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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自然条件优越，草场资源丰富，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省畜牧业保持T12年的持续增长，取得巨大成就。畜牧业已成为农村经

济的支柱产业，加快畜牧业的发展已是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发展规划和农民摆脱贫困，奔向小

‘康的重要战略任务．。’。，‘“i ．!．，。， ’．L．．。 4。。’．、’

～+’’‘一
，，

．

畜牧业的发展，除抓好良种二饲料外，畜禽疫病防治是二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是这个

问题，长期困扰着贵州畜牧业的发展．据调查，“全省生猪死亡率大多在9％左右，大牲畜死

亡率在3．5％左右，每年因畜禽传染病造成的经济损失上亿元，这对畜牧业生产来说是十分

。 惊人的损失! ：．ff。 ，o．， 4_．。7． ．，。⋯

怎样搞好畜禽疫病防治，+最大限度地减少由其造成的重大损失呢?那就必须查清影响贵

州畜牧业发展的主要畜禽疫病；，’掌握其发生和传播规律，研究推广先进的诊断防治技术，采

；取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j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基于此，贵州根据农业部的要求，开展

了畜禽疫病普查工作． ’”』’‘’}} 。‘?“。，。’ ，“” ’t

1986年到1990年，贵州由1362名技术干部组成了畜禽疫病专业普查队伍，在全省9个

地．州、市的30个县，277个区．531个乡，941个村，48个农牧场，采集牛，羊，马，猪，

鸡。鸭等6种血(样)19122头，‘匹。。。只(份)，共分离血清16193头：4匹’^只(份)，进行

1血清学诊断检验．同时，在全省87个县，”ls幻个乡，178658个农户及48个农牧场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 ，
。

按农业部普查诊断系列要求，实验室检测了畜禽疫病44种，检出阳性传染病22种，寄生

虫病11种．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查明危害贵州主要畜禽疫病264种，其中马病27种，牛病65种，

羊病43种，猪病53种，鸡病31种，鸭病18种，鹅病1种，兔病10种，狗病8种，猫病8种．

通过普查，初步摸清了贵州畜禽主要疫病的分布及发生，传播规律，针对。两瘟。(猪
J’

瘟，鸡新城疫)，。三病”(炭疽，狂犬病，口蹄疫)，专家们提出了。春防为主，常年补

针，加强三检(肉品卫生检验．‘市场检疫，畜禽及其产品运输检疫)，以病设防，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的防治工作建议．这不仅对搞好疫病防治，降低畜禽死亡率有积极的指导作

用，而且对加快贵州畜牧业发展也必将产生极大的推动力．， ．，．

这次普查，时间紧，抓突击；任务重，抓组织；质量严，抓培训；条件差，抓艰苦奋

斗，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借此，我们应当衷心地感谢全省参加畜禽

疫病普查工作的专家们，同行们! n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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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据农业部1986农(牧)字第58号文件《关于开展全国畜禽疫病普查的通知》的要求，在全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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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实际。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编写成《贵州省畜禽疫病志》： ：，”． I“'。 j’。一’．

，。 ，” 7《贵州省畜禽疫病志》记载了贵州解放前后畜禽疫病流行概况，总结了畜禽疫病的防治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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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节‘基⋯”本1情况、4。’。
。1一．|．‘，

。J

’。“、7．。‘：i．。； 一
．|，

“
‘

，7 +t’’：：l z．．’一，位置，?面积‘， ’：，7
+十’_ ’ _ 付霄．’嘲积’7 ’

”’!．t．⋯÷， ，≯ ‘。：‘： ：⋯．，．’：： I．t。j。 ¨。。。．．．：：‘：r。⋯．，、：■：

，：贵州简称，k黔”，．’位手祖国四南部，+东经103。367"--109。357：，r北筛24。371,一29。13 7，之

间，居长江，珠江两大河流上游的分水岭地带。西倚云南，’．北达N)ll,‘东邻湖南≯南接广‘·‘：

，· 西，湘西丘陵之间的一个亚热带溶岩化高原山地。总面积为176i28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

