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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VM 合作项目的缘起

《世界教育信息》：2012 年 10 月 28 日袁DVM
教育中美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江苏苏州召开

的第三届中国兽医年会上隆重举行遥 在启动仪

式上袁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与贵校签署了关于

动物医学领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袁 共同设立

野国家留学基金委-堪萨斯州立大学动物医学

联合奖学金冶遥自 2012 年起袁中国国家留学基金

委每年选拔优秀的兽医专业学生赴贵校兽医

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兽医预科学习袁并在此之

后进入美国 6 所知名兽医学院攻读执业兽医

中美合作助力中国兽医专业教育发展
———访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院院长理查森

编者按：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策划并支持下袁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等六所美国尧英国大学

与中国农业大学等六所国内大学合作联合培养执业兽医博士渊DVM冤遥 这是我国在兽医教育领域袁以新

的模式和新的机制所开展的高层次人才国际联合培养的新探索袁对于提高我国兽医临床学科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水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遥那么袁执业兽医博士培养合作项目的起因与目的是什么钥这一合

作的模式与机制有哪些创新之处钥促使这一合作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袁前景与挑战有哪些钥这一合作

对堪萨斯州立大学和其他参与的美方大学将带来哪些积极影响钥 带着这些疑问袁本刊记者专访了该项

目的外发发起人尧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院院长拉尔夫窑理查森渊Ralph Richardson冤教授遥 拉尔夫窑
理查森于 1969 年毕业于堪萨斯州立大学袁 获生物学专业学士学位袁1 年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专业

博士学位遥 之后的两年袁他服役于美国陆军袁军衔上尉遥 离开军队后袁他在普渡大学实习一年袁1973 年进

入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小型动物内科部门工作遥 在弗罗里达州迈阿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袁他于

1976 年 5 月被任命为普渡大学小型动物门诊部医学助理教授袁之后晋升为副教授袁并于 1984 年 7 月成

为内科比较肿瘤学教授遥 1987-1998 年袁他任普渡大学兽医临床科学部部长遥 1998 年袁他回到母校堪萨

斯州立大学袁出任兽医学院院长至今遥 任职于普渡大学期间袁他对人畜比较医学产生了兴趣袁尤其关注

伴侣动物渊猫狗冤自然发生的癌症袁因为这可以作为研究人类癌症治疗的动物样本遥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袁
他花了三个月时间参与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临床肿瘤专业培训遥 他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尧专业及学者

组织和团体袁是美国大学兽医内科学内科和肿瘤学领域双认证专科医师袁是美国兽医协会尧美国兽医学

院尧美国兽医癌症学会等专业机构的会员袁还是堪萨斯动物健康机构院长联席会委员遥 因为本科教学水

平突出袁他获得了许多奖项和赞誉袁包括 1 次诺登教学奖渊Norden Teaching Award冤袁2 次校友本科教学

奖渊Alumni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ward冤袁并分别被美国堪萨斯兽医协会尧美国癌症协会印第安纳州

分会评为野2003 年年度兽医学家冶尧野1996 年年度精锐兽医学家冶渊The Paws Veterinarian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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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遥 中方非常感谢堪萨斯州立大学对该

项目顺利实施所作出的贡献袁包括提供 1 年预科

资金尧 联系另外 5 所顶尖兽医学院参与项目合

作遥 首先袁请问作为美方院校代表的您袁为什么

会选择与中国进行兽医专业领域的教育合作钥
拉尔夫·理查森：研究显示，从世界范围来

讲，约 70%新发现的人类疾病病源来自于动

物。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院一直致力于研究

人畜共患的传染性疾病。例如，每年都会出现

的流感，其传染源主要是动物。我们会基于当

年发现的病毒，提前为下一年开发流感疫苗。

而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合作，能帮助

我们研究世界范围内不同的疾病。我们需要与

各国的兽医、生物医学科学家、内科医生等建

立这种合作关系。

中国人口众多，拥有大量的生物种群及巨

大且不断增长的动物数量，还不断有新型疾病

产生，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全世界都有影响。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们想要帮助和保护我们

的百姓和家禽。因此，美国人需要了解世界各

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仅要了解中国和亚洲其

他地方，还要了解非洲、南美洲等区域。2009
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召开了“首届世界兽医

