较宽的部分放在下颌下面。

口套通常采用按扣或者能快速解开的扣。将带子环绕犬头部放置在耳后，调整带子的长度以

使动物舒适，但调整后必须保证足够紧以防犬将口套从头上抓落。 

如果动物需要一个口套进行保定，一个操作者可以跨在犬的肩背部上方将膝盖夹紧，顶

住动物的身体，另一个操作者站在犬的前方拉近绳子，使犬不能回头。跨在动物身体上方的

操作者从动物的头的后面给动物戴上口套。对于更加顽抗的动物，一个操作者可像上面一样

站在犬的后面，但是同时要抓住犬耳后颈部两边松的皮肤，这样防止犬的头来回活动。另一

操作者从犬的前方放置口套。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种商业化的口套，比如皮质口套，鸭子口套等等，可以

根据动物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种类。 

B 纱布条口套 

首先用纱布条做一个环，绕过下颌放置在鼻子的上面，然后收紧。两端再放到下颌下打



紧第二个环。然后每个末端都沿着面部的两侧向后上方拉至耳后，末端在头基部打一个蝴蝶

结。如果要放开口套，只要先解开蝴蝶结使其松开，然后拿着解开的结的一端，这时动物通

常会向后退，口套环就从动物鼻上滑落下来。 

注意：嘴套会抑制喘气，因此对厚毛动物或处于高温环境时需明智地使用它。当动物出现呼

吸困难或开始呕吐时要立即解除嘴套。 

 

给犬戴伊丽莎白圈的方法 

目前临床最常见的伊丽莎白圈大致可分为 2 种 

A 粘贴式、按扣式伊丽莎白圈： 

这种伊丽莎白圈目前在临床运用较广，使用方便，而且如果手头没有商品化产品还可以

按照相应形制自制使用。 

 

 

使用时将伊丽莎白圈由左图的形状沿动物的脖子大圈口朝外围起来成右图的样子，注意

戴好之后将手指沿脖子扣入小圈内，既能容纳 3 根手指，又能用力扯圈也不会从头上脱落即

可，这样动物既能舒适的佩戴也不会挣脱。 

B 古氏伊丽莎白圈 

第一种伊丽莎白圈虽然使用方便，但是还是有不足之处，对于一些长嘴犬会出现脖围合

适，但是深度不够，动物的嘴能伸出伊丽莎白圈，而没有防护的作用。而且由于是粘贴或者

按扣的，一些力气很大剧烈挣扎的动物，会出现圈张开脱落的情况，非常危险。



 

 

猫 

猫相比于犬更加难以捉摸，所以如果操作时间较长或者猫咪本身已经有攻击倾向，建议

先给猫减去尖尖的指甲，并且戴上伊丽莎白圈后再进行接下来的操作，但是要注意的一点，

如果猫本身对于检查和操作非常抗拒，极具攻击性，应安抚猫咪情绪，等到猫咪情绪相对缓

和后再进行接下来的操作。 

①猫胸卧的保定方法 

操作技术 

A 给猫背施加缓和而坚定的压力以告诉它要采用胸卧姿势。 

B 保定者用前臂夹住猫体两侧，使猫头不朝向保定者。 

C 用两手固定猫头。 

 

基本原由/详述 

A 大多数猫常可接受胸卧姿势。 

B 保定者可从猫的侧边或后部完成这个操作，以免因碰着猫的前爪而使猫反抗。 

 

②猫侧卧的保定方法 

猫的侧卧保定与犬类似，要注意的一点事由于猫比大部分犬都小，且灵活，所以在侧卧

保定时，保定者可尽量俯卧，用自己的胸部压住猫的躯干部分，更好的保定住动物。 

③猫的毛巾保定法 

将帆布或人造革缝制的保定布铺在诊疗台上。保定者抓起猫背肩部皮肤放在保定布近端

1/4 处，按压猫体使之伏卧。随即提起近端帆布覆盖猫体，并顺势连布带猫向外翻滚，将猫

卷裹系紧。由于猫四肢被紧紧地裹住不能伸展，猫呈“直棒”状，丧失了活动能力，便可根



据需要拉出头颈或后躯进行诊治。 

在此基础上，还能将猫的前肢或者后肢伸出，做采血等操作。 

④猫的猫包保定法 

用厚布、人造革或帆布缝制与猫身等长的圆筒形保定袋，两端开口均系上可以抽动的带

子。将猫头从近端袋口装人，猫头便从远端袋口露出，此时将袋口带子抽紧（不影响呼吸），

使头不能缩回袋内。再抽紧近端袋，使两肢露在外面。这样，便可进行头部检查、测量直肠

温度及灌肠等。最新的猫包还会在四肢的部分做上开口缝上拉链，这样就能将猫咪的四肢从

猫包中伸出，有助于我们做进一步的操作。 

 

 

 

对于攻击性很强的猫，还是需要做防咬处理，包括戴口套和戴伊丽莎白圈，操作方法

和犬相似，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由于猫的嘴部构造，并不适合使用口套，比较常见的的是

纱布口套或者伊丽莎白圈。 

 

 

2.检查方法 

    本节介绍的是体格检查的基本方法。体格检查的基本顺序，总结来说就是从头到尾，

在从躯干到四肢。 

但是动物的诊疗过程不是从体格检查开始，在更早的时候，从动物进入到医院就已经

开始，前台在接待客人的同时，一方面要了解客人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密切观察动物的状

态，判断这个动物目前是否属于需要紧急处理的情况。而且有的动物会比较胆小，如果在前

台大厅这种比较宽阔的场所相对放松，更能观察出它行为上的异常，而到了诊室这种比较密

闭的空间会更为谨慎而难以观察。前台应该在引导客人进入诊室的同时将自己观察到的信息

可以用隐秘一点的方式告知诊室医生，给医生更多到的参考信息。 

当动物来到诊室，医生的第一步并不应该是马上进行体格检查，而是先观察动物的情

况，如果动物此时比较紧张，应该给它一个适应的时间，此时医生可以先开始问诊。问诊的

主要分为三部分：主诉、医疗史和生活环境史。后两项一般在首次就诊和客户信息更新时做

记录。主诉病史在每次就诊时记录。 

（1）问诊 

①主诉病史是患病动物前来就诊的原因。主要询问以下几个问题： 

·何时发现生病或受伤的，尽量提供确切时间。 

·主人观察到的情况：帮助主人系统性地回顾（皮肤、肌肉和骨骼、胃肠道、泌尿生殖



道、心肺系统、神经系统和感官系统)，这样可减少遗漏信息。 

·病情的发展情况：好转、稳定或恶化 

·做过何种治疗，效果如何。 

②医疗史包括以前患的所有疾病： 

·患过何种疾病和受过何种伤，包括对其治疗和疗效。 

·做过哪些手术及手术时动物的年龄。如果有，必须配套问。 

·疫苗接种情况：类型和时间。如果动物主人不清楚，可向动物主人询问接种疫苗的机

构或医院，并致电咨询。 

·是否做过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X 线检查、心电图等)：检查的时间和结果。如果

