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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畜禽疫病的普查和《福建省畜禽疫病志》的编写，是福1建省“七登嗍间畜牧业的一
项基础工作。按照农业部的部署，工作从1986年开始，在福建省农业厅的领导下，根据全国统

一的流行病学调查提纲和表格，进行了回顾性的访问调查，查阅了大量的技术档案、文件、资

料、统计数据，并结合实验室检验结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最后由编写人员撰写成《福建

省畜禽疫病志》，整个工作历时5年。因此，《福建省畜禽疫病志》是福建省畜牧兽医人员艰辛工

作的结晶。

《福建省畜禽疫病志》分概况、畜禽疫病和防治以及附录三部分。除已署名的以外，未署名

的分别由下列同志编写：第一篇概况由徐斯良编写，第二篇中猪病由黄纪铨编写，禽病由程道

祥编写，牛、羊病由张理谟编写，兔病由林振祥编写，马病由徐斯良根据原福州军区后勤部卫生

部编写的《福建省家畜流行病学》整理，统计表格由兰坪亮、金颜辉、游伟民编制，福建省家畜主

要寄生虫名录由张政、徐斯良、游伟民编写。全书最后由徐斯良执笔统稿。

《福建省畜禽疫病志》的编写按照详近略远、详重点略一般的原则，较为系统的叙述了福建

省畜禽疫病的历史和现状，重点叙述1949--1989年畜禽疫病防治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因此，

《福建省畜禽疫病志》不仅为福建省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畜禽疫病防治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

为今后有计划的防治畜禽疫病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经验，同时也为科研、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资料完整可靠，文字准确，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记叙的情况和数

据尚欠完整，加之时间仓促，编写人员水平也有限，谬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因此，尽管《福建

省畜禽疫病志》已编成，还恳请同行批评、指正，使之在今后的修订中不断充实、完善。

《福建省畜禽疫病志》的编写得到福建省各级畜牧兽医站、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福建省

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等单位和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福建省畜禽疫病志》编委会

福建省农业厅畜牧局

1990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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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简称闽，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为南方农牧区省份之一；地跨中、南亚热带，介于衣经

115。507—120。43’之间，北纬23。33 7—28619’之间，北邻浙江省，西北与江西省交界，南与广东省

接壤，东南临东海，与台湾省隔水相望。全省陆地总面积为121380平方公里(包括金门县)，占

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26％。陆地东西宽450公里，南北长550公里，境内多山，群峰耸峙，山岭

蜿蜒，丘陵起伏，全省山地丘陵约占80％，其比重居东海沿海诸省之冠，平原盆地占5％；耕地

12618平方公里，占lo．39％；河流等水面约占9．4％，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东南山国”之

称。海域位于东南两海交汇处，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略大于陆地。

1989年福建省包括一个中央单列市(即厦门市)在内共有9个地、市74个县、市、区(不包

括城市区和金门县)958个乡、镇1．47万个行政村146个种畜禽生产单位。全省人口为

2896．03万，其中农业人口为2398．31万，占总人口的82．8％；农业劳力763．44万人。居住福

建省境内的主要是汉族，占总人口的99．03％，其次是畲族，21．1万人，此外还有回、满等30个

民族，所以福建省也是个多民族省份之一。

福建省还是一个著名的侨区，海外侨胞有600多万人，又是全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最早的

省份之一，厦门市是全国最早创办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农牧

业生产，加速畜牧业现代化，繁荣畜牧业经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第二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

一、地形地貌

福建省依山面海，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少。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形横剖面略似马

鞍形。境内丘陵起伏，河谷和盆地错落其间，山地、丘陵平原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90％。

