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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畜牧兽医之区别

蔡全珍
海东市乐都区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Ǔ青海Ǔ海东Ǔ810799

摘Ȟ要：畜牧兽医作为农业科学的重要领域，对畜牧业的发展和人类食品安全的保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

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畜牧兽医领域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变革；本文旨在通过对比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

畜牧兽医在特点、技术差异、管理模式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不同，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差异，为畜牧业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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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传统畜牧兽医基于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中医理

论，注重经验传承与中草药治疗，但在疾病预防、知识体

系更新及管理模式上存在局限性。现代畜牧兽医则融合了

现代科技，采用先进医疗器械和西药疗法，注重疾病预防

与科学管理，知识体系完善且不断更新，管理模式更加统

一协调。随着科技进步和国际化发展，现代畜牧兽医展现

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朝着科技化、信息化、国际化方向迈

进，而传统畜牧兽医则面临向现代转型的迫切需求。

1��畜牧兽医概述

畜牧兽医作为农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其

深厚的根基扎根于养殖畜禽的广袤土壤之中。它不仅是

传统农业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典范，更是推动农业

技术进步的关键力量。在我国，畜牧业与种植业并肩而

行，共同支撑起了农业经济的稳固大厦；随着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民众对肉、蛋、奶等畜产品的需求不断攀

升，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它不仅关

乎着食物供应的安全与稳定，更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

繁荣与农民生活的改善。在现代农业体系中，畜牧兽医

的作用愈发凸显；通过管理我们能够有效提升畜禽的生

产性能；通过疾病预防与控制，我们能够保障畜禽的健

康生长[1]。对于遗传育种改良，我们能够培育出更高品质

的畜禽品种，这些努力不仅满足了市场对高品质畜产品

的迫切需求，更推动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与升级，为农

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畜牧兽医的特点

2.1  传统畜牧兽医的特点
传统畜牧兽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古代先贤在

长期养鸡养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以古代

中医理论为支撑，道家的阴阳五行学说更是传统畜牧兽

医工作的指导思想，有着系统的兽医学理论体系；在治

疗手段方面，传统畜牧兽医主要通过针灸和中医药来防

治动物疾病，例如通过将治疗疾病的营养药物与动物饲

料混合喂养（药物补虚法），使药物在动物体内缓慢发

挥药效，补充牲畜体内缺少的物质，以消除家畜的不良

状态，达到治疗目的。这种方式较为人性化，牲畜不易

产生较大抗药性，还能提高免疫力，传统畜牧兽医在过

去主要职责是对动物疾病做出科学判断，保证动物机体

健康。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古代经济形态（如自给自足

的小农经济）的影响，其流传范围广但变革速度较为缓

慢；并且传统畜牧兽医缺乏系统性和完善性，与畜牧业

的大局不相衔接，在形成系统的兽医理论之前，对病畜

禽的治疗不能完全保证。

2.2  现代畜牧兽医的特点
现代畜牧兽医是在传统畜牧兽医的基础上发展和延

伸而来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畜牧兽医融入了现代

化的医疗器械以及现代化的医疗药理进行畜牧诊疗。现

代畜牧兽医的治疗方法和理论更加多样化，器械逐渐取

代了部分传统的针灸和中医技术，治疗更加简单方便，

动物疾病的预防也更加安全可靠，为大众生命安全、身

体健康提供了更实质性的保障。现代畜牧兽医的体系更

为先进、系统和稳定，能够尽快发现动物疫病，并采取

措施通知周边地区预防。其职责范围相比传统畜牧兽医

更加广泛，除了维护畜禽健康外，还强调发展畜牧兽医

的服务理念，要确保餐桌上的人身安全，承担保护生态

环境的责任，防范人和畜禽共同患病的可能，以及建立

科学的人类疾病库等。现代畜牧兽医还受现代信息技术

影响，更加注重科学化和体系化；例如在疾病预防方

面，会对畜禽采取打预防针等多种方法来防控动物疾

病，患病后也有完善的理论体系和诊断措施，还能为患

病动物提供良好的治疗环境。

3��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畜牧兽医的技术差异

3.1  治疗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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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畜牧兽医的治疗方式深深植根于长期的实
践经验之中，兽医们通过世代相传的经验，积累了大量

