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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医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畜牧业的发展，面对动物疾病的

复杂性，现代畜牧兽医事业对实用型、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快速增长。 中兽医应用技术

是高等职业（专科）院校畜牧兽医、兽医、宠物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技能，课程在设置上紧跟

畜牧生产、兽医临床实际的需要，着重围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实用型、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的目标要求。

本书是《中兽医应用技术》（第 ２ 版）的修订版，在修订时以应用技术为指导、实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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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既保留了基础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又重点突出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充
分将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融合，加强实践技能的培养，以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本课程的基本

理论和基础知识，为今后的临床实践打下牢固的基础。
本书内容共划分为绪论及六大模块，其中包含绪论及 １６ 个项目，具体为阴阳五行学说、

脏腑（藏象）、精气血津液、经络学说、病因病机、诊法、辨证、防治、中草药基础、常用中草药、
常用方剂、针灸基础知识、常用穴位及应用、临床常见证候、临床常见疾病治疗、技能训练。
本书内容翔实、重点明确、结构完整、通俗易懂、科学实用，可供高职高专院校畜牧兽医类专

业师生使用，也可供畜牧兽医、宠物、农业等相关从业者学习参考。
本书在《中兽医应用技术》（第 ２ 版）的基础上，由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杨云、重庆三

峡职业学院赵婵娟担任主编，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王锐、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杨思远担任

副主编，共同负责此次的修订工作，具体包括课程大纲的部分调整，绪论、项目 １ 到项目 ６ 的

编写，项目 ７ 到项目 １６ 的部分修订，以及各个项目中学习目标、技能目标、复习与思考、案例

分析等的补充。 本书的成功修订，要感谢前两个版本编写团队的辛苦付出，他们都是中兽医

课程主讲教师或一线中兽医工作者，具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在此由衷地表示感谢！ 修

订过程中也参考了一些相关专著、教材等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绪 　论 １…………………………………………………………………………………………
０． １　 中兽医学的概念 １………………………………………………………………………
０． ２　 中兽医学的发展及其简史 ２……………………………………………………………
０． ３　 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 ５…………………………………………………………………
０． ４　 如何学习好中兽医应用技术 ８…………………………………………………………
【复习与思考】 ８………………………………………………………………………………

模块 １　 基础理论

项目 １　阴阳五行学说 １２………………………………………………………………………
１． １　 阴阳学说 １２……………………………………………………………………………
１． ２　 五行学说 １９……………………………………………………………………………
【复习与思考】 ２７………………………………………………………………………………
【案例分析】 ２９…………………………………………………………………………………

项目 ２　脏腑（藏象） ３０…………………………………………………………………………
２． １　 脏腑的概念 ３０…………………………………………………………………………
２． ２　 五脏 ３２…………………………………………………………………………………
２． ３　 六腑 ４３…………………………………………………………………………………
２． ４　 脏腑之间的关系 ４９……………………………………………………………………
【复习与思考】 ５６………………………………………………………………………………
【案例分析】 ５８…………………………………………………………………………………

项目 ３　精气血津液 ６０…………………………………………………………………………
３． １　 精 ６０……………………………………………………………………………………
３． ２　 气 ６２……………………………………………………………………………………

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３． ３　 血 ６８……………………………………………………………………………………
３． ４　 津液 ６９…………………………………………………………………………………
３． ５　 精气血津液的关系 ７１…………………………………………………………………
【复习与思考】 ７４………………………………………………………………………………
【案例分析】 ７５…………………………………………………………………………………

项目 ４　经络学说 ７６……………………………………………………………………………
４． １　 经络的基本概念 ７６……………………………………………………………………
４． ２　 十二经脉 ７８……………………………………………………………………………
４． ３　 奇经八脉 ８１……………………………………………………………………………
４． ４　 经络的主要作用 ８１……………………………………………………………………
【复习与思考】 ８３………………………………………………………………………………
【案例分析】 ８５…………………………………………………………………………………

