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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畜牧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动物疫病形势越来越严峻。
兽医工作服务对象与范围的拓展与变化，以及人们对动物性产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要求兽医工作
者在思想观念、诊断方法、防治技术等方面不断进行更新和完善。
中兽医学作为中国传统的独具特色的兽医学学科体系，主动适应、积极调整、迅猛发展，在现代动物
疫病防治与保障和提高动物产品质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不断涌
现，畜牧兽医工作者学习和应用中兽医理论和技术的热情日渐高涨。
在此背景下，编写一本具有较强实用性的中兽医著作就非常必要和紧迫。
    本书编写初期，就确立了以实用性和适应现代畜牧业特点为内容取舍的标准，不过分拘泥于中兽医
学术体系的完整性，不拘泥于现行中兽医著作与教材的框架。
全书以“基础篇”、“中药篇”、“临床篇”为架构，着重中兽医基础理论和实用防治技术的描述，
而对现在使用较少的中兽医诊断方法、辨证理论与针灸技术则仅作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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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础篇第一章　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带有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性质
的哲学思想，是用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2 000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学说被引用到医药学中来，作为推理工具，借以说明动物体的
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指导临床的辨证及病证防治，成为中兽医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
　　第一节　阴阳学说　　阴阳是古人用来说明一切矛盾着的事物中对立而又统一的两种不同属性的
代名词，是古代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属于我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范畴。
阴阳学说，是以阴和阳的相对属性及其消长变化来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探求自然规律的一种宇宙观
和方法论，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理论。
中兽医学引用阴阳学说来阐释兽医学中的许多问题以及动物和自然的关系，它贯穿于中兽医学的各个
方面，成为中兽医学的指导思想。
　　一、阴阳的基本概念　　阴阳是对相互关联又相互对立的两种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对立双方属
性的概括。
阴阳的最初含义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以日光的向背定阴阳。
向阳的地方具有明亮、温暖的特性，背阳的地方具有黑暗、寒冷的特性，于是又以这些特性来区分阴
阳。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古人遇到种种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现象，于是就不断地引申其义，
将天地、上下、日月、昼夜、水火、升降、动静、内外、雌雄等，都用阴阳加以概括，阴阳也因此失
去其最初的含义，成为一切事物对立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的代名词。
古人正是从这一朴素的对立统一观念出发，认为阴阳两方面的相反相成、消长转化，是一切事物发生
、发展、变化的根源。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意思是说，阴阳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是一切事物所服从的纲领，各种事物的产生与消亡，都根源
于阴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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