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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羔．

刖 。吾

畜牧业是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畜牧业健康的发展，必须搞好畜禽疫

病防制(治)。进行畜禽疫病普查是贯彻《家畜家禽防疫条例》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弄清疫病种类、分布及危害程度，采取有力措施是控制、消灭畜禽疫病的先决条件。它

对于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遵照“农牧渔业部(1 9 8 6)农牧字第5 8号文件”精神和吉林省家畜家禽疫病普

查领导小组的布署，镇赉县予i 9 8 8年7月I 2日，成立了镇赉县家畜家禽疫病普查

领导小组，下设镇赉县家畜家禽疫病普查办公室，负责指导全县畜禽疫病普查工作。为

了搞好全县的疫病普查工作，各乡(镇)、场也成立了领导小组和普查工作组。全县普
查工作从l 9 8 8年7月2 0日开始，至l 9 8 9年2月2 0日止，历经2 l 0天，对

全县1 7个乡(镇)， 1 1个国营农牧场进行了全面普查。采取了重点调查和普遍普查

相结合；县、乡(镇)、场上下相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诊断相结合；现场考查

和查阅疫病统计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最大限度的收集占有资料，总结了历年畜禽疫病防

制(治)经验，基本摸清了镇赉县育禽疫病种类、分布、流行规律及危害成度。较好的

完成了普查任务。

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有关单位的支持，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们的努力，本着实事

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全部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为了推动今后畜禽疫病防制

(治)工作更好的开展，为科学防病灭病提供科学依据，汇编成《镇赉县家畜家禽疫病

志》一书，供有关部门和从事畜禽疫病防制(治)工作的人员参考。

全书共分三篇， 第一篇为家畜家禽流行病学总论； 第二篇为家畜家禽流行病学各

论；第三篇为畜禽疫病普查有关表格和资料。

本书由于有关历史资料不全，加之参加工作人员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

希兽医战线的同志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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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牛结核⋯⋯⋯⋯⋯⋯⋯⋯⋯⋯⋯⋯⋯⋯⋯⋯⋯⋯⋯⋯⋯⋯·⋯⋯⋯⋯⋯··(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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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镇赉县和镇赉县畜禽疫病概况

第一章镇赉县概况

第一节 自然地理

一、自然概况

1、地理位置：

镇赉县位于吉林省西北部， 自城地区东北部， 松嫩平原西部边缘。地处东经

122。47
7

06．3∥至124。04∥，北纬45”287 14．3Ⅳ至46。187 15．8Ⅳ。东靠嫩江与黑龙江

省杜尔伯特旗，肇源县鹰江相望，西连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南隋洮儿河与大安市相

邻，西南分别与洮南市、白城市毗邻，北与黑龙江省泰来县相接壤。全县总幅员面积为

5．37l平方公里。

2、地势地貌的特点：

镇赉县大部分地处新华夏系北段第二沉降带形成的松辽平原西部边缘。北与大兴安

岭外围倾斜台地相连，南临洮儿河，东靠嫩江。境内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面平缓

低平，呈微波状起伏。西北海拔约在140—240米之间。最高249．6米， 中部为沙丘连绵

起伏、泡沼星罗棋布的低平原，一般海拔在130一160米之间，最高179．2米， 东南部一

般地面高度129—160米左右， 相对高差2—1 0米。除台地外， 平原一般平均纵坡

1／8，000。

二、气候特点：

镇赉县属中纬内陆，大陆性季风气候，季节性强。全县总的气候特点是：春季(3—

5月)升温快，降雨少，多大风；夏季(6—8月)日长夜短，阳光充足，高温炎热， 降

雨集中；秋季(9—1 0月)天气晴朗，西风渐强，凉爽温差大；冬季(11月至次年2月)