福建省内七大山脉构成了闽西、闽中大山带。闽西大山带纵贯福建省西部，蜿蜒在闽、浙、

赣边境，由武夷山脉、杉岭山脉和仙霞岭山脉等组成。山脉北高南低，1500米以上的山峰多集

中在北部，其中以武夷山市境内的黄岗山最高，海拔2158米，也是我国东南沿海大陆最高的山

峰；闽中大山带纵贯本省中部，由鹫峰山、戴云山和博平岭等组成，向东北延伸与浙江省的恬苍

山脉相衔接。山带的北部、中部较高，海拔多在1000米以上；南部较低，海拔在1000米以吓，最

高峰——戴云山海拔为1849米。两大山带都具有北宽南窄、北高南低、东坡缓西坡陡、走向大

致与海岸线平行的特点，组成福建省的地形骨架。此外，在东北部尚有太姥山脉，主峰“东山

顶”海拔达1479米。

福建省山地多，但海拔绝对高度不高，全省200米以上的山地丘陵占土地总面积的88％，

多在500‘一1000米之间，千米以上的仅占土地面积的3．2％，500米以下的占6．4％。丘陵谷地

主要分布于内陆的I』J地外侧、河流两岸和沿海。沿海丘陵分布在沿海一带，组成高海岸与岛屿，

丘陵较为破碎，坡度大多在20。以下，有较深的红包风化壳，厚度一般为4—5米。内地丘陵中的

闽西南，坡度多在20。以上。闽西北丘陵多分布在盆地周围和河谷两岸，坡度一般不超过20。，

丘顶平坦，风化壳也比较厚。

福建省平原少，只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分布在沿海河流下游和内陆沿河峡谷盆地，

主要有福州、漳州、兴化和泉州等四大平原。这类平原地势平坦，河网较密，土肥水足，是福建省々

主要农业区。此外，还有数量多、面积小的内陆河谷平原，多位于较开阔的河谷盆地中，由河水

冲积、洪积而成。

福建省海岸线曲折，港湾多，岛屿星罗棋布，海岸线总长3051公里，居全国第二位。全省沿

海大小海岛总数为t404个，总面积1250平方公里。

二、气候特点

福建省纬度较低，靠近北回归线，水热资源丰富；倚山面海，盛行季风，四季分明，属亚热带

海洋性季风气候。夏季风来自海洋的偏南暖湿气流，高温多雨；冬季劲风来自大陆的偏北风；南

北温差较大，干燥少雨；秋温高于春温。

1．气候：福建省年平均气温为14．6—21．3℃，最高月平均气温28℃左右，最低月平均气

温6—13℃，极端最高气温达43．2℃，极端最低气温为一9．6℃；全省各地月平均气温大于

IOU，稳定积温除屏南、周宁、寿宁和柘荣四县在4700℃以下外，其余各县都在5180—7610℃

之间，具有夏季长、冬季短的特点。

2．湿度：福建省因受海洋影响，全省年平均湿度为76—84％，其中3—6月最高(80～

85％)，7—9月湿度为75—85％，10一12月最低(76％)，各月相对湿度均超过70％。一般高海

拔山区与沿海湿度较大，总的是北部大于南部。

3．降雨量：福建省年平均降雨量900一2200毫米，雨量分布随地势而异，总的是自西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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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向东南沿海递减，一般内陆年平均雨量在1200--2200毫米，沿海雨量900一1200毫米，闽江