．积的1．84'o易：⋯!‘、{‘：。一．；．．1’I-、∥”。j+jj’一．|。{。’o 1|?7㈠。，“：i!，o；：’；
。1，’，：：扎0：：；。i：‘·’‘簧，，：：‰，，l：+。．，； 々1+’t，．{；4，”，j．j．三：：一．．≯：_√-。

，
．’’

． 二、行政区划 ．。』·㈡。i‘◆一1；∥I‘
。’．’：．，．I?_。。0，：。j?“!。’·， i．～4’-、：’1，”·。}：·ti’’》：?’：：：i．一；：‘：一。ij：．+1．r

L’

+、 ，’全省划为2个省辖市(贵阳．六盘水)，4个地区(遵义，安顺．。毕节、铜仁)一．3个自
洽州．(黔西南、黔东南，黔南)，’72个县(其中11令自治县)，1，6个县级市，：6个市辖IK,·3个‘ 。。

+县级特区，3509个乡，25880个村民委员会，16．88万个村民组，省人民政府驻贵阳市。-．
～

～

+J

。 {

，

●， p 一{ ’，’}

， ，，．三、民族、·人口．劳动力，。
‘r

t+ 。’

。

．

，．，!一 ．．

，． (一)民’ 族 ‘‘．一
’7

‘一’，一气． 六’～；‘
’|

t+√‘贵州是上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共有46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的有苗、布依，侗．4 ．；

彝、水，回，．仡佬、壮、瑶，满，白，土家，蒙古、羌等14个民族．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 全省有少数民族人口1123．6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4．6叻，‘其中苗族368，．6万人，．布依族： 。。

247．8万人，，侗族1．40万人，土家族102．8万人，彝族70．7万人i、仡佬族43万人，水族32．2：万·

一。人，回族12．6万人，白族12．2万人．，t：?+‘’。-，’-．I。，i；-=1·、，一H； ．’．，?j l__’j‘’；‘：9

：车；‘j一．：?一．、-‘∽。，，‘一。：-4，一 {，·．=。√：’：‘|。·j，．，．’一一． ’，：‘’i ■’： √^(=)尺 口 ·

j。 ．一o．■，一．'． ．、。，。。』·，_．，．0’．。
‘。一1989年全省人口有3184．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793．35万人，占全省人口的87．7％，人，

．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181人：： ’、‘’”讥．’
·

．’j，一一。 ’∥+r，j。，’j一’．“一．j‘．m’．：!
．t；‘j I．： ： ：’

’．． ：，’：
一。 ?‘∥， ‘≯：-f”。，一，·， ： ·、·：：。一j． ．

，．

·．

(三)农牧业劳动力 t·
．j6。。1 ．。。，，，‘．：：-ji _‘，。，r+．，√，， ，，。 -。

+．据统计，1989年全省乡村劳动力1333．o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牧．‘副、’渔五业的农’，|．

业劳动力有122‘i．94万人，．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91．7％；从事工业的41．78方人，占3．1％，’’
'‘

从事其他行业的占5．2呖。‘全省除很少地区以林牧业为主外，绝大部分为农区j因此，从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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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副．渔业的劳动者实际上是以种植业为主，兼营他业．，，-。。． t．

，’ 全省有耕地面积2780．73Zj"亩，人均0．88亩．农业总产值(当年价)133．69亿元，其中

种植业&52．9％，林业占4．4％，畜牧业占38．8呖，副业占11．2％，渔业占o．7％．t ·’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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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米，闻名于中外．有的河流由于伏流通道阻塞形成常年性或季节性的湖泊，-在西部．西南

部分布较多，‘最大的威宁草海，面积达48平方公里，水深9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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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全省共兴建各类水利工程12．67／处，有效灌溉面积876万亩．现有蓄水工程2．8

万处，库容18．8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20万亩．有中型水库19座，现有引水工程8．1万