昼短夜长，寒冷干燥少雪。

1、气温及温度：

全年以春旱秋吊为常见。全年太阳辐射总量平均为124．71千卡／廛米2。 年平均日

照时数29 35．1小时。辐射高度值出现在5、6月份， 分别为15．25千卡／厘米2和14．88

千卡／厘米2。低值出现在12)1与1月，分别为4．29千卡／厘米2和5．36千卡／厘米?。年

极端最高气温39．1。C，年极端最低气温零下33．4。C。年平均气温4．4。C。最热月是7

月，平均温度23．5。C。最冷月是1月，平均温度零下17．4。C。气温年较差为40．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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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生长期的5—9月份，年平均积温2，922．8。C。

2、降水量：

镇赉县年平均降水量377．1毫米。 水面蒸发量平均达l，837．3毫米。 雨量多集中在

6～8月，占年降水量的77％。12月及次年1、2月，降水量少， 仅占全年的1．2％。

集中降雨期。雨量强度大，雨势猛，不易被土壤吸收，植物难以利用，大量降水以她表

径流形式汇入江河，泡塘及洼地。但暴雨日数(≥50毫米)甚少，年平均为0．8次， 仅占

全年平均降水日数的1．1％。

3、风：

全年盛行北、西北风，春季大风持续天数(≥8级)为lo．1天，沙土暴2．5天。

4、日照无霜期：

全县无霜期，按轻霜期计算，年平均135天；按严霜期计算年平均152天。初轻霜一

般在9月25日前后出现。生长期的日照和热量条件，基本适于农作物年产一季的需要。

三、土壤与植被：

1、土壤类型：

镇赉县的土壤类型共有9个土类、21个亚类、21个土属、66个土种。9个土类为：

黑钙土、淡黑钙土、粟钙土、草甸土、盐±、碱土、冲积土、沼泽土、风沙土。履新华

夏系北段第二沉降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季节性强。

2、野生植物资源：

全县有野生植物504静。 珏北部主要植物有贝加尔针茅、兔毛蓠、糙隐草、百里

香、斜茎黄芪、寸草台、细叶胡枝子、兴安胡枝子，羊草等。还有知母、桔梗、细叶沙

参、防风、细叶柴胡等药用植物。中西部主要植物有：羊草、糙隐草， 狗尾草、 萎陵

菜、虎尾草、鸡眼草、扁蓄、米口袋、碱葱、芯巴、春黄芪、西伯利亚蓼、角碱蓬、山

野碗豆、地榆等。中部的主要植物有：羊草、冰草、兴安胡枝子、狼尾巴草、大花飞燕

草、草嵩等。东部沿江河地带生长的主要植物有：小叶樟、芦苇、香蒲、水仙仁、三棱

啦、小时瓤赫草、针蔺、水葱、牛鞭草等。

植被树木主要树种有：以杨、柳、榆树为主，樟子松、沙棘、黄沙罗等其它树种为

辅。

四、河流水系：

镇赉县属嫩江水系。江河有嫩江、7JkJL河及季节性河流二龙涛河和呼尔达河。嫩江

为本县东部与黑龙江之界河， 发源于大兴安蛉依敬乎里山， 流域总蘧积28．3万平方公

7里，；本县流域面积l，861．31平方公里。由白沙滩入境，经镇赉劳改总队、大屯镇、沿江

乡大箔V1出境，沿县境111．5xz7里。年平均流量647．36立方米／秒， 最大的l 9 6 0年

达1220立方米，／秒，最枯的i 9 7 9年只有183立方米／秒。 洮儿河为本县南部与大安

市之界河，发源于大兴安岭索尔山。 总流域面积约3．08万平方公里， 在本县流域面积

3，510．10平方公里，该河由东哈尔绵约2公里的小岗下入境。经到保、黑鱼泡、岔台、

沿江等乡入月亮泡后泄入嫩江，流经本县132．50公里。 年平均流量14．47立方米／秒，

枯水期最枯流量为0。最大流量l，370立米／米，年平均经流量4．56亿立米。呼尔达、

二龙涛河因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上游截流而多年无水，在近两年汛期再度进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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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星罗棋布的自然泡沼及季节性泡沼七十余处，总面积为17．9万亩。其中较大的

