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与检疫科学

后疫情时代宠物中医的服务需求研究
———以广州地区为例

林冰菁,黄信颖,袁泳琪,林佳爽,黄菁儿,聂锦培,骆美瑛,肖鑫,吕佳馨,张洁雯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511400)

摘 要:探究居住于广州地区的宠物饲养者在新冠疫情前后对宠物中医的态度和服务需求变化,并
就该情况进行分析,为后疫情时代宠物中医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思路和建议。线上线下相结合,采用

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对广州市各个区的100位宠物饲养者进行线下走访调研,同时发布334
份线上问卷对居住于广州的宠物饲养者进行调研;另外,从前期问卷调查阶段同意接受进一步访谈

的对象中,筛选出10位宠物主人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进行深度访谈。并综合运用Excel和SPSS对

定性和定类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卡方检验、可视化图表等研究分析,得出结论。疫情发

生前,大部分宠物主人对宠物中医持有保留态度,而疫情后愿意选择宠物中医服务的比例大幅上

升;同时,疫情前宠物主人多选择针灸作为宠物中医的主要服务形式,疫情后宠物饲养者对中兽药

的信任度则显著提升。疫情对宠物主人选择宠物中医服务的态度和宠物中医的服务方式有很大的

影响和转变,后疫情时代大部分人对宠物中医有更多的信任与期待。由此可见,通过完善宠物中医

诊断标准,加强宠物中医治疗用药研发;建立综合性的宠物辅助诊疗及科普平台,提高宠物中医的

宣传力度;充分结合多种治疗方法,发挥宠物中医不同服务形式的各种作用;传承传统宠物中医精

华,守正创新,可促进宠物中医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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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attitudes
 

and
 

service
 

demands
 

of
 

pe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mong
 

pet
 

owners
 

living
 

in
 

Guangzhou
 

before
 

and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pe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Combi-
ning

 

online
 

and
 

offline,
 

a
 

total
 

of
 

100
 

pet
 

owners
 

in
 

each
 

district
 

of
 

Guangzhou
 

were
 

interviewed
 

offline
 

by
 

questionnaire
 

and
 

in-
depth

 

interview.
 

At
 

the
 

same
 

time,
 

334
 

online
 

questionnaires
 

were
 

released
 

to
 

investigate
 

pet
 

owners
 

living
 

in
 

Guangzhou.
 

In
 

addition,
 

10
 

pet
 

owner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respondents
 

who
 

agreed
 

to
 

accept
 

further
 

interviews
 

in
 

the
 

preliminary
 

question-
naire

 

survey
 

stage
 

to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
 

chi-
square

 

test,
 

visual
 

charts
 

and
 

other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and
 

categorical
 

data
 

were
 

carried
 

out
 

by
 

using
 

Excel
 

and
 

SPSS,
 

and
 

conclusions
 

were
 

draw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most
 

pet
 

owners
 

had
 

reservations
 

about
 

pet
 

tradition-
al

 

Chinese
 

medicine,
 

but
 

after
 

the
 

epidemic,
 

the
 

proportion
 

of
 

willing
 

to
 

choose
 

pe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in-
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the
 

same
 

time,
 

before
 

the
 

epidemic,
 

pet
 

owners
 

mostly
 

chose
 

acupuncture
 

as
 

the
 

main
 

service
 

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pets,
 

while
 

after
 

the
 

epidemic,
 

pet
 

owners'
 

trus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veterinary
 

drugs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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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The
 

epidemic
 

has
 

a
 

great
 

impact
 

and
 

change
 

on
 

the
 

attitude
 

of
 

pet
 

owners
 

to
 

choose
 

pe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and
 

the
 

service
 

mode
 

of
 

pet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most
 

people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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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rust
 

and
 

expect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for
 

pet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et
 

TCM
 

treatment
 

drug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improving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pet
 

TCM;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platform
 

for
 

pet
 

assist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im-

prove
 

the
 

publicity
 

of
 

pe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ive
 

full
 

play
 

to
 

various
 

functions
 

of
 

different
 

service
 

forms
 

of
 

pe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ombination
 

with
 

various
 

treatment
 

methods;
 

Inheriting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pet
 

Chinese
 

medicine,
 

and
 

adhering
 

to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can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pet
 

Chi-
nese

 

medicin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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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宠物医疗行业

