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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中医治病疗疾的主要手段，动物药同植物药和矿物药一样，应用历史悠久。
现存的先秦文献中，《山海经》共收载药物126种，其中动物药达67种；战国时期医书《五十二病方》
共收载药物247种，其中动物药53种；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动物药67种
；明代时期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共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动物药这400余种；新中国成立后，出
版了《中国药用动物志》，共收载药用动物832种；集湖南境内全部药物乏大成、荣获国家图书版奖的
《湖南药物志》收载药物近5000种，其中动物药达330种。
几千年来，动物类中药为民族之繁衍、民众之健康，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出了不朽贡献。
这些血肉有情之品，疗效确凿，应用广泛，在中药处方配伍及中成药生产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
中医发展史上，更出现了许多善用动物类中药屡起沉疴顽疾的著名医家。
　　为了使动物类中药得到人们更深的认识和更准确、合理、有效的应用，吴泽君、谭同来等同志潜
心研求，广收博蓄，笔耕不辍，历时二载，撰成了《动物类中药的鉴别与应用》一书。
　　戊子仲冬，泽君、同束二君出其书稿。
登门索序。
余披览之后，深感其说理洞然以明，层次严然以清，鉴别镜然以彻。
博古通令，融医汇药，资料翔实，图文并茂，言之有物。
洋洋40余万言，可谓集中西药理于一体，溶理论和应用于一炉。
书中精选常用动物中药。
120味，按功效分类厘为15章，章下以药物正名为条目，先述基源、异名、性味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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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药物功效分类，设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祛风除湿、行气止痛、利水消肿、健脾消积、止咳平
喘、活血化瘀、止血生肌、平肝熄风、杀虫消疳、芳香开窍、补益强壮、收敛固涩、抗癌治瘤等15章
，精选动物类中药120味，每味药以药物正名为辞目，先述基源、异名、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用量用
法；后设采集炮制、性状鉴别、药化药理、临床应用、医家论药、偏方秘方等项。
书中有些动物药因医家研究资料甚少，难以搜集，故药化药理、偏方秘方存在阙如现象；有些动物药
毒性较大，临床用药常出现一些毒性反应?书中加设副作用与对策一项，便于指导临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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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性状鉴别】　　呈圆盘状，盘径大小不一。
头部及躯体黑褐色，背脊稍高而不呈屋脊状，体背部有数条红色窄横纹，体侧有红黑相间的断续斑点
状纹，腹部外侧有黑褐色斑。
颈部鳞片19行，中部17行，肛前15行，鳞片多平滑，边缘红色。
剥去蛇皮处肉呈黄白色，尾部留皮处显棕红色斑点。
（见图9）　　【药化药理】　　1.抗炎：赤链蛇水、醇提取液灌胃对蛋清和琼脂大鼠足肿胀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
　　2.镇痛：热、电、化学（酒石酸锑钾）刺激均可证明赤链蛇水、醇提取液均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对化学刺激镇痛作用尤其显著，对热刺激作用最弱。
　　3.镇静、催眠：50％醇提取液灌胃对戊巴比妥钠阈下催眠剂量有较强的催眠作用，并有抑制小鼠
自发活动的作用，还能延长小鼠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
　　4.抗惊厥：醇提取液对回苏灵、士的宁、电休克所致惊厥均有对抗和保护作用。
　　【临床应用】　　1.治风湿性关节炎：赤链蛇1条，放入高粱酒内（0.5kg左右的蛇加高梁酒1.5kg）
浸2-4个星期后即可饮用。
每日饮酒2次，每次1盅。
或活赤链蛇、蝮蛇浸于60度大曲酒中。
（《山东药用动物》）　　2.治慢性结核性瘘管：将赤链蛇焙枯研为细末，过筛备用。
用时按瘘管口径大小，用纸捻粘赤链蛇粉末插入；瘘管大时用纸捻或纱条粘药少许送入；对溃疡面可
将赤链蛇末薄薄撒布于上，纱布包扎。
每间隔2天换药1次（亦可酌情增减次数）。
　[新中医药，1958，9（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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