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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动物疫病普查参加单位和编写人员名单

负责单位：云南省畜牧局

主持单位：云南省兽医防疫总站

参加普查的单位和主要人员

省 级：云南省兽医防疫总站、云南省农垦总局、云南省劳改局

地区级：17个地州农(畜)牧局、畜牧兽医站、昆明市农场管理局

县(市)级：参加流行病调查、整理和填报畜禽疫病等统计表：17个地州、125个畜牧兽医站和

云南省农垦局、云南省劳改局、昆明市农场管理局；参加血清学采样、病症调查和

《云南动物疫病志》编写：17个地州、66个县和云南省农垦局及其12个农场、云南

省劳改局及其5个农场、昆明市农场管理局及其8个农场

编写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明圻 田安昆 刘朝忠 毕运龙朱希亮 许应忠许若菊 宋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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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波周裕升 胡金凤涂毅张运枝张刚 张应国 张禹山

张朝斌莽家勇 袁庆明 裘丽菲章文教杨润兰 蔡为民钟 南

魏长虹

云南省动物疫病血清学检验人员名单

云南省兽医防疫总站：毕运龙

涂毅

张应国

云南省畜牧兽医学校：刘德桑

云南省各地、州、市、县：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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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1986年11月至1990年10月，按照农业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由云南省兽

医防疫总站主持组织进行了全省性的动物疫病普查工作。普查的范围，涉及全

省17个地州市和所属的125个县(市、区)，以及云南省农垦局、云南省劳改局和

昆明市农场管理局所属的农场。普查工作按照全国统一要求，历时4年，经过参

加普查工作的全体畜牧兽医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对云南省的动物疫病历史、现

状，防治工作成绩、经验、问题等进行了较系数的调查和总结。特别是利用当时

的条件，对已有实验室诊断手段的疫病，进行了实验室诊断，在疫病的准确性和

定性、定量上有了较大提高。按质、按量圆满完成了农业部安排的疫病普查任

务，其中部分项目超额完成普查任务，受到农业部的表扬。

普查结束后，云南省兽医防疫总站就及时组织力量于1990。年10月完成了

《云南动物疫病志》初稿的编写工作。初稿广泛征求了意见，并请部分专家审定

了书稿。但遗憾的是《云南动物疫病志》当时因故未能及时付印出版。早日出

版本书是云南省广大兽医工作者的愿望，特别是亲自参加疫病普查的兽医工作

者的殷切希望，同时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年参加此项工作的许多同仁
已经退休，有的甚至已经去世了。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云南省的动物疫情也发

生了较大变化，为了尊重历史，也为了使全省兽医工作者在疫病普查中的辛勤

劳动得到体现，云南省兽医防疫总站将《云南动物疫病志》初稿进行文字订正

后，仍以《云南动物疫病志》为名正式出版发行。本书作为历史资料供广大同行

参考，也了却了广大同仁的一个心愿。

《云南动物疫病志》中的行政区划截止1989年，第三篇云南重要兽医学媒介

动物名录中的资料截止于1998年，其他动物疫病资料截止于1989年。

该书几经周折，在多方面的配合下，终于与读者见面了。由于云南立体地

形、立体气候的特点突出，动物种类繁多，所以，普查的资料特别丰富，也比较全

面，在正式付印前对方便补充资料的内容也作了增补，因此，仍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是一部珍贵的学术专著和工具书。书中有不足之处或错误，请大家批评

指正。

本书为内部发行，按机密出版书刊管理，请注意保存。
云南省兽医防疫总站

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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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动物疫病普查，按照农业部1986年关于开展全国动物疫病普查的统一部署和要

求，在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的指导支持和云南省畜牧局、云南畜禽疫病普查领导小组的直接领

导和省级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下，经过参加普查工作的广大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从1986

年11月至1990年lO月，历时4年的辛勤劳动，现已基本结束。

这次普查，进行得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在准确性和定性、定量调查上有了很大的提

高，是对云南省1976～1980年第一次疫病普查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全省17个地州市125

个县(市)畜(农)牧局、畜牧兽医站，云南省农垦总局、云南省劳改局、昆明市农场管理局及所

属农场、云南省兽医防疫总站，都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投入了普查工作。如

期完成了地州市县(场)、兽医防疫、疫病历史资料的全面查阅，有关数据的统计汇总，形成了

144套《动物疫病调查统计表》；在云南省兽医防疫总站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州站的统一组织

下，按质、按量地完成了66个县、17个国营农场、12个奶牛场、13个种猪场和68个猪统一供

精站、12个种鸡场、4个种公牛站、1个种羊场，共29385份农村畜禽和种畜禽血清、3649个粪

样、3245张牛血片的实验室集中检验，检验传染病和寄生虫病52种，检出49种；在46个县

的135个乡，完成了42206户农户饲养畜禽共274万多头(只)，疫病现状3年(1987。1989

年)定点调查；完成地、州、市级《动物疫病志)19份，县级《动物疫病志)60份。

《云南动物疫病志》编委会和编写组，以上面这些凝集着全省广大畜牧兽医工作者数十

年心血的资料和用辛勤劳动换取的调查材料，以各地、州、市、a-(动物疫病志》为基础，经过

进一步收集有关资料和初步的汇总整理，现已编写完成。

《云南动物疫病志》的编纂和撰写，得到了云南省卫生厅、云南省地方病防治办公室、云

南省卫生防疫站、云南省流行病研究所、云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成都军区牛马防治检