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2020年中国宠物医疗行业白

皮书》显示,目前我国的宠物医疗市场规模约为400
亿元,占整个宠物产业约20%。但在目前的发展中,
该行业仍然存在兽医资源缺乏、宠物医疗暴利、行业

不规范、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环保意识缺乏等弊端。

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造成

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

毒(2019-nCoV)”。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人类的生

活造成巨大影响,部分城市交通条件受阻,宠物的陪

伴成为无法回家的都市青年的精神寄托;为遏制新冠

疫情,政府实施限制民众出行等措施,不少人转向宠

物寻找精神慰藉,宠物数量进一步增加;但受疫情影

响宠物医疗行业的弊端也随着暴露,线下宠物就医等

周边基本保障服务无法正常开展。得益于疫情期间

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的政策,借助于纪录片《宠物医

生》热播的有利契机,简便廉验的宠物中医进一步受

到宠物医院和饲养者的关注。
“宠物中医”是近几年提出来并广泛使用的,在

此之前则是直接称为中兽医,但是中兽医的称呼已

经不能满足宠物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宠物中

医来称呼更符合中国宠物临床医学。清代的李南晖

在《活兽慈舟》中便对犬、猫等家畜的240种病症做

了详细论述,如狗有皮肤病可“以生地、玄参、甘草,
煮粥与食”;猫咳可“以川椒为末,煮鲫鱼肉与食”;猫
进食少可“以肉桂、丁香为末,啖之,醒脾开胃”。现

代也有诸多用中医成功治疗宠物的案例。吴昆泰将

中医眼科的五轮学说应用于宠物治疗上,用防风通

圣散及散肿溃坚汤等二味科学浓缩中药粉,成功治

愈一只黄金豹猫的胞生痰核眼病,弥补西医麻醉手

术风险及后遗症发生;王学梅等以香砂六君汤合玉

灵膏健脾益气、补血养血,治疗宠物犬感染细小病毒

后导致的慢性虚损性疾病,以金匮肾气丸加黄芪精

治疗病犬家猫脱肛,疗效显著;陶妍等以传统中医学

经络腧穴学说为理论基础,提出宠物按摩疗法,以达

到辅助宠物疾病治疗和保健的目的。目前,针灸已

被美国兽医学会认可为能有效治愈多种宠物疾病的

治疗方法。
目前,我国已知的药用植物种类超过13

 

000种,
其中兽医范围内中药的种类已经达到1

 

000余种,为
中兽药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优势。
现中药多用来治疗宠物胃肠道疾病、皮肤真菌病、皮
肤寄生虫病以及传染病等多种疾病。近年来,针灸已

越来越广泛地用于宠物的各种疾病,同时针灸在美

国、日本、韩国、泰国以及西方国家被逐渐认可,目前

中兽医针灸在宠物临床主要应用于:消化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运动系统、骨骼和神经系统疾病、眼
病、不孕症、以及中暑、休克、发热、减肥以及急慢性疼

痛,以及一系列特定的疼痛症状等疾病的治疗,尤其

是在治疗运动障碍性疾病方面应用广泛。
可见,在后疫情时代宠物中医前景十分光明。

本文结合后疫情时代的大背景,以广州地区为例,通
过对调研数据及结果的分析,为宠物中医未来的发

展提供可借鉴的办法和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调研区域限定于广东省广州市内,前期问卷调

查法调研对象范围较广,主要针对长期居住于广州

有饲养宠物经历且愿意接受调查的居民。后期作为

深度访谈对象的10位宠物饲养者,均是从前期问卷

调查阶段同意接受进一步访谈的对象中,根据性别、
年龄、职业以及饲养宠物种类等特征而筛选出来的,
以期达到广泛的代表性。受访者年龄在20岁到65
岁之间,其中6名女性,3名已婚人士,大部分受访

者的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本科阶段。

1.2 调查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本次调研采取问卷调查法,通
过前期的文献查阅,设计调查问卷,包括封闭式单项

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以及矩阵量表题等共计29个问

题。据统计结果显示,据统计结果显示,问卷中全部

问题作答率为88.4%,有12
 

.6%的问卷中部分问

题未收到回复。同时,本研究借助问卷星平台发布

问卷,在微信朋友圈、微信群、QQ群、QQ空间,社
区和宠物医院中发放有关后疫情时代宠物中医服务

需求的调查问卷491份,回收有效问卷434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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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采用交叉分析法、Excel和SPSS对定性和定类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卡方检验、可视化图表

