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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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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宠物医师专业技能认定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全科宠物医生从业人员的专业活动内容以及从业者专业技能认定标准，并对各等级从业

者的专业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从事宠物临床诊疗工作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职业名称 

全科宠物医师  General  Pet  Doctor 

3.2 职业编码 

5-03-05-01 

3.3 职业定义 

专注于宠物疾病的诊断、防治以及宠物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的专业人员。 

3.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技能共设四个等级：宠物医师、主治宠物医师、副主任宠物医师、主任宠物医师。 

3.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室外，常温。 

3.6 职业能力特征 

善于沟通、热爱宠物、熟悉宠物医疗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宠物疾病临床诊疗经验，掌握相关

实验室检查及特殊检查方法；具有宠物外科手术操作能力；具有宠物犬、猫内科病、产科病、传染病、

寄生虫病等诊断和防治能力；具有爬行宠物、飞禽宠物等异宠疾病的基本诊断与防治能力。具有动物

病历、处方规范化书写、病例分析综合能力；具有环境保护、生物安全防护、人畜共患病的防护、宠

物医疗质量管理等领域的相关能力；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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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或宠物医学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3.8 培训参考学时 

宠物医师100学时；主治宠物医师100学时；副主任宠物医师100学时；主任宠物医师100学时。 

4 全科宠物医师申报条件 

4.1 宠物医师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宠物医师。 

4.1.1 获得国家执业兽医师资格证，累计从事宠物临床工作时间，专科毕业至少 2年、本科毕业至少

1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至少 6 个月、博士研究生毕业至少 3个月的宠物医生。经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

并取得结业证书。 

4.2 主治宠物医师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主治宠物医师。 

4.2.1 取得宠物医师证后，累计从事兽医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经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并取得

结业证书。 

4.2.2 获得国家执业兽医师资格证，累计从事宠物临床工作时间，专科毕业至少 4年、本科毕业至少

3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至少 2年、博士研究生毕业至少 1年，经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3 副主任宠物医师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副主任宠物医师。 

4.3.1 获得主治宠物医师证书后，累计从事兽医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经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

并取得结业证书。 

4.3.2 获得国家执业兽医师资格证，累计从事宠物临床工作时间，专科毕业至少 6年、本科毕业至少

5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至少 4年、博士研究生毕业至少 3年。经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4 主任宠物医师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主任宠物医师。 

4.4.1 获得副主任宠物医师证书后，累计从事兽医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经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

并取得结业证书。 

4.4.2 获得国家执业兽医师资格证，累计从事宠物临床工作时间，专科毕业至少 8年、本科毕业至少

6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至少 5年、博士研究生毕业至少 4年。经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5 全科宠物医师专业技能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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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认定方法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专业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

核从业人员从事兽医工作应掌握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考核主要采用模拟操作、手术实操等

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兽医临床应具备的专业技能。综合考核，提供10个不同疾病的临床病

例详细诊疗报告（按照中文兽医核心期刊格式要求书写，包括病例介绍、诊断、治疗、讨论和参考文献

等）。 

理论知识考试、专业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70分（含）以上者为合格。 

5.2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2名监考人员；专业技能考

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1:5，且每场考评人员为3人（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3人（含）以

上单数。 

5.3 认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为2小时；专业技能考核时间，根据考核具体内容由考核领导小组确定时间（部

分手术考核，在培训时或在临床病例工作中可以组织考核老师进行考核，但需要提供真实考核和高清操

作视频为凭据）。 

5.4 认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配备一定数量计算机设备的标准机房进行；专业技能考核在标准手术

室、实践场所进行。 

6 全科宠物医师基本要求 

6.1 职业素养 

遵守宠物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熟知岗位工作职责及要求；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有爱心、耐心、细

心、责任心，热爱宠物行业。爱岗敬业，具有务实肯干、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保持学习，钻研技术，

能按照技术规范和流程完成工作。有生物安全防护意识，能采取正确措施做好安全防护。关爱动物，尊

重生命，保障动物福利。 

6.2 基础知识 

6.2.1 熟知宠物解剖学、生理学、营养学、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学、影像诊断学、临床诊断学、

