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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育

一。1。●～一

t延庆县畜禽疫病志'，首次成书，应该庆幸。它系统地总结了害禽疫病防治的历史经

验和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供更好地贯彻执行‘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做好畜禽疫病防治工

作，保证畜牧业健康发展借鉴。

延庆县畜牧局根据农业部(1986)农牧字第58号文件精神和北京市畜牧局(医)字(趵)

38通知要求，在北京市畜牧局和县改府的领导支持下，成立了畜禽疫病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

室，编写了t延庆县畜禽疫病志》。在编写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到了详今略

古，内容上，力争纵不断限，横不缺项，突出延庆县畜禽疫病防治特点。本志从一九四九年

至一九八九年底， (个别章节延至一九九O年五月底)，记述了延庆县解放四十年来，畜禽

疫病防治工作的迭起与发展，兽医机构和防治疫病政策的演变，主要畜牧兽医、科技进步。

比较全面系绕地反应了延庆县畜禽疫病防治的历史面貌·

‘畜禽疫病志》是延庆县历史上第一部畜禽疫病志书，全书共二篇十三章，，由于我们编

写水平有限，其中错误遗漏之处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北京市畜牧兽医工作站、延庆县财政局，档案局、统计局、农

业局、水利局、林业局、民政局、环保局、农经管理站、公路管理所、农业区戈ll办公室、饲

料公司、肉联厂等单位和畜牧局下属各科、室、场、站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协助；市、县、局

有关领导，在职的和I已离退休的畜牧兽医干部、科技人员，为编写本志提供了大量宝黄资

料，在此一并致谢．：

延庆县畜禽疫病编志组

一九九O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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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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庆县位于北京城西北郊。县城距北京城区约八十公里，是北京市远郊县之一。地处东

径115044’——11扩34r，北纬40。16，——40。477。东临怀柔县、南连昌平县、西北两面与河

北省的怀来、赤城二县接壤，西南也与怀来县隔官厅水库相望。

全县幅员面积1992．7平方公里，东西长65公里、南北宽46公里，其中山区面积1514．4平

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6％t

行政区划据一九八九隼资料。分为一镇，二十五个乡、三百九十二个村民委员会、七百

零一个村民小组，总户数为86211户，其中农户为69829户、非农户为16382户，总人N267353

人，其中农业入口为227725人，农业劳动力为64933个、牧业劳动力为2404个。

全县总耕地面积为511231亩，其中集体耕地476846亩。

全县有少数民族十二个，6300多人，其中满族最多，回族次之。满族主要居住在永宁。

下屯、康庄，回族大部集居在西拔子、康庄一带。

第二节地形地靛、水文气候

、一、地形地筑

延庆县地形属延怀盆地的一部分。东北高、西南低，南、北、东三面环山，西南旌官厅

水库，在西南部形成山间盆地——即延怀盆地一部分。是第三纪初期，我国大陆受太平洋板

块的挤压和燕山运动的影响，‘有了延庆山脉的雏形，到第四纪高山和高原剧烈变动，此时在

海坨山和军都山之间豸专生塌陷妒形成了今日延庆怀来盆地。在盆地中部为倾斜洪积平原，海

拔一般为500一600米，山区海拔一般为1000米，座落在西北部，最高山峰——海坨山海拔

2241米，是本市的第二高峰。川区面积478．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4％，山区面积1514．4平

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6％，是华北平原到坝上高原的过度地带。

县内山脉大致走向北东与东西的，审中部北起佛爷顶、经九里梁至凤坨梁，’形成一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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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分水岭以西为山前平原区，以东为山后区，平原区的高度均在510米以下，由东北

至西南倾斜，妫河从东向西流入官厅水库，地形上构成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盆地，延庆北部的

海坨山是本县最高山峰，海拔2241米，最低在黑河和白河汇合处，海拔400米，最大高差

1841米。南山名为军都山，属燕山山脉的一部分，整个山脉走向是从西北向东南。北部山脉

和燕山山脉相连接，东北部山区是西南高东面低。白河从西向东流去。

全县的山脉有中山、低山和山间谷沟，一般高程700一1000米。山前有洪积扇，河流两

岸有狭长的冲积平原。南部山区有黄土沉积物，从山口流出的洪水浸蚀严重，把黄土切割的

比较零乱，黄土地貌明显。

二、水文

延庆县位于海河流域三个水系上游，流经境内的白河、妫水河、佛爷口河、吉城河、菜

食河、黄花城河、二道河、关沟河等四级以上的河流共十八条。总共流域面积1992．7平方公

里(其中三级河流两条，即白河和妫水河)，分属于潮白河水系。白河在本县流域面积828，06

平方公里，河道长55公里。自河是北部山区的主要河流，发源于河北省沽源县，经赤城县下

堡村流入延庆县白河堡，东向红旗甸、千家店、沙梁子四个乡，在下湾村下游进怀柔县，注

入密云水库。黑河和菜食河是白河的两大支流。

北运河水系，有两条支流，一条是发源于大庄科乡的东沙河，另一条是发源于西拔子乡

三堡的关沟河，县内流域面积108．3平方公里。

永定河水系的妫水河发源于县东部山麓，永宁乡上磨树北，沿平原中部流向西南，经井

庄、沈家营等乡，在县城西南注入官厅水库。在境内流域面积1073．64平方公里。河道长

18．5公里，约占全县总面积的53．4％。主要支流有佛峪口河、古城河、蔡家河、三里河等。

在支流上已经修建了佛昭口水库、古城水库、香村营拦河闸等蓄水工程，沿河两岸修建了许

多中小型扬水站，是全县平原地区上水灌溉的主要河道。

据计算本县标准年降水：：磋『产生逶流见零表

项 目 多年平均 平水年P=50％ 桔水年p一甲5％。

降水量(亿方) 9．82 9．48 7．69

迳，、 合计 2．20 I．78 I．09

亿
流 平原’ 1．08 0．98 0．56

方
量、一 山 区 1．12 0。80 0．58

上述河道因降水集中，常有暴雨，山区植被稀疏，骨干河道又无大型控制性工程，所以

洪水灾害时有发生，解放后，三十年中较大的水灾就有六次。一九五六年最为严重，受灾面

积达39万亩，其中重灾lo万亩，减产1360多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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