等研究对问卷中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1.2.2
 

 深度访谈法 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前期问卷

调查受访者中不同类型的宠物饲养者10人,采用半

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通过前期问卷调查资料确

定访谈提纲,辅以部分文献资料进行补充。正式访

谈前做好准备工作,包括准备相关材料、访谈技巧、
联系访谈对象等,尤其是根据每一位访谈对象的基

本情况制定出个性化的访谈提纲。访谈时研究者围

绕访谈提纲,对提问顺序、方式、题目根据情况灵活

调整,对有价值的问题进行追问,并及时进行记录。
本研究中每个访谈时长大约为60

 

min,最短的约为

40
 

min,最长的约2
 

h。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①疫情对受访者宠物医疗的影响;②疫情前后宠

物饲养者对宠物中医的了解及需求;③后疫情时代

宠物饲养者对于宠物中医服务形式及内容的选择倾

向。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对访谈内容进行归纳分析,
提炼出受访者对于后疫情时期的宠物中医服务的深

层需求与洞察。

2 结果与分析

2.1 问卷调查结果

2.1.1 基本情况 对于性别、年龄、婚恋状态、学
历、家庭月收入、宠物种类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样

本数据的基本情况如下。
调查发现(表1),广州地区女性养宠比例远高于男

性,37岁以下年轻人(泛85后)、单身及已婚有孩人

群占比高于80%,说明广州地区养宠趋向年轻化。
且绝大部分为大专及本科,其中家庭月收入在1.5
~2.5万接近四成,其次是家庭收入在0.8~1.5
万、2.5~4.0万,说明广州地区养宠人群宠物护理

意识高、购买力较强。广州地区宠物种类以犬类和

猫类为主,多类饲养成为趋势。

2.1.2 疫情对宠物主饲养者和宠物的影响 调查

显示(图1、图2,正负分别代表正面影响和负面影

响,数字代表程度;0表示没有影响),疫情对人们线

下购物频率、外出频率、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心情压

力均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宠物服务、宠物医疗、宠
物活动亦有较大负面影响,对宠物心情、宠物用品、
宠物食品有较小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也给线上购

物频率、宠物的陪伴时间带来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
综合分析,疫情对宠物主人及宠物均带来较大

的负面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线上消费增长、
增加了对宠物的陪伴时间。同时,受疫情经济、出行

等影响,宠物的养疗需求难以实现。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变量 变量分类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68 38.71
女 266 61.29

年龄 75前 14 3.23
75后 28 6.45
80后 42 9.68
85后 98 22.58
90后 168 38.72
95后 84 19.35

婚恋状态 单身 196 45.16
恋爱中 28 6.45

已婚无孩 56 12.9
已婚有孩 14 35.48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4 3.23
大专及本科(含在读) 364 83.87

研究生及以上(含在读) 56 12.9
家庭月收入 8000及以下 28 6.45

8000-15000 98 22.58
15000-25000 168 38.71
25000-40000 84 19.35
40000及以上 56 12.9

宠物种类 犬类 308 70.97
猫类 238 54.84
鱼类 70 16.13
鸟类 42 9.68
其他 112 25.81

图1 疫情对宠物主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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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疫情对宠物的影响

2.1.3 
 

疫情对宠物不适处理方式的影响 根据疫

情前后宠物不适的处理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对比

可知选择“专业机构养疗”的比重由74.19%下降至

45.16%,与 此 同 时 选 择 “自 行 调 理”的 比 重 由

6.45%上升至34.48%,选择“等待自愈”的亦有小

幅度上升。
表2 疫情前后宠物不适的不同处理方式对比

变量 变量分类 频数 百分比

疫情前宠物不适

的处理方式
等待自愈 70 16.13

自行调理 42 9.68

专业机构养疗 322 74.19

疫情后宠物不适的

处理方式
等待自愈 84 19.35

自行调理 154 35.48

专业机构养疗 196 45.16

对疫情前后宠物不适的不同处理方式进行拟合

优度卡方检验,将疫情前宠物不适的不同处理方式

频数设为期望频数fe,将疫情后宠物不适的不同处

理方式频数设为观察频数fo,通过SPSS进行卡方

检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表3 检验统计处理方式

卡方 350.771a

自由度 2

渐近显著性 .000

  a.
 

