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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藏兽医药学是我国古老的科学文化技术遗产之一，也是我国传统兽医药学的重要分支。
藏兽医药学随着藏区科学文化和畜牧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产生和发展。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封建农奴社会的压制和剥削，使从事兽医的技术人员饱受欺凌、歧
视，也剥夺了其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
因而对于在畜牧业生产中产生的经验、探索和生产技术的积累与提高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更不可能系
统地记录和整理，使得藏兽医药这门宝贵遗产学科，多以零碎的材料笔记，或者口传心授散落在民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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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搜集和整理了藏区民间兽医和养畜群众实际防治畜禽疾病的本草，按植物形态、药用部位、生长
环境等分成菌藻类、农作物类、果实类、毒草类、旱生草类、湿生草类和灌木、乔木类七大类。
主要根据民间兽医认识水平和用药习惯，以便于寻找和采收，目的在于为广大民间兽医、养畜群众及
教学、科研单位提供临症和科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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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药物剂量的大小，与疗效有直接关系。
但是根据药物的性质、疾病的轻重、剂型的种类、处方用药的多少，以及年龄、体质的差别等，其剂
量也有所不同。
一般情况下，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毒性大的药物剂量宜小，并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至
病势已退，即可停服。
一般药物质地较轻、较易溶解的，剂量不宜过大；质重难溶解的，剂量宜加重。
　　其次，病轻的剂量宜小，病重的剂量需稍大。
久病者又应低于新病者的剂量。
　　最后，通常情况下，同样的药物人汤剂比人丸、散剂的用量宜大，作酒剂、浸膏剂的用量可稍小
。
　　一般地说，处方用药多时，其中的单味药用量宜小，但各药也有剂量大小的差异；相反，处方用
药少时，其中的单味用量可稍增大。
使用单味药物治病时，其用量可较大。
　　这里所指的用量，均指汤剂，成年畜一日量。
如改作丸、散剂，剂量常减半；如用鲜品，剂量常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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