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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兽医疗法在马匹运动后
护理中的应用

关文怡 蔡泽川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房山 102442

摘要 马匹护理对运动马的健康成长、运动寿命、疾病治疗及康复，以至于对其运动能力和竞赛水平的高低

都有重要的作用。运用中兽医疗法见效快、应用范围广、操作简单等优势，将其运用到马匹运动后护理中，对加强

运动马护理的时效性、降低马匹的运动疲劳、确保其竞技状态、延长其运动寿命、提升马匹的价值等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为此，本文介绍了中兽医疗法（按摩法、热敷法、针灸法、拔罐法）在马匹运动后护理中的作用和优势（预

防为主、辨证护理、整体护理、专业技术），也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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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匹护理不仅是马术运动项目中必要的环节，

也是马房管理中最重要的工作项目，赛事中的护理

和日常的护理对运动马的健康成长、运动寿命、疾

病治疗及康复，以至于对其运动能力和竞赛水平的

高低都有重要的作用[1]。从中兽医的理论和特点出

发结合马匹运动实践，探究传统中兽医疗法在运动

马护理中的应用，加强运动马护理的时效性，以降

低马匹的运动疲劳，提升竞技状态，延长运动寿命，

实现马匹增值。

1 中兽医对马匹运动后机体状态的
认识

中兽医学认为，动物体是以脏腑为中心，通过

经络使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形成一个完整统一

的有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

系，以维持机体内部的平衡和正常的生命活动[2]。
《素问·痿论》说：“脾主身之肌肉”“肝主身之筋膜”，

马匹在运动后最易伤及筋骨皮肉。另外，《灵枢·决

气篇》说：“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马匹汗腺

发达，运动后会大量出汗，易造成伤津耗液。因此，

马匹运动后主要影响到肝脾，肝在体合筋，筋膜有

赖于肝血的濡养，筋膜的功能主要由肝所主。脾外

合肌肉，肌肉劳顿，脾先受损，脾失健运，可致湿热

内生，出现纳差食少等。中兽医认为，动物体五脏六

腑，四肢百骸各个部位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内

外相通“表里相应”、相互为用的有机整体。

2 中兽医疗法在马匹运动后护理中

的应用

马匹运动后，多数会出现体温升高，心跳加速，

肌肉酸困疼痛，筋骨关节疼痛等征候，采用中医物

理疗法在马匹运动后进行合理护理，有助于马匹运

动后疲劳的消除，加快体能的恢复。目前，马匹护理

中常用的中兽医疗法有按摩法、热敷法、针灸法、拔

罐法等。

2.1 按摩法

马匹按摩的手法主要有拍震、推擦、按压等。通

过对马匹的按摩消除肌肉僵硬和局部疲劳，促使静

脉血液回流，减轻心脏负担，消除血乳酸，促进机体

内环境平衡，从而达到放松护理的目的。主要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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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相应的穴位或易劳损部位进行按摩能够达到

