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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畜禽疫病普查和《江苏省畜禽疫病志》编写，是我省《七·五》期问畜牧业的

一侔大事。该项工作，自1986年农牧渔业部(现为农业部)下达《关于开展全国畜禽疫病普

查的通知》[(1986)农(牧)字第58号]始，已历时五年。根据国家农业部的要求，在江苏

省农林厅的领导下，全省发动了11个市、84个县(市、区)畜牧兽医站和2029个乡裔牧兽医

站的主要技术力量，对所辖地区有史阻来畜禽疫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防制情况，按统一设计的

流行病学调查提纲和表格，进行了回顾性的访问调查，查阅了有关技术档案、文件、资料，

搜集了历年防治报告、统计数据，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当地畜禽进行实验诊断和检验。在

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实验室检验结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系统地进行了整理，撰写

成79个县(市、区)11个市的《畜禽疫病志》，然后全省汇总，并参考1982年《江苏省家畜

流行病学调盎与防治》一书，编写成《江苏省畜禽疫病志》。 ·

编写畜禽疫病地方志，是兽医工作的一项重要基础建设，不仅为全省积累了大量有价值

的畜禽疫病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为今后全面防制畜禽疫病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经验，同时，

也明确了我省今后兽医科研工作的重点，以利有目的地组织攻关，确保畜牧生产安全发展和

人民身体健康。

《江苏省畜禽疫病志》共分二篇和附表三部分。第一篇为自然地理概况、畜牧业经济概

况、兽医组织机构、畜禽疫病防治概况。第二篇为猪病，禽病、牛病、羊病、马病、兔病．其

它动物疫病、主要中毒病、代谢病、未定性疫病。《江苏省畜禽疫病志》力求客观记录江苏省

巳存在或发生的畜禽疫病种类，共收集整理29种猪病、19种禽病、28种牛病、8种羊病、14种

马病、8种兔病、23种其它动物疫病、25种主要中毒瘸、代谢病、2种未定性病。

本《志》之成，靠农业部，省农林厅领导，靠全省畜牧兽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并得到

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江苏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江苏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江苏省家禽

研究所、江苏省农垦总公司、南京军区后勤部、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以及各级农业、卫

生、环保、商业、外贸、农垦，公安．统计、区划、水利、交通、气象、水产部门和种畜、

种禽场等单位的大力配合和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志》虽已编成，其中必然存在不少缺点，由于历史原因，反映的情况和数据尚欠完

整，加之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有待省内外同志不吝指正。愿本

《志》在后来的修志中不断充实、完善。

《江苏省畜禽疫病志》编委会

江苏省农林厅畜牧局

一九九。年十一月



第一篇 概况
第一章自然地理概况⋯⋯⋯⋯⋯⋯⋯⋯⋯⋯⋯⋯⋯⋯⋯⋯⋯⋯⋯⋯⋯⋯⋯⋯⋯⋯⋯(1>

第一节基本情况⋯⋯⋯⋯⋯⋯⋯⋯⋯⋯⋯⋯⋯⋯⋯⋯⋯⋯⋯⋯⋯⋯⋯⋯⋯⋯⋯(1)

第二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j 1)

第三节土壤植被⋯⋯⋯⋯⋯⋯⋯⋯⋯⋯⋯⋯⋯⋯⋯⋯⋯⋯⋯⋯⋯⋯⋯⋯⋯⋯⋯(2)

第四节交通运输⋯⋯⋯⋯⋯⋯⋯⋯⋯⋯⋯⋯⋯⋯⋯⋯⋯⋯⋯⋯⋯⋯⋯⋯⋯⋯⋯(3)

第五节自然疫源地⋯⋯⋯⋯⋯⋯⋯⋯⋯⋯⋯⋯⋯⋯⋯⋯⋯⋯⋯⋯⋯⋯⋯⋯⋯⋯(4)

第六节环境污染情况⋯⋯⋯⋯⋯⋯⋯⋯⋯⋯⋯⋯⋯⋯⋯⋯⋯⋯⋯⋯⋯⋯⋯⋯⋯(5)

第二奄畜牧业经济概况⋯⋯⋯⋯⋯⋯⋯⋯⋯⋯⋯⋯⋯⋯⋯⋯⋯⋯⋯⋯⋯⋯⋯⋯⋯⋯(7)

第一节畜牧业生产⋯⋯⋯⋯⋯⋯⋯⋯⋯⋯⋯⋯⋯⋯⋯⋯⋯⋯⋯⋯⋯⋯⋯⋯⋯⋯(7)

第二节主要畜禽品种⋯⋯⋯⋯⋯⋯⋯⋯⋯⋯⋯⋯⋯⋯⋯⋯⋯⋯⋯⋯⋯⋯⋯⋯⋯(9)

第三节饲草饲料⋯⋯⋯⋯⋯⋯⋯⋯⋯⋯⋯⋯⋯⋯⋯⋯⋯⋯⋯⋯⋯⋯⋯⋯⋯⋯⋯(12)

第三耄兽医冠织机构⋯⋯⋯⋯⋯⋯⋯⋯⋯⋯⋯⋯⋯⋯⋯⋯⋯⋯⋯⋯⋯⋯⋯⋯⋯⋯⋯(14)

第一节兽医行政组织机构⋯⋯⋯⋯⋯⋯⋯⋯⋯⋯⋯⋯⋯⋯⋯⋯⋯⋯⋯⋯⋯⋯⋯(’14)’

第二节兽医科研和教育机构⋯⋯⋯⋯⋯⋯⋯⋯⋯⋯⋯⋯⋯⋯⋯⋯⋯⋯⋯⋯⋯⋯(19)

第三节其他系统的兽医机构⋯⋯⋯⋯⋯⋯⋯⋯⋯⋯⋯⋯⋯⋯⋯⋯⋯⋯⋯⋯⋯．．(22)
第四章畜禽疫病防治概况⋯⋯⋯⋯⋯⋯⋯⋯⋯⋯⋯⋯⋯⋯⋯⋯⋯⋯⋯⋯⋯⋯⋯⋯··(24)

