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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兽医辨证与处方》一书，是借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东风，肇
庆市农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组织了有行业、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的强大课程建设团
队，经过调查论证，开发建设以工作任务为载体、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畜牧兽医专业课
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之一。

本书在设计上，强调学习和实际工作的一致性，教学设计采用情境化，每个情境分解
又为多个教学任务，严格按布置学习任务、制订学习计划、组织实施、检查、评价的程序科
学设计，充分体现以任务为导向、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学生主动参与、主动协作，探
索创新的教学模式。

本书根据畜牧兽医专业培养服务养殖业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目标，依据
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和完成职业岗位工作任务需要的知识、技能、素质要求进行选取，将动
物疫病防治员、检疫检验员、宠物医生、执业兽医师等职业资格标准的相关内容、要求和
本行业新知识、新工艺、新设备融入课程，将职业资格的能力要求作为教学的核心内容。

本教材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遵循实际生产工作岗位的需求，按照“工作过程系统化”
的编写思路，重点突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地阐述了中兽医的理、法、方、药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全书主要分中草药采集、中药的识别与选用、中药的炮制、中草药性能分
析、方剂组成、八纲辨证与处方、脏腑辨证与处方、卫气营血辨证与处方、常用针灸穴位及
针治共９个情境，明确了每个情境需要学生达到的目标（知识、技能、情感），并且每个情
境都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模式对学生进行评价。同时，注重德育教育和企业文化等知识的
引入，把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和人文素质提升有机结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本教材是一门应用性、技术性和实践性很强的核心课程的教材，适用于中等职业学
校畜牧兽医专业兽医诊疗技术、动物外科手术、动物疫病防治等课程的一体化教学使用。
本书由高级讲师、执业兽医师聂立欣和执业兽医师谭素媚担任主编，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有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参加编写，并得到了有关工学一体化课程开发专家教授，行
业、企业专家的倾力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加之时间仓促，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各
校广大师生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改和提高。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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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１
中草药采集

请在校园和校园附近山上，采集当地常见中草药，并按照技术规范，正确采集药用部

位，使之准确应用于临床上。

认知目标 技能目标 素质目标

　１．了解中草药生长环境

与采收时机；

　２．了解何谓“道地药材”；

　３．掌握不同种类的中草

药的采收技巧。

　１．能列举相应道地药材

的例子；

　２．会制订药材采集计划；

　３．按专业要求完成对采

集药材、初加工及保存。

　１．能制订中草药采集计划和参与采

集药材决策；

　２．能培养高度的责任心；

　３．能培养关注细节能力、团结合作的

精神。

一、资讯

（一）接受教师提出的中草药采集工作任务，聆听教师关于中草药采集的目的、采集

时机、采收技巧、针对制订采药计划以及采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工作任务的内容提示

