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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兽医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但随着近几年畜牧行业的发展和壮大，中兽医传统

经方验方传承面临困境。 为了改善这种困境，使中兽医更好应用于临床，服务于社会，传承并发扬

中兽医学。 研究选用问卷调查法，交流访谈法及文献资料法对西南片区中兽医验方进行收集，并对

其进行归纳整理、分析， 分析了验方来源地分布情况、验方使用时间情况、验方治疗病症情况及验方

临床应用典型案例，可为中兽医发展及兽医临床医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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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兽医在我国农牧业应用历史悠久，伴随着畜

牧业的发展与成长。 中兽医学是华夏劳动人民长

期同各类动物疫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１］，凝集了华

夏人民无穷的劳动汗水与生存智慧，其独具特色的

理论体系和大量医疗实践经验所得的经方、验方是

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２ － ４］。 历经千年历史，
中兽医不仅在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保驾护

航的重要作用，还为世界兽医学的发展添上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５ － ６］。 其中验方是临床经验证明确有

疗效的现成的药方［７］。 但现在熟练掌握中兽医知

识的人才老龄化，存在严重的断层现象，中兽医后

继乏人、后继乏术［８ － ９］，临床上一些运用得较好的

有效方剂与应用面临失传的危机。 为了改善这种

困境，使传统中兽医更好地应用于临床，服务于社

会，国家批准了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传统中兽医

抢救与整理” （２０１３ＦＹ１１０６００）的项目，课题组作为

主要研究成员实施该项工作。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课题组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省

市调研，进行西南部分地区中兽医验方的收集与整

理，分析临床应用情况，为传统中兽医药资源利用、
技术传承提供科学依据。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１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省市兽

医临床防治疾病所使用的中兽医验方。
１． ２　 调查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以西南部分地区

知名老中兽医为主，以畜牧局为代表的相关畜牧单

位工作人员及基层兽医为辅。
１． ３　 调查方法

１． ３． １　 问卷调查法　 根据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

项“西南区传统中兽医抢救与整理”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３ＦＹ１１０６００）的要求制作中兽医资源问卷调查

