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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动物养殖数量也在逐步增加，虽
然从事动物诊疗的人员数量呈上升趋势，但在诊疗过程中也存有
些许问题，只有改进各类动物的生存条件，优化诊疗水准，才能
促进人与动物的和谐性，此项工作才更具价值。

一、动物诊疗存有的问题
（一）工作人员水平偏低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各行业涌现出了较多人才，

从事动物诊疗行业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将直接影响到该行业的
发展状况。当前虽然从事兽医工作的人在逐渐增多，但其专业素
养并没有跟上，部分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不高，少部分工作人员
为中专或大专学历，其学到的诊疗知识难以适应当前时代的发展。

（二）诊疗设备水平不高
在诊疗设备上当前动物诊疗行业也存在些许问题，一方面，

部分诊疗机构的设备更新较缓慢，甚至还未安装先进的或现代化
的器械，其采用的设备较为简单，如镊子、体温表、注射器或剪
刀。同时，由于诊疗理念落后或产权归属不明，较好的诊疗设备
并没有投放到相应的动物防疫部门内，部分患病动物在没有第一
时间获得治疗后会加重其病情，也给动物资源与养殖人员带去极
大损失。另一方面，城市的动物诊疗诊所相对较先进，但部分人
员由于专业能力不强，对先进设备的了解程度不够，也难以运用
先进设备。基于对设备内部的功能与性能的不清晰，部分先进设
备难以发挥出其真正价值。

（三）诊疗资料保存不完善
动物诊疗资料主要为动物病历，也是专业人员为动物诊病

的依据，该资料代表着诊疗工作的进展程度与动物病情进展，其
内部蕴含的诊疗进度、诊疗方法都会为专业人员的研究提供数据
支撑。但目前我国部分动物诊疗资料的保存工作并不理想，当在
进行动物诊疗期间出现某些问题，或涉及双方不同的利益，则难
以开展法律评判。此外，未来诊疗动物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原始病
历，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兽医判断，降低动物诊疗效率。

（四）诊疗理念较落后
部分兽医的诊疗理念相对落后，在开展动物诊疗的过程中，

其要关注治疗的全过程，并根据已有的知识判断该动物的病症与
治疗措施，从而让养殖人员开展预防工作，更加地加强动物管
理，使动物始终保持健康状态。但当前兽医在为动物诊疗时只关
注其病症，并没有做好相应的记录，在进行诊疗时也会耗费较长
时间，增加工作成本。

二、优化动物诊疗工作的有效对策
（一）提升诊疗人员的专业水准
当前我国已将兽医当作一门法定学科，无形中会提升从业

人员的专业素养，教育部门也要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每名兽
医的业务知识与专业素养，只有加强要求才能使其在毕业后成为
一名素养较高的兽医。同时，各类高校的培训系统还要关注该专
业的实践性，通过不断地实际操作来提升兽医的业务素养，更为
高效地结合理论与实践。此外，动物诊疗部门在招聘过程中也要
设置相应门槛，详细考察应聘者的专业能力，只有达到相应标准
后才能将其纳入企业中。具体来说，要适当增加招聘流程中的程
序，用面试与笔试相结合的方式考证其专业能力，继而保障内部
人才的整体质量。新员工在入职后仍要进行培训，其内容需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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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详细介绍动物诊疗存在问题，并根据其问题形成的原因，找到优化动物诊疗工作的有效对策，即改善诊疗人员的专业水准，改善诊疗条

件、加大资料保管力度及完善诊疗理念等，从而提升动物诊疗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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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为主，在“老人”与“新人”的沟通影响下，将诊疗知识成功
地转化成诊疗技术，并较好地服务在动物诊疗行业中。

（二）改进诊疗条件
针对当前多家私营动物诊疗机构，其在确认自身工作责任的

情况下要逐步改善诊疗条件，在设备的引进与使用上，工作人员
在诊疗动物的过程中不但要积极使用各项先进设备，还要借助网
络信息技术逐渐掌握设备的内部构造与性能，学会并熟练地使用
设备各项功能，从而改善工作效率，缩减诊疗时间。此外，在开
展日常工作的过程中管理人员需不断强化从业人员的责任感，继
而增强诊疗器械的使用频率，加快动物诊疗行业的发展速度。

（三）加强资料保管
一方面，动物诊疗资料不但有动物病历，还囊括了多类专

业书籍，工作人员要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阅读该类书籍，既能增长
各类病症的知识，还能不断丰富自身的业务能力，此类书籍尽量
摆放在随手可见处，便于在诊疗过程中遇到问题，更能高效的查
阅。另一方面，针对动物诊疗病历，专业人员需加大整理力度，
对不同动物、不同病症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与收藏，日常工作中
也要加强学习，熟知各类动物的对应性病症，从而当其遭遇相同
病症时以更快的速度诊治，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更快的医治
出现病症的动物。

（四）改善诊疗观念
动物诊疗人员要逐渐完善诊疗观念，关注诊疗的全过程，在

传统观念中，人们更为关注诊疗过程与结果，对诊疗前的预防工
作则较为忽视，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改善，诊疗手段的进步，应将
目光放到动物疾病的预防上。在开展诊疗的过程中，针对动物的
症状，工作人员需进行详细记录，并科学比较与该病症相似的诊
疗过程，找到动物出现疾病的原因，并将相应的预防措施告知养
殖人员，让其在加强预防的同时不断改善动物身体素质，降低患
病概率。针对动物身上的特殊病情，除了要详细记录外，还要开
展深入学习提升自身技术，增强诊疗水平。例如，吉林省某市动
物卫生监督所的管理人员已逐步改善诊疗理念，其内部兽医在为
动物进行治疗的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改善自身诊疗技能，其
提出的多种防控理念，降低了动物患病风险，促进了该卫生监督
所的诊疗水平。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动物诊疗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将直接影响着人与自

然的和谐程度，从业人员应找出诊疗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逐渐改
善诊疗能力，加大设备的使用力度，从而壮大我国的动物诊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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