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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国家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试卷（上午卷）

基础科目

A1型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调整的动物疫病不包括

A、禽霍乱

B、白肌病

C、鸡白痢

D、禽结核病

E、鸡新城疫

2．目前我国农业部确定实施强制免疫的动物疫病不包括

A、猪瘟

B、口蹄疫

C、奶牛结核病

D、高致病性禽流感

E、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3．动物诊疗活动中的防疫要求不包括

A、做好消毒

B、做好隔离

C、做好卫生安全防护

D、做好动物福利工作

E、做好诊疗废弃物处置

4．动物疫情的认定主体是

A、人民政府

B、兽医主管部门

C、动物诊疗机构

D、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E、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5．《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规定动物饲养场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

A、200m

B、500 m

C、1000 m

D、1500 m

E、2000 m

6．输入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动物，应当在输入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指定的隔离场所进行隔离

检疫。大中型动物的隔离检疫期为

A、14 天

B、21 天

答题说明

每一道考试题下面有A、B、C、D、E五个备选答案，请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并在答题卡

上将相应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方框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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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8 天

D、35 天

E、45 天

7．《执业兽医管理办法》调整的对象是

A、执业兽医

B、兽医技术员

C、初级职称兽医

D、中级职称兽医

E、高级职称兽医

8．负责执业兽医监督执法工作的是

A、兽医协会

B、兽医主管部门

C、人事行政部门

D、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E、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9．《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所称的动物诊疗活动不包括

A、动物人工授精

B、动物绝育手术

C、动物疾病的预防

D、动物疾病的诊断

E、动物疾病的治疗

10．不符合动物医院法定条件的是

A、有手术台

B、具有污水处理设备

C、距离畜禽饲养场 300m

D、出入口设在居民住宅楼道内

E、有完善的疫情报告管理制度

11．《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规定的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应当坚持的方针不包括

A、群防群控

B、强制免疫

C、果断处置

D、加强领导、密切配合

E、依靠科学、依法防治

12．我国将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划分为

A、二级

B、三级

C、四级

D、五级

E、六级

13．猪病中属于农业部发布的《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规定的一类动物疫病的是

A、猪瘟

B、猪丹毒

C、伪狂犬病

D、猪链球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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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猪圆环病毒病

14．属于劣兽药的是

A、以非兽药冒充兽药的

B、以他种兽药冒充此种兽药的

C、所含成分名称与兽药国家标准不符合的

D、所含成分种类与兽药国家标准不符合的

E、所含成分含量与兽药国家标准不符合的

15．《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兽药质量管理档案不包括

A、人员档案

B、设备设施档案

C、进货及销售凭证

D、动物诊疗病历档案

E、供应商质量评估档案

16．兽用生物制品不包括

A、抗生素

B、灭活疫苗

C、弱毒疫苗

D、高免血清

E、高免卵黄

17．兽药内包装标签应注明的事项不包括

A、有效期

B、兽药名称

C、生产批号

D、含量/规格

E、销售企业信息

18．禁止在饲料中使用的药物为

A、那西肽

B、杆菌肽锌

C、二硝托胺

D、莱克多巴胺

E、马杜霉素胺

19．我国根据病原微生物的传染性、感染后对个体或群体的危害程度，将病原微生物分为

A、两类

B、三类

C、四类

D、五类

E、六类

20．盛装动物病原微生物菌种冻干样本主容器的胶塞玻璃瓶必须采用的封口方法为

A、火焰封口

B、纱布封口

C、塑料封口

D、金属封口

E、石蜡封口

21．动物进行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和繁殖分化的形态学基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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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细胞

B、组织

C、器官

D、系统

E、细胞器

22．组成胸廓的骨骼包括

A、胸椎、肋和胸骨

B、胸椎、肋和肱骨

C、胸椎、肋和腰椎

D、胸椎、肋和肩胛骨

E、胸骨、肋和肩胛骨

23．关节中分泌滑液的部位是

A、韧带

B、黏液囊

C、滑膜层

D、纤维层

E、关节软骨

24．组成腹股沟管的肌肉是

A、腹直肌与腹横肌

B、腹内斜肌与腹直肌

C、腹外斜肌与腹直肌

D、腹横肌与腹内斜肌

E、腹内斜肌与腹外斜肌

25．给马钉蹄铁的标志位置是

A、蹄壁

B、蹄球

C、蹄叉

D、蹄白线

E、蹄真皮

26．固有鼻腔呼吸区黏膜上皮类型是

A、变移上皮

B、单层扁平上皮

C、单层柱状上皮

D、复层扁平上皮

E、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27．肾外表面坚韧的结缔组织膜构成

A、滑膜

B、浆膜

C、上皮

D、纤维囊

E、脂肪囊

28．具有子宫阜的家畜是

A、马

B、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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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猪

