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黼 当
翮 舌

在农业部、甘肃省畜牧厅的统一部署下，在省畜禽疫病普查领

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定西地区畜禽疫病志》在普查的基础上经

过两年的努力工作，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定西地区畜牧业历史悠久，多年来在全区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

地位，特别是近年来持续发展，已取得连续十年的丰收。1990年全

区畜牧业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23％以上，畜牧业生产已由农本型

逐渐转向商品化生产，提高了畜牧业的养殖效益，成为我区广大农

牧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畜禽疫病防制工作在畜牧业生产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防制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整个畜牧业的健

康发展。我区能连续十年夺得畜牧业丰收，与全区广大兽医工作者

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

1980年我区曾进行过一次畜禽疫病调查，但已和当前畜牧事业

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相适应。这次疫病普查和疫病志的编写

工作本着科学求实的原则，从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实验室检验、

防制情况以及疫病现状等方面，整理汇集了定西四十年来的畜禽疫

病资料，它比较系统完整，是对我区畜禽疫病及防制历史的总结，

是我区广大兽医工作者努力实践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结晶，对

我区今后的疫病防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保障我区畜牧业的健

康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它的编写成功，是全区畜牧兽医界

的一件大事，谨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参与这项工作的全体同志表

示衷心的感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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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依靠科技进步，紧

密团结，开拓前进，为振兴定西畜牧业做出更大贡献。

甘肃省定西地区行署畜牧处处长张明和

一九九二年一月



编写说明

《定西地区畜禽疫病志》是根据农业部[19863农(牧)字第

58号、 [1987]农(牧)字第57号、 ['19893农(牧防)字第237

号文及省畜牧厅甘牧字E883第182号文通知精神，在省畜禽疫病

普查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下，从1988年7月至1990年5月完成。近

两年来，地、县、乡先后有一百多名专业人员参加了此项工作，疫

病普查期问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定西地区畜禽疫病志》是在普查的基础上，对全区畜禽疫病

从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实验室检验及查阅历史文献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调查分析汇总而成。全书共分二篇十二章，第一篇概况，

第二篇畜禽疫病及防治。全文集中反映了定西地区自然地理、畜牧

经济，兽医组织机构、畜禽疫病现状以及防制等概况。按农业部普

查系列的要求结合本区实际对100余种畜禽疫病一一进行分述，并

介绍了部分防制经验和兽医科技成果。在疫病普查工作中，县级主

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采样及部分病的诊断，地区主要进行技术指

导、样品化验分析和部分调查。通过疫病普查，对制定全区畜禽疫

病防制规划，进一步建立健全疫病防制体系，保障畜牧业生产健康

发展及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

《定西地区畜禽疫病志》是在参照地、县疫病普查、化验分析

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又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和有关专业文献

进行了汇总、补充及润色工作。初稿出手后经王锡祯(甘肃农业大

学教授、省畜禽疫病志主编)、沈斌元(甘农大教授、省畜禽疫病

志编者)、况乾惕(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 I 。



姚文芳(甘肃省畜牧厅畜牧兽医处处长，兽医师)、魏万琏(省疫

病普查办公室主任，高级兽医师)，黄琢(省疫病普查办公室副主

任、兽医师)、枉志铭(甘肃省兽医总站高级兽医师)以及地区畜牧

处领导和专家学者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衷表谢意!

本志仅作为内部参考资料，愿它能为防治畜禽疫病发挥作用，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水平有限，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

批评斧正。

编 者

一九九O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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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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定西地区位于甘肃省中部，东与平凉地区，天水市毗

邻，南接陇南地区，西与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交界，

北与兰州、白银市相连。东径103
6

27 7"--'105
4

38’，北纬34。07'～

36。027。东西长197公里，南北宽2 lo公里，总面积为20330平方公

里，折合203．31万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4．5％。

区划 全区辖定西、通渭、陇西、渭源、临洮、漳、岷7个县，

10个镇、159个乡、48个居民委员会、2029个村民委员会，13617个

村民小组和418个居民小组。

人口 1989年底统计，全区共52．14万户，249．33万人。其中

男性128．90万人，女性120．43万人。农业人口48．4万户。232．5万

人，人口密度123人／平方公里，人口自然增长率1 1．31‰。

民族 汉族占总人口的98．9％以上，另外还有散居的回、藏、

满、东乡，蒙古等17个少数民族。

农业劳力 全区农村乡镇总劳力106．70万人，其中农业劳力

89．70万人、占84．07％o

耕地面积截止1989年底，全区总耕地面积为521400公顷。占

总土地面积的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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