第一节疫病情况⋯⋯⋯⋯⋯⋯⋯⋯⋯⋯⋯⋯⋯⋯⋯⋯_⋯⋯⋯⋯⋯⋯⋯⋯⋯⋯(24)

第二节防冶情况⋯⋯⋯⋯⋯⋯⋯⋯⋯⋯⋯⋯⋯⋯⋯⋯⋯⋯⋯⋯⋯⋯⋯⋯⋯⋯⋯(26)

第三节存在问题⋯⋯⋯⋯⋯⋯⋯⋯⋯⋯⋯⋯⋯⋯⋯⋯⋯⋯⋯⋯⋯⋯⋯⋯⋯⋯⋯(30)

第二篇 畜禽疫病与防治
第一掌猪瘸⋯⋯⋯⋯⋯⋯⋯⋯⋯⋯⋯⋯⋯⋯⋯⋯⋯⋯⋯⋯⋯⋯⋯⋯⋯⋯⋯⋯⋯⋯⋯(32)

第一节猪瘟⋯⋯⋯⋯⋯⋯⋯⋯⋯⋯⋯”：⋯⋯⋯⋯⋯⋯⋯⋯⋯⋯⋯⋯⋯⋯⋯⋯⋯(32)

第二节猪口蹄疫⋯⋯⋯⋯⋯⋯⋯⋯⋯⋯⋯⋯⋯⋯⋯⋯⋯⋯⋯⋯⋯⋯⋯⋯⋯⋯⋯(35)

第三节猪传染性承疱病⋯⋯⋯⋯⋯⋯⋯⋯⋯⋯⋯⋯⋯⋯⋯⋯⋯⋯⋯⋯⋯⋯⋯⋯(36)

第四节猪传染性胃肠炎⋯⋯⋯⋯⋯⋯⋯⋯⋯⋯⋯．．．⋯⋯⋯⋯⋯⋯⋯⋯⋯⋯⋯⋯(37)

第五节猪流行性感冒⋯⋯⋯⋯⋯⋯⋯⋯⋯⋯⋯⋯⋯⋯⋯⋯⋯⋯⋯⋯⋯⋯⋯⋯⋯(38)

第六节猪流行性乙型脑炎⋯⋯⋯·：⋯⋯⋯⋯⋯⋯⋯⋯⋯⋯⋯⋯⋯⋯⋯⋯⋯⋯⋯，(38)

第七节猪痘⋯⋯⋯⋯⋯⋯⋯⋯⋯：⋯⋯⋯⋯⋯⋯⋯⋯⋯⋯⋯⋯⋯⋯⋯⋯⋯⋯⋯“(39)

第八节猪丹毒⋯⋯⋯⋯⋯⋯⋯⋯⋯⋯⋯⋯⋯⋯⋯⋯⋯⋯⋯⋯⋯⋯⋯⋯⋯⋯⋯⋯(40)

第九节猪肺疫⋯⋯⋯⋯⋯⋯⋯⋯⋯⋯⋯⋯⋯⋯⋯⋯⋯⋯⋯⋯⋯⋯⋯⋯⋯⋯⋯⋯(42>

第十节猪气喘病⋯⋯⋯⋯⋯⋯⋯⋯⋯⋯⋯⋯⋯⋯⋯⋯⋯⋯⋯⋯⋯⋯⋯⋯⋯⋯⋯(43)

第十一节仔猪大肠杆菌病⋯⋯⋯⋯⋯⋯⋯⋯⋯⋯⋯⋯⋯⋯⋯⋯⋯_．．．⋯⋯⋯j“(45)

第十二节仔猪副伤寒⋯⋯⋯⋯⋯⋯⋯⋯⋯⋯：j⋯：⋯⋯⋯⋯⋯⋯⋯⋯⋯⋯⋯”：⋯(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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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一⋯一⋯⋯““一。⋯⋯．．．⋯⋯⋯(49)

第十四节猪链球菌病⋯⋯⋯⋯⋯⋯⋯⋯⋯⋯⋯⋯⋯⋯⋯⋯⋯⋯⋯⋯⋯⋯⋯⋯⋯(50)

第十五节猪痢疾⋯⋯⋯⋯⋯⋯⋯⋯⋯⋯⋯⋯⋯⋯⋯⋯⋯⋯⋯⋯⋯⋯⋯⋯⋯⋯⋯(51)

第十六节猪钩端螺旋体病⋯⋯⋯⋯⋯⋯⋯⋯⋯⋯⋯⋯⋯⋯⋯⋯⋯⋯⋯⋯⋯⋯⋯(51)

第十七节猪李氏杆菌病⋯⋯⋯⋯⋯⋯⋯⋯⋯⋯⋯⋯⋯⋯⋯⋯⋯⋯⋯⋯⋯⋯⋯⋯(52)

第十八节仔猪梭菌性肠炎⋯⋯⋯⋯⋯⋯⋯⋯⋯⋯⋯⋯⋯⋯⋯⋯⋯⋯⋯⋯⋯⋯⋯(53)

第十九节猪克雷伯氏肺炎杆菌病⋯⋯⋯⋯⋯⋯⋯⋯⋯⋯⋯⋯⋯⋯⋯⋯⋯⋯⋯⋯(53)

第二十节猪囊虫病⋯⋯⋯⋯⋯⋯⋯⋯⋯⋯⋯⋯⋯⋯⋯⋯⋯⋯⋯⋯⋯⋯⋯⋯⋯⋯(53)

第二十一节猪伪裸头绦虫病⋯⋯⋯⋯⋯⋯⋯⋯⋯⋯一⋯⋯⋯⋯⋯⋯⋯⋯⋯⋯⋯(54)