处，引水流量716秒立方米，有效灌溉工程400万亩；现有提水工程1．6万处，有效灌溉面积

}一．，”1|_： 7。．i ’；．一：’j‘．。：0’：‘‘三0，气 ‘象。．’ 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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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妥州二芸≤0二乏2盖二二三二特0高毒厶于；湿皋二i纛；00{：
r’和干湿分明的西南季风区过渡的地带内，．因而贵州具有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的特点。大·

^，部分地区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霜期长(270天)，雨量丰沛，光热水同季，属*．

．。于农业丰收型气候．省内某些地区气候的地域差异大，有。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之．
。二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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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光能偏低，一日照时数和太阳辐射量在全国属低值区．总的来说，西部多，北部少．‘．；

省内大部分地区全年日照时数为1100—1700小时之间，占可照时数的23'、'40％．太阳辐射年
‘

。总量为334904605兆焦耳／平方米，最多的威宁全年日照时数为1805．4小时，辐射年总量为

·较97兆焦耳／平方米，最少的务川年日照时数仅1014．6小时．我省虽然光能偏少，但因热量 ‘，、

较多，降水较丰，光照水同期，所以其有效性较高，光合生产潜能在全国居中等水平． ’j

．．’ ．·7‘’，一。。 ’。’．I ；·、J，， ’： _‘i“ 1：‘一。．t．。|．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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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年平均气温14"-．16℃，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多在2—813之间，极端最冷气温为一12℃

以下；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多在22一-26℃之间，极端最高气温为42．5℃(铜仁市1953年8月：
‘： 1 8日)．习惯上把全省分为高温区(低洼温热区)，低温区(高寒山区)和一般区(温和地-

区)．高温区分布在地势低洼的河谷地带，如南部红水河河谷地带．赤水河和都柳河河谷地带 。．

．和东北部一些低洼河谷地区，年平均温度分别为20℃，1813和16．5℃左右；低温区中，黔西 ．’

+

北海拔1800米以上的地带年均温度在12℃以下，一般区的气温介于低温区与高温区之间．

1： ’．’ 、’。．'，*‘。| 一?、·。， +‘。， 、‘．～一．
．(三)降水量丫．．： ·．

．一，、， ．。一 ‘、．
．．；．

·

：

●

二’
‘。

、
，

， j一，全省年降水量充沛，大部分地区在1100"-,1300毫米之间，最多者1600毫米(晴隆)，最

’．少者85毫米(赫章)，‘但时空分布不均匀，总的分布趋势是南部多于北部，东部多子西部． o

全省有三个多雨区和二个少雨区．多雨区有；南，2．北盘江上游盘县，普安，、晴隆一带，中心

ri ．区年雨量1400毫米以上；柳江上游丹寨．都匀一带，1400毫米以上；梵净山东南坡松桃，铜‘，，

，。仁一带，1300毫米以上。少雨区有：大娄山北坡道真．正安至毕节，赫章，、威宁一带和湃阳’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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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游施秉．镇远一带，’年雨量在900"'I 100毫米之间．

四季和各月降水量变化很大；多年平均各地夏季(0-,-SB)降水量是当年的38一,55％， ．，

春季(3---57])占17"'35％，·秋季(9一-10)I)占10,。24呖，冬季(12",-2月)仅占4—8％． ’。

一年中6月份全省降水普遍增多，一般达200,、．260毫米，9一lo月份各地雨量显著减少，但降 ． 1

水日数普遍增多，尤其西部与北部出现较重的绵雨天气，11月后进入冬季少雨期。“．?· ～．
一．

． ．(四)自然灾害． ‘．一。
‘

一。
．。7

·

： i’ ’-j。
一

：。。 ·+一?
。‘“

·，‘ 。{

对农牧业，自然灾害种类繁多，主要有干旱、水灾，凝冻，暴雨．倒春寒，秋风和秋季 ．，

、

，。

绵雨． ：， 5．、
1。

1．干旱。危害最大的是春旱和夏旱。夏旱一般是6—8月，据近期35年统计，70年代多于’