口以南为全省少雨区，如惠安县年降雨量为674毫升，而历史上最大年降雨量达3681毫米(在

连城县)。

全年降雨量很不均匀，一般春夏多，秋冬少，大部分地区3—6月为雨季时间，降雨量占全

年的50一60％，而10--12月占全年的15--20％。

4．日照：福建省年日照时数为1670一2405小时，日照率38—54％。北部为1800—2000小

时，日照率40一50％，东南沿海与南部在2200--2300小时，日照率50一60％。全省年太阳总辐

射值为4044—5402兆焦耳／平方米。

5．风：福建省全年最多的风是东北风，盛行风向随季节的交替有明显的交换，6—8月多偏

南风，10一3月多偏北风，4—5月和9月分别为两种盛行风向的过渡期。全年平均风速；岛屿

7米／秒左右，沿海平原为2—3米／秒，内地只有1—2米／秒。冬季风速比夏季强，岛屿更为明

显，10一3月平均风速达8米／秒以上，而5—8月仅为4—6米／秒。

6．霜期：福建省平均无霜期为240一345天，但地区差异较大。北部比南部冷，内陆比沿海

冷，如北部的浦城县霜期长达105．6天，而南部的东山则终年无霜冻；内陆的永安霜期47天，

而沿海的福州仅7天。

三、水文情况

福建省内陆水域类型甚多，有江河、水库、山塘、池塘、河沟、湖泊及其它水域。

1．江河：福建省有大小河流609条，除交溪发源于浙江外，其它均发源于福建省境内，流

向多为东南。其特点是：水量丰富，水流湍急，多峡谷险滩，季节水情变化大，枯水期水域滩多，

洪水期水凶浪猛，每年4—6月为汛期，除汀江流入广东外，其它都单独入海。全省河长20公里

以上的共有37条，总长13569公里，流域面积达112842平方公里。集雨面积在500平方公里

以上的一级河流有闽江、九龙江、汀江、晋江、鳌江、交溪、霍童溪、木兰溪、诏安东溪、漳江、获芦

溪、龙江等12条，集雨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97条，更有山间溪流纵横交错，密布

全省。

福建省各流域多年同步期平均年径流总量1168亿立方米，其中闽江为586亿立方米、九

龙江149亿立方米、汀江84．7亿立方米、交溪65．1亿立方米。

2．水库(包括山塘)：建国以来，福建省兴建大中小型水库2303座，总库容量50多亿立方

米，总面积2．9万公顷。全省还有山塘面积2347公顷，主要分布在闽东南沿海，以泉州、漳州、

福州等地居多。

3．池塘；福建省池塘面积9300公顷，占内陆淡水域面积的16．7％，比较集中地分布于闽

东南沿海和闽西北低丘平原城镇郊区。

4．河沟：福建省共有河沟面积10727公顷，占内陆淡水域的19．3％，主要分布于闺中南沿

海平原。

5．湖泊：福建省湖泊水面有2253公顷，占全省内陆水域的4％，主要分布于福州、泉州与

厦门等地区。天然湖有平潭县三十六脚湖，面积163公顷，主要供生活饮水用；福州西湖，面积

约27公顷，是旅游胜地；泉州市有龙湖、虺湖和前港湖等3个天然湖泊，面积约273公顷；围垦

后形成的新湖有长乐的文武砂近333公顷，厦门市杏林湾1240公顷。

此外，还有其它水面2080公顷，约占内陆水域面积的3．7％。这些水面包括水生饲料塘、

莲塘、家庭养鱼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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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流水质概况

1．河流泥沙量：福建省各河流的悬移质含沙量，平均每年为0．073一o．428公斤／立方米。

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是晋江，平均每年为0．428公斤／立方米，主要是受安溪官桥一带的水土流

失影响；其次是木兰溪，平均每年为0．311公斤／立方米，汀江为0．253公斤／立方米，九龙江为

0．21公斤／立方米；最少是闽江流域和闽东诸河，平均每年在0．14公斤／立方米左右。

2．河流水化学：福建省河流天然水质的分布，主要受补给来源、环境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影

响。河流水化学类型以重碳酸盐类为主。河流的矿化度最大的是九龙江北溪(74—127毫克／

升)，其次是闽江沙溪(74--84毫克／升)，其余河流多在45--65毫克／升。河水总硬度的分布与

矿化度相似，总硬度最高的也是九龙江北溪(15—32毫克CaO／升)，其次是闽江沙溪和木兰溪

(12—15毫克CaO／升)，其余河流多在5—10毫克CaO／升。河水pH值的分布，最大也是九龙

江北溪，为7．2—7．3，水质偏碱性；最小是闺东霍童溪和交溪，为6．5—6．7，水质偏酸性；其余

河流pH近于7．0，水质中性。河流多项指标基本都达到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标准，符合规定的矿