第二十二节猪姜片吸虫病⋯⋯⋯⋯⋯⋯⋯⋯⋯⋯⋯⋯⋯⋯⋯⋯⋯⋯⋯⋯⋯⋯⋯(54)

第二十三节人拟腹碟吸虫病⋯⋯⋯⋯⋯⋯⋯⋯⋯⋯⋯⋯⋯⋯⋯⋯⋯⋯⋯⋯⋯⋯(55)

第二十四节猪旋毛虫病⋯⋯⋯⋯⋯一⋯⋯⋯⋯⋯⋯⋯⋯⋯⋯⋯⋯⋯⋯⋯⋯⋯⋯(55)

第二十五节猪蛔虫病⋯⋯⋯⋯⋯⋯⋯⋯⋯⋯⋯⋯⋯⋯⋯⋯⋯⋯⋯⋯⋯⋯⋯⋯⋯(55)

第二十六节猪肺丝虫病⋯⋯⋯⋯⋯⋯⋯⋯⋯⋯⋯⋯⋯⋯⋯⋯⋯⋯⋯⋯⋯⋯⋯⋯(56)

第二十七节猪伊氏锥虫病⋯⋯⋯⋯⋯⋯⋯⋯⋯⋯⋯⋯⋯⋯⋯⋯⋯⋯⋯⋯⋯⋯⋯(56)

第二十八节弓形虫病⋯⋯⋯⋯⋯⋯⋯⋯⋯⋯⋯⋯⋯⋯⋯⋯⋯⋯⋯⋯⋯⋯⋯⋯⋯(57)

第二十九节猪三色依蝇蛆病⋯⋯⋯⋯⋯⋯⋯⋯⋯⋯⋯⋯⋯⋯⋯⋯⋯⋯⋯⋯⋯⋯(58)

第二章禽病⋯⋯⋯⋯⋯⋯⋯⋯⋯⋯⋯⋯⋯⋯⋯⋯⋯⋯⋯⋯⋯⋯⋯⋯⋯⋯⋯⋯⋯⋯⋯(59)

第一节鸡新城疫⋯⋯⋯⋯⋯⋯⋯⋯⋯⋯⋯⋯⋯⋯⋯⋯⋯⋯．．．．．．⋯⋯⋯⋯⋯⋯⋯(59)

第二节鸡传染性法氏囊病⋯⋯⋯⋯⋯⋯⋯⋯⋯⋯⋯⋯⋯⋯⋯⋯⋯⋯⋯⋯⋯⋯⋯(62)

第三节鸡马立克氏病⋯⋯⋯⋯⋯⋯⋯⋯⋯⋯⋯⋯⋯⋯⋯⋯⋯⋯⋯⋯⋯⋯⋯⋯⋯(65)

第四节鸭瘟⋯⋯⋯⋯⋯⋯⋯⋯⋯⋯⋯⋯⋯⋯⋯⋯⋯⋯⋯⋯⋯⋯⋯⋯⋯⋯⋯⋯⋯(71)

第五节小鹅瘟⋯⋯⋯⋯⋯⋯⋯⋯⋯⋯⋯⋯⋯⋯⋯⋯⋯⋯⋯⋯⋯⋯⋯⋯⋯⋯⋯⋯(74)

第六节鸭病毒性肝炎⋯⋯⋯⋯⋯⋯⋯⋯⋯⋯⋯⋯⋯⋯⋯⋯⋯⋯⋯⋯⋯⋯⋯⋯⋯(77)

第七节鸡痘⋯⋯⋯⋯⋯⋯⋯⋯⋯⋯⋯⋯⋯⋯⋯⋯⋯⋯⋯⋯⋯⋯⋯⋯⋯⋯⋯⋯⋯(78)

第八节鸡传染性支气管炎⋯⋯⋯⋯⋯⋯⋯⋯⋯⋯⋯⋯⋯⋯⋯⋯⋯⋯⋯⋯⋯⋯⋯(79)

第九节禽巴氏杆菌病⋯⋯⋯⋯⋯⋯⋯⋯⋯⋯⋯⋯⋯⋯⋯⋯⋯⋯⋯⋯⋯⋯⋯⋯⋯(80)

第十节鸡白痢⋯⋯⋯⋯⋯⋯⋯⋯⋯⋯⋯⋯⋯⋯⋯⋯⋯⋯⋯⋯⋯⋯⋯⋯⋯⋯⋯⋯(82)

． 第十一节鸡慢性呼吸道病⋯⋯⋯⋯⋯⋯⋯⋯⋯⋯⋯⋯⋯⋯⋯⋯⋯⋯⋯⋯⋯⋯⋯(84)

第十二节鹅大肠杆菌性生殖器官病(蛋子瘟)⋯⋯⋯⋯⋯⋯⋯⋯⋯⋯⋯⋯⋯⋯(88)

第十三节禽曲霉菌病⋯⋯⋯⋯⋯⋯⋯⋯⋯⋯⋯⋯⋯⋯⋯⋯⋯⋯⋯⋯⋯⋯⋯⋯⋯(90)

第十四节鸡蛔虫病⋯⋯⋯⋯⋯⋯⋯⋯⋯⋯⋯⋯⋯⋯⋯⋯⋯⋯⋯⋯⋯⋯⋯⋯⋯⋯(91)

第十五节鸭鸟蛇线虫病⋯⋯⋯⋯⋯⋯⋯⋯⋯⋯⋯⋯⋯⋯⋯⋯⋯⋯⋯⋯⋯⋯⋯⋯(91)

第十六节鹅裂口线虫病⋯⋯⋯⋯⋯⋯⋯⋯⋯⋯⋯⋯⋯⋯⋯⋯⋯⋯⋯⋯⋯⋯⋯⋯(91)

第十七节鸡球虫病⋯⋯⋯⋯⋯⋯⋯⋯⋯⋯⋯⋯⋯⋯⋯⋯⋯⋯⋯．．．⋯⋯⋯⋯⋯⋯(92)