50年代，最严重的1972年，全省粮食总产比上年减少23．2％．东部与中部偏东地区几乎每年
’

， 都有程度不等，范围不同的夏早发生，西部地区6--．8)弓平均少雨日数不到25日，重旱很少发

生，西南部地区几乎没有夏旱发生。春旱发生在3—5月，西部及西南部地区几乎每年都有春 、 {

旱发生．近3p年来，大致每2年有一次中早j每4年有一次重旱，不少年份冬旱连春早，有时 i

连旱100天以上，1979年毕节地区冬，春旱超过200天。东部无春旱，中部地区春旱出现机率． {

和强度均较西部低． ‘。
。，，．

’

』

， 2．冰雹：每年均有发生，呈插花性带状分布，全年各月均有降雹可能，但成灾的冰雹集 ：‘ 1

中出现在春季，以4月份为最多。西部地区为多雹区，平均每年降雹2．o一3．5次，．以晴隆的

．-3．8次为最多．北部与东部少，平均每年0．5次，．其余广大地区平均每年I．§次左右，80％的
’ 降雹集中在午后至子夜，西半部多在下午8时以前，东半部多在下午8时以后。；一． 1|，、

一：’乳凝冻：为雨淞，雾淞，，结冰和积雪的统称，以雨淞危害最大：贵州是我国南方雨淞最

严重的地区之一，1984年初一次严重雨淞仅输电线中断造成直接损失1000万元。一般出现在

12B一次年2月，以I一2月为最多，重凝冻区包括武陵山区，苗岭，大娄山和乌蒙山区．

4．暴雨。暴雨以晴隆为多，赫章附近为少，日降水量>100毫米的大暴雨日除赫章，开 一

阳，龙里和施秉等县未出现过外，各地均有出现，年均0．8天以下。日侔水量>200毫米的特 ，

大暴雨日，’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都出现过，其中最大的是罗甸1976年5月24日的337．5毫米。 ．’

暴雨日数55％集中于夏季，40％春季，。5％秋季，冬季无暴雨。～ -，，’

， ‘．}
： 5．倒春寒：春季回暖后，省内大部分地区常易引起烂秧、烂种的持续低温阴雨天气一倒 i

春寒。多在3月上旬至4月之间。多发地区主要在西部和中部，大致在东经108’以西，北纬 ，。

26。以北的范围内。， i． ’，：一． 一一， 、， “，·+，⋯
^．．．．

6．秋风。是指8月中旬至9月，出现连续的日均温低于20℃的低温天气，，主要影响水稻的

杨花结实。西部海拨1300米以上地区，平均每年出现秋风的持续日数可达10天以上，危害较

大，东部，北部和南部800米以下地区则少见。 ‘。 ’

F·'’‘一‘ ：’

。，．．7．秋季绵雨：9～“月间，出现5天以上持续阴雨，叫一次秋绵雨．同年3个月中都有秋

绵雨出现，以10月份出现最多，．．占秋绵雨总日数的38"、．54％。次为9月，占．326．-37％。11月

最少，占17一-30叻。多绵雨区位于黔西北部，平均每年有3．0",-4．2次，主要在毕节地区和安

．．顺，遵义两地区北部：少绵雨区位于东部和南部，主要是铜仁地区，黔东南州和安顺，黔南 ．1 I
4两地州南部。，其余地州介于二者之间。 。 4，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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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蠢；?i∥‘蠢0I：?第兰岳：1≯土壤，’樯被I‘j I三慧：；≯譬篡甓。
、，I．”。，，，■‘：：，．i一．‘i，_，^i ao．≯，t。：√√i_∥：‘，，一：：矗矗．．，，‘，，{；‘?：。曩．：_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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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贵州土壤概分为9个土类，29个亚类．以黄壤为主，多种类型土壤交错分布．j．． ，?。

一： 。。|1．黄壤：广泛分布于黔中．黔北．黔东海拔700一1400米和黔西南，黔西北海拔900一,18Qo

：米的山原地区，。发育于湿润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混交林环境。土壤黄色，理化性