0
 

个单元格
 

(0.0%)
 

的期望频率低于
 

5。期望的最

低单元格频率为
 

42.0。

由表所示,渐进显著性概率 P值=0.000<
0.05,因此可以拒绝原假设(疫情对宠物不适的处理

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可以认为疫情对宠物不适的处

理方式有显著影响。

2.1.4 宠物基本养疗情况 参与专业机构养疗的

宠物中(图3-图5),超过四成每年养疗次数在“1~
2次”(42.86%),占 比 最 大,其 次 是“3~4 次”
(28.57%)、“5~6次”(21.43%)。每次养疗花费在

300~500元占比最多(35.71%),而每次花费在100
~300元(21.43%)、1

 

000元以上(21.43%)、500~
1

 

000元(14.29%)亦有较大比重。
一半的宠物主人表示“目前养疗费用可以接受,

但还是有点贵”。

图3 每年养疗次数            图4 每次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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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养疗费用接受度

  针对宠物养疗现存问题调查发现(图6,总分5
分,平均分值2.69分),其中价格昂贵(3.43)、设施

简陋(2.79)、服务态度不佳(2.5)、服务效果差(2.
43)、医护经验不足(2.29)。

图6 现存医疗问题评估

3.1.5 宠物中医服务情况 针对宠物中医的服务

情况(图7~图10),绝大部分宠物主人听说过但表

现出不同程度的了解状况,其中听过但不了解的情

况最多,仅小部分表示没听说过,然而绝大部分宠物

主(77.42%)并没有接受过宠物中医服务。超过半

数的宠物主人(58.06%)表示会考虑进行宠物中医

服务,接近四成(38.71%)表示看情况。
对于宠物中医的服务模式(图11~图15),80%

宠物主人愿意选择“线下服务”,66.67%宠物主人愿

意选择“线上服务”,表明对线下服务的需求并没有

因为疫情而产生较大改变。其中线下养疗中“到店

服务”和“上门服务”均得到宠物主人的认可;而线上

养疗中,绝大部分宠物主希望以“线上远程问诊”和
“建立宠物医疗社群”的方式进行,同时“线上购买,
线下使用”以及“线上预约”,体现了疫情下对线上模

式的创新探寻和线下面对面的诊疗需求并重。
调查发现(图22,总分5分,平均分值4.46

分),发现宠物主人对中医养疗因素的重视程度从高

到低依次为医护态度(4.67)、医院口碑(4.63)、医护

经验(4.5)、价格高低(4.37)、距离远近(4.3)、养疗

环境(4.27),均表现出较大程度的重视。
价格 方 面(图23),绝 大 部 分 宠 物 主 人(83.

13%)希望价格在500元以下,其中超过半数(53.
33%)希望价格在300~500元。

时间方面(图24),接近一半宠物主人希望养疗

时间在一个月以内(46.67%),此外,接近三成宠物

主人希望养疗时间在一周以内(26.7%)。如何规范

价格、提高养疗性价比和合理安排养疗时间是目前

宠物中医养疗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为今后努力研

究,确定不同宠物养疗方案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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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宠物的中医养疗了解情况

图8 是否接受过宠物的中医养疗         图9 是否考虑接受宠物的中医养疗

图10 宠物的中医养疗模式          图11 宠物的中医线下养疗方式
 

图12 宠物的中医线上养疗方式           图13 宠物的中医养疗条件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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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宠物中医养疗的预期费用         图15 宠物中医养疗的预期时间
                    

2.1.6 疫情前后宠物饲养者对中医态度的变化 
疫情前西医由于见效快服药方便等原因主要占据宠

物和人们的医疗情况。而在疫情期间,中医起到了

极大的作用和巨大的影响,中医逐渐摆脱传统迷信

效果不好等词,中医治疗宠物也逐渐应用广泛。同

时,疫情前后宠物饲养者对中医治疗宠物的态度也

发生着变化。采用spss26.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

法包含描述性统计、pearson卡方检验,均以 P<
0.05为判断依据。(1)疫情前后宠物主人是否考虑

中医治疗宠物。
表4 疫情前后是否考虑中医描述性统计表

是否考虑中医 疫情前 疫情后 合计

会 140 336 476

不会 98 14 112

看情况 196 84 280

合计 434 434 868
                   

图16 疫情前后是否考虑中医条形图

表5 卡方检验
 

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

(双侧)
皮尔逊卡方 188.506a 2 .000

似然比 200.104 2 .000
线性关联 133.131 1 .000

有效个案数 868

  a.0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5。最小期望计数

为56.00
                   

图17 疫情前后选择中医治疗宠物的方式条形图
                                                                 

表6 卡方检验
 

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

(双侧)

