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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郊区家畜家禽疫病‘漶

北京市郊区的养殖业，从五十年代初期起，每年都在迅速发展，尤其明显的是养猪、养

鸡和养牛。畜禽头数增多了。群变大了，饲养方式也从自然散养进步到密集合饲。

在各食阶段的不同形式下，为保证畜禽的健康生产，控制大群发病死亡，建立了市、

县、乡的兽医卫生机耕，充实了兽医技术人员，不断研究了兽医环境卫生、检疫和消毒方

法、试制并推广新疫苗及其免疫程序。逐步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兽医卫生、疫苗免疫和饲料药

物添加相结合的群防群治的制度。

这本疫病谴就是每种畜禽的每个疫病发生流行、病性认识以及防治方法的总结和记录。

其中有的效果好，当然也有不好。

病疫谗的内容是来源于1951一一1986年北京郊区十五个县区和国营禄场的疫情月报、年

度工作总结和各个重大疫情档案。从开始到终了都是由直接参与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工作

人员正理编写的。

希望这本疫病谗能在印订后发给郊区每位兽医工作人员一一册，认识我们的成就，同时找

出不足，以利再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

由于水平有限，肯定缺点和错误很多。敬请批评指正。

编者项大实于198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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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北京市家畜、禽的饲养发展和疫病防治

19,19年前北京原来是一座古老文化城市，砖砌城墙以里}jH市，外面则属辖于县。没有郊

区县这种区划。离城近的农民种点菜，到城里卖出去，增加些收入，也有的为自己吃点蛋，

就养几支鸡，逢年过节吃点肉，自己养卜一2头猪，七零八落的散养着，构不成什么商品。

畜牧业的生产发展是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兴旺发达起来的。明确了象这样大的城市，必须

有郊区县为它提供新鲜的蔬菜，鲜奶、鲜蛋以及各种肉食品。指出供应鲜菜和新鲜的乳肉蛋

是城市郊区、县的生产任务。为保证这项生产的顺利发展，发布了禁屠十二岁以下的耕牛，

明确在饲养家畜品种上是猪为六畜之首，猪多、肥多、粮多，提倡生产队的队队有种猪场，

队养种猪，户养肥猪。号召产品一律向国家交售。因而各种家畜、禽逐年增长。三十多年以

来其增殖情况为下表。

京郊三十五年来各种家畜、禽饲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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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25232l 54496 121406 33788『121 15563{541316『225．5
69 『123899l 58866 118980 38622{一『14673 624961f 204．o

70 123915 61718 116905 43253 109 14084 599081 194．9

350
71 121596 63970 111525 47858 87 14532 587965 259．7

万只

72 113749 64692 10310l 51445 49 14382 540948 311．7

73 11389 64940 9891755496 37 14301 554970 305．3

74 107602 63133 9196258295 15295 533782 313．0

75 106262 63889 88738 61128 15972 559674 367．8

76 100401 65865 83325 63448 15533 562918 396．2

6．7 62．9 417
82 65182 37908 79285 28273 523．0

万头 万头 万头
6．5

57798 38491 80930 35348
62．2 190．3 688．5

83
万头 万头 万头 万只

5．6 49．2 803．9
84 50974 40157 8044l 38833 161．8 万只万头 万头

4．7 49．0 1028．5
85 43948 4363l 77623 40208 1657081

万头 万头 万只
1969．4

86 40217 39385 48437 75923 45326 530753 1456273
万只

三十五年过程中由于利用价值的增减，随着饲养量也有增减。减少的有山区的牛和羊，

由于封山育林，草场面积缩小，加上连年干旱，草源不好，头数缓慢下降。不过大家畜里减

少最多的是骆驼。五十年代初期在产煤的房山门头沟等县区里养着2105头，六十和匕十年代

大减，到八十年代就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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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显著快的是鸡，七十年代比五十和六十年代各有增加，到八十年初期有个大的突