教育大会”，提出制订全球兽医教育的统一标

准，以保障人类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并提出

“一个世界，一个医学”和“动物+人类=健康”的

理念。这是人类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将动物疾

病、人类疾病以及环境的影响等因素综合起来

考虑。我们之所以把环境、动物、人类联系起

来，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我们必须

了解人类、动物和环境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

的。举个例子，如果有动物生活在某水源或食

源区，这些动物由于不良环境患上疾病，而我

们使用了有问题的畜肥（牲畜粪）种植农作物

或污染了水源，人类吃了这块土地上种出的食

物，那就很有可能通过相应的食物链得病。这

就关系到了食品安全问题。

再举个例子，中国主要的动物疾病之一是

一种名为 PRRS 的疾病，即猪繁殖与呼吸综合

征，俗称蓝耳病。得了这种病的猪生殖能力下

降，并伴随呼吸疾病，还有耳朵呈蓝色等多种

症状。该病于 1987 年初次爆发于美国，现在这

种病几乎存在于世界上每一个养猪的国家。因

此，不可能单靠某一个国家的力量应对疾病，

因为世界是紧密相联的。今年 5 月，中美两国

专家就这一疾病在中国召开国际会议。这是第

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召开这种会议。通过此

次会议，中美两国的专家们可以共同商讨与合

作，攻克难关。以此为起点，我们在思考：用什

么方式能够更好地推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结

论是通过教育。

事实上，中美两国在兽医专业领域的教育

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堪萨斯州立大学与中

国的大学的执业兽医合作培训也颇有渊源。回

溯到 1919 年，中美首次合作培养执业兽医专业

博士（DVM）就是在堪萨斯州立大学。中国著名

兽医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现代兽医教育和

家畜传染病学奠基人之一罗清生就是第一位

来我校攻读 DVM 的中国学生。他学成归国后，

成为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后来南京大学

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南京农学

院，罗清生任教授，先后兼任教务长、副院长）。

而他的两名同窗也分别成为堪萨斯州立大学

和另一所大学的院长。1919 年的那一届，3 位

毕业生成为院长，2 位在美国，1 位在中国。这

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范围内在该领域培养的

第一批博士。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合作自 1951 年后便搁

置了，中国自那之后就没有再派遣兽医到国外

学习获取 DVM 学位。因此，这次合作是 60 年

后重新开启的一个新阶段。可以说现在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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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合作，重新起航，继续翻开新的一页。

二、DVM 合作项目的特色与优势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袁中美联合培

养执业兽医博士项目的特色与优势是什么钥
拉尔夫·理查森：首先，我认为最大的优势

是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鼎力支持，这是该项

目实施的核心推动力量，是能够让学生有机会

去美国学习兽医学的最重要的关键点，也是我

们能够接受这些学生的重要因素。中国国家留学

基金委的支持消除了学生和学院在经济负担上

的顾虑。可以说，基金委的支持起到了主导作用。

第二，美中动物卫生中心在项目的实施中

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美中动物卫生中心是

一个致力于改善中国动物卫生教育、科研、政

府管理及产业而专门建立的兽医教育服务机

构。教育领域、经济领域以及继续教育领域是

中心所关注的三大基本领域。我是该中心的负

责人之一。中心设立于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

院，得到了美国联邦农业部、商务部、堪萨斯州

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获得了美国 6 所著名

兽医学院的鼎力协助，有多方支持是实施“中

美兽医学博士培养专项”的重要保障。该中心

已经为双方的合作与交流搭建桥梁，成为人们

相互认识的平台。很多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人士

都对我中心抱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也通过这个

平台帮助人们相互认识与了解，堪萨斯州立大

学的政府人员也参与其中。今年 6 月底 7 月初，

我州政府官员将访问中国，商讨贸易机会。也

许我们可以向中国出口更多的猪肉、鸡肉，以

满足中国的肉类供应。我们的农业部部长在几

个月前访问中国，并讨论建立贸易关系。这些

虽然不全是中美动物卫生中心的贡献，但是人

们通过中心建立了联系，为今后的合作创造了

可能。我们还想同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合作，希

望堪萨斯州能与中国建立经济往来，堪萨斯州

的各家企业和美国其他州的企业也都想要在

中国发展。我想这个中心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非

常坚固的基础，并且该中心特别着重教育方面

的合作。

第三点，辉瑞公司旗下的动物保健部门硕

腾（ZOETIS）对我们提供的支持。我认为这一点

也是该项目的创新之处，即由一个动物卫生公

司发起，该公司看到了“国际卫生”的巨大前景

和机会，把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兽医学院联系在

一起，并且尝试把合作延伸到中国，因为他们

看到了中国动物卫生的重要性。他们意识到，

如果我们能和中国的兽医学家合作的话，将会

加快国际动物卫生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

邀与明尼苏达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加州大

学戴维斯分校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伦敦皇家

学院合作，也就是两所英国学校和四所美国学

校。我们侧重于不同领域的研究，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及明尼苏达大学侧重于乳制品卫生，