项目 ５　病因病机 ８６……………………………………………………………………………
５． １　 病因病机的基本概念 ８６………………………………………………………………
５． ２　 外感病因 ８７……………………………………………………………………………
５． ３　 内伤病因 ９４……………………………………………………………………………
５． ４　 其他病因 ９５……………………………………………………………………………
５． ５　 病机 ９７…………………………………………………………………………………
【复习与思考】 １００……………………………………………………………………………
【案例分析】 １０１………………………………………………………………………………

模块 ２　 辨证论治基础

项目 ６　诊法 １０４…………………………………………………………………………………
６． １　 望诊 １０４…………………………………………………………………………………
６． ２　 闻诊 １０９…………………………………………………………………………………
６． ３　 问诊 １１０…………………………………………………………………………………
６． ４　 切诊 １１２…………………………………………………………………………………
【复习与思考】 １１５……………………………………………………………………………
【案例分析】 １１６………………………………………………………………………………

项目 ７　辨证 １１７…………………………………………………………………………………
７． １　 八纲辨证 １１７……………………………………………………………………………
７． ２　 脏腑辨证 １２２……………………………………………………………………………
７． ３　 卫气营血辨证 １３５………………………………………………………………………
【复习与思考】 １３８……………………………………………………………………………
【案例分析】 １３９………………………………………………………………………………

２

中兽医应用技术

A R M I N G



项目 ８　防治法则 １４０……………………………………………………………………………
８． １　 预防 １４０…………………………………………………………………………………
８． ２　 治则 １４１…………………………………………………………………………………
８． ３　 治法 １４４…………………………………………………………………………………
【复习与思考】 １４８……………………………………………………………………………
【案例分析】 １４９………………………………………………………………………………

模块 ３　 常用中草药及方剂

项目 ９　中草药基础 １５２…………………………………………………………………………
９． １　 中草药的处理方法 １５２…………………………………………………………………
９． ２　 中草药的性能 １５５………………………………………………………………………
９． ３　 药物的配伍与禁忌 １５９…………………………………………………………………
９． ４　 剂型、剂量和服法 １６１…………………………………………………………………
【复习与思考】 １６４……………………………………………………………………………
【案例分析】 １６５………………………………………………………………………………

项目 １０　常用中草药 １６６…………………………………………………………………………
１０． １　 清热药 １６６……………………………………………………………………………
１０． ２　 解表药 １７６……………………………………………………………………………
１０． ３　 泻下药 １８２……………………………………………………………………………
１０． ４　 消导药 １８７……………………………………………………………………………
１０． ５　 化痰止咳平喘药 １８９…………………………………………………………………
１０． ６　 渗湿利水药 １９４………………………………………………………………………
１０． ７　 理气药 １９７……………………………………………………………………………
１０． ８　 理血药 ２０１……………………………………………………………………………
１０． ９　 温里药 ２０９……………………………………………………………………………
１０． １０　 祛风湿药 ２１１…………………………………………………………………………
１０． １１　 熄风镇痉药 ２１４………………………………………………………………………
１０． １２　 安神开窍药 ２１６………………………………………………………………………
１０． １３　 平肝明目药 ２１９………………………………………………………………………
１０． １４　 补益药 ２２１……………………………………………………………………………
１０． １５　 固涩药 ２３２……………………………………………………………………………
１０． １６　 驱虫药 ２３７……………………………………………………………………………
１０． １７　 外用药 ２３８……………………………………………………………………………
１０． １８　 中药饲料添加剂常用药物种类简介 ２４１……………………………………………
【复习与思考】 ２４２……………………………………………………………………………
【案例分析】 ２４３………………………………………………………………………………

