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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牧渔业部和省畜牧局的指示精神，为搞清我县建国以来畜禽传染病流行情况，

总结经验教训，正确指导今后防疫工作，逐步达到控制和消灭畜禽疫病的目的。我县

于l 988．7一一1989．7～年时间，对全县畜禽疫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普查，通过查阅现存

资料，召开大小会议座谈，深入基层了解，个别走访等方式，搜集有关历史资料，写出

这份汇编。它不仅总结了大量有价值的流行病学资料，更重要的是基本上摸清了我县畜

禽传染病的消长情况，为今后消灭和控制畜禽传染病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还查出了某

+些尚未确诊或尚无防制措施的疫病，有待今后进～步研究解决．

由于历史原因，兽医防治体系在建国初期不够健全，尤其在“文革”期间，不少宝

贵资料已经丢失，因资料不金，时间仓促，加之我们业务水平有限又缺乏编写经验，错

误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领导和同行们批评指正。

夏水宽

⋯，，L／＼JL年八』j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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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地理

一、地理位置及面积

大洼县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辽，浑．太的最下游。地理靡标介于东经l 2 l。4 7’

一1 2 2。2 0 7，北纬4 0。3 9’～4 1。0 9。之间，北与盘山县相依，南隔大辽

河与营1：3市相望．东界大辽河与海城，营口县为邻，西濒渤海辽东弯。全县总面积1441平方

公里，总耕地面积775，859亩，其中水田面积754，14I亩，旱田面积21，718亩。

二、地形地貌

大洼县是一个辽阔的退海平源，地势平坦从东向西南略呈二万分之一缓坡降，’海拔

高程一般2．5—3．6米，西南沿海一带1．6—2．0米，北部局部岗地4．O米左右，

全县为辽河口盐碱涝洼区．
。

三、河流，水系及水库

本县三面临河，一面靠海。我省主要河流浑河、太子河至三岔河汇流于大辽河

雷，从东风农场流入县界，经西安。平安，高家、荣兴农场边界流入渤海。流经县境长

度2 0公里，县内流域面积9 2 3平方公里．双台子河流经县西北部。经新兴农场和赵

圈河苇场边界入渤海。流经县境长度3 5公里，县内流域面积5 5 3平方公里。新开河

由县界东部流过．北接双台子河，南联大辽河，为两河调水和分洪联络河道，渠道有闸

门控制，流经县境长度1 5．7公里．现有引河水的抽水站l 8座，抽水能力240．4秒立

米21782髓，有中型平原水库两座(疙瘩楼和荣兴)库容2 6 O O万立方米，自有水源

充足，在近期内能适应各部门发展需要。

四、气候

本县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冷暖，干湿分明．特点是：冬季寒冷少

雪，历时长，夏季炎热多雨，历时短，全年风多，风大．各项气候指标分述如下：

(一)气温

本县内气温差异甚微。多年平均气温g．5℃，中东部略低为8．1—8．4‘C，西

南沿海稍高为8．6—9．O℃，月平均气温七月份为最高2 4．6℃，近2 6年最暖年

是l 9 7 5年，年平均气温9．6℃，最冷年是1 9 5 6年，年平均气温6．0：C，大注

站多年平均气温如下表：

月 份 l 2 3{4 5 6 7}8 i 9|10；i i 12
多年
平均

I气温 一1．0 —7．2 0．3
19．0 ·521．3324．6：233·9j18．4{10“11_j叫·4i1．2 l一6．5 8．5



(二)无霜期

据l 9 5 4年一1 9 8 1年观测资料，平均无霜期l 7 7天，初霜最早出现在9月

2 0日，最晚出现在l 0月2 1日，终霜最早出现在3月2 5日，最晚出现在5月2

日，历年终霜日期及无霜期天数如下表；

年 份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初霜期日／月 12／,o‘8／to 1l／10 26／9 16／lO 14／lo 16／10 12／lO

终霜期日／月 20／4 26／4 15／4 2／5 27／4 20／4 9／4

无霜期天数 170 167 163 166 169 178 185

(三)日照

每年日照平均时数为2 8 0 2．6小时，4—9月日照时数累计为气5 0 5小时，作

物生育期目照时数以5月份最长，7月份最短，每年平均日照时数如下表；

1月份 1 2 3 4 5 6{7 8{9 10{1 1 12 全年

}日照
：时数 211．5'210．3 247．8 257．6 283．2 256．2 221．9 2 38．6 248．3 2 31．9．197．5 197．9 2802．6