验所、云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省家禽改良站、云南

省草山饲料站、云南省食品公司、云南省土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环保局、云南省气象局、

云南省土肥站等部门和单位赠送提供的宝贵资料；各地县有关单位，也在地、县《动物疫病

志》编写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协助；云南省财政厅、地州市财政和科委对调查工作给予了

经费和项目上的支持，我们对上述各部门和单位及有关同志表示诚挚的衷心感谢。

《云南动物疫病志》共分3篇：第一篇为概况，第二篇为云南省主要动物疫病，第三篇为

附录。本书收录了云南省重要兽医学动物概况和名录及云南省动物疫病调查总结。本书是

在时间和人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编写的，加之我们自身水平的限制，因此，文稿较粗糙，敬请

读者见谅。

《云南动物疫病志》聘请云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成都军区马病防疫检验所、云南农业大

学、昆明动植物检疫所等有关单位的部分专家、教授审稿，同时送请各地、州、市和部分县畜

牧兽医站集体评阅。在广泛征求和听取意见，进一步系统补充审核有关资料后，又进行了认

真细致的全面修改。力求使其成为一本全面、系统总结云南省40年来兽医防疫、科研试验

成果，能为云南省兽医疫病防治、检疫、试验研究技术推广、兽医教育培训和计划、规划等工

作发挥较大参考作用的工具书。 编者

1990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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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暴
口 内～

第一篇概况

笫一章自然地理概况⋯⋯⋯⋯⋯⋯⋯⋯⋯⋯⋯⋯⋯⋯．．．⋯⋯⋯⋯⋯⋯⋯⋯⋯⋯⋯⋯(1)

第一节基本情况⋯⋯⋯⋯⋯⋯⋯⋯⋯⋯⋯⋯⋯⋯⋯⋯⋯⋯⋯⋯⋯⋯⋯⋯⋯⋯⋯⋯(1)

第二节地形地貌及气候⋯⋯⋯⋯⋯⋯⋯⋯⋯⋯⋯⋯⋯⋯⋯⋯⋯_⋯⋯⋯⋯⋯⋯⋯(4)

第三节水资源⋯⋯⋯．⋯⋯⋯⋯⋯⋯_⋯⋯⋯⋯⋯⋯⋯⋯⋯⋯⋯⋯⋯⋯⋯⋯⋯⋯⋯．(5)

第四节土壤植被⋯⋯⋯⋯⋯⋯⋯⋯⋯⋯⋯⋯．．．⋯⋯⋯⋯⋯⋯⋯⋯⋯⋯⋯⋯⋯⋯(10)

附录 云南省主要有毒、有害植物名录⋯⋯⋯⋯⋯⋯⋯⋯⋯⋯⋯⋯⋯⋯⋯⋯⋯⋯(13)

第五节交通运输⋯⋯⋯⋯⋯⋯⋯⋯⋯⋯⋯⋯⋯⋯⋯⋯⋯⋯⋯⋯⋯⋯⋯⋯⋯⋯⋯(15)

第六节自然疫源地⋯⋯⋯⋯⋯⋯⋯⋯⋯⋯·‘⋯⋯⋯⋯⋯⋯⋯⋯⋯⋯⋯⋯⋯⋯⋯．．(18)

第七节自然灾害⋯⋯⋯⋯⋯⋯⋯⋯⋯⋯⋯⋯⋯⋯⋯⋯⋯⋯⋯⋯⋯⋯⋯⋯⋯⋯⋯(21)

第八节环境污染情况⋯⋯⋯⋯⋯⋯⋯⋯⋯⋯⋯⋯⋯⋯⋯⋯⋯⋯⋯⋯⋯⋯⋯⋯⋯(24)

第二章畜牧业经济概况⋯⋯⋯⋯⋯⋯⋯⋯⋯⋯⋯⋯⋯⋯⋯⋯⋯⋯⋯．．．⋯⋯⋯⋯⋯(30)

第一节畜牧业生产⋯⋯⋯⋯⋯⋯⋯⋯⋯⋯⋯⋯⋯⋯⋯⋯⋯⋯⋯⋯⋯⋯⋯⋯⋯⋯(30)

第二节主要畜禽品种⋯⋯⋯⋯⋯⋯⋯⋯⋯⋯⋯⋯⋯⋯⋯⋯⋯⋯⋯⋯⋯⋯⋯⋯⋯(33)

第三节饲草饲料⋯⋯⋯⋯⋯⋯⋯⋯⋯⋯⋯⋯⋯⋯⋯⋯⋯⋯⋯⋯⋯⋯：⋯⋯⋯⋯．．(37)

第三章兽医组织机构⋯⋯⋯⋯⋯⋯⋯⋯⋯．⋯一、．．．．⋯⋯⋯⋯⋯⋯⋯⋯⋯⋯⋯⋯⋯⋯．(40)

