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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山西是古文化发祥地之一，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这

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作为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兽医，远起殷商春秋战国，近至振兴中华的今日，有数千名

． 中兽医在、山西谱写过和还在继续谱写着中国兽医的历史。

在纪念国务院“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发表三十

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我省的中兽医发展史，缅怀我省为兽医

事业发展作过贡献的已故中兽医，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们会同各地市兽医防治站，经过调查和考证，编写了
． 这本山西中兽医志。本志的写成，肯定将激励后人继续发掘

．祖国中兽医学，使中兽医学更好地为生产实践服务，为振兴

社会主义的兽医学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 ．

，、 本志承蒙山西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李大义和山西省畜牧兽

医学校徐玉俊，阎效前等同志的修改和审定，这里谨表谢

意。

由于历史资料积累不多，喇司仓促，我们又缺乏经验，
漏误肯定不少，、敬请广大兽医工作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志定为《第一辑》(1986年之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

同志们提出的意见，我们还将组织编写《第二辑》，望广大畜’

牧兽医工作者和热爱兽医事业的同志们，’勇跃投稿，共同完

善和发展山西兽医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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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西地处串原，历吏悠久；是中华民族发源地和文。化发，．

’：祥地之一。山西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以文化素养高著称 ．‘

手世‘‘■ 。一 ．‘。7．’，+．‘：·一．· ．Ii．叠’’一
．， ．．山西自古就有“尧都平阳7．(临汾-)“舜都蒲板∥(。’永

’·济壶i懑帮安邑"(夏县)之遵，．又有后秸教民稼碡于秸 一

山；。嫘祖养蚕于夏县。1日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丁村人，是在

·我省襄汾县境内发现的。：近年来发掘的夏朝文化遗址；在夏‘

县东下冯村，足以说明炎黄子孙世世代代劳动生息在这块土：

地上。■． ．。j o．=’⋯’__
．’ ．：一．。-

。·

o。我省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可以追溯自殷商时期，据考
查，商代的晋南平陆一带；养牛业就十分发达。甲骨文卜辞中

、就有一次祭祀用牛兰百的契辞。殷商时代，平陆人就对牛选优

?繁育良种为小牛造小牢与矢牛隔离。，尢五九年。”平陆县张一．’

。杏镇枣元村发现的’汉墓壁画，：有牛耕图，．鞍扒图。’‘订见当’时’

对孛的使役与管理B具规模{。春秋时晋国的都城候马就有牛．‘
村ll马村等古城址的记载：候马盟书的发现；汉i说明了文化1

∞发达。．文化的发达势必促进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i历史上．．

．’我省南部地区养牛业兴旺≯中部以北向以牧业著称，。‘娄颤岛 ：

政“甲天下”，曾为唐王朝战马重要补给基地之一：畜牧业

，的发展，直接影响和促进了兽医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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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公元前947—928年) ．

^
I

t． 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山海经))、《诗经》中记载了多

0 种药物，《周礼》有食器强疼巨、：燕匿、：普医等医事制摩~o一’
’

西周的造父是《八十二难经》的作者÷《史记，赵世家》中·：

． 有“古之善御者，，幸于周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乐

『‘慧兰意归分而徐很王反；穆．王’日：驰汗里马，攻}徐二偃琏蠹大破‘
’1

‘一，之j。乃赐造父j’以赵城。由此为赵氏?：。j此处的赵城骶冷艺．1

赵城∥从此天下姓赵者皆为赵父之后，至今不少老的民同喾
。’