３

目　 录




项目 １１　常用方剂 ２４４……………………………………………………………………………
１１． １　 方剂组成 ２４４…………………………………………………………………………
１１． ２　 清热方 ２４６……………………………………………………………………………
１１． ３　 解表方 ２５２……………………………………………………………………………
１１． ４　 泻下方 ２５５……………………………………………………………………………
１１． ５　 消导方 ２５７……………………………………………………………………………
１１． ６　 和解方 ２５８……………………………………………………………………………
１１． ７　 化痰止咳平喘方 ２５９…………………………………………………………………
１１． ８　 祛湿方 ２６１……………………………………………………………………………
１１． ９　 理气方 ２６４……………………………………………………………………………
１１． １０　 理血方 ２６５……………………………………………………………………………
１１． １１　 平肝方 ２６７……………………………………………………………………………
１１． １２　 安神开窍方 ２６８………………………………………………………………………
１１． １３　 收涩方 ２７０……………………………………………………………………………
１１． １４　 补益方 ２７１……………………………………………………………………………
１１． １５　 驱虫方 ２７４……………………………………………………………………………
１１． １６　 痈疡方 ２７５……………………………………………………………………………
１１． １７　 外用方 ２７６……………………………………………………………………………
１１． １８　 中草药添加剂（组方） ２７７……………………………………………………………
【复习与思考】 ２８９……………………………………………………………………………
【案例分析】 ２９１………………………………………………………………………………

模块 ４　 针灸术

项目 １２　针灸术基础知识 ２９４……………………………………………………………………
１２． １　 针术 ２９４………………………………………………………………………………
１２． ２　 针术操作 ２９６…………………………………………………………………………
１２． ３　 灸术（操作） ２９９………………………………………………………………………
１２． ４　 针刺麻醉 ３０２…………………………………………………………………………
１２． ５　 新针疗法 ３０４…………………………………………………………………………
【复习与思考】 ３０６……………………………………………………………………………
【案例分析】 ３０７………………………………………………………………………………

项目 １３　常用穴位及应用 ３０８……………………………………………………………………
１３． １　 牛的常用穴位及应用 ３０８……………………………………………………………
１３． ２　 猪的常用穴位及应用 ３１４……………………………………………………………
１３． ３　 马的常用穴位及应用 ３１８……………………………………………………………
１３． ４　 犬的常用穴位及应用 ３２４……………………………………………………………
１３． ５　 鸡的常用穴位及应用 ３２６……………………………………………………………
【复习与思考】 ３２８……………………………………………………………………………

４

中兽医应用技术

A R M I N G



【案例分析】 ３２９………………………………………………………………………………

模块 ５　 病症防治

项目 １４　临床常见证候 ３３２………………………………………………………………………
１４． １　 发热 ３３２………………………………………………………………………………
１４． ２　 慢草与不食 ３３５………………………………………………………………………
１４． ３　 肚胀 ３３６………………………………………………………………………………
１４． ４　 泄泻 ３３９………………………………………………………………………………
１４． ５　 便秘 ３４０………………………………………………………………………………
１４． ６　 咳嗽 ３４１………………………………………………………………………………
１４． ７　 水肿 ３４３………………………………………………………………………………
１４． ８　 血证 ３４４………………………………………………………………………………
１４． ９　 淋证 ３４６………………………………………………………………………………
１４． １０　 痹证 ３４８………………………………………………………………………………
１４． １１　 虚劳 ３４９………………………………………………………………………………
１４． １２　 跛行 ３５０………………………………………………………………………………
【复习与思考】 ３５１……………………………………………………………………………
【案例分析】 ３５２………………………………………………………………………………