第十八节鸡组织滴虫病⋯⋯⋯⋯⋯⋯⋯⋯⋯⋯⋯⋯⋯⋯⋯⋯⋯⋯⋯⋯⋯⋯⋯⋯(92)

第十九节其它禽病⋯⋯⋯⋯⋯⋯⋯⋯⋯⋯⋯⋯⋯⋯⋯⋯⋯⋯⋯⋯⋯⋯⋯⋯⋯⋯(93)

第三章牛病⋯⋯⋯⋯⋯⋯⋯⋯⋯⋯⋯⋯⋯⋯⋯⋯⋯⋯⋯⋯⋯⋯⋯⋯⋯⋯⋯⋯⋯⋯⋯(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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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口蹄疫⋯⋯⋯⋯⋯⋯⋯·‘：⋯⋯⋯”：“：⋯．．：。：。⋯一：．．：⋯⋯．·：．：：⋯⋯．．：⋯(94)
第二节蓝舌病⋯⋯⋯⋯⋯⋯eQo900⋯⋯⋯⋯⋯⋯⋯⋯⋯⋯⋯⋯⋯⋯⋯⋯⋯⋯⋯⋯(95)

第三节牛白血病⋯⋯⋯⋯⋯⋯⋯⋯⋯⋯⋯⋯⋯⋯⋯⋯⋯⋯⋯⋯⋯⋯⋯⋯⋯⋯⋯(96)

第四节牛病毒性腹泻一粘膜病⋯⋯⋯⋯⋯⋯⋯⋯⋯⋯⋯⋯⋯⋯⋯⋯⋯⋯⋯⋯⋯(97)

第五节牛传染性鼻气管炎⋯⋯⋯⋯⋯⋯⋯⋯⋯⋯⋯⋯⋯⋯⋯⋯⋯⋯⋯⋯⋯⋯⋯(97)

第六节牛流行热⋯⋯⋯⋯⋯⋯⋯⋯⋯⋯⋯⋯⋯⋯⋯⋯⋯⋯⋯⋯⋯⋯⋯⋯⋯⋯⋯(97)

第七节恶性卡他热⋯⋯⋯⋯⋯⋯⋯⋯⋯⋯⋯⋯⋯⋯⋯⋯⋯⋯⋯⋯⋯⋯⋯⋯⋯⋯(102)

第八节布鲁氏菌病⋯⋯⋯⋯⋯⋯⋯⋯⋯⋯⋯⋯⋯⋯⋯⋯⋯⋯⋯⋯⋯⋯⋯⋯⋯⋯(106)

第九节结核病⋯⋯⋯⋯⋯⋯⋯⋯⋯⋯⋯⋯⋯⋯一．，⋯⋯⋯B 09@Oi@DO⋯⋯⋯⋯⋯⋯⋯(111)

第十节副结核病⋯⋯⋯⋯⋯⋯⋯⋯⋯⋯⋯⋯⋯⋯⋯⋯⋯⋯⋯⋯⋯⋯⋯⋯⋯⋯⋯(117)

第十一节牛传染性胸膜肺炎⋯⋯⋯⋯⋯⋯⋯⋯⋯⋯⋯⋯⋯⋯⋯⋯⋯⋯⋯⋯⋯⋯(117)

第十二节牛巴氏杆菌病⋯⋯⋯⋯⋯⋯⋯⋯⋯⋯⋯⋯⋯⋯⋯⋯⋯⋯⋯⋯⋯⋯⋯⋯(118)

第十三节炭疽⋯⋯⋯⋯⋯⋯⋯⋯⋯⋯⋯⋯⋯⋯⋯⋯⋯⋯⋯⋯⋯⋯⋯⋯⋯⋯⋯⋯(119)

第十四节钩端螺旋体病⋯⋯⋯⋯⋯⋯⋯⋯⋯⋯⋯⋯⋯⋯⋯⋯⋯⋯⋯⋯⋯⋯⋯⋯(122)

第十五节破伤风⋯⋯⋯⋯⋯⋯⋯⋯⋯⋯⋯⋯⋯⋯⋯⋯⋯⋯⋯⋯⋯⋯⋯⋯⋯⋯⋯(124)

第十六节气肿疽⋯⋯⋯⋯⋯⋯⋯⋯⋯⋯⋯⋯⋯⋯⋯⋯⋯⋯⋯⋯⋯⋯⋯⋯⋯⋯⋯(125)

第十七节传染性角膜结膜炎⋯⋯⋯⋯⋯⋯⋯⋯⋯⋯⋯⋯⋯⋯⋯⋯⋯⋯⋯⋯⋯⋯(126)

第十八节伪牛痘⋯⋯⋯⋯⋯⋯⋯⋯⋯⋯⋯⋯⋯⋯⋯⋯⋯⋯⋯tl@@0Q QQ9@@I⋯⋯⋯⋯(127)

第十九节牛放线菌病⋯⋯⋯⋯⋯⋯⋯⋯⋯⋯⋯⋯⋯⋯⋯⋯⋯⋯⋯⋯⋯⋯⋯⋯⋯(129)

第二十节家畜日本血吸虫病⋯⋯⋯⋯⋯⋯⋯⋯⋯⋯⋯⋯⋯⋯⋯⋯⋯⋯⋯⋯⋯⋯(129)

第二十一节牛片形吸虫病⋯⋯⋯⋯⋯⋯⋯⋯⋯⋯⋯⋯⋯⋯⋯⋯⋯⋯⋯⋯⋯⋯⋯(132)

第二十二节牛双口吸虫病O O·OQQ Q$@⋯⋯⋯⋯⋯m⋯⋯⋯⋯⋯⋯⋯⋯⋯⋯⋯⋯⋯⋯(133>

第二十三节犊弓首蛔虫病⋯⋯⋯⋯⋯⋯⋯⋯⋯⋯⋯⋯⋯⋯⋯⋯⋯⋯⋯⋯⋯⋯⋯(134)