D、犬

E、兔

29．与其他家畜相比，犬阴茎的特殊结构是

A、阴茎骨

B、阴茎头

C、阴茎体

D、阴茎根

E、乙状弯曲

30．家畜受精时，精子必须首先穿过

A、卵泡

B、卵泡腔

C、透明带

D、放射冠

E、卵细胞膜

31．在临床上，给羊静脉输液常用的血管是

A、前腔静脉

B、后腔静脉

C、颈外静脉

D、颈内静脉

E、臂头静脉

32．收集胃、肠、脾、胰血液回流的静脉血管是

A、肝门静脉

B、肾门静脉

C、肺门静脉

D、肠系膜前静脉

E、肠系膜后静脉

33．牛腭扁桃体位于

A、喉咽部

B、口咽部侧壁

C、舌根部背侧

D、软腭口腔面

E、鼻咽部后背侧壁

34．硬膜外麻醉时，将麻醉剂注入硬膜外腔的常用部位是

A、寰枢间隙

B、颈胸间隙

C、胸腰间隙

D、腰荐间隙

E、荐尾间隙

35．不属于眼折光系统的结构是

A、角膜

B、虹膜

C、房水

D、晶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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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玻璃体

36．具有结缔绒毛膜胎盘（绒毛叶胎盘）的是

A、马

B、牛

C、狗

D、猪

E、兔

37．血红蛋白包含的金属元素是

A、铜

B、锰

C、锌

D、钴

E、铁

38．动物第一心音形成的原因之一是

A、房室瓣关闭

B、半月瓣关闭

C、心室的舒张

D、心房的收缩

E、心室的充盈

39．呼吸过程中的有效通气量是

A、肺活量

B、潮气量

C、补吸气量

D、补呼气量

E、肺泡通气量

40．恒温动物体温调节的基本中枢位于

A、小脑

B、大脑

C、脊髓

D、延髓

E、下丘脑

41．急性肾小球肾炎时，动物出现少尿或无尿的主要原因是

A、肾小囊内压降低

B、肾小球滤过率降低

C、毛细血管血压下降

D、血浆胶体渗透压升高

E、血浆晶体渗透压升高

42．能被阿托品阻断的受体是

A、α受体

B、β受体

C、M 受体

D、N1受体

E、N2受体

43．胰岛中分泌胰岛素的细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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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细胞

B、B细胞

C、D细胞

D、F细胞

E、 PP 细胞

44．下丘脑-神经垂体系统分泌的激素是

A、生长激素和催乳素

B、抗利尿激素和催产素

C、促性腺激素和促黑激素

D、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E、促甲状腺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45．褪黑素对生长发育期哺乳动物生殖活动的影响是

A、延缓性成熟

B、促进性腺的发育

C、延长精子的寿命

D、促进副性腺的发育

E、促进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

46．直接刺激黄体分泌孕酮的激素是

A、褪黑素

B、卵泡刺激素

C、黄体生成素

D、促甲状腺激素

E、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47．动物不能自身合成、必需从饲料中摄取的氨基酸是

A、赖氨酸

B、甘氨酸

C、脯氨酸

D、丙氨酸

E、谷氨酸

48．构成生物膜的骨架是

A、蛋白质

B、胆固醇

C、糖聚合物

D、脂质双分子层

E、脂蛋白复合物

49．酶的比活力越高表示酶

A、纯度越低

B、纯度越高

C、活力越小

D、Km 值越大

E、性质越稳定

50．动物采食后血糖浓度

A、维持恒定

B、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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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先下降后上升

D、先下降后恢复正常

E、先上升后恢复正常

51．真核细胞生物氧化的主要场所是

A、线粒体

B、溶酶体

C、核糖体

D、过氧化物酶体

E、高尔基复合体

52．被称为机体胆固醇“清扫机”的血浆脂蛋白是

A、乳糜微粒（CM）

B、低密度脂蛋白（LDL）

C、中等密度脂蛋白（MDL）

D、高密度脂蛋白（HDL）

E、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

53．禽类排出氨的主要形式是

A、尿素

B、嘌呤

C、尿酸盐

D、游离氨

E、谷氨酰胺

54．葡萄糖和脂肪酸分解进入三羧酸循环的共同中间代谢产物是

A、丙酸

B、乙酰 CoA

C、琥珀酰 CoA

D、α-磷酸甘油

E、磷酸二羟丙酮

55．具有细胞毒性的血红素代谢产物是

A、胆素

B、胆绿素

C、胆素原

D、游离胆红素

E、结合胆红素

56．胶原蛋白中含量最丰富的氨基酸是

A、丙氨酸

B、亮氨酸

C、脯氨酸

D、色氨酸

E、半胱氨酸

57．动物疾病发展过程中，从疾病出现最初症状到主要症状开始暴露的时期称为

A、潜伏期

B、前驱期

C、临床经过期

D、转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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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频危期

58．动物发生转移性钙化时可以出现

A、血磷不变

B、血钙不变

C、血钙升高

D、血钙降低

E、血磷降低

59．“槟榔肝”的发生是由于

A、肝淤血伴随肝细胞坏死

B、肝淤血伴随胆色素沉着

C、肝淤血伴随淀粉样物质沉着

D、慢性肝淤血伴随肝细胞脂肪变性

E、慢性肝淤血伴随肝细胞颗粒变性

60．不常发生白色梗死的器官是

A、肝脏

B、心脏

C、肾脏

D、大脑

E、脾脏

61．构成肉芽组织的主要成分除毛细血管外，还有

A、肌细胞

B、上皮细胞

C、纤维细胞

D、成纤维细胞

E、多核巨细胞

62．左心功能不全常引起

A、肾水肿

B、肺水肿

C、脑水肿

D、肝水肿

E、脾水肿

63．动物一氧化碳中毒时，血液呈

A、黑色

B、咖啡色

C、紫红色

D、暗红色

E、樱桃红色

64．寄生虫性炎症病灶内特征性的炎性细胞是

A、单核细胞

B、淋巴细胞

C、中性粒细胞

D、嗜酸性粒细胞

E、嗜碱性粒细胞

65．引起炎症局部疼痛的炎症介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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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物质