第一节兽医组织机构⋯⋯⋯⋯⋯⋯⋯⋯⋯⋯⋯⋯⋯⋯⋯⋯．．．⋯⋯⋯⋯⋯⋯⋯⋯(40)

第二节兽医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50)

第三节其他系统的兽医机构⋯⋯⋯⋯⋯⋯⋯⋯⋯⋯⋯⋯⋯⋯⋯⋯⋯⋯⋯⋯⋯⋯(53)

第四章畜禽疫病防治概况⋯⋯⋯⋯⋯⋯⋯⋯⋯⋯⋯⋯⋯⋯⋯⋯⋯⋯⋯⋯⋯⋯⋯⋯(55)

第一节疫病情况⋯⋯⋯⋯⋯⋯⋯⋯⋯⋯⋯⋯⋯⋯⋯⋯：⋯⋯⋯⋯⋯⋯⋯⋯⋯⋯··(55)

第二节防治概况⋯⋯-·：⋯⋯⋯⋯⋯⋯⋯⋯⋯⋯⋯⋯⋯⋯⋯⋯⋯⋯⋯⋯⋯⋯⋯⋯(98)

第三节存在的问题⋯⋯⋯⋯⋯⋯⋯⋯⋯⋯⋯⋯⋯⋯⋯⋯⋯⋯⋯⋯⋯⋯⋯⋯⋯⋯(122)

第二篇主要动物疫病

第一章猪病⋯⋯⋯⋯⋯⋯⋯⋯⋯⋯⋯⋯⋯⋯⋯⋯⋯⋯⋯⋯⋯⋯⋯⋯⋯⋯⋯⋯⋯⋯(125)

第一节猪瘟⋯⋯⋯⋯⋯⋯⋯⋯⋯⋯⋯⋯⋯⋯⋯⋯⋯⋯⋯⋯⋯⋯⋯⋯⋯⋯⋯⋯⋯(125)

第二节猪口蹄疫⋯⋯⋯⋯⋯⋯⋯⋯⋯⋯⋯⋯⋯⋯⋯⋯⋯⋯⋯⋯⋯⋯⋯⋯⋯⋯⋯(136)

第三节猪传染性水泡病⋯_⋯⋯⋯⋯⋯⋯⋯⋯⋯⋯⋯⋯⋯⋯⋯⋯⋯⋯⋯⋯⋯⋯(140)

第四节猪细小病毒病⋯⋯⋯⋯⋯⋯⋯⋯⋯⋯⋯⋯⋯⋯⋯⋯⋯⋯⋯⋯⋯⋯⋯⋯⋯(143)

第五节猪流行性腹泻⋯⋯⋯⋯⋯⋯⋯⋯⋯⋯⋯⋯⋯⋯⋯⋯⋯⋯⋯⋯⋯⋯⋯⋯⋯(145)

第六节猪伪狂犬病⋯⋯⋯⋯⋯⋯⋯⋯⋯⋯⋯⋯⋯⋯⋯⋯⋯一⋯⋯⋯⋯⋯⋯⋯⋯(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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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猪传染性胃肠炎⋯⋯⋯⋯⋯⋯⋯⋯⋯⋯⋯⋯⋯⋯⋯⋯⋯⋯⋯⋯⋯⋯⋯⋯