关于动物疾病识别与治疗的知识[2]。当家畜出现特定症状

时，兽医会依据前辈们的经验和教导，对病情进行初步

的价值判断，并据此制定治疗方案；这种治疗方式往往

依赖于中草药，将药物与饲料混合后喂食给患病动物，

使药物在体内逐渐发挥疗效。然而，这种方式也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当动物因病重而无法自主进食时，

人工喂养的难度会显著增加，从而影响治疗效果。（2）
现代畜牧兽医在治疗上更加注重科学性和精准性。兽医

们利用先进的医疗器械，如超声波、X光机等，对动物进
行详细的检查，以准确判断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在

治疗过程中，现代畜牧兽医会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药物

和给药方式，如输液、打针等，这些西药疗法通常能够

迅速见效，使患病动物的症状得到快速缓解。

3.2  疾病预防方面
（1）传统畜牧兽医，受限于其知识体系的传承方式

和深度，往往缺乏科学的疾病预防措施。在传统观念

中，兽医们更多地依赖于经验来判断和治疗疾病，而对

于疾病的预测和防范则显得力不从心，这种被动应对的

方式，往往导致疾病在爆发后才进行干预，不仅治疗成

本高，而且效果难以保证。此外，传统畜牧养殖中，畜

禽的喂养过程和生活环境往往较为粗放，缺乏科学的管

理和优化，饲养密度过大、卫生条件差、饲料质量不稳

定等因素，都为疾病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增加了疾病发

生的风险。（2）与现代畜牧兽医相比，现代畜牧兽医在
疾病预防方面展现出了更高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他们深

知预防胜于治疗的道理，因此将疾病预防工作放在了首

位。现代畜牧兽医不仅通过打预防针等常规手段来预防

疾病的发生，还注重养殖管理的科学化，他们严格控制

养殖环境，包括温度、湿度、通风等条件，以创造出一

个不利于病原体滋生和传播的环境。

3.3  兽医知识体系和技术手段
（1）传统畜牧兽医的知识体系主要基于中医理论和

长期的实践经验，虽然这种知识体系在特定条件下具有

一定的有效性，但其更新速度较慢，难以适应现代畜牧

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在技术手段方面，传统畜牧兽医主

要依靠针灸和中药治疗，缺乏现代科学仪器设备的辅助

诊断，这导致了对疾病判断的准确性和治疗的精准性都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与现代畜牧兽医相比，现代
畜牧兽医的知识体系更加完善且不断更新，他们不仅掌

握了现代医学、生物学、化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还能够

将这些知识综合运用到畜牧兽医的实践中。在技术手段

方面，现代畜牧兽医拥有多种现代检测技术，如血液检

测、尿液检测等，这些技术能够更精准地判断动物的疾

病状况。在治疗技术上，现代畜牧兽医除了继承传统方

法外，还更多地运用现代医疗器械和西药治疗方法，使

治疗效果更加显著且稳定。

4��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畜牧兽医的管理模式区别

4.1  职责范围管理
（1）传统畜牧兽医的职责范畴相对局限，其核心工

作主要聚焦于动物疾病的治疗与动物日常健康的维护之

上。在这一传统框架内，畜牧兽医的工作手段往往较为

单一，缺乏多元化和综合性的考量，他们更多地遵循着

既定的经验和传统疗法，而对于生态环境这一宏观层面

的考量则显得相对薄弱，保护意识不足。在传统观念的

主导下，畜牧兽医的首要且几乎唯一的任务就是确保

畜禽不生病、生长迅速，以期达到良好的经济效益[3]。

（2）相较于传统，现代畜牧兽医的职责范围得到了极大
的拓展和深化，他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动物健康的维护，

而是将视野拓宽至更为广阔的领域。确保人类食品的安

全、有效防范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风险，以及积极投身于

生态环境的保护，均成为了现代畜牧兽医不可或缺的重

要职责；例如，在现代畜牧业的实践中，畜牧兽医需要

定期深入养殖户之中，开展传染病健康教育活动，旨在

提升养殖户的防疫意识和能力，从而有效预防和降低人

畜共患病的发生概率。

4.2  从业人员管理
（1）传统畜牧兽医的从业模式，其特点在于高度的

经验依赖性和传承性，这一模式下，许多畜牧兽医是通

过师徒传承或自学的方式进入行业，他们凭借长期实践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特定情境下能够迅速作出判断