B、组织胺

C、缓激肽

D、一氧化氮

E、溶酶体酶

66．卡他性炎发生的部位在

A、黏膜

B、浆膜

C、肌膜

D、筋膜

E、滑膜

67．动物发生急性传染病时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

A、菌血症

B、毒血症

C、败血症

D、虫血症

E、病毒血症

68．鳞状细胞癌组织中的癌细胞来源于

A、上皮组织

B、神经组织

C、脂肪组织

D、纤维组织

E、肌肉组织

69．支气管肺炎的始发病灶位于

A、肺大叶

B、肺泡壁

C、肺小叶间质

D、肺支气管周围

E、细支气管或肺小叶

70．青霉素类抗生素的抗菌作用机理是抑制细菌

A、叶酸的合成

B、蛋白质的合成

C、细胞壁的合成

D、细胞膜的合成

E、DNA 回旋酶的合成

71．适用于熏蒸消毒的药是

A、复合酚

B、过氧化氢

C、苯扎溴铵

D、二氯异氰脲酸

E、甲醛溶液（福尔马林）

72．毛果芸香碱的药理作用是

A、镇静

B、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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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缩小瞳孔

D、抑制腺体分泌

E、抑制胃肠平滑肌收缩

73．咖啡因的药理作用不包括

A、扩张血管

B、抑制呼吸

C、松驰平滑肌

D、增强心肌收缩力

E、兴奋中枢神经系统

74．动物专用的解热镇痛抗炎药是

A、安乃近

B、萘普生

C、阿斯匹林

D、氨基比林

E、氟尼新葡甲胺

75．具有增加肠内容积、软化粪便、加速粪便排泄作用的药物是

A、稀盐酸

B、硫酸钠

C、鱼石脂

D、铋制剂

E、鞣酸蛋白

76．用于治疗动物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药物是

A、樟脑

B、咖啡因

C、氨茶碱

D、肾上腺素

E、洋地黄毒苷

77．对动物钙、磷代谢及幼畜骨骼生长有重要影响的药物是

A、维生素 A

B、维生素 B1

C、维生素 C

D、维生素 D

E、维生素 E

78．解磷定用于解救动物严重有机磷中毒时，必须联合应用的药物是

A、亚甲蓝

B、阿托品

C、亚硝酸钠

D、氨甲酰胆碱

E、毛果芸香碱

B1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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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0 题共用被选答案）

A、主细胞

B、壁细胞

C、柱状细胞

D、银亲和细胞

E、颈黏液细胞

79．胃腺细胞中，细胞大而圆，胞质呈嗜酸性染色，分泌盐酸的细胞是

80．胃腺细胞中，细胞呈柱状，细胞质为嗜碱性染色，分泌胃蛋白酶原的细胞是

（81～82 题共用被选答案）

A、峡部

B、膨大部

C、漏斗部

D、子宫部

E、阴道部

81．鸡输卵管中分泌物形成蛋壳的部位名称是

82．鸡输卵管中分泌物形成浓稠的白蛋白的部位名称是

（83～85 题共用被选答案）

A、胆盐

B、内因子

C、胃蛋白酶

D、胰蛋白酶

E、胰脂肪酶

83．消化液中由主细胞分泌，能被盐酸激活并发挥作用的成份是

84．消化液中能与维生素 B12结合成复合体，并促进维生素 B12吸收入血的成份是

85． 消化液中能降低脂肪表面张力，增加脂肪与酶的接触面积，并促进脂肪分解产物吸收的成份是

（86～87 题共用被选答案）

A、DNA 修饰

B、DNA 复性

C、DNA 变性

D、DNA 重组

E、DNA 损伤

86．紫外线照射可能诱发皮肤癌，所涉及的 DNA 结构的改变是

87．加热使 DNA 的紫外吸收值增加，所涉及的 DNA 结构的改变是

（88～89 题共用被选答案）

答题说明

以下提供若干组考题，每组考题共用在考题前列出的A、B、C、D、E五个备选答案。请从中

选择一个与问题关系最密切的答案，并在答题卡上将相应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方框涂黑。某个

被选答案可能被选择一次、多次或不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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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单核细胞

