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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提出“人病兽防，关口前移”，给兽医

学科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重要任

务，给动物医学本科专业教育提出了新的培养领域

和发展方向。在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动物医学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学生不仅应具有扎实的理论知

识，还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以满足动物诊疗活

动的实践需求。高等院校教学动物医院是集实践

教学、科学研究、继续教育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多

功能实践教学平台。目前，我国大部分动物医学专

业的高校建有教学动物医院，但由于学校投入力度

不够、医师水平参差不齐、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不

科学等诸多原因，严重制约了教学动物医院在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因此，充

分了解目前我国教学动物医院的建设现状和发展

情况，立足于现状加大对高等院校教学动物医院的

投入，提高运营和管理模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依

托教学动物医院的实践教学平台，培养实践能力

强，专业知识扎实的专业人才，是提高我国动物医

学专业人才培养能力的基础。

1 教学动物医院对动物医学专业建设的重要性

1. 1 教学动物医院是兽医专业人才培养的必备条

件 我国《动物医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动物医

学专业) 》中规定设有动物医学( 兽医) 专业的院校

必须拥有 1 所以上教学动物医院( 兽医院) ，面积不

小于 1 000 m2，至少配备 10 名以上的专职执业兽医

师，应具备候诊、诊疗、处置、化验、检验、取药、手术

等功能，诊疗设施齐全，设有动物住院部［1］。同时，

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精

神，教学动物医院的建设情况及其在人才培养中发

挥的作用将纳入动物医学专业评估中［2］。教学动

物医院承担着动物医学专业人才的实践教学工作，

也是产学研的交汇点，为学生提供直观、丰富的病

例。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如《兽医临床实践》《兽

医临床实验检验技术》《兽医临床疾病诊断》等，均

可依托教学动物医院开展［3-6］。同时，教学动物医

院还承 担 着 青 年 教 师 和 专 业 人 员 继 续 教 育 的 任

务［7］。因此，建设好教学动物医院是培养动物医学

专业人才的必备条件。
1. 2 教学动物医院是兽医学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作为兽医学专业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要以企业

和农户的实际需求为问题导向，以生产实践中迫切

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进行科学研究，将

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问

题［7］。教学动物医院作为兽医诊疗活动的一线平

台，每天接诊不同的病例，能够及时掌握疾病发生

情况的一手资料和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和产业

需求，除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外，教学动物医院

还可开展疫苗和药物的研发、新兽药的安全性评价

及动物临床试验工作。
1. 3 教学动物医院是高校的社会服务窗口 教学

动物医院作为进行动物疾病诊疗活动的机构，其接

诊的病例可为学生提供实践资源，教学动物医院每

年还可组织专业技术培训班，为企业和农户举办专

题讲座，是学校开展服务社会、提高学校影响力的

重要窗口［8］。同时，教学动物医院接诊的临床病例

以及为企业和农户服务的丰富案例，不仅是学生实

践教学的素材，还是了解企业和农户需求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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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教学动物医院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设有动物医学专业的本科高校有近

80 所。本文选取 29 所高校的教学动物医院进行

调查统计，选取每个省份具有代表性，同时具备兽

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部分具备硕士学位

授权点，但不具备教学动物医院的高校，未在统计

之列。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动物医学专业认

证标准》对教学动物医院的要求( 表 1 ) 分析统计

结果。

表 1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动物医学专业认证标准》关于教学动物医院的要求

参数 一级 二级 三级

使用面积( ≥㎡) 1 000 1 500 2 000

日均病例量( ≥例) 20 40 未做数量要求

仪器设备要求

血液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气分
析仪、血液生化分析仪、B 超( 彩
超) 、X 光机和心电图机、呼吸麻
醉机、心电监护仪、高频电刀等

血液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气分析
仪、血液生化分析仪、B 超( 彩超) 、X
光机( DＲ) 、内窥镜和心电图机、呼吸
麻醉机、心电监护仪、高频电刀等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机、核磁共振
成像( MＲI) 仪、血液分析仪、尿液分析仪、
血气分析仪、血液生化分析仪、B 超( 彩
超) 、X 光机( DＲ) 、内窥镜和心电图机、呼
吸麻醉机、心电监护仪、高频电刀等