医多珠事过赶车之业，临汾赵姓兽医多，元时有赵泽：率，今’．
’：．有赵茂斋玉其缘由久。‘ ：’．．·I ?，，’j‘+．i、：．’：。j蕊．。

j-；．≥一00-．．：?：，．．，。’毒参时期’．蠢二．II：一≯一?j参：o一
’：，¨誊秋申．期秦穆公之臣伯乐i’：‘嘴过虞板一，‘有骐骥伏盐车’+：

+下，见之长呜，伯乐下车泣之”。此处虞板即晋南的果陆’l

’历史上秦晋两国有婚姻关系，伯乐常过往晋!南专带是有可能．

的or⋯j ‘：’．1．-．7．+：‘爷’■；：．H‘。：一+。’了-，-。．
·．。春秋末年晋国-2．卿赵简子；_；建立赵国；‘都为晋阳；|王良，．．i

一．为赵筒子御，为晋大夫≯《元事疗马集‘!》巾有’《垂：良j蓖：孝 ．

：’。歌j》_、《本草纲目，》所引’书目存．《莲良医旁捷径!》．j+魄：石钟：

．j山努．印亭羚≈妫有玉良r孙阳i(伯乐，之印：蜕二。(奉书专集零．
一一朝以前印蜕万枚)．可见历史生确有其氐0历史止这些著称乎 ．

一．世的兽医大师。．或为山西人j或封地曲西蠢藏常过往之j．这一
： ：概是山西为．中兽医学的发源地一说的见证j：：：≯，■：，≯

+。 ：+■一 0二．． ．．．。- t+：一l：：．：，：．，．{一矗’：
’

?，一⋯。 ‘．‘．j‘，．．宋代时期 ：：+j--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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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我省阳城常半村(，今山头村)兽医常顺，据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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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一l

：来乐成植+六年(一公壳l≤18牟)．裤支记载：+圈‘其为来巍釜入
壁≯医治战马有功；宋徽宗帝宣和二年i(公元1．120年‘]i钦封·

为“广禅候班以嘉其-术：元太宗皇帝下令营建“水草庙"，，：‘

塑尊像，拿祭祀，历代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者三十余通：≯惜

”遭日寇浩劫，文化六革命溅掭鼻面貌皆非i于一九，＼六年始一
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在修复的文物有十八处之多’。 二，

．： 从裤蔓-上看；，常顺莹穗兼备?1匠蔷--a盘J且霭颇深：1．榧：亳主。
，●二：中兽医有‘‘主工治未病?之说。惜．其著‘述不见经传i有j‘

待发掘j二t。‘’◆ ．：l ÷：：‘。+。_。’’t‘·?、’j
7·1 j．-．”。·‘

、叠‘，’：’一’?_≯_一卜：j‘‘。》：．，．二一‘√：’。．．=÷”o，．
-oj．’。嚣．：；～·’：：。玩代时期I‘、：’ ．．_一。，

一‘．，t籍氏竟弟碧《元霉痔马车巍囊全集j》草迭起薄毒谟黄帝
歧伯问答疮黄疔毒论’》篇中提到： “犬壳延佑间，晋宁府』

j‘医士f姓赵氏0讳泽币．，-y表端南，?号遗道斋，|f乃夭’贤芝医．1
也矽。以及其与申书省平章政事王孚遘酌对话≯p，。卜-t·．‘

．7’经考元史÷．’此处之晋宁府即我省今之临汾市≯其主要著．

⋯作；从_《元亨疗马集1》草可知肴《八谴论》’；’《痞簧论》：牛

《泞毒论》．，且为《．疮黄论》'学说的创建者。‘’。．_1。‘0 o。．．

·， 赵泽中为我省元代的医贤；!活动手话。啦】『320年闯‘，从．
-。：箕与审书蓍备员肴凄矗；：j肴摹导肴书嘉露≥蹙觅萁i拿‘识滴一
．‘诲了‘禾商-凡确0套串兽基莩交茬弄藕魔流犬粝≯二羹龟’1≯．
．：'、f窳商勤宋芫，o。蔽省喜运綦苗；j：历徒曾着领风骚晶父疡o：1_、．
．‘i。．：i：．，?i‘j：t。、j．：t’·、：。：-j≥．、-i．’j⋯!，：‘．‘；、t 。．，一j‘0。}i．‘