B、淋巴细胞

C、中性粒细胞

D、嗜酸性粒细胞

E、嗜碱性粒细胞

88．鸡感染了新城疫病毒，临诊见有观星姿势，组织病理学观察见有非化脓性脑炎，脑血管周围有

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该疾病炎症病灶中渗出的主要炎性细胞类型是

89．犊牛感染了化脓性棒状杆菌，剖检见肾脏有明显的化脓灶，组织病理学观察见病灶局部有大量

的炎性细胞浸润，该疾病炎症病灶中渗出的主要炎性细胞类型是

（90～91 题共用被选答案）

A、局部蔓延

B、血道扩散

C、完全愈合

D、不完全愈合

E、淋巴道扩散

90．动物机体抵抗力较强，且经适当治疗，多数急性炎症局部的结构和功能均可恢复正常，此情形

炎症结局最可能是

91．动物机体抵抗力低下，或病原微生物侵入机体的数量多、毒力强时，炎症局部的病原微生物可

通过自然通道或组织间隙向周围扩散，此情形炎症结局最可能是

（92～93 题共用被选答案）

A、配伍禁忌

B、协同作用

C、相加作用

D、颉颃作用

E、无关作用

92．犬，8月龄，患大肠杆菌病，兽医采用肌内注射复方磺胺嘧啶钠注射液，剂量为每千克体重 20mg

磺胺嘧啶钠和 4mg 甲氧苄啶的用药方案，该联合用药最有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是

93．猪，3 月龄，患链球菌病并继发肺炎支原体感染，兽医采用肌内注射青霉素钠治疗（每千克体

重 3 万单位），并同时肌内注射盐酸土霉素（每千克体重 15mg）的治疗方案，该联合用药最有可能

发生的相互作用是

（94～95 题共用被选答案）

A、耳毒性

B、结晶尿

C、致突变

D、免疫抑制

E、软骨变性

94．犬，2月龄，为预防外科手术后的细菌感染，兽医在犬日粮中添加磺胺二甲嘧啶（500mg/kg 日

粮）10天，根据药物的使用剂量、时间，最有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是

95．犬，2月龄，患细菌性腹泻，兽医在犬日粮中添加恩诺沙星（200mg/kg 日粮）10天，根据药物

的使用剂量、时间，最有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是

A2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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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犬，15 月龄，初步诊断为感染性皮炎，用恩诺沙星肌注治疗 3天，疗效差，经实验室确诊为表

皮癣菌感染，应改用的治疗药物是

A、红霉素

B、土霉素

C、酮康唑

D、左旋咪唑

E、庆大霉素

97．犬，4 月龄，生长缓慢、呕吐、腹泻、贫血，经粪便检查确诊为蛔虫和复孔绦虫混合感染，最

佳的治疗药物是

A、吡喹酮

B、阿苯达唑

C、伊维菌素

D、地克珠利

E、三氯苯达唑

A3/ A4型题

（98～100 题共用题干）

某肉鸡场病死鸡，剖检见营养状况良好，肝脏肿大，颜色淡黄、油亮，切面结构模糊，有油腻感，

质脆如泥。

98．该鸡肝脏的病变为

A、脂肪变性

B、颗粒变性

C、淀粉样变

D、脂肪浸润

E、玻璃滴样变

99．将此肝脏作石蜡切片，HE染色后，镜下可见肝细胞内有

A、红染团块

B、红染条索

C、红染小颗粒

D、均质红染圆滴

E、大小不一的空泡

100．若将肝脏作冰冻切片，证明该病变应采用

A、PAS 染色

B、苏丹Ⅲ染色

C、刚果红染色

答题说明

每一道考题是以一个小案例出现的，其下面都有A、B、C、D、E五个备选答案。请从中选择

一个最佳答案，并在答题卡上将相应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方框涂黑。

答题说明

以下提供若干个案例，每个案例下设若干道考题。请根据案例所提供的信息，在每一

道考试题下面的 A、B、C、D、E 五个备选答案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并在答题卡上将相应

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方框涂黑。



15

D、普鲁蓝染色

E、甲苯胺蓝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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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科目

A1型题

101． 细菌在固体培养基上培养，通过肉眼可观察到的是

A、菌体形态

B、菌体大小

C、菌体排列

D、菌体集落

E、菌体结构

102．革兰氏阳性菌细胞壁特有的组分是

A、脂质

B、脂多糖

C、磷壁酸

D、肽聚糖

E、蛋白质

103．细菌抵御动物吞噬细胞吞噬的结构是

A、荚膜

B、鞭毛

C、芽孢

D、性菌毛

E、普通菌毛

104．细菌的繁殖方式是

A、芽殖

B、复制

C、掷孢子

D、二分裂增殖

E、产生芽孢子

105．具有抗菌作用的细菌代谢产物是

A、色素

B、细菌素

C、外毒素

D、内毒素

E、卵磷脂酶

106．细菌具有黏附作用的结构是

A、荚膜

B、鞭毛

C、菌毛

D、芽孢

E、核体

107．用于分离细菌的粪便样本在运输中常加入的保存液是

答题说明

每一道考试题下面有A、B、C、D、E五个备选答案，请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并在答题卡

上将相应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方框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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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0%乙醇

