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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上． ．土一

嘲 青

畜禽疫病：迁畜牧业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开展畜禽疫病普查，

澄清疫情，总结历史防治经验，为制定防治规划，逐步控制和消灭

疫病提供科学依据，是加快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基础建设

工作。

我市的畜禽疫病普查是根据农业部(1 986)农牧字第58号：艾件

《关于在全国开展畜禽疫病普查通知》的要求和山东省农业厅的部

署，在青岛市政府的领导下，由各级农牧部门及有关单位的参与、

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

这次畜禽疫病普查，始于1988年4月，于1 990(军3月结束，历

时2年。对全市建国四十年来畜禽疫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现有

种、商品畜禽及役畜的抽查检验。经逐级检查验收，符合营禽疫病
普查技术规程要求，达到了普查目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撰写了《青

岛市畜禽疫病志》。

本志是我市畜禽疫病普查汇总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建国40年来，

第一次系统地记载对危害我市较为严重的畜禽疫病发生流行规律、

现状及主要防治经验较为详实的资料。全书共分十四章七十三节，

并附9个主要数字统计表。它既综合了各县(市、区)疫病普查的

成果，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校核、修正、归纳、补充，对今后

我市制定防治规划，指导防治工作，促进我市兽医事业的发展都具

有重要意义。

本志的编写是我市兽医界的一件j大事，但由于我们编写人员的

7K平不高，加之时间短促及资料的局限，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

切希望兽医界的同志予以补正。

编 者

一九九0年八月



第一篇 概 况

第一章 自然地理概况

第一节基本情况

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位于东经11 9。30’一1 2 1。00’，北纬

3 5。3 5’一3 7。o 9’。东南濒临黄海，东北与烟台市毗邻，西与潍坊市相

连，西南与临沂地区接壤。全市总面积l 0 9 70．56平方公里，占山东省

总面积的7．1 2％(图1～l、)。海岸线全长7 30．6 4公里，沿海有4 9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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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70余个大小岛屿。全市现有7区2县3市，其中郊区有2县3市2区，共
l 5 9处乡镇，6 0 89个村。全市总人I-_1,6 4 1．1万，其中农业人H 484．7