有月亮泡(大部分在本县、小部属大安)、洋沙泡、鹅头泡、哈尔挠泡、那什吐泡、张伯

川泡、黑鱼泡、棉西泡、苇子沟泡等。

五、野生动物：

镇赉县地广人稀，野生动物种类繁多。陆地野生动物主要有兔、狐狸、黄鼬、狼、

貉子、獾子、雉、草蛇等。还有天鹅、鹊、甓、销、鸭、鹬、鹂、雁等百余种鸟类。珍

贵保护动物有丹项鹤、白头鹤，蓑羽鹤、白枕鹤等。嫩江、洮儿河及境内泡沼内仅鱼类

既有10科48种，著名鱼类有鳜、鲤、鲫、鲢、草、鲶等鱼，并有虾、哈什蚂、河蚌等丰

富水生动物。

六、自然灾害：

镇赉县的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低温、霜冻、冰雹、涝灾和大风6种。

1，干旱：

干旱是本县的主要灾害。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据1 9 6 6—1 9 8 2年

2 1年统计，全县平均每年发生干旱面积为25，686公倾，占总耕地面积的23呖。干旱最

严重的1 9 7 4年，受旱面积为58，940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53．6％。

就春旱、夏旱、秋吊3：种干旱来说，以春旱发生频率为最大，为82．1％。其次是夏

旱，发生频率为25．9％。秋吊的发生频率最低，为20．5％。

建国以来，本县春季大旱的年份有：1 g 5 4年、1 9 6 4年、1 9 6 5年、1 9

7 1年、1 9 7 2年、1 9 7 7年、l 9 8 6年共7年。夏旱年为1 9 5 5年、1 9 6

5年、1 9 6 6年、1 9 6 7年、1 9 6 8年、1 9 7 0年、l 9 7 2年、1 9 7 5年

1 9 8 2年共十年。秋吊年有1 9 5 4年、l 9 5 5年、 1 9 6 5年、 1 9 6 7年、

l 9 7 0年、1 9 7 2年、1 9 7 5年、1 9 8 2年共8年。

2、低温冷害：

低温冷害可分为延迟型和障碍性两种。延迟型冷害是指农作物生育期内持续长期低

温，热量不能满足作物的需要而导致生育期推迟，造成作物不能或不能完全成熟。障碍

性冷害是指作物生育期内在某个关键时期短时间的异常低温，致使农作物受害。上述冷

害，以延迟型冷害对农业生产危害较大。本县延迟型冷害发生在1 9 5 7年、1 9 6 9

年、1 9 7 2年、1 9 7 6年4年；尤以1 9 5 7年、1 9 7 2年为典型，致使农业严

重减产，全县平均亩产仅七十多斤。

除了夏季的低温冷害以外，本县还有春季的低温，即春寒和倒春寒。本县的明显春

寒有1 9 6 0年、1 9 6 2年、1 9 6 6年、1 9 7 6年、1 9 7 9年、1 9 8 2年。

倒春寒有l 9 6 5年、1 9 6 9年、l 9 7 2年、1 9 7 4年。春寒和倒春寒又常常和

夏季低温密切相关，1 9 6 5年， 1 9 6 9年，1 9 7 2年、1 9 7 9年都是由春寒、

倒春寒而导致夏季低温。

3、霜冻：

本县春季晚霜的平均日期为5月3日，最晚年出现在5月24日(1 9 7 3年)，秋霜

的平均日期为9月25日，最晚年在lo月11日(1 9 7 9年)。平均无霉期135天。从无霜

期看，10年有8年是够用的，但在低温年分由于积温不足，生育期推迟，特别是晚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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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和低洼地，容易造成霜冻。1 9 5 6年以来， 本县秋分前虽然出现过12年秋霜(1 9

