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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断限l本志记事上限为l 9 4 9年，下限止于1 9 8 9年．

二，内容：着重记述本市畜禽疫病的流行情况，流行特点、临诊所见及所采取的防

创(治)措施．

三，资料：来自市统计局，市畜牧局．市兽医卫生站档案资料和县，区畜禽疫病

志．

四．篇FI：本着存史．致用目的，按畜类分病记述．全志共2篇、8章，86节．表

76份，图36份，约计13万字．

五，称谓：对地理名称及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名称等均依原称呼．

六，图表：本志图表前冠以图(表)×一×一×一×记述所属章节．其中第1个

。×”为篇序号，第2个。x。为章序号，第3个。×。为节序号，第4个。×。为节

巾图(裘)序号．



．．蔓上．

舄lJ
．—■o·

日

为了搞清营口市畜禽疫病的流行情况，系统地总结畜禽痰病的防制经验，全面掌握

全市畜禽疫病动态及其危害．根据农牧渔业部(1 9 8 6)农(牧)字第58号，(1 9

8 7)农(牧)字第57号文件精神和辽宁省农牧业厅畜牧局的要求精神，从l 9 8 8年

初到1 9 9 0年初，用两年时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自下丽上，有组织有领导的畜禽疫

病普查工作．

这项工作是在市畜禽疫病普查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市兽医卫生站主持开展的一次深入

的，较大规模的普查．参加这项工作的市．县(区)、乡(镇)以及各有关单位的畜牧

兽医科技人员达五百多人．这次普查全面地收集了历史资料，并通过座谈，走访、回忆

和实验室检验等形式．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写出这本资料．

这本志记述了全市畜禽疫病流行情况，分析了畜禽疫病发生的原因，总结了防制经

验。为我市今后的畜禽疫病防制工作明确了方向，为消灭和控制畜禽疫病提供了宝贵的

科学依据．

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历史资料保存不全，难以查找，加之时问仓促和我们水平有

限缺乏经验，错误和不足之处再所难免，敬侯批评指正．

蒲香荃

一九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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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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理位置和面积

营口市位于辽宁省南部，座落在渤海辽东湾东北岸．辽河人海处．地处东经121。56’

至123‘02'； 北纬39。55’至40。56’之间。北邻盘锦市大洼县，南接大连市新金县，复

县，东与丹东市岫岩县，大连市庄河县毗连，东北与鞍山市海城市接壤，西南檐渤海辽

东湾．全市东西宽50．7公里，南北狭长111．8公里．金市总面积为5401．8平方公里．营

口市人民政府驻地营口，北距省会沈阳市182公里．

=，行政区期

营口市辖2个县，4个区。共含40个乡．15个镇．11个国营农场，9 3 8个村，19

个街道办事处，I 39个居民委员会。

各县、区、乡．镇，国营农场，街道办事处名称：

2个县：盖县。营口县。

4个区：老边区、鲅鱼圈区。站前区．西市区．

40个乡：九垅地。小石棚、太阳升．太平庄。双台子，什字街，归州、团山、红

旗、安平、陈屯、杨运，杨屯．青石岭，罗屯、矿洞沟．旺兴仁，城关，徐屯，梁屯、

暖泉．榜士堡、大庙沟、水源、永安、石佛。百寨，吕王．苇子峪．沟沿．官屯．甩

家、建一、钢都，黄土岭、旗口、二道沟，路南．老边。

15个镇：盖州、熊岳，万福，芦屯、九寨、高屯。卧龙泉，沙岗、大石桥、南楼，

高坎，汤池、虎庄，博洛铺、柳树。

11个国营农场：西海农场．红花峪农场、白果农场．熊岳农场、二台子农场，营日

县示范场、营口县水稻原种场，大村农场、营口县种畜场、老边示范场，营口新生农场．

19个街道办事处：新建．建平，八田地，建丰．跃进．东风。新兴，胜利，清华，

西市场．渔市．得胜．五台子．河北。红海．海星．海东．望海，老边。

三、人口

全市城乡居民总户数有51．1万户，其中农业户有32．1万户，占总户数的62．8％。全

市总人口有1，940，3l 7人，其中盖县83I，074人，营口县630，275人，老边区1 10，468人。

鲅鱼圈区38，000人，西市区13l，500)、、站前区199．000人．在总人口中农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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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25，090人，占总入口的6S．6％，菲农业入口订636，221入，占总人口的31．4％．平均