破，t986年饲养总量迳达至4J1969万只。国营场、集体养鸡场有887个，养鸡专业户4409个。

其次是养猪业发展的也比较快，五十年代初期只不过养74．80万头，按郊区有耕地638万

亩，平均每亩仅0．1头；郊区有农户95万户，每户不过养猪0．78头；郊区有374万农业人口，

则平均每人为0．2头，1986年达145．60万头，平均每亩养猪0．2头，平均每户1．5头，平均每

人0．4头，增养近一倍。

奶牛在六十年代比五十年代增190．84％，七十年代略降，1986年又在上升，比七十年代

增211．90％，详细比较如下表。

京郊各种家畜，禽饲养量的比较

+55409

129％

+11306

106％

一60976

33％

一3067

11．24％

一1599

75．96％

+19301

160．84％

+454944

306．8％

-t"-2万
2．6％

+23631

97．5％

一419

82．81％

一5969

29．12％

一15230

2．5％

北京市郊区三十五年来饲养家畜禽方式的变革与疫病的消长概况

在古城北京郊区三十五年以来养殖业的饲养方式共有两次较大变革。第一次变革是五十

年代初期，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养殖业由分散到集中，由小群发展成为大群的。

原来的农业生产是以一个农户、一家为一个单位，占有生产资料，靠自己全家劳动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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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温饱的。至于养殖业则是籍助这一生产单位的余粮为物资条件，利用他们剩余劳力进行经

营管理。因此有余粮，有机会寻找农付产品，就多养几头毛驴，多养几头猪和多养几支鸡。

从五十年代初看郊区耕田每亩养猪0．1头，平均一户养猪o．78头，平均一个农业人口养

猪0．2头。养鸡也不过3—5支。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养殖业是以属于农业的，是付业。是分散

小群少养，生产多少算多少，不能提供商品。

五十年代以后，土地改革了，农业生产组织起来了，养殖业也有大幅度变革。由个体、

付业发展到集体所有，大群饲养。就在这由小变大，由分散而集中的年代，因为兽医卫生制

度上的不健全，病健混群，不讲环境卫生，喂养上也只是有什么吃什么?不能适应生长发育

和生产上的需要，以致于齑、禽的体质下降，抗病力差，传染病原体在本动物群中扩大蔓延。

1957年开始筹建集体所有大群散养蛋鸡场，当年大部分发生流行鸡新城疫病，因而死鸡136450

只，认为是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未是最严重的一次疫情。1958年开始筹建集体所有的大群

散养猪场，这一年也是三十多年中猪瘟最严重的一年。死于猪瘟猪达169087头，占当年累计

养猪的13．6％。1953年生产资料公有化，大家畜属于生产资料，应该集中到生产队大群饲

养，也是这一年发生大家畜炭疽病有59个疫点，死亡大家畜988头，是1951一1981年三十年

中最多的一年。

养殖业第二次变革的特点是从靠自然环境大群散养，发展到密闭舍饲笼养。七十年代后

期为了大量提供商品，取得更多的经济效益，想尽可能密集饲养。例如东郊国营农场苇沟猪

场的猪舍长100公尺，宽12公尺，里边养着1000头肥猪，1个猪栏面积不过3×4公尺，竟养着

12头大肥猪。就在这样大的猪群中爆发了弓形虫病，死猪近500头，也还有的国营近万头猪

场，爆发了猪血痢病，因为是个种猪场，长期返复发病，不得已7000头猪全部淘汰，再培养

健康群。机械化的鸡舍养鸡密度更大长期舍饲。鸡舍里的笼具三、四层重叠，左右前后相联

接，这就容易由于偶然微量疫源，引起全群爆发，

郊区1981年因为兴办了大量全舍饲养鸡场，饲养量增到795万支。部分鸡场爆发了鸡新

城疫，死鸡约有41652支。

三十年来郊区两次饲养方式的变革，首先是饲养群的由小到大，由散养到集中饲养，使

我们认识到本动物的检疫，讲环境卫生和必要的免疫接种等三方面关键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这样能保证生产顺利发展。其次是从大群、集中到密集舍饲喂养的猪和鸡就更要严格。要尽