表，调查表内容覆盖中兽医基本情况，中兽药与方

剂，中兽医针灸等，研究只选取中兽药与方剂部分

作为调查结果。
１． ３． ２ 　 交流访谈法　 根据前期问卷调查的结果，

归纳整理西南部分地区中兽医资源，拜访西南片区

部分老中兽医，进行当面采访，收集部分名老中兽

医用于治疗动物疾病的效果显著的验方，并对其进

行归纳整理。

１． ３． ３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资源总库”、

“维普数据”、“万方知识数据服务平台”分别输入关

键词“中兽医”、“中药 ＋ 牛”、“中药 ＋ 羊”、“中药 ＋

猪”、“中药 ＋ 畜禽”、“中药 ＋ 宠物”，逐一筛选出属

于西南地区的文献，并对其文献内容进行阅读，逐一

选出来自于西南地区的验方，其评判标准为：作者或

方剂使用人为西南片区，或该方用于治疗西南地区

某疾病，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出现的动物

疾病。

１． ４　 统计方法　 利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 处理数据，计算

出数据列表构成数据对应的百分比，将数据列表生

成饼状图，然后进行拼接、剪裁、填充颜色后成为一

个饼状分区统计图表。

２　 结　 果

２． １　 调研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 １３０ 份问卷

调查表，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省市进行调研，

收回 １１９ 份问卷调查表，筛选出其中 １０２ 份有效问

卷调查表，收集到 ３０ 例中兽医验方；根据问卷调查

结果，选择较常使用中药治疗动物疾病的中兽医进

行采访交流，交流访谈共计采访了重庆市的郑动

才、杨本登、 张余森 、 黄朝义 、林义明、朱兆荣、马

跃、孟远富、黄德祥、杨仁金等老师，四川的王天益、

尹华江老师等数十名老中兽医［１０ － １２］，共计收集到

验方 １８ 个；通过查阅“中国知网资源总库”、“维普

数据”、“万方知识数据服务平台”，共下载与西南

地区中兽药验方临床应用相关的文献 １３５ 篇，逐一

对 １３５ 篇文献进行阅读，筛选到有效验方 ５６ 个；

３ 种调查方法共收集到验方 １０４ 个。

２． ２　 验方来源地分布情况　 对问卷调查法收集到

的 ３０ 个验方进行分析，３４％ 来自四川省，２３％ 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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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２３％来自云南省，２０％来自重庆市，结果如

图 １ 所示。 对通过文献资料法收集到的 ５６ 个方剂

进行分析，４５％来自四川，２７％ 来自云南，２１％ 来自

贵州，７％来自重庆，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对通过问卷

调查法，交流访谈法，文献资料法收集到的所有 １０４
个方剂进行分析，４０％ 来自四川，２２％ 来自云南，
２０％来自重庆，１８％来自贵州，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图 １　 问卷调查法收集方剂来源地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图 ２　 文献资料法收集方剂来源地分布

Ｆ ｉｇ ２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 ３　 所有方剂来源地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ｌｌ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２． ３　 验方使用时间分布情况　 将问卷调查法、交
流访谈法、文献资料法三种方法收集到的验方根据

不同使用时间进行汇总分析，结果显示，通过问卷

调查法收集到的验方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１９９０ 年呈缓慢

上升，到 １９９０ 年后，持续缓慢下降；通过交流访谈

法收集到的验方数量则一直呈持续递减趋势；通过

文献资料法收集到的验方数量则一直持续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其增长速度迅速上升，结果如图 ４ 所示。
２． ４　 验方治疗病症情况　 根据中兽医五行及脏腑

分类，对收集到的 １０４ 个方剂应用情况进行分类，
其中 ３７％验方用于治疗脾经疾病，２３％用于肺经疾

病，１５％ 用于肾经系统疾病， ９％ 用于肝经疾病，
５％用于心经系统疾病，１１％用于其他类疾病，详见

图 ５ 所示。 对 １０４ 个验方进行逐一分析归纳发现，

图 ４　 时间—验方数量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４　 Ｔｉｍｅ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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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脾经疾病的验方中，以治疗畜禽消化不良及腹

泻居多；用于肺经疾病的验方中，以治疗风寒或风

热感冒咳嗽居多；用于肾经疾病的验方中，以治疗

不孕不育，肾虚泄泻为主；用于肝经疾病的验方中，
则以肝火上扬引起的眼疾为主；用于心经疾病的验

方中，则以热积心包发热证为主；用于其他类疾病

的验方中，以防治中毒、局部气血瘀滞以及虫积入

侵为主。

图 ５　 验方治疗病症情况

Ｆｉｇ 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２． ５　 验方来源单位分布情况　 对收集到的 １０４ 个

验方进行来源单位归纳分析，６１％ 来自于各畜牧

局 ／站兽医，２９％来自于科研单位工作人员，１０％ 来

自于乡村兽医，结果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验方单位来源情况

Ｆｉｇ ６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２． ６　 验方临床应用典型案例　 杨本登老师治疗母