第二十四节仰口线虫病⋯⋯⋯⋯⋯⋯⋯Q-OO@O⋯⋯⋯⋯⋯⋯⋯⋯⋯⋯⋯⋯⋯⋯⋯(134)

第二十五节牛伊氏锥虫病⋯⋯⋯⋯⋯⋯⋯⋯⋯⋯⋯⋯⋯⋯⋯⋯⋯⋯⋯⋯⋯⋯⋯(134)

第二十六节牛球虫病⋯⋯⋯⋯⋯⋯⋯⋯⋯⋯⋯⋯⋯⋯⋯⋯⋯⋯⋯⋯⋯⋯⋯⋯⋯(137)

第二十七节牛巴贝斯虫病⋯⋯⋯⋯⋯⋯⋯⋯⋯⋯⋯⋯⋯⋯⋯⋯⋯⋯⋯⋯⋯⋯⋯(138)

第二十八节牛无浆体病⋯⋯⋯⋯⋯⋯⋯⋯⋯⋯⋯⋯⋯⋯⋯⋯⋯⋯⋯⋯⋯⋯⋯⋯(139)

第四章羊病⋯⋯⋯⋯⋯⋯⋯⋯⋯⋯⋯⋯⋯⋯⋯⋯⋯⋯⋯⋯⋯⋯⋯⋯⋯⋯⋯⋯⋯⋯⋯(141)

第一节口蹄疫⋯⋯⋯⋯⋯⋯⋯⋯⋯⋯⋯⋯⋯⋯⋯⋯⋯⋯⋯⋯⋯⋯⋯⋯⋯⋯⋯⋯(141)

第二节绵羊坏死杆菌病⋯⋯⋯⋯⋯⋯⋯⋯⋯⋯⋯⋯⋯⋯⋯⋯⋯⋯⋯⋯⋯⋯⋯⋯(142)

第三节羊放线菌病⋯⋯⋯⋯⋯⋯⋯⋯⋯⋯⋯⋯⋯⋯⋯⋯⋯⋯⋯⋯⋯⋯⋯⋯⋯⋯(142)

第四节羊梭菌性疾病⋯⋯⋯⋯⋯⋯⋯⋯⋯⋯⋯⋯⋯⋯⋯⋯⋯⋯⋯⋯⋯⋯⋯⋯⋯(142)

第五节羊多头蚴病⋯⋯⋯⋯⋯⋯⋯⋯⋯⋯⋯⋯⋯⋯⋯⋯⋯⋯⋯⋯⋯⋯⋯⋯⋯⋯(143)

第六节羊莫尼茨绦虫病⋯⋯⋯⋯⋯⋯⋯⋯⋯⋯⋯⋯⋯⋯⋯⋯⋯⋯⋯⋯⋯⋯⋯⋯(143)

第七节羊疥癣⋯⋯⋯⋯⋯⋯⋯⋯⋯⋯⋯⋯⋯⋯⋯⋯⋯⋯⋯⋯⋯⋯⋯⋯⋯⋯⋯⋯(144)

第八节山羊球虫病⋯⋯⋯⋯⋯⋯⋯⋯⋯⋯⋯⋯⋯⋯⋯⋯⋯⋯⋯⋯⋯⋯⋯⋯⋯⋯(144)

第九节羊鼻蝇⋯⋯⋯⋯⋯⋯⋯⋯⋯⋯⋯⋯⋯⋯⋯⋯⋯⋯⋯⋯⋯⋯⋯⋯⋯⋯⋯‘(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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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马瘸⋯⋯⋯⋯⋯⋯⋯一⋯⋯⋯一⋯“L⋯⋯⋯⋯⋯⋯⋯⋯⋯k⋯⋯⋯⋯⋯⋯·(145)

第一节马传染性贫血⋯⋯⋯⋯⋯⋯⋯⋯⋯⋯⋯⋯⋯⋯⋯⋯⋯⋯⋯⋯⋯⋯⋯⋯⋯(145)

第二节马流行性感冒⋯⋯⋯⋯⋯⋯⋯⋯⋯⋯⋯⋯⋯⋯⋯⋯⋯⋯⋯⋯⋯⋯⋯⋯⋯(147)

第三节马流行性乙型脑炎⋯⋯⋯⋯⋯⋯⋯⋯⋯⋯⋯⋯⋯⋯⋯⋯⋯⋯⋯⋯⋯⋯⋯(147)

第四节马传染性胸膜肺炎⋯⋯⋯⋯⋯⋯⋯⋯⋯⋯⋯⋯⋯⋯⋯⋯⋯⋯⋯⋯⋯⋯⋯(149)

第五节马鼻疽⋯⋯⋯⋯⋯⋯⋯⋯⋯⋯⋯⋯⋯⋯⋯⋯⋯⋯⋯⋯⋯⋯⋯⋯⋯⋯⋯⋯(149)

第六节马炭疽病⋯⋯⋯⋯⋯⋯⋯⋯⋯⋯⋯⋯⋯⋯⋯⋯”⋯⋯⋯⋯⋯⋯⋯⋯⋯⋯·(150)

第七节马腺疫⋯⋯⋯⋯⋯⋯⋯⋯⋯⋯⋯⋯⋯一⋯⋯⋯⋯⋯⋯⋯⋯．．．⋯⋯⋯⋯⋯(151)

第八节破伤风⋯⋯⋯⋯⋯⋯⋯⋯⋯⋯⋯⋯⋯⋯⋯⋯⋯⋯⋯⋯⋯⋯⋯⋯⋯⋯⋯⋯(152)

第九节马沙门氏菌病⋯⋯⋯⋯⋯⋯⋯⋯⋯⋯⋯⋯⋯⋯⋯⋯⋯⋯⋯⋯⋯⋯⋯⋯⋯(152)