可能从基本建设上、日常生产工作上，堵塞一切传染病原侵入场内；从环境上不但要求经常

空气新鲜，适宜温度，合理的光照和全价优质饲料，甚至为保持清洁要求清洗消毒要有一个

程序。监且通过微生物学检查认为合格才行；还有增加家畜、禽的抗传染病力。也要制订一

个有效的免疫程序。这就能保住高度密集舍饲畜禽的健康，生产顺利发硬。

养殖业里兽医工作人员增减与主要疫病消长情况

养殖业中兽医卫生工作人员是起着保证生产顺利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生产力。他们的人数

增减，他们的技术水平高低，都关系到生产质量。特别是关系到群大、数多和全舍饲的畜禽

疫病的消长。从下表可以看出1957年基层生产队没有兽医站这种组织，当年死于炭疽的大家

畜有262头，33个疫点；死于猪瘟的猪有52990：')i，占当年累什养猪127万头的4．0％。死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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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的鸡竟达136450只占当时存栏的4．8％。到1981年看来，乡乡有站有兽医，于是大家畜炭

疽病仅发生两个点，死2头牲畜；猪瘟死猪852头，占当年累计养猪426万头的0．02％；新城疫

死鸡41652支，占存栏鸡795万支的0．52％。取得基本控制的状态。

至于57—8l期间，每五年当中虽也各有增减，但总的说没有多大差异。不过有两个社会

上较大变化，造成基层兽医工作人员减少，引起了三十年里疫情平稳之中的巨变。一次是

1960一63年自然灾害期中因为兽医工作人员减少，炭疽病再增发到749头I猪瘟1963年再增

发到53136头；鸡新城疫1963年再增发到21860支。

另一次是十年动乱期间，从1968年一1970年郊区兽医工作人员停止了预防接种，也停止

了处理疫场，疫情汇报制度没有了，因而1969年和1970年市、县、乡之间失去联系，于是出

现1972年鸡新城爆发死鸡17277支，爆发猪瘟死猪5823头，重点爆发炭疽死亡79匹大家畜。

(参考附表)

1 957年郊区各县建立兽医站后每隔五年兽区工作人员增减与畜禽主要疫情消长

当年三级兽医
。炭 疽 猪 瘟 鸡新城疫

年度
工作人员总数 疫点数 死亡数累计饲养(死亡数f％ 存栏鸡数!死亡数 ％

1957年 215人 33 262 127万头 52660头1 4．10 280万只、 136450只 4．8
—

1961年 179l 28 533 76 196 0．02 280 105 0．004

1965年 4971 1l 1l 238 422 0．02 280 11223 0．40

1971年 5619 5 31 259 3516，0．14 350 5260 0．15

1975年 7050 4 19 367 3096 0．08 350 8167 0．23

1981年 6221 2 2 426 852 0．02 795 41652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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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马传染病

马鼻疽

马炭疽

马腺疫

马传染性贫血病

马流行性感冒

马乙型脑炎

马霉玉米中毒





马鼻痘m3lleus

马鼻疽是由鼻疽杆菌引起的。对马、骡、驴等单蹄兽危害最严重。

本病在远古时代已经有记载。公元前330年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确定鼻疽是一种恶性传

染病。我国东晋葛雅川所著“肘后备急方”也有关于本病的记载。1882年Loeffle r和Sehntz

发现并证实了本病的病原体是鼻疽杆菌。1891年格里曼和卡里宁发现并制成鼻疽菌素。世界

上很多国家籍助于用鼻疽菌素检疫，已经消灭了此病。

我国1949年前的草原上马产区马鼻疽病较多发，京郊常从那里引购马、骡，其中当然也

常常有被传染发病的。不过通过连年长期坚持检疫净化，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发生流行

一、马鼻疽历年死亡情况

年 九
五 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L —∑一 —L —∑一—h —L —L —L

度 ／、 ／、 ／＼ ／、j／、 ／、 ／、 ／、 ／、

四 五 ／、 七 八 九 o ‘。一 三}四 五 —L -4-" 八／、

病
马
死 30 20 26 23 31 60 128 62 159 101 51 106；32 88 363 153

亡
头
数

年
—L

度 ／、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九 。 __—● == 四 五 ．L 七 ／L 九 0{一 = 四 五 —L