2. 1 教学动物医院使用面积情况 动物医院使用

面积大于 2 000 m2 的有 9 所高校，占比 31. 0% ; 动

物医院使用面积介于 1 000 ～ 2 000 m2 的有 10 所高

校，占比 34. 5% ; 动物医院使用面积小于 1 000 m2

的有 10 所高校，占比 34. 5% ; 动物医院最小使用面

积在 300 m2 左右。对比《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动物医

学专业认证标准》关于教学动物医院使用面积的要

求，调查的 29 所高校中 65. 5% ( 19 /29) 的教学动物

医院达到专业一级认证标准; 44. 8% ( 13 /29 ) 的教

学动物医院达到专业二级认证标准; 34. 5% ( 10 /
29) 的教学动物医院达到专业三级认证标准。部分

教学动物医院可能是由旧办公楼改造而来，决定了

医院的使用面积是固定的，在办公室用房均十分紧

张的情况下，几乎无扩容的可能; 在校外租用商服

的教学动物医院的面积除了取决于商服本身面积

外，还需考虑房租; 使用面积较大的教学动物医院

可能是将兽医学诊断中心或其他实验室的房间也

算入动物医院的面积，教学动物医院能利用的实际

面积比较小。合理布局教学动物医院诊疗活动场

所是动物医院从事诊疗活动的前提。
2. 2 教学动物医院人员组成情况 教学动物医院

一般以专职医师、兼职教师、实习生和外单位进修

人员组成。专职医师分为高校在编人员( 多为实验

师系列) 或以合同制形式聘用的医师，属于动物医

院诊疗活动的主要人员［9］。依据目前学校教师引

进标准，兽医学科的引进标准是具有博士学位，且

重点考察其科研成果。甚至某些高校实验师也需

具备博士学位，导致很难引进诊疗经验丰富、技术

过硬的医师［10］。目前我国兽医学博士的毕业要求

主要为发表几篇科研论文，即使是临床兽医学博士

毕业也尚未对动物诊疗技能设定要求。因此，如果

博士愿意到教学动物医院上班，也需要较长的培养

周期才能成为合格的兽医师。目前，动物医院多以

人事代理形式招聘医师，无法解决编制问题，同时

教学动物医院较私营动物医院管理更严，但收入可

能略低，导致人才流动性大。专业课教师实行排班

制度，在无专业课时可到医院坐诊，或有患畜主人

慕名而来，邀请坐诊时才出诊。专业课教师可能不

愿受到动物医院管理制度约束，值班积极性不高。
实习生和外单位进修人员属于不固定数量人员，一

般高年级、毕业计划从事诊疗活动的学生或外单位

进修人员参与诊疗活动的积极性很高，能够成为医

师的助手。还有一些实习学生对临床诊疗活动出

于好奇或为了观看动物参与诊疗，属于观摩性质，

诊疗活动的参与程度较差。
2. 3 教学动物医院仪器配制情况 具有先进精确

的检测和诊断设备，是开展正确诊断和治疗的前

提。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宠物诊疗水平的

不断提高，诊疗活动对仪器设备的需求也不断提

高。常规检测设备如血液分析仪、生化分析仪、尿

液分析仪、血气分析仪、呼吸机 /麻醉机、X 光机、
B 超等，各教学动物医院基本均已配备［11］。影像学

设备属于高值仪器，一般需要有影像学知识的人员

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医院的水平，本调查

发现，目前 CT 和 MＲI 只在部分运营较好的教学动

物医院具备，有 10 所高校具有 CT 机，占比 34. 5% ;

有 6 所高校具备 MＲI 仪，占比 20. 69%。对比《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动物医学专业认证标准》关于教学动

物医 院 对 仪 器 设 备 的 要 求，调 查 的 29 所 高 校 中
65. 5% ( 19 /29) 的教学动物医院能够达到专业二级

认证标准; 专业三级认证标准中需要具备 CT 机和

MＲI 仪，因此只有 6 所高校的教学动物医院能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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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专业三级认证标准。考虑到教学动物医院的第