和讲解。

（二）通过咨询中药师（教师扮演）、采药工、药工助手掌握关于任务的具体情况。

（三）通过查询《中兽医学》，填写工作页资讯部分内容。

１．当你在采集中草药之前，需要熟悉中草药的来源和生长环境，道地药材包括了哪

些条件？每种药材在什么时候采收？采收哪些部位才具有药效？

２．我们在野外进行中药采集，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有什么注意事项？具体怎么操

作呢？

１



中兽医辨证与处方

二、计划

根据中草药采集工作任务的具体情况，学生独立完成工作步骤和劳动工具等的计划

工作。

１．请你根据下列问题引导，模拟采集药材前，分析需要掌握的内容。

（１）准备的材料包括哪些？　　　　　　　　　（多选）

Ａ．药锄　　Ｂ．枝剪　　　Ｃ．柴刀　　　Ｄ．小刀　　　Ｅ．标本架　　　Ｆ．草纸

Ｇ．麻绳 Ｈ．资料单 Ｉ．技能单 Ｊ．记录本 Ｋ．相机

（２）野外采集中草药应该注意的问题？　　　　　　　（多选）

Ａ．充分做好采集前的准备工作：衣着、工具、食品、药品、饮水等。

Ｂ．安全第一，尽量结伴出行。绝不涉足危险地带，做到早出晚归。

Ｃ．不要随意品尝草药，或直接接触植物汁液，以防止意外中毒。

Ｄ．在复杂地带，应该随地设置路标，以防止迷路。

Ｅ．干燥季节，应防止篝火蔓延，杜绝火灾隐患。

Ｆ．前行时，落脚要稳健，防止扭伤。且时刻注意路况。

２．在野外进行常见中草药的采集后，整理采集回来的中草药，并用计算机制作一辑

校园常见中草药幻灯片，并播放展示。

３．中草药采集后，需要在产地进行初步加工，以保证药材的品质，达到临诊用药的目

的，而且便于包装、储藏和运输。

三、决策

（一）小组讨论完善工作计划，并确定小组成员的具体分工。

（二）小组派代表汇报本组工作计划。（１～２人，用时不超过５分钟）

（三）收集来自教师和小组建的意见、建议，确定工作计划并决定实施。

１．完成这个项目包括哪些工作？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

２



学习情境１　中草药采集

２．完成这个项目包括哪些工作？各部分需要哪些器械、物品？

３．完成这项工作，是独立完成还是小组合作完成？如果是小组合作，具体的分工
如何？

４．注意事项
针对药材采集后的情况，开展针对性的整理或初加工。

四、实施

任务一：药材常识认知
药材的常识包括了中药的来源、药材生长环境、道地药材及药材的采收时机等。

１．中药的来源包括　　　　　、　　　　　　、　　　　　　及部分加工品。据不
完全统计，中药现有一万二千余种，其中植物药一万一千余种，动物药一千一百余种，矿
物药八十余种。

２．为什么我国古代把中药著作称为“本草经”或“本草”？　　　　　
Ａ．中药中植物药占的数量多

Ｂ．古代的叫法比较特别，觉得好听

Ｃ．中药中植物药占的数量多，使用也最普遍

Ｄ．古代的叫法是不正确的，后人纠正了
中药是我国传统药物的总称。中药的认识和使用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具有独特的

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由于其来源
以植物性药材居多，使用也最普遍，所以古来相沿把药学称为“本草”。

３．中药的生长环境
药用植物的生长和分布与纬度、海拔高度、地势、土壤、水分、气候等地理环境密切相

关。采集中药就必须掌握这些特点，了解其生长环境和分布规律。

４．道地药材
优质的中药该去哪里采集？天然的中药材大多数有一定的地域性，中药的有效成分

与其生长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历代药学家经过长期观察总结，逐渐形成了“道地药材”

的概念。
（１）小组讨论：何谓“道地药材”？　　　　　（可多选）

Ａ．产地适宜　　　Ｂ．品种普遍　　　　Ｃ．品种优良　　　　Ｄ．产量限定

Ｅ．产量丰富 Ｆ．炮制考究 Ｇ．炮制容易 Ｈ．疗效突出

Ｉ．疗效普通 Ｊ．没有明显地域性 Ｋ．有明显地域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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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小组讨论：各地区常见的道地药材有哪些？每组找一个省份为代表，收集当地的

道地药材资料，然后把结果展示出来，每组找一代表发表意见。

常言“一方吃全国”，以四物汤为例：熟地（河南）、当归（甘肃）、白芍（浙江）、川芎（四

川）。四川为首屈一指的药材之乡，包揽寒温带至亚热带的药材：川贝、川莲、川乌、川大

黄等；浙江产浙贝、杭白菊、杭白芷、杭白芍等。

（３）请你连连看：

广东　　　　　　　　　　地黄、菊花、山药、牛膝

广西 黄连、川芎、附子

四川 人参、细辛、五味子

宁夏 薄荷、苍术

云南 茯苓、三七

河南 党参

江苏 金钱草、春砂仁、广陈皮

甘肃 枸杞

东北 桂圆、肉桂

５．中草药采收时机

药材的合理采收（季节、时间、方法）不仅对保证药材的质量、药效，而且还对保护、扩

大药源具有重要意义。采收适时如法则药性强、疗效高，反之，则药性弱、疗效差。那么

中药该什么时间采集最好呢？

（１）请同学们通过查找资料获取中草药采收最佳时机，填到表１－１中。

表１－１　中草药的采收时机

种类 采收时机 例子

植物类

全草类

叶类

花类

果实和种子类

根和根茎类

树皮和根皮类

菌、藻、孢粉类

树脂类

动物类

矿物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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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下是一些民谣，请你认真念一念：