(四)移j温

每年平均0℃以上积温3908．7℃以上，5℃以上积温3778．6℃，1 0。C以上积温

3484．2℃．

(五)结、解冻期

土壤结冻日期每年平均为l 1月8日，化通日期4月3日， l 0厘米结冻日期为

1 1月2 5日，稳定日期l 2月1日．解冻开始日期3月l 7日，稳定日期3月2 1日，

最大冻深为1．3 6米。

(六)相对湿度

1 9 5 5年至l 9 8 1年平均相对湿度为67％，7月份最大为81％，3月份最小为

57％，每年各月平均相对湿度如下表：

月 份 1 2 3 4 5 I 6}7}8 9 iLo 1 1 12 每年平均

相对湿度叻 6l 58 l 57 58 61’}7 1}81}80}73{69 67 64 67

(七)风

本县属温带季风气侯，全年多大风，大于六级以上的目数为7 3天，大于八级以下

的目数为3 l天，多年月平均风速4．4米／秒，最大风速l 9米／秒，冬季多北风及

西北风，最大风速为1 8米／秒，春季多南及西南风，最大风速2 0米／秒．

一2．



(八)降雨量

大洼县各地、各月降雨量如下表：

l 2 3 4 5 6 7 8 9 10 l l 12 总 数

I

5．0 5．6 8．1 134．6 47．6 61．2 17 3．3 156·8：81·2,137·3 L17·6
6．3 634．5

可见全年降雨量为6 3 4．5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夏季3 9 1．3毫米，占全年降雨

量的61．7％，尤其集中在七月中至八月上旬，占全年降雨量的32．2％，秋季1 3 6．0毫

米，占全年的21．4％，春季9 0．3毫米，占全年的14．2％，冬季占全年的2．7％。

五、土壤及植被

本县属于河流冲击滨海沉积平原，成土母质为辽河滨海沉积物。全县土壤类型有水

稻土，单旬土，沼泽土和盐土4个土类，1 8个土属，4 1个土种，其中水稻土类为大

宗，占总面积的90％，分布在县内中部平原地带，有机质含量为I．83％，含盐量0．1％，

适宜稻、林生产。其次是沼泽土，主要分布在辽滨、赵圈河苇场，含盐量为0．1～0．6％，

适宜发展芦苇生产。草旬土和盐土主要分布在各农场荒地和西部三角州及滨海地带，食

盐量0．6％以上，低洼、潮湿、土壤盐碱，目前尚未开发利用。

县内植被类及分布范围与土壤积化程度及开发利用情况有着密切关系，除了种植水

稻芦苇外，还有杨、柳、榆、槐树等，全县森林复盖率2．2％，另外生有碱蓬，马绊

草、芦疙头、蒲草、海枣、圣柳等耐碱植物。

六、自然灾害

大洼县主要自然灾害是洪、涝、旱、盐。

(一)旱、盐灾害

旱、盐灾害同时发生，不同程度几乎每年都有。旱盐灾害主要是水源不足，建国

后，早盐灾害最重的是五七、五八两年。由于河道径流极少，大辽河海潮倒灌，河水含

氯高达1 2．7％。五七年受灾面积l 0．4万亩，损失粮食4292万斤，五八年受灾面积

l 2万亩，损失粮食4000万斤，从七八年开始连续干旱，水量严重不足，泡田插秧期，

给水量只是水稻生育期需水量的4 0％，后来在关键时刻灌区内降了及时雨，才没造成

大面积旱灾的发生。

(二)洪、涝灾害

本区内降雨量多集中在7月下旬至9月初：这企时期降雨量占年降雨霆的78．6％，

往往又和外洪潮水同时发生。四十年来洪灾发生十二次，涝灾发生二十二次，洪涝灾

害同时发生十次，最严重地是六O年，受灾面积26．18万亩，其中洪灾3．1 8万亩，内

涝2 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 8．8％，损失粮食3l 30万斤，占正常年产量的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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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经济地理

一、行政区划

大洼县政府所在地在大洼镇、全县所辖l 7个农苇场(乡)3个镇。

清水农场 (乡)

新兴农场 (乡)

王家农场 (乡)

唐家农场 (乡)

高家农场 (乡)

荣兴农场 (乡)

新建农场。(乡)

榆树农场 (乡‘)

西安农场 (乡)

：：产安农场 (乡)