马外伤导致疮口不收一例：１９７８ 年 ７ 月，重庆市荣

昌县一农户家拉货用母马在上山途中不慎被树桩

划破腿部皮肤约 ５ ｃｍ 长，２ ｃｍ 深，腿部伤口有出血

现象，但未做任何处理。 五 ｄ 后该马出现跛行症

状，触碰创伤部位反应剧烈，８ ｄ 后伤口有乳白色脓

状物流出，遂向杨老师寻求帮助。 根据临床症状，
杨老师诊断为伤口未及时处理导致疮口不收，腐肉

不净。 治疗为先用酒精及碘伏对伤口创面进行消

毒，并将伤口内部脓物挤出，再用红升丹包扎，每两

天更换新的红升丹敷料，共敷三次。 三次后疮口创

面已重新长出肉芽组织，只有皮肤表面有 １． ５ ｃｍ
伤口未愈合。 用干净纱布包扎伤口 ２ ｄ 后，不做任

何治疗。 两天后，该马腿部伤口已痊愈。 该方中红

升丹功效为：拔毒，提脓，生新。 红升丹由水银、明
矾、焰硝、煅石膏烧炼而成，具体制作办法详见《中
兽医炼丹术的传承者》一文中［１３］。

尹华江老师治疗公牛粪燥内结之实秘一例：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四川省兴文县九丝城镇一畜主由于一

公牛大便干结难下求诊。 问诊得知该牛六岁，从入

冬以来便用玉米杆和稻草饲喂，由于缺水，平时喂

以洗菜水。 １０ ｄ 前发现大便难下症状，找当地兽医

先后治疗两次后未见好转，于是找尹华江老师寻求

帮助。 对公牛进行检查后发现，该牛精神沉郁，食
欲下降，反刍减少。 偶有腹痛症状，回头望腹，体温

３９ ℃。 该牛口渴喜饮，舌苔发黄，鼻镜干燥，脉洪

数。 诊断为：粪燥内结之实秘。 治疗原则需攻积导

滞，消食通便，遂选用木香槟榔丸合增液汤加味，煎
水混蜂蜜及菜油灌服，每天两次，两天一剂，连服两

剂。 服药后该牛大便正常，其他临床症状亦消失。
该方组成：木香、香附子、青皮、陈皮、黄连、黄柏、槟
榔、牵牛子、莪术、大黄、枳实、玄参、麦冬、圣地、厚
朴、甘草。

孟远富老师治疗母猪热邪内积致大便干燥一

例：１９８６ 年 ７ 月，重庆市荣昌县广顺镇一农户家中

母猪出现大便干燥。 经过问诊，得知该母猪不吃饲

料已有 ２ ｄ，并伴有大便干结症状。 经过视诊及触

诊，发现该母猪耳根及腋下温度偏高，额面部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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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母猪 ５ ｄ 之前出现食欲下降症状，到 ２ ｄ 前食欲

废绝，排便困难，无其他异常状况。 结合重庆地区

７ 月份气温燥热，遂诊断为上焦及中焦热邪内积，
治则当以清热泻火解毒。 用凉膈散加味煎煮灌服，
一副药灌服两日，每日两次，两副之后该母猪食欲，
体温，大便均恢复正常。 该方方剂组成：芒硝、大
黄、栀子、连翘、黄芩、甘草、薄荷、竹叶、蜂蜜。

刘清富老师应用中药做雏鸭饲料添加剂举例：
重庆市荣昌区峰高镇乡村老兽医刘清富老师养雏

鸭四十年以来，一直以中药复方进行保健。 据刘清

富老师介绍，他四十年来一直以玉米、稻谷、骨粉和

多维混合作为饲料饲养雏鸭子，每批次雏鸭子在一

周龄时开始添加中药方剂健鸭散粉末到饲料中做

饲料添加剂，他饲养的雏鸭子抵抗力强，几乎没有

出现过重大传染病。 不仅如此，添加中药饲料添加

剂的雏鸭子体格健壮，是当地所有雏鸭子中最受购

买商喜欢。 健鸭散方剂组成：黄芪、陈皮、山楂、黄
芩、大黄、金银花、甘草。

黄德祥老师治疗猪丹毒一例：１９９４ 年，重庆市

荣昌县直升镇刘先生家一窝十余头仔猪，约五十天

龄时，整窝仔猪胸、腹、背、肩及四肢外侧等部位皮

肤均出现大小不等的十几个疹块，颜色从淡红色转

至紫色，稍突起于皮肤表面。 黄老师通过手触摸感

知仔猪耳根部及腋下皮肤，发现体温偏高，结合临

床症状诊断该窝仔猪患有猪丹毒，熟称“打火印”。
于是用肥皂水清洗仔猪全身作降温及杀菌功效，再
用黄连解毒汤加味予以治疗，一日三次，两天一副，
连用两副后仔猪症状消失。 该黄连解毒汤加味方