主人还是不确定，那么询问检查地点后致电咨询。 

·驱虫情况：使用何种驱虫药、使用频率、效果如何以及动物有无不良反应。 

·专业的口腔和牙齿护理情况：洗牙、牙齿 X 线检查和拔牙情况等。 

·永久的身份证明：文身或电子芯片号码。 

·过去和现在的用药情况：要主人提供具体的药名、药量和使用频率以及开始用药和停

止用药的时间。 

③生活环境史涉及到患病动物的家庭环境和日常照料。包括以下问题： 

·家里的其他宠物现在的健康状况，该宠物与其他宠物的关系。 

·谁负责宠物的日常照料？何时以及怎样照料？ 

·将宠物饲养于室内还是室外？是否出去旅行过？何时？何地？ 

·宠物一般的做什么运动，频率以及每次持续时间。 

·宠物睡觉习惯和地点。 

·饮食状况：食物的种类、数量以及饲喂的频率。是否吃人类的食物？种类？ 

·排便情况：频率和粪便性状（颜色、性状、气味）。 

·饮水状况：24h 内的饮水量、水的来源和供给情况。 

·排尿情况：尿液外观、气味、频率、尿量、排尿地点以及排尿姿势。 

·预防保健：何时做过何种预防？处方还是非处方？ 

·牙齿护理：频率、方式以及使用的产品。 

·美容：频率、方式以及使用的产品。 

·行为：训练水平、频率以及方法，有无任何行为问题。 

·繁殖史。未绝育雌性动物：最后的发情期、发情频率和持续时间、是否交配、怀孕频

率、一窝产仔数以及并发症。未去势雄性动物：交配情况、交配频率以及使雌性动物受孕次

数。如果动物已经绝育或者去势，那么记录手术时间和当时动物的年龄。 

对于紧急病例，可以不用进行如此详细的问诊，询问最关键的信息之后，以抢救为主，

等到动物情况缓和再做进一步的问诊记录。在进行详细的问诊的同时，兽医师可以同时观察

动物的情况，包括动物的精神、基本体况、运动情况等，而在结束问诊之后就是体格检查的

环节。 

（2）完整的体格检查包括以下部分 

①体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称量体重一般有 2 种体重秤，对于大型犬或者其他体重较大

的动物，需要用到地秤或者落地秤，一般宠物医院的布局，地秤都是安装在大厅或者前台的

位置，所以这一类动物需要在进诊室前把体重称量准确，然后在进入诊室后告诉诊室医生。

而体重在 10kg 以下的动物一般可以用小型称称量体重，这样的称一般会放在诊室的桌面上，

动物进入诊室之后称量即可。 

②最开始检查时，动物还没有紧张或者烦躁，可以先检查体温呼吸与心律 

    体温：体温的检测方式有 3 种：直肠温度、腋下温度、耳温。对应使用的测量仪器也不



太相同，测直肠温度时常会用到水银温度计或者数字体温计，外套一层薄膜肛温套，抹上润

滑液后插入动物肛门，停留 3-5 分钟后取出读取体温，数字体温计等待提示音响起即可。这

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每次用完水银体温计之后记得将水银甩回最低刻度以下，每次用水银体

温计之前也要检查水银刻度是否正常，防止出现测量失误。腋下温度的测量方式是将体温计

夹与动物的两后肢腋下，注意放在准确的位置，之后等待，水银体温计等待 5 分钟，数字体

温计等待提示音响起即可。测量耳温需要用到对应的耳温枪，耳温枪测量很快，马上就会响

起提示音，显示测量温度。以上几种测量方法中直肠温度最为准确，但是大部分动物对于测

肛温都会十分反抗，所以在常规的检查中，用的最多的还是腋下温度测量。虽然耳温测量最

快，但是误差较大，临床诊疗中应用不太广泛。而当动物状态很差，比如体温过低腋下测量

不出时，建议还是要测量直肠温度。 

    犬猫的平均正常体温是 38 摄氏度-39 摄氏度。 

呼吸：测定脉搏和呼吸频率需要一块能读秒数的手表或者计时器。通过观察 1 分钟内

吸气呼气的循环次数来测定呼吸频率。一吸一呼算一次完整的呼吸。气喘或受惊吓的动物呼

吸很急促，以至于很难准确测定其呼吸频率。遇到这种情况时，就在病历上筒单标注该动物

气喘。微弱的呼吸有时也很难观察呼吸频率，观察肋弓后腹部有助于测定呼吸频率。测量心

搏数可以通过脉搏与心率。正常犬 10-30 次/分，猫 20-40 次/分。此外呼吸类型也是要重点

观察的点，若动物出现明显的腹式呼吸甚至张口呼吸的情况，提示疼痛或者胸腔有问题，此

时要格外注意动物的状况适当给予氧气和准备急救措施。  

脉搏：测定脉搏是对心率以及心脏泵血功能的测定。小动物的脉搏可通过触摸腹股沟

深处的股动脉来测定。可测脉搏的部位还有尾根腹侧部和腕骨掌侧，这两个部位更适合体型

较大的动物。用指尖直接从后腿内后侧向膝盖上方的股骨移动，在靠紧髋关节附近，微施压

力，找到脉搏后，计数 30 秒内的脉搏跳动次数。将结果乘以 2 就是每分钟的脉搏数。脉搏

测量需要经常练习。 

心率：如果感觉不到股动脉的脉搏，可使用听诊器计数每分钟的心跳次数。将听诊器

的耳塞朝前放在耳道内，将听筒放置在左侧肘关节后方的胸骨上，接近肋骨与肋软骨结合处。

听到心音后，测定每分钟的心跳次数并做记录。与计数股动脉脉搏一样，计数 30 秒的心跳

次数，将结果乘以 2 就是每分钟的心跳次数。如果使用了该方法测定，那么记录的结果应该

写成心跳次数而不是脉搏数。 

听诊：可以用听诊的方法获取心音，测得心搏数。可以从心杂音的性质和发生部位制

作心脏病鉴别诊断的列表。并且，从心率紊乱情况也可以判断有无心律不齐或者节律不齐情

况。进一步还可以听取呼吸音，通过异常的呼吸音可以怀疑呼吸器官的疾病。 

听诊的步骤 

A 创造环境：对于来院就诊动物，应尽量创造不使其兴奋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诊疗

室环境基础上，再进行测体温以及全身触诊之前的听诊。 

 

B 戴听诊器之前：戴听诊器之前先观察呼吸情况，在感知心搏动较强的胸壁部位，以两个手

掌轻轻夹住两侧胸壁进行触诊。在拿不准听诊部位的时候，可以先用手感知的方法找出心搏

动感最强烈的部位，再附上听诊器进行听诊。 



 

C开始听诊：通常在左侧胸壁的第 5~6肋间感知心搏动最强。这个部位相当于二尖瓣的位置，

叫做二尖瓣口部或者心尖部。在这个部位放置听诊器的集音头开始听诊。 

D 确认心搏然后移行听诊：最初在一边数心搏数的同时确认有无心率紊乱或者心杂音。然后

如图所示，以心尖部（黄色圆圈）基部（蓝色圆圈，相当于主动脉瓣师动脉瓣部位）为目标，

滑动听诊器集音头进行滑动听诊。这时，确认心音（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的音量变化以及

有无心杂音。将这种听诊方法称为移行听诊。 

 