项目 １５　临床常见疾病的治疗 ３５３………………………………………………………………
１５． １　 宿草不转 ３５３…………………………………………………………………………
１５． ２　 肺炎 ３５４………………………………………………………………………………
１５． ３　 肝热传眼 ３５５…………………………………………………………………………
１５． ４　 尿血 ３５５………………………………………………………………………………
１５． ５　 胎衣不下 ３５６…………………………………………………………………………
１５． ６　 乳房炎 ３５６……………………………………………………………………………
１５． ７　 附红细胞体病 ３５７……………………………………………………………………
１５． ８　 仔猪白痢 ３５８…………………………………………………………………………
１５． ９　 犬瘟热证 ３５９…………………………………………………………………………
１５． １０　 犬细小病毒病 ３５９……………………………………………………………………
【复习与思考】 ３６０……………………………………………………………………………
【案例分析】 ３６１………………………………………………………………………………

模块 ６　 技能训练

实训 １　 问诊与望诊 ３６４………………………………………………………………………
实训 ２　 闻诊与切诊 ３６６………………………………………………………………………
实训 ３　 八纲与脏腑辨证 ３６８…………………………………………………………………
实训 ４　 卫气营血辨证 ３６９……………………………………………………………………
实训 ５　 采集、加工当地中草药 ３６９…………………………………………………………

５

目　 录




实训 ６　 常用中药、饮片实物辨认 ３７０………………………………………………………
实训 ７　 畜禽针灸取穴及操作 ３７０……………………………………………………………
实训 ８　 宿草不转、便秘、咳嗽病症的诊治 ３７６………………………………………………
实训 ９　 外感热病诊治 ３７７……………………………………………………………………
实训 １０　 幼畜腹泻的诊治 ３７８………………………………………………………………

主要参考文献 ３８０…………………………………………………………………………………

６

中兽医应用技术

A R M I N G



绪　 论

【学习目标】

了解中兽医学的概念、历史。

【技能目标】

掌握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明确中兽医学的目的和方法。



０． １　中兽医学的概念

中兽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同动物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

法思想影响和指导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中兽医学是在中医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

治为基本特点，其内容包括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四诊、中药、方剂、
针灸、病证防治等内容。

中兽医学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医学的影响，通过数千年长期实践而逐渐形成，并发

展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学

术理论体系和以四诊、辨证、方药及针灸为主要诊疗手段的一门综合性医学，它和藏兽医学、
蒙（古）兽医学、苗兽医学、彝兽医学、回族动物医学等构成了中国传统兽医学。 中兽医学的

主要学术特点是遵循整体观念，突出辨证论治，坚持预防为主，强调治病求本；采用种类繁多

的天然中药组合为层出不穷的方剂，以适应疾病的千变万化；创立针灸技术，通过刺激穴位

调动机体潜能而防治疾病。

０． １． １　中兽医学与中医学的关系

中兽医学导源于中医学，在中医学这个宝贵的文化遗产的组成中，中兽医学是在中医学

和古代哲学思想影响指导下结合医学实践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祖国医学的古时期中兽

医学和中医学是分不开的，即医不分工，医人也医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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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 ２　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发展

１）巫医结合的神权时代

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为了统治奴隶，采用鬼神、巫医结合，以便使奴隶主的

统治得以巩固，如医书中的神农、伏羲、黄帝以其托名，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为唯

心论所用。

２）巫医分离的时期

（１）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兴起，朴素唯物论的发展，从而使中医学

开始与巫分离。 《黄帝内经》的成书（春秋战国时期）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 与其相

媲美的还有汉前秦越人所著的《难经》；所以说，中兽医学的基本理论导源于《黄帝内经》。
（２）医学的第一次突破与创新：东汉·张仲景（机）《伤寒杂病论》理法方药齐备，确立了

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以及最早的人畜通用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成书。
（３）医学的第二次突破：金元四大家。
①刘完素：以 “火热论”著称，“六气皆从火化”采用寒凉药治疗，后人称“寒凉派”；②张

从正；病由邪生，邪去则正安，用以汗吐下法，后人称“攻下派”；③李杲（东垣）：“人以水谷为

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以补脾胃为主，后人称“补脾派”；④朱

震亨：号丹溪，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提出“相火论”治以滋阴降火，人称“养阴派”。
（４）医学第三次突破：明清时期五大瘟病学家，即吴又可的“戾气学说”，叶天士的卫气

