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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职高专畜牧兽医类专业规划教材：中兽医诊疗技术（第2版）》是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
畜牧兽医史专业委员会、中西兽医结合学术研究会西南分会、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史研究中心组
织35个教学、推广、科研单位的45名专家学者围绕《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1-2015年）》、
《高职高专畜牧兽医类专业人才培养指导方案》精心编写。
《中兽医诊疗技术（第2版）》根据高职高专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从兽医临床
实际角度构建内容体系，既注重中兽医诊疗技术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义注重技能的训练与培养。
全书包括绪论、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辨证、防治法则、中药方剂、针灸技术、病证
防治，各章前有“思路提示”、后有“复习思考”，部分章节还有“实训”等内容。
　　《中兽医诊疗技术（第2版）》内容详实、重点明确、结构合理、通俗易懂、科学实用，主供高
职高专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作为执业兽医、乡村兽医资格考试中兽医培训教材和中等
职业学校相关专业及广大畜牧兽医工作者学习和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兽医诊疗技术>>

书籍目录

绪论一、中兽医学的概念二、中兽医学发展简史三、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四、学习中兽医学的目的、
任务及方法第一章 阴阳五行第一节 阴阳学说一、阴阳属性的基本特点二、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三、
阴阳学说在中兽医中的应用第二节 五行学说一、五行的基本概念二、五行的基本内容三、五行学说在
中兽医学中的应用第二章 脏腑经络第一节 脏腑功能一、五脏六腑的功能二、脏、腑之间的关系第二
节 气血津液一、气二、血三、津液四、气血津液之间的关系第三节 经络一、经络的概念二、经络的
组成第三章 病因病机第一节 病因一、外感致病因素二、内伤致病因素三、其他致病因素第二节 病机
一、邪正消长二、升降失常三、阴阳失调第四章 四诊辨证第一节 四诊一、望诊二、闻诊三、问诊四
、切诊第二节 辨证一、八纲辨证二、脏腑辨证三、气血津液辨证四、六经辨证五、卫气营血辨证第五
章 防治法则第一节 预防一、未病先防二、既病防变第二节 治则一、扶正与祛邪二、治标与治本三、
正治与反治四、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第三节 治法一、汗法（解表）二、吐法三、下法四、和法五、温
法六、清法七、消法八、补法第六章 中药方剂第一节 中药一、总论二、常用中药第二节 方剂一、一
总论二、常用方剂第七章 针灸技术第一节 针术一、针具二、针刺基本功训练三、施针前的准备四、
选配穴原则及取穴方法五、施针的基本技术六、施针时意外情况的处理第二节 灸烙术一、艾灸二、温
熨三、烧烙四、拔火罐第三节 针刺疗法一、白针疗法二、一血针疗法三、火针疗法四、电针疗法五、
水针疗法六、埋植疗法七、激光针灸疗法八、穴位磁疗法第四节 动物穴位一、马二、牛三、猪四、犬
第八章 病证治疗第一节 内科病证犬猫一、口炎二、咽喉炎三、唾液腺炎四、胃扩张五、便秘六、急
性胃炎七、胃出血八、呕吐九、胃肠溃疡十、直肠脱出十一、腹水十二、消化不良十三、一犬黄疸十
四、犬出血性肠炎十五、犬痢疾十六、泄泻十七、感冒十八、支气管炎十九、支气管肺炎二十、异物
性肺炎二十一、肺水肿一二十二、肺气肿二十三、胸腔积液二十四、心力衰竭二十五、贫血二十六、
肾小球肾炎二十七、膀胱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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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辨证论治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获取的病情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以判断为
某种性质的证候。
论治，又称施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
疾病表现于外的征象叫做“症”或“症状”，根据对症状的分析、综合、归纳、判断所得出的对疾病
本质的认识叫做“证”或“证候”。
“证”不单纯是对疾病的一种或一群症状的识别或描述，而主要是对临诊症状、病因、病位、病性及
病势（正邪力量对比状况）的综合概括，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地反映疾病本质。
根据辨证，为论治指出治疗目标。
如“脾虚泄泻”证，即指出了病位在脾，正邪力量的对比属虚，症状是泄泻，致病原因推断为湿（脾
恶湿、湿困脾阳则泄泻），从而也就提出了治疗方向应“健脾燥湿”。
辨证论治之所以成为中兽医的基本特点之一，还因它能辨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即看到一种病可能
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发展过程中可出现同一的证，从而可以采取“同病异治”或“
异病同治”的治疗方法。
前者如同属外感表证，若风寨外感则用辛温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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