第八节猪Et本乙型脑炎⋯⋯⋯⋯⋯⋯⋯⋯⋯⋯⋯⋯⋯⋯⋯⋯⋯⋯⋯⋯⋯⋯⋯⋯

第九节猪流行性感冒⋯⋯⋯⋯⋯⋯⋯⋯⋯⋯⋯⋯⋯⋯⋯⋯⋯⋯⋯⋯⋯⋯⋯⋯⋯

第十节猪痘⋯⋯⋯⋯⋯⋯⋯⋯⋯⋯⋯⋯⋯⋯⋯⋯⋯⋯⋯⋯⋯⋯⋯⋯⋯⋯⋯⋯⋯

第十一节猪狂犬病⋯⋯⋯⋯⋯⋯⋯⋯⋯⋯⋯⋯⋯⋯⋯⋯⋯⋯⋯⋯⋯⋯⋯⋯⋯⋯

第十二节猪炭疽⋯⋯⋯⋯⋯⋯⋯⋯⋯⋯⋯⋯⋯⋯⋯⋯⋯⋯⋯⋯⋯⋯⋯⋯⋯⋯⋯

第十三节猪布氏菌病⋯⋯⋯⋯⋯⋯⋯⋯⋯⋯⋯⋯⋯⋯⋯⋯⋯⋯⋯⋯⋯⋯⋯⋯⋯

第十四节猪肺疫⋯⋯⋯⋯⋯⋯⋯⋯⋯⋯⋯⋯⋯⋯⋯⋯⋯⋯⋯⋯⋯⋯⋯⋯⋯⋯⋯

第十五节猪副伤寒⋯⋯⋯⋯⋯⋯⋯⋯⋯⋯⋯⋯⋯⋯⋯⋯⋯⋯⋯⋯⋯⋯⋯⋯⋯⋯

第十六节猪李氏杆菌病⋯⋯⋯⋯⋯⋯⋯⋯⋯⋯⋯⋯⋯⋯⋯⋯⋯⋯⋯⋯⋯⋯⋯⋯

第十七节猪大肠杆菌病⋯⋯⋯⋯⋯⋯⋯⋯⋯⋯⋯⋯⋯⋯⋯⋯⋯⋯⋯⋯⋯⋯⋯⋯

第十八节猪链球菌病⋯⋯⋯⋯⋯⋯⋯⋯⋯⋯⋯⋯⋯⋯⋯⋯⋯⋯⋯⋯⋯⋯⋯⋯⋯

第十九节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

第二十节猪丹毒⋯⋯⋯⋯⋯⋯⋯⋯⋯⋯⋯·’⋯⋯⋯⋯⋯⋯⋯⋯⋯⋯⋯⋯⋯⋯⋯“

第二十一节猪钩端螺旋体病⋯⋯⋯⋯⋯⋯⋯⋯⋯⋯⋯⋯⋯⋯⋯⋯⋯⋯⋯⋯⋯⋯

第二十二节猪痢疾⋯⋯⋯⋯⋯⋯⋯⋯⋯⋯⋯⋯⋯⋯⋯⋯⋯⋯⋯⋯⋯⋯⋯⋯⋯⋯

第二十三节猪地方流行性肺炎⋯⋯⋯⋯⋯⋯⋯⋯⋯⋯⋯⋯⋯⋯⋯⋯⋯⋯⋯⋯⋯

第二十四节猪梨形虫病⋯⋯⋯⋯⋯⋯⋯⋯⋯一．⋯⋯⋯⋯⋯⋯⋯⋯⋯⋯⋯⋯⋯⋯·

第二十五节猪弓形虫病⋯⋯⋯⋯⋯⋯⋯⋯⋯⋯⋯⋯⋯⋯⋯⋯⋯⋯⋯⋯⋯⋯⋯⋯

第二十六节猪囊尾蚴病⋯⋯⋯⋯⋯⋯⋯⋯⋯⋯⋯⋯⋯⋯⋯⋯⋯⋯⋯⋯⋯⋯⋯⋯

第二十七节猪旋毛虫病⋯⋯⋯⋯⋯⋯⋯⋯⋯⋯⋯⋯⋯⋯⋯⋯⋯⋯⋯⋯⋯⋯⋯⋯

第二十八节姜片吸虫病⋯⋯⋯⋯⋯⋯⋯⋯⋯⋯⋯⋯⋯⋯⋯⋯⋯⋯⋯⋯⋯⋯⋯⋯

第二十九节猪蛔虫病⋯⋯⋯⋯⋯⋯⋯⋯⋯⋯⋯⋯⋯⋯⋯⋯⋯⋯⋯⋯⋯⋯⋯⋯⋯

第三十节猪疥螨病⋯⋯⋯⋯⋯⋯⋯⋯⋯⋯⋯⋯⋯⋯⋯⋯⋯⋯．⋯⋯⋯⋯⋯⋯⋯⋯

第二章禽病⋯⋯⋯⋯⋯⋯⋯⋯⋯⋯⋯⋯⋯⋯⋯⋯⋯⋯⋯⋯⋯⋯⋯⋯⋯⋯⋯⋯⋯⋯

第一节禽流感⋯⋯⋯⋯⋯⋯⋯一j⋯⋯⋯⋯⋯⋯⋯⋯⋯⋯⋯⋯⋯⋯⋯⋯⋯⋯⋯⋯

第二节鸡新城疫⋯⋯⋯⋯⋯⋯⋯⋯⋯⋯⋯⋯⋯⋯⋯⋯⋯⋯⋯⋯⋯⋯⋯⋯⋯⋯⋯

第三节鸡马立克氏病⋯⋯⋯⋯⋯⋯⋯⋯⋯⋯⋯⋯⋯⋯⋯⋯⋯⋯⋯⋯⋯⋯⋯⋯⋯

第四节鸡传染性法氏囊病⋯⋯⋯⋯⋯⋯⋯⋯⋯⋯⋯⋯⋯⋯⋯⋯⋯⋯⋯⋯⋯⋯⋯

第五节鸭瘟⋯⋯⋯⋯⋯⋯⋯⋯⋯⋯⋯⋯⋯⋯⋯⋯⋯⋯⋯⋯⋯⋯⋯⋯⋯⋯⋯⋯⋯

第六节鸡痘⋯⋯⋯⋯⋯⋯⋯⋯⋯⋯⋯⋯⋯⋯⋯⋯⋯⋯⋯⋯⋯⋯⋯⋯⋯⋯⋯⋯⋯

第七节鸡白血病⋯⋯⋯⋯⋯⋯⋯⋯⋯⋯⋯⋯⋯⋯⋯⋯⋯⋯⋯⋯⋯⋯⋯⋯⋯⋯⋯

第八节病毒性关节炎⋯⋯⋯⋯⋯⋯⋯⋯⋯⋯⋯⋯⋯⋯⋯⋯⋯⋯⋯⋯⋯⋯⋯⋯⋯

第九节腺病毒病⋯⋯⋯⋯⋯⋯⋯⋯⋯⋯⋯⋯⋯⋯⋯⋯⋯⋯⋯⋯⋯⋯⋯⋯⋯⋯⋯

第十节鸡喉气管炎⋯⋯⋯⋯⋯⋯⋯⋯⋯⋯⋯⋯⋯⋯⋯⋯⋯⋯⋯⋯⋯⋯⋯⋯⋯⋯

第十一节鸡传染性支气管炎⋯⋯⋯⋯⋯⋯⋯⋯⋯⋯⋯⋯⋯⋯⋯⋯⋯⋯⋯⋯⋯⋯

第十二节鸡脑脊髓炎⋯⋯⋯⋯⋯⋯⋯⋯⋯⋯⋯⋯⋯⋯⋯⋯⋯⋯⋯⋯⋯⋯⋯⋯⋯

第十三节禽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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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3