东风农场 (镇)

新开农场 (镇)

新立农场 (乡)

前进农场 (镇>

城郊农场 (乡)

辽滨苇场 (乡)

罔河苇场 (乡)

犬洼镇

田庄台镇

二界沟镇

二、居 民

1 9 8 6年来全县人口普查为3 2．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 6．8万人，占人口总

数的81．9％，每平方公熙居住2 1 4人，境内居住有汉、满、目、鲜、蒙等5个民族。

三、农 业

大浊县土地总面积l 5 2 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 7．6万亩，芦苇面积2 6．6万

亩，总人口3 2．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 6．3万人，农业劳动力9．6万人。全县有

大牲畜13759头，农业机械总动力144，248马力，其中拖拉机l 8 7 O台。种植稻面积

7 54，141亩，占总耕地面积9 7％，沿河大堤外及零星地(旱田)21718亩，种类有高

粮、玉米、大豆等。芦苇年产量5．7万吨，上交5．3万吨。农业总产值9851万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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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畜敬业

(一)畜牧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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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洼县为水稻产区，是我省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农付产物十分丰富。适宜发展农区

畜牧业。据统计局统计，l 9奄8年生猪饲养量229483头，全县以猪为龙头全面发展。
l 9 g 0年以前，全县有‘国营畜牧场(猪场)3 4处j国营养禽场7处，目前尚有l‘．4

处生态猪禽场，养殖大户近千户，重点户二干户。l 9 8 8年黄牛存栏3308头，，毒l：历史

最高年份减少4676头，下降60％，伴随我县机械化程度的逐年提高，养牛业受到狠制，

头数减少已成恶果。

马：8 8年全县养马6895匹，各场乡农户饲养，马应是我县农耕的主要动力。

’家禽。8 8年养禽163200只。大洼县主要家禽品种有l 8个，其中鸡l 1个，鸭4

个，鹅3个。 、

家兔为草食动物，全县八八年养兔4 8 5 6只，多为农户个体饲养，主要以青紫兰

兔为主。

(二)饲料资源；

大洼县畜禽饲料分六类，即精，青，粗、放牧饲料，动物饲料和补充饲料。根据饲

料资源的特点，需改善畜禽结构，适当扩大草食畜禽比例，开发饲料资源，大搞水生饲

料生产。实行饲料生产的多渠道，以满足畜禽日益增大的需要。

大洼县八。年有国营场办畜牧场4 l处，国营集体猪场7 4 5处，国营养猪占8 0

年存栏的3 6．3％。由于国营畜禽的发展，从而确保了畜源，掌握了畜权；致使大洼

县畜牧业持续稳定发展。生猪饲养量由8 0年180972头，弼《8年增加到229483头，养

禽由8 0年的291 000只，到8 8年增加到2 0 0万只，5努别上升爱4强和鹊8 7呖。

第三章 畜牧兽医组织情况

一、畜牧兽医行政组织系统，

(一)大洼县畜牧局：属行政机构，隶属大洼县人民政府。业务归省、市畜牧局领

导。畜牧局设有畜牧股、人秘股。

(二)各场(乡)镇t设多种经营科、畜牧助理，行政隶属场(乡)镇政府，业务

归县畜牧局领导。 ，

(三)县畜牧局下设： ．

l、县畜牧兽医站，属事业单位，。主管全县的畜禽防疫灭病及基层兽医站魄业务管

理工作。

2、县动物捡疫站(含兽医站内)，属事业单位。主管全县的动物检疫工作，，．

3、县畜牧技术推广站，主管全县的畜牧技术推广工作。

4、县畜牧兽医药械公司，属地方国营企业，，负责全县畜牧兽医药械供瘴工作．

5、县饲料添加药品厂，属地方国营企业，负责生产各类畜禽饲料添加魏及部分酊

片制剂。

(四)、场<乡)镇兽医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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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有场《乡)镇兽医站2 0个。动物检疫所2个。家畜改良站2个。业务上归县

局，站领导，人、财、物由场(乡)镇负责管理。在2 O个兽医站中有l 7个场办兽医

站和2个家畜改良站属农场事业单位，经济由农场实行差额补贴。3个镇办站和两个动

检所属事业单位，经济上由县财政定额补贴，管理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全县有2 0个场(乡)、镇，有1 6 8个分场(村)，有村兽医9 4名，他们直接

担负畜禽防疫灭病和治疗工作任务。村兽医管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无村兽医，由农场