营血辨证，吴鞠通的三焦辨证，薛生白《湿热病篇》和王孟英《温热经纬》对传染病的认识。

０． ２　中兽医学的发展及其简史

中兽医学，起源于原始社会（远古至公元前 ２２ 世纪）即人类开始驯化野生动物为家畜的

时期。 人类在饲养动物的过程中，逐步对动物疾病有所了解，并不断地寻求治疗方法，这就

促成了兽医知识的起源。 对药物的认识，原始人在集体出猎，共同采集食物时，必然发生过

因食用某种植物而使所患疾病得以治愈，或因误食某种植物而中毒的事例。 经过无数次尝

试，人们对某些植物的治疗作用和毒性有了认识，获得了原始的药理学和毒理学知识。 如

《淮南子·修务训》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便生动地说

明了药物起源的情况。

１）奴隶社会前原始公社时期

桂林甑皮岩和余姚河姆渡都有家猪骨骸，西安半坡村遗址和姜寨遗址不但发掘出猪、
马、牛、羊、犬、鸡的骨骼残骸及石刀、骨针、陶器等生活和医疗用具，而且还有用细木围成的

圈栏遗迹等；表明人类开始驯化野生动物，并将其转变为家畜的时期，人类在饲养动物的过

程中，逐步对动物疾病有所了解，并不断地寻求治疗方法，这就促成了兽医知识的起源。

２）奴隶社会的殷商时期（公元前 １６ 世纪至前 １１ 世纪）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猪圈、羊栏、牛棚马厩等篆书，有人畜通用病名，如胃肠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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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寄生虫、齿病等，还有药酒、阉割术等，已有表示猪圈、羊栏、牛棚、马厩等的象形文字，说明

当时对家畜的分栏护养已有了进一步发展。 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有郁李仁、桃仁等药

物，表明当时对药物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商代青铜器的出现和使用，为针灸、手术等治疗

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当时已有了阉割术或宫刑的出现。 殷商之际出现的带有自

发朴素性质的阴阳和五行学说，后来成为中医和中兽医学的指导思想和推理工具。

３）周朝（公元前 １１ 世纪至前 ４７６ 年）
兽医的分科，《周礼》食医、疾医、疡医、兽医。 《周礼·天官》 “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

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
后药之、养之、食之。”即此时已经采用灌药、手术、护理、饲养等综合治疗。 去势术的完善，有
狂犬病、猪囊虫、疥癣、运动障碍、传染病等记载。 当时的书籍中，还记载有不少对家畜危害

较大的疾病，如猪囊虫（米猪）、狂犬病、疥癣、传染性病、运动障碍以及外血吸虫如马、牛虻

等。 《周礼》《诗经》和《山海经》中，载有人畜通用的药物 １００ 多种，并有兽医专用药物的记

载，如“流赭（赭石）以涂牛马无病”等。 《周礼》中还有“内饔……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

者”的记载，这是我国最早的肉品检验。

４）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４７５ 年至前 ２２１ 年）
《黄帝内经》和《难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 公元前 ６８０ 年至前 ６１０ 年间

有一位善于相马、医马的孙阳，人称伯乐，可谓是第一个兽医针灸专家。 在秦国富国强兵中，
作为相马立下汗马功劳，得到秦穆公信赖，被封为“伯乐将军”。 伯乐后来将毕生经验总结写