化度小于100毫克／升、总硬度小于250毫克CaO／升和pH值在6．5—8．5之阆的要求：入海

河口因受潮汐影响，矿化度和总硬度有显著增高，滨海地区有咸水分布。

3．水温：各河流河水的月平均水温，春季lo一24℃，夏季20一30"C，秋季13—29℃，冬季

6—16℃。其地区分布是由南向北递减，并随着流域区位海拔高程的增加而减少，垂直变化十分

明显。

五、主要自然灾害

福建省的主要自然灾害有旱灾、涝灾、风灾、寒灾、雹灾、雪灾等，其中干旱和洪涝最为突

出。

1．旱灾：福建省虽然是我国东部多雨省份之一，但干旱经常发生。据1449--1948年记载

(以下简称500年史料)，较大干旱平均每2．2年出现一次，大范围的干旱大约11年为一个周

期。从1950年至1989年的40年期问，全省共发生干旱42次，平均每年1次，除1969年、1973

年、1976年3年没有发生外，其余年份都有发生，有的一年还发生2—3次。干旱一年四季都甫

发生，但以夏旱为主，其次是秋冬旱。从地区看，东南沿海最多、最严重，由此向西北的频次降

低、旱情减轻。

2．水灾：据500年史料记载，福建平均每1．5年就有一次较大的洪涝灾害，1949--1989年

40年问，全省共发生洪涝359次，平均每年达9次，共淹没农田411．3’万公顷次，平均每年受

灾面积10．3万公顷次。据分析，闽江的洪水主要发生在5—6月的梅雨季节里，占其全部洪水

的86．6％；晋江和九龙江的洪水主要发生在7—9月，占55％左右；闽东北的交溪与九龙江、晋

江相似，闽西汀江与闽江相似。就全省情况分析，洪水多发区为福州一罗源一带、永泰一漳浦以

东沿海、南平附近、邵武、上杭等地。

3．台风：据1884--1896、1899--1980年共95年的记录，福建登陆台风有191次，平均每

年2次；影响福建的台风有275次，平均每年3次。台风每年5—11月均有发生，以7—9月多

见，8月最多。风力一般为8一11级，最烈可达12级以上。

4．大风：瞬时速度17米／秒或以上的风称为大风。大范围的大风多发生在7—8月的台风

活跃季节，其次是3—4月和10一11月冷空气频繁活动时间。但不同的地区大风出现的时问也

不同，内陆以夏季居多，沿海与高海拔的山区以冬春为主。一般大风日数是从沿海向内陆，从高

海拔向低海拔急剧减少，主要集中在离海岸10--15公里的狭长地带和部分高海拔的孤立山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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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暴雨：春末夏初，西南暖湿空气活跃，与冷空气相遇常形成暴雨。另外台风也常带来暴

雨，引起江河上游山洪暴发，中下游及其低洼地带常泛滥成灾，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造