一要务是教学，利润不是其最主要目标，因此教学

动物医院的设备购置费主要靠学校财政拨款，所购

置设备属于国有资产，教学动物医院购置设备需要

进行前期调研、论证、资金申请和公开招标等步骤，

其购置设备的难度远高于社会上的动物医院。尽

管如此，提高对教学动物医院的重视程度和资金投

入，更新仪器设备，是提高医师诊疗水平、培养学生

技能和扩大医院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新农

科建设和冲击一流学科的必备条件。
2. 4 教学动物医院位置情况 教学动物医院的选

址目前为校园内和校园外 2 种模式，教学动物医院

的位置对于医院建设至关重要，可影响学生参与程

度和动物医院运营成本，甚至会影响病例量。本调

查结果显示，29 所高校中，动物医院位于校园内的

有 19 所高校，占比 65. 5% ; 动物医院位于校园外的

有 10 所高校，占比 34. 5%，其中位于校园外的动物

医院与学校距 离 小 于 5 km 的 有 6 所 高 校，大 于

5 km 的有 4 所高校。同时结果显示，29 所高校中，

动物医院为单独建筑( 含承租商服) 的有 19 所高

校，占比 65. 5% ( 19 /29 ) ，其中位于校外的有 10 所

高校( 34. 5% ) ，位于校内的有 9 所高校( 31. 0% ) ;

非单独建筑的有 10 所高校，占比 34. 5% ( 10 /29 ) 。
非单独建筑多与临床兽医学系或动物医学院其他

系别公用一栋楼，一层为动物医院，二层及以上为

实验室或办公室。
教学动物医院的选址与学生和教师临床实践

参与度有密切关系。校外教学动物医院如距离学

校较远，增加了学生到医院的时间成本，极大减少

实习生去医院的次数和时间，降低了实习生对诊疗

活动的参与度，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分离。特别

是疫情期间，学校采取封闭式管理，学生无法到校

外动物医院进行学习。同时，部分动物医院采取专

职医生和教师坐诊的模式，教学动物医院距离学院

较远，也会导致教师不愿意参加诊疗活动。相反，

教学动物医院在校园内，学生可随时到动物医院实

习，观摩医生的诊疗活动，增加了学生参与度，提高

了学生的专业认知和专业兴趣。教学动物医院的

选址与医院运行成本也有密切关系: 在校外运营的

动物医院，其诊疗场所一般为租用商服，水电收费

均按商用标准，增加了教学动物医院的运营成本。
相反，在校内运营的动物医院使用的为学校用房，

一般无租金，同时水电费的收取标准低于商用标

准，且校内动物医院可招聘一些高年级的实习人

员，既能满足学生实习需求，又可节约用人成本，因

此校内动物医院的运营成本远低于校外动物医院

运营成本。教学动物医院的选址还可影响临床病

例数量。位于校内的教学动物医院，由于部分学校

距市中心相对较远，或校门口实行门禁制度( 对外

来人员进行查验或需要动物医院方面进行报备) ，

增加了宠物主人就诊的时间成本和就诊难度。因

此，在一定程度上，轻症或急症患病动物会就近选

择动物医院，而非选择路途相对较远，进入困难的

校内教学动物医院。校内动物医院与学校保卫处

协调好，批准宠物主人方便快捷的进入校园，或教

学动物医院有独立于校园的出入口，降低宠物主人

进入校内动物医院的难度，会增加校内动物医院的

病例量。位于校外的动物医院，其病例量就不受学

校位置和进出校园的影响。
本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教学动物医院建设

相对较好的高校有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扬州

大学和沈阳农业大学等。

3 对我国教学动物医院的发展建议

3. 1 加大资金投入，提高管理能力 教学动物医院

的第一要务是教学，肩负着提高学生专业认知和培

养学生临床技能的任务［12］，所以不能将利润作为医

院绩效考核的首要指标。同时学校要加大对动物

医院的资金投入用于设备购置和人才培养。教学

动物医院的直接领导部门为动物医学院 ( 兽医学

院) ，动物医院的仪器设备归高校国资处管理，同时

动物医院的人事问题也归高校人事处管理，水电气

暖等问题归后勤部门管理，甚至还涉及到财务处和

保卫处管理。多部门管理容易出现办事效率低下、
推诿等情况。如何协调高校各部门的管理，应借鉴

一些成功学校的例子，如中国农业大学等。
3. 2 灵活人才政策，提高医师待遇 目前高校引进

人才政策不利于教学动物医院引进专业技能强的

医师［13］。学校只有根据动物医院具体岗位需求设

置编制，放宽引人 /用人标准或者采用“一人一议”
政策，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制定合理薪酬制度，才能