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伯乐相马经》。

５）秦汉时期（公元前 ２２１ 年至 ２２０ 年）
汉·《神农本草经》是人畜通用药学专著，共收载药物 ３６５ 种，其中特别提到“牛扁杀牛

虱小虫、又疗牛病”。 “柳叶主马疥痂疮” “梓叶傅猪疮” “桐花主傅猪疮”。 秦制定的“厩苑

律”（见《云梦秦简》）是世界上最早的畜牧兽医法规，汉代（公元前 ２０６ 年至 ２２０ 年）经进一

步修定，更名为“厩律”。 东汉·《伤寒杂病论》标志着理、法、方、药一体化，张仲景所创立的

六经辨证方法及其许多方剂，一直为兽医临床所沿用。 三国时期（２２０ 年至 ２６５ 年），名医华

佗（１１０ 年至 ２０７ 年）曾发明了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并进行了剖腹涤肠手术，相传他还有关

于鸡、猪去势的著述。

６）晋魏南北朝（２２０ 年至 ５８１ 年）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有防治狂犬病、疥癣中有

虫、谷道入手法等。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有 ４０ 余术治家畜病，如直肠破结术、削蹄治漏

蹄、针刺治马腺疫、猪羊去势术。

７）隋代（５８１ 年至 ６１８ 年）
兽医分科逐渐完善，太仆寺（一说“北齐” 始设），统管马政与牧政，有“兽医博士员 １２０

人”（《隋书》），出现了有关病症诊治、方药及针灸的专著，如《治马牛驼骡等经》 《疗马方》
《马经孔穴图》等，但原书均已散佚。

８）唐代（６１８ 年至 ９０７ 年）
兽医教育开端《旧唐书》记载“太仆寺中设有兽医 ６００ 人，博士 ４ 人，学生 １００ 人，贞元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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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约 ８０４ 年），日本人平仲国等曾到中国学习兽医”。 李石著《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

早的一部兽医古籍，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兽医教科书；唐高宗显庆四年（６５９ 年）所颁布，苏
敬等著的《新修本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典。

９）宋代（９６０ 年至 １２７９ 年）
设有“牧养监”以疗病马，是最早的兽医院；“剥皮所”是最早的家畜尸体解剖机构；“药

蜜库”为最早的兽医药房。 《使疗录》中有少数民族用醇麻醉给马进行切肺手术等，同时兽

医专著有《明堂灸马经》《伯乐针经》《医驼方》《马经》《相马病经》《安骥方》等。

１０）元代（１２７１ 年至 １３６８ 年）
著名兽医卞宝（管勾）著的《痊骥通玄论》对马的腹痛起卧症和陶结术作了总结性的论

述，还提出了“胃气不和则生百病”的脾胃发病学说，为兽医临床治疗奠定了理论依据。

１１）明代（１３６８ 年至 １６４４ 年）
１６０８ 年俞本元、俞本亨著《元亨疗马集》、附牛马驼集经是国内外流传最广泛的一部兽

医古籍；李时珍，号濒湖（１５１８ 年至 １５９３ 年），１５７８ 年编成《本草纲目》载有 １ ８９２ 种药。 还

有兰茂（１３９７ 年至 １４７６ 年）所著的《滇南本草》。

１２）清代（１６４４ 年至 １８４０ 年）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中兽医学虽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但也有一些兽医著作出现。

１７３６ 年李玉书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改编，删除了“东溪素问四十七论”中的二十多论，又
根据其他兽医古籍增加了部分内容，成为现今广为流传的版本。 １７５８ 年，赵学敏编著的《串
雅外编》中特列有“医禽门”和“医兽门”。 １７８５ 年，郭怀西编著有《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

集》。 此后编撰的兽医著作有《抱犊集》、《养耕集》（傅述风，１８００ 年）、《牛经备要医方》（沈
莲舫）、《牛医金鉴》（约 １８１５ 年）、《相牛心镜要览》（１８２２ 年）等。

１３）近代（１８４０ 年至 １９４９ 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兽医学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这一时

期的主要著作有《活兽慈舟》（李南晖 １８７３）、《牛经切要》（佚名氏 １８８６）、《猪经大全》（佚名

氏 １８９１）等。 《活兽慈舟》收载了马、牛、羊、猪、犬、猫等动物的病证 ２４０ 余种，是我国较早记

载犬、猫疾病的书籍。 《猪经大全》是我国现存中兽医古籍中唯一的一部猪病学专著。
１９０４ 年，北洋政府在保定建立了北洋马医学堂，从此西方现代兽医学开始有系统地在中