宣通气血、祛风散寒、疏通经络的作用。马匹在训练

后的当时，是不宜进行按摩的，由于马匹在运动后

的当时，机体各方面机能都处于兴奋状态，如体温

偏高、心速较快等，此时应让马匹平静下来，让体

温、心率降至正常。孔麒森等[3]研究表明，在马匹运

动后的次日清晨长期对马匹实施按摩护理能够显

著提升马匹恢复效果，降低发生运动伤病的风险。

2.2 热敷法

对马匹的热敷法源于中兽医中的温熨疗法，有

醋酒灸、醋麸灸、软烧法等不同的手法，在日常马匹

护理中的热敷，可用温热的布或毯热敷马匹的肌肉

群。热敷可提高局部温度，促进毛细血管扩张，加速

代谢，从而消除肌肉的酸痛、缓解肌肉拉伤、关节韧

带的扭伤和软组织挫伤引起的不适。进行热敷护理

时应注意马匹所处环境温度及保护，防止热敷后马

匹因机体冷热不均导致抽筋或受寒伤风。一般情况

下热敷的温度以 45 益为宜。

2.3 针灸法

中兽医针灸主要是针术和灸术等外治法的合

称。针法是指把不同针具按动物体的特定穴位刺入

机体内，运用捻转、提插等针刺方法治疗疾病的方

法；灸法是用艾灸、熨、烙等手法按一定的穴位熏

灼、热敷、烧烙动物皮肤，利用热刺激来治疗疾病的

方法。针和灸是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但两者常常

并用，都是通过穴位、经络，调节机体脏腑、气血而

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针灸是通过舒筋活

血、通经活络、调和机体、补气补血、平衡阴阳的作

用来消除肌肉疲劳、减轻疼痛。针灸法除手法要求

熟练精准外，取穴也是非常重要的。如颈部伤疼时

宜选用九委穴；肩部可选抢风、冲天、膊尖、肺门等

穴；腰背部可选百会、肾俞、肾棚、肾角、腰前、腰中、

腰后等穴；后肢可选百会、巴山、路股、大胯、小胯、

邪气等穴[2]。
2.4 拔罐法

拔罐法是以罐为工具，利用燃烧或抽气的方法

抽去罐中的空气，产生一定的负压，使罐体吸附于

皮肤上的一种中医疗法。拔罐形成的负压使局部血

流量增加，流速加快，温度升高，促进代谢加速，从

而达到行气活血、舒筋活络、消肿止痛、祛风除湿的

功效。韦飞等[4]研究表明，为防止马毛对拔罐的影

响，可在皮肤表面涂抹白凡士林，起到隔绝空气的

作用，不剃毛也可达到良好的拔罐效果。

3 中兽医疗法在马匹运动后护理中

的优势

相对马匹的常规护理和西医护理，中兽医疗法

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将之运用到马匹的日常护

理中，可达到缓解马匹运动后疲劳、减轻肌肉疼痛、

改善运动功能、延长马匹运动寿命的目的。

3.1 预防为主

《黄帝内经》说：“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

谓也”。“治”，为治理管理的意思。“治未病”即采取

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兽医对动物

疾病注重预防为主，通常会根据地区、气候、马匹体

况等情况，采用相应的针药调理，使马匹更好地适

应环境变化，达到机体内外平衡，以减少运动后伤

病的发生。

3.2 辨证护理

辨证论治是中兽医认识疾病、确定防治措施的

基本方法。通过“望、闻、问、切”对不同马匹运动后

的体况进行判定、分析，确定出不同马匹的中医证

型，然后依据证型的不同采取个性化护理。

3.3 整体护理

中兽医在预防、诊断、治疗动物疾病时，是从动

物整体出发，既关注脏腑之间的关系，也注意脏腑

与形体、窍、液、筋、骨、皮的联系。对马匹进行护理

时，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护理，将多项护理融于一体，

既缓解马匹运动后肌肉的疼痛，又调节了马匹整体

的内外平衡。

3.4 专业技术

中兽医护理技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能够进行

中兽医护理技术操作的工作人员，是较系统完整地

掌握了中兽医基础理论和中兽医护理基本方法，并

能熟练地将中兽医护理技能运用于马匹日常护理

当中的。是在中兽医理论指导下，通过“望、闻、问、

切”对马匹的机体状况作出准确判断，从而进行针

对性的护理，以达到缓解疲劳、减轻疼痛、改善功

能、延长运动寿命的目的。

4 结 语

中兽医疗法中的针灸、拔罐、热敷、按摩等手法

属于非药物治疗的方法，临床使用中具有见效快、

应用范围广、操作简单等优势[5]。目前，此种护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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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马术俱乐部中尚没有普遍应用，但随着传统兽

医学与西方兽医学的融合，取长补短；中兽医护理

技术操作标准的制定，进而规范；护理器具的不断

开发与改良，增加技术实用性，提高马匹舒适度。中

兽医护理技术会在马术俱乐部的马匹护理中占一

席之地，并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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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消灭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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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狂犬病是一种可防不可治的病毒性疾病，人感染狂犬病的主要原因是由犬和猫等动物咬伤抓伤造

成。本文简要阐述了狂犬病病原学特征、长期存在的原因，详细探讨了消灭狂犬病的主要措施，重点是从源头上

消灭狂犬病病原，切断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这一关键环节，从而达到消灭狂犬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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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作为与人类最早伴随的传染病，以其病

死率近 100%而令人不寒而栗。根据人畜发病案例

和流行病学调查表明，造成人感染狂犬病的主要原

因几乎都是由犬和猫，特别是犬咬伤造成。如何从

源头上阻断狂犬病病毒在自然疫源内长期带毒并

传播，值得探讨研究。

1 狂犬病病原学特征

狂犬病病原为狂犬病病毒，该病毒属于弹状病

毒科狂犬病病毒属单链 RNA 病毒。该病毒对甲醛、

新洁尔灭、50%~70%酒精等常规消毒药物较敏感，

易被日光、紫外线等物理方法灭活。病毒悬液经 56 益
30~60 min 或 100 益 2 min 即灭活，病毒于-70 益

或冻干后置 0~4 益中可保持活力数年。

2 狂犬病病原长期存在原因

人类并不是狂犬病病原自然宿主，根据狂犬病

患者近 100%死亡率的现实情况，人类也不符合

狂犬病病毒作为自然宿主的条件。野生动物，特

别是野犬、狐、獾、狼、蝙蝠等野生肉食动物可长

期携带该病毒，同时由于缺乏人工免疫等干预措

施，导致该病原在野生动物间长期带毒并交叉感

染，从而成为自然界中传播本病的储毒宿主和自

然疫原。在人口较为稠密、活动频繁区域，感染带

毒的流浪犬、猫，成为人和家畜发生狂犬病的主

要传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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