第十四节鸡白痢⋯⋯⋯⋯⋯⋯⋯⋯⋯⋯⋯⋯⋯⋯⋯⋯⋯⋯⋯⋯⋯⋯⋯⋯⋯⋯⋯

第十五节鸭副伤寒⋯⋯⋯⋯⋯⋯⋯⋯⋯⋯⋯⋯⋯⋯⋯⋯⋯⋯⋯⋯⋯⋯⋯⋯⋯⋯

第十六节鸡大肠杆菌病⋯⋯⋯⋯⋯⋯⋯⋯⋯⋯⋯⋯⋯⋯⋯⋯⋯⋯⋯⋯⋯⋯⋯⋯

第十七节鸡传染性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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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然地理概况

第一节基本情况

一、位置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位于东经97。31 7．106。11’，北纬2l。8’一29。15’之间。东部与贵

州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北部与四川省相连，西北一隅和西藏治区毗邻；西部和西南部

边境与缅甸相连，南部边境与老挝及越南交界。全省东西横跨直线距离864．9千米，南北纵

贯直线距离990千米。国境线长达4096千米，其中，中越边界1236千米，中老边界719千

米，中缅边界2144千米；其中有27个县为边境县。全省土地面积38．3万多平方千米。

二、行政区划

云南全省行政区划分为8个自治州，7个地区，2个省辖市，共设127个县(9个县级市，

86个县，26个自治县，4个市辖区)；下设357个镇，1018个乡，193个民族乡，35个街道办事

处共13329个行政村(村公所、办事处)(见表1—1)。

表1—1 云南省分地区行政区划一览表

盘龙区五华区 官渡区西山区 呈贡县晋宁
4辖区、8县、35镇、67乡、10民族

昆明市 县安宁县富民县嵩明县宜良县禄劝彝族
乡、23街道办事处、1051行政村

苗族自治县路南彝族自治县

东川市 4镇、10乡、154行政村

昭通市鲁甸县巧家县盐津县大关县永善 1市、10县、34镇、117乡、19民族
昭通市

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乡、4街道办事处、1220行政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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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1

曲靖市马龙县宣威县 富源县 罗平县师宗 1市、8县、45镇、86乡、8民族乡、
曲靖市

县．陆良县会泽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1629行政村

楚雄彝族 楚雄市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 1市、9县、34镇、88乡、6民族乡、
自治州、 县永仁县元谋县武定县禄丰县 1112行政村

玉溪市江川县澄江县 通海县华宁县易门
1市、8县、28镇、47乡、13民族

玉溪地区 县峨山彝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
乡、652行政村

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个旧市开远市蒙自县建水县石屏县弥勒
红河哈尼族 县泸西县元阳县红河县 绿春县屏边苗族 2市、11县、35镇、104乡、9民族
彝族自治州 瑶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金平苗族瑶族自治 乡、5街道办事处、1170行政村

县’。

文山壮族苗 文山县砚山县西畴县 马关县 丘北县广南 8县、30镇、68乡、17民族乡、995

族自治州 县富宁县麻栗坡县 t 行政村 ．

思茅县镇沅县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景东彝
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 10县、19镇、93乡、1l民族乡、995

思茅地区
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澜沧拉枯族自治 行政村
县西盟佤族自治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西双版纳
景洪县勐海县勐腊县

3县、11镇、15乡、2民族乡、257
傣族自治州 行政村

大理白族
大理市祥云县宾川县 弥渡县永平县洱源

1市、11县、16镇、95乡、17民族
县剑川县鹤庆县漾濞彝族自治县南涧彝族

自治州 乡、2街道办事处、1087行政村
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1市、4县、10镇、60乡、13民族
保山地区 保山市施甸县腾冲县龙陵县昌宁县

乡、915行政村

德宏傣族景 畹町市潞西县梁河县盈江县 陇川县瑞丽 1市、5县、12镇、6乡、5民族乡、1
颇族自治州 县 街道办事处、344行政村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华坪县宁蒗彝族自 4县、11镇、36乡、22民族乡、260
丽江地区

治县‘ 行政村

怒江傈僳 泸水县福贡县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贡山独 4县、7镇、19乡、3民族乡、260行

族自治州 龙族怒族自治县 ， 政村

迪庆藏族 3县、4镇、23乡、3民族乡、182行
自治州

中甸县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政村

临沧县风庆县 云县永德县镇康县耿马傣
8县、22镇、44乡、23民族乡、923

临沧地区 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双江拉祜族佤族
行政村

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2地级市、7地区、8自治州、9县级市、86县、28自治县、4市辖区、357镇、1018乡、193民族
合计