计●。—● ／、 '-—— ／、

病
马
死 12 144：

亡
头
数

三十五年当中出现两高峰。第一次疫情高峰出现在1957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后，连续从

57—60年三年当中此起彼伏不断发生。这段时间里突然从1956年的60头增多到1957年的

128头，而后每年出现100多头到1960年。

原因是从四面八方把牲畜集中到生产队的饲养场，偶然个别慢性经过的病马，经同槽饲

养以后就传给骡或驴。驴同槽吃草被传染发病后约一个季度死亡，骡则呈亚急性，但比马

快，比驴慢些，约六个月左右发病死亡。1950年春天的东升公社大钟寺大队北下关生产队的

饲养场就在北下关，集中来骡、马、驴9匹，其中还有一匹白马患开放性鼻疽，先传给同槽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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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驴和骡，终于在集中后两个月全部急性发作死亡。

朝阳北鼎的两匹黑骡在集中后被传染死亡。此后商定每年进行一次捡疫隔离阳性马，扑

鼻疽病发生在各县区情况

52 8 2 10 20

53 8 6 12 26

54 7 6 lO 23

55 12 12 7 31

56 12 6 5 5 17 2 5 8 60

57 10 9 14 56 2 15 6 8 8 128

58 3 2 6 7 5 8 12 4 9 6 62

59 2 38 29 4 72 2 2 lO 159

60 8 1 56 5 15 3 5 3 4 1 lOl

61 21 2 9 4 2 9 4 51

62 3 16 77 2 5 3 106

11 I兰1 L
一!J!|l I|l L!l 』』

7·l l{l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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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开放性病马，逐年才有好转。