国传播，使得中国出现了两种不同学术体系的兽医学，因而有了中、西兽医学之分。 当时国

内的反动统治阶级对中医和中兽医学采取了摧残及扼杀的政策，于 １９２９ 年悍然通过了“废
止旧医案”，立即遭到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 在此情况下，民间兽医遭受歧视和压迫，严重

地阻碍了中兽医学的发展。 但这一时期仍出现有《驹儿编全卷》 （１９０９ 年）、《治骡马良方》
（１９３３ 年）以及《兽医实验国药新手册》（１９４０ 年）等书籍。

中兽医学是西兽医进入中国后出现的名词，自建立“北洋马医学堂”起，我国便有中西兽

医之分，当时政府极力推崇西兽医学而压制中兽医学发展。 １９２８ 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

争》中首次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 而后人们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兽医学术。 各根据地及军

队兽医系统中都吸收有中兽医，他们在防治动物疾病，特别是在军马保健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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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后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兽医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国务院颁布了“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对中兽医提出了“团结、使用、教育和提高”
的政策；同年 ９ 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民间兽医座谈会”，提出了“使中西兽医紧密结

合，把我国兽医学术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的战略目标。 １９５８ 年，毛泽东同志又作了关于“中
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中兽医学的发

展方向。 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广大中兽医工作者的努力，中兽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如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中兽医经验资料和古籍，编撰出版了一大批中兽医学书籍，开展了中

兽医学的科学研究工作。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中兽医教育工作，先后在全国各中、高等农业院

校设立中兽医学课程，其教科书有《中兽医学》《中兽医基础》《中兽医诊疗技术》《中兽医应

用技术》等，此外还有《中兽医手册》《新编中兽医学》《中国兽医针灸学》《兽医中草药大全》
等。 １９５６ 年便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成立了中兽医学小组，又于 １９７９ 年成立了中西兽医结

合学术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兽医学分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交

流的不断增加，中兽医学特别是兽医针灸在国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少院校先后多次举办

了国际兽医针灸培训班，或派出专家到国外讲学，促进了中兽医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０． ３　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

中兽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影响指导下逐渐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它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着实践其理论体系。 中兽医学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个是整体观念；另一个是辨证论治。

０． ３． １　整体观念

中兽医学认为，动物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动物体与自然环境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即
五脏一体观和天人一体观），这种内外环境统一性的思想观念称之为整体观念。

１）动物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一体观）
（１）动物体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把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

官联系成一个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来完成生命活动。
（２）生理上相互平衡和相互制约，病理上相互影响，“心为君主之官，主明则下安……主

不明则十二官危，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素问·灵兰秘典论》。 例如，机体某一部分

的病变，可以影响到其他部分，甚至引起整体性的病理改变，如脾气虚本为一脏的病变，但迁

延日久，则会因机体生化乏源而引起肺气虚、心气虚，甚至全身虚弱。
（３）动物体与五脏为中心的形神一体，“阴平阳秘精神所致”“阴阳离绝，精气乃绝”《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 例如，心血虚可以导致精神萎靡不振。
（４）动物体局部与整体的统一性。 例如，心开窍于舌，而舌的局部又与五脏六腑相通；舌

的局部变化可以反映五脏六腑的气血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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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动物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治疗局部病变也要从整体出发。 例如，心开窍于舌，而心

与小肠相表里，通过清心泻小肠火可以治疗口舌糜烂。
（６）在诊断疾病时，从整体出发，察其外而知其内，内外是一个整体。 例如，望舌可以诊

断许多疾病。

２）动物体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天人相应观）
（１）动物体与自然界的季节、昼夜晨昏、地域的相互适应性。 例如，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