治疗学等基础知识。 

6.2.2 熟知各种常见医疗设备和医疗器械的使用。如：血压计、X光机、B超机等。 

6.2.3 熟悉宠物的常见病及诊治方法。熟悉宠物临床常见软组织手术、基础骨科手术等。 

6.2.4 熟知相关法律、法规。 

6.2.5 具备相关宠物饲养知识和营养学基础知识。 

6.3 技能要点 



 

4 
 

6.3.1 喜爱宠物并有责任心。 

成为一名合格的宠物医师首先有爱心。像对待自己的宠物一样对待每一个患者。 

6.3.2 掌握丰富的宠物医学知识。 

宠物医师需要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临床诊断学、内科学、

外科学、传染病学、寄生虫病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宠物饲养和营养常识，了解不同品种宠物

的饮食、生理特征、行为习惯及常见疾病等方面的知识。 

6.3.3 具备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 

宠物医师的职责不仅是治疗宠物疾病，还要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了解客户对宠物的看法和需求，

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让客户更好地了解宠物的健康状况，并采取适当的护理措施。 

6.3.4 具备相关的临床技能和经验。 

宠物医师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临床技能。如：常规的临床检查和诊断、手术操作和创伤处理等。同

时，需要通过实践经验了解更高级的诊疗技能，如：超声检查、 CT 扫描和 MRI 等现代医疗设备的使

用原理与影像诊断的判读。 

6.3.5 具有应变能力和处理应急情况的能力。 

宠物医师工作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需要具备应变能力和处理应急情况的能力。

需要在短时间内冷静地应对高压紧迫的局面，有效地处理各种紧急情况。 

6.3.6 具备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的能力。 

宠物医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更新的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不断涌现出来。因

此，宠物医师需要持续地学习和更新知识，保持专业技能的竞争力。 

6.3.7 具备判断和决策的能力。 

宠物医师对某些疾病，诊断可能需要进行多次试验和检查，但是宠物医师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

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6.3.8 具备团队合作能力。 

宠物医疗机构通常由宠物医师、医生助理等组成团队。每个人需要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

确保宠物得到最优质的医疗服务。另外，需要与其他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员进行合作，例如宠物食品、药

品供应商和设备供应商等。 

6.3.9 具备商业意识和服务意识。 

宠物医师不仅是一名医生，还应具备一定的商业意识和服务意识。需要了解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

开展适当的市场营销和宣传活动，提高医疗机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通过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关怀，

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促进机构的长期发展。 

7 不同级别的全科宠物医师专业技能和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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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对宠物医师、主治宠物医师、副主任宠物医师及主任宠物医师的专业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

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7.1 级别一：宠物医师专业技能和工作要求，见表 1 

表1  宠物医师专业技能和工作要求表 

职业技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宠物临床常用操

作技能 

参照夏兆飞主编的

《动物医院工作流

程手册》 

宠物保定方法 徒手保定法。 

犬猫绳套保定法。 

犬猫伊丽莎白圈保

定法。 

方法正确，操作熟练。 

配药流程 

常规给药途径 

 

