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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兽医学的概念及发展概况
2. 掌握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
3. 明确学习中兽医学的目的、任务和方法

一、中兽医学的概念

中兽医学即我国传统的兽医学，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同家畜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
逐步形成了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以
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及丰富多彩的病证防治技术。

二、中兽医学的发展概况

大体上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 起源时期（远古～公元前 475年）
2. 发展和形成时期（公元前 475～1840年）
甲骨文中有表示猪圈、羊栏、牛棚、马厩等的文字，还有药酒及一些人、畜通用的病名，如

胃肠病、体内寄生虫病、齿病等。《黄帝内经》（《素问》《灵枢》）9卷 81篇，内容有脏象、经络、病
因、诊法、辨证、治则、病证、针灸、养生等。

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公元前 11世纪～前 475年），人医、兽医有了分科，《周礼·天官》中已
有“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的记载，而且在治疗方法上采用了灌药、手术、护理、饲养等综合
措施。同时，已将内科病（兽病）和外科病（兽疡）区别开来，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

秦代（公元前 221～前 206年），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畜牧兽医法规《厩苑律》，汉代（公元
前 206～公元 220年）更名为《厩律》。
汉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

寒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创立了六经辨证方法。晋人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
说，疥癣中有虫，并提出了“杀所咬犬，取脑敷之”的防治狂犬病的方法。

北魏（公元 386～534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有畜牧兽医专卷，记有掏结术，猪、
羊的去势术等。

隋代（公元 581～618年），兽医学的分科已趋于完善，出现了有关病证诊治、方药及针灸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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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专著。
唐代（公元 618～907年），有了兽医教育。日本派平仲国等到我国学习兽医。李石编著的

《司牧安骥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一部中兽医学古籍，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兽医学
教科书。《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典。
宋代（公元 960～1279年），“又置牧养上下监”，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兽医院。此外，还出现

了尸体剖检机构“皮剥所”，兽医药房“药蜜库”（见《宋史》），还有各种兽医学专著，如《明堂灸
马经》《伯乐针经》《医驼方》《疗驼经》《马经》《医马经》等。

元代（公元 1271～1368年），著名兽医卞宝（卞管勾）著有《痊骥通玄论》，除对马的起卧症
（包括掏结术）进行了总结性论述外，还提出了“胃气不和，则生百病”的脾胃发病学说。

明代（公元 1368～1644年），著名兽医喻本元、喻本亨编著了《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由
丁宾作序刊行于 1608年，是国内外流传最广的一部中兽医古典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收载药物 1892种，方剂 11096个，其中专述兽医方面的内容有 229条之多，对中外医药学的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3. 停滞时期（公元 1840～1949年）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我国兽医学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兽医学主要著作有《抱犊集》《疗

马集》《养耕集》《牛经备要医方》《牛医金鉴》《相牛心镜要览》等。
鸦片战争以后，兽医学主要著作有《活兽慈舟》《牛经切要》《猪经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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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现了两种不同体系的兽医学，有了中、西兽医学之分。1929年，国民政府悍
然通过了“废止旧医案”，但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4. 复兴时期（1949～现在）
1956年 1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1958年 7月，成立兰州中

兽医研究所；1960年，北京农大开设了中兽医专业班。随后，全国各高等院校先后开设了“中
兽医学”课程。目前中兽医刊物主要有兰州中兽医研究所主办的《中兽医医药杂志》；江西中兽
医研究所主办的《中兽医学杂志》。

三、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

1. 整体观念
（1）家畜本身的整体性
心、肝、脾、肺、肾五个功能系统为核心，将六腑、体表、五官九窍归属于五脏。
五脏之间、脏腑之间、五脏与体表都有经络相连属，互相制约，不可孤立；从而构成一个信