乡、35街道办事处、13329行政村(村公所、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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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民族

1．人 口

全省1988年底人口总数为359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011．28万人，人口密度以中部、东

部地区较高，西南部和西北部人口密度较低。在同一地区中，又以坝区、河谷区人口比较稠

密，山区、半山区居民较少。

2．民族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以汉族为主，还有2 4个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有彝族、白

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藏族、景颇族、布朗

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基诺族、德昂族、蒙古族、布依族、独龙族、水族。少数民族人口

1165．1万人，约占总人121的1／3。但分布面积广，全省每个县都有2种以上少数民族聚居、

杂居或散居。

汉族在全省各地均有分布，但主要居住在元江以东的云贵高原，这里也有彝、白、壮、苗、

回、哈尼、纳西等民族的集中聚居区域零星聚居区交错在一起。彝族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人

121最多，分布最广，但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部。白族大部分集中聚居在洱海盆地及其周围。

壮族和苗族主要居住在滇东南。其他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元江以西的地区。在北部高山峡

谷地区，聚居着傈僳、怒、独龙等民族；在南部聚居着哈尼、傣、拉祜、佤、景颇、布朗、阿昌、独

龙等民族。

由于历史上长期遭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自然地理阻隔和交通不便，

各民族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差异很大。至解放初期，除内地部分

少数民族发展水平接近汉族外，边疆的傣、哈尼、拉祜、藏、阿昌等民族，基本上保持着农奴制

度；傈僳、佤、景颇、布朗、怒、独龙等民族，虽已进入阶级社会，但还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原始奴

隶社会残余。解放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民族干部的培

养，生产面貌变化很大。但是各民族的经济基础不一，生产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相差悬殊，

兼之各民族中落后风俗习惯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对农牧业生产、家畜疫病的发

生和防治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部分民族长期人无厕所、猪无圈，猪、羊、牛长期野外混群

放养；有的民族喜食生肉，习惯剥皮分食病死家畜；发生疫病则求神拜佛，驱邪避灾，不主动

求医防治；追求养畜存栏数量，商品观念很差等等。使云南省部分地方旋毛虫、猪囊虫、日本

血吸虫、钩端螺旋体、炭疽、出败等人畜共患疫病反复流行；各种寄生虫的感染率和感染强度

明显增高，家畜体质体况下降，使牛、羊“秋肥、冬瘦、春死亡”现象和“倒春寒”、长期低温阴雨

造成牛、羊大批死亡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兽医防疫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四、农牧业劳动力和耕地面积

1．农牧业劳动力

农村乡镇劳动力总计1520．74万人，其中农、林、牧、副、渔业为1380．74万人，占

90．79％。据畜牧业区划调查统计推算，全省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约121万个，其中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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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45万多个劳力，养牛和养马41万多个劳力，养羊25万多个劳力，养禽10万多个劳力，大

体相当于全省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0％。

2．耕地面积 一

1988年末，全省实有耕地面积4204．83万亩，其中水田1472．52万亩(含雷响田260．31

万亩)，旱地2732．31万亩(含水浇地153．55万亩、轮歇地576．5万亩)。

第二节地形地貌及气候

一、地形地貌

云南是云贵高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条件复杂，全省地势西北最高，东南最低，

海拔相差极为悬殊。最高点是滇藏交界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最低处在

与越南交界的河口县南溪河流人元江的汇流口，海拔76．4米，绝对高差6663．6米。地势大

致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递降，平均每隔1千米，海拔下降6米。

以元江谷地和云岭东侧的宽谷盆地为界，可将全省分为两大地貌类型。

1．滇东高原

大理与元江一线以东是滇东高原，又称云南高原。平均海拔2000米左右，高原面保存

良好，地面起伏和缓，高原面上有因断层陷落而成的湖盆和坝子。高原的东部广泛分布着石

灰岩地层，发育着各种岩溶地貌；西部滇中红色高原南北两侧边缘由于河流长期侵蚀切割，

比较破碎，有的已成为山地峡谷相间的山地，高原面上有乌蒙山、梁王山、牛首山、六韶山等

山，均为云岭山系延伸到云南东部的分支。

2．滇西横断山地

云南西部为我国著名的横断山脉南段(北段在川藏境内)，也称横断山脉纵谷区，是由南

北走向的高黎贡山、怒山(也称碧罗雪山)、云岭等高大狭窄山脉与分列其间的怒江、澜沧江、

金沙江几条河流，相扶持南下而形成高山峡谷地貌。这块山地的北段属深切的高、中峡谷类

型。山高谷深、河谷狭窄、岸壁陡峭、山势高耸；山岭的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都很大，一般在