厅。有26个&族，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市区。全市有农业劳动力226．7

1



万，耕地而积7 52．4 7万亩。人口密发为每平方公里6 0 1人。

第二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

一、地貌

青岛的地貌，主要由古老结品岩基底，经过断裂错动及河流分

割剥蚀，进而形成现有的I且地、匠陵、平原、滨海低地的地貌特

征。地势东高西低，南ji匕两侧隆起，中间低陷，其中l一Ⅱ土电约占全市

总面积的l 5。5％，匠陵占2 5．1％，平原占3 7．8％，洼地占2 1．7％。

全市大体有3个山系。东南是崂山山脉，主峰海拨1 1 32．7米。北部

为大泽山，海拨736．7米。南有大、小珠山、铁橛山等组成的胶南

Il—l群，主峰海拨725米。

二．水文

青岛共有大小河流1 20多条，其中流域而积在500平方公里以上

的有5条，即大沽河。：f匕胶莱河、南胶莱河、小沽河、泽河。大沽

河是全市最大的河流，发源于招远县会仙山至胶州码头村入海，流域

面积46 3 1．3平方公里，总长1 70．6公里，是目前市区汲取径流水和

地下水的主要水源地。在所有河道中除大沽河，北胶莱河等少数河

道属平原河道外，其余均为源于山丘地区，自成流域体系，单独人

海的小河流。这些河流均为季节性河道，源短水急，河床浅，汛期

有水，汛后枯，非常不利于水资源的储存、调配和运用。

青岛地下水主要依靠大气降水补给，储水型式主要有第四纪地

罢潜水和基岩裂隙水。由于地层较浅，河流多为季节性，故地下水

很少得以补给，储量不甚丰富。

另外，青岛还有大、中型水库20座，小型水库42 8座，塘坝3 1 92

座，总面积约30万亩，库容量7．2亿立方米。

我市主要地下水和大中型水库水，水质尚好，除个别井位和水

痒矿化度、汞、锰有检出或超标外，其余项目均符合饮用标准。

三、气候

青岛地处北温带季风区域，属温带季风气娱。其总的特点是四

季分明，雨雾较多，空气湿润，温度适中，具有春迟、夏凉、袱
、 爽、冬长的气候特征一

伞市年平均气温为{2．0：’C，8月份f列冬，弋I五均温度2 5．3”C，1



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一1．2。C。日最高气温高于3 o。C的日数，年平

均为1 1．4天，日最低气温低于一5。C的Vl数年平均22天。年平均日

较差为9．5。C。平均初霜日为1 o月26日，终霜日为4月1日，平均无

霜期为209天。

青岛年太阳辐射总量为12 1．4千卡／厘米2，平均生理辐射量

59．4千卡／厘米2。平均日照时数2 60 7．o小时，日照百分率为59％。

生长季287天。

’青岛市年平均降水量为775。6毫米，以夏秋为主分别占全年降

水量n95 7％和22％。全市多年平均陆上水面蒸发为1 0 67．9毫米，陆面

蒸发521．7毫米，干旱指数为1．4 8。青岛海雾多频，浓雾年平均51．3

天，轻雾1 0 3天。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 3％。气压平均为1 O 0 8．6毫

巴。年平均风速为5．3米／秒，以东南风为主导风向。

此外，我市气候灾害也较频繁，主j要有：旱涝、霜冻、冰雹、

大风、暴雨、连阴雨等。

第三节土壤植被

一、土壤

青岛南北纬度跨度不大，同属一个生物气候带。全市土壤可分为

棕壤、砂姜黑±、潮二t、盐土等6类，地带性土壤为棕壤。其主要特

点是：土壤的地域性分布规律较为明显；土壤类型多样，适合多种

植物生长；棕壤为主，占全市土壤总面积的59％，砂姜黑土次之，

约占22％，潮：t较少；土壤养分含量较低，速效钾含量略高；同一

土类，生产水平不均衡。

二、植被

青岛的植被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据调查，全市共有种子植

物l 49 6种，其中栽培种占40％。天然草场主要优势植物有1 67种。

青岛自然草场大小共有2 65块，总面职为8 3．2 4万亩，其中可利

用面积54．98万亩，占：草原总面积的66％。在可利用的草场面积中，

割t‘，：场1 9．05万亩，放牧草场7．25万亩，兼用草场2 8．68万亩。自

然草场牧-t4一t‘品质差，禾本科和豆科等优质牧草的比例仅占1 0％和

3—5％，亩产鲜草50 3公斤，可利用鲜草亩产仅为22 6公斤，利用系数

低，经济性i能差。另外，全市尚有林下草地l 1 87／亩，田间隙地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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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以上草场和草地，年产草约l 4亿公斤。农作物秸轩是我市农村

斋牧业生产的主要饲革来源之一，每年可用做饲苗的总产量为20亿

公斤。全市饲草资源载畜量为70万个牛单位(理论数)。1 989年食草牲

畜折合40万个牛单位，相比之下全市尚有30万个牛单位的发展潜力。

我市饲草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一是自然草场面积小，分布零

散，多数没有进行改良，开发利用有一定困难；二是农作物秸杆仍是

青岛市饲草主要来源，目前虽已大力推广饲草青贮、氨化技术，利

用率有所提高，但仍有相当数最至今停留在传统落后的利用状态。

三、主要有毒植物

在我市天然草场主要优势植物中有1 6种有毒植物，占草场优势

植物的9．6％。它们是：麻栎、节节草、问荆、毛莨、石龙芮、地锦、

大戟、洋金花、龙葵、败酱草、苍耳、聚合草、菖蒲、王不留行、

蓖麻和金针菜。主要分布在沟旁草丛、田野路旁、荒地山坡、海滨

砂滩和林荫湿地。

第四节 交通运输

一、交通运输

青岛海、陆、空交通比较发达。海运有客、货运国内航线和国

际航线。铁路有胶济复线铁路号全国路网相连，并有蓝(村)、烟

(台)线贯通山东半岛。公路运输便利，长途客货运输线路与省内

外5)多个市县相通。青岛航空港是发展内外航运的重要枢纽，目前已

开通了8条国内航线和通往香港的国际航班。以铁路、水运、公路、

航空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交通运输网络初具规模，跨地区的联营、

联运公司、集体运输和个体运输专业户相继发展。便利的交通，为

畜牧业的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_二．、畜禽在流通111兽医卫生的实施

我市同前仅有一处较大的畜禽集散地一即墨肉牛纷检场，负责

按国家规定标准对出口肉牛进行检疫。另外，还有428处农贸集市

设有活畜禽交易市场，一般数量不多，集散时问较短。

国务院颁布《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以来，我市投入很大力量开

展IIt-．畜禽及其产品的调运、屠宰和交易各流通环节的检疫．T_qlz，并大

，乃充实和加强了乡镇基层检疫力量，把检疫工作的重点放到了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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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畜禽及其产品的运输检疫主要是验证、查物。发现可疑病畜和

