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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一部简明实用的职业技术教育教材，理、法、方、药、针灸、病证防治具备，理论与实
践并重，重视动手能力的培养，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专业课程教材的应用性和实用性。
    全书包括绪论、基础理论、常用中草药及方剂、针灸术、辨证基础与病证防治等方面的内容。
载有常用中药250多种，方剂92首，各种动物常用针灸穴位百余种，实训指导19个。
为了便于自学，书中设置了指导自学的专门栏目，如“学习目标”、“思考与练习”等。
    本书的特点是重点明确、条理清晰、通俗易懂，既注重继承了我国传统的中兽医(药)学，又广泛吸
收了当代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各章节力求图文并茂，  以图释文；中药与方剂相结合，药物突出个：性，方剂重在应用；八纲和脏
腑辨证与病例紧密结合。
既注意了学科的系统性，又充分考虑了临诊的实用性。
因此，本教材不仅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教材，亦可供中等职业学校师生和基层兽医技术人员、
动物养殖专业户及广大农牧民学习中兽医基础知识与技能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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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兽医学以水火作为阴阳的征象，水为阴，火为阳，反映了阴阳的基本特性。
如水性寒而就下，火性热而炎上。
就其运动状态，水比火相对静，火较水相对动。
寒热、上下、动静，如此推演下去，即可以说明事物的阴阳属性。
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是：凡是具有向上的、向外的、运动的、温热的、明亮的、兴奋的、
亢进的、强壮的、功能的等特性者，都属于阳；反之，凡是具有向下的、向内的、静止的、寒凉的、
晦暗的、抑制的、减退的、虚弱的、物质的等都属于阴。
阴阳的基本特性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依据。
阴阳既可以代表相互对立的事物或现象，也可以代表同一事物内部对立着的两个方面。
前者如天与地、昼与夜、水与火、寒与热，后者如人和动物体内的气和血、脏和腑等。
 2.相关性所谓阴阳的相关性，也称关联性，是指用阴阳所分析的对象，应当是同一范畴、同一层面的
事物或现象。
只有相关的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的两个方面，才可以用阴阳加以解释和分析。
如方位中的上与下、天与地；温度的冷与热等均为同一层面的事物，绝不能把上与冷、下与热这样在
不同范畴的事物进行阴阳定性。
不同层面、不同范畴的事物，如果在阴阳属性上没有可比性，就不能进行阴阳属性的划分。
 3.普遍性所谓普遍性，也就是广泛性。
虽说阴阳有其局限的一面，但从其形成之时，人们就试图用它来揭示宇宙万物形成之奥秘，广泛地用
以认识宇宙万物的发展与联系，大到天和地，小到人和动物体性别及体内的气血、脏腑；从抽象的方
位之上下、左右、内外，到具体事物的水火、药物的四性五味等，无一不是阴阳的体现。
 4.相对性所谓相对性，是指各种事物或现象以及事物内部对立双方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的、一成不
变的，而是相对的。
阴阳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阴阳的可分性。
阴阳的可分性是指属阴或属阳的事物中，可再分为阴和阳两个方面。
这种阴阳中还可再分阴阳的特性，体现于“阴阳互藏”关系之中，即阴阳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蕴含有
另一方。
宇宙中的任何事物或现象都含有阴和阳两种不同属性的成分，如以昼夜而言，白昼为阳，黑夜为阴。
属阳的白昼又有上午、下午之分，上午为阳中之阳，下午为阳中之阴；属阴的黑夜亦可再分阴阳，前
半夜为阴中之阴，后半夜为阴中之阳。
这就是《内经》中所说的“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和“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之意。
 （2）事物的阴阳属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在一定条件下阴阳之间可发生相互转化，阳可以转化为阴，阴可以转化为阳。
例如，寒证和热证的转化，当病变的寒热性质改变了，证候的阴阳属性也随之改变。
在机体气化活动过程中，生命的物质和脏腑的机能之间，物质属阴，机能属阳，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
的，物质可以转化为机能活动，机能活动也可转化为物质，正因为二者的不断转化，才能维持机体生
命运动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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