E 在右侧胸壁听诊：然后进行右侧胸壁听诊。在右侧胸壁也同样地先触诊感知心搏动，然后

在此处听诊，这里相当于三尖瓣的位置，称为三尖瓣口部 。 

F 听诊呼吸音：最后听诊呼吸音。在进行呼吸音听诊时，至少在左右胸壁分别听诊 3 处。听

诊呼气时和吸气时的呼吸音。在颈部听诊，可听取颈部气管呼吸音以 

及被称为啰音的异常呼吸音。 

注意：实际听诊时同时用空闲的另一只手触摸大腿动脉脉搏，计数听诊心音的心搏数和触摸

脉搏感知的脉搏数。如此和听诊心音同时确认心搏和脉搏是否一致很重要。如果出现不一致

的情况可怀疑心律不齐。 

③基础的生命体征检查完之后就是全身检查 

    触摸皮肤和全身。关于皮肤、被毛状态可用目视、触摸以及嗅觉判断。 

首先，要通览整体情况。 

·全身的皮肤和被毛是否干净？被毛是否异常地变薄？有光泽吗？有无缺损？若发现异常，

应该拨开毛发仔细检查该处皮肤有无异常。对于发现某处有皮肤问题的动物，要仔细的翻查

全身的毛发和皮肤，找出有异常的部位。 

·仔细地触摸全身皮肤，观察皮肤或者肿块等。由于过度按压皮肤不易判断皮肤微妙的凹凸

变化，故应适度地轻柔的抚摸全身，进行皮肤触诊。若发现有异常的触感也要拨开毛发观察。 

·检查皮肤的弹性，通常可于背部、颈侧、肩前等部位，用手将皮肤捏成皱褶并轻轻拉起，

然后放开，根据其皱褶恢复的速度而判定之。皮肤弹性良好的宠物，拉起、放开后，皱褶很

快恢复、平展；如恢复很慢，是皮肤弹性降低的标志。可见于机体的严重脱水以及慢性皮肤

病（如疥癣、湿疹等）。老龄宠物的皮肤弹性减退是自然现象。 

·同时检查头顶部正中骨结合部的闭合情况，有无皮下疝的情况（脐、腹股沟、大腿内侧、

会阴等处）。 

·在触诊时要观察有无疼痛或者肿块。 

·观察生殖器或者肛门的污染等情况。特别 LL 是对于雌性动物要注意观察有无阴道分泌物。 

·观察睾丸（大小、个数、左右对称性，有无疼痛等)，阴茎（大小、分泌物、有无疼痛）。 



·对于腋下或者股内侧等不易观察部位，要令动物呈站立等姿势以便仔细观察。 

然后分开被毛观察。 

·皮肤有皮屑或结痂以及其他皮肤病变吗？ 

·是否过度干燥或者黏糊糊地呈脂类分泌过度情况？ 

·脱毛严重吗？有缺毛部位吗？ 

·有无瘙痒的部位？ 

·皮肤附着有螨虫吗？ 

·有肿胀、外伤吗？ 

·皮肤异常地变薄了吗？ 

其次是检查气味。 

·对于皮肤由于污染或者感染而产生的气味，药物的气味，香水或者香料意生的环境气味，

分泌物或者天然孔（鼻孔肛门或者外阴等）的臭味（特别是化做产生的臭味）等的气味都要

认真检查。 

·浅在淋巴结的检查 

临床检查中应予注意的淋巴结主要有：下颌淋巴结、耳下及咽喉周围的淋巴结、颈部淋

巴结、肩前及膝窝淋巴结、腹股沟淋巴结、乳房淋巴结等。 

淋巴结的检查方法可用视诊，尤其常用触诊，必要时可配合应用穿刺检查法。进行浅在

淋巴结的视、触诊检查时，主要注意其位置、大小、形状、硬度及表现状态、敏感性及其可

动性（与周围组织的关系）。 

淋巴结的病理变化主要可表现为急性或慢性肿胀，有时可呈现化脓。淋巴结的急性肿胀，

通常呈明显的肿大，表现光滑，且伴有明显的热、痛（局部热感、敏感）反应。淋巴结的慢

性肿胀，一般呈肿胀、硬结、表面不平，无热、无痛，且多与周围组织黏连而固着，有难于

活动的特点。淋巴结化脓则在肿胀、热感、呈疼痛反应的同时，触诊有明显的波动，如配合

进行穿刺，则可吸出脓性内容物。 

④眼睛 

很多动物讨厌被触摸眼睛，因此先离开一些距离用肉眼观察。 

·眼睛形态是否左右对称？是否因疼痛而闭眼？ 

·有眼屎、眼泪流出吗？ 

·眼睛注意周围的动静吗？然后接近眼睛进行观察。 

·眼结膜的颜色：潮红？苍白？发绀？黄染？正常的眼结膜呈淡红色。 

·左右眼球大小对称吗？ 

·瞬膜出现吗？ 

·是否发生肿胀？ 

·在使用检眼镜时、要观察角膜、前眼房、虹膜、晶体、睫状体及眼底等。 

⑤耳 

有些动物讨厌触摸耳朵，因此要在离开距离观察后悄悄地抬高耳廓进行观察。 

·耳廓上附着螨虫吗？有无皮肤病变或者肿胀？ 

·耳道狭窄吗？有无耳道增厚、多量耳垢、耳毛浓密、肿瘤及疼痛情况？ 

·注意耳廓的颜色，发生黄疸时耳廓或者耳道周围会变成黄色。 

·使用耳镜观察耳道污染，耳道有无凹凸或肿瘤，鼓膜情况，有无螨虫感染等情况。 

⑥口腔 

在检查口腔时要特别注意不要被咬伤。禁止强迫检查具有攻击性或者讨厌开口的动物。 

·有无多量口水？ 

·有无口臭？ 



·齿列是否正常？有无牙结石？ 

·口腔内齿龈等部位有无炎症、溃疡或者出血？ 

·舌头是否正常（形态、活动）？ 

·有无上腭裂？ 

·根据上腭或者齿龈颜色可以判断贫血或者循环以及黄疸情况，因此要观察它们的颜色，注

意黄色和白色。 

·轻压齿龈测定复原时间，该检查被称为 CRT,是了解循环状态的指标，正常值在 2 秒以内。 

⑦鼻子 

进行肉眼观察后，用纸巾轻触鼻孔确认分泌物。 

·鼻孔大小正常吗？有无鼻塞情况？ 

·鼻子周围有无肿胀？左右是否对称？ 

·有无鼻汁、出血或者分泌物。 

·鼻镜正常时湿润并附少许水珠。鼻镜干燥，可见于发热病及重度消化障碍与全身病。严重

时可发生龟裂，提示犬瘟热、犬细小病毒感染等。 

⑧四肢 

首先在宽阔地令其步行，用低视线观察四肢的动作，然后触诊。 

·行走正常吗？ 

·腿脚有外伤吗？ 

·不愿着地吗？着地后不愿负重吗？ 



2.考察学生对体格检查掌握的情况，要求每个学生完成一个完整的体格检查操作。 

3.考核学生对接近与保定及临床检查注意事项的掌握情况等。 

 



宠物诊疗技能实践训练 

项目三 小动物疾病实验室诊断技术 

一、目的 

      掌握常用的化验室检验技术，包括各个化验仪器的使用和化验室操作技术。 

二、预习要求 

1.了解化验室常用的仪器种类和临床化验技术 

2.预习和复习各类化验室仪器的使用方法和化验技术操作指南 

三、仪器与试剂 

酒精棉球、采血针、注射器、EDTA 抗凝管、离心管、肝素抗凝管、生化管、载玻片、

盖玻片、胶头滴管、刀片、石蜡油、镊子、剪刀、止血钳、醋酸胶布、尿液试纸、棉签、血

细胞分析仪、生化分析仪、细胞计数器、生化试剂片、尿比重仪、显微镜、染液、显微镜油、

快速检测试纸板、离心机。 

四、内容 

化验室是一个医院医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型的医院会设置检验科这一部门，主要

的职能范围就是一切与实验室相关的检查内容，实验室检查可分为院内实验室检查和院外实

验室检查，区别在于不同的医院医疗资源有所不同，当自身的医疗条件不能做需要的检查时，

需要将检查样本采集后送到有条件的医院进行下一步的操作。这很常见，例如病理检查，一

般的医院很难出具权威的病理报告，需要将病理样本送到国内专业做此项研究的病理实验室，

甚至是送到国外的实验室进行病理分析，得到最终的诊断，以帮助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这种情况因为比较少见，本文中主要介绍目前大部分实验室常用的一些检查诊断技术。 