成很大危害。

6．冰雹：福建省为少雹省份之一，1132--1931年的800年问，有54个县降冰雹203次，

1955--1979年的25年问，降冰雹74次，年平均3次。根据近30年资料统计分析，2—5月是全

年多雹月份，占全年冰雹总次数的7l％，其中3—4月份占50％左右，其次为7—8月，占22％。

全省以武乎沿沙溪河流域到寿宁一线两侧以及九仙山、德化等附近地区，下冰雹机会最多，危

害严重。

7．霜雪：每年12月至翌年2月，北部地区受北方冷空气影响多出现霜和霜冻；1月前后，

北部部分山区常有冰雪出现，最低气温可达一9．5℃。

8．地震：福建省历史上有过17次4级以上地震，邻省地震影响福建省有22次。据有关资

料报导，福建省的地震活动带有3条：第l条主要分布在泉州到汕头，地震活动较频，共发生地

震22次，最烈者达8级；第2条分布在邵武到河源，地震活动较少，共发生13次，最烈者6．4

级；第3条分布在政和到海丰，地震活动最弱，仅发生4次，最烈者5级。据1976年监测，前两

个地震带分别储有5．5级和5级地震能量。

第三节土壤植被

一、植被

福建省东南部沿海地带屑亚热带植物区，北部地区属暖温带植物区。森林是全省植被的基

本类型。在内陆广大山地丘陵区，主要植物群落是阔叶常绿树，次为针叶乔木林。闽北山地有

夏绿灌木林，局部河谷地有亚热带雨林，沿海地区多为亚热带植物。内陆地区植物种类繁多，森

林茂密，其中地广人稀局部高山天然植被未尽破坏，仍保存一些原始森林。主要植物有油杉、马

尾松、栲、栋、樟、黄楠、花榈木、乌桕、油茶、木荷、映山红等。混在林内的还有栓皮栎、板栗等。林

内亦有不少绞杀植物和附寄生植物，在500一1000米山地常绿乔木下的灌木层中，主要有鸡屎

树、狗骨仔茜、草树等；藤本植物有鸡血藤、络石等。草甸以芭芒、芒箕骨最为常见。在山谷阴暗

潮湿处有淡竹叶、麦冬等。地被植物有狗脊、茯芩等。各地还有人工栽培的杉木林、毛竹林、油

桐、油橄榄等特种经济林。

在溪河两岸，多为沙草科植物和杂草类。海滨滩地有秋茄树、木榄等红树林和人工栽培的

木麻黄等防风林，以及过江藤、圆叶牡荆、龙舌兰、仙人掌等沙生植物。东南沿海地区多柑桔、龙

眼、荔枝、香蕉、甘蔗等亚热带栽培植物。

二、土壤性质及所属地带

由于福建省地形错综复杂，土壤带的形成也因受气候、山脉走向、海拔高度等因素的影响，

构成了具有兼跨南亚热带的砖红壤和中亚热带的红壤地带中杂有非地带性的错杂分布的多样

性和复域性的特点。

由于福建省位于不同的气候带，显示出不同的垂直带谱，具有地理分布上地带性和非地带

性相结合的特点。位于南亚热带的山地，自下而上具有砖红壤性红壤一红壤一山地红壤一山地

黄壤和局部小面积的山地草甸土的垂直带谱；位于中亚热带的山地，则为红壤一山地红壤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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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壤一山地黄棕壤一山地草甸土的垂直带谱，在同一土壤地带内，各地错综复杂的土壤分

布，构成了这一地区土壤分布的复域性，如在内地盆谷，其底部分布着新积土或紫色土，而外围

的山地分布着红壤和山地红壤；在河流两岸的浅滩、沿海滩涂地上则分布着潮土或滨海盐土、

风沙土。各种土壤的分布如下；

1．砖红壤性质的红壤：砖红壤性质的红壤是南亚热带季雨林生物气候区的主要土壤类

型，分布于闽东南，东起福州、西至永定县一线以南，海拔400米以下的丘陵、台地。

2．红壤：红壤是中亚热带地带性土壤，是分布最广的山地丘陵土壤类型，广泛分布全省各

地，以龙岩、三明、南平、福州、宁德等地居多，地处海拔6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山地。

