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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寄生虫病，是仅次于动物传染病的一类侵袭性疾病。寄生虫不仅吸

食动物营养，引起动物发病甚至死亡，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其

中一部分为人和动物共患性寄生虫病，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因此，动物寄生虫

病的防治，对于保障畜牧业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o

宁夏境内南部为黄土高原丘陵，中部为荒漠半荒漠草原，北部为黄河河

套。全区春多风沙，夏少酷暑，秋凉较早，冬寒漫长，雨雪稀少，日照充足，南寒

北暖，南湿北干，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复杂的地貌和多样的气候，形成了丰

富的家养和野生动物资源及其种类繁多的寄生虫。从20世纪30年代宁夏首

次记载动物寄生虫，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北兽医学院、西北畜牧兽医研究

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军马卫生研究

所、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局、宁夏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宁夏农学院以及各

市县兽医工作站相继开展了不同地区、不同宿主寄生虫的调查和相关的防治

研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动物寄生虫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区有

关动物寄生虫及寄生虫病的科研和防治技术推广工作空前发展，已经记载的

动物寄生虫有10纲18目87科281属784种，在人兽泡状棘球蚴病、牛羊焦虫

病、家畜弓形体病、绵羊消化道寄生虫病、家兔寄生虫病、固原地区羊只寄生线

虫、中卫县畜禽寄生虫、泾源县黄牛蠕虫、西吉县动物寄生虫与寄生虫病的研

究和防治等方面取得了十多项重要科技成果，编著出版动物寄生虫病防治专

著6部，发表动物寄生虫病研究、防治论文324篇，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和公

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给今后控制和逐步消灭动物寄生虫病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寄生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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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兽医学、公共卫生学、生物学等相关科学的发展，我们在采集和鉴定寄生虫

标本、查阅大量相关资料、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编纂《宁夏动物寄生虫

病志》o全书包括大事记、概况、动物寄生虫名录、动物寄生虫虫种、动物寄生

虫病、诊断·剖检·标本、动物寄生虫病防治、科研·教育·学术、机构·人物8章，

书末有附录和参考文献。

本志为首部宁夏动物寄生虫病志，在编纂过程中既缺乏资料又缺乏经验，

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将在续修中不断完善。

王进香杨春生

2003年6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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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警警爹喜员嘉警警篓‘吴忠礼宁夏地‘方志协会会长 一～～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黄河中上游著名的河套灌区，古为北方

众多少数民族的游牧地带，向来畜牧业生产非常发达。据史书记

载，早于秦始皇时期，在今固原地区曾有一个大牧主名叫倮(亦作

赢)者，她拥有的牲畜多得只能“畜至用谷量”之，即在与内地商人

交换时，不是以“匹”和“头”计数，而是以“山谷”为计量单位。她富

名遐迩天下，连秦始皇都以“比封君”相待，并享受“以时与列臣朝

请"的地位。①后经汉代大规模移民开发，整个河套地区农牧业更

加兴旺，呈现出一派“沃野千里”，“水草丰美，土宜产畜，牛马衔尾，

群羊塞道”的美景o②唐代于西北大办马政，以原州(今固原市)刺

使兼任都监牧使，下管东西南北四使、五十监，官牧马数达到三十

一万九千余匹，内有骒马十三万三千余匹o③后至两宋间，党项羌

人托拔氏，以今宁夏为中心建立了西夏王国，它能与宋、辽、金等大

国抗衡长达二百年之久，没有发达的农牧业为后盾，是绝对不可能

的。正如《金史》所说，西夏地方“善水草，宜畜牧”，畜牧甲天下，诚

不为过誉。后蒙元兴起，在宁夏首建行省，派郭守敬整治宁夏水

利，于宁夏南北分设惠民局和屯田总管府，大量移民垦殖，恢复了

①<史记》卷一二九。

②虞诩：<请复三郡疏》《后汉书》卷八十七。

③[唐]<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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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战争破坏西夏故地的农牧业生产。所以，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

可波罗于元朝建国初期，在中国游历十七年(公元1276—1292年)