我们以采集的检查样本为线索进行介绍 

1.血液样本 

（1）血常规 

    血液样本是最常见的实验室检查样本，其中最基础的实验室检查就是机器进行的全血细

胞计数分析（CBC）加血涂片，要用到血细胞分析仪，反应血液中各种细胞成分的数量和比

例关系。目前市面上常用的血细胞分析仪主要分为三分类与五分类两种，其区别在于白细胞

的分类精度，五分类的血细胞分析仪可以分出全部五种白细胞。 

我们一般会采集静脉血进行血常规的检查。采集到的血液首先要装入含有抗凝剂的采样

管中，然后盖上管盖，轻柔的来回颠倒采样管十次左右，注意不要动作太大，防止出现红细

胞破裂溶血的情况，影响检查准确性，让血液与抗凝剂充分混匀，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血

液凝集例如采血时间过长，那么该血液样本就没有检测意义，需要重新采样。全血细胞计数

时常用的抗凝剂是 EDTA（乙二胺四乙酸）：是常用抗凝剂之一，它的优点是对血细胞形态影

响很小，可防止血小板聚集，在室温下数小时内，对血红蛋白、血小板记数、血片染色均无

不良影响。 

将血液样本放入全血细胞分析仪中，然后就是等待机器的检测结果，包括白细胞、红细

胞、血红蛋白、血小板的计数以及白细胞各分类的计数与比例、红细胞压积、红细胞分布宽

度等数值，通过 CBC 我们可以得到动物目前的一些身体状况，比如是否贫血，是否体内有炎

症，是否有脱水的情况等一些基本信息。 



但是机器毕竟是机器，机器是存在误差的，比如对于白细胞的分类，血细胞分析仪的原

理是根据细胞体积大小进行分类，但是一些异常的白细胞可能会出现大小的变化，此时机器

无法识别，所以我们还需要去将血液样本制作成血涂片，采用显微镜直接观察的方法进行白

细胞的分类计数；观察红细胞与白细胞是否有形态的异常；血小板的评价以及其他一些机器

无法发现的问题。 

血涂片的制作方法之推片法如下图所示：推片法制备血涂片是将一滴血液滴在干净的载

玻片上，用另一张载玻片边缘与其接触，呈 30 角拉回与血液接触。第二张载玻片的角度可

因贫血动物血样的黏度而调整（图示）。当血液蔓延至接近玻片的宽度时，将玻片平稳快速

地向前推出。将玻片在空气中轻轻挥动，快速风干后准备染色，制备良好的血涂片较薄，细

胞分布均匀。 

 

染色的目的是当在显微镜下镜检血涂片时，可以方便地鉴别各种细胞。需要使用瑞氏染

色。瑞氏染色剂包含蓝色和橙色染料，细胞核和细胞内的其他酸性结构被染成蓝色或紫色，

而碱性结构，如血红蛋白，则被染成橙色。大多数动物医院/诊所采用的都不是真正的瑞氏

染色，而是一种替代性的“快速”改良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产生与 Diff-Quick 和 DipStat(一

种染色方法)相似的染色结果。 

染色过程可能会因为使用的染料不同而有轻微的差异，给血涂片染色时，要参考生产商

的说明。各种化学物品浸泡血涂片的时间都有一定限制。 

步骤： 

A 制备一个质量好的、已风干且具有羽状边缘的血涂片。 

B 使用甲醇固定血涂片。 

C 使用嗜酸性（橙色）染色剂。 

D 冲洗残渣。使用 pH 值 6.4~6.8 的燕馏水冲洗。 

E 使用多染性（紫色）染色剂。 

F 冲洗残渣。使用燕馏水冲洗。 

G 将载玻片斜靠在另一物体上，厚的一端朝下，羽状边缘朝上，在空气中风干，也可以

使用吹风机吹干。 

染色风干之后的血涂片就要在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和计数，这是可能是一个化验室助理

每天最常见的工作，因为血常规是最基本的检查方法，每一个血常规都要配一个血涂片检查，

遇到特殊情况，可能还需要制作多张血涂片反复检查。血涂片检查要定位在血液样本较薄的

地方进行观察（如图）。首先就是各种白细胞的计数：包括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

嗜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会用到血细胞分类计数器（如图所示），一般是数 100

个白细胞，记录其比例，进行分析。同时观察白细胞红细胞及血小板的形态是否有异常，有



异常情况记录在血涂片报告中。 

  

 

 

 

 

 

 

 

血涂片观察区                      血细胞分类计数器 

 

（2）血液生物化学 

血液中各种化学成分的测定有助于准确诊断动物目前所患的疾病和身体各个器官的状

况，采取适宜的治疗及判断疗效。所测定的化学成分一般与特定器官的功能有关，这些化学

成分可能是与特定器官功能相关的酶或特定器官的代谢产物或代谢副产物。分析这些化学成

分通常需要小心地采集血清样品，一些病例可能需要血浆。化学测定应在采集血液样品后

1h 内完成。如果需要延迟测定，应将样品冷冻，从而保证样品中大多数成分的完整性，但

冷冻会对一些测定方法造成干扰。某些抗凝剂也会干扰特定的化学测定方法。除了疾病外，

还有许多因素都会影响化学测定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存在于分析前、分析中或分析后。 

生化检查需要用到生化分析仪，目前市面上使用较多的是日本富士生化分析仪和美国爱

德士生化分析仪，如下图所示。一般会配备相应的电脑和打印机，将检查报告打印出来交给

兽医师，方便其与动物主人交流检查结果。 

图中下部中间是富士生化仪，最右边为爱德士生化仪，上部为与其连接

的电脑和打印机 

 

生化检查需要用到血浆，血浆是全血的液体组分，细胞则悬浮于其中。它主要由近 90%

的水和 10%的溶质组成，如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激素、酶、脂肪、盐 

类、废物、抗体及其他离子和分子。如欲获得血浆，可在移入血液后立即离心，为了减少操

作难度，建议将采集到的血液先放入含抗凝剂的离心管中，再进行离心操作，一般使用肝素

作为抗凝剂，肝素的优点在于抗凝作用强，不影响红细胞的大小，对血液化学分析干扰少。

如果样品不能在 1h 之内离心，则须冷藏保存。如果肝素抗凝的血浆在分离后保存过夜或冷



冻保存，在检测前应将样品再次离心，以除去可能存在的纤维蛋白团块。  

分离时如发现乳糜、黄痘、溶血情况应做好记录。 

上图管中上层血浆从左到右依次是：正常；溶血；黄疸；乳糜。 

 

离心后，不同生化仪操作流程不同，有的生化仪需要将上层血浆吸出到一个新的生化管

中再放入仪器中进行分析，此时就要注意不要将下层沉淀的细胞吸出。而有的生化仪可以直

接将离心后的离心管放入仪器中。 

将检查样本放入生化分析仪以后，就是等待机器的检查结果，常规的生化分析仪能检测

的生化指标包括血液中的蛋白质包括总蛋白与白蛋白，而球蛋白的值是有总蛋白减去白蛋白

所得，再加上一个计算得到的白球比；反映肝胆系统功能的指标包括受损肝细胞释放的酶类：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与胆汁淤积有关的酶：碱性磷酸酶

(AP)、y-谷氨酰转移酶(GGT)，肝细胞功能相关：胆红素、胆固醇；肾脏功能指标：尿素氮

（BUN）、肌酐（CRE）、尿素氮肌酐比、无机磷（IP）,胰腺功能指标：淀粉酶、脂肪酶，以

及钙离子和血糖。 

 此外，还有血液中电解质的测定包括钠、钾、氯。通过机体目前的离子水平来了解动

物目前的身体情况，以及是否需要补充对应离子以稳定机体内环境。 

机器测定出血样中各生化指标的具体数值，然后根据仪器厂家提供的参考值范围，我们

可以知道动物目前存在的问题，得到疾病的诊断和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或者还需要进一步的检

