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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热门实训课名额抢手

更多年轻人爱上科学养宠

“给药、皮下注射、静脉输液
是一名宠物医生的必备技能，听
着简单，实际操作起来有门道。
我们要把宠物当成不懂事的小
孩，哄着它们配合治疗。硬来不
仅行不通，还容易让自己受伤。”
在北京农学院的实训课上，动物
医学专业教师张华详细地指导学
生给犬猫喂药、注射等小动物外
科疾病与治疗的技术要点。

尽管这是一堂选修课，但实
验室被学生挤得满满当当。大家
都认真地看着老师做示范，教室
正中还有一台摄像机，录下课程
讲解视频供学生课后学习。张华
说，自己开设的另外一堂小动物
内窥镜微创诊疗技术课也很受欢
迎，“课上学习的技术都和宠物诊
疗息息相关，学生有机会动手实
践，课程名额十分抢手”。

大四学生邓姗姗幸运地“抢”
上了这两门课。她说，内科、外
科、临床诊断、中兽医等课程都很
有意思，她最喜欢上兽医外科学
的实操课程，在课上学生们学习
了宠物绝育等手术的基本流程，
认识了各种手术器械，“我们还自
己动手做了胚胎移植手术”。

随着宠物经济的兴起，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冒出类似的想法。
《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显示，全国犬猫宠物数量已突破
1.2 亿只。在养宠人群中，“90
后”宠主占比41.2%，“00后”宠主
占比25.6%，年轻人已成为养宠
主力军。

在他们眼中，小猫小狗不仅

是时刻陪伴自己左右的宠物，更
像是“家人”。北京农学院动物医
学专业大四学生雷滨榕救助过流
浪猫狗。她说，每当不开心时，宠
物就是自己的第一倾诉对象，“因
为它们单纯、可爱、忠诚，和宠物
相处会让我感到快乐”。毕业后，
雷滨榕打算继续在兽医外科或眼
科等方向深造，提升专业水平的
同时，积累临床经验，未来帮助更
多小生命摆脱病痛。

【实习】
实训与实习相结合

潜移默化培养学生责任心

“我家几只狗的眼睛都感染
了，泪痕特别严重，睁不开眼睛，
现在还有医生能给看看吗？”一个
傍晚，一位老人焦急地推开中国
农业大学动物医院急诊厅的大
门，她带来的几只小狗眯着眼睛，
没有精气神。

当晚，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
学院兽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柳
梓晨正在兽医眼科实习。他赶忙
协助老人挂号，经过裂隙灯检查、
眼压测量等一系列眼科检查，他
和医生导师初步判断，几只小狗
感染了眼部寄生虫性传染病，需
要眼部用药及全身注射治疗等。

“我读博期间研究的课题就
是动物眼部寄生虫性传染病，这
种病具有人畜共患的特点，危害
公共卫生安全。”柳梓晨看着这些
小狗特别心疼，他做好防护，耐心
地给小狗治疗。大约一周后，这
些小狗的眼部感染都有了不同程
度的好转。

自从进入宠物医院实习以
来，柳梓晨见过患各种病的动
物。“有一次，我遇到了一只角膜

穿孔的橘猫。那天，我和师兄连
夜用结膜瓣遮盖术为它修补角
膜。”柳梓晨说，“拆线那天，它第
一次睁开眼睛看我。橘猫的主人
连连道谢，感谢我们帮它找回了
光明。”这次经历，让柳梓晨真切
地感受到了作为宠物医生的责任
感，“我想，拥有责任心也是进入
宠物医疗行业的一个前提”。

除了在校内学习，校外实习
也是培养动物医学专业人才必不
可少的一环。学生在校学习后会
有一段时间在宠物医院实习的机
会，他们会到化验室、影像室、住
院部、手术室和诊疗室等轮岗，实
习结束后，多数学生会寻得合适
的岗位。除了检验实践技能，这
份工作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学生
的责任心。

【问诊】
学会和“毛孩子”交流

记得叫昵称内心敬畏生命

文秀毕业于西南大学动物医
学专业，目前在一所北京连锁的
动物医院工作，平时工作十分忙
碌，每天都有各类伤病的宠物被
主人带来看病，打疫苗、做绝育的
更是数不胜数。“从前，人们可能
不会如此重视宠物的健康，带宠
物来进行绝育、打疫苗的少。但
现在，宠物已成为很多人的伴侣，
它们为生活带来慰藉和乐趣。人
们在宠物身上倾注了像家人和朋
友一样的感情，所以越来越善待
它们。”

长期的临床经验让文秀思
考：宠物医生和人医不同，他们面
对的是一群不会说话的“毛孩
子”。因此，对于兽医而言，诊断
方法和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而

且，宠物医生不仅要会和动物“交
流”，还要擅长和主人打交道。比
如，问诊时，要询问并称呼宠物的
昵称。

邓姗姗在实习中发现，很多
治疗方案不是一下子就能见到效
果的，需要与宠物的主人一起等
待。前期诊断时，由于动物不会
说话，还要跟它们的主人了解清
楚状况和细节，如果沟通不透彻
的话，会影响病情诊断。后续治
疗中，有些宠物主人还会因为价
格等因素，质疑医生给出的治疗
方案，这时，沟通显得更为重要。

“要跟主人讲清楚治疗对宠物健
康的重要性，这样他们也更愿意
配合。”邓姗姗说。

去年8月，柳梓晨送走了陪
伴他15年的宠物狗哈利。尽管
内心充满不舍，他仍坚持完成了
当日的实习工作，“对于每位主人
来说，自己的宠物都是独一无二
的存在。可作为医生，面对每个
小生命都要以饱满的爱心和责任
心，尽力守护它们的生命健康”。

【链接】
学动物医学

应具备什么特质？

首先，具有探索医学奥秘的

好奇心。对于喜欢探究医学知识

并关爱动物生命的学生而言，动

物医学专业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动物医学专业的学生

要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动

物不会说话，动物疾病的诊疗依

赖于对各种疾病信号的整合和归

纳推理。

最后，动物医学专业学生要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据《北京晚报》报道

宠物医生与狗狗互动。

皮下注射、静脉输液 裂隙灯检查、修补角膜

守护“毛孩子”健康，他们是专业的
随着“它经济”的火热，愿意学习科学养宠并从事相关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目前，我国很多大学院校都开

设了动物医学类专业。这个曾经不温不火的专业，如今成为“香饽饽”。

一名宠物医生到底是如何培养的，记者走进高校——

异宠专科医生在给宠物兔做CT检查。 宠物精神科医师接诊蓝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