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茵陈当柴烧，九月中旬采麻黄，十月上山采连翘，知母黄芩年

年有，唯独春秋质量高。

三月玄胡两头尖，四月草乌威灵仙，五月半夏远志根，六月黄精太子参，七月白果和红

花，八月铃兰和木瓜，九月桔梗刘寄奴，十月巨麦盐肤木，腊月地冻五杨枝，上山采集雪莲花。

① 这些民谣说明了什么问题？　　　　　（单选）

Ａ．品种很重要　　Ｂ．采收时机很重要　　Ｃ．效果很重要　　Ｄ．经验很重要

② 从这些民谣里，你还能想到什么？

　　　　　　　　　　　　　　　　　　　　　　　　　　　　　　　　　　　
任务二：药材采集

１．结合本地情况，以班级为单位，由教师与实验员带领学生在野外进行。每组识别

采集１０种以上当地的药用植物，进行实物图片拍摄，并进行观察，选择性地制作标本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第一步：申报活动材料，通过审核

第二步：选择适宜天气，做好宣传准备

第三步：准备外出采药的服装与用具等

第四步：结伴出行，实地考察

第五步：整理材料，做好记录

小提示：天气晴朗，方便出行。

２．填写记录表：

采集时间 年　　月　　日 天气： 采集人员签名

序号 采集品种名称 部位 序号 采集品种名称 部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任务三：药材的整理

１．在野外进行常见中草药的采集后，整理采集回来的中草药，用相机拍摄药草图片，

并用计算机制作一辑常见中草药幻灯片，并播放展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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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产地初加工

中草药采集后，需要在产地进行初步加工，以保证药材的品质，达到临诊用药的目

的，而且便于包装、储藏和运输。

（１）根、茎类药材

收获后要洗净泥土，除去须根、芦头和残留枝叶，再进行大小分级，或趁鲜切成片、块

或段，然后晒干或烘干，如丹参、白术、白芷、牛膝、射干。

肉质性含水量多的百部、天冬、百合、薤白，应先用沸水烫，再切成片或剥下鳞片晒干

或烘干。

质地坚硬较为粗大的高陆、葛根、玄参等，要趁鲜时切片干燥。干后难以去皮的桔

梗、半夏、水半夏、芍药、丹皮，应趁鲜时刮去栓皮。含浆汁淀粉足的何首乌、地黄、玉竹、

黄精、天麻等，应趁鲜蒸制，然后切片或晒干或用文火烘干。党参、北沙参应投入沸水中

略烫一下，再刮皮，洗净干燥。白芍、玄参、丹参要经沸水煮，再反复“发汗”，才能完全干

燥。贝母、山药要经过用硫黄熏蒸后才能干燥，并保白色，粉性足，且能消毒、杀虫、防霉，

有利于储藏。

（２）果实类药材

采收后直接晒干或烘干。果实大又不易干燥的木瓜、枳壳、佛手，应先切开后干燥，

乌梅需要烘烤烟熏。以果皮、果肉入药的药材，应去瓤、去核或剥皮干燥。

（３）种子类药材

果实收获后直接晒干，脱粒收集种子。有些要去果皮或种皮，如薏苡仁、决明子；有

的要打碎果核，取出种仁，如杏仁、酸枣；有些要蒸以破坏药材易变质变色的酵素，如女贞

子、五味子等。

（４）花类药材

为了保持颜色、花朵完整，采后应置通风处摊开阴干或在低温下迅速烘干，避免有效

成分散失，保持浓郁的香气，如月季花、玫瑰花、金银花、旋复花、红花、芫花等，杭白菊要

先蒸后干燥。

（５）全草类药材

采收后宜放在通风处阴干或晾干，含芳香挥发油成分的荆芥、薄荷、藿香、香薷草

等，忌晒，避免有效成分的损失。含水量较高的垂盆草、马齿苋应先用沸水略烫后再

干燥。

（６）皮类药材

趁鲜时切成块或片，再晒干即成。有些要趁鲜刮去外皮的栓皮再干燥，如白皮、丹皮

等；有的要用沸水烫过后加码叠放使其发汗，待内皮变为紫褐色时，再蒸软、刮去栓皮，然

后切成丝、片，卷成筒再干燥，如杜仲、厚朴、肉桂等。

（７）菌类药材

有海藻、昆布、冬虫夏草、灵芝、猪苓、白木耳、马勃等，在孢子未散发前挖取，晒至六

七成干，除去泥土继续晒干成“毛货”，将毛货浇上黄酒，使其软体，整理平直，用红线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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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１　中草药采集