3．黄红壤：黄红壤为山地红壤类中的一个亚类，主要分布于福建海拔1200米以下的低中

山带，下线接红壤亚类。

4．黄壤；黄壤为中亚热带山地的主要土壤类型，分布于福建海拔1000米以上低中山、中

山地带。
f

5．山地草甸土：山地草甸土分布于福建1000米以上的中山顶及低洼地段，是高中山草甸

植被下形成的土壤类型，与黄壤呈复区分布。 ，

6．滨海盐土：滨海盐土分布于闽南滨海低潮线以上的滩涂地。

三、主要有毒植物名称与分布

有毒植物系指在自然状态下，以青饲或干草形式为家畜采食后，其所含的某些化学成分，

对家畜正常的生命活动发生障碍，引起生理上异常现象，影响家畜的健康，甚至导致发病死亡

的植物。据调查，在全省天然草地植被中，常见的有毒植物有27科44届58种，如巴豆、油桐、

蓖麻、乌桕、乳浆大戟、大戟、泽漆、葛蒲、海芋、半夏、异叶天南星、天南星、犁头尖、毛茛、茴茼

蒜、打破豌花花、石龙芮、秋牡丹、威灵仙、颠茄、龙葵、刺天茄、蔓陀罗、栓皮栎、麻栎、棵栎、芜

花、了哥王、细轴芜花、驳骨丹、醉鱼草、钩吻、大叶仙茅、仙茅、石蒜、金粟兰、及已、夹竹桃、羊角

拗、鱼藤、枫杨、土细辛、花树、长叶冻缘、瓜木、羊踯躅、裂叶牵牛、黑草、百部、藜芦、七叶{枝
花、商陆、鸭胆子、土荆芥、茅膏菜、雷公藤、山油麻等。在这些有毒植物中，只要应用得当，有的

还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如雷公藤、藜芦、醉鱼草、驳骨丹、钩吻、毛茛等，其中被称作“断肠草”的

钩吻用作猪的饲料添加剂，可起到驱虫、止喘、催肥的效果，被人们誉为猪的“人参”，有较高的

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由于自然条件不同，有毒植物的分布和数量也不相同。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草地和水分

条件较好的林下阴湿草地上有毒植物多达34种；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合地有毒植物相对

少些，只有24种。这种分布常与生态环境条件有密切联系，如杜鹃花属，在山坡草地上常以斑

块镶嵌在各类群落中，在草地低洼地或湿润农隙地，常生长大量剧毒植物，如毛茛、茴茼蒜、打

破豌花花、茅膏菜等；另外，有的有毒植物的分布与草地利用程度也有很大关系，在火烧或撩荒

的草地上常有榆科的山油麻滋生，在邻近村庄反复农垦的零星草地上，常常生长出大量的龙

葵、蔓陀罗、夹竹桃、蓖麻等(见表1—1—1)。

四、草地资源

福建是多山省份，草地资源丰富，据有关部门统计，可供放牧的草山草坡共有200万公顷，

其中660公顷以上连片草地有129片，毛面积为14．5万公顷，是发展我省草食牲畜的宝贵财

富。同时，牧草资源也很丰富，种类繁多，据调查，有饲料植物1087种，这些植物适应性强，可筛

选培育为优良牧草，为草地改良建设提供种源(见表l—l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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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福建省部分有毒植物及其生态环境

名 称 生态环境

山油麻 山坡灌丛或疏林中

乳浆大戟 山坡路旁

泽 漆 田间路旁

石龙芮 低湿地、水田、泥水沟旁

夹竹桃 村庄、路旁

羊踯躅 丘凌坡地或山地

茴茼蒜 池边、沟边或湿草地 ．

藜 芦 高山林下阴湿地

打破豌花花 低洼地或湿润农隙地

毛 茛 丘陵地沟边或湿草地

茅膏菜 低洼地或湿草地

龙 葵 村边路旁荒野

断肠草 低丘陵坡地、疏林或灌木林中

醉鱼草 河边、溪边和树林边

天南星 阴湿草地或山边石旁

过 山龙 河和溪边、山谷或山坡树林中

半 夏 湿润草地或山边石旁

表1—1—2福建省常见野生牧草及生态环境

草 名 生态环境

野古草 山坡、草地或溪边

五节芒 低山、低中山山地草场及林下湿地

白 茅 撩荒地、火烧后林地及农隙闲地、草坡

铺地黍 农、林隙闲地及水湿地

狗尾草 荒野、路旁及田间

狗牙根 旷野、路旁、草地、水边

马 唐 低山、丘陵山地及平原的草坡荒野、田间地隙

稗 沟边、田边及稻田

画眉 草 丘陵山地、丘陵及平原的山坡地、路边、田野

牛筋草 农隙闲地

狼尾草 田边、路边及草坡

圆果雀稗 丘陵山地、低山、低中山的草丛草坡、农林闲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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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草 名 生态环境