·‘≯j，：。■?-“．。o i≯≯一．，明代时期·．；：：! 一_jo：c一÷■0．；
一．■．，’。，．出一

·。

■1 ．．
、 ．‘．’． 一，：‘．

“i明代枣乐二年。(‘公元1402年H、我省长治普医高大江曾’
解囊修建药芏殿，二殿审塑有+大名医像，有东晋之葛洪，唐

代之孙思邈，元代的李东垣，以及其先祖高和0高晃等；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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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景为其后，高家家学渊源，代代有名医，人民嘉其医德，，‘_

赐啜甚多，保存下来的有．江字辈的·“求神东来麓，九字辈的

“肴求必应"，景字辈的“模范兽医高国景"。足见我省长 ．

治的兽医明朝巳相当兴旺发达。- ．．

· 一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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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清代时期 ．·．

·‘·‘

．

f． ．’

一 。一 ’

，‘．·’|．
-： ’：‘

‘：

． ’．·清耒民初j我省平遥西戈山兽医裴获义，，早年经商于平

遥魁泰烟店，酷爱马驴，深得《元亨疗马集，》之‘秘，边商边．i

医，．后弃商从医；一时名扬乡里。先生为裴耀卿之祖父，裴

耀卿幼年从祖父学医，尽得其术，十八岁就到离石裁桩行‘

．医．。自今裴氏世家，从业中兽医者数以十计，盛誉乡里。 ‘．

， ．．清代光绪年间，’我省高平寺庄镇伯方村有邑庠生郜克

杨，。其抄本《部氏杂集》中卜收集有骡马四季平安散的处’

方。：虽为无名氏方，但说明当‘时高平_带兽医水平很高，能

以予防为主防治家畜疫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

．．． 根据调查所知，我省中兽医发展较早的有阳城、长治i
j’’

高平、平陆、永济、万荣、、，翼城：：忻州、．洪洞、代县．。⋯襄．

‘汾j侯马、祁县、．阳曲、榆社、汾阳、、?榆次、孝义等县市，

。该地的中兽医发展史都在二百年以上。j． ：， ⋯’． ：．

我国唐代的太仆寺，．掌舆马及牧畜之事，还兼兽医教育

。事业。太仆寺虽沿至清末(19．03年．')。，但能进学者毕竟是极

．少数的人。历史形成了兽医教育的形式以家传为主；j个人开
’

‘业为主。全省y＼代以上的有长治的高国景，，代县的杨连，沁

．。水的宋奎德。祖传兽医四代∞有平遥的裴耀卿，太原的兰汉 -_‘

。起∥忻州的韩亨庆；定襄的李兰，襄汾的赵茂斋，建国前，

‘我省民间兽医160,／人，兽医桩子1075个，就是在这一特定的

历史环境中形成的。： 一
． ．一?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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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王朝为挽救其垂危命运，试图

． 改革维新Z兴办洋务j废除科举，建立学堂，光绪+帝‘下’诏’

“兴学育才殄．；我国在清末为建立“新军"需军马保健的兽

．．医，予t904年创办了北洋马医学堂。
’

．r‘

．

一·‘ 我省则在光绪二十七年j(j1991年)4已创办了农业专科学

一 j校，校垃设在太原，学校设牧畜科教学制度，?课程设置皆仿

．i日本“教师初聘：日人任教钆后派留日学生，学成回校任教。

j： ’1902年督办校长张毅，河北人氏。从此．，西兽医学进+入山

．·一西：前山西农太已故付教授李得仁先生，毕业于1931年牧畜
●

。

‘．。。科。 ．。．：。 r．

．

．
。‘

．

‘ 。

“
，

． 一

．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于19 4z年在我省长洽成立了北方大学所属农学院设有畜牧兽
‘