皮尔逊卡方 92.635a 2 .000

似然比 94.693 2 .000

线性关联 .192 1 .661

有效个案数 770

  a.0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5。最小期望计数

为95.45
   

  Pearson卡方检验结果,结果显示,P=0.000<
0.05,说明疫情前后对宠物主人是否考虑中医治疗

宠物有显著影响。(2)疫情前后宠物主人选择中医

治疗宠物的方式

Pearson卡方检验结果,结果显示,P=0.000<

0.05,说明疫情前后对宠物主人选择中医治疗宠物

的方式有显著影响。

综合分析,疫情对宠物主人对中医治疗宠物的

态度和中医治疗宠物的选择方式有很大的转变,后

疫情时代饲养者对宠物中医有更多的信任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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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深度访谈用户类型表

用户类型 用户特征 对中药治疗的认知 对针灸治疗的认知

中药倾向性 ① 疫 情 前 后 偏 向 中 药
治疗

①适合宠物调养,提高宠物免疫力,复发概
率小,副作用小 ①控制宠物耐心忍受扎针困难

②疫情前偏向针灸治疗,
疫情后偏向中药治疗 ②不用总去宠物医院,时间充裕 ②要在工作时间带宠物去医院

针灸倾向型 ① 疫 情 前 后 偏 向 针 灸
治疗 ①中药熬制、投喂困难,中药味苦 ①缓解绝症痛苦

②疫情前偏向中药治疗,
疫情后偏向针灸治疗

②西医不能治疗缓解的,针灸可
以创造奇迹

                        

2.2 深度访谈结果

通过对10位采访者的访谈记录的归纳分析,按
采访者疫情前后对宠物中医的态度将访谈的用户分

为坚持认可型、态度转变型、保留怀疑型三种。也将

坚持认可型和态度转变型进行进一步采访,按宠物

中医治疗的选择方式分为中药倾向型和针灸偏向

型。见表7和表8。
通过进一步访谈用户对宠物中医的看法,可以

总结宠物主人对宠物中医服务的痛点和需求。见

表9。
表8 

 

深度访谈用户类型表
  

选择中医方式 疫情前 疫情后 合计

中药 70 154 224

针灸 154 56 210

两者 126 210 336

表9 深度访谈用户需求表

用户类型 用户痛点 服务需求

中药倾向型 ①中药熬制时间久味道大又苦,宠物闻到就想跑 ①希望中药多一点方便口服的药物

②宠物有突发情况还是得去手术 ②希望中药治疗手段可以研制更丰富更容易见
效的药物,同时价格不要上涨

③担心药物和猫粮冲突,或者吃了药吃不下猫粮 ③或许有没宠物食疗

针灸倾向型 ①手法专业,诊疗时间比较固定,没空的时候不
想拜托别人 ①如果可以,上门服务或者医院有专门托管

②疫情期间不方便针灸治疗 ②想让线上治疗有用见效

保留怀疑型 ①担心治疗时间和服务质量 ①宠物中医治疗与服务相结合,提供托管

②担心治疗效果和费用 ②多一点宠物中医的知识科普

③认为中医“专家”只懂皮毛,骗子多,担心治疗
的专业性

③想要专门的部门等把控宠物中医市场监管安
全,及时提供医药

3 讨论与对策

3.1 疫情前后宠物饲养者对宠物中医的认可程度

中医自古以来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调
研地广州作为岭南中医的发源地之一,当地居民长

期接受中医文化熏陶,所以疫情前,宠物中医在当地

便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调查显示,疫情前便有接近

1/3的宠物主人表示会考虑进行中医养疗,但在疫

情后,该比例已超过2/3。笔者认为,这与新冠疫情

期间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密切相关。2020年6
月,国务院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白皮书提到,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全国中医药

参与救治率达92%,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实践中得

到了充分检验。
同时,受疫情影响,宠物数量总体呈增加趋势。

澳大利亚的一份关于疫情宠物的调查报告显示,该
国养宠物的人在疫情期间增加了10%证实了这一

观点。如今,居家办公成为很多工作者的常态,但长

期居家隔离让人们缺乏陪伴,尤其是单身人士。此

时宠物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这种特殊时期中,宠物

在某种程度上为饲养者提供了心理慰藉的作用。但

在疫情期间,受限于经济、交通、政策等不利因素,宠
物的正常医疗需求难以实现。在本调查中,宠物饲

养者对宠物不适的处理方式中选择“自行调理”的比

重由6.45%上升至34.48%。由此可见,居家即可

完成的宠物中医在后疫情时期能满足大部分宠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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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需求,所以服务需求显著提升。
但在深度访谈中,保留怀疑型受访者对于宠物