查获得更多的信息。参考值也就是正常值。临床上血液中各种成分的参考值是对指定种类的

健康动物，采集一定数量的样品，经实验室以特定的测定方法，反复测定后所得的数值范围。

许多医学和临床病理学书籍给出了家畜血液成分的参考值。参考值可由当地诊断实验室或个

体诊所实验室制定。 

2.皮肤样本 

皮肤病是宠物临床最常见的疾病，也是化验室工作的一大组成部分，皮肤样本的检

验不需要太多仪器，采样工具、染色工具和显微镜即可，但是对于化验室助理及医生的

技术要求却不低，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训练包括采样和读片，积累经验后才能胜任这样

的工作。 

1.皮肤样本的处理分为三个部分： 

(1)首先是采样。 

采样是整个皮肤检查的基础，皮肤病的诊断建立在详细的病史调查和细致的临床检

查的基础上，通过病史调查和临床检查，动物医生会对于疾病有一个基础的判断，根据

医生的要求去采用不同的采样方法。常见的采样方法包括直接采样、拔毛采样和刮片采

样。 



直接采样针对的是皮肤最表层，比如一些患有耳病的动物，我们可以直接用棉签伸

入动物的耳朵内采耳垢或者耳内分泌物样本。皮肤样本的话，可以拨开毛发或者适当剃

除毛发后用玻片轻刮两下皮肤后压片采样，也可以用醋酸胶布直接紧贴皮肤后撕下胶布

贴于透明玻片上。 

拔毛采样是使用镊子或止血钳这一类的工具，可以直接用手拔，将动物毛发连根拔

出后放在的玻片上，通过显微镜观察毛发的形态有无异常。某些寄生在动物的毛囊中的

外寄生虫，有可能通过这种方法检查到。而皮肤癣菌感染时，通过特殊的染色方法可以

将毛发染色后显微镜观察是否有相应的荧光反应以诊断癣菌病。 

皮肤刮片是动物皮肤病检查中最常见的诊断程序之一。需要的设备包括：电推子，

手术刀或刮勺，装在小滴瓶里的矿物油，载玻片。应该针对典型的病灶或位置刮取样品，

因为这里最可能隐藏着特殊的寄生虫（如在耳缘寻找犬疥螨）。用皮肤刮屑检查的外寄

生虫寄生于表皮，特别是寄生于角质层（如疥螨）、毛囊内（如蠕型螨）的寄生虫。  

 

①刮屑时使用的刀片，要用刃部为圆弧形的刀片。 

②刀刃部蘸上甘油，刮削表皮并收集刮屑。 

A 毛：用刀刃轻轻刮削病变周围，收集折断的毛（不必刮出血）。 

B 角质层：用刀片收集鳞屑（不必刮出血）。 

C 毛囊内：用手指强力捏住皮肤，将突起的皮肤用刀刃横向垂直于皮肤刮削，刮下

表皮(刮至毛细血管呈点状出血)。 

③将刮削部位的皮屑或者血液等用刀片收集起来，置于载玻片上。 

（2）样本处理 

采样之后对样本进行处理，一般皮肤样本要经过直接镜检和染色镜检，直接镜检就

是将皮肤样本直接在显微镜下观察。绝大部分外寄生虫都能在低倍镜下直接观察到。当

怀疑动物的皮肤有细菌感染或者真菌感染时，则需要对皮肤样本进行染色后再使用显微

镜。 



皮肤刮片采集到的样本直接进行下一步的染色即可，而对于像用棉签采集到的耳道

分泌物这一类的样本，应先将棉签在透明载玻片上来回滚动，确保分泌物样本已经转移

到玻片上之后，在晾干玻片，进行染色。 

染色方法可以采用前面血涂片采用的瑞氏染色，也可以采用 Diff-quick 染色法，这

种染色方法操作简单，适合皮肤样本这种需要一次染几张片子的情况。 

Diff-quick 染色步骤： 

A 将固定液 20s； 

B 染液 1 染色 5-10s； 

C 染液 2 染色 10-20s； 

D 清水冲洗干净染液后晾干水分显微镜下观察。 

（3）显微镜观察 

①直接观察： 

如上所说检查是否有外寄生虫感染。将采集到玻片上的样本滴加甘油，用低倍显微

镜观察；如检出寄生虫，稍稍调高显微镜倍率，观察形态；观察、评价。 

 

②高倍镜观察是否有细菌或者真菌感染，以及感染的严重情况，是否有严重的炎症

反应以及其他异常细胞。 

耳道分泌物染色片中发现的马拉色菌 

 

 

3.尿液样本 

尿液是从全身循环血液中代谢产生，在肾脏生成，于膀胱储存后经尿道排出。因此，

尿检查是为了诊断与肾脏疾病、膀胱疾病等有关的尿路疾病，以及如糖尿病等全身性疾

病而进行的检查项目。 

（1）采集 

尿液的采集方式有以下几种，首选的采样方法是膀胱穿刺和导尿管导尿，这种的采

样方式可以排除尿道的干扰，特别是在诊断泌尿道上部器官的疾病时。 



用于检测是否含微生物的样本最好采用膀胱穿刺。这可以防止尿液通过尿道时被尿

道内的正常微生物污染。膀胱穿刺是一种人侵性技术。穿刺针穿透腹壁直接进入膀胱，

尿液被吸人注射器内。  

也可以直接收集排出的尿样。但是样本必须是“中段”尿液，即采集排出的中间部

分的尿液，不能是最前段的或是最后段的。使用小的塑料杯采集犬的尿液样本，将塑料

杯钳在大小合适的线圈支架内。这样在采尿时就不会妨碍动物的正常排尿姿势。使用蘸

了消毒水的棉球擦拭尿生殖道开口周围的被毛，并拨开该处被毛。将犬带到室外散步，

直到它开始排尿。将钳在线圈内的塑料杯滑到动物尿生殖道开口下方采集尿液。 

猫一般习惯在猫砂盆排尿，不好收集直接排出的尿液，可以压迫其膀胱去采集尿液。

兽医通过腹壁压迫膀胱，同时兽医助理负责收集尿液。尿生殖道开口周围被毛的清洁和

犬一样。样木最好是采集中段尿液，除非膀胱里面的尿量较少，这时就需要收集所有的

尿液。膀胱挤压采尿严禁用于有尿道堵塞情况或者膀胱壁较脆的动物，防止出现由于挤

压导致膀胱破裂的严重后果，同样，对于采集到的尿液会有尿道微生物感染的情况，不

用于细菌学培养。 

导尿是另外一种采集尿液的方法。导尿管是一种长的细橡胶管或塑料管，通过外泌

尿道开口一直插入膀胱。放置导尿管时由兽医助理负责保定动物。导尿管体外部分的开

口处连接注射器，用于抽吸尿液。对于雌性动物，导尿管通过阴门进入位于阴道底部的

外括约肌内。对于雄性动物，导尿管直接从阴茎末端的尿道开口插入。给雄性动物导尿

要比给雌性动物导尿容易。导尿管的放置必须采用无菌技术。（无菌技术是指在操作过

程中保持组织、设备、器械、人员及周围环境的无菌状态。这就要求患病动物周围和能

接触到的物品不能带有任何微生物。）因为这是另一种侵入性的操作。 

采集到的样本必须在 30 分钟到 1 小时内进行下一步的检测，不然会影响检查结果

的准确性。所有的样本必须在采集后立刻做上标记并且要在最后的报告中注明采集方法。 

  

 

（2）尿液检查 

①将采集的尿样移入带盖专用试管。 

②记录尿样的一般性状（颜色、透明度、气味）。 

③用尿检试纸测试尿液的化学性状，比照试纸盒上的色调表进行记录（pH 值、蛋白、

尿糖、酮体、潜血、胆红素，图示）。 

④用离心机以 1500 转/min,离心 5min。 

⑤取上清一滴，用犬猫尿相对密度测定屈折计测定（图示）。 



                                                           