。’质与红壤近似，·但有机质含量较红壤丰富，．水热条件稳定，。该土壤占全省总面积的38．7％¨

’：， 2．红壤，主要分布于贵州东部海拔700米以下和南部海拨450’800米(东段)及1200米

‘(西段)地区，形成于河谷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环境．i矿物风化程度较高，．土层较厚，质地较粘
重，淋溶作用强烈，呈酸性反应，养分含量低，但水热条件好，该土壤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 一

，10·8％：一÷，一。；一 ：：。； ，， 。．√‘。。 ‘，：．’

．． 3．赤红壤(砖红壤性红壤)-主要分布于红水河和南，北盘江流域海拔450米以下的河

谷丘陵地区，形成于暖亚热带河谷季雨林环境．：‘成土母质主要为砂页岩风化物，酸性，土层

。较厚，但养分含量较低，面积很少．! ‘：?r‘，·0一．j一 ，’， ，，4，
’、

，

．?：o 4 1红褐色土：：是在于热河谷焚风增温作用下形成的·种土类，仅在南盘江中下游。红水

河河谷海拔450米以下地带有少量分布．t。j，：。|．，f。∥：-，．。；．．≯一．!10，；j．7 oj-，j j。，，’：j’；

：，，5．黄棕壤：：·分布于黔西北海拔l召oo一2200米的高原山地和黔北i：黔东海拨t：．400～1600米
，以上的山地。：在冷凉湿润的亚热带常缌落叶阔叶混交林条件下，‘矿物风化作用，_淋溶作用和

脱硅富铝化作用较弱，土层浅薄，土质疏松，有机质积累多，酸性，养分含量较丰富，占全

’省土地面积的5．9呖． ．“

6．山地灌丛草甸土。主要分布于黔东南，黔东北海拔1900米以上的II|顶和山脊，其它地
，。 区分布零星．土层浅薄，’层次分化不明显∥表土有机质较高，一强酸性．∥

．．7．石灰土；分布很广，凡有石灰岩和白云岩出露的地方，几乎都有石灰土发育，并常与

黄壤，红壤等地带性土壤交错分布．含钙素丰富，碱性或中性，有机质含量一般在4％以上，

+土壤结构较好，土层薄，’抗旱性差，宜种粮食与经济作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24．5％．

‘8．紫色土：主要分布于黔北的赤水、习水一带，其它县份也有零星分布，它是紫色砂页
’t 岩上发育起来的岩成土．’自然肥力较高；垦耕的紫色土是中上等肥力钧土壤，’宜种性很广，

一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5％』0 ·．t+．．j。，⋯-二．、?’、。。 ’：， ．。▲：：t．：‘，；，j：一t j．i

．。．--．-9．水稻土≯是贵州主要耕作土壤之一，分布很广，以黔中．黔东一‘黔南及黔北为主，：尤

-以黔中最为集中。，它是各种自然土和早作土经水耕熟化而成．种植水稻最为适合，‘占全省土

地总面积的6．5％。’，1．t．，‘’‘‘‘’-：‘． ‘-一一!，，{，’：_! ．“一。‘i，．『■：．’ 。．
‘．．：

～

。t ·．?⋯o”、’．‘·“-：。；，，t．j∥’一：，：，：‘卜一1 ．，_一‘。。∥‘： ■／_4‘

“．一：2‘∥’j√；：：，。j0 i：，io．1一～’三，植： 被，-．。 ‘}．-，√’．m≯，卜一!i‘’， _-’‘江，弘～r
，，：。．．、#：t’．一z‘：，。+：’一7‘一r’，一～， +．．：- j j：、j： i一√”．，7．√√：

贵州为多种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汇集地．种子植物的15个植物区系地理成分中f．贵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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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3个地理成分，以热带及亚热带性质的地理成分占明显优势．据有关资料，．我省植被资源。 ．．．1