兽医站派兽医承包分场(村)，这种类型有l 0场镇。另一种是分场设村兽医，村兽医

受分场和农场兽医站双重领导，人、财、权归分场管理，业务归农场兽医站管理。

全县畜牧兽医行政系统组织简表

。墨 。

’

√：畜 《

牧
u 8 。

局

畜牧殴，人秘股。

县畜牧兽医站一场、镇兽医站一村兽医。

县动物检疫站。场、镇兽医站。

镇动物检疫所。

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县畜牧兽医药械公司。

县饲料添加药品厂。

． ．t、．各场多种经营科。

．、氏蠢牧兽蜃卫生技术力量
(一)全民机构及人员组成

l，县兽医站(含动物检疫站)：

现有工作人员l 5人，男l 2人，女3入，还有离、退休职工3人。有高级兽医师

2人，畜牧兽医师3人，助理畜牧兽医师1人，技术员3人。具有大学学历的1人，中

专8人，承担县兽医站防、检疫工作。后勤人员3人，工人3人。站内设有化验室一

处，兼职化验员2人，承担全县兽医卫生检验工作。

2，各场、镇兽医站：

全县有国营农场l 5个，苇场2个，镇3个。场设多种经营科1 7个，畜牧技术人

员l 7名其中高级畜牧师1人，畜牧师l 3人，助理畜牧师1人，技术员2人。设有兽医

站2 0个，共有兽医1 3 1人，行政后勤人员6 6人，其中高级兽医师1人，畜牧兽医

师2 3人，助理兽医师5 3人，技术员5 4人，承担各农场、镇畜禽防检疫工作。

全县有村兽医9 8人，其中助理兽医师3人，技术员6 3人，无职称3 2人，已形

成县、乡、村三级兽医技术防褂网。
’

3、畜牧兽医药械公司：
。

t：共有职工l 4人，其中有兽医1人，(助理兽医师)承担我县兽医药品、器械和卫

生树料供销工作。

4，饲料添加药品厂：

垒J一有职工9 4人，其中兽医师2人，助理兽医师2人。生产畜禽添加药品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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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酊剂。

5、兽医教育：

大洼农民中专是省级中等专业学校，一九八。年建校，设有畜牧兽医，财会、水

产、园林等专业，是市、县培养畜牧兽医和其它各项技术人材基地，几年来为我县共培

养出畜牧兽医中专人材l 2 0人。对我县畜禽饲养业的发展和防检疫工作，起了重要作

用。

第四章 主要疫病流行概况

据几次畜禽疫病普查证明，建国以来大洼县境内共发生畜禽传染病5 5种，．其中家

畜共患病l 5种，猪的传染病l 5种，马的传染病5种，牛、羊传染病4种，禽、兔、

貂传染病6种，各种寄生虫病及中毒性疾病l 0种。

一、畜禽疫病防制及成果

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畜牧业生产和畜禽疫病防制工作，积极宣传贯彻“防重于治”

的方针。我县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成立畜禽防疫机构，实行各项防疫、检疫工作。在

各个历史阶段开展了各项防检疫工作，较好地控制和消灭疫病，保护了畜禽生产的健康

发展。五十年代初，牛H与疫、口蹄疫、马鼻疽呈一度爆发流行；各级政府组织防疫队

伍，采取防制措施消灭和控制了一些较大的畜禽传染病。

(一)已消灭的畜禽传染病。解放初期我县有牛肺疫病流行，经各级政寤组织力量

荫制。几年时间就消灭了。五八年以后一直没有发现。

(二)巳控制的传染病马鼻疽、炭疽、猪肺疫，结核早巳被控制。猪瘟、猪丹毒、

马传贫、鸡新城疫，八十年代后已很少发生。布病发病率下降，已呈减少趋势。口蹄疫

虽有三次较大流行，但在一九八三年开展猪五号病免疫后该病已绝迹。

(三)尚在散发流行的疫病有：猪喘气病，猪传染性胃肠炎，禽霍乱、鸡痘、猪、

鸡白痢，鸡球虫病等，这些病有时呈流行性，有时呈零星散发。

(四)近年新发生的传染病；八十年代以来，我县发生了j等痢疾病，该病已在西

安，平安、清水、榆树等场发生过，虽然死亡率不高，但病性顽固不男根除，使养猪成

本增高，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应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鸡马立克氏病，近年在大洼、