中医的认识仅停留于表面,认为宠物和人有所区别,
对于是否能将中医运用于宠物身上产生疑惑。事实

上人也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生理结构虽不完全相

同,但有很大的相似度,特别是对于宠物数量最多的

犬类而言。目前部分学者对宠物经络已有一定的认

识,但对于宠物腧穴中兽医临床却缺乏这方面的研

究资料,
 

有的即使是应用了某些穴位,
 

也缺乏理论

依据,
 

据此邢玉娟等指出完全可以借鉴中医临床的

研究成果和成熟经验,
 

找寻出对某些疾病有特效的

奇经八脉穴位/或交会穴位,
 

以更好防治犬、猫疾

病。所以不能将传统中医的对象只局限于人,若能

扩大其应用范围,为万物所用,才能真正达到传承精

华的目的,从而利于进一步弘扬传统中医文化。
若想改变宠物饲养者对宠物中医的片面认识,

可借助后疫情时代中医药发展的利好趋势,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改变其宣传形式,使宠物中医的个体治

疗优势能充分发挥。
3.2 疫情前后宠物饲养者对宠物中医优缺点的

认识

  疗效明显、副作用小、价格实惠是疫情前后宠物

饲养者选择对宠物进行中医养疗的原因,也是宠物

中医的主要优势所在。本次调查发现,价格昂贵、设
施简陋、服务态度不佳、服务效果差、医护经验不足

等是疫情前现代宠物医疗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所

在。这与严超等提出现阶段宠物医疗发展中存在相

应的法律制度缺乏、宠物医疗技术落后、宠物医疗专

业人才稀缺、缺乏相应的行业规范性等问题密不

可分。
相比之下,简便廉验的宠物中医脱颖而出。现

代兽医学多借助于医疗器械辅助诊断,宠物中医则

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即可对宠物实行辨证

论治。同时,中兽药主要来自于自然界中的植物,相
比西兽医常用的抗生素具有副作用小、疗效确切等

特点。此外,中医的常用治疗技术使用十分方便有

效,除了兽医常用到的针灸疗法,宠物饲养者也可以

在家为宠物进行推拿、拔罐等治疗,都无需复杂、昂
贵的设备和材料,也没有严苛的环境要求,使用起来

非常方便。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宠物中医为居家的

饲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优势也不言而喻。
在深度访谈中,疫情前后坚持认可型的这类访

谈对象表示,目前中兽药成药种类较少,喂药困难,
且起效相对较慢为其主要不足之处。针对这一问

题,现已有文章表明,中医不仅能够治疗慢性疾病,
对于急性病症也有较好的疗效。李晨阳等通过临床

研究表明使用中药治疗犬的急性胰腺炎不仅效果更

好,
 

副作用小,
 

且复发率也会降低;廖勤丰等用祛

痰开窍,平息肝风法治疗宠物犬急性症状性癫痫发

作,起效明显。另外,也有宠物饲养者表示若本身没

有中兽医的理论基础,则不容易实施针灸按摩等宠

物养生保健适宜技术。
由此可见,虽然宠物对于饮食以自己的感性嗅

觉味觉为主,但也可通过灌胃或注射进行喂药,若能

加大研发力度,开发便携易带、临床疗效明显、种类

丰富的中草药制剂,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品牌竞

争力,会更受宠物饲养者的欢迎。同时宠物医生或

有经验的宠物主人则可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向大众

传播宠物中医日常养生保健的简易方法,使宠物中

医养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3.3 疫情前后宠物饲养者对宠物中医服务形式的

选择变化

  疫情前,选择针灸作为宠物中医服务形式的比

例占大部分,而疫情后选择中草药为宠物服务的比

例有所提升,甚至超过选择针灸的比例。笔者推测,
这与疫情之前宠物针灸在国际上就有较高地位有

关。2015年美国宠物医院联盟和其他社会组织发

布了一份指南,认为针灸是“功效显著并且安全的”,
而且针灸“应该被强力推荐为”缓解宠物疼痛的治疗

方法。疫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推荐在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冠肺炎中使用