建设出一支人员稳定、医疗技术精湛的医师队伍。
目前具有动物医学专业的高校职称体系中并未设

立兽医师系列，从事兽医诊疗活动的医师只能按实

验室系列或工程技术系列评选职称，同时兽医师职

称系列中无正高级职称。建议高校在职称设置上

可参照教师和人医医师职称系列，将职称分为助理

兽医师、主治兽医师、副主任兽医师和主任兽医师，

实行科学的职称评选和公开竞聘上岗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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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规范实习生管理培养，充分发挥教学功能 动

物医院实习生以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外单位进

修人员为主，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无法用统一标

准衡量。实习生在实践诊疗活动中可能存在不能

与医师形成良好配合，解答畜主问题不专业，操作

不规范等问题，导致畜主不满意，甚至引起医患纠

纷。因此，制定良好的实习生管理制度是十分必要

的，既不 造 成 医 疗 秩 序 混 乱，又 能 让 实 习 生 有 所

收获。
3. 4 设立医院发展基金，助力产学研充分融合 教

学动物医院可将部分营业额作为资金来源，设立发

展基金。发展基金一部分可作为医师培养经费，用

于医师参加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到国内外先进动

物医院进修，提升医师专业技能; 一部分设立临床

科研基金，以临床多发疾病为问题导向，加快科研

成果转化和应用技术开发，形成诊疗实践中发现科

学问题 － 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的良性循环，真正实

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同时，鼓励和支持本科生基

于教学动物医院的病例进行选题，开展本科生科研

创新训练工作，培养其创新能力，提高其动手能力。
目前，我国兽医专业硕士研究生与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培养方式和目标区分不明显，学位论文选题都偏

重于基础研究和机制研究，不符合兽医专业硕士研

究生的培养目标。因此，兽医专业硕士研究生可依

托教学动物医院的科研平台，从生产实际需求出

发，进行学位论文选题，提出创新性研究，从而真正

满足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需求。
3. 5 建设大动物诊疗团队，实现宠物诊疗专科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规模化养殖场均配备驻场兽医，

加之动物疫病防控需要，不能随意运输动物，导致

在门诊很难遇到大动物病例［14］。大部分学校都忽

略了大动物诊疗团队的建设，作为动物医学专业人

才培养基地，教学动物医院应该建设高素质的大动

物诊疗团队。目前，我国教学动物医院的诊疗对象

主要为小动物，基本没有大动物，马属动物的相关

诊疗更少。而国外动物医院则分科相对全面，以英

国皇家学院临床兽医系为例，其具备诊断中心、临

床病理中心、大动物和农场动物医院、小动物医院

和马科动物医院。临床兽医系教师属于“双师型”
教师，既是专业课教师，又承担动物医院的诊疗活

动［15］。我国台湾省的台湾大学具有 11 个小动物门

诊，分科细致，提供皮肤科、内分泌科、肿瘤科、血液

科、消化科、呼吸科、心血管科、泌尿科、生殖科、神

经科、传染病科专科门诊［16］。随着宠物诊疗行业的

发展，我国的宠物诊疗行业也面临着产业的转型升

级，正由传统的全科医师逐渐转变为专科医师，使

宠物诊疗活动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随着异宠养

殖的兴起，教学动物医院也应开展相关业务。

4 总结

教学动物医院是动物医学专业学生进行实践

学习、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继续教育的实践基地，也

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平台。在新农科背景下，应

该提高对教学动物医院的重视程度，加快教学动物

医院的建设，增加对教学动物医院的资金投入，使

教学动物医院成为我国动物医学专业培养专业技

术人才的摇篮，使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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