黄背率 常见于干燥的山坡

荩 草 丘陵、丘陵山地的草坡及农林隙闲草地湿润地方

四脉金草 海拔350--1500米以上的山地草坡

柳叶箸 农林隙闲草地的潮湿地方

鼠尾粟 丘陵、丘陵山地的草坡及田野路边

看麦娘 多分布于闽西闽中地区的潮湿草坡、田边

细柄草 丘陵、山地的草坡及零星

假俭草 平原丘陵及丘陵山地的潮湿草地和山脚路旁

早熟禾 草地、路旁或阴湿地
’

细毛鸭咀草 低山、低中山的草坡或旷野草地

牛鞭草 湿润草地

苦 竹 向阳山坡、山谷

鸡眼草 丘陵、山地的山坡、旷野、路旁、田边等

野 葛 疏林类、草丛类草场

胡枝子 山地草丛及草甸草地

马 兰 千米以下的山地、丘陵草坡

碎米莎草 山地、丘陵、田间、路旁

福建草地资源虽然丰富，但由于天然草场的野生牧草是以禾本科为主，豆科牧草很少，所

以草质差，枯草期长，饲草的季节性和营养性不平衡的矛盾很突出，产草量和载畜量悬殊也很

大。产草量从山地丘陵、疏林灌草丛类平均亩产青草305公斤到农林隙闲地类平均亩产青草

577．56公斤。全省理论总载畜量为239770头黄牛单位，平均1．8公顷供养一个黄牛单位，最

低的草场要3．3—4公顷供养一个黄牛单位，最高的只要0．67—1公顷，差别很大。

由于福建大部分连片宜牧草山多处在交通不便、海拔较高的偏僻山区，开发难度较大，再

加上经济基础和技术力量薄弱等多种原因，致使丰富的草场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至目

前全省人工种草累计总面积11200公顷(包括水土保持种草5333公顷)。

第四节交通运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福建的交通运输业也有了迅速发展，不但有四通八达的公路，

还有铁路、水运、航空等。

1．铁路：铁路除鹰厦主干线与江西境内的浙赣线连接外，还有外福、漳州支线、福马、龙

坎、梅剑、永加、漳龙、安丰等8条支线，到1989年全省铁路正线延展长度为1113公里，其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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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长度为1100．3公里。配属机车269台，配屑客车408辆。货车周转时问2．1天，货物列车旅

行速度平均每小时24．8公里。

2．公路：福建省1989年公路总长度为40030公里，其中干线公路8083公里，一级公路27

公里，二级公路236公里，三级公路3176公里，专用线2157公里，晴雨通车里程34142公里，

绿化里程10749公里。全省1989年拥有汽车8500辆(其中客车4057辆)，载货挂车数1998

辆，轮胎式拖拉机459辆，其它机动车450辆。载货汽车完好率87．1％，载货汽车里程利用率

73．6％。

3．内河航运：福建省内河道1989年总长度3888公里，其中水深1米以上的河道770公

里。闽江、九龙江、晋江、汀江、福安溪可直接与海运沟通。南平、漳州分别为闽江、九龙江航道

的中心。福州、南平、漳州、泉州、赛岐等码头设备较好，可分别与铁路、公路联运。全省1989年

内河轮驳船1061艘，帆船127艘。

4．海运：福建省海面全年不冻，沿海优良港湾多，主要港口有马尾、厦门、后诸、三都、赛

岐、涵江、东山、沙埕等，其中马尾、厦门港均可停泊万吨级轮，并有铁路直通港区码头，可组织

铁路、水路联运。海运航线可达全国沿海各港、香港、日本、琉球、南洋群岛等地。1989年共有沿

海轮驳船626艘，沿海帆船257艘，远洋轮驳船88艘。

5．航空：福建省民用航空近几年发展很快，现有福州机场和厦门国际机场，已与上海、杭

州、南京、合肥、青岛、北京、大连、沈阳、哈尔滨、广州、桂林、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武汉、成都、

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深圳、郑州等几十个国内城市有直达航班，还与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等

