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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是长期地质历史演变与人类活动多重作用下形成的人类文明的瑰宝，但随着
人口的增加及其对环境影响的加剧，自然与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和威胁。
为了加强自然与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与保护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通过了《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并取得巨大的
效果。
　　遗产保护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和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水平。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能够提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
度，甚至使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地方一夜知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展遗产保护教育有助于青年学生乃至全体国民增强对地球自然资源和本民族文
化的认同感、自豪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同时也使他们学会在世界多样文化的背景下与其
他文化共处，热爱大自然，增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这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2002联合国文化遗产年”之际，世界遗产委员会为纪念《世界遗产公约》30周年而通过的（（
世界遗产布达佩斯宣言》明确指出：“努力在保护、可持续性和发展之间寻求适当而合理的平衡，通
过适当的工作使世界遗产资源得到保护，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社区生活质量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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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已经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2007年春天，中国农业博物馆以“农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三农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为题立项，使
作者得以开始全面地思考这个问题。
    本书是“农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三农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结题成果。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项目及农业
部国际合作交流基金项目的资助。
感谢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郑有贵研究员在课题设计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感谢中国农业大学高启
杰教授百忙之中阐释经济发展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感谢中国农业博物馆闵宗殿研究员提
供他关于明清时期水稻品种的研究心得；感谢刘朋飞、吕耀、焦雯珺、苏天旺、孙业红、张丹、张苏
、李建萍、肖玉、郑召霞等对本课题的积极参与。
成书期间，在与责任编辑李恩军先生的交流过程中，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启发了作者的思路，使本书
增色不少。
正是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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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中西兽医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其理论体系差距很大。
中兽医学说产生于科学启蒙时代，主要从整体上把握生命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诊断、防
治和用药理论。
西兽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从微观上对有机体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形成了以分析一归
纳为逻辑的医学体系。
显然，两者用各自的理论去统一对方都是做不到的。
现阶段要深入开展中西兽医结合，认识中兽医学的科学性，学习西兽医现代科学诊断手段，共同提高
诊疗水平。
中兽医、西兽医两个体系可以长期并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2）大胆面对2l世纪对中兽医的挑战。
中兽医学的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的思想，都是建立于以个体为对象的基础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畜禽饲养已普遍进入集约化、规模化、工厂化模式，中兽医面临群体兽医学的挑
战。
中兽医原来用于个体诊疗的辨证论治理论，能不能适用于群体辨证呢？
应该指出，群发性疾病的共性大于个性。
因为群发病常常具有相同的病因和较一致的临床表现，差异较小。
同时，一个畜禽群体，所处的环境条件对其的影响是比较一致的。
且在工厂化、集约化的饲养场中，各个畜禽的品种、年龄、性别是一致的。
基于上述原囚，一个畜禽群体所具备的共性，使得它表现出来的临床状态——中兽医的“证”，有很
大的一致性。
中兽医是对“证”进行辨证的。
所以传统中兽医的辨证论治理论，有可能适用群体疾病。
　　实际上已经有许多中兽医科技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实践，临床针对畜禽流行病、群发病行之有
效的中草药制剂，也就是群体辨证探索的成果。
21世纪要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总结经验，以丰富发展传统兽医学。
现代医学已提出计量医学、“数理医学”的概念，从定性研究转变为定量分析，西兽医的许多诊断标
准都是定量指标。
而中兽医学是经验科学，它的临床实践的望、闻、问、切四诊技术，主要是一门定性技术，中兽医学
的诊断指标，哪怕是半定量的，目前也还难以做到。
未来兽医学将走向数字化，中兽医要步入现代化，也要大胆面对这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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