口服，皮下、皮内、

肌肉注射法。 

静脉输液法、腹腔补

液法。 

骨髓腔补液法、直肠

给药法。 

熟悉给药方法，适应症及注意事

项。 

局部封闭麻醉法 

腹腔穿刺术 

膀胱穿刺术 

静脉硬针、留置针使用

灌肠适应症 

熟悉操作要点。 熟悉方法、适应症、注意事项。 

宠物诊疗流程 规范、标准；风险告

知书。 

临床检查技能，细节规范。 

2.了解宠物医院常

规设备使用及检查

结果的判读 

参照李广主编的

《门诊兽医手册》、

夏兆飞主译的《犬

猫血液学手册》及

厂家仪器设备使用

说明。 

血液分析仪、血气分

析、生化分析仪、尿液

分析仪、显微镜、心电

图仪、DR、B 超、眼压

计、血压仪、眼底镜、

裂隙灯、荧光检测仪、

PCR 检查仪等常规设备

正确使用，熟悉胶体金

检测、凝集试验、血液

涂片及细针抽吸涂片

常规染色法。 

熟悉设备的正确使

用原理。 

熟悉宠物拍片、B超

时正确摆位。 

熟悉实验室设备检

查的目的。 

熟悉组织涂片常规

染色法。 

血液、生化、血气、尿液检查结果

判读；影像检查判读；粪检、血液

涂片、组织切片等判读。 

3．宠物常见病的诊

治 

参照宋大鲁主编的

《宠物诊疗金鉴》；

夏兆飞、张海彬、

袁占奎主译《小动

物内科学》 

常见病毒性、细菌性、

真菌性传染病 

熟悉病原、流行病

学、症状、实验室检

查、病理变化、鉴别

诊断、诊疗和预防措

施。 

犬：犬瘟热、细小病毒感染、冠状

病毒感染、传染性肝炎、副流感等； 

猫：猫瘟、疱疹病毒、艾滋病、杯

状病毒感染、传腹等； 

钱癣病、真菌性皮肤病等； 

人畜共患：狂犬病、沙门氏菌及大

肠杆菌病、布鲁菌病、钩端螺旋体

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结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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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原体病、附红体病等。 

常见寄生虫病 熟悉病原、流行病

学、症状、实验室检

查、鉴别诊断、诊疗

和预防措施。 

球虫病、弓形虫病、巴贝斯虫病、

蛔虫病、绦虫病、钩虫病、疥螨、

蠕形螨、蜱致麻痹、虱、蚤病、眼

线虫等。 

常见内科疾病 病因、症状、鉴别诊

断、治疗措施。 

犬、猫输液法及注意事项，肺水肿、

异物性肺炎、心率异常、心力衰竭、

贫血、肝性脑病、日射病、中暑、

晕车、湿疹、膀胱炎、乳房炎、胰

腺炎、内分泌失调等疾病。 

营养代谢病和中毒疾

病 

病因、症状、鉴别诊

断、治疗及预防方

案。 

骨软病、产后癫痫、脂肪肝、低血

糖、糖尿病、肥胖症、异嗜症、高

血脂症、脑积液、痛风、维生素缺

乏症等；食盐中毒、黄曲霉中毒、

磺胺药中毒、有机磷中毒、灭鼠灵

中毒、洋葱中毒、巧克力中毒、葡

萄中毒、蘑菇中毒、阿托品中毒等。 

常规临床处置 熟悉处置方法。 药物麻醉、复合麻醉、呼吸麻醉及

监护方法，麻醉异常时的急救措

施。催吐方法、公犬导尿术、母犬

导尿术、公猫导尿术、血肿、烧伤、

冻伤、脓肿、蜂窝织炎、脓皮症、

湿疹、中耳炎、结膜炎、角膜炎的

诊治。心肺复苏法、吸氧适应症等。 

4．宠物常规软组织

手术 

参照张海彬、夏兆

飞、林德贵主译的

《小动物外科学》 

常规软组织方法、无菌

操作要求、器械使用熟

练程度、手术方案、手

术途径及缝合方法。 

熟悉软组织手术过

程及手术后的预判。 

外伤处理一般流程、超声洁牙术、

樱桃眼摘除术、眼睑内翻手术、立

耳术、耳廓血肿手术、食道切开术、

胃切开术、肠道异物肠切开术、脐

疝修复术、直肠脱固定术、剖腹产

手术、膀胱切开术、体表肿瘤切除

术、断尾术、和公、母犬猫绝育术

等。 

7.2 级别二：主治宠物医师专业技能和工作要求，见表 2 

表2  主治宠物医师专业技能和工作要求表 

职业技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宠物临床常用操作技

能。 

参照施振声、张海泉主译

《小动物麻醉与镇痛》；

王洪斌主编《现代兽医麻

影像判读 熟悉影像判读

内容。 

B超影像判读：腹水、子宫内膜炎、肾结

石、膀胱结石、胆汁淤积等。 

X线片判读：腹水、结石、骨折、移位、

肿大（充盈）、气胸、气管狭窄等。 

呼吸麻醉 麻醉机的正确 呼吸麻醉机操作；呼吸麻醉监护指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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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学》；谢富强主译的《犬