他们与中国乳制品行业合作，帮助他们生产质

量更好的牛奶，培育更好的奶牛，提高产量。爱

荷华州立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共同研究猪类

疾病、猪类健康问题。我们堪萨斯州立大学选

择与中国在教育领域进行合作，主要想培养执

业兽医博士，为中国兽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提

供继续深造教育的机会，让他们了解世界各地

正在发生什么，使他们开拓世界，更具有国际

视野。

三、美国合格执业兽医博士教育的特色

《世界教育信息》：美国的兽医教育拥有举世

公认的全球最先进的教育体系和严格的准入

和认证体系袁是训练最严格尧最规范尧水平最高

的兽医教育体系袁 引领兽医教育全球化的未

来遥 DVM 是职业教育的标志袁 只有获得DVM
才能在美国参加全美兽医资格考试袁从而进一

步申请兽医执照袁获得执业资格遥 请您谈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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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兽医学院是如何培养一名合格的执业兽医

博士的遥
拉尔夫·理查森：在美国，学生需要花 3 到 4

年的时间学习基础课程，包括数学、科学。而之

后的 4 年 DVM 专业学习，其课程设置类似于医

学院。事实上，我们认为，执业兽医博士学位与

科研类学位是非常相像的。第一学年，我们的学

生按常规学习动物生理学、动物免疫学、传染病

学等。第二学年学习放射学、临床病理学、药理

学等。第三学年学习动物医学、动物外科手术，

以及在理论上如何做诊断和治疗。第四学年则

是实践之前所学过的所有知识，让学生到一线

做临床实践，与动物主人直接交流。这一学年足

有 12 个月长，每 2~3 周，学生就要去不同的服

务点实践。他们可能会为小型动物、马等做手

术，应用病理学或放射学等学科知识。他们会在

各个方面有长达 12 个月的集中训练。

因此，如果你来美国的兽医学院给动物看

病的话，你见到的第一个人会是兽医学院的学

生。他们会记录动物病史，给动物做身体检查，

并制订治疗计划。然后他们会向各自的老师汇

报，说“这是我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感觉到

的，我想症结在这里”。在那之后，老师才会参

与进来，检查学生的初步诊疗计划。学生不是

干看着，而是亲自动手实践，师生共同参与动

物治疗。如果是个复杂的手术，学生可能就是

老师的助手，如果是个简单的手术，那么老师

就让学生操刀，自己则在旁边指导。学校供学

生临床实践使用的动物都是公家所有。我们要

求学生有高度的沟通能力、高度的道德感、扎

实的知识，并能够学以致用。

当学生毕业时，我们要求他们已经准备好

开始做临床实践。他们应该能够走出去，开展

我们所说的“基本治疗”，并通过国家统一考

试、州立考试。而在他们毕业时，我必须签字，

以证明他们的水平和资格。除此之外，由于学

生已经在学校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他们今后

的职业生涯中，他们会得心应手，并学到更多。

我认为美国兽医培养模式的优势是重视培

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在中国以及其他很多

国家，兽医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还会继续向该

领域的专家学习很多知识，会跟随专家一段时

间，在他们能够自主实践之前也许还需要一两

年的跟随式实习，而美国兽医专业毕业生走出

校园就要开始实践。从这点来说，比起其他国

家，我们对毕业生的要求更高。

我发现，在中国部分地区，兽医学主要被视

为服务于环境卫生、家禽保护的一门学科。但

是在美国，我们更关注伴侣性动物如狗、猫、马，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动物都属于兽医学领域。我

们要求学生研究牛羊群或者个体宠物，如狗和

猫。我们在学校给学生提供各种动物，供学生

学习和实验，我们不只关注食品安全和环境卫

生。六七十年前，美国人对兽医领域的认识也

仅限于食品安全和家禽卫生，而现在，世界各

地都在发生着变化，人们对待宠物的态度也有

了变化。对于宠物，我们必须要提供比 50 年前

更好的治疗。

四、DVM 合作项目的初步进展

《世界教育信息》：2012 年 8 月袁国家留学基

金管理委员会从中国农业大学和华中农业大

学兽医学院选派了首批学生赴贵校作了为期

一年的兽医预科学习遥 请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学

生的学习情况遥 通过这一年与中国学生的接

触袁您认为与美国学生相比袁中国学生的长处

和短处各是什么钥
拉尔夫·理查森：我们的培养模式是：4~5年

中国大学学习加上 1 年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的

预科学习。也就是说，每个中国学生在进入

DVM 项目之前，已经有 5~6 年的基础学习。这

些基础学习我们是要记录学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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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校的一年学习中，我们要保证学生完

