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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f j坚
阐 吾

抚顺市畜禽疫病志是根据农牧渔业部(1986)农(牧)字第58号、‘(1987)农

(牧)字第57号文件精神和辽宁省农牧业厅畜牧局的要求，在市农牧局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组织有关人员用了一年多时间，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搜集资料，经研究、整理，

最后编写而成。

为了掌握全市自建国以来，畜禽疫病发生，流行及防制情况，总结防疫灭病工作经

验、教训，给今后工作提供借鉴。我们力求全面，完整、准确，实事求是地将历史和现

实材料汇总起来，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为今后的畜禽疫病防制和达标奠定基础。以便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更好地发展畜牧业做出新的贡献。
‘

本志不仅比较系统详细记载了抚顺市各县(区)，从1949——1989年间，畜、禽各

种疾病发生的种类，流行范围，造成的危害等，而且也总结编写了预防、控制、扑灭这

些疾病的具体措施，步骤以及获得的效果．为今后控制和消灭畜禽疫病提供可靠的科学

依据。无疑，也是发展畜牧业，搞好疫病防制方面的宝贵历史资料。

在此，仅向本志编写过程中给予支持和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谢意。由于时间仓促，编

写的年代较长，虽然经过多方面的调查，采访仍感资料不足，实为遗憾．加之编写人员

水平有限，难免有遗漏、片面甚至错误之处，敬请领导和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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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况

第一章 自然地理、位置概况

第一节基本情况

抚顺市位于辽宁省东部偏北，省会沈阳市东部。地处东经123。

39’42"至125。28’58”，北纬41。14’10"至42。28’32”之间。即西起抚顺县

大南乡大瓦村，东至清原县南庆岭山。南起新宾县大四平乡草帽顶

子山，北至清原县土口子乡远志屯村。东与吉林省的柳河、东丰、

海龙、通化县，南与本溪市的本溪县、桓仁县，西与沈阳市的苏家

屯区、东陵区，北与铁岭市的铁岭县，开原县，西丰县北邻。．南北

宽138公里，东西长151公里。行政区划：抚顺市辖新抚、望花、

露天三个市区及一个顺城农村区和清原、新宾、抚顺县三个县，共

42个乡、26个镇、1060个村。(见附表)。

人口：1987年全市总人口为2154．683人。其中市区人口

1151634人，占总人口的53．4％。农村人口1003049人(含县镇)，

占总人口的46．6％。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为809734人，占农

村总人口的80．7％。全市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与非直接从事

农业人口之比为0．6：1。+

全市总面积10816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9．2

人，其中：城市1918人／平方公里，农村85人／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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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城市有23个民族。主要是汉族、其中人口比例分别为；

满族36．1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7％，占少数民族人口的84．54％；

朝鲜族4．8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2％，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1．2％；

回族1．4万人，占全市人口的‘o．7％，‘占少数民族人口的3．3％；其

它少数民族人口甚少。

耕地面积：全市有耕地面积2283557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3．

5％。全市平均每人占有耕地1．1亩，全市农业人口平均占有耕地

2．5亩。

第二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

我市属长白山支脉西南延续部分的低山地区，自然形成以低

山，丘陵为主的地貌类型。地势大体上从东向西，自南北两侧向中

部倾斜，越向西地域越开阔。平均海拔高度400一500米，最高山

峰为新宾县的钢山，海拔高度1347米，最低点在顺城区李石乡，海

拔高度66．3米。山地面积约占总土地面积的78％，耕地只占13．

5％，水域占3．9％，总土地构成可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

我市属于天然降水丰富，地下水贫乏的地区。境内主要河流有

浑河、太子河、清河、柴河、苏子河、辉发河、富尔江等六大河流。

流域总面积为11，311平方公里。这些主要河流布满境内沟沟岔岔，

形成天然水网。全年平均径流量为32，32亿立方米，年径流深285．

7毫米、年降水量88．43亿立方米，降水深781．8毫米，是全省降

水较多的地区之一。

全市共有水库63座，其中大型1座，中型6座，小型(一)22

座，小型(二)34座，塘坝187座，总库容量为23．75亿立方米，

调节水量为13．47亿立方米，总供水能力为16．8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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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水资源总量为32：55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为32．32亿立

方米，地下水为0．．23亿立方米。’

我市位于中纬度地带的辽宁东部山区，受东亚季风及长白山脉

的影响，属温带冷凉、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主要特点是气温

和降水量四季变化比较明显，地区间有一定差异。冬季寒冷漫长，

夏季炎热短促，春秋多风、温差较大。年降水量70卜800毫米，大
部分集中在6、7、8三个月内，占全年降水总量62％，7i 8月雨

量最多，可达200毫米。全年太阳总幅射量在119—128千卡／(厘

米)2之间，日照时数2，2．54—2-，5．17小时。年平均气温4—7℃之

间，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6"C，极端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5"C。无

