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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吉林省畜牧局根据农业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利用流行病学调

查和实验室诊断相结合的方法，．对全省八个地区、56个县(市、，区)

进行了畜禽疫病普查，取得了显著成果。‘首次全面、系统地掌握了

四十年来猪、+禽、牛、羊、．马、兔、犬、、鹿的86秽主要流行病的流行动

态，危害程度j．发展趋势，流行环节，分布，流行形式，流行因零

‘、和防制(治)成果以及与畜禽疫病有关的医学动物等大量资料和数

据。本着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为．疫病防制服务‘的原则，．将搜

集的全部流行病学资料和科研成果，进行认真的综合分析，著将其

’‘归纳编写出了《·吉林省畜禽疫病志》。‘． ’．
．‘

+一．该书充分反映了四十年来吉林省各级领导，．广大兽医工作者和

·+群众同畜禽疫病做斗争的成果和经验，为今后制订畜禽疫病防制规

划：7疫病防制(’治)措施，兽医科学研究和教育，起到指导和促进

作用。也为我国予防兽医学充实了新：内容，。为吉林省兽医i作建设
_● ●●

组成部分之_。。．．．．．，’ ‘．．·．
。

J

、

该书真实、‘客观地反．映出吉林省畜禽主要流行病防制。的历史和

? 现状：资料完整j内容全面：系统而翔实。．文字简练一通俗易懂，叙

述全面，数字准确，’层次分明，条理清楚，．图文并茂‘，，是有重要意

义和实用价值的二本地区流行病学，填补了吉林省的空白。



，

该书可供畜牧部门各级领导，兽医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科

研人员参考。也可供农林、医药卫生、商业、外贸、环保等部门的

领导和有关专业人员参考。
，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畜传染病

防制研究会理事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
、‘

专家 组组长、 教授
+，

费 恩 阁

1 9 9 0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厶

日IJ

．．《吉林省畜禽疫病志，》是依农业部的部署和要求，’省畜牧局决

定，由省畜禽疫病普查办公室主持编写的。

本书比较真实、客观、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四十年来我省各级

领导，广大兽医工作者和群众同畜禽疾病作斗争的成果和经验。通

过四年(1 986—1 989)多的全面普查：基本摸清了全省八·个地区

(市、州)、五十六个县(市、’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疫情动态，疫病种

类，分布情况，重点流行病的发生、流行、危害，·总结了防治效

果，进而掌握了流行规律，并认真地分析、探索流行环节和流行因

素，．为今后制订畜禽疫病防制规划和疫病防制(治)措施，对兽医教

育、科研工作起指导和促进作用。

本书辑录畜禽疫病防制(治)工作资料的时间，是从1949年至1989

年。‘历时四十年。全书分为三篇，十三章。笫一篇总论分四章，第

一章吉林省概况，第二章畜牧业经济，第三章畜牧兽医组织机构j

第四章畜禽疫病防制(治)概况；第二篇各论，主要反映了本省危害较

大的各种流行病，第三篇为数据统计’。按猪、禽、牛、羊、马、犬、鹿、

兔、的主要疫病的顺序编写，材料翔实，所用基础数据来自省统计局，

专业性数据来自全省各地。这些疫病普查统计资料，已与供给资料

单位做了详细的核定。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得到有关部门和兽医专家

的帮助，许多单位和同志为本书提供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本书写出



初稿后承蒙中国人民解放军粤睦‘大学的费恩阁、王殿瀛教授给瞄

审修，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 --

由于我们硅验不足，+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酶漏和

不当之处，敬请各级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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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况

。． ?第一章’． 自然地理概况． ’：．．，
’

． 第一节基本情况：’．·
‘

．．

吉林省位于祖国东北地区的中部，．南接辽宁省，北邻黑龙江

省，酉连内蒙古自治区，东界苏联，．东南隔图们、鸭绿二江与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望。 ，，一

本省的绝对地理位置为南起北纬40’。52'到北纬48。1 8 7，在纬

度上相差5。26 7，长达6004#里左右，西起东经1 2．1。38’，东到东经

1，3 1。1 9，，东西经差将近1 0。，宽达800公里左右。金省面积为1 8．7，400

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总人口为2，298万"人，占全国总人

‘。b的2．21％。‘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1 1 8人j比全国．平均冬口密度

(，1 o 3：人／平方公里)，略高。省内居民的民‘族构成，以汉族占绝大

多数，．?占全省总人口的§2．8％。．吉林省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其

中少数民族的总入口为1，829，7 33人，．占、全省人口的8．11％。朝鲜

族1‘，’1 04，07 i人占全省人口．的4；宅9．％，占全国朝鲜族的62．6％j满族

51，‘909火占2t．’3％．，蒙古族93，033入占金省人口的0．3 3％。此’外‘尚

有回族l j0，283人古金省入口的0’．41％；，‘锡伯族1 j 541人占全省人口

的．0．07％，共35个兄弟民族。’少数民族有47．％聚居在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和伊通满族自诒县?‘‘其余的63％散