小把，每把７～８条，再将小把捆成方形。

（８）动物类药材

环节动物中的地龙、水蛭洗净，用开水烫死，也可用生石灰、草木灰或酒闷死、晒干或

烘干。软体动物有石决明、瓦楞子、牡蛎、珍珠、海螵蛸等，剥取肉食用，将贝壳洗净晒干

备用。节肢动物有全蝎、蜈蚣、土鳖虫、桑螵蛸、蝉蜕、九香虫、僵蚕、虻虫、斑蝥、蜂房等，

用捕虫网线、筷子拾取晒干供药。

（９）矿物类药材

有大青盐、芒硝、阳起石、硫黄、炉甘石、雄黄、朱砂、密陀僧，除泥土杂物或经过深加

工即成。

３．干燥

中药采集后应该及时干燥，以及时除去新鲜药材中的水分，避免发霉、虫蛀、变质等，

便于贮藏，保证药材质量。药物干燥的方法很多，多用　　　　　的方法，部分药材需要

阴干、烘干。

４．储藏

要做到干燥、阴凉、通风、避光、防虫、防鼠等，避免霉烂、变色、虫变、乏油、变味等腐

败现象。对于剧毒药材要贴上“剧毒药”标签，按国家规定，妥善保管。

五、检查

１．劳动工具是否正确选用；操作步骤是否符合规范流程；任务目标是否达成；工作页

记录是否完备。

２．自我检测题

（１）中药的来源主要有　　　　　。

Ａ．植物药 Ｂ．动物药 Ｃ．矿物药 Ｄ．部分加工品
（２）川芎的产地是　　　　　。

Ａ．江西 Ｂ．四川 Ｃ．河南 Ｄ．浙江
（３）车前草是属于哪种类型的药材　　　　　。

Ａ．全草类 Ｂ．叶类 Ｃ．根类 Ｄ．果实类

（４）茯苓多于什么时候采收　　　　　。

Ａ．１～３月 Ｂ．４～６月 Ｃ．７～９月 Ｄ．１０～１２月

（５）以根茎类药材是在什么时候采收　　　　　。

Ａ．清明前后 Ｂ．春夏之交 Ｃ．秋末冬初 Ｄ．秋末春初

六、评价

以小组讨论方式进行工作评估，并派代表交流工作体会（１～２人，用时不超过５分

钟）。接受来自教师和小组建的反馈意见，填写表１－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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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医辨证与处方

表１－２　考核评定表

学习领域 中兽医辨证与处方

学习情境１ 考评内容 考评标准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专业知识

与技能

（６０％）

　认识中药的来

源（１０％）
　１．回答的准确率

　２．相应例子是否正确

　识别道地药材

（１０％）

　１．列举的标准是否正确

　２．相应例子是否符合要求

　３．小组的合作情况

　不同种类的药材

的采收时机（１０％）
　回答准确率

　野外采集药材

（２０％）

　１．准备工作能否齐全

　２．野外采集药材的种类、数量

　３．个人及小组的参与度与合作情况

　４．采药过程注重安全

　药材的整理与

记录（１０％）

　１．药材整理是否符合标准

　２．内容记录是否完整

　３．内容记录是否正确

职业素养

（４０％）

　责任心（１０％） 　工作认真、负责任，有始有终

　关注细节（１０％） 　留心观察，能发现问题

　计划能力（１０％） 　考虑周详

　决策能力（１０％） 　民主决策

评价评语

班级 姓名 总评

教师签字 组长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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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２
中药识别与选用