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动物可以通过气血进行调节适应。 如春夏阳气发泄，气血趋于表，
则皮肤松弛，疏泄多汗；秋冬阳气收藏，气血趋于里，则皮肤致密，少汗多尿。 同样，随四时的

不同，动物的口色有“春如桃花夏似血，秋如莲花冬似雪”的变化，脉象有“春弦、夏洪、秋毛、
冬石”的改变，这都属于正常生理调节的范围。 但当气候异常或动物调节适应机能失调，使
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失去平衡时，则可引起与季节性环境变化相关的疾病，如风寒、风热、中
暑等。

（２）动物体与人类社会环境的关系。 人类的虐待和损伤导致动物体疾病的发生。 例如，
虐待动物和损伤动物导致的致残、致伤、精神失常等。

０． ３． ２　 辨证论治

１）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就是通过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综合、分析、 归纳，从而辨清疾

病的病因、病性、病位、病势和邪正关系，从而概括为某种性质的证；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

应的治疗方法的这一过程，称之为辨证论治。

２）病、症、证的区别

（１）病：所谓病，就是在一定的致病因素作用下导致动物体的生理功能遭到破坏，结果出

现一系列的病理过程。 即指有特定病因、病机、发病形式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个完整过程。
例如，前胃弛缓、瘤胃积食、消化不良。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十大标准（人，２００４ 年）

１． 有充沛精力，能从容不迫地担负日常生活和繁重的工作而且不感到过分紧

张和疲劳。
２． 处世乐观，态度积极，乐于承担责任，事无大小，不挑剔。
３． 善于休息，睡眠好。
４． 应变能力强，能适应外界环境中的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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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能够抵抗一般感冒和传染病。
６． 体重适中，身体匀称，站立时头、肩位置协调。
７． 眼睛明亮，反应敏捷，眼睑不发炎。
８． 牙齿清洁、无龋齿，不疼痛，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
９． 头发有光泽，无头屑。
１０． 肌肉丰满，皮肤有弹性。

（２）症：症就是症状，疾病过程中的临床表现，是某些异常状态和现象。 例如，发热、不
吃、咳嗽、腹泻等。

（３）证：证既不是疾病的全过程，又不是疾病的某一项临床表现，而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

段的病理过程的概括；也是疾病在这一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和邪正关系概括和判断。 如

风寒证（病因）、表证（病位）、虚证（邪正）。 证是中兽医治疗疾病的依据。
症是疾病中坐标的每一点，病是疾病中的纵向坐标、证是疾病中的横向坐标，中兽医重

在辨证。

３）辨证论治的具体体现

（１）辨证与论治的关系：辨证的前提是为了更好的治疗，治疗的结果是检验辨证的对否。
（２）证论治的主导思想：辨证论治的主导思想整体观念。 在诊断和治疗上都以整体

出发。
（３）辨证论治的基础：中兽医理论体系是辨证论治的基础。
（４）辨证论治的过程：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依法处方和用药。
（５）辨证论治的内容：四诊、八纲、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
（６）辨证论治的总体：是理、法、方、药一体化。
（７）辨证与辨病：既要辨证也要辨病，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先辨证后辨病，病治异同。
（８）治疗的原则：辨证为治疗提供原则和依据，治疗反过来印证辨证。 其原则是病治

异同。

４）病治异同

（１）同病异治：同一种疾病由于疾病发展阶段和病理变化不同，其证候也不相同，治疗方

法也就不同，这就叫同病异治。 如同为外感表证，若属外感风寒，则治宜辛温解表，方用麻黄

汤类；若属外感风热，则治宜辛凉解表，方用银翘散类。
（２）异病同治：不同的疾病，由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相同的病因病机，其证候相同，治法也

就相同。 如脱肛、子宫脱出、虚寒泄泻等均为中气不足、气虚下陷，都采用补中益气、升阳举

陷，方用补中益气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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