医系，，并I辑设有兽医专修科。后与华北联大合并迁‘往石家

，庄。在我省长治办学期间，、学校继承延安抗大精神，实行教。
． 育与生产科研相结合i‘为紧密结合生产建立了二十多个兽医

教育工作站，嘏：在我省的站有长治，襄垣、黎城等地。·j当时
， ．聘请讲课的中兽医教师有高国景、：李恩祥等人。同时，在这

些兽医站还进行．申兽医科研活动，于船教攫，金重冶专家，

曾任教王作于校j为我省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啐r兽医人才，4在：
‘

兽医教育事业中做出了贡献a 7，二，“． ．，，、．·一．．一‘一
‘

．，? +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夜，毛泽东主席偕同．中央机关

．·’。．：南延安进军西植坡，‘路经我省兴县接见了兴县固贤绕儿土村．

j‘，，中兽医刘美荣，‘并表彰了他的霉作，．报纸做了报道：t二九八i

．产年刘美荣先生逝世。地区为他攀行了隆重的追悼；．．他韵事。。二

·迹写进了兴县县志6。’．I-： ．，，．。i·．：一．一 ．

一_'毛主席对刘美装的表彰；：是党中央对我省中兽医工作者

’的关怀与鼓午；：是对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时期不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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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肯定。高国景同志参加了著名的
+

一“上毙破陂”，左权的郭法宪在八路军总帮骑箕队当过兽圃。 ．

这是我省中兽医界的光荣io。．．．’．：、，‘=“ ⋯一’． 、。+”
一

一． 我省畜牧兽医事业，·由手封建社会不予重视。芦致使长期．．

‘’礤滞不前奄：兽医虽为_保护畜牧业自攉康发展j为失民造福作
’

．j出过责献j，’疆史：j惹土却不错他f降一席乏{暂，：：就连常顺钦封 ，：

’为意禅候的人物。‘阳．城兽志’上迄今未贝洧‘传艳静笔墨aj·建国：

’j前‘；”我省韵鲁医史断章难莲j后人难弯；．渭带年简鸣但又无i
可奈'何·o 1．‘‘：：。一二：。0■。叠oifj?l囊睁‘：并!ti． -

．

‘

．

j
，‘ ：．’ 一

． 1_‘
．

．

· ’

‘

二‘
‘

． 。．。：．i．；：。．■、j．，建．国后．．。·“一t÷一．．。；，、 ．，’

’

’

’． ‘+．。

’

。 ‘．．‘。 j

：．建国詹，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省的中兽医’事业开始

得到恢复和发展；早在一九四七年，北方大学农学院遵照朱

‘总司令“要学习和研究中兽医学术钓指示，为根据地培养了 ·．

数百名兽医干部；同时为我省晋东南地区(：今长治、晋城市)。
⋯

．：培养了一批兽医骨干，_九五。年前后各县区先后就办起联

‘营站五十六个；组织起民间兽医三百另五入；并开展了看槽保 一

畜，历史地看，长淄确系我国组织民间兽医起步较早的地区之：
’

?‘≥。’至今遂爷氆区韵中兽医技术力量和!各中兽医仍居全省之 ．

’首‘，．像阳‘城、晋城、沁水i高平等县；j现在的兽医人员都在一

二百人以上。：‘：’，、：’≮；：‘ri：．1：．‘：‘．。．：一．．．．‘‘’‘

．一．’’一九四九年九月．j在山西管人民政府第一次政府委员会．+一
．'=扩大会议的《决议；》审，提出了、“恢复籀扶持兽医站；组织和‘，。。-

． 交流兽医技术经验··=¨一．-的问题。。此后：P：备地做了相应的组
‘

织工作，有的召开座谈会，组织交流经孽釜，。j有的予以贷款，
1·，

扶持和建立兽医站0建国初期j全省共纽织起民间兽‘医7＼百余

人，他们大多数是文言及华文盲∥技术水平低，’二戤是农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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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种地，农闲时游乡串户，从事半赫半医，靠经验看病的状况。

一九五一年四月，j山西省畜牧兽医局在苕开’的全省畜牧

工作会议上，推广了襄垣县民间兽医“看槽傈畜力的经验，

看槽保畜经验的普及，大大推动了我省民间兽医走向联合的

道路，由半农半医走向专业的兽医站和诊疗所。’