第十节马流行性淋巴管炎⋯⋯⋯⋯⋯⋯⋯⋯⋯⋯⋯⋯⋯⋯⋯⋯⋯⋯⋯⋯⋯⋯⋯(153)

第十一节马过敏性皮炎⋯⋯⋯⋯⋯⋯⋯⋯⋯⋯⋯⋯⋯⋯⋯⋯⋯·．，．⋯⋯⋯⋯⋯”(153)

第十二节马副蛔虫病⋯⋯⋯⋯⋯⋯⋯⋯⋯⋯⋯⋯⋯⋯⋯⋯⋯⋯⋯⋯⋯⋯⋯⋯⋯(154)

第十三节马伊氏锥虫病⋯⋯⋯⋯⋯⋯⋯⋯⋯⋯⋯⋯⋯⋯⋯⋯⋯⋯⋯⋯⋯⋯⋯⋯(154)

第十四节马脑脊髓丝虫瘸⋯⋯⋯⋯⋯⋯⋯⋯⋯⋯⋯⋯⋯⋯⋯⋯⋯⋯⋯⋯⋯⋯⋯(155)

第六摩兔瘸⋯⋯⋯⋯⋯⋯⋯⋯⋯⋯⋯⋯⋯⋯⋯⋯⋯⋯⋯⋯⋯⋯⋯⋯⋯⋯⋯⋯⋯⋯⋯(156)

第一节兔瘟⋯⋯⋯⋯⋯⋯⋯⋯⋯⋯⋯⋯⋯⋯⋯⋯⋯⋯⋯⋯⋯⋯⋯⋯⋯⋯⋯⋯⋯(156)

第二节兔传染性水疤口炎⋯⋯⋯⋯⋯⋯⋯⋯⋯⋯⋯⋯⋯⋯⋯⋯⋯⋯⋯⋯⋯⋯⋯(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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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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靶称苏，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中部，居长江、淮河下游，扼长江入海门户，东临

黄海，西邻安徽，南接上海、浙江，北界山东。南起北纬30。467，北抵北纬35。077，东趸

东径121。551，西迄东径116。227。南北跨纬度4。21 7，最大直线距离460多公里I东西跨经度

5。33，，最大直线距离320公里。全省总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07％，是

全国各省区中面积较小的省份。

1990年，全省总入口6705．65万入，每平方公里653多人，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

江苏是全国少数民族入口数量较少的省区之一，境内共有54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4万多入J’

其中回族，满族较多。

江苏从1983年起实行市领导县新体制，全省设有11个省辖市和2个省计划单列市，即l

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4．Z、l，南通、徐"f、连云港，淮阴、敖城为省辖市，常熟市

和泰州市为省计划单列市。1988年南京被歹IJ为国务院计划单列市。1986年以后，全省又陆续

设立13个县级市，分别是，昆山，张家港．江阴、宜兴、丹阳、仪征、兴化，启东、淮安，

宿迁、东台、新沂、溧阳。

第二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

江苏属中国东部沿海大平原，地势低平，平原辽阔，丘陵山地面积较小。东南和中部湖

泊密布，西南和北缘丘陵起伏。长江横贯其中，全省分为苏南，苏北两部分。全省平原面积

7．06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8．8％；水域面积1．73万平方公里，占16．9％；丘陵山地面积

1．47万平方公里，占14．3％。平原主要由长江、黄河和淮河合力冲积而成。长江以南，镇江

以东的平原，是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习惯上叫苏南平原或江南平原，长江以北的江淮平

原，黄淮平原和东部滨海平原，一般统称为苏北平原。主要河流有横穿全省的长江，纵贯南

北的京杭大运河，西南部有闻名的秦淮河，北部有苏北灌溉总渠，沂沭河、通扬运河、串场

河等。大小湖泊近300个，大的有太湖、阳澄湖，洪泽湖、高邮湖等，其中太湖在全国五大

淡水湖中居第三位，洪泽湖居第四位。省内有次湖、洪泽湖、骆马湖等天然水库作调节，加

上江都、淮安，；舀阳等地翻水站的补给，保证了全省航道的常年通航黟．灌溉所需。

省境西南部有峰峦起伏的低山丘陵地区，主要是老山山脉、宁镇山脉、茅山山脉和宜溧

山地，以宁镇山脉的紫金山，栖霞山等为著名山峰。省境北部连云港市郊的云台山是全省最

高峰，海拔625米。在太湖中和坦荡的苏南平原上，有孤立的小出散布，如太描的洞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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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虞山、无锡惠山、苏州天平山和灵岩山等，高度一般只有200米左右。

江苏处于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地带，在海陆位置气候上兼有大陆性和海洋性特点，季

风影响明显。具有冬干冷，夏湿热，春温秋暖，雨量适中，四季分明的特征。大致在苏北灌

溉总渠以北属暖温带气候，以南属亚热带气候。

江苏省年均降水总量780一1160毫米，南部多于北部，沿海多于内陆，呈东南向西北递减

趋势。太湖地区南部，宜溧山地及长江口一带，在1100毫米以上；江淮之间950一1loo毫米，

徐州西部在800毫米以下。降水以夏季最为集中，占年降水量的40％左右，秋季降水占20％

左右，春季降水占25％左右，冬季降水占5—15％。全省各地，85％左右的降水集中在作物

生长季节(3—10月)，雨热同季，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
江苏省降雪多在冬季，平均降雪日数为6．5—10．6天。年最大积雪深度24～51厘米。

全省各地年日照时数为2000--2600小时，淮jL2300--2600dx时，淮南2000--2300小时，

全省的日照百分率介于48～59％间，各地以夏季日照时数最多。太阳总辐射量在1lO一129千

卡／平方厘米间，苏北略高于苏南。日照时数、日照百分率、太阳年总辐射量皆以赣榆县最

高，宜兴市最低。 ·

江苏省年平均气温为13．2—16℃，沿江和苏南为15一16℃，江淮之间为14q5℃，淮北为
13一14℃。冬季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3一一3℃，境内南北温差大，平均每一纬度相差一