国家和地区有班机往来，1989年旅客运输量达71．52万人。

福建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运出去的牲畜很少，主要是鸡、鸭苗，每年运出省外的约有

6000—7000万头，福州、莆田、古田是主要集散地；另外，每年还要从浙江、江西等省调进肉猪

50一60万头，猪苗百万多头，从本省调往香港肉猪3万多头，羊数千头。这些畜禽的调运大多

数靠汽车，少数靠火车和船。福州、漳州、厦门火车站以及厦门、马尾、漳浦下寨码头等是畜禽集

散的重要车站、码头。由于畜禽运输量少，全省除食品和外贸系统有专用调猪汽车外，没有其它

专用设旋。

第五节 自然疫源地

福建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森林类型繁多，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各种优越的自

然环境。在众多的野生动物和昆虫中，与畜禽疫病发生有关的有野猪、豪猪华南亚种、赤腹松鼠

宁波亚种、东方田鼠华南亚种、小家鼠华南亚种、中华按蚊、厩螯蝇、四列斑虻、亚非库蠓、印鼠

客蚤、黄牛、水牛、猪及羊血虱、牛毛虱、白纹伊蚊、钉螺、蚯蚓、椎实螺、剑水蚤、蜗牛、草螽、针

蟋、扁卷螺等100多种。这些野生动物和吸血昆虫有的可以直接对畜禽产生危害，有的可传染

疫病产生危害，有的既可直接危害畜禽又可传染疫病产生严重危害，如由蠓类叮咬引起马骡过

敏性皮炎，由中华按蚊、雷氏按蚊、搔扰阿蚊等为传播媒介引起的马脑脊髓丝虫病，由蚊、蠓类

为传播媒介引起的流行性乙型脑炎(见表1—1—3、4、5)；某些鼠类是山区钩体病的主要传染

源，其中以黄毛鼠、针毛鼠带菌率最高，达lo一12％；钉螺是日本血吸虫的中间宿主，主要分布

于福清、霞浦等14个县、市；扁卷螺是布氏姜片吸虫的中问宿主；蜗牛、草螽、针蟋是胰阔盘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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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的中问宿主，等等。

表1-1-3 1974年7-9月厦门市灌口地区马牛舍中华按蚊带微丝蚴情况调查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一号 二号 三号 合
项 目

马厩 马厩 马厩 马厩 牛舍 牛舍 牛舍 计

解剖蚊数(只) 194 237 197 234 217 222 124 1425

带虫蚊数(只) 1 l 6 2 3 7 58 78

带虫率(％) 0。52 0．42 3．05 O．86 1．38 3．15 46．8 5．47

表1—1—4 1953—1964年各种媒介昆虫的带毒情况调查

种 类 数量(只) 阳性数(只) 带毒率(％)
f

白蚊伊蚊 2153 13 O．60

致乏库蚊 9603 9 O．09

三带喙库蚊 6065 4 O．06

中华按蚊 69l 1 O．14

台湾蠛蠓 6890 11 O。16

库 蠓 4965 2 0。04

二带喙库蚊 1680 _—— ●-——

搔扰阿蚊 104 ●_—— ●_——

中华库蚊 1162 ●—— ●——

蚋 760 __—— ●——

蜱 9lO ●—— i

鸡 螨 800 ●—— _——

第六节环境污染情况

一、自然环境特征

(1)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状降落。内陆山带之间是谷地长廊和溪流，两岸分布着一

系列似串珠状的河谷盆地，许多重要工业城市，如建阳、南平、三明、永安、龙岩等就座落在这

里，连成一条带状的污染源。

(2)盆地地势封闭，静风频率高，大气污染物不易扩散。沿海平原集中了全省大部分人口和

耕地，居民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活动给这一地区的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沿海港湾大部分是口小腹

大，因此港湾内海水与港湾外海水的流动周期长，湾内污染物的迁移扩散能力较弱，自净能力低。

(3)气候温暖，冬短夏长，雨量充沛，河流众多。福建省水量较为丰富，河流水环境容量比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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