成全部预科学习。每周四下午，我们都要跟学

生进行一次座谈以了解他们的学习感受、学习

进度，并把他们的学习情况及时传达给国家留

学基金委及中方院校。埃尔莫博士是中国留学

生的指导员，他指导学生学习，使他们具备进

入 DVM 学习的必要条件。我们还努力帮助中

国学生适应美国文化，让他们生活得更舒适。

我们不希望学生担心课堂的英语听力，绞尽脑

汁思考语言问题。我们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可

以像在家里一样自在。那 4 名学生在美国表现

非常好，我们非常喜欢他们，而且我们相处非

常愉快。

我不认为中国学生有什么所谓的短处，我

只是觉得中国学生可能在语言上有劣势，但这

4 名学生非常优秀。他们个性阳光，喜欢运动，

喜欢与他人交流。他们的成绩非常好，GPA 都

达到了 3.7 以上，以全优的成绩完成预科。我想

他们很好地适应了美国的学习生活，已经具备

了所需的交际能力，并且已经向所有人证明了

他们在美国能与在中国一样优秀。他们已经证

明了自己的实力，而且在交流方面也比刚来时

更加从容自信，成长很快。

五、DVM 合作项目成功因素及其前景

《世界教育信息》：该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是

什么袁前景如何袁面临哪些挑战钥
拉尔夫·理查森：关键是有个强大的后盾，

即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支持，这是首要的。

第二点是选择正确的学生。今年我们花了

两天时间面试学生。与学生面对面的单独交流

非常有价值。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成绩

单、托福分数、毕业学分，但是与他们面对面沟

通、向他们提问、亲自了解他们的语言交流能

力，这些都比书面成绩更有说服力，因此人才

的选拔过程也是个关键点。

另外 ，我认为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的一年预

科学习也是个关键点，这一年学生要完成一系

列转变，包括文化和学术方面。文化上能适应、

学术表现优秀，这些也是他们日后取得成功的

关键。

关于该项目的前景，将来这些学生学成归

国后，可能会成为他们母校的教师。届时，这些

大学将会有更宽阔的视野，能够尝试新式的兽

医治疗方法，并且将会被其他国家，包括西方

国家所认可。一个毕业生归国后，他可以教授

一个班级的兽医系新生。那时候，老教师可能

会说，他们也想加入，和这些新教师一起工作，

从而带动整个兽医专业的发展。我想给中国提

供更多的兽医专业的继续教育，那么中国将有

会更多的兽医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发生着什

么。简单地说，这些毕业生回国后，将给中国的

兽医领域带来更多更好的机会。

对于我校兽医学院来说，该项目面临的挑

战是学生第一年的预科费用还会继续由我们

负担。不过我们非常乐意为学生第一年在美国

的学习提供帮助，并且愿意继续做下去。目前

项目进展顺利，并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包括这

次来中国的面试之旅，也是有资金支持的。我

们希望能和国家留学基金委成为伙伴，很好地

应对挑战。

六、DVM 合作项目对美方的积极影响

《世界教育信息》：这一合作对堪萨斯州立

大学和其他参与的美方大学将带来哪些积极

影响钥
拉尔夫·理查森：我认为积极影响有以下几点：

第一，促进中美高校间的合作与交流。我们

的合作院校中国农业大学是一所优秀的兽医

学校，他们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新式的教学

方法，向学生展示最先进的医疗方法，并进一

步向人们证明教学设施、临床兽医培训、实践

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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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培训等，会成为兽医培训的重要方面。同

时中国农业大学为美国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

教学，我们的学生在这里学习了中国传统医学

包括中草药、针灸。每年夏天，我们的学生都会

来农大学习，我希望这种交流会一直持续下去。

第二，通过中美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带动其

他合作，比如疾病防控。比如，我院来自中国的

徐博士已经获得美国农业部的许可，可以持有

不同病原体的样本，中美专家可以在徐博士的

实验室里对这些病原体进行研究，开发疫苗。

在美国没有发生过的疾病，如果在中国发生

了，我们就可以在中国的疾病领域尝试新的治

疗方案。

第三，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我认为文化

觉醒、文化意识也非常重要。对于那些来美国

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是如此，对于来中国的美

国人来说亦是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更好地

进行跨文化交流。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

机会。我们的合作不仅限于动物卫生，在公共

卫生、环境卫生等方面，我们要在各个方面加

强合作，共同寻找更优方案。

编辑 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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