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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方剂导论一、方剂源流方剂，是由单味或若干药味按一定原则配制成的药剂。
方剂的方，是指医方。
 《隋书。
经籍志》说：“医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术也。
”方剂的剂，古作“齐”，是指调剂，《汉书·艺文志》云：“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因此，严格地说，方剂（学）应包括配方（学）和制剂（学）两部分。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某些药物来防治疾病。
后来又渐渐把几种药配合起来，逐步形成药方，开始创立方剂。
中兽医方剂，则是在人类与驯养动物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随着中兽医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在现存史料中，最早记载兽医药方的是汉简（《流沙坠筒》和《居延汉简》等）。
如《流沙坠简》中有一简载写：“治马伤水方：姜、桂、细辛、皂夹、附子各三分，远志五分，桂枝
五钱⋯⋯”。
从汉简中的兽医方看，当时已应用了汤剂、膏剂和丸剂，在服药方法上有饲喂前服和饲喂后服的区别
。
东晋，葛洪所撰、《肘后备急方》的卷八，即“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是现存古籍中最早的
有关兽医方剂的篇章。
其中记载有单方和复方共14个；剂型有散剂（“捣”）、煎剂和水浸剂（“水渍”）；给药方法有内
服（“啖”、“灌”、“内口中”），也有外用（“傅”、“封”、“洗”、“涂”“灌鼻”、“内
小便孔中”）。
 公元6世纪，后魏，贾思勰撰写了一部现存最早的农书《齐民要术》。
其中卷六为畜牧兽医专卷，列举了治牛、马，驴、羊、猪的药方40余个，并分别采用了散、膏、煎、
胶、酒、熏烟等不同剂型和用法。
现存最早的兽医方剂专书为唐宋时期的《蕃牧纂验方》和《安骥药方》。
《蕃牧纂验方》为宋。
王愈所撰，载有57个验方，除四时调理方外，分心、肝、脾、肺、肾、杂治六部。
《安骥药方》据推测为公元9世纪的著作，书中收载药方144个，按功效和主治分为25类。
这两部著作均收载于唐代著名中兽医典籍《司牧安骥集》中。
由于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兽医方剂的基本理论和系列成方，因而奠定了中兽医方剂学的基础。
元代卞宝的《痊骥通玄论》中，有关于药方的专篇“痊骥通玄注解汤头”，收载方剂113个、吸收了当
时中医方剂学的一些理法和配伍规律，丰富租发展了中兽医方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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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兽医方剂大全》（以下简称《大全》）于1994年初版，　已经十多年了．在这十多年的时间
里，中兽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其方剂更为突出。
修订本书势在必行。
　　《大全》再版增加的内容主要是：①初版后国内外涌现出的新方；②原方的新功用、新解释；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2005年版）收载的方剂；④新剂型方剂。
　　删减或合并的内容主要是：①组方理法不清晰、很少应用的方剂；②重复或非常类似的方剂。
此次再版所收载的方剂，最后截至2006年n月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
　　病机是辨证的核心，治法是方剂的灵魂。
　《大全》再版力求贯穿这一原则。
方剂中有关功能和主治的表述，强调治法与病机的统一。
　因此，载入《大全》再版的方剂，其基本要求是：理法清晰，药味齐全。
　　《大全》再版的整体结构和写作格式基本保持初版原貌，每个方剂的写法并未刻意强求一致；但
注重通顺、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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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方剂导论一、方剂源流方剂，是由单味或若干药味按一定原则配制成的药剂。
方剂的方，是指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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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籍志》说：“医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术也。
”方剂的剂，古作“齐”，是指调剂，《汉书?艺文志》云：“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因此，严格地说，方剂（学）应包括配方（学）和制剂（学）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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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兽医方剂，则是在人类与驯养动物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随着中兽医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在现存史料中，最早记载兽医药方的是汉简（《流沙坠筒》和《居延汉简》等）。
如《流沙坠简》中有一简载写：“治马伤水方：姜、桂、细辛、皂夹、附子各三分，远志五分，桂枝
五钱”。
从汉简中的兽医方看，当时已应用了汤剂、膏剂和丸剂，在服药方法上有饲喂前服和饲喂后服的区别
。
东晋，葛洪所撰、《肘后备急方》的卷八，即“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是现存古籍中最早的
有关兽医方剂的篇章。
其中记载有单方和复方共14个；剂型有散剂（“捣”）、煎剂和水浸剂（“水渍”）；给药方法有内
服（“啖”、“灌”、“内口中”），也有外用（“傅”、“封”、“洗”、“涂”“灌鼻”、“内
小便孔中”）。
公元6世纪，后魏，贾思勰撰写了一部现存最早的农书《齐民要术》。
其中卷六为畜牧兽医专卷，列举了治牛、马，驴、羊、猪的药方40余个，并分别采用了散、膏、煎、
胶、酒、熏烟等不同剂型和用法。
现存最早的兽医方剂专书为唐宋时期的《蕃牧纂验方》和《安骥药方》。
《蕃牧纂验方》为宋。
王愈所撰，载有57个验方，除四时调理方外，分心、肝、脾、肺、肾、杂治六部。
《安骥药方》据推测为公元9世纪的著作，书中收载药方144个，按功效和主治分为25类。
这两部著作均收载于唐代著名中兽医典籍《司牧安骥集》中。
由于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兽医方剂的基本理论和系列成方，因而奠定了中兽医方剂学的基础。
元代卞宝的《痊骥通玄论》中，有关于药方的专篇“痊骥通玄注解汤头”，收载方剂113个、吸收了当
时中医方剂学的一些理法和配伍规律，丰富租发展了中兽医方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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