利用所学中草药的知识，对利丰公司奶牛感冒病例、猪的流感病例，华红畜牧有限公

司鸡群的泄泻病例、黄牛积食病例，学校动物诊所犬细小病毒病病例等情况进行合理选

用药物，避免出现药物滥用或药物中毒等情况，使其尽快恢复健康。

认知目标 技能目标 素质目标

　１．了解识别中药的方法；

　２．理解掌握各类中药的

共性；

　３．掌握常用中药的特点。

　１．能识别中药材；

　２．会制订用药方案；

　３．根据病例选用中药。

　１．能制订中药识别与选用的计划和

参与药材选用的决策；

　２．能培养高度的责任心；

　３．能培养关注细节能力、团结合作的

精神。

一、资讯

（一）接受教师提出的中药识别与选用的工作任务，聆听教师关于识别中药的方法、

中药的分类、每类药材的共性与常用中药的特点、工作任务的内容提示和讲解。

（二）通过咨询中药师（教师扮演）、药师助手掌握关于任务的具体情况。

（三）通过查询《中兽医学》，填写工作页资讯部分内容。

１．在中药识别与选用之前，需要了解识别中药的方法有哪些？

２．中药的数量繁多，能否进行归类？是以什么作为分类的标准呢？

３．每类中药的共性有哪些？适合处理哪一类疾病？

４．根据不同的病例进行药物的选择。

９



中兽医辨证与处方

二、计划

根据中药识别与选用工作任务的具体情况，学生独立完成工作步骤和劳动工具等的

计划工作。

１．请根据下列问题引导，模拟中药识别与选用前，分析需要掌握的内容。

观察中药材的最基本方法一般有　　　、　　　、　　　、　　　四种。

２．中药的分类就是根据中药同和异将其分成不同的类别，从而达到掌握药物特性和

更好地利用药物的一种方法。

按药用部位分类，可分　　　、　　　和　　　三大类。

按照功效进行分类，可分为　　　、　　　、　　　、安神开窍药、 、

、 等。

３．我们从功效角度学习中药，中兽医将疾病的治疗方法归纳为汗法、吐法、下法、和

法、温法、清法、补法、消法共“八法”。以下将每类中药与相应疾病及治疗方法进行结合

学习。

４．能根据一些临床常见的经典病例进行药物选用，例如，奶牛感冒、鸡的泄泻、猪的

流感、黄牛积食、犬细小病毒病。

三、决策

（一）小组讨论完善工作计划，并确定小组成员的具体分工。

（二）小组派代表汇报本组工作计划。（１～２人，用时不超过５分钟）

（三）收集来自教师和小组建的意见、建议，确定工作计划并决定实施。

１．完成这些项目包括哪些工作？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

２．完成这些项目包括哪些工作？各部分需要哪些器械、物品？

３．完成这项工作，是独立完成还是小组合作完成？如果是小组合作，具体的分工

如何？

４．注意事项

针对动物的疾病选用相应的药物后，开展针对性的观察并适当调整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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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２　中药识别与选用

四、实施

任务一：中药识别方法的认知

１．观察中药材的最基本方法一般有眼观、手摸、鼻闻、口尝四种。

（１）眼观

眼观是观察药材的外形，色泽，表面粗细、断面的纹理等方面。每种药材都有一定的

外形特征。比如：

① 川穹的根茎为不整齐的结节状团块。（见图２－１）

② 何首乌横断面由三生锥管束形成的“云锦花纹”。（见图２－２）

图２－１　川穹

　　　　　

图２－２　何首乌

根据了解的知识，还能举出哪些具有明显眼观特点的中药呢？

　　　　　　　　　　　　　　　　　　　　　　　　　　　　　　　　　　　
（２）手摸

主要体验药材质地轻重，坚实、松软、老嫩、滑涩等。

比如，荆三棱坚实体重，而泡三棱则体轻；盐附子质软，而黑附子则质地坚硬。

根据了解的知识，你还能举出哪些具有明显气味特点的中药呢？

　　　　　　　　　　　　　　　　　　　　　　　　　　　　　　　　　　　
（３）鼻闻

主要是区别气味的辛、香、腥、臭等。

比如，鱼腥草有鱼腥味，桂枝有特异香气，败酱草有陈腐味道。当归气味芳香，薄荷

有清凉香气。

根据了解的知识，还能举出哪些具有明显气味特点的中药呢？

　　　　　　　　　　　　　　　　　　　　　　　　　　　　　　　　　　　
（４）口尝

以鉴别其味道的酸、苦、甘、辛、咸。

比如，乌梅以味酸为好、黄连以味越苦越好、甘草味甜为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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