息通畅协调，气血供养平衡的整体。在病理方面，脏腑表里之间互相影响。
（2）家畜与自然环境的相关性
自然环境与四季气候变化都可直接或间接影响家畜的生长。
2. 辨证论治
“辨证”是通过对四诊所获取的病情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以判断其为某种性质的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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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疾病的证候），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根据证的性质制定治则和治法的过
程，是解决疾病的手段和方法。“证”的概念与“症状”和“症候群”有所不同。“病”即疾病，是一
种病理过程，是指有特定病因、病机、发病形式、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个完整的病理过程，如上
呼吸道感染、痢疾等。“症”即症状，指疾病的个别表面现象和具体临床表现，如发热、呕吐等。
也是疾病的客观表现，是认识疾病和进行辨证的主要依据。“证”又称证候，是疾病发展过程中
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是对许多具体症状或症候群进行分析、综合后形成的概念。它概括了病
因、发病部位、病理变化、邪正双方力量对比等各方面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疾病的本
质，同时也指出了治疗方向。如“脾虚泄泻”证，指出病位在脾，邪正力量对比属虚，症状为泄
泻，推测病因为湿，治疗亦健脾燥湿。

四、学习中兽医学的目的、任务及方法

目的：掌握“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中心的基本理论及实际操作技能。
任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预防为主、推陈出新、走中西兽医结

合的道路。继承和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走中西兽医学相结合的道路，加快发展我国的新兽医学。
方法：①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地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理解中西

兽医结合的意义。
②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核心，对理、法、方药及针灸逐步融会贯通，反复学习、反复体

会，力求掌握规律。
③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结合临床实践，才能掌握病证防治技能。

目标检测（自测题）

一、选择题（每题 5分，共 25分）
1. 首先提出“治未病”的以防为主的医疗思想，见于（ ）
A《伤寒杂病论》 B《内经》 C《神农本草经》 D《本草纲目》
2. 设有专职兽医诊治“兽病”和“兽疡”是在（ ）
A宋代 B唐代 C西周 D秦汉之际
3. 我国最早的畜牧兽医法规名为（ ）
A《内经》 B《伤寒杂病论》 C《厩苑律》 D《新修本草》
4. 我国最早的一部兽医教科书是（ ）
A《元亨疗马集》 B《新修本草》 C《司牧安骥集》 D《肘后备急方》
5. 国内外流传最广的一部中兽医古典著作是（ ）
A《肘后备急方》 B《齐民要术》 C《痊骥通玄论》 D《元亨疗马集》
二、填空题（每题 5分，共 25分）
1. 中兽医学的基本理论源于《 》一书。
2. 我国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学专著是《 》，该书收载药物 种。
3. 我国在 代，由朝廷颁布的《 》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典。
4. 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是 和 。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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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最早的官办兽医教育的开端是在 代。
三、简答题（每题 10分，共 20分）
1. 什么是症、证、病？三者之间关系如何？
2. 什么是整体观念？其主要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四、论述题（每题 15分，共 30分）
1. 为什么说中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2. 怎样理解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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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概况
2. 掌握阴阳学说的含义、阴阳的基本规律
3. 掌握五行学说的含义、归类及生克制化规律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带有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性质的哲学思想，是用以认识

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约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学说被引
用到医药学中来作为推理工具，借以说明动物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指导临
床的辨证及病证防治，成为中兽医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阴阳学说

一、阴阳的基本概念

1. 阴阳的含义
阴阳代表事物对立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一切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矛盾双方的

概括。它既代表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又代表同一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
2. 识别阴阳的属性
以上下、动静、有形、无形等为准则。凡是向上的、运动的、无形的、温热的、向外的、明亮

的、亢进的、兴奋的及强壮的等均属于阳；凡是向下的、静止的、有形的、寒凉的、向内的、晦暗
的、减退的、抑制的及虚弱的等都属于阴。

3. 阴阳的特性
（1）阴阳的普遍性
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总规律。
（2）阴阳的相对性
阴阳属性是相对的，随时间条件而变化，如白天、黑夜。
（3）无限可分性
阴阳之中复有阴阳。如以背部和胸腹的关系来说，背部为阳，胸腹为阴；而属阴的胸腹，又

以胸在膈前属阳，腹在膈后属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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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