B、无菌蒸馏水

C、0.1%新洁尔灭

D、0.1%高锰酸钾

E、无菌甘油缓冲盐水

108．种蛋室空气消毒常用的方法是

A、紫外线

B、α射线

C、β射线

D、γ射线

E、X射线

109．猪肺疫的病原是

A、猪丹毒杆菌

B、猪肺炎支原体

C、副猪嗜血杆菌

D、多杀性巴氏杆菌

E、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

110．裸露病毒保护核酸免受环境中核酸酶破坏的结构是

A、膜粒

B、纤突

C、芯髓

D、衣壳

E、囊膜

111．用鸡胚增殖禽流感病毒的最适接种部位是

A、胚脑

B、羊膜腔

C、尿囊腔

D、卵黄囊

E、绒毛尿囊膜

112．用于病毒克隆纯化的方法是

A、空斑试验

B、血凝试验

C、血凝抑制试验

D、脂溶剂敏感试验

E、胰蛋白酶敏感试验

113．具有血凝素神经氨酸酶纤突的病毒是

A、新城疫病毒

B、禽白血病病毒

C、马立克氏病病毒

D、禽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

E、禽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

114．属于半抗原的物质是

A、外毒素

B、青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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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细菌菌体

D、细菌鞭毛

E、病毒衣壳

115．在动物机体局部黏膜免疫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抗体是

A、IgA

B、IgD

C、IgE

D、IgG

E、IgM

116．属于中枢免疫器官的是

A、脾脏

B、胸腺

C、淋巴结

D、扁桃体

E、哈德氏腺

117．递呈初次接触抗原最有效的细胞是

A、巨噬细胞

B、B淋巴细胞

C、树突状细胞

D、胸腺上皮细胞

E、血管内皮细胞

118．属于典型的细胞毒型（II型）变态反应是

A、血清病

B、青霉素过敏反应

C、结核菌素肉芽肿

D、新生畜溶血性贫血

E、自身免疫复合物病

119．新生动物通过母源抗体而获得对某种病原的免疫力属于

A、先天性免疫

B、天然被动免疫

C、天然主动免疫

D、人工被动免疫

E、人工主动免疫

120．从细菌或病毒中提取蛋白成分制备的疫苗属于

A、重组疫苗

B、弱毒活疫苗

C、基因缺失苗

D、亚单位疫苗

E、合成肽疫苗

121．可用于体外抗原或抗体检测的免疫学技术是

A、淋巴细胞分离

B、淋巴细胞分类

C、补体结合反应

D、单克隆抗体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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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多克隆抗体制备

122．检测敏感度可达到皮克（pg）级水平的免疫学技术是

A、对流免疫电泳

B、免疫荧光抗体技术

C、SPA 协同凝集试验

D、放射免疫分析技术

E、免疫酶组化染色技术

123．感染动物症状消失后，仍长期或终身携带病毒并不定期排毒的感染类型是

A、隐性感染

B、局部感染

C、继发感染

D、内源性感染

E、持续性感染

124．100 头仔猪中有 40头发病， 其中 20头死亡，其病死率为

A、20%

B、40%

C、50%

D、60%

E、80%

125．属于免疫学诊断的实验室检测方法是

A、凝集试验

B、PCR 诊断技术

C、病原分离培养

D、核酸探针技术

E、病理组织学诊断

126．我国动物传染病防疫工作的指导方针是

A、检疫为主

B、预防为主

C、治疗为主

D、抗病育种为主

E、扑杀为主

127．怀疑奶牛发生疯牛病，实验室确诊的方法是

A、检测血清抗体

B、病原分离鉴定

C、检测病原基因

D、脑组织病理学检查

E、病料接种小白鼠，观察症状

128．除马以外，马鼻疽的最易感动物是

A、牛

B、羊

C、猪

D、犬

E、骡

129．生产中对动物皮毛进行炭疽检疫应用的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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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细菌分离

B、血凝试验

C、Ascoli 反应

D、免疫荧光试验

E、琼脂扩散试验

130．仔猪梭菌性肠炎又称

A、仔猪白痢

B、仔猪黄痢

C、仔猪红痢

D、仔猪痢疾

E、仔猪胃肠炎

131．急性型猪巴氏杆菌病病理剖检的重要特征为

A、出血性肠炎

B、化脓性鼻炎

C、化脓性脑膜炎

D、纤维素性肺炎

E、纤维素性腹膜炎

132．接种猪水疱病病料后，可致死的实验动物是

A、1～2日龄小鼠

B、7～9日龄小鼠

C、1月龄家兔

D、3月龄家兔

E、7日龄以下雏鸡

133．猪细小病毒病主要发生于

A、公猪

B、育肥猪

C、初产母猪

D、经产母猪

E、后备母猪

134．牛传染性鼻气管炎临床类型不包括

A、皮肤型

B、流产型

C、呼吸道型

D、脑膜脑炎型

E、生殖道感染型

135．分离培养牛出血性败血病病原的常用培养基是

A、SS 琼脂

B、鲜血琼脂

C、麦康凯琼脂

D、普通营养琼脂

E、伊红美蓝琼脂

136．以食道黏膜糜烂并呈线状排列为病理特征的牛传染病是

A、口蹄疫

B、牛流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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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牛病毒性腹泻