 

  比重仪用于测量尿液的相对密度             使用尿检试纸测定尿的化学性状，包括 PH、蛋白质、尿糖、潜血、胆红素、酮体等项目  

 

要点 

-尿比重通常用折射仪测定。 

-尿比重接近肾小球滤液(1.008~1.012)比重时即为等渗尿。 

-管型形成于肾脏远曲小管和集合管的内腔。管型是酸性尿液中存在的具有平行面的圆

柱状结构。 

-晶体的形成取决于尿液 pH 值、浓度、温度和尿液成分的溶解度。 

 

 

 

4.粪便检查 

   粪便检查作为初诊时的身体检查和健康体检的一部分，也作为下痢等消化器官疾病

鉴别诊断检查的一部分。是使用显微镜和稍加准备就可实施的简单检查。通过此项检查可

以辨明消化道内有无寄生虫感染，消化道内细菌的分布情况，消化状态等。  

（1）粪便的采集 



要采集新排出且未接触地面的部分，放入清洁的器皿。粪上附着的血块、脓汁及伪

膜等，均应一一采集。如果动物没有排便，也可以使用无菌棉签伸入肛门内采样。若需

要的粪便样本量较大时，可以将细导管连接注射器，注入生理盐水到肠道抽吸注射器冲

洗几次后抽出冲洗液，采集到粪便样本。 

（2）粪便检查技术顺序 

①肉眼检查 

记录以下项目。 

-粪便量：多量、少量。 

-硬度：过硬、正常、柔软、水样。 

-颜色：茶褐色、暗红色、黑色、红色、白色。 

-臭味：较弱、较重。 

-有无黏液附着。 

-是否混有血液。 

-有无肉眼可见的寄生虫虫体出现。 

②显微镜检查- 

-直接涂片法 

A 于载玻片上滴加一滴生理盐水。 

B 用牙签等采集少量粪便和生理盐水混合。 

C 盖上盖玻片。 

D 体检时，为了不污染周围，应使用 18mm×18mm 盖玻片。 

E 标本的涂抹厚度以透过涂片可见报纸文字为度。 

F用显微镜 40 倍镜头镜检。观察鞭毛虫、毛滴虫等具有运动性的病原体。 

G 确认有无寄生虫虫卵。 

H为了提高寄生虫虫卵的检出率，最好制作 3 枚标本供镜检用。 

有时也可将直接涂片的标本染色镜检。与血液检查、细胞诊断染色相同，采用瑞 

氏姬母萨染色法。用于确认有无红细胞、白细胞。用瑞氏姬母萨染色液或者革兰氏染色

组合进行染色。用于鉴别细菌形态。 

 

 

 

 

-饱和盐水浮集法（使用浮集筒） 

A 制作饱和盐水备用。在水中多量加入食盐，直至不能溶解又无食盐沉淀出现的程度，

此时的上清液就是食盐水。在清洗瓶内制作饱和食盐水。 

B 将粪便用浮集筒内筒采集后，轻轻地插入外筒，不要全部插入。 

C 向外简注入饱和食盐水至三角标记点。 

D 左右摇动内筒，充分搅拌粪便。 

E 将内筒彻底插入外筒。 



F追加饱和食盐水，直至其靠表面张力作用突出于筒的上部为止 

G 盖上 24mm×24mm 盖玻片。8 放置 15~20min 

H 放置后，去除盖玻片，将其盖在载玻片上。 

I镜检，确认有无寄生虫卵及其种类。 

 

要点： 

-务必嘱咐动物主人携带新鲜粪便来院。如果不新鲜会影响检查结果。如果不在排便 1

小时内进行检查，像鞭毛虫或者毛滴虫的运动性就会降低。 

-标本制作失败时，应改正错误再做一次。 

-当直接接触了粪便时，使用消毒剂清洗手指。 

-记住主要寄生虫虫卵，原虫卵囊及包囊形态；建议在显微镜旁或手边放置虫卵图谱。 

-为了不污染周围环境，以及考虑到人畜共患病的可能性，稀释粪便等应戴手套，并在

托盘里操作。检查后的样本应作为医疗废弃物加以适当处理。 

5.细胞学诊断标本的制作方法 

细胞学检查是化验室检验中比较有难度的部分，需要不断的积累和学习才能成长为

比较专业的诊断医生。表皮脱落细胞学是研究机体表面脱落细胞的学科。它适用于检查

体液（如脑脊液、腹腔液、胸腔液和关节液)、黏膜表面（如气管或阴道）以及分泌物

内（如精液、前列腺液和乳汁）的细胞。细胞学评估的首要目的是鉴别炎症和肿瘤。使

用合适的方法收集和制备细胞样品，对细胞的种类和数量进行观察，能为临床兽医提供

快速的诊断信息。细胞学检查的样品采集快捷，通常不需要特殊的材料和设备，但是要

获得高质量的细胞样品，必须使用合理的采样、制备和染色技术。这样的样品可以为临

床兽医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且可避免在诊断、治疗和判断预后中采取更多的侵入性操

作。 

细胞学能提供的信息与组织病理学多少有些不同。组织病理学观察的是细胞与邻近

细胞的相对关系。组织病理学家评估的是细胞构架。细胞学制备采用的细胞是随机分布

的，不能表现细胞之间的构架关系。 

细胞学诊断主要包括四个部分：1、从病变部采取细胞；2、细胞诊断标本的制作；



3、对细胞诊断标本的判读；4、通过综合评价（和其他检查结果一起的评价)进行诊断，

决定之后的追加检查或者治疗方案。3、4 步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其实，在临床现场 1

和 2 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 3、4 也可以在之后委托专业的诊断医师进行诊断。但是，

如果 1、2 不能正确实施的话，将成为不值得进行细胞诊断的非诊断标本。如果不能理

解正确的制作方法、正确的标本是啥样的标本？等问题，就会白白地浪费掉好不容易取

得的细胞（不能用于诊断）。还有，如果用无诊断价值的标本进行诊断，简单地说会造

成误诊，这种可怕的情况可能会出现。 

（1）样本采集 

动物身体上或手术切除的实质性肿块的细胞学样品，可以通过涂抹、刮或压印来采

集。细针活组织检查，既能用于固体样品，也能用于液体样品。穿刺术适用于从体腔内

获取液体样品。 

①拭子法 

当不能进行按压、刮和抽吸时，通常选择棉签涂抹，例如眼口鼻的粘膜、窦道和阴

道样品的收集。使用湿润无菌的棉签或人造丝棉签涂拭采样部位。可以用无菌等渗液湿

润棉签，如 0.9%生理盐水。湿润的棉签可以减少采样和制片对细胞的损坏。如果病变本

身湿润，无需湿润棉签。采样后将棉签沿着载玻片轻轻滚动。棉签不要在玻片上来回摩

擦，这样会过多地破坏细胞。 

②刮片法 

刮取后制片可以用于尸体剖检或手术切除的组织，或是活体动物外部病变的组织

采样。兽医技术人员刮片时，应该先清洁病变部位，并吸干其表面的液体，然后捏住手

术刀片，使刀片垂直于病变



E有两种采样方法：负压抽吸技术和无抽吸技术。区别在于将针头以合适的角度刺

入组织后，负压抽吸需要抽拉注射器拴使注射器内产生负压进行采样，而无抽吸技术则

是不抽吸，或者可以直接用针头扎入组织，不需要注射器。如果组织较大，可以控制针

头在组织内部像不同方向来回穿刺，尽可能多的采取细胞样本，但是要注意最好不要让

针头脱离组织。 

 

