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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兽医手册(第3版)》为了适应畜牧业生产发展的新形势，满足广大畜牧兽医工作者迫切要求学习科
学技术知识的愿望，我们对《中兽医手册(第3版)》第一版进行较大的修订，修订后的《中兽医手册》
由原来的四篇增订为基础理论、辨证论治、中药、方剂、针灸、病证防治、阉割术等7篇。
在编写形式方面，把中药药味和针灸穴位均改为表格形式编写。
这样，既减少了篇幅，又便于阅读，并增加了病证防治内容和增补了方剂篇、阉割术篇及小动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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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兽医学概述中兽医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为特点、以针
灸和中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理法方药具备的独特的医疗体系。
它是产生于中国古代，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经验积累，形成的中国传统兽医学。
传统的广义中兽医学，应该是1904年以前的中国的畜牧兽医科学。
自从1904年北洋马医学堂在保定成立，西方兽医科学系统传人中国，才有了中、西兽医之分。
本书所说的中兽医学，是以针灸、中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狭义的中兽医学。
　　二、发展简史（一）中兽医学的起源中兽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有学者认为，中兽医知识起源于人类开始驯化野生动物并将其转变为家畜的时期。
那么，中兽医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
例如，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11310±180-7580±410）就出土有家猪的骨骼，浙江河姆渡遗址
（6310±100一6065±120）出土有猪、犬和水牛的骨骸。
实际上这时出现的是早期畜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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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积累。
考古学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南仰韶遗址中，发掘出猪、马、牛等家畜的骨骼以及石刀、骨针和陶
器等；在陕西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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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蒙古多伦县头道洼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砭石，经鉴定具有切割脓疡和针刺两种作用。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不但家畜的饲养已经非常普遍，而且人类为了保
护所饲养的动物，已开始把火、石器、骨器等战胜自然的工具用于防治动物疾病。
对药物的认知，同样也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
原始人集体出猎，共同采集食物，必然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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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这些植物的治疗作用和毒性有了认识，获得了初步的药理
学和毒理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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