5 9年、I 9 6 2年、1 9 6 4年、l 9 6 5年、l 9 6 6年、l 9 6 7年、l 9 6 8

年、1 9 7 7年、i 9 8 0年、1 9 8 1年、l 9 8 2年、1 9 6 5年)， 但真正造成

严重冻害的年份只占早霜年的二分之～。春季晚霜的危害较小，只推迟作物出苗期，或

对幼苗及蔬菜造成某些冻害。

4、冰雹。

冰雹是本县的主要灾害之一，差不多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少则1次，多则6

次。l 9 6 0年至1 9 8 6年的2 7年闽，共出现49次冰雹，平均每年1．81次，从历史

记录分析，六十年代冰雹次数较少，年平均冰雹次数0．8次，最大遭灾面积不过2，000公

顷。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冰雹次数明显增多，由过去年平均的0．8次增加到3．2次，年平

均遭灾面积猛增到6，000公顷。1 9 7 3年8月10日，丹岱、嘎什根、坦途、保民、 哈

吐气及东方红农场、镇赉劳改总队等5个乡2场遭受雹灾，致使15，760公顷作物受害，

绝收面积达8，000公顷。1 9 7 9年7月9日下午，保民、坦途、东屏，哈吐气、 莫奠

格、到保6个乡遭受雹灾，受害面积4，900公顷，其中绝收面积3，000公顷。打伤村民25

人(其中重伤4人)，打死羊25只，牛1头，马2匹， 折断树木2，466棵， 广播电杆470

根，低压电杆613根，高压电杆19根，刮坏房屋217闻。坦途乡红岗村降雹最大直径5公

分，雹后3天还见有一尺多厚的大冰块。这次强雹将正在拨节的高粱、玉米、谷子等作

物打成乱麻状，无法辨认，树皮被打光，枝杈被打断。进入八十年代后，冰雹次数和强

度有所减弱。

5、涝灾：

本县涝灾有两种：一是洪涝，二是内涝。洪涝在历史上出现的机率不多，但危害很

大。建国以来目洪涝分别出现在l 9 5 7年、i 9 6 9年、1 9 8 6年。1 9 5 7年主

要是洮儿河泛滥，1 9 6 9年和1 9 8 6年是洮儿河、嫩江及境内其它河流同时泛滥。

内涝差不多每年都有程度不同发生， 比较严重的内涝年有l 9 5 7年、 1 9 6 0年、

1 9 6 3年、1 9 6 5年、1 9 6 6年、1 9 6 9年、l 9 7 4年、I 9 8 3年、1 9

8 5年及1 9 8 6年。大面积内涝往往和洪涝同时并发，如l 9 5 7年、1 9 6 9年、

l 9 8 6年都是洪涝和内涝并发年。

6、大风；

本县大风主要集中在春(3—5月)、秋(8—9月)两季，年平均8级以上大风日数

为i 3天，6级以上大风4 6天。l 9 7 6年春季8级以上大风高达i 6天。当年5月

24日刮了一场11级西南大风，大量沙尘被卷入空中，天空一片浑暗， 能见缩减到200米

以下。刚刚出土的幼苗叶片全部刮碎，有的连根拔起。全县毁种面积达22．5万亩。

据调查，本县还发生过龙卷风。1 9 5 5年7月，莫莫格代阁村供销社遭受龙卷风

袭击，7间房盖被抬走，150公斤蘑的油桶卷入空中高达百米以上， 成堆铧铁被搬家。

1 9 7 8年7月7日受类龙卷天气过程影响，本县胜利、镇赉镇、黑鱼泡、岔台、

莫奠格、五棵树、大屯、东屏8个乡(镇)和东方红农场及镇赉劳改总队受到袭击，农作

物倒伏面积15，000公顷．其中绝收5，000公顷；毁坏公用建筑、民房4，637间。受灾严重

的胜利乡腰围予生产队， 有94％农户房差被掀开； 岔台乡350平方米的会议室， 被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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