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兽医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兽医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040103779

10位ISBN编号：704010377X

出版时间：2002-4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页数：3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中兽医基础》

内容概要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中兽医基础(畜牧兽医专业)》是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是根据教
育部2001年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中兽医基础教学基本要求，并参照有关行业的职业技能鉴定规范，以
及中级技术工人等级考核标准编写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中兽医基础(畜牧兽医专业)》主
要内容分为基础理论、中药方剂、四诊技术、中药技术、针灸技术五大部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中兽医基础(畜牧兽医专业)》主编长期在教学一线工作，并具有丰富的中兽医实践经验。在书
稿的编写中突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对各知识点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并融案例分析于防治法
则中，真正体现了运用理、法、方、药进行辩证论识畜禽疾病，增强了针对性和实用性。各章后附有
复习思考题，并附有阅读资料，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博大精深的祖国兽医学。书后的实验实训指导
注重一技之长的培养，力求通过运用“一根针、一把草”，使学生掌握致富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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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一、中兽医的发展概况二、中兽医的基本特点三、学习中兽医基础课程的目标、任务四、学习方
法及注意问题复习思考题第1章 阴阳五行学说第一节 阴阳学说一、阴阳的基本概念二、阴阳学说的基
本内容三、阴阳学说在中兽医基础理论中的应用四、阴阳学说在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五、现代
研究第二节 五行学说一、五行的基本概念二、五行的特性与归类三、五行的生克乘侮规律四、五行在
中兽医中的应用复习思考题阅读资料阴阳总纲第2章 脏腑第一节 五脏六腑功能一、心（附心包络）、
小肠二、肺、大肠三、脾、胃四、肝、胆五、肾（附命门）、膀胱六、三焦第二节 脏腑之间的关系一
、脏与脏二、腑与腑复习思考题阅读资料师皇五脏论第三节 气、血、津液一、气二、血三、津液四、
气血津液的关系复习思考题阅读资料精、气、津液、血、脉的生成与功能第四节 经络学说一、经络学
说的含义二、经络的组成三、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四、经络的作用复习思考题阅读资料经络的研究概
况第3章 病因病机第一节 病因一、外感致病因素二、内伤三、其他致病因素第二节 病机一、邪正消长
二、升降失常三、阴阳失调复习思考题阅读资料病机十九条第4章 四诊技术第一节 望诊一、整体望诊
二、分部望诊三、察口色第二节 闻诊一、听声音二、嗅气味第三节 问诊一、发病及诊疗经过二、饲
养管理及使役情况三、患病动物的来源及疫病流行情况四、既往病史及配种繁殖第四节 切诊一、切脉
二、触诊复习思考题第5章 辩证第一节 八纲辨证一、表里二、寒热三、虚实四、阴阳第二节 脏腑辨证
一、心与小肠证二、肺与大肠证三、脾与胃证四、肝与胆证五、肾与膀胱证六、脏腑兼证第三节 卫气
营血辨证一、卫分证二、气分证三、营分证四、血分证五、卫气营血合病第四节 六经辨证一、六经证
治纲要二、六经的合病与并病三、六经的传变规律复习思考题阅读资料 察舌辨证歌诊色歌医宗金鉴·
四诊心法要诀·病脉顺逆诀实习 辨证第6章 防治法则第一节 预防法则一、未病先防二、既病防变第二
节 治疗原则一、治本与治标二、扶正与祛邪三、调整阴阳四、调整脏腑关系五、调整气血关系六、三
因制宜第三节 治疗方法一、汗法二、吐法三、下法四、和法五、温法六、清法七、补发八、消法复习
思考题阅读资料 逆治（正治）与从治（反治）的运用第7章 中草药第一节 中药总论一、中药栽培技术
二、采集、加工及贮藏技术三、中药识别技术四、中药炮制五、中草药的性能六、配伍禁忌七、剂型