二、阴阳的相互关系

1. 阴阳的对立
指阴阳双方存在着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相互制约的关系。对立，即相反，如动与静、寒与

热、上与下等都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的双方，通过排斥、斗争以相互制约，使事物达到
动态平衡。

2. 阴阳的互根
每一方都以相对立的另一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

长”，“阴生于阳，阳生于阴”，阴精通过阳气的活动而产生，而阳气又由阴精化生而来。
3. 阴阳的消长
阴阳双方在对立制约、互根互用的情况下，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过

程中，正所谓“阴消阳长，阳消阴长”。
4. 阴阳的转化
阴阳双方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属性互换的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阴可以转化

为阳，阳可以转化为阴。

三、阴阳在中兽医学上的应用

1. 在畜体组织结构方面
机体部位上为阳，下为阴；脏为阴，腑为阳；经属阴，络属阳；血为阴，所为阳；营气在内为

阴，卫气在外为阳。
2. 在生理方面
物质为阴，功能为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3. 在病理方面
阴阳失去平衡，导致疾病发生。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阳盛则热，阴盛则寒。
4. 在药物方面
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盛者泻之，虚者补之。
5. 在病证防治方面
凡口色红、黄、赤紫者为阳，口色白、青、黑者为阴；凡脉象浮、洪、数、滑者为阳，沉、细、迟、涩

者为阴；凡声音高亢、洪亮者为阳，低微、无力者为阴；身热属阳，身寒属阴；口干而渴者属阳，口
润不渴者属阴；躁动不安者属阳，踡卧静默者属阴等。

6. 预防方面
加强饲养管理，增强动物体的适应能力，可以防止疾病的发生。“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

从其根。”古人用给动物春季放大血，灌四季调理药等方法来调和气血，调整阴阳，预防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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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五行学说

一、五行的概念

五，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类物质；行，是指这五种物质的运动和变化。五行指木、火、土、
金、水五类物质及其运动变化。

二、五行的基本内容

1. 五行的特性
“木性曲直，火性炎上，土性稼穑，金性从革，水性润下。”
2. 五行的归类
为了说明畜体内部及机体与外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下面根据事物各自性质及特点分属

归类。

3. 五行的调节机制
（1）五行的正常调节机制
①五行相生。即相互资生、促进，借以说明事物有相互协同的一面。任何一行都有生我及

我生的关系。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五脏相生可按五行归属类推。
木 → 火 → 土 → 金 → 水 → 木
②五行相克。即相互制约、克制，借以说明事物有相互颉颃的一面。任何一行都有克我及

我克的关系。克我者为“所不胜”，我克者为“我不胜”。五脏相克也可按五行归属类推。
木 → 土 → 水 → 火 → 金 → 木
五行学说认为，事物中有生有克，克中有生，生中有克，才能维持相对的平衡协调。这种生

克的配合称为制化。
（2）五行的异常调节机制
①五行相乘。乘，有乘虚侵袭之意。相乘，即指相克得太过，超过正常制约限度，使事物间

的关系失去相对平衡的一种表现。五行相乘的关系与五行相克的关系是一致的。

自然界
五行

动物体

五方 五季 五气 五化 五色 五味 五脏 五腑 五体 五窍 五脉

东 春 风 生 青 酸 木 肝 胆 筋 目 弦

南 夏 暑 长 赤 苦 火 心 小肠 脉 舌 洪

中 长夏 湿 化 黄 甘 土 脾 胃 肉 口 代

西 秋 燥 收 白 辛 金 肺 大肠 皮毛 鼻 浮

北 冬 寒 藏 黑 咸 水 肾 膀胱 骨 耳 沉

五行归类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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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 土 → 水 → 火 → 金 → 木
②五行相侮。侮，有恃强凌弱之意。相侮，即反克，是事物间的关系失去相对平衡的另一种