海拔2500米以上，五个高峰高度在海拔4000米以上，较高山峰的雪线约在海拔4500—5000

米以上。山地的南段属于中山宽谷和中山盆地类型，是横断山脉的余脉，主要山脉有怒山的

余脉大雪山、邦马山、高黎贡山的西部分支高黎贡山、槟榔山，以及云岭的余脉哀牢山与无量

山等。南部山地地势显著降低，山地的坡度也较北部为缓，一般在海拔1500。2500米之间，

最高山峰在海拔3000～3500米之间；山地与河谷之间的间距比较开阔，多为宽谷、峡谷、平

坝相间存在。

从总体上看，云南是个多山的省份，但由于山间盆地和断层湖泊星罗棋布，盆地、河谷、

丘陵、低山、中山、高山、山原、高原相问分布，地貌类型多样复杂。全省山地面积占84％，高

原、丘陵约占10％，山间盆地、河谷约2．4万平方千米，占6％。



第一章 自然地理概况 5

二、气候一、 ～ I-^

云南位于宽广的欧亚大陆东南部，地处低纬地带。西北是世界最大的高原——青藏高

原，南距辽阔的印度洋约600千米，季风气候极为明显。冬、春季盛行干燥的大陆季风，夏季

受印度洋和太平洋季风影响而盛行湿润的海洋季风。加之全省地形、地貌错综复杂，形成了

特殊的“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高原立体气候。

云南省全年日照较多，大部分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特别是位于北回归线附近的南部地区为

热带气候，北部地区还分布着高原温带气候。全省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气候类型多样，有的地区

长夏无冬，有的地区长冬无夏，而大部分地区则四季如春。全省气候的共同特点是：年温差小，最

冷月平均温度在6～8。C之间，大部分地区夏温不高，最热月平均温只有19一龙℃，基本上没有候

(5天为1候)平均气温大于或等于30‘c的酷热期；日温差大，早晚较凉，中午较热，尤其是冬半年，

日温差为12～∞℃。冬春干旱，夏秋多雨，干湿季节分明。云南一般降水量丰沛，大部分地区年

降水量平均在1100毫米左右。每年11月到次年4月，因受西方干暖空气控制，降水量很少，只占

全年总降水量的15％左右，是云南的干季。5月以后，各地先后转为雨季，降雨量迅速增加，一直

到lo月下旬后雨季结束。雨季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总量的85％以上，多的达到90％。雨季中，

降水又以6。8月最为集中，占全年降水量的60％左右。由于云南地形复杂，各地降水量的分布

亦有差异，大致由北向南雨量逐渐增多。

第三节水资源

一、主要河流

云南属许多主要江河的上、中游山区省份。全省主要河流有金沙江、南盘江、元江、澜沧

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分别流入太平洋和印度洋。据统计，全省境内多年来的平均年产水量

近2000亿立方米，省外流人年过境水量约1800亿立方米，共计地表年水量达3800亿立方

米，而全省工农业年用水量不超过150亿立方米，仅占现有年地表径流水量的3．9％

云南地势变化大，高低悬殊，境内的大小河流的共同特点是坡度大、水流急、干流滩礁

多、支流水量变幅大、暴涨暴落。全省内河航运条件很差，江河湖泊通航里程不到3000千

米，其中全年通航的仅400余千米，但水能蕴藏量却十分丰富。

全省河流可分为六大水系，其主干流长4978千米，主要支流有180多条。

(1)伊洛瓦底江水系：在云南境内主要支流有大盈江、龙江、独龙江。大盈江发源于腾

冲县，流经梁河县，于虎跳石处流出国境，国内河道长26千米。龙江发源于高黎贡山西侧，

流经腾冲县、梁河县、陇川县进入遮放坝，与芒市大河汇合后改称瑞丽江，流经瑞丽坝，沿中

缅边界至弄岛于葫芦口人缅境，省内河道长332千米。独龙江发源于西藏自治区，流经云南

省西北一隅。

(2)怒江水系：怒江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南麓，经昌都地区在云南省贡山县入境。向

南流经福贡、泸水、保山、龙陵、昌宁、镇康、潞西等8县后出境。至缅甸称萨尔温江。省内干

流长547千米。主要支流有勐菠罗河、南汀河。怒江是云南省阻挡德宏、保山边境方向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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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特别是口蹄疫传人的重要屏障。

(3)澜沧江水系：主流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南麓，经西藏自治区后从云南省德钦县人

境，向南流经维西等17县，于勐腊县出境。国外称湄公河。省内河道长1170千米。主要支

流有黑惠江(中游段叫漾濞江)、流沙河、补远江(又名罗梭江)。澜沧江在云南省兽医疫病的

防堵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金沙江水系：金沙江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主峰西南侧的冰塔林中，经西藏于云南省

德钦县入境。在四川省宜宾市与岷江汇合流人长江，省内流程1560千米，是云南省与四川

的交界河流。主要支流有龙川江、普渡河、牛栏江、横江。

(5)元江水系：元江干流发源于巍山县与下关市境内，东南向流经巍山、南涧、南华、楚

雄、新平、元江、红河、元阳、个旧．、蒙自、金平等12县。由河口县出境人越南后称红河。t省内

干流长692千米。主要支流有李仙江、藤条江：盘龙江、普梅江(南利河)、绿汁江、小河底河。

(6)南盘江水系：南盘江发源于曲靖市马雄山，向南流经曲靖、陆良、宜良、南华、弥勒等

5县后，在开远市小龙潭转向东北，流至罗平县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盘江源于宣威乌蒙山