_九五五年三月，山西省农业厅畜牧兽医局召开了名中

兽医座谈会，他们是高国景、裴耀卿、韩亨庆、兰汉起、李．

兰、常鸿年、赵茂斋、．炭存书、田玉集：。袁子范、于守礼、

石成章、李云桂。这次座谈会共总结交流出祖传秘方一百四

十五个，并对兽医针灸部位及功能一并汇集整理成“山西省

名兽医座谈会经验秘方汇集?；由ciJ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

全国发行，．．． ：． ：
：

●

． 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

指示》，同年九月农业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间兽医座谈

。会。我省参加会议的高国景、裴耀卿等名．中兽医。在会议期

间，邓子恢付总理接见了与会代表，当邓子恢付总理同裴耀

卿先生握手时说；‘‘你们是现代的一‘括马王『，丝，这对裴老先‘

洼进L步深入研究中兽医学并著书立说，．起到了很大的鼓午·

作用。根据这次会议提出的，‘组织联合兽医站和诊疗所的问

题；这年我省民间兽医‘已基本上组织起集体的联营兽医站。

+：：．『二九五七年八月山西省农业厅召开了第二次全省。兽医

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盲六十7＼人，-为本省公营
和联营兽医站．，蔓农业社和个体兽医代表，．这次会议主要是总

结交流备地兽医王作的经验，并表彰了兽医模范集体单位

29拿翻模范籴人王8名i!他们是裴耀卿、．高：国景、苗瑞芝、

阎焰南f方太林、。张久福，．’赵茂斋：一李云桂j周根弟、阎玉

英：樊孝德、黄如金、王永祥；。王俊德、’i刘文清：申泽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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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宽、原同明，王满印、贾金宝、尚庆发、牛青山。会上

还通过了山西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兽医工作的决议，这次会议

的召开，进二步提高了民间兽医的社会地位，极大调动了广

，大中兽医的积极性，对我省中兽医事业迅速发展是一个良好
～

● 、

的开端。 ．

．

一九五六年，我省完成了兽医的联营，当时共建联营、兽

． 医院(站)七百二十六处，组织起民间兽医二千7二百六十

四人，到一九八六年底，全省基本上达到了县有兽医院，乡

镇有畜牧兽医站，大部分村庄还有农民兽医。奎省的兽医人

员已达到一万二千八百多人，其中中兽医人员达五千七百六

十六人，比解放初增加了五倍多。在现有的兽医人员中，-包

括专业阉割人员七百八十六人，针灸人员五十五人，退休人

员顶替六百另五人。解放后已故中兽医一千五百九十五人，

现有办理退职退休手续的八百二十人。 ．
。

‘

我省中兽医的结构提由祖代传授，‘师带徒，．自学成才三

’部分组成。 ． ．

三十八年来，我省有百余人次参加了全国性的“中西医

结合学术讨论会刀，“全国兽医新技术推广协作会”“全国

兽医针灸及新技术应用讲习班”，“中草药学术讨论会．，，

‘‘针灸针麻会”鼍国际针灸学术讨论会劳，另外一九八六年郭

新雨、。李大义二同志还参加了农牧渔业部在京召开的国务院

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指示三十周年纪念会暨座谈会，全省

有二十五人受到农牧渔业部的表彰和奖励，他们是：郭新雨、

李大义、王建寿、阎效前裴显晶x杜盛堂、张典、田玉

星、。陈兴国、韩亨庆、。李玉振、桑发起、兰汉起j张久福、

兰俊臣、白国璋、张清海、董文斌、高恩祥、田世茂、王廷

铭、李孝义、徐蘑炎、张英华、侯瑞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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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七四年至·九八五年，我省先后南次约一百五十