D、牛出血性败血病

E、牛传染性鼻气管炎

137．分离新城疫病毒，病料接种 SPF 鸡胚的部位是

A、羊膜

B、羊膜腔

C、尿囊膜

D、尿囊腔

E、卵黄囊

138．以呼吸困难，咳出带血的黏液为特征的疾病是

A、新城疫

B、鸡传染性鼻炎

C、传染性喉气管炎

D、鸡毒支原体感染

E、传染性支气管炎

139．实验室诊断禽霍乱的最适病料是

A、肾

B、鼻拭子

C、肠黏膜

D、心血、肝

E、泄殖腔拭子

140．出现双相热、肠道急性卡他性炎和神经症状的犬传染病是

A、狂犬病

B、犬瘟热

C、犬流感

D、犬细小病毒病

E、犬传染性肝炎

141．兔病毒性出血病的典型病理变化是

A、肾出血

B、胃出血

C、肠壁变薄

D、肺出血，肝淤血

E、肠系膜淋巴结肿大

142．家蚕核型多角体病不会出现的病症是

A、脓蚕

B、环节肿胀

C、行动呆滞

D、体壁易破

E、体色乳白

143．蜜蜂美洲幼虫腐臭病具有诊断意义的症状是

A、房盖有穿孔

B、烂虫能拉丝

C、房盖颜色加深

D、房盖出现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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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烂虫有腥臭味

144．猪是猪带绦虫的

A、中间宿主

B、终末宿主

C、贮藏宿主

D、补充宿主

E、保虫宿主

145．锥虫的免疫逃避机制主要是

A、抗原变异

B、抗原伪装

C、免疫抑制

D、代谢抑制

E、组织学隔离

146．确诊寄生虫病最可靠的方法是

A、病变观察

B、病原检查

C、血清学检验

D、临床症状观察

E、流行病学调查

147．动物驱虫期间，对其粪便最适宜的处理方法是

A、深埋

B、直接喂鱼

C、生物热发酵

D、使用消毒剂

E、直接用作肥料

148．寄生于羊的大型肺线虫是

A、丝状网尾线虫

B、胎生网尾线虫

C、安氏网尾线虫

D、柯氏原圆线虫

E、长刺后圆线虫

149．狄斯蜂螨的发育过程中无

A、卵

B、蛹

C、幼虫

D、若虫

E、成虫

150．细粒棘球蚴多寄生于家畜和人的

A、脑和眼球

B、胃和小肠

C、心脏和血管

D、肝脏和肺脏

E、肾脏和膀胱

151．华支睾吸虫成虫寄生于犬、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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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血管

B、气管

C、胆管

D、肠管

E、淋巴管

152．猪疥螨的寄生部位是

A、体毛

B、表皮

C、血液

D、脂肪

E、肌肉

153．泰勒虫的“石榴体”阶段见于牛羊的

A、红细胞

B、淋巴细胞

C、中性粒细胞

D、嗜酸性粒细胞

E、嗜碱性粒细胞

154．犬巴贝斯虫寄生于犬的

A、红细胞

B、浆细胞

C、巨噬细胞

D、淋巴细胞

E、中性粒细胞

155．犬恶丝虫寄生于犬的

A、胃

B、心脏

C、肝脏

D、肺脏

E、小肠

156．蚤对犬、猫的最主要危害是

A、破坏体毛

B、破坏血细胞

C、扰乱营养代谢

D、扰乱免疫功能

E、吸血和传播疾病

157．寄生于兔肝脏的艾美耳球虫是

A、兔艾美耳球虫

B、斯氏艾美耳球虫

C、松林艾美耳球虫

D、穿孔艾美耳球虫

E、大型艾美耳球虫

158．鸡皮刺螨的发育阶段不包括

A、蛹

B、虫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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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幼虫

D、若虫

E、成虫

159．马副蛔虫幼虫移行期引起的主要症状是

A、流泪

B、血尿

C、尿频

D、咳嗽

E、便秘

160．甲基汞进入机体后的靶器官是

A、脑

B、心脏

C、肺脏

D、脾脏

E、肾脏

161．不具有雌激素活性的环境污染物是

A、氯丹

B、滴滴涕

C、毒杀酚

D、狄氏剂

E、亚硝酸盐

162．水俣病是指

A、铅中毒

B、砷中毒

C、镉中毒

D、汞中毒

E、氟中毒

163．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是

A、沙门氏菌病

B、猪链球菌病

C、流行性出血热

D、牛海绵状脑病

E、高致病性禽流感

164．对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最常用且经济的方法是

A、焚烧

B、掩埋

C、化学消毒

D、生物热消毒

E、机械性清除

165．动物诊疗机构兽医人员进入高危险性人畜共患病病区时需使用的加强防护用品是

A、工作服

B、工作帽

C、工作鞋

D、防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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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医用口罩