猫超声诊断技术图谱与

教程》；陈武、姜代勋主

编的《小动物针灸学》 

使用。 

麻 醉 监 护 意

义。 

吸麻醉出现血压下降的原因和急救方法、

出现心率下降或升高的原因和急救方法、

出现呼吸频率下降或升高的原因和急救

方法、出现血氧饱和度下降的原因和急救

方法、出现呼末二氧化碳下降或升高的原

因和急救方法、出现吸入二氧化碳升高的

原因和急救方法、动物体温下降的原因和

急救方法、特殊体况动物麻醉方案等。 

胸腔穿刺术 

腹膜透析术 

鼻饲管的放置 

心电图的检查

和判读 

熟 悉 处 置 方

法，规范操作。 

熟悉方法、适应症、注意事项。 

常见病的针灸

及电针的使用 

熟悉犬、猫穴

位图。进针和

收针要领。 

适应症：后肢瘫痪等。 

2、宠物临床常见疾病诊

治流程。参照宋大鲁主编

的《宠物诊疗金鉴》；夏

兆飞、张海彬、袁占奎主

译《小动物内科学》 

熟悉诊治流程 熟 悉 诊 治 要

点，区别不同

疾病。 

内耳炎、急性胰腺炎、肠套叠、肠梗阻、

黄疸、淋巴肉瘤、流产、难产、缺乳症、

心律衰竭、肺心病、急性肾衰、癫痫、黄

曲霉中毒、溶肌症、传染性口腔乳头状瘤、

腹水、围手术期监护等。 

3、宠物临床常见的手术 

参照袁占奎主译《小动物

外科手术学》上册和下

册。 

一般软组织和

骨科手术方案 

掌 握 手 术 方

法，熟练手术

流程。 

泪道堵塞手术；樱桃眼包埋术；眼球摘除

术；眼球复位术；直肠脱内固定术；肠管

切开和吻合术；腹壁疝修复术；腹股沟疝

修复术；会阴疝修复术；隐睾摘除术；病

变子宫摘除术；睾丸肿瘤摘除术；膀胱切

开术；阴道脱手术；四肢长骨骨折手术，

拔牙术等。 

7.3 级别三：副主任宠物医师专业技能和工作要求，见表 3 

表3  副主任宠物医师专业技能和工作要求表 

职业技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宠物临床技能。参照刘

云、田文儒、冯新畅主译的

《兽医内窥学》 

内窥镜的使用 

腹腔镜的使用 

熟悉内窥镜、腹

腔镜使用方法和

操作技巧。 

适应症、操作注意事项。设备保养和维

护。 

2．骨科基础知识 

参照袁占奎主译《小动物外

科手术学》上册和下册。 

骨科手术原则 

骨科器械认知 

骨科常用耗材 

熟悉手术规范，

科学性强。 

骨科基础理论；骨科手术原则；骨科器

械的作用及使用方法；骨科手术耗材的

合理选用。手术后的预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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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宠物疾病临床诊治流程。 