后，所著《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记道：“额里哈牙(时中兴府，今银

川市)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

最良之毡，盖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

界各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宁夏地区畜牧业的盛况。明代，

宁夏仍是朝廷经营马政的中心地区，陕西、甘肃、宁夏和一些王公

大臣的封地马场也多设在这里。朝廷曾派重臣督抚大员杨一清专

任总理陕西马政，常驻于平凉和固原。最盛之时，陕西苑马寺辖十

二监、四十八苑，占有草场地一千三百三十万亩，在编正式牧军一

千余名。时规定上苑牧马一万匹，中苑牧马七千匹，下苑牧马四千

匹，如按中等苑七千匹计数，官马总数当有三十万匹。①外加各王府

和文武官员的牧场马匹，应该不会少于三十至四十万匹之数。

清代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的开发，畜牧业地位有所下

降，但是在宁夏的经济发展中，传统畜牧业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为宁夏具备发展畜牧业生产优越的自然条件，全区约有草原四

千多万亩，随着山区退耕还林还草重大产业结构的调整落实，又将

新增数百万亩的林草地，加上一千多万亩基本农田，都为畜牧业提

供了丰富的饲草饲料。同时，在新的世纪中，国家将迈进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人民生活水平会有较大地提高，对肉、蛋、奶

和皮毛制品的需求必定大大增加；而且，宁夏又是全国惟一的省级

回族自治区，以“清真"品牌的畜产品，不仅在国内，将在世界穆斯

林国家都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所有这些，都为宁夏畜牧业的大发

展带来巨大的商机与动力。

但是，要保证宁夏畜牧业健康稳定地大发展，保证宁夏畜产品

顺利打入并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这就要看宁夏能否做

①[明]杨一清：《关中奏议-为修举马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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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绿色产品奉献给世人。因此，在畜牧业生产中，对动物疾病，

尤其是寄生虫病的防治，自然就显得十分重要，它对于保障消费者

的身体健康，提高农牧民收入，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宁

夏农业经济乃至全区国民经济的跨越式与可持续性发展，都将具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我认为，《宁夏动物寄生虫病志》的正式

出版问世，不仅在政府指导畜牧业工作中有重大资政作用，并且在

畜牧业生产上也有重要咨询功用。因此，这部志书无论从学术水

平，实用价值和研究方法上来讲，在宁夏都具有总结性、指导性和

填补空白性的贡献。作为本书的审稿人，我有幸先睹为快，并应作

者之请，写几句读后感言，聊以为序o

2003年1月于宁夏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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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至嘉然萎誓李维新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

寄生虫病，是动物的一类重要疫病。它不仅能引起动物发病

甚至死亡，给畜牧业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其中的人和

动物共患寄生虫病，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新中国成立

前，我国江南12个省(市)的350个县，流行血吸虫病，患病人数达

一千多万，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受到血吸虫病的严重威胁。尤其

是江西省余江县，疫情更为严重。在该县兰田坂有3万多人处在病

害之中，近50年内兰田坂有5000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有20多

个村庄完全毁灭，有1．4万亩田地完全变成了荒野。“千村薜荔人

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正是对当时寄生虫病流行和危害的真实

写照o
。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份重视畜牧兽医工作，制定了保护

和发展畜牧业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措施，使动物疫病得到

全面控制。我区也和全国一样在动物寄生虫病综合防治方面做出

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宁夏农学院、宁夏农校、固原农校等院校兽医

专业设置动物寄生虫病课，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宁夏农林科学

院、固原农科所设立动物寄生虫病研究室，专门开展相关研究；区、

地、县、乡四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

力，开展动物寄生虫病的综合防治。50年来，我区先后获得了灭牛

环形秦勒焦虫配子体特殊药物的研究，牛环形泰勒焦虫裂殖体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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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细胞苗(弱毒苗)生产工艺中间试验，固原地区羊只寄生线虫调