有维管柬植物250科1543属5590神(变种)，丰要由针叶茌?。阔叶林．竹林．灌丛及灌草丛
1。

植被组成，水生植被与沼泽植被分布较少√针叶林主要有杉：松．柏等；阔叶林主要有麻扎 i

’n，木．华沙拉木．毛麻栎，木棉，熔树，山槐，分栓皮栎，麻蜒．枫香，响叶杨，蒙自桤木．
’

‘．一 。+

⋯一毛木．。光皮桦．栲树．化香，青冈类．椤木石楠，湖北栲．云南樟，云贵鹅耳枥等．‘一．__
⋯二+ 一

由于长期的耕垦，贵州很多自然植被已被大面积的人工植被所取代．栽培植被可分农田 ’．

植被，经济林和果木林三个次一级类型．农田植被中以旱地为主的有麦类：薯芋类、豆类，玉。．·
’『

米，‘高梁．粟．黍等，以水田为主的有水稻等．’经济林主要有油桐，油茶．一乌桕，。漆树，’核 一．

桃，板粟等普通经济林及栓皮，杜仲、盐肤木、旦荆树等经济林两种类型j果木类主要有梨、’．?一 ：

桃，苹果、’柿‘．花红，杏、李等暖温带果木林和柑桔，柚等亚热带果木林，7在南部，‘西南部

沙谷地区有芭蕉及少量龙眼等暖亚热带永果栽培：1’、-_．¨7。j?求!‘，卜：》{‘l’ ’2j r．．．”．

一

i．贵州多数地区四季常青，山草茂盛；种类繁多i现有草山草坡面积6430．‘9万亩，约占总．

土地面积的24．3呖． ‘t．一i-”：’：。t“：‘㈡’j、一⋯。’．一～一_。- _’i?i
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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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 F，，， ：．j■_ijj．。-．：：jt，，， }：，：： ．．j：j。：⋯ l。-、：‘’o{■：‘j’、j：’卜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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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7’、t-一。一i i—i三、、主要药用植物资源：j^：，j■㈡，¨，．j，I．一-1：’二
j’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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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j j_沁：二1．{j，j‘．i，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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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r． 1‘ ‘

．一全省中草药有2800",-'3000种，其中常用的有260余种，在国内二外市场占有重要地 ．

‘位的中草药有50余种，如主产黔北，黔西北的天麻，主产黔中．‘黔北的杜仲，主产高海
+。

，‘

拔、7高山的黄连歹主产黔西南与赤水的黄草，广泛分布于铜仁：7安顺．’遵义等地区的吴萸， 。。

被称为贵州五大名药．还有桔梗，天冬．胆草，银花．艾粉．木瓜：牛膝一白芍等也是。道

地药材。：’r
～』‘ ∥

。， ：． ‘一，
：。

～‘．一，’一一 一 。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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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及畜禽主要集散地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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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1|_：‘?， ．一：7交通运输 。： ．4t √，、 ‘+’
、人‘q—0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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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7、r。” !?’，i√；：．‘

： 据<贵州省综合农业区划》记载：贵州交通已初具由铁路，公路，民航和内河航运四种

现代运输方式组成的交通网．陆续兴建了川黔，黔桂，贵昆，湘黔4条铁路干线，呈。十1．

字形交汇于贵阳．全省6个地．州．市所在地和20个县有铁路相通；新建和扩建了包头——

南宁、上海——昆明，广州——成都，福州——昆明．秀山一个旧5条国道公路和35条省
道干线以及较多的区乡公路，所有县区和83％的乡．50．8％的村已通公路．民用航空已沟通

了贵阳与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昆明．桂林等城市的联系．全省通航河流23条，

1983年船队可从赤水河直航到长江中下游，实现了江河航运，干支直达．全省运输线路里程

共40013．5公里，其中铁路通车1676．5公里，公路通车27872公里，航运里程1897公里，民航

航线8568公里．‘此外，贵州城乡尚保留马车运输．’．．：。 ；’?，∥。。‘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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