参照宋大鲁主编的《宠物诊

疗金鉴》；夏兆飞、张海彬、

袁占奎主译《小动物内科

学》 

熟悉诊治流程 熟悉诊治要点，

区别不同疾病。 

口腔鳞状上皮瘤、食道憩室、胃内异物、

胃扭转、霉菌性肺炎、食道炎、肝脓肿、

脾破裂、尿毒症、膀胱破裂、胰岛素过

多或过少症、新生犬黄疸症、高血脂、

黏液囊炎、心脏病、胸腔积液、前列腺

炎、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囊肿、慢性肾

衰、中毒性肾衰、贫血等。 

4．宠物临床手术 

参照袁占奎主译《小动物外

科手术学》上册和下册。 

具有一定手术

基础的外科手

术 

掌握手术方法，

熟练手术流程。 

眼角膜修复术；下颌骨骨折手术；食管

手术、巨结肠手术；直肠憩室手术；肾

脏摘除术；开胸术；尿道切开术；公猫

（犬）尿道造口术；腹部肿瘤切除术；

截肢术；膈疝修复术；四肢长骨骨折手

术；股骨头切除术；骨盆骨折手术；髌

骨脱位修复术等。 

7.4 级别四：主任宠物医师专业技能和工作要求，见表 4 

表4  主任宠物医师专业技能和工作要求表 

职业技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宠物临床高级技能 

参照邓干臻主译《小动物 CT

与 MRI图谱》； 

傅梦竹、戴榕全、谢富强主

译的《小动物多排螺旋 CT》 

CT 的使用 

MRI 的使用 

CT操作及工作原

理 

MRI 操作及工作

原理 

CT片的判读 

MRI影像判读 

2．血透 

参照王质刚主编的《血液净

化学》 

血液透析机使

用 

及静脉管的安

装 

血液透析 适应症、注意事项、操作流程。 

3．宠物临床疑难杂症诊治

流程 

参照夏兆飞、张海彬、袁占

奎主译《小动物内科学》；

张志红主译的《犬猫心脏病

学手册》 

疑难杂症诊治

流程 

熟悉诊治要点与

流程，开展鉴别

诊断。 

眼睑炎、青光眼、白内障、心衰、心包

积液、心脏二尖瓣闭锁不全、血小板减

少、脑积液、肝性脑病、甲亢、甲减、

雌（雄）性激素过多或过少症、甲状旁

腺亢进或减少症、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

或减少症的诊治流程；自身免疫性溶血

性贫血、食物变态反应、骨髓炎、骨膜

炎、跟腱断裂、皮肤肥大细胞瘤、舞蹈

病、关节发育异常、十字韧带断裂、前

列腺肿瘤、痛风、免疫缺陷病等。 

4．宠物临床特异手术 

参照袁占奎主译《小动物外

科手术学》上册和下册。 

具有一定难度

要求的外科手

术 

掌握适应症、手

术方法、手术事

项及手术流程。 

青光眼减压术；股骨头脱位人工韧带修

复术；脊柱损伤及内固定术；椎间盘突

出手术；寰枢椎脱位修复术；肘关节脱

位修复术；肾切开术；乳糜胸手术;前列

腺摘除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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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均是覆盖关系。 

8 考核权重 

8.1 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评价100分制。考核具体内容参照以上宠物医师不同级别内容出题考核。 

表5  宠物医师理论知识评价项目及比重 

项目 比重（%） 

基本要求 职业素养、诊疗流程要点及法律法规 5 

宠物基础知识（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 15 

专业技能要求 临床常见宠物传染病病原体、流行病学、症状、病理变化、实验室诊断

及治疗预防方法 

15 

显微检查：宠物临床常见涂片、切片等判断 10 

血常规、生化、血气、电解质、尿液分析等判断 10 

药物麻醉基础知识 5 

X线片、B超影像判断 10 

常见内科疾病病因、症状、鉴别诊断及治疗处施 20 

宠物营养代谢病、中毒病病因、症状、鉴别诊断及治疗预防处施 10 

合计 100 

表6  主治宠物医师理论知识评价项目及比重 

项目 比重（%） 

影像判断 B超影像判断 15 

X线片影像判断 15 

专业技能要求 呼吸麻醉时，几种重要监护指数异常原因及采取措施 5 

动物机体体温下降的原因及急救方法 5 

胸、腹腔引流适应症 5 

基础心电图的判断 10 

宠物黄疸的病因及诊治方案 5 

心力衰竭病因及诊治方案 10 

宠物形成腹水的病因及诊治方案 10 

癫痫病因及诊治流程 10 

骨折手术基础知识 10 

合计 100 

表7  副主任宠物医师理论知识评价项目及比重 

项目 比重（%） 

腔镜基础知识 内窥镜操作注意事项及适应症 10 

腹腔镜操作注意事项及适应症 10 

专业技能要求 基础骨科理论、骨科手术基本原则和方法、骨科耗材合理选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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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肿瘤诊治流程 5 