霜期125—150天，一般初霜期在9月25日，终霜期在次年5月13

日，地域间差异为22天。土壤冻期在11月上旬，解冻期在次年3

月中旬，冻土层深度在1—1．5米。平均每年发生≥8级大风为27．

6次，干燥度为0．75左右，是仅次于丹东、本溪全省最湿润地区之

一^

第三节土壤、植被

我市土壤种类繁多、分布零星、面广，一个地区甚至一块地也

有几种土壤组成。据调查，我市土壤有暗柠壤、棕壤，白浆土，草

甸土，沼泽土，水稻土等6个土类，11个亚类，48个土属，98个

土种。其中棕壤又称暗棕壤森林土是我市主要的地带性土壤，面积

13454万亩，占各类土壤面积的83．4％。

土壤分布大体上东部低山丘陵为棕色土壤。由于植被好，耕地

受浸蚀小，山丘耕地多为沙石土和壤土，耕层较薄，土质较疏松，

耕性良好。西、中部平原为冲积淤土和潮棕壤，耕层较厚，土质以

．．——3．．—．



壤质为主，也有部分裙泽土和少量的粘土。

我市境内植被处于长白植物区系为主，兼有华北，内蒙古植物

系的交叉地带，植物种类繁多，森林和草地资源比较丰富。’我市森

林主要由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组成。天然次生林为红松阔叶林，目

前多以柞，桦等为主的次生阔叶林。人工林以落叶松为主的针叶林。

我市森林复盖率为50％左右，林业用地906．29万亩，占全市土地

总面积的53．6％，是辽宁省水源林和用材林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市天然草场广氟，分7种类型5个等级6个级别，优良的1、

2等草场占66％以上，1至3级草场约占90％左右，草场的产量和

质量是比较高的。草场植物群落多属长白山植物区系，以中生或旱

中生的禾本科、豆科、莎草科、萄科、蔷薇科为主。经鉴定，全市

饲用植物有240余种，按植物学分类有39科，属。。常见的禾本科

有44种，以获草、野古草、早熟禾、稳子草等居多。豆科36种，

以胡枝子、野豌豆、野大豆，野苷蓿，鸡眼草等居多。菊科有28’种，

以野蒿、苦卖菜、蒲公荚，狗嬉草等居多。莎草科有20种，以细

叶苔草，白毛羊胡苔草等居多。

全市天然草场有337'2万亩，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20．1％，平

均复盖度70％以上· ．

由于我市地处山区，山多村密，草场广阔，因而野生动物种类

较多。据调查，我市野生动物有蛇、蛙、田鸡、野鸡、松鼠、猫头

鹰、狼、．狐狸、焦等80余种。 ．

． 第四节，交通运输

我市境内交通发达，沈吉铁路横贯境内，．有沈阳一抚顺，抚顺
、

一本溪，抚顺—铁岭，抚腰—通化等76条重要公路，营运里程1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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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全市67个乡镇都通汽车。

第五节环境污染情况

我市工业排放“三废"和长期旋用化肥，农药等有害物质，对

我市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等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大气污染以

市区为重，危害人畜健康。每年因排放有害气体，造成粮食减产15

万多公斤，蔬菜减产1，000万公斤左右。水污染主要是水中有机物

和金属。全市五条主要河流中，浑河污染为重。大伙房水库局部冰

体的重金属锌和化学耗氯量已超出养鱼水体的最高允许值，大伙房

水库以下浑河段，水体污染最为严重。由于水的污染给畜牧业发展

带来了损失。

土地资源在我市三县一区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据调查，我市

日排污水总量为71万吨，在日排污水总量中含污物738吨，全部

排入沈抚灌渠和浑河，用污染的河水或污水灌溉，严重污染了土壤、

地下水、也不同程度的影响了畜禽的健康发展·



第二章畜牧业经济概况

第一节畜牧业生产

(一)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农业的关系

抚顺市地处山区，山多、耕地少，饲草资源丰富。我市又是一

个百万入口的工业城市有较大消费市场，发展畜牧业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越条件。据资料统计：1950年与1982年比较，猪由150，371

头增加到22，314头，增长0．48倍；马由9，688匹增加到20，123

匹，增长1．1倍；骡由II，529匹增加到16，3260匹，增长0．41倍；

羊由3，991只增加到4，1923只，增长9．5倍；家禽由218，515只

增加到109，8203只，增长4倍；牛72，744头，保持原生产水平。

1982年与1987年比较，+猪由223，143头增加到391，786头，增长

0．43倍；牛由72，744头增加到10，0669头，增长0．38倍；家禽由

1，098，203只增加到2，338，021只，增长1j 1倍；羊、马、骡、驴保

持1982年生产水平。全市肉类总产量由82年的2，371万斤增加到

87年．3，902．8万斤，增长0．65倍；城市人均占有量由19．9斤增加

到32．5斤，增长0．63倍，肉类自给水平达到30％。奶类产量由639

万斤增加到1,798．4万斤，增长1．8倍，城市人均占有量由5．36斤

增加到14．99斤，增长1．8倍，鲜蛋总产量由1，099．8万斤增加到

2，846．8万斤，增长1．6倍。‘禽、蛋、奶已基本实现自给。

畜牧业总产值由4，348万元(按八O年不变价)占农业总产值

的11．6％，增加到7，655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8．5％，纯增加3，

307万元，增长6．9倍，年递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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