余人次出席了华北区中兽医科研协作会和中茵结合学术会。

共计写出论文100余篇，’有的在会上交流，有的纳入“选编刀

刊载。上述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我省中兽医工作的政治地

位和技术水平，一九／k-"年有兰汉起、张久福、韩亨庆、田

玉星、李玉振等被晋升为高中级兽医师职称，3寿阳县名中兽

医兰志诚的生平事绩，已被选进寿阳县志内o+从而极大地鼓

舞了兽医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心：，
．

． 为了不断提高中兽医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更好地继

：承和挖掘祖国的中兽医宝贵遗产，除省、地、。市、县召集中

医经验交流会外，还采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量培养中兽

医技术人才，二在一九五七一一九六一年间，由省畜牧兽医局

以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办法分别组织举办过五期“中兽医

进修班扎， “兽医针灸技术研究会”，和“兽医针灸师资训练

班"，全省约有五千九百多人参加了学习。从一九五八年开

始，山西农学院牧医系的兽医专业班，．山西省畜‘牧兽+医学
。 校，兽医专业的大专班和中专班设置了中兽医课程，并调去

李得仁和殷毓霖分别担任两院校的中兽医教师，还聘请裴耀
’

卿、赵茂斋、韩亨庆等人担任校外的兼职教师，山西省畜牧

兽医科学研究所于一九六零年增设了中兽医研究组，并调李

大义同志组织并主持研究工作，’一九六四年又调去李永春等

人，正式成立了j中兽医研究室，开始了课题研究工作，一九

．．‘八二年省畜牧兽医学会成立了中兽医学组，t以此牵头开展了

科研学术活动，另外i还利用有经验的中兽医以师带徒的

形式培养青壮年中兽医人才吾为使人尽其才更好的发挥作

+． 用，经过人事部门，，高国景被调到．中国农科院．申兽医研究所

担任付所长·，李兰同志调到北京农业大学担任中兽医副教授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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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耀卿、赵茂斋等人曾多次应聘到北农大、．内蒙古农牧学

院、河北中兽医学校、兰州中兽医研究所、福州军区、北京
’ 军区等处讲学，传授中兽医技术名声颇大，。所谓“北方的山

西，南方的江西"就是指山西的中兽医优势而言的，整个五‘

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是我省中兽医学术空前活跃。技术上

比、学、赶、超的兴旺发达时期。

． ．三十八年来，我省的中兽医工作者相继编写和整理了中

兽医教材，中兽医经验集和有关参考资料十多种，为继承祖

国中兽医遗产，发展中兽医医疗技术，培养中兽医人才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材料。其主要书籍及资料有：参编的全国统编

砍牧大专教材《中兽医学》，中专统编教材《中兽医学》，
’《中兽医实验实习指导》(主编)、《中兽医诊疗经验》一

二集，《元亨疗马集选释》j《中兽医针灸学》《牛马病例

．汇编》等均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另外还有《兽医

训练教材》，’《中兽医进修参考资料》、《中兽医进修教

材》、《兽医新医疗法汇编一二集》、《山西中兽医诊疗选

辑》一二三集、．《赵茂斋兽医钝灸》、《中兽医集锦》，、

《实用中兽医学》等供省内培训I和自学兽医使用·，有的还寄

给兄弟省市进行交流。 ．i．． ，。 ：
，··+-

自一九五三年以来；我省通过技术培训，科研协作座谈

讲学，经验交流等方武，先后整理比较好的兽医专题，学术

论文共五十七篇，其中在全国、省内夕卜专业会议和刊物王公
开发表的就有四十多篇。我省中兽医李得仁老先生的《应用

，降痈饮治疗疮疡的经验》，李云桂老先生的《软烧法治疗马

骡慢性顽固性跛行》、．常鸿年老先生的《烧烙术治疗家畜四

肢疾病的经验》、韩亨庆老先生的．《观察口腔各部变化对辩

证的一些体会》等二十篇中兽医专题资料被选入由科学出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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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社出版的《全国中兽医经验选编》中。还搜集整理秘方、土