度，东西温差亦较明显，东部沿海一般比西部低1--2℃。夏季全省普遍高温，7月全省各地

平均气温在26．2～28．8℃间，受海洋影响，气温由东北沿海向西南内陆渐次升高。全省年平

均无霜期为200q40天，呈自南向北递减趋势，江南为200一240天，江淮间2lO一220天，淮
北200～21 O天。

全省年平均结冰日，苏南为60．5天，徐州为83．7天。最大冻土厚度小于24厘米。全年有

雾日数为20一30天，个别地区在35天以上。平均气压1012．4—1015．1(毫米)。

全省全年最多风向为东北风，年平均风速2．5—3．5米／秒，年最大风速16—19．8米／

秒，大风日数年平均在20一40天。

全省灾害性的天气，主要有干旱、雨涝、阴雨、霜冻、台风，冰雹等。干旱主要发生在

徐淮平原、镇扬丘陵。雨涝的发生与淮南梅雨、淮北雨季及台风有关，梅雨期最长可达40
天， “涝黄梅黟平均三年一次。台风年均侵袭2—3次，以7—9月最多，最迟是10月。受台风

影响最烈的是长江三角洲，台风经常给这个地区带来灾害。降雹集中在5—6月，尤以6月为

盛，出现时间虽短，但来势猛，破坏性大，平均每年2—3次。风沙日数累年平均在0．6—1．2
天。

第三节土壤植被

江苏省境内土壤种类繁多。受生物、气候、母质、地形、水文等条件影响，自东至南气温

和降水量递增，土壤风化和淋溶作用逐渐加强，全省自然土壤有黄棕壤、棕壤、黄壤三个土

壤地带，另外还有盐溃土、草甸土、沼泽土等三种非地带性土壤。

黄棕壤地带。属于水稻土类，分布在宁、镇区的有黄白土、小粉土、马肝土、青泥条，

分布在太湖平原的有黄泥土、白土、乌山土、青泥土；分布在沿江平原的有淤泥土和淀沙

土，分布在里下河地区的有红沙土、勤泥土、鸭屎土和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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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壤地带。其主要类型分布在黄泛平原的属黄潮土类，分布在沂沭河平原的属棕潮土

类；淮北平原未受黄泛物质和近代新冲积物覆盖的土壤属砂姜黑土类，东海、新沂一带的岗

蛉地为包浆土。

黄壤地带。底山坡麓的红黄土，岗地的红色粘土。主要在宜兴一带。

江苏草场面积不大、分布零星分散，植物种类多，草质中等，先后从国内外引进优良牧

草品种，进一步丰富了牧草种质资源。全省草场植物有835种，其中可供牲畜采食的有649

种，适口性优良的133种；有毒有害植物47种。

江苏省最常见的毒草有芜花(Dapnnegenkwa)，石蒜(Lycoris radiata)，泽漆(Eu-

phorbia helioscopia)，毛莨(Ranuncu lus japonicus)等。有毒植物主要含有生物碱毒

素，这些植物在植被构成中不论重量比例，还是种类比例只占极少部分，对草场利用影响不

大。

江苏草场主要是自然草场，其种类主要有草甸类草场，面积57774亩，可利用面积48102

亩I草丛类草场，面积517863亩，可利用面积452208亩，灌丛类草场，面积33499亩，可利

用面积28059亩；灌木林类草场，面积30568亩，可利用面积27162亩；疏林类草场，面积

307823亩，可利用面积230196亩，盐生革甸类草场，面积1251238亩，可利用面积1128303

亩，林下类草场，面积1571143亩，可利用面积960027亩；农林隙闲地类草场，面积为2420719

亩，是全省草场面积最大的一类。

按每头黄牛日食52斤鲜草计，年需18980斤鲜草，折算每头黄牛单位年需草场26．60亩。

1985年草场资源调查表明，全省天然草场可载畜183657．7头黄牛单位的牲畜，尚有载畜潜力

为69658头黄牛单位。 ，

第四节交通运输

江苏地处沿海，境内有沪宁、津浦、陇海、宁芜等铁路干线和南京、徐州两大铁路枢

纽，遍布城乡的公路和长江、淮河、大运河等河流构成了以火车、汽车、轮船等现代化运输

工具为主体的水陆衔接、干支相连、网点密布、省内外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铁路、航

空、公路、水路、管道五种运输方式俱全，互为补充。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对江苏经济稻社

会事业的发展极为有利。

水路：
’

江苏省内河四通八达，长江航线在省内全长425公里，江面宽广，与大运河同为内河航运

重要干线，自和尚港口至浏河口，航线长约366公里，常年水深7米以上，能通航3000吨级的

船只，江口廖角咀到南江咀宽90公里，万吨级海轮可全年通行。主要港口有南京港、镇江

港、江阴港、张家港、南通港。对外开放港口有南京港、连云港．张家港、南通港。

各港口的畜禽运输检疫工作由所在地县畜牧兽医站负责，并设有运输检疫站。

全省内河航道23653公里，可通航河道2200多条，主要航线有：京杭大运河、盐河、灌

河洪泽湖南线、灌溉总渠、串场河、射阳河、盐宝线、盐绍线、建口线、通扬运河、通吕

运河锡澄运河、张家港线、苏中内港线、苏中外港线、中湖线。主要水路交通枢纽有；淮阴

(淮安)、江都、邵伯，常州、无锡、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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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