第二次疫情高峰，是1965—1966年。病马又增多到363岁i。其原因是供销社从内蒙草原

购入大量马匹，隔离检疫后扑杀了许多阳性病马。例如昌平县购入马匹中检出82匹扑杀。’。F

台还检出103头扑杀。此后疫势又好转而下降。

发病地点马鼻疽病京郊十四个县区都有不同程度发生，其中多为一个点一次发生。消灭

病畜后未见扩大。

从市郊十四个县区二十年中看来各县都有散发，未见有规律的地区性。但看出近郊三个菜

区的牲畜因使役重，很少繁殖，购买牲畜多，发病也多于大小类似的农区；也还多于较大的山区

＼、地区 近 郊 农 区 LLI 区

项目＼、 朝阳 丰台 海淀 大兴 通县 顺义 密云 延庆 房山

地区发病 294 265 28 124 179 95 49 30 71

计 587 398 150

比近郊减少 比近郊减少比较
32．2％ 74．4％

从上表看出朝阳、丰台、海淀三个近郊区发病死亡总和是587匹；三个大小类似的大兴、

通县、顺义、三个农区县的发病死亡总和是398匹，比近郊三个区减少189匹，减少32．2％；

又三个大小类似的山区如密云、延庆、房山三个县的发病死亡总和为150匹，减少437匹，减

少74．4％。
在本市郊区所发生的病畜未见有明显的季节性。但以春季较为多发，因此时使役繁重，

饲养不当，机体抗力减弱等情况下最易发病。

症状1．鼻疽病的病程有急性和慢性两种。在马属动物中，驴和骡感染鼻疽后多呈急性经

过。尤其驴发病最快。大钟寺北下关的9匹鼻疽病多说明此事。同槽B踺养着开放性鼻疽马的

驴，从发病到死不过一个月倒毙。骡病程较长，能拖延到1个季度但也未过半年。马如为慢

性长期缺乏全身性症：吠，也有的开始发病出现症状，后来逐渐转为慢性，长时间存活。

再具体到马来说，品种和产地不同，所患鼻疽经过也不一样。其中外血马或杂血马以急

性为多，而我国马约有80％是慢性。：京郊甚至有的病马全身症状还能}肖失，一样参加劳役，

最后也不死于鼻疽。

2．鼻疽病的病状有三种类型，计肺鼻疽、鼻鼻疸和皮鼻疽。

肺鼻疽一一体温常上升到40℃、热型不正，打颤，食欲减退。可见粘膜潮红，心悸，呼

吸速追。喉头过敏，颔下淋巴结肿胀，痛性咳嗽。最后出现鼻鼻疽症状倒毙。

鼻鼻疽一早期鼻粘膜潮红，立即出现边缘红色透明的小结节，有浆液粘液性鼻漏，并
渐变为星芒状大瘢痕。病程中流出混有血液的分泌物，由于鼻中膈的病理变化而鼻道狭窄发

出鼾声。此形常转为慢性。

皮鼻疽病畜常见于病畜的前躯和四肢，早期浮肿热疼，继而肿胀部位出现结节。并呈串

珠状。发生在四肢的结节小些，但发生在前胸的则常有鸡蛋大。不久结节软化破裂排出黄色

粘液，形成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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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出现的鼻瘟病状以肺、和鼻鼻疽混合的多，皮鼻疽少。

诊断 京郊在生产实践中常靠临床检查、变态反应检查和必要的血清检查。很少用细菌

学检查和病理解剖和组织学检查。

1．临床检查标准一一体温不正，疲劳出汗，鼻腔、皮肤、颔下淋巴结有结节、溃疡、鼻

漏。如果发现这些}!j_j显瘸变，可不做鼻疽菌素点眼而判定诊断。特别是驴和骡的临床病状已

相当明显，但对鼻疽菌素往往反呈现阴性反应。

2．鼻疽菌素点眼一一将鼻疽菌素滴入鼻痘病马结膜囊内，能引起暂时的急性化脓性结膜

炎。但对健康牲畜虽然连续点眼也没有影响。

规定并推广了国家的判定标准。

1．阳性一一结膜发炎，肿胀明显，分泌脓性眼眵。

2．可疑一一结膜潮红、肿胀、分泌粘性或浆液中混有粘液性眼眵。

3．阴性一～结膜轻微潮红、轻微肿胀、仅有浆液性分泌物。

认为鼻疽菌素用点眼方法按上述判定标准进行马属动物检疫能有以下结果。 (在一马匹剖检

判定鼻疽马)

’

点眼次数
畜别 第一次点眼 第二次点眼 第三次点眼

马 76．36％ 90．91％ 98．18％

骡 16．9 60．7 89．2

驴

3．血清检查常用补体结合反应。50年代一段时间曾认为血清检查判定陌性的是最后真实

无误的诊断。后来改变了补体结合反应只不过是区分两种检查方法都是阳性中的部分病例是

活动型鼻疸。如果鼻疸菌素阳性而补体结合反应是阴性，只好把这种马称之为鼻疽阳性马。

京郊280多个兽医站60年代以前年年入冬以后进行一次马匹鼻疽检疫，用临床和鼻疽菌素点

眼的方法，检出病马隔离喂养使役。殆60年后期，基本上培养成了健马群。

治疗 1．对马鼻疽病的治疗我们短暂的试过用口服磺胺噻唑的方法。可以减轻病势，但

影响食欲。处方：磺胺噻唑20克每天分早晚两次口服

连续30～40天

2．我们试用了以土霉素盐酸盐肌肉注射方法，效果较好。

用3—5％氯化镁溶液稀释二L霉素。将此溶液按马体公斤重30毫克肌肉注射。7天为一个

疗程，当中间隔3天。试治两匹已开放的鼻疽病马，一个月恢复长膘，鼻腔病痕消失。能使

役。

防治一鼻疽是一种慢性病，不少的病马既不表现临床症状，又没有彻底治愈的有效疗

法，在防制对策上确很困难。但多年来我们看见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消灭了鼻疽病，而我们也

在60年后期控制了此病，如果按国家规定这些办法认真去做，也可以消灭。具体方法：

1．每年春季对马群进行一次检疫，检出开放性病马动员扑杀。检出的点眼阳性马隔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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