可疑染疫畜产品或检疫证逾期或证物不符时，根据情况进行抽检、

重检、补检、消毒，对合格者出具检疫证和消毒证。

畜禽市场交易则有指定的专用场地，进入市场的活畜和肉类要

验证、查章，如无检疫证、防疫证或证明过期或证物不符及肉类无

验讫印章的，予以补检、补注、重检、补证盖章后方可交易。交易

场地定期进行清扫、消毒，对粪便、污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对从事畜禽屠宰及其产品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发放兽医卫生合格

证，以便监督管理。市肉联厂和县屠宰厂按照《肉品卫生检验试行

规程》进行宰前、宰后检验，农牧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其它屠宰、

加工单位和个人屠宰畜禽，均由兽医卫生检疫人员进行检验。

第五节环境污染

一’、水环境

青岛市废水绝大部分通过排污河、市政管道排入胶州湾，使胶

州湾东部、东北部海域和部分近岸滩涂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

污染物为油类和氨氮。此外，硝酸盐氮、总汞和铅有时超标。我市

j三要水源地大沽河，巾、下游至河口水质己属重污染级。流经县城

的云溪河、墨水河、朱河、王哥庄河等污染也十分严重。由于受地

表水污染的影n向，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也有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污

染物是重金属，个别水井的总汞、亚硝酸盐、氮、砷等污染物浓度

逐年增高，污染日趋严重。

二、大气环境

青岛大气污染也十分严重。二氧化硫、降尘和总悬浮颗粒物均

有不同程度的超标。二氧化硫年均值为0．248毫克／立方米，超标

3．1 3倍；大气降尘为2 I．07吨／公里2，超标1．34倍；总悬浮颗粒物
月：昀值为0．55毫克／立方米，超标0．8 3倍。另外，青岛地区酸雨污

染较严重，1 989年酸雨出现频率为65．2％，平均P H4．34。其频率和

强度均为城区高于郊区。一

此外，随着工业发展所产生的三废物质以及农田过量施用农药

化肥，致使土壤和牧草污染日益严重。

三、畜禽尸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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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市区设有l处病死畜禽处理厂，还有428处病死畜禽处理

点，分布在各乡镇集市，城郊和集市的病死畜禽尸体一般由处理厂

(点)及时地处理。肉联厂、屠宰厂的病死畜禽按《肉品卫生检验

试行规程》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农户饲养的畜禽死亡，其尸体多数

能在兽医人员的监督和指导一F‘掩埋处理，但仍有部分畜禽尸体被剥

食或丢弃。

四、粪便处理

我市农村对畜禽粪便，多数采用堆积发酵后作肥料使用；有些

地方推广粪便加杂革入池发酵生产沼气；目前，我市己jIli广‘使用加

工处理后的鸡粪喂猪。

，渺-'LJ‘外，污水和垃圾一般都掺与畜粪发酵后用做肥料。

第二章畜牧业经济概况

第一节畜牧业生产

我市的畜牧业属于农区畜禽饲养业，以养猪为主。1989年生猪

存养量达到l 37．24万头，与l 949年相比增长近l 3倍，占畜牧业的

主导地位。食草家畜从整体上舌以奶山羊发喂较快，己达1 2。8万

只，其次是牛，存栏数达到3 0．62万头，比1 949年增长2．9倍。但马

属家畜已下隆到7．42百头，比1949J[-减少77．9％。养禽业迅速发

艮，1 989年底存养1 24 1．22万只，比1 949年增长7．3倍。随着畜禽存

养景的增加，畜禽产品的产量大蕊受增长，1 9 89年畜牧业总．产值达

至Ij4479 7万元，比1 949年翻了四番多，较1 980年增长1．7倍，1 9 8 0

至1989年十年平均年递增19％，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 980年的1 0．6％提高到l 6．8％。历年生产情况见附录一表。