表现。五行相乘的关系与五行相侮的关系恰好相反。
木 → 金 → 火 → 水 → 土 → 木

三、五行在中兽医学上的应用

1. 在生理方面
按五行的属性以分别脏器的特性及相互联系，如肝属于木，主筋，开窍于目等。生克制化

的关系，说明脏腑器官相互资生和制约的生理现象，如肝能制约脾（木克土），脾能滋生肺（土
生金），而肺又能制约肝（金克木）等。畜体就是依靠这种生克制化以维持相对的平衡协调，来
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2. 在病理方面
用五行生克规律说明脏腑、疾病的传变。根据五行的生克关系，任何一行都有生我、我生、

克我及我克的关系。五行配五脏以后，也从这样的四个方面来固定一个脏与其他四个脏的联
系。以肝为例，生我者为肾，我生者为心，克我者为肺，我克者为脾。在病理上，肝病传脾，称为
“木克土”；肝火犯肺，称为“木火刑金”。

在疾病传变上，肝病传脾称为“木乘土”，脾病传肝称为“土侮木”，肝脾也可同病（木郁土
虚或土壅木郁）。肝病传心（母病及子）、传肺（木侮金）、传肾（子病及母）等，都可用五行的生、
克、乘、侮来解释。

3. 在病证防治方面
家畜五脏疾病的传变及五色的变化，对疾病的诊断和预后推断有一定的意义。五行学说

认为，疾病是由于生克制化的关系失调引起的。因此，抑制其过亢、扶助其过衰、使其恢复健康
而成为施治的关键。另一方面，这一脏器的病变又往往牵涉到其他脏器，还必须考虑到调整其
他的脏器，控制其传变，以达到治疗目的。
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扶土抑木、舒肝健脾，益火生土法，培土生金法，金水相生法，滋

水涵木法，均为依据五行相生而制定的疗法。培土制水法，清金制木法，泻火补水法，均为依据
五行相克而制定的疗法。

第三节 阴阳五行学说的相互关系

阴阳学说主要说明事物本身的对立属性，五行学说则是说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两
者不同，又相互为用。阴阳五行都是以脏腑经络等作为物质基础，以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来分
析研究、归纳解释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用阴阳学说说明机体及各脏腑之间的对立统一，用五
行学说说明脏腑内外的相互联系。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更具体地阐明畜体极为复
杂的变化。
任何脏器都有阴阳两个方面，因而任何脏器发病都有阴阳偏盛或偏衰现象。疾病的传变

规律可用五行学说来解释。如肾虚有肾阴虚与肾阳虚的不同，若是肾阴虚，根据五行传变规
律，可导致水不涵木之证，即肝阳上亢。补肾阴时用柔肝潜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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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受历史条件限制，不可能是建立在科学高度
发展基础上的完备理论。取象比类、牵强附会、抽象为其不足，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目标检测（自测题）

一、选择题（每题 2分，共 10分）
1. 事物阴阳两个方面的相互转化是（ ）
A绝对的 B有条件的 C单方面的 D量变的
2.“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说明了（ ）
A阴阳对立 B阴阳依存 C阴阳消长 D阴阳转化
3. 心病传变到肺，属于五行的（ ）
A相乘关系 B母病及子关系 C子病及母关系 D相侮关系
4. 按五行相生相克规律，以下哪项是错误的？（ ）
A水为火之所不胜 B金为土之子 C木为水之子 D土为水之所胜
5. 以下哪种治法是根据五行相生规律制定的？（ ）
A抑木扶土 B培土制水 C滋水涵木 D佐金平木
二、填空题（每题 6分，共 30分）
1. 五行相生关系，又叫 关系。
2. 阴阳相互依存的关系，又叫 。
3.“重阴必阳，重阳必阴”，说明了阴阳之间的 关系。
4. 阴阳的基本规律主要是指阴阳的 、 、 及 。
5. 疾病的发生是由于 而出现偏盛偏衰的结果。
三、简答题（每题 10分，共 30分）
1.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2. 何谓五行的生、克、乘、侮，其生克乘侮规律如何？
四、论述题（每题 15分，共 30分）
1. 试述阴阳学说在中兽医中的应用。
2. 试用五行学说说明五脏之间的生理关系和病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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