方剂组成为：黄连、黄芩、黄柏、栀子、大黄、厚朴、枳
实、银花、连翘、生地、玄参，用通花根混斑竹竹笋壳

烧成灰作药引煎服。
３　 讨　 论

从来源地分布来看，本次调查的所有验方来源

于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四川地区使用验方数量

最多，云南省、重庆市次之，贵州省最低。 这与四川

省人口众多，是农业大省有关。 在以后的发展中，
各省市可组织中兽医交流活动，以推进西南地区中

兽医的发展。

从验方使用时间来看，验方数量出现数量上的

大幅度上涨是在 ２００１ 年之后，由于近年来国家对

中兽医行业进一步重视，以及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努

力，大家开始有意识的抢救中兽医验方，使得中兽

医验方的收集和开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且还将

继续保持上涨的态势。
从验方治疗的临床疾病来看，脾经疾病及肺经

疾病最为常见，占 ６０％ 。 其中以脾经疾病为主的消

化病症，推测主要原因为西南地区环境气候，导致

动物易感受风寒暑热和湿邪，出现消化不良，泄泻

为主的脾经疾病和风寒、风热感冒为主的肺经疾

病。 如何利用中兽医验方防治集约化养殖动物疾

病，中兽医验方无疑是突破发展瓶颈的一股不可忽

视的力量。
从验方来源单位来看，各畜牧局 ／站兽医应用

中兽医验方治疗疾病例数最多。 这与畜牧局 ／站兽

医深入基层，用中兽药为养殖户解决实际难题相

符。 科研院所侧重于对单味中药及中药复方的机

理研究；乡村兽医对验方的贡献主要为口口相传，
开发新验方相对少很多，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集约化养殖增加，环境保护不断加强，使得

个体养殖减少，继而乡村兽医验方治疗畜禽疾病数

量减少，开展验方的抢救整理工作刻不容缓。
４　 结　 语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用于治疗畜禽养殖业中各

经疾病的中兽医验方 １０４ 剂。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
应用中兽医治疗畜禽疾病的兽医偏向老龄化；大多

数年轻兽医偏向于使用经方治疗畜禽疾病，如：用
补中益气汤治疗含有脾虚证的泄泻，缺少对疾病的

辨证。 中兽医的传承出现断层现象，亟待解决，其
传承与发扬迫在眉睫。 从调查结果看，用于治疗畜

禽疾病的验方从 ２０１０ 年起开始持续增加，这是国

家法律法规与畜牧行业发展共同努力的结果。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中医科

学院成立 ６０ 周年庆典上鼓励大家推动中医药走向

世界［１４］，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 ［１５］，以及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中医药法》的实

施［１６］，２０１８ 年发布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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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１７］等，都为中医，包括中兽医的发展推波助

力，现在正是中医，包括中兽医发展迎来天时、地
利、人和的大好时机，需要年轻兽医们一方面加强

中兽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另一方面将理论与实际结

合，将中兽医应用到临床中去。 中兽医的新时代到

来，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共同传承并发扬中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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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罗超应， 李锦宇， 王贵波． 没有中兽医药学教育就没有中兽

医药学的明天 ［ Ｊ］ ． 中国兽医学报， ２０１８， ０３８ （ ００６ ）：

１２６０ － １２６４．

Ｌｕｏ Ｃ Ｙ，Ｌｉ Ｊ Ｙ，Ｗａｎｇ Ｇ Ｂ．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 ０３８（００６）：１２６０ － １２６４．