通常，高质量的采样不应该在注射器中见到样品，有时甚至在针座中也看不到抽吸

出的物质。将针头抽离肿块和皮肤。然后将针头与注射器分离，在注射器中抽入空气。

再次连接针头和注射器，针头对准载玻片，迅速推挤注射器栓，使针筒和针座内的组织

排出，置于载玻片的中心。 

F抹片：上一步后，样本转移到了载玻片上，但是细胞都堆积在一起，并不能很好

的进行观察，需要将载玻片上的样本均匀的抹开，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常用的抹片的

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星芒状抹片，适用于高粘度样本的制备，用注射器针头将点状的样

本由中心向四周拖开呈星芒状，使的样本尽量分开；另一种是涂片法；将细胞置于载玻

片上，再盖上一枚载玻片，搓动两枚载玻片便可完成涂片，要注意力度，不能太轻导致

涂片过厚，也不能太重使细胞破碎。 

 

⑤穿刺术 

穿刺术是指将针头刺入体腔或器官，从中吸出液体。在小动物临床中，从腹腔（腹

腔穿刺术）和胸腔（胸腔穿刺术）内采集液体是很常见的操作。膀胱穿刺（经皮肤从膀

胱内抽吸尿液）前面讨论过。可以采用 B 超引导下穿刺术，有助于定位穿刺部位。用于

细胞学评估的液体样品也可以来自脊柱周围、关节内（关节穿刺术）和眼部。采集脑脊

液、关节液、眼房水和玻璃体液时需要全身麻醉。采集腹腔液和胸腔液之前，应该对采

样部位进行灭菌处理，准备好所需设备和辅助材料。一旦收集到液体，最好马上进行涂



片。 

⑥气管/支气管冲洗 

对来自气管、支气管或细支气管的样品进行细胞学评估有助于对动物肺病的诊断。

进行气管冲洗需要对动物麻醉，通过使用气管插管（经口腔气管通路)放入导管，也可

以在有意识的镇静动物通过鼻腔（经鼻气管通路）或皮肤和气管（经皮通路）放入导管。

经气管通路获得的样品被咽部污染的可能性最小，但是这个过程中损伤性强，而且需要

无菌操作。以上操作对大动物和小动物均适用。 

 

（2）染色 

   用以上方法采集到的样本，将其在载玻片上进行涂片抹薄之后，晾干或者用吹风机

吹干后就要染色，染色常用的是瑞氏染色法，具体染色操作流程前面有介绍，根据产品

说明书按步骤进行即可。 

 

（3）染色样本冲洗掉染色液后晾干或者吹风机吹干就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6.常用的快速检查技术 

常用的快速检查技术是指一些采用快速检测试纸板的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病毒快速试纸版板检查 

    最常用的就是犬猫常见的传染病，例如犬瘟病毒、细小病毒、冠状病毒、猫瘟病毒，

以及一些呼吸道传染病比如犬的呼吸道冠状病毒、猫的疱疹病毒、杯状病毒等。 

 

这些病毒导致的疾病在临床非常常见，有大量的检测需求，试纸版检测速度很快，

基本上整个检查过程 15-20 分钟就能得到结果，虽然准确度稍差，大概 95%



一次 

     ④10 分钟后读取检测结果，若样本线出现，则表示检测结果为阳性，若无则为阴

性，这一步的主观性较强，有时候可能样本线很浅不仔细观察的话会出现误诊的情况，

一定要认真检查。 

 

（2）其他快速检测试纸板 

   除了病毒快速检测外，某些厂家还生产了针对一些特殊疾病的快速检测试纸板，目

前临床常用的主要是爱德士公司生产的一系列产品，包括犬猫胰腺炎、猫 fBNP、鞭毛

虫、猫白血病猫艾滋病二合一快速检测试纸版等等，具体的操作方法各有不同，可以参

考产品说明书，这里不详细介绍。 

 

 

五、考核要点 

1.独立操作使用各化验仪器和日常维护； 

2.抽取 3 个化验室操作技术，参考正文中介绍的方法完整的进行一次操作，注意技术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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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 ≠ԍ Ȃ Ҋ ȁ ┬ Ȃ 

Ŷ  

ҹ ̆ ץ ᴴ̆ ץ

Ȃ ╕ ┬ ץ Ȃ 

ᵝѿ ̆ Ȃ 

̆ ̆ ╠ ῤ ̆ ̆ ≢

ȁ ꞊ ̆ ҹ Ȃ 



ŷ  

ᶏץ ῀ ̆ ⌠ ṿȂ ᶫ ᵣ ̔╠

╠ ȁ ץ Ȃ 

ץ ꜚ ҉ ӊ ̆ ῀ȂӞ ᶏץ

Ȃ 

ᵬ ̔ ᵝ̆ Ḡ ̆ Ḡ

ץ ᵟ Ȃ Ṣꜛ ̆

Ḃ Ȃ ╠ ◄ ȁ ̆ ̆

̆ ȁ ̆ ҍ 45 ┬ֲ ̆

̆ꜛ ̆ ̆

Ȃ Ҥ ȁ ԍ ̆ Ҍ⌠ ̆ ץ

̕Ӟ ץ ̆ ꜚ̕ ץ

Ȃ 

̂4̃  

ᵣ ꜚ ᵣҍ ԑ֜ ̆׃ ꜚ ᵣῤ ῤ ̆  

ҍ Ῑ ȁ ҍ≠ ̆ҹ Ῑ ȁ ᶫ  ף

֟ ҍ Ȃ ̆ᵣ ԍꜚ ᵣ ӂ ̆  

ҍ ΐ ᵬ Ȃ 

ȁ ҳ ᶛҬ̆ ₮ ӰȂ ≢ ȁ ȁ ȁ 

ȁ ̆ Ҍ ῤ ӰȂҳ ҉

Ӱ̆ ῒ ȁ ̆ ᵣ Ӱ Ȃ ҍ

ᵬ ̆Ḃᴪ ̆ᶏ ҹ ̆ғ Ӟ ѿ

Ȃ 

ꜚ ̆ ᾢ ̆

Ȃ ҹꜚ Ҍ Ⱳ ֲ׆ Ḡפ Ҍל ̆ ѿץ

ꜚ ѿ̆ ץ ꜚ ꜚ Ҍ

̆ ѿ ̆ ᶛ 3 ̆ Ḡץ

ᵣῤ 3-5 ̆ Ҍ ԅȂ 

ŵ  

ᾢ ‰ ⌠ ̔ ̂ ꜚ ᵣ ᵝ

ȁ̃ ȁ ȁ ⱬ ȁ ȁ ꜚ ₴ȁ ȁץ ѿҩ

ԍ ‖ Ȃ ԍҌ ₪ ꜚ ̆ ⌠ѿ֓Ḡ ΐȂ 



 

 

 

̔ 

1. ѿ ╠ Ȃ ꜛ ҺḠ ꜚ ̆ ᵝ ̆ᶏ

Ȃ 

2. ᵝ̆ ῏ ҉ץ ̆ ғḠ ̆

ᾟ Ḡ ѿ ῏ Ȃ ̆ ᵬ Ḡ ῏ ̆

̆ ᶷ ץ 20£͘30£ ┬῀

┬῀ Ȃ 

3. ̆ ̆ ῤ ₮ῤ ̆ Ȃ

Ῥ ̆ ⌠ ῃ ῤ̆ Ȃ 

4. ҈ ᶏ̆ Ҍ ꜚ̆ ֽ̆ ₮ Ȃ 

5. ӊ ̆ ץ Ῥ ѿ ⱬ Ḡ̆

Ҍ Ȃ 

6. ᾢ ῤ ⱴ῀ԅ ₀╕ ̆

̆ Ҋ ’̆ ῀ ῤ̆ ᵬ Ȃ 

7. ᾥ ⱬ ҉Ώ҉ ץ̆ ᵬ Ȃ 



 