的“清肺排毒汤”等中药方剂疗效显著,增强了人们

的中医药文化自信,因此更加愿意使用中草药为宠

物进行治疗。
在深度访谈中,部分“疫情前倾向选择针灸而疫

情后倾向选择中草药”的饲养者表示,针灸治疗相较

于中草药治疗有较大的技术难度,且对于宠物瘫痪

等病症治疗周期相对较长。研究表明,针灸多用于

治疗宠物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疾病,一次功效保

持的时间能够达到72小时,当效果减弱时就需再次

针灸。而中草药对于普通感冒等轻型病症则见效较

快且疗效明显,且在疫情期间居家即可完成。另外,
对于简便易操作的中兽医外用药、按摩等简便易操

作的方法,也深受宠物饲养者欢迎。
因此,后疫情时代宠物中医的服务形式选择要

根据不同病症需要做具体选择,方能使中兽药和宠

物针灸有其用武之地。

3.4 后疫情时代宠物中医服务需求的发展建议

3.4.1 完善宠物中医诊断标准 加强宠物中医治

疗用药研发,中医虽源自于中国,但几千年来,国内

的中医主要服务对象还是人类本身,对于动物的探

讨较少,因此宠物中医在国内的发展起步较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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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为薄弱。若想进一步发展宠物中医,当下最

主要的是完善诊断标准以及加强治疗用药的研发,
既要利用好传统宠物中医四诊合参,辨证论治的精

华,也要发挥现代药制剂型的便捷优势,两者应相互

借鉴,发挥各自优势,才能促进宠物中医进一步

发展。
3.4.2 建立综合性的宠物辅助诊疗及科普平台 
加强宠物中医的宣传力度,调查中表明,新冠疫情期

间,宠物中医呈现发展趋势。因此,在后疫情时代,
因抓住机遇,借此形式加强对宠物中医的宣传力度,
增强宠物医生及宠物饲养者对宠物中医的认同感,
使中医不仅能服务于人类,也能服务于宠物。针对

调研过程中宠物饲养者提出的“没有辨证基础”等问

题,可以通过建立综合性的宠物辅助诊疗及科普平

台,让有经验者进行宠物中医养疗分享,同时,平台

也可以与宠物医院相互合作,宠物医生可在线上对

宠物进行相关会诊,提高平台的使用率。3.4.3 充

分结合多种治疗方法 发挥宠物中医不同服务形式

的作用,根据疫情前后宠物饲养者对宠物中医服务

形式的选择变化,兽医专业人才可利用中兽药发展

增快这一趋势,加强相关研究,开发更多满足宠物医

疗需求的简便、高效的中药制剂,以弥补目前中兽药

的发展相对于宠物针灸较为落后的不利局面,同时

可加强对简便易操作的中医外用药以及宠物推拿按

摩等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宣传,促进宠物中医全面

发展,在宠物界及中医界均发扬光大。

4 结论

本论文从后疫情时代切入,研究与分析了在疫

情背景下的广州地区的宠物主人对宠物中医服务的

态度与形式选择变化,综合运用Excel和SPSS对

定性和定类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卡方检

验、可视化图表等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4.1 广州地区养殖宠物趋势

养宠人趋于年轻化,养宠人群宠物护理意识高、
购买力较强,且宠物种类以犬类和猫类为主,多类饲

养成为趋势。而疫情对于宠物服务、宠物医疗、宠物

活动有较大负面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线上

消费增长、增加了对宠物的陪伴时间。同时,受疫情

经济、出行等影响,宠物的养疗需求难以实现。
4.2 疫情之前的情况

大部分宠物饲养者对宠物中医服务仅停留于表

面认识,对针灸的认可度较高,只有少部分认可中兽

药。而疫情之后,宠物饲养者对宠物中医服务的信

任度显著提高,对中兽药、中医外涂药、宠物推拿按

摩的认可度有着较明显的提升。

4.3 疫情期间的情况

大部分宠物饲养者对宠物中医的服务模式依然

倾向于选择线下服务,可见后疫情时代对线上模式

的创新探寻和线下面对面的诊疗需求并重。
4.4 当前状况

目前,宠物中医仍然存在诊断标准和治疗用药

研发的问题,而中医人工智能诊断暂时也只是服务

于人且处于初步阶段,普及到动物身上需要一定时

间。因此,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可抓住当下机遇,针
对该行业目前的痛点进行相应的研究,以提高宠物

中医的普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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