、剂量及用法八、中药的化学成分第二节 常用中草药一、解表药二、清热药三、泻下药四、祛湿药五
、化痰止咳平喘药六、消导药七、理气药八、理血药九、祛寒药十、祛风湿药十一、平肝息风药十二
、安神开窍药十三、补益药十四、固涩药十五、驱虫药十六、外用药十七、补饲药复习思考题阅读资
料 五经治疗药性须知实习中药材识别第8章 各类常用方剂第一节 基本知识一、组方原则二、加减变化
第二节 各类常用方剂一、解表方二、清热方三、泻下方四、和解方五、表里双解方六、祛湿方七、祛
痰方-八、消导方九、理气方十、理血方十一、祛寒方十二、祛风湿方十三、平肝方十四、明目方十五
、安神开窍方十六、补益方十七、固涩方十八、胎产方十九、痈疡方二十、外用方二十一、鸡病方复
习思考题阅读资料 中药饲料添加剂实习参观兽药厂第9章 针灸技术第一节 基本知识一、针术二、灸术
三、取穴、选穴、配穴的方法四、意外事故的处理第二节 其他针刺疗法一、毫针疗法二、火针疗法-
三、宽针疗法四、三棱针疗法五、水针疗法六、气针疗法七、电针疗法第三节 畜禽常用穴位一、猪的
针灸穴位二、牛的针灸穴位三、马的针灸穴位四、犬的针灸穴位五、猫的针灸穴位六、家禽常用针灸
穴位复习思考题阅读资料 兽医针灸歌赋实践技能考核方案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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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脾、胃 　　（一）脾 　　脾位于中焦，其经脉络胃，与胃相为表里。脾与胃同居中焦，是
消化系统的主要脏器。脾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运化，主升清，主统血，主肌肉及四肢，开窍于口，
外应于唇。 　　1.脾的主要生理功能 　　（1）主运化。运化，除指消化、吸收和运送营养物质的功
能活动外，还包括了动物体水液的运行和代谢，所以脾之运化有运化水谷精微和运化水湿两个方面。 
　　运化水谷精微 脾主运化水谷，是指脾具有消化、吸收和运送营养物质的功能。《元亨疗马集·脉
色论》说：“胃者总朝百脉，脾灌四旁，为五脏关司之所”。这里所说的“灌”就是指脾能协助胃进
一步消化水谷，并吸收其中的精微部分，送运至全身，以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以历代兽医家
都十分强调脾在动物体生理上的重要性，称之为“后天之本”。 　　运化水湿，促进体内新陈代谢 
正常动物体的水液代谢，是通过脾的运输以及肺的肃降，下达于肾，在肾气的作用下，变成尿液，由
膀胱排出体外。所以体内外各个器官组织既得津液的充分濡养，又不致有水湿停留，从而维持着体内
水液的动态平衡。脾的运化作用，是由脾气来实现的。因此，脾气健旺，则消化呼吸传输功能旺盛，
动物体营养物质充沛，水液代谢正常。反之若脾气虚弱，运化不健，就会出现食欲不振、食积难消，
以及营养不良等现象；或因水液代谢障碍，以致停水积饮，酿湿生痰，出现浮肿、咳嗽、泄泻等病症
。 　　（2）主升清。升清是脏腑功能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动物体在正常情况下，脏腑之间必须有
这样一升一降的矛盾统一的作用，才能产生生机机能，维持生命活动。中医的《医论》中说：“脾胃
居中，为上下升降之枢纽”。动物体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均随脾胃之气以升降。通过脾的健运
、动物体正气的升降维持着对立统一的状态，脏腑之间才能保持协调关系。所以名医李东垣很强调“
脾主升清”，他认为脾气升发，元气才能充沛，若脾不升发，则水谷不运，元气亏乏，脏腑功能衰退
。元代《痊骥通玄论》中指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强调了加强饲养管理，防止脾胃发病的重要
，其理论根据概源于此。李东垣所拟定的补中益气汤为代表的补脾升阳方剂，近几年来被广泛用于兽
医临床。例如，我们常用补中益气汤治疗老龄弱畜的脱肛、脾胃气虚等症，说明了“脾主升清”的理
论有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3）主统血。脾统血是指脾脏有统摄血液，使其循行于常道，不致溢
出于脉外的作用。《司牧安骥集·胡先生清浊五脏论》指出：“脾即脏中生血气”。说明脾主化生血
液。《医林经墨》中说：“脾裹血，若脾无所裹，则肝无所藏，心无所主”。“裹”就是裹结不散，
裹血，即控制、约束血液，不让它妄行，与“统血”义同。脾脏之所以能化生、统摄血液，是由于脾
为“元气之本”，因气与血相互联系，“气为血帅”，“血随气行”。于此可知，脾统血是气对血的
作用的具体表现。因此，脾气虚弱，失去生化统摄之权，则血离脉道，出现一些急慢性出血的病证。
但因脾气主升，脾气不足可形成气虚下陷而不能统血，故以下部出血为多。如马、牛的慢性大便下血
、功能性子宫出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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