Ŷ  

ᾢ ᵣ ᵣ ̆ ᾟ №ȁ ᾟ ȁ ᾟ ȁ

ᶏῒ ⌠ Ȃ ᾟ ᵣ Ῑ Һ̆

Ҍ ꜚ ץ ԍ ꜚ ễ Ῑ̆ ᾟ ᾟ ȁ ᾟ

ᵣ №̂ Ȃ̃ ֓ ⌠

̆ ץ Ȃ Ӟ ᵣ ̆ ̆Ҋ ᵣץ  

ҹҬ Ȃ ̆ ᵣ ꜚ ̆ҹԅ ᵣ

Ȃ ᵣ ̆ ᾟ № ̆ ’

̆‗ ╕ Ȃ 

ŷ ╕  

╕ ץ ̆ ᶛ ’ ‗ ̆ ׃

ѿҊ‗ ╕ Ȃ 

‗ ╕  

- ᾟ ̔ Ȃ 

- ̔ ᾢ ̆ӊ ᶏ ᵞ

ῤ ’Ȃ 

- ץ̔ ᴇ̆‗ ╕ Ȃ ҹ ᵣ

pHṿ(7.40), ̆ΐ ẁ ̂Ẓ ̃ ̆ ╕ Ҍ № ̆

̕ΐ ẁ ̂Ẓ ̃ ̆ Ӳ № Ӳ Ȃ

̆ Ẓ ̆ Ӳ Ӳ Ҍ ̆ ̆ ⱴ

Ӳ Ҭ 

- Ӱ̔ Ҍ ̆ ⱳ ’ ᵞ K, ᶏ K

╕Ȃ 

╕  

-  

¥ ȁ ȁӲ Ȃ 

¥ ᾟ ECF( ) ᶏ Ȃ 

¥ ̆ Ẓ Ȃ ҹӲ Ҭ Ӳ ̂ΐ ᵬ ̃̆

̆ ԍ Ẓ ץ Ȃ 

-  



ѻ5% ᵣ̂ ҹ 0 Ȃ̃ 

ѻҹԅ ᾟ №̂Ҍ ᾟ Ȃ̃ 

-ᵞ  

¥ ̆ ᾟ ̆ Ȃ 

-  

¥50% ̆ (7% ) ̆ ̆  (L-  ) ̆

(KCl) ̆Ӳ Ȃ 

¥ ԍ ╕ Ȃ 

- ᵣ  

¥ ȁ 40ȁ 70ȁ Ȃ 

¥ ԍ ῤ ᵣ Ȃ 

¥ ᵣ ᵬ ̆ ̆ ᴡᾥ ҹ ᵣ 1/5~1/4Ȃ 

¥ ₀ Ȃ 

Ÿ  

ᴇᵣ Ҍ Ȃ 

ҹ ӎ ̂ ̃+ ̂ )+   

- ӎ  

ᵣץ¥ ̔ẫ ᵣ ѿ ᵣ Ȃ 

׆¥ ᵣ ̔ ꜚ ’ ᵀ ᵀ  

¥ ̔ᵣ (kg)¦0.6¦(1-PCV ‰ṿ/ PCV)Ȃ 

-  

׆¥ BER( - ) ̔ᵣ (kg)0.75¦  

                         

ᵣץ¥  

   

 

 

-  

׆¥ ῀ ̆Ҋ Ȃ 

ץ¥ 48ml/(kg¥d)ҹ ‰̆ ҩ ҹ Ȃ 

Ź Ҭ ꜚ  

Ҭ ̆ ᵝ Ȃ ₮

Ȃ 

¥ ꜚ ̔ ̆ל ̆ ̆ ̆ ꜚ

ᴇ ’Ȃ Ȃ 

¥ ᵝ ̔ ̆ ̆ ᵣ ₮ ’Ȃ ғӞ

₮ ԍ ̆ ( )Ȃ 

¥ Ҭ ꜚ ᴪ ᵝ Ӱꜚ ̆ ’

Ȃ  

ź ᶏ  

     ᶏ ╠ ׃ ̆ Ҍ ׃ Ȃ 

2.常用外科处置方法 



̂1̃  

     ԍḆ ₮ȁỲ ̂ ȁ̃ ȁ  

Ȃ 



Ḡ ̆ Ȃ 

- ץ ῤ ῀ ̆⁞  

- ₮ Ȃ 

̂3̃  

ꜚ ᵣ҉ ᴴ ̆ Ạ Ṝ̆ ᴴ

Ḡ ץ Ḡ ѿ ᵝȂ ѿ ̆ ѿ ῒ ᵬ Ȃ

╠̆Ί ꜛ ‰ Ȃ  

ᵬ  

1. ΐȂ 

2. ᴴ  

3. ΐᵣ ’ ᴴ Ȃ 

4. ѿ ȁ ̆ ᵟᴴ Ȃ 

5. ԋ ̆ ᶏ ̆ Ṝᶏ Ȃ 

6. ҈ ΐ ̆ ᶏ Ί Ғ Ȃ ԍ

╠ ◄ ̆ Ȃ ᵟ ῒ ѿ

̆ Ȃ 

7. ԍ ᴴ ᵝ ⱴѿץ ⱬ Ȃ 

8. ̆ ᴪ ѿ֓ ̆ ᵝ Ȃ 

Ԋ  

- ̆ ᵖ Ҍ ᵣ Ȃ 

- ԍ ֟ ꜚ ᵝ̆ №̆ ᶷ ҉ 

- ѿ Ḡ Ȃ ᴴ ̆ Ȃ 

-ꜚ ᴪ ȁ Ȃ ҈ ҉ ᵖ ץ̆ ֓ ҹȂ

ԍ ꜚ Ҥ ̆ ᵹ ᴚҼ ῒז └ ⌠ Ȃ  

- ̆ Ӈ ҉ Ȃ 

-ᶏ ◄ ◄ ̆ᶏ ꜚ ץ ᾧ ᴴꜚ Ȃ

Ҍ ◄ ̆ Ӈӄѿ ѿ ◄ ̆ Ҍ ⌠ᴴ Ȃ 

̂4̃ ᴴ  

     ᴴ ̆ ᴴ ץ ̆ ᴴ ̆

ԅ ⱬ̆ Ȃ 

ᵬ  

    1.╖ ̔ ̆╖ᴴ Ȃ╖ ᴴ 4

Ṑ̆ Ȃ 

2. ╖Ҋ Ȃ 

3. ᶏ ̂Ӟ ᶏץ 1 1̔00 1 4̔0

‖  ) ‖ ᴴ ̆ Ҍ  

4. ᴴ ץ ‖ ̆ ꜚ ҉Ȃ 

5. ‖ ᴴ ̆ Ҍ ⌠ᴴ Ȃ 

6. ‖ ̆ ⌠ᴴ Ȃ 

7. ̆ ╖ Ȃ 

8. Ȃ 

a. ԅ ̕ 

b.׆ᴴ ⅞ץ̆ ῤ ̆ѿ ⌠╖ ̕ 

c.ᶏ ԅ ̆ ҉ Ῥ ѿ ̕ 



d.ᶏ ԋ ҈ / ̆ ѿ ѿ 

̆Ҍ ⌠  Ȃ 

9. Ҋ ᶏ ̆ ⅞ Ῥ ҈ ᴴ ̆ ᵟ ѿ ѿ 

Ȃ 

10. ╖ ҉ ̆ ץ ᴴ ҉Ȃ 

11. ᴴ ҉̆ Ҍ ⌠ ҍ Ȃ 

Ԋ ̔ 

ᴴ ᴴ ΐᵣ ’ ̆ ↕҉ ᴴ ȁ ȁ№ ȁ

ѿ ↓Ҍ≠ԍᴴ Ȃ 

 

ԓȁ  

      ҉ ᵬ̆Ҍ ץ ѿ Ȃ 3ҩ 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