并采取措施。第一，由于缺乏统一的专业培训和考核标

准，从业人员的理论知识体系可能不够完整，对新兴疾

病、新技术的了解和应用能力有限。第二，这种模式下

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统一的服务质量和

专业形象。（2）相比之下，现代畜牧兽医行业在从业
人员管理方面展现出了更高的专业性和规范性；现代畜

牧兽医行业拥有完善的教育体系，涵盖了从高等教育到

职业教育的多个层次，为行业输送了大量具备系统知识

和技能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不仅掌握了扎实的理论基

础，还通过实践训练具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

外，现代畜牧兽医行业对从业人员实施严格的资格认证

和考核制度。

4.3  地区管理差异
（1）在传统畜牧兽医模式下，管理往往缺乏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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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协调性，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以家庭经营为

主的畜牧养殖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畜牧兽医工作往往难

以得到专业人员的支持和指导。（2）而现代畜牧兽医
在管理上则更加强调区域的统筹和协调。例如，在动物

疫病防控方面，一旦发现疫病，相关部门可以迅速通知

周边地区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疫情的扩散和传播，这种

管理模式不仅提高了疫病的防控效率，也保障了畜牧业

的稳定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农村偏远地

区，现代畜牧兽医管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兽医年龄

结构老化、缺乏进修机会、地方防疫机构知识结构不合

理、基础设施差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制约了现代畜牧兽

医管理模式优势的充分发挥。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加强

这些地区的畜牧兽医体系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

量，以推动现代畜牧业的全面发展。

5��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畜牧兽医的发展趋势对比

5.1  发展速度
（1）传统畜牧兽医，作为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发展历程悠久，但受限于代代相传的经验传承方

式，其发展趋势相对缓慢。在传统模式下，畜牧兽医的

知识和技能主要通过师徒传承或家族传承的方式传递，

这种传承方式虽然能够保留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技巧，但

也限制了知识的更新速度和传播范围；因此，传统畜牧

兽医在面对新疾病、新技术时，往往反应较为滞后，难

以迅速适应市场变化和科技进步的步伐。（2）现代畜
牧兽医的发展速度则显得尤为迅猛，随着中国对外开放

程度的不断加大和科技水平的持续提升，现代畜牧兽医

行业能够及时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兽医技术和理念，不断

更新和发展。例如，在动物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方

面，现代畜牧兽医能够迅速将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

应用，如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病原体的快速检测，

或者采用新型疫苗进行疾病预防等。

5.2  发展方向
（1）传统畜牧兽医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向现代畜牧兽

医转型的迫切需求，这一转型不仅要求传统畜牧兽医将

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如在传统中医治疗动物疾

病的基础上，引入现代检测技术和西药治疗方法等，还

要求其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以适应现

代畜牧业的发展需求。然而，这一转型过程并非一蹴而

就，需要传统畜牧兽医不断学习和探索，逐步实现自我

更新和升级[4]。（2）而现代畜牧兽医的发展方向则更加
明确且富有前瞻性，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信息化的深

入发展，现代畜牧兽医正朝着更加科技化、信息化、国

际化的方向迈进。例如，借助信息技术，现代畜牧兽医

可以实现畜牧兽医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共享，提高疾病防

控的效率和准确性；利用基因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前

沿科技，现代畜牧兽医可以进行更加精准的动物疾病诊

断和防治。

结语：综上所述，传统畜牧兽医与现代畜牧兽医在

多个维度上显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传统畜牧兽医，根

植于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依托独特的中医理论体系，

为畜牧业的稳健前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其贡献不可磨

灭。然而，随着现代畜牧业的迅猛扩张及市场需求的日

新月异，传统模式开始显现局限性，难以满足高效、科

学的养殖需求。相对而言，现代畜牧兽医凭借对现代科

技的深度融合与先进管理理念的采纳，展现出更高的灵

活性与发展潜能，正逐步成为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中

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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