B1型题

（166～168 题共用被选答案）

A、牛支原体

B、牛分支杆菌

C、多杀性巴氏杆菌

D、支气管败血波氏菌

E、胸膜肺炎放线杆菌

166．某牛场发病奶牛，呼吸困难，鼻流无色或带血色泡沫液体。取鼻腔分泌物经瑞氏染色、镜检见

两极着色的球杆菌，该病例最可能的致病病原是

167．一黄牛，发病初期干咳，清晨尤为明显。后期湿咳，鼻孔流出黄色黏液。取鼻腔分泌物经抗酸

染色、镜检见红色的杆菌，该病例最可能的致病病原是

168．一黑白花奶牛，呼吸困难，长时间轻咳或干咳，严重时呈弓形站立。取鼻腔拭子，接种于 10%

的马血清马丁琼脂，37℃培养 5天，可见“煎荷包蛋”状小菌落，该病例最可能的致病病原是

（169～171 题共用被选答案）

A、猪瘟病毒

B、猪细小病毒

C、伪狂犬病病毒

D、日本脑炎病毒

E、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

169．某猪场初产母猪，产死胎、畸胎、木乃伊胎，母猪本身无明显症状。从死胎肝脏中分离出具有

血凝活性的病毒，该病例最可能的致病病原是

170．某猪场怀孕母猪，产下部分死胎，部分仔猪在 10日龄出现震颤、四肢呈划水状。将病猪脑组

织匀浆液接种家兔，出现奇痒症状，该病例最可能的致病病原是

171．某猪场一头公猪出现睾丸一侧肿大，另一侧萎缩，与该公猪交配的母猪出现流产。用乳鼠肾细

胞分离到一种能凝集绵羊红细胞的病毒，该病例最可能的致病病原是

（172～174 题共用被选答案）

A、IgG

B、干扰素

C、趋化因子

D、白介素-2

E、分泌型 IgA

172．动物机体抗病毒感染免疫中，在消化道、呼吸道黏膜免疫中起主要作用的免疫分子是

173．动物机体抗病毒感染免疫中，在特异性免疫阶段具有中和病毒和调理作用的免疫分子是

174．动物机体抗病毒感染免疫中，在病毒感染初期起主要的非特异性抗病毒作用的免疫分子是

答题说明

以下提供若干组考题，每组考题共用在考题前列出的A、B、C、D、E五个备选答案。请从中

选择一个与问题关系最密切的答案，并在答题卡上将相应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方框涂黑。某个

被选答案可能被选择一次、多次或不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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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77 题共用被选答案）

A、猪痢疾

B、仔猪白痢

C、仔猪黄痢

D、仔猪红痢

E、沙门氏菌病

175．某仔猪群 45日龄后陆续出现腹泻症状，剖检见全身黏膜不同程度的出血；脾肿大、呈蓝紫色，

坚实似橡皮；肝有灰黄色的坏死点；肾肿大；胃肠黏膜卡他性炎症，肠系膜淋巴结肿大，该病猪最

可能患的疫病是

176．某猪场 3日龄仔猪，陆续出现腹泻症状，排出黄色浆液状稀便，含凝乳小片，部分死亡。剖检

见十二指肠黏膜卡他性炎症。取病猪小肠前段内容物接种麦康凯培养基，见圆形红色菌落生长，该

病猪最可能患的疫病是

177． 某猪场 20 日龄仔猪，陆续出现腹泻症状，排出灰白色浆液状、腥臭粪便。发病率 30%，病死

率 10%。剖检见肠黏膜卡他性炎症病变。取病猪小肠前段内容物接种麦康凯培养基，见圆形红色菌

落生长，该病猪最可能患的疫病是

（178～180 题共用被选答案）

A、蛔虫

B、隐孢子虫

C、类圆线虫

D、毛尾线虫

E、食道口线虫

178．某仔猪群精神不振，消瘦，腹部膨大，腹泻。粪检见大量壳薄透明的卵圆形虫卵，内含折刀样

幼虫，该病例最可能的致病病原是

179．某羔羊群食欲减退，消瘦、贫血、腹泻，死前数日排水样血色便，并有脱落的黏膜。粪检见大

量腰鼓形棕黄色虫卵，两端有卵塞，该病例最可能的致病病原是

180． 某犊牛群发热、昏睡、食欲不振，伴有严重腹泻、脱水，剖检见肠管肿胀，充满黏液和气体，

采用饱和蔗糖液漂浮法检查患牛粪便，油镜观察发现大量内含 4个裸露子孢子的卵囊，该病例最可

能的致病病原是

（181～183 题共用被选答案）

A、沙门氏菌

B、葡萄球菌

C、李斯特菌

D、肉毒梭菌

E、大肠埃希氏菌

181．一中年妇女食用熟猪头肉后，发生腹痛和腹泻，随后出现发热、败血症和脑膜炎症状，根据食

物中毒症状，选出受污染食物中最可能的病原菌是

182．一男童夏天饮用牛乳后，突然发生恶心，反复剧烈呕吐，唾液很多，上腹部疼痛，并有腹泻。

呕吐物中混有胆汁和血液，腹泻为水样便，根据食物中毒症状，选出受污染食物中最可能的病原菌

是

183． 一男青年食用牛肉罐头后，出现头晕，无力，视力模糊，眼睑下垂，咀嚼无力，张口困难，

吞咽和呼吸困难，脖子无力而垂头等肌肉麻痹为特征的症状，根据食物中毒症状，选出受污染食物

中最可能的病原菌是

A2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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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某鸡场 7日龄雏鸡发病，排白色浆糊状粪便；肝脏病料接种麦康凯培养基，生长出无色菌落，