区，向东人贵州省。省内干流长677千米，主要支流有黄泥河、清水江。

二、主要湖泊及水库

全省有大小湖泊30余个(见表1—2)。据不完全统计，湖泊水面面积160万亩，集水区

面积9000多平方千米，分别占全省总面积的0．028％和2．31％，总蓄水量为290亿立方米。

表I一2 云南省分地区湖泊情况表

湖泊
地州市 湖泊名称

个 万亩

合计 33 162．6l

昆明市滇池45万亩、草海1015万亩；宜良县阳宗海2．82万亩；路南县常湖
昆明 5 49．14

O．0r7万亩、月湖o．10万亩

曲靖 2 O．76 寻甸县清水海0．76万亩；会泽县者海O．05万亩(已干未列)

通海县杞麓湖5．50万亩；江川县星云湖5．20万亩；抚仙湖32．80万亩<其中
玉溪 3 44．18 江川县占10．34万亩、华宁县占2．39万亩、澄江县占19．cr7万亩)；澄江县阳

宗海l。68万亩

个旧市大屯海湖1．80万亩、个旧湖0．008万亩；蒙自县长桥海1．50万亩、南
红河 6 9．08

湖0．05万亩；开远市三角海O．65万亩；石屏县异龙湖5万亩

文山 2 0．24 文山县老坞海O．08万亩；砚山县海子边0．16万亩、差黑海(已干改田未列)

大理市、洱源县洱海36．45万亩；洱源县西湖O．60万亩、茈碧湖1．20万亩、
大理 9 40．48 海西海0．30万亩；剑川县剑湖1．20万亩；云龙县天池0．15万亩；鹤庆县板

桥母屯东海0．1．万亩；大理市喜州龙湖0．10万亩(已干改田未列)

丽江县文海0，16万亩、拉市海1．睨万亩；宁蒗县泸沽湖4。55万亩；永胜县
丽江 4 17．31

程海11．58万亩

迪庆 3 1．42 中甸县纳帕海1．00万亩、碧塔海0．20万亩、属都海0．22万亩

注：阳宗海4．502r亩，其中宜良县占2．82万亩，澄江县占1．68万亩；泸洁湖7．63万亩，其中云南宁蒗县占4．55万

亩，四川省盐源县占3．08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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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投入了大量的火力、物力、财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仅国家在云南省

用于支农兴修水利的资金就达462356万元，占全省财政支出的11．5％。，全省建成了蓄水量

在l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2座，蓄水量在1千万立方米以上l亿立方米以下的中型水

库118座，小型水库4064座。近几年，全省水库年蓄水量保持在38．52亿立方米左右，比

1969年增加41％，增长72％。同时还兴建了大量的防洪、排涝、灌溉等配套工程设施，大大

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

三、饮水

云南省地形复杂，饮用水源种类繁多，随着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

生活饮用水也有很大改进。据云南省卫生防疫站介缗，云南省县级以上和大部分乡、镇都用

自来水，其中昆明、东川、个旧、大理、玉溪等市、县所用的自来水，其水质检验，包括大肠杆菌

指数、总硬度、臭味及6种化学物质：均符合1976年国家试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水

源水质的要求。山区居民多用泉水，坝区多用浅井水、河水或塘水，少数用深井水(100米以

上)。泉水和深井水一般水质较好，浅井水次之，河水和塘水大都污染较重，不符合饮用水卫

生标准。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云南省大部分居民点进行了饮用水改造，经过“水改”之后，

饮用水的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进(见表1—3)。

表1—3 昆明市官渡区“水改”后的水质检验结果(19r77年)

检验符合标准百分率(％)

项 目 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 小型自来水 引水入村 老井改造 新打井

(8个) (5个) (8个) (7个)

细菌总数 100个／毫升 37．5 20．O 33．3 O

大肠菌指数 3个／毫升 25．0 0 0 O

色度 不超过15度 75．0 100．O 83．0 71．O

混浊度 不超过5度 75．0 100．0 100．0 100．0

pH值 6．5～8．5 100．0 100．0‘ 66．7 87．7

总硬度 不超过250毫克／升 100．0 100．0 。‘83．3 71．4

耗氧量 不超过2～3毫克／升 62．5 100．0 100．O 57．O

亚硝酸盐氮 总量不超过lO毫克／升 100．0 100．O 100．0 100．O

硝酸盐氮 总量不超过10毫克／升 100．0 100．0 100．0 100．0

氯化物 不超过200毫克／升 100．O 100．O 66．7 100．O

硫酸盐 不超过250毫克／升 100．O 100．0 100．0 100．O

铁 不超过O．3毫克／升 75．O 80．O 83．O 43．0

锰 不超过0．1毫克／升 87．0 60．0 50．0 57．0

氟化物 不超过1．0毫克／升 100．0 100．0 100．0 100．O

铅 不超过0．1毫克／升 100．0 lcl0．0 100．0 100．0

砷 不超过0．05毫克／升 100．0 100．0 100．0 100．O

臭和味 不得有异臭和异味 100．0 100．O 100．O 86．0

摘自：云南省防疫站<昆明市官渡区水改后的卫生情况初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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