江苏铁路是全国铁路网中设施先进、经济效益较好的干线铁路之一。境内铁路有陇海、

京浦、沪宁、宁芜四条干线，总长1148公里，营运里程713公里。其中京浦、沪宁为复线，

其他均为单线。有车站118个，其中有徐州、南京两个编组站。筹建中的省内三条地方铁路

(新沂——淮阴——盐城——海安——南通，海安——靖江——江阴——无锡——宜兴，南

京——扬州)一纵一·横，将一改我省近百年来铁路仅有一京(沪)一陇(海)的格局。

． 为加强铁路畜禽运输检疫工作，全省共设省级铁路畜禽运输检疫站7个。

公路：

江苏省现有公路已达22500多公里，实现乡乡通公路。主要干线有：徐州——连云港、徐

州——宿迁——沭阳——陈家港、南京一启东、南京——徐州、六圩——连云港、汾水
——南通、南京——宜兴——杭州、南京——常熟——上海、镇江——天王寺——广德，江

阴——无锡——苏州——嘉兴、南京——六合。公路枢纽有：徐州、淮阴、扬州、南京、常

州、无锡、苏州。县级以上(含县级)车站75个。

为把好畜禽公路运输检疫关，全省设有省级公路畜禽运输检疫站8个，在当地(市，县)

主管部门直接领导下开展畜禽俭疫工作。

航空：

江苏省近年来航空事业发展较快，南京和香港及全国一些主要城市通航。如北京、上海、

杭州、福州、广州、兰州、西安、重庆、成都，昆明、武汉等。均有航空客、货运业务往

来。1986年各地利用军用机场开辟新航线，无锡、徐州、常于I'l、苏州、南通、盐城等地民

(联)航线先后通航。

中华人民共和园南京动植物检疫所具体负责南京潜的畜禽进出口兽医卫生检疫工作。

第五节自然疫源地
江苏省地形复杂，境内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湖泊众多，水网密布，海陆相邻，滩涂广

大，并有部分丘陵山地，为野生动物及昆虫提供了合适的栖息场所。同时，作为一些畜禽疫

病的寄生宿主招生物传播媒介，给畜禽疫病的防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一、哺乳类野生动物

常见的主要有：狼、野狗、豺狗、豪猪、獐、野山羊、獾、黄鼠狼、香狐狸、野猫、野

兔、刺猬、松鼠，水獭，鼠、蝙蝠等。主要分布在山区、沿海、滩涂和一些灌木丛中。此外

盐城境内的沿海滩涂有世界珍兽糜鹿的保护地，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河麂也在此繁衍。

鼠科姬鼠属中的黑线姬鼠广泛分布于我省苏南、苏北，为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宿主和流

行性出血热的主要传染源。

=、鸟类野生动物

常见的主要有。麻雀、山雀，喜雀。家燕、苍鹭、八哥、布谷鸟、雉、野鸡、野鸭、

猫鹰、鸽子，乌鸦等。全省各地均有分布。山区尚有啄木鸟、白头翁、猫头鹰、杜鹃、斑

鸠、山鸡、野鸡、黄雀等。盐城、连云港境内沿海滩涂还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丹顶鹤的理想

越冬栖息地，每年冬季均有大量的丹顶鹤前往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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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爬行类野生动物

常见的主要有：穿山甲，山蚯，蜥、蟹、蛇类等。

西、两栖类野生动物

常见的主要有：青蛙、蟾蜍、龟、鳖等。

五、吸血昆虫类

常见的主要有s

(一)、蚤类；有潜蚤科、蚤科等6科13种。

(二)、蝇类l有瓣蝇类共4科42属98种。

(三)、蚊类：有按蚊属、费蚊属等8属42种。其中的窄卵按蚊，中华按蚊、致倦库蚊，

淡色库蚊为丝虫病的重要媒介，分布于全省各地。

(四)，吸血蠓类：有荒川库蠓、环斑库蠓等库蠓7种。

(五)，虻类；有中华斑虻、四J||斑虻等4属11种。

(六)、蜱类：有软蜱科、硬蜱科等2科6属14种。

(七)，自蛉有白蛉属，司蛉属等2属6种。其中的中华白蛉为黑热病的主要媒介，主要分

布于南通、徐州、连云港、淮阴一带。

(八)，恙螨有射螨科、恙螨科等2科10属25种。

(九)、革螨有厉螨科等6科15属28种。

第六节环境污染情况

一、大气污染

据1976年卫生部门对全省7个市、6个地区大气污染调查，发现工业区降尘量普遍超过国

家标准。南京市工业区中降尘量178．20吨／每月·每平方公里，超标21．2倍，二氧化硫日

平均超标0．31倍。徐州火车站降尘131吨／每月·每平方公里，超标15．7倍。苏州硫酸厂二

氧化硫排放量超标3倍。南化公司磷肥厂排出的氟化物使6公里范围内大气受污染，200米范

围内超标达4倍。随着工业的发展，近几年大气污染更为严重。以南京市为例，1988年该市

废气排放总量达1393．5亿立方米。工业废气审二氧化硫积烟尘的排放量达15。02万吨和17．78

万吨。城区大气环境中二氧化硫浓度全年平均值为0．083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0．38

倍，氮氧化物浓度0．058毫克／立方米，低于国家标准。总悬浮微粒的年平均值达0．627毫克

／立方米。市区酸雨出现频率为45．6％，郊区酸雨出现频率为52．5％，是近几年首次出现的

高值，并一改以往低于城区的格局。

二、水源污染

污水处理尚是省内薄弱环节，居民生活污水，多经下水遭直接排入江、河、湖、塘。大

多数工厂、医院无污水处理系统，直接排入江河造成河流污染。江苏省水源污染的特点是以城

市及其郊区为重，农村较轻。农村污染源少，即便有污染，也被其广阔的空间和茂盛的青绿

植物所自净。据卫生部f-It97$一1976年溺查，全省11个城市的4200多个工厂每年有未经处理

的废水12亿吨，排入江，河、湖、海使长江，太湖、阳澄湖、南黄海等水系稻部分城市地下

水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污染，尤以运河、长江为甚。运河流经省内7个市16个县，长达600公

里，每天接纳含有酚、氰、砷、铬、汞、硫化物，油、酸、碱的废水55万吨，全部河段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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