生长菌革兰氏染色阴性。该鸡群感染的病原可能是

A、埃希氏菌

B、沙门氏菌

C、巴氏杆菌

D、布鲁氏菌

E、葡萄球菌

185．某鸡场 4周龄鸡出现咳嗽气喘、流鼻液症状。分泌物经 0.45μm 滤膜过滤后接种牛心浸出液琼

脂培养基，7天后可见露珠状小菌落。该鸡群感染的病原可能是

A、鸡毒支原体

B、产气荚膜梭菌

C、多杀性巴氏杆菌

D、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

E、产单核细胞李氏杆菌

186．某鸡场产蛋鸡突然发病，闭目昏睡，头面部水肿，脚部鳞片出血。剖检见皮下、黏膜及内脏广

泛出血。病料悬液经 0.2μm 滤膜过滤后，滤液接种鸡胚可致鸡胚死亡，能鉴定该病原的方法是

A、生化试验

B、细菌分离培养

C、光学显微镜观察

D、脂溶剂敏感试验

E、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

187．某猪场 7日龄哺乳仔猪发病，病初呕吐，继而水样腹泻，粪便内含有未消化的凝乳块，病死率

达 90%；取病猪粪便经处理后电镜观察，可见表面具有放射状纤突的病毒。该猪群感染的病原可能

是

A、猪瘟病毒

B、猪细小病毒

C、猪圆环病毒

D、猪水疱病病毒

E、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188．9 月龄犬，雄性，初期精神沉郁，不愿和人接近。食欲反常，喜吃异物。后期尾巴下垂，流涎 ，

恐水。该犬患病最可能是

A、犬瘟热

B、犬流感

C、狂犬病

D、犬传染性肝炎

E、犬细小病毒病

189．某猪场 4 月龄猪急性发病，体温 41℃，呈稽留热，四肢末端有出血点。剖检可见全身淋巴结

肿大，周边出血；脾脏表面及边缘见出血性梗死，肾脏表面有出血点或出血斑。最可能的疾病是

A、猪瘟

B、猪肺疫

答题说明

每一道考题是以一个小案例出现的，其下面都有A、B、C、D、E五个备选答案。请从中选择

一个最佳答案，并在答题卡上将相应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方框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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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猪丹毒

D、猪链球菌病

E、猪沙门氏菌病

190．某鸡场 2周龄鸡发病，排出白色黏稠或水样稀粪，剖检见腿肌胸肌出血，法氏囊充血、水肿、

出血，呈紫黑色，肾肿大苍白，呈花斑状。该鸡群可能发生的疾病是

A、禽流感

B、新城疫

C、马立克氏病

D、鸡传染性支气管炎

E、鸡传染性法氏囊病

191．某猪群出现食欲废绝，高热稽留，呼吸困难，体表淋巴结肿大，皮肤发绀。孕猪出现流产、死

胎。取病死猪肝、肺、淋巴结及腹水抹片染色镜检见香蕉形虫体，该寄生虫病可能是

A、球虫病

B、鞭虫病

C、蛔虫病

D、弓形虫病

E、旋毛虫病

192．夏季，某绵羊群放牧后出现食欲减退、体温升高、可视黏膜苍白等症状。剖检见肝脏肿大、出

血，在腹腔和肝脏中发现扁平叶状幼虫，该病可能是

A、棘球蚴病

B、绵羊球虫病

C、血矛线虫病

D、片形吸虫病

E、莫尼茨绦虫病

193．检疫人员进行生猪宰后检疫时，肉眼发现某屠宰猪肉膈肌中有针尖大小的白色小点，低倍镜检

查见梭形包囊，囊内有卷曲的虫体。该虫体最可能是

A、旋毛虫

B、弓形虫

C、棘球蚴

D、猪囊尾蚴

E、肉孢子虫

194．某牛场遭受洪灾后，有一头牛出现体温升高至 42℃，全身抽搐，可视黏膜发绀，5小时后死亡 ，

口腔、鼻孔等流血且凝固不全。对该病死牛正确的生物安全处理方法是

A、盐腌

B、化制

C、焚毁

D、高温

E、药物消毒

A3/ A4型题

答题说明

以下提供若干个案例，每个案例下设若干道考题。请根据案例所提供的信息，在每一

道考试题下面的 A、B、C、D、E 五个备选答案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并在答题卡上将相应

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方框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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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97 题共用题干）

某地一群山羊在 3月份突然发病，高热，呼吸困难。口鼻有脓性分泌物，口腔黏膜先红肿，后破溃。

腹泻、血便。病死率 75%。剖检见皱胃有糜烂病灶，结肠和直肠结合处有条纹状出血。

195．该病最可能是

A、口蹄疫

B、山羊痘

C、羊快疫

D、小反刍兽疫

E、羊肠毒血症

196．该病的病原最可能是

A、细菌

B、病毒

C、衣原体

D、朊病毒

E、立克次体

197．对该发病羊群应采取的措施是

A、隔离

B、扑杀

C、抗生素治疗

D、抗病毒治疗

E、注射高免血清

（198～200 题共用题干）

我国南方某放牧牛群出现食欲减退，精神不振，腹泻，便血，严重贫血，衰竭死亡。剖检见肝脏肿

大、有大量虫卵结节。

198．该病的病原最可能是

A、肝片形吸虫

B、大片形吸虫

C、腔阔盘吸虫

D、日本分体吸虫

E、矛形歧腔吸虫

199．确诊该病常用的粪检方法是

A、虫卵漂浮法

B、毛蚴孵化法

C、直接涂片法

D、幼虫分离法

E、肉眼观察法

200．死后剖检，最可能检出成虫的部位是

A、肺脏

B、肾脏

C、胰脏

D、颈静脉

E、肠系膜静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