［９］ 　 杨怀珂． 关注中兽医传承问题之浅谈 ［ Ｊ］ ． 兽医导刊，２０１８

（１１）：４４．

Ｙａｎｇ Ｈ Ｋ．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ｐａｙ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ｉａｎ［Ｊ］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１）：４４．

［１０］ 任秋敏，范才良，刘付国树，等． 行走在乡村的老中兽医———

采访基层老中兽医孟远富［ Ｊ］ ． 中国动物保健， ２０１５（１０）：

８４ － ８６．

Ｒｅｎ Ｑ Ｍ， Ｆａｎ Ｃ Ｌ， Ｌｉｕ Ｆ Ｇ Ｓ，ｅｔ ａｌ． Ａｎ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ｉ⁃

ａｎ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ｇ Ｙｕａｎｆｕ，

ａｎ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ｉａｎ ａｔ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５（１０）： ８４ － ８６．

［１１］ 任秋敏，范才良，刘付国，等． 为农村畜牧业奉献一生———访

基层名老中兽医黄德祥 ［ Ｊ］ ． 中国动物保健， ２０１５ （１１）：

７２ － ７４．

Ｒｅｎ Ｑ Ｍ， Ｆａｎ Ｃ Ｌ， Ｌｉｕ Ｆ Ｇ Ｓ，ｅｔ ａｌ． Ｄｅ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Ｈｕａｎｇ Ｄｅｘｉａｎｇ， ａ ｗｅｌｌ － ｋｎｏｗｎ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ｉａｎ ａｔ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５（１１）： ７２ － ７４．

［１２］ 李 恒，任秋敏，范才良，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记一名

针灸药物并用的基层老兽医刘君亮［ Ｊ］ ． 中兽医学杂志，

２０１５（１０）： １１５．

Ｌｉ Ｈ， Ｒｅｎ Ｑ Ｍ， Ｆａｎ Ｃ Ｌ，ｅｔ ａｌ． Ｐｅ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ｕｍｓ ｄｏ ｎｏｔ ｔａｌｋ；

ｙｅｔ ａ ｐａｔｈ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ｅｎｅａｔｈ ｔｈｅｍ———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Ｌｉｕ Ｊｕｎｌｉａｎｇ，

ａｎ ｏｌ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ｉａｎ ｗｈｏ ｕｓｅｄ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

（１０）： １１５．

［１３］ 蒋 珊，任秋敏，马 顺，等． 中兽医炼丹术的传承者———杨本登

副教授［Ｊ］ ． 中国动物保健， ２０１５（０４）： ７８ － ７９．

Ｊｉａｎｇ Ｓ， Ｒｅｎ Ｑ Ｍ， Ｍａ Ｓ，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

ｒｙ ａｌｃｈｅｍ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Ｂｅｎｄｅｎ Ｙａｎｇ ［ Ｊ ］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５（０４）： ７８ － ７９．

［１４］ 司富春． 借力“一带一路”推动中医药“走出去”［Ｊ］ ． 中国政

协， ２０１７（１３）：２３ － ２３．

Ｓｉ Ｆ Ｃ．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ｇｏｉｎｇ ｏｕｔ＂ ［ Ｊ］ ． ＣＰＰＣＣ 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ｌｙ， ２０１７ （１３）：２３

－ ２３．

［１５］ 桑滨生．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解读

［Ｊ］ ． 世 界 科 学 技 术 － 中 医 药 现 代 化，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１０８８ － １０９２．

Ｓａｎｇ Ｂ 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Ｊ］ ．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０７）： １０８８ － １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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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赵维婷． ２０１６ 年中医药十大新闻揭晓［Ｊ］ ． 中医药管理杂志，

２０１７（０２）： １１６．

Ｚｈａｏ Ｗ 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ｅｎ ｎｅ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２０１６ ａｎ⁃

ｎｏｕｎｃｅｄ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０２）： １１６．

［１７］ 佚 名．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 ［ Ｊ］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

志， ２０１８（１１）：２．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ｅ，

２０１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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