消化道疾病诊治流程 10 

胸腔积液病因及诊治流程 5 

泌尿道疾病病因及诊治方案 10 

内分泌疾病病因及诊治方案 10 

肾病病因及诊治方案 10 

血液疾病病因及诊治方案 10 

心脏疾病病因及诊治方案 10 

合计 100 

表8   主任宠物医师理论知识评价项目及比重 

项目 比重（%） 

影像判断 心脏超声影像判断 10 

CT影像判断 10 

MRI影像判断 10 

专业技能要求 血液透析适应症及注意事项 5 

“心脏病”的病因及诊治方案 5 

内分泌疾病病因及诊治方案 10 

免疫原性血液疾病的病因及诊治方案 10 

过敏原引起机体变态反应机理及诊治方案 10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病因及诊治方案 10 

肿瘤组织切片的判断 10 

青光眼、白内障眼部疾病病因及诊治方案 5 

乳糜胸的病因及诊治方案 5 

合计 100 

8.2 技能操作 

技能操作及宠物手术评价100分制。考核具体内容参照以上宠物医师不同级别内容出题考核。 

表9  宠物医师技能操作评价项目及比重 

模块 项目 比重 

宠物医师基础技能 宠物保定方法 5 

不同部位的穿刺方法 5 

不同部位拍摄 X线片宠物摆位 5 

宠物腹部主要器官 B超机超声要点 5 

常规设备的正确使用和保养 10 

宠物医师常规处置 宠物麻醉及麻醉监护 8 

导尿术 6 

心肺复苏法 6 

宠物常规软组织手术 

 

缝合法 10 

胃切开术及缝合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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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管切开术及缝合方法 10 

体表肿瘤切除术 5 

母犬（猫）绝育术 5 

膀胱切开术及缝合方法 5 

外耳血肿手术 5 

眼睑内翻校正术 5 

合计 100 

表10  主治宠物医师技能操作评价项目及比重 

模块 项目 比重 

主治宠物医师基础

技能 

呼吸麻醉机操作及麻醉监护仪的正确使用 5 

胸腔引流管的安装 5 

鼻饲管的放置 5 

腹膜透析管的安装 5 

针灸常规手法 5 

双后肢瘫痪，针灸的主要穴位 5 

骨科外固定术及注意事项 5 

常规骨科器械主要功能及正确使用 5 

宠物常规组织手术 

 

常规眼部手术：泪腺管手术、眼球复位术、樱桃眼手术、眼球摘除

术 

10 

腹部疝修补术：腹壁疝、腹股沟疝、脐疝、会阴疝 10 

肠管切开和吻合术 10 

直肠脱内固定术 5 

阴道脱修复术 5 

股骨骨折手术方案：中端、近心端、远心端 10 

胫腓骨骨折 5 

肱骨骨折 5 

合计 100 

表11  副主任宠物医师技能操作评价项目及比重 

模块 项目 比重 

副主任宠物医师操

作技能 

内窥镜操作使用及保养 5 

腹腔镜操作使用及保养 5 

常规心超使用及判断 5 

中兽医针灸法，治疗宠物多种疾病 10 

宠物常规手术 

 

常规眼部手术：角膜修复术 5 

消化道手术：巨结肠切除术、直肠憩室手术等 10 

肾切开术 10 

肝肿瘤切除术 10 

开胸术、膈疝修复术 10 

尿道造口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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髌骨脱位修复术 5 

股骨头切除术 5 

骨盆腔骨折手术 10 

下颌骨骨折手术 5 

合计 100 

表12   主任宠物医师技能操作评价项目及比重 

模块 项目 比重 

主任宠物医师基础

技能 

CT 操作使用及正确维护 10 

MRI 操作使用及正确维护 10 

血液透析机操作使用及正确维护 10 

宠物常规手术 

 

青光眼减压术等 10 

脊柱损伤及内固定术 10 

椎间盘突出手术 10 

寰枢椎脱位修复术 10 

肘关节脱位修复术 5 

前列腺摘除术 10 

股骨头脱位人工韧带修复术 5 

乳糜胸手术 10 

合计 100 

8.3 综合考核 

提供10个不同疾病真实的临床病例详细诊疗报告。按照中文兽医核心期刊的格式要求书写，包括病

例介绍、诊断、治疗、讨论和参考文献等内容。100分制，依据报告的格式和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水平进

行考核。在宠物医疗行业有关组织或行业协会等期刊有发表或获奖的报告优先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