我市现有良种畜禽场78个，饲养各类种畜禽14．2万头(只)，

每年可向社会提供大量的良种畜禽。

根据国家要求，为了解决城市付食品的供应，我市近年来相继

建设了一批畜牧业商品生产基地。主要有瘦肉猪基地2处，里岔猪

原种场l处，配套繁育场2处，进行纯种繁育，每年可向社会提供
1 00 0多头种公、母猪；肉牛、肉羊基地4处，发喂肉牛3 5 00头，肉

￥l 2 7二≯I．，每年可，f_lj=掣P、!F肉?置40万公斤‘；奶■。、乒甍地5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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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奶山羊1 o万多只；奶牛基地2处，存养奶-,1二50 o多头；禽蛋基地

有2 l处蛋鸡、种鸡场，其中20万只2处，1 o万只l处，5万只以上

6处，其它均为3万只以下，存养蛋鸡1 00多万只，：每年可提供商

品蛋500万公斤。
一

第二节主要畜禽品种

青岛市是全国重点口岸城市之一，工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当地

农民素有饲养畜禽的习惯，引进畜禽良种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目

前，各类良种畜禽品种己达33令。经过多年：瞎育形成的畜禽品种较

多。己正式定名的畜禽良种有：黑白花奶牛、崂山奶山羊、里岔黑

猪、崂山猪、琅琊鸡、青岛莱航鸡、五龙鹅。此外，还有本地牛、

鲁西黄牛等品种。主要畜禽品种、名称、数量、分布及繁育情况见

下表。

爵岛市主要畜禽品种名称、数量、分布及繁育情况表

名 称 数量 分 布 繁育情况

黑白花奶牛 3000 崂山 良种繁育

崂lJj奶山羊 90000 崂山、胶州 良种繁育
胶南、即墨

里岔黑猪 1 50000 胶州 纯种繁育

崂山猪 1 5000 崂 II』 良种繁育

琅琊鸡、 1 000 胶 南 良种繁育

青岛菜航鸡 1 000 市 区 良种繁育

五龙鹅 3—4万 菜 西 良种繁育

鲁西黄牛 l 00000 各县(市、区) 杂交改良

本地牛 180000 各县(市、区) 杂交改良

第三节饲草饲料

⋯、饲草饲料

青岛畜牧业属农区畜禽饲养业，除少数山区和沿海沿河草滩有

季节性的放牧外，基本上是舍饲。精饲料的来源主要是粮食。粗饲

料的来源主要是农作物秸杆和叶蔓，其次是野草、野菜和树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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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海岸线长较，低值鱼虾和贝类以及水产品下脚都是很好的动物性

蛋白饲料和矿物质饲料。另外，还有部分食品酿造、粮食加工工业糟

粕也是重要饲料来源之一。

随着畜牧业生产的不断发展，饲料工业蓬勃兴起，：全市已有

：大、中、小型饲料加工厂2 1座，年生产配合饲料6万多吨，这为科

学饲养和提高畜产品的产量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市具有饲料检测手段的有市标准计量局、饲料公司和饲荆监