西安等地发现，该病对养鸡业经济损失很大。一九八八年全县已开展鸡马立克疫苗接

种，因为是新开展的工作，有的单位或个人对其认识不足，．有的忽视免疫。 ’、：。、。

猪毛孔出血病，自七十年代以来在一些场镇呈零星散发，至今没有得出结谂。

(五)已经取得的防疫成果㈠ ．

，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全体畜牧兽医人员经过四十年的奋斗，消灭和控制了上述

一些危害较大的传染病，保护了畜禽饲养业的健康发展。受到各级的表扬，一九八三年

．至一九八四年两年被评为营口市防制马鼻疽和猪瘟先进县。一九八五年进入省防制猪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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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县行列，l 9 8 7至l 9 8 8年被评为省畜禽防疫灭病先进单位。

：，謇禽疫瘸普查结果

根据农牧渔业部(1986)农(牧)字第58号、(1987)农(牧)字第87号文件精神

和辽宁省农牧业厅畜牧局关于畜禽疫病普查会议精神，为了擂漓金县畜禽传染病流行情

况，总结历年来有效防制经验，正确指导今后的防疫、检疫工作，达到逐步消灭和控制

某些传染病的目的。于I 9 8 8年7月“至l 9 8 9年7月，对全县历年畜禽疫病发生，

流行和防制情况进行了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普查工作。

(一)疫病发生种类’“’ ，

建国后至l 9 8 9年四十年，全县曾发生、流行畜禽陟染病5 5种；其中病毒性疫

瘸l 6种；细菌性疾病2 3种；螈旋体病1种；霉形体病3种；寄生虫8种；中毒病3

种；病源未知1种。按系列分类；

l、共患病；l 6种，有炭疽，口蹄疫，巴氏杆菌病(猪肺疫，禽霍乱、貂、兔巴

氏杆菌病)，沙门氏杆菌(仔猪付伤寒、鸡白痢．)，布氏杆菌病，(鸡痘，猪痘)、

结核、破伤风，狂犬病、勾端螺旋体、犬瘟热。

。．2．，猪系列病；l 5种。猪瘟，猪丹毒、猪喘气病、猪痢疾、猪传染性胃肠炎、猪

弓形体，1猪脑脊髓炎，猪链球菌病、猪水肿病、仔猪自痢、仔猪黄痢，猪坏死杆菌病，

猪流感、猪萎缩性鼻炎，猪毛孔出血病。

3、马系列病；5种。马鼻疽，马传染性贫血，马腺疫、马流感、流行性淋巴管炎。

4、牛、羊系列病；4种。牛肺病、牛流感、气肿疽。放线菌病。

8、‘禽、兔系列病；6种。鸡新成疫。鸡马立克病、鸡自血病、鸡霉形体病、小鹅

瘟，鸡葡萄球菌。
’

。 6，寄生虫病；7种。牛、羊肝片吸虫病，牛血吸虫病，猪囊尾蚴病、猪蛔虫病、

球虫病、马胃蝇幼虫病、。螨病。

7、中毒性疾病3种。亚硝酸盐中毒、食盐中毒、霉玉米中毒。

。 (二)滚行慵祝：。
、

通过普查表明我县建厨以来发生，流行危害严重的疫病有1 2种。其中共患病有口

舜1疫0巴．氏杆菌病(猪肺疫、禽霍乱．)，沙门氏菌病(仔猪付伤寒、鸡自痢)，马病系列

有哥鼻疽，五十年代发生较多．经多年检疫已经基本绝迹。马传染性贫血病在6 0—7 0

年代我县璧流行性发病，危害严重，经多年检疫扑杀病马，消灭疫源，逐年减少，l 9

7 9年开始免疫后现在基本控铋；牛疥癣5 0～6 0年代广泛流行经几次全面驱虫后，

现在已被控制；猪病系列有猪瘟、猪丹毒近五年来已被控制，猪喘气病星散发；禽病系

列有鸡新城疫，本病7 0年代前经常流行，8 0年代后较少发生，得到控制。

上述l 2种疫病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区，都曾有较大流行，并有较长时期的持续

拦；瓤；。瓯蹄疫在我县曾三次流行5 2—5 3年大流行一次，6 4年大流行一次，7 0

肄代塞雯发生猪叉大瀛彳亍～次，并持续到l 9 8 2年。‘l 9 8 3一l 9 8 4年，对猪进

行舞峻，才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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