居于30个民族乡、’镇和金省各地．．· ‘．’’7．‘ 。．

：
‘．

．． ．’．1一



农业人口为1，477．7万1人j占全省人口的67．1％。全省在册耕地

面积26，066万亩，人均占有耕地为2 2 7亩，比全国平均1、5亩高近一

倍，但作物均为一季生长。农村劳动力为3 38万人，平均每个劳动

力负担耕地1 8亩。’ ’‘‘．·

”

‘，

全省行政区．划截止1989年底，’划分为1个计划单列‘市(1 989年

2月1。i日)，‘5个地级市j‘1个行政公署，1个朝鲜族自治州，1 5个县级

市，I 5个市辖区，26个县．(包括两个民族自治县)。具体情况如下

(表1)、(图1．：)：’一 0 。：- ，．．． ’、

(表：1了’．、÷、·‘ 二宣：盎!鱼煎：堕 区 划

＼＼暑?赢厦
j，j‘＼、。jj? ．．’市(县级)“ 。．．市·． 区 县

。

地：市、州＼＼、 ，

觐阳区i宽城区、南关区、 ’榆稿县、’德遗真i．t长春‘市 j’’
，÷．。．九．台．市．+。

j’
●+(草列)7 兰道河子区、 ’郊区‘· ¨‘农安真： 奴阳真 ：

．’桦‘‘甸市 农吉县、 磐石县．：
吉林市： 郊 区‘

r．蛟河市：‘： 舒兰县’． ．．”．．
+‘

．．一四平．：市 ．··公主。岭“市 ：，铁东区：．铁西区．
伊通县‘、(满)双辽县j

．梨树县
’’。。

，-： ．t． ‘．．，。 ’．一 ．>

‘’辽。源市 ．． 龙山区、西安区 东丰县、 东辽’县
、

：海河白市 东昌区、二遭江’区’ ’’通化县、 柳河县．。·’通·化一市7．
集 安，市 +’

，． ．．-

辉南县’’’
●L

‘

一 1卜； j． Y?”．j j ‘●

-浑皿市√
八道江区、临江区、三岔 ‘抚松县、 靖宇县“

， 子区．． ：，．．j。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o‘

』’．

、：’． ’

‘

●L

。'
， ：．

‘‘

．白·城市’：
’．’申城地区i "张：余’市。· ·．：?。．_ ‘：．“‘ ，

．·镇资县、乾安县

，大安市
‘^f ··

～ ，：艮岭县、’?通榆县一．
．行政公署’ 前郭县(蒙)．．．，，’洮．南1．市_． ’’’～． ‘： ．

．-’ ’i ．·．‘ ：·．

延边朝鲜‘ j延吉市、图们市 、＼ 安图县、和龙县7．
‘‘． ．，‘ ：}

敦化市．、：‘霹春市 ，·· ’7 ．·
． ．V

+“

。．7 j
”

．

族自治州’ 龙井市⋯。’一
●

j‘ 汪清县





．．第二节 地形地貌、水文气候
--

本省的地表轮廊是东南部高竣，西北部低平，地势自东南向西北

．逐渐低下。东部省内最高点为长白山的自云峰，海拔高度为‘2，69 1

米，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高峰：西部松嫩平原的河谷低地，海拔高

度在1 20米以下，而东部珲春盆地最低的地方海拔仅为5米。．省内地’

表结构相对谪差为2，600多米。全省地貌类型多种多样∥平原占

40％，山地占60％，山、川、平、．坡有规律的交错分布，为冀省发

展大农业、大粮食提供了广阔前景：‘’(‘附吉林省地貌剖面图)(图

．’2)． ．。．

’ ’

．’ ：．

由于本省境内地表形态复杂，．区域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不

‘同的地貌特征，，自东向西划分为四个区域：， ·

一、‘东部长白山区’ ’．．

主要是张广才岭和龙岗山脉以东的山地，包括延边、．浑江和通

化地区的：大部分。海拔多在800-vI，000米以上，相对高差在500米以

+．上，为中山或低山地貌。群山之间盲溪争流，有深切河曲发育，山’

坡陡峭，大部分山岭为花岗岩和玄武岩类组成。总面积为7‘1，000平

方公里，古全省面积的38％。以长白、山为。中心的火山熔岩高原，熔岩，?

厚度达200～’500米左右，．位于中朝边界的白．头山是一个典型的火山

．锥地貌。这些中山和熔岩高原：森林密布，索有林海之称。局部低．

．山间的阳坡；=．垦为耕地。由于对森林保护的较差，’滥砍盗伐面积较：

．大，_般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在山区中有延吉、1敦化．、珲春、0‘．

．抚松、浑江和通化等盆谷地，，成为林海中的农业基地：是山区的主．

‘篝粮食产区。从大农业来看，林业生产有突出的意义，要扭转当前
．．． +二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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