方、偏寺、验方近千条，‘并编印成册，内部发行，推广应

用。有的验方被选用在全国和省外专业刊物上。在总结推广

这些诊疗经验的同时，特别推荐了高国景、裴耀卿、赵茂

+斋、李兰、兰汉起、韩亨庆等名老申兽医的诊疗经验。一九

七九年还在全省选派四十五名有经验的老中兽医，实行以师

带徒，尽快培养了一批青壮年兽医人才，从而解决了中兽医

后继乏人的问题。。 ：1 一． ·．

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中兽医事业受到了严重摧

残，有不少的名中兽医以“反动权威”。或以莫须有的罪名几

经批斗，迫害致死，有的被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农牧院校停

办，《畜牧_兽医杂志》停刊：裴耀卿先生编著的《司牧安骥

集语释》和赵茂斋先生的《+中兽医诊疗集～一针灸》原稿虽

交出版社，终因动乱将原稿丢失未能出皈。
’

’一九七二年山西农学院复学，原山西牧校由朔县搬迁太

谷复学，’并船收了从基层推荐的工农兵学员。一九七七年恢

复了高考制度后，+省牧校于一九七八年招收了第一批中兽医

专业，中专班，并加强学校附设兽医院的设备，建立了中兽

医实验室和中草药种植园，种植了一百二十种中草药，一

九八五年经郭裕怀付省长批准为扶持贫困山区，设立了中兽

．医在职中专班，招收了三十七名学员。在此期闻还举办了

“中兽医基础理论培训班一和’“中兽医进修班"培养了120

。多名中兽医人才； 。．

‘
‘t ·

·+在华北中兽医科研和中西兽医学术研究协作会议的推动

下，省、地、市相继成立了中兽医学组，促进了中兽医科研

协作活动的发展。其主要成果和推广项目有：神池i河蓝、

静乐j·偏关等县协作提出的“马骡脾胃型消化不良辩诞施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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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探讨”，文水、介休和山西农学院研究的“伤寒六经

辩证在猪热性病上的应用?。这两项曾获省科研三等成果奖。

平顺兽药厂研制的“家畜流感液”+；省畜牧所研制治疗乳房

炎的“双丁注射液”均已通过鉴定；投产制作。．请徐县兽医

院研制成了·“杏仁油土霉素混悬液，一治疗猪气嘴病，’治愈率

达百分之九十四-点八；太原市南郊兽医院研制成的+鲤杨树皮

注射液"，治疗仔猪白痢，治愈率达百分之九十二点八一
‘兽医针灸是祖国中兽医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

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长期每家富疾病作斗争所创造的一种独

特的医疗技术，我省已故名兽医针灸专家赵茂斋先生在从事

近五十年的兽医工作中0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临床实用价值的

家畜保定法和别具一格得心应手针具。，赵茂斋先生的针刺手

法特点是：扎针快，进针深，强刺激、不留针。火针一针扎三

穴，一手能扎三个针，更有一点独到处⋯，_呼二拍‘：三、扎

针。深受兽医界的钦佩。临汾市兽医院逯和祥先生的气针疗

法，治疗顽固性拐症，疗效甚好，颇受畜主的欢迎j根据

《元亨疗马集》记载，只有肩部“弓子"一穴占气针穴位i

而逯和祥先生却发展到前肢的膊尖、．膊栏、。肺门、肺攀、

抢风，、冲天，后肢的大胯、’小胯、汗沟．、．仰瓦二雁翅、掠草

等穴位上÷先用大宽针刺破皮肤，．然后提拳皮肤，使气灌

'入，令气下行，反复几次将皮下气体推向下部，引起皮下气

肿；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j‘临床实践疗效甚验．，这是在针灸

方面的一大发展。长治市的常鸿年老先生，阳泉市的李云桂

以及襄汾县李永春同志的烧烙疗法，在烧烙工具，．掌’握火

候以及适应症方面各有其特点，在治疗慢性背筋胀，乌筋。÷

合子骨肿等顽固性跛行方面都达到了十分满意韵治疗效果．'

这是省内外人士所公认的。晋城巴公老兽医田麦堆“猎的推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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