查研究，牛瑟氏泰勒焦虫病防治方法的研究，绵羊消化道线虫和裸

头科绦虫药物防治，棘球属多房棘球绦虫终末宿主及传播途径的

调查研究，羊泰勒焦虫及其防治方法研究，中卫县畜禽寄生蠕虫调

查研究，马牛羊附红细胞体的发现与虫体检验法，泾源县黄牛寄生

蠕虫调查研究，宁夏啮齿动物及其危害调查研究，丙硫咪唑治疗泡

状棘球蚴病研究，家畜弓形虫病防治方法的研究，家畜主要疫病调

查与防治研究，宁夏草原昆虫调查及有害种类控制研究，羊脑多头

蚴病防治方法研究，宁夏畜禽疫病调查研究与疫病志编纂，西吉动

物寄生虫与寄生虫病研究等成果o．

王进香、杨春生等同志编纂的《宁夏动物寄生虫病志》上下一

百年，纵横全宁夏，详细记载了宁夏动物寄生虫病的防治历程。该

志的编纂和出版，是我区兽医科技事业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存史o+对有史以

来，宁夏动物寄生虫病资料进行全面搜集、分类、整理，形成了比较

系统完整的动物寄生虫病科技文献。第二，资治。对我区历史上

动物寄生虫病防治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进行了翔实的记载，为防治

动物寄生虫病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制定动物寄生虫病防治政策

提供了科技支撑。第三，教化。该志是我区动物寄生虫病防治的

第一部综合性地方百科全书，科技人员从中可以掌握动物寄生虫

病防治技术；广大群众从中可以学到动物寄生虫病的基本知识o

《宁夏动物寄生虫病志》有5个特点：第一，新。该志不仅填补

了宁夏的空白，而且是国内第一部省级动物寄生虫病志。第二，

久。该志上下时限长达一个世纪。第三，广。该志所记载的范围

不仅涉及宁夏河套、荒漠半荒漠草原、黄土丘陵各种地貌类型，而

且覆盖全区各市县区。第四，全。该志涵盖了大事记、概况、动物

寄生虫名录、动物寄生虫虫种、动物寄生虫病、诊断·剖检·标本、动

物寄生虫病防治、科研·教育·学术、机构·人物、附录、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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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方面。第五，深。该志记载的泡状棘球蚴病的研究、牛泰勒焦

虫病苗的研究居世界领先地位o．

本人一生从事动物寄生虫病的教育、科研、推广、管理工作，对

其中防治工作有着特殊地感情，对其取得的成果尤为关注。《宁夏

动物寄生虫病志》终于在年轻一代人的手中诞生了，表明宁夏动物

寄生虫病防治工作后继有人。我以诚挚的心情，衷心祝愿《宁夏动

物寄生虫病志》早日出版发行，同时向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1

2002年12月于宁夏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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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宁夏动物寄生虫病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详实地记述宁夏回族自

治区动物寄生虫与寄生虫病防治历程全貌的专业志书，是动物寄生虫与寄生

虫病防治的科研成果和基础建设。以“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粗细结合，详略得

当”的原则编纂。

二、本志由大事记、专志、人物和附录四部分组成。专志包括章、节、目、子

目、孙目，各章的名称和顺序为大事记、概况、动物寄生虫名录、动物寄生虫虫

种、动物寄生虫病、诊断·剖检·标本、动物寄生虫病防治、科研·教育·学术、机

构·人物，附录和参考文献。

三、本志以志为主，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述事实，横列门类，以类系事，

以事系人，以志、记、述、录、传等体裁穿插并用，寓经验教训于史实之中。

四、本志中的人物简介，以参加自治区、全国、国际上各种动物寄生虫与寄

生病防治活动(包括学习、学术、获奖、优秀论文、著作、科研成果)为取舍标准。

五、本志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以时间为主。

六、本志中首次出现的各种名称均用全称，重复出现需要简称的在括弧内

作出交代；对政权、官职和地名等名称，均用当时的称谓，需要说明今名今地的

注在括弧内；病名用现代名称。 ．

七、本志尽量减少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疫病志》、《宁夏中兽医志》的交

叉重复。

八、本志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对某些必须沿用的历史传统纪年

均在括弧内加注公元纪年。记事的时间，上限不界，因事可追溯千古，下限截

止2000年12月31日。

九、本志采用1984年3月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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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公制计量单位，对部分原始资料中的旧制换算为公制。

十、本志引用的数据以官方统计数为主；对数字的应用遵循1987年2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

十一、本志的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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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1940年．

‘

1月 宁夏省农业改进所成立，隶属于省政府建设厅，是为农林牧专业科

研机构之始。 t．

1941年

a月 宁夏省政府增设农林局，为宁夏地区最早的管理农业、林业和畜牧

业的行政机构。 · ·’

1946年

’8月 宁夏省农业职业学校成立，校长罗时宁，当年招收农林、水利和畜

牧专业3个班，为宁夏农牧教育之始o ，

1949年

12月 宁夏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新宁夏省农业学校，温怀三任校长，梅

白逵任副校长。

1950年
：

、

5月 阿拉善旗东北部发生骆驼蝇疫，死亡骆驼2000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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