测站，饲料检测还是多头管理，目前尚未归口统管。

二、饲养管理

我市的家畜饲养管理仍然是传统粗放的管理方法，以舍饲为

主，问或放养(牧)。大家畜冬有暖舍，夏有凉棚，管理精心。牛

多以野草、玉米秸、地瓜蔓、麸皮、玉米、花生饼等饲喂；马、驴、

骡以谷草、玉米秸为主，补以玉米、麸皮、豆饼等；猪多为圈养，

主要饲喂地瓜秧、玉米、麸皮、花生饼、野草、野菜等。

：觉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畜禽饲养专业户蓬勃发展，猪鸡生

产开始由家庭敞养逐步走向专、；芝化、规模化饲养。据调查，全市已

有各类畜禽专业户53 TO 6户，占农村总户数的4．4％，规模化养猪

1．5万头，养鸡1 80万只，分别占全市猪存养遢的1．2％和鸡总存养摄

的1 4％。

我市畜禽多饮用自来水、井水，野外议牧时饮用溪水、河水、城

坝水等。自来水、井水、溪水水质尚好，河水、塘坝水部分有轻度污染。

第三章兽医组织机构

第一节兽医行政组织机构

一、兽医机构发展情况
1 949年我市辖崂山县，由青岛农林事务所李村试验场承担畜禽

昀防疫工作，翌年由崂山农业技术指导站负责，1954年崂山郊区畜

牧兽医站建立。1958年成立青岛市农林局，设立畜牧科，负责所辖

崂山、即墨、胶县、胶南四县的家畜疫病防治。19 5 9年成立畜牧

局，由兽医科负责吲县8 3处公社的疫病防治业务。 1 96 2年底市畜

■：局撤谚。即墨、胶县．胶南三县分别划归烟台、潍哮专区，j 1 9 7 8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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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崂山县畜牧局，下设兽医站。1 9 7 9年成立青岛市农业曷，设青岛市

畜牧兽医工作站，负责崂山、即墨、胶县、胶南四县和黄岛区畜，

牧兽医站及92处公社兽医站的业务指导。1 9 84年平度县、莱西县划

归青岛，防治机构扩大到六县一区1 5 9处乡镇。同年崂山、莱西畜

牧局撤销，兽医站隶属县农牧局。1 9 88年青岛市人民政府畜牧办公室

成立，青岛市畜牧兽医工作站隶属畜牧办公室。1 9 89年平度市人民政

府成立畜牧办公室，平度市兽医站隶属平度市畜牧办。1 9 89年底青岛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畜牧兽医站建立。

二、现有机构的设置

青岛市人民政府畜牧办公室是全市畜牧兽医行政和业务领导机

关，隶属青岛市人民政府，业务受农业部和山东省农业厅双重领导，

青岛市畜牧兽医工作站隶属青岛市政府畜牧办公室，主管全市兽医

业务，各县(市、区)农牧局。农林局、畜牧办公室分别隶属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业务由青岛市畜牧办公室领导，各县(市、区)农牧

(林、畜办)局下设畜牧兽医工作站。乡镇设畜牧兽医站，受农牧部门

和乡镇政府双重领导，业务由所在县(市、区)畜牧兽医站领导，村配

备防疫员。

三、人员组成及职责

1．人员组成

全市农牧系统共有职工l 460人，其中兽医人员l 1 2 7人，人员组

成详见表3一l。村防疫员每村应配备1—2名，目前配备尚不齐

全，共有480 9入，占应配数的7 9％，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健全的防

治工作队伍。

2．生药冷链

生物药品由各级畜牧兽医站统一管理、发放和使用。青岛市兽医

站配备冷库一座，电冰柜一台。平嚏、即墨、胶州、莱西、胶南各配
冷库一座，县(市、区)级兽医站统一配备了电冰柜一台，自购电

冰箱1 9台。乡镇兽医站配有疫苗冷藏箱，80％的乡镇兽医站配备了

电冰箱，基本保证了疫苗保存、运输和防疫需要。

3．诊断

畜禽疫病诊断主要通过临床、流行病学、尸体剖检和实验室诊

断等方法。我市除即墨市和黄岛区外，其它各县(市、区)均设

有化验室，能进行一般的病原及血清学诊断，如显微镜检查、血清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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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等。青岛市兽医站化验室还能进行较复杂的分离鉴定、动物试

验、琼脂扩散和沉淀试验等微生物学及免疫学诊断。

4．防疫

当前，我市畜禽疫病防疫的重点是猪瘟、猪丹毒和鸡新城疫。

猪瘟、猪丹毒每年三、四月份进行一一次高密度、高质量的突击防疫，平

时进行集市防疫和窝防。规模化养鸡、养猪场坚持按程序防疫，农村

散养鸡秋季注射一次新城疫弱毒疫苗。口蹄疫的防制工作做到了常

抓不懈，连续六年无疫情。狂犬病的防疫也取得了—定成绩。

5．主要设备、财产和经营情况

我市主要有以下兽医设备：防疫车一辆，超净工作台3台，电
烤箱1 2台，切片机l台，干燥箱8台，恒温箱6台，电冰箱l 5 o台，

光电比色仪2台，显微镜3 o架，电子秤2架。市、县、乡三级兽医站

共有固定资产1200万元。市、县兽医站为全民事业单位，经费由国

家财政拨款，乡镇兽医站为集体事业单位，实行自负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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