每平方公里居住358人．

四．民族

全市居住有汉、满、蒙古。回。朝鲜锡伯、苗、彝、壮、布依．侗。白。土家、

黎、高山、达斡尔、藏17个民族．其中次族占人口总数96％，少数民族占4％．

五、农业概况及耕地面积

全市有耕地面积2，090，825亩，占总土地面积的25．84，其中水田768，396亩，占耕

地面积的36．7％，旱田l，210，014亩，占耕地面积的57．9％，菜地54，434亩，占耕地面积

的2．6％。农业人口每人占有1．6亩耕地。农村现有劳动力44．6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

42．9万人。现有耕畜6．6万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885万元．

全市栽培的粮食作物有水稻、高梁、玉米、小麦、谷子及小杂粮等13种，294个品种．

油料作物有大豆、花生．向日葵、芝麻和油菜等5种，52个品种．

经济作物有棉花、烟草、麻类、药材等31种，45个品种。

蔬菜有白菜、萝卜，甘兰．芥菜、菠菜，韭菜，芹菜．黄瓜．茄子，蕃茄．辣椒、

葱．蒜等31种，182个品种。

栽培的果树有苹果，山楂．葡萄、梨，杏．枣等44个树种，224个品种．

根据地貌和资源条件，种植业出现三个生产区域。

1．西北平原稻作区：位子西北部包括莺口县西部、老边区和营口新生农场等11个

乡．镇、场，共有水田65万亩． 占全市水田总面积的84．2呖， 水稻产量占93．44，是

水稻商品粮基地。 。

2，中部丘陵经济作物区：包括营口县中部和盖县中南部计41个乡，镇，场，面省

为87．5万亩，占全市播种面积51．8叻．大部分为平原，土质较肥沃，主要生产高梁、玉

米、棉花、芦笋和少量辣根等．

3，东部低山果树杂粮区：包括营口县东部和盖县东南部18个乡．镇，有耕地面积

39．5万亩，占全市耕地逦积17．24，山多地少气候冷凉，主要生产水果，杂粮稻药材等

早熟作物。

第二节地形地貌

一，地势、地貌特点

营口市位于东北松辽平原南端，东依山，西临海，北靠河，中平原．山．海，河，

田并存，是典型的主体型土地资源．地貌大体是。六山、一水、三分田”．

营口市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海拔自东向西递减，自然形成东部低山区、中部丘

陵区，两部平原区．

东部低山区属千山山脉余脉，有大J]、th峰2800余座．其中辽南第一高峰步云山，位

于盖县东南部的罗屯乡与庄河县交界处，主峰海拔为ll 30．7米。该区总面积为1458．5平

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27％，平均海拔100—1000米之间．

中部丘陵区为剥蚀堆积地貌，总面积1707．1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31．6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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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海拔在8一100米．

西部平原区属河谷堆积平原和辽河冲积平原．总面积为2236．3平方公里，占全市总

面积的41．4％．平均海拔在2—7米。

营口市西临渤海，海岸线北起大辽河口，南止复渡河口，总长95．85里．滩涂总面

积15．8万亩．滩涂底质，从盖县自沙山至团山乡为沙质，面积为4．7万亩， 占滩涂总面

积的29．7叻；团山至辽河口东岸为软泥质，面积为11．1万亩，占滩涂总面积70．3％

=、水文

全市境内有大小河流57条，其中，主要河流有6条．分别是：

大辽河：属跨境河流，发源于清原县滚马岭，由北向南流向，经营口市内流入渤

海．境内流域面积1196平方公里，长度97．25里．

大清河：发源于营口县建一乡八盘蛉，由东向西流向，经盖县西海农场入海．流域

面积1482平方公里，长度100．7公里。

碧流河：属跨境河流，发源于盖县卧龙泉乡绵羊顶，由北向南流向，经盖县杨屯乡

进入新金县．境内流域面积l 320．5平方公里，长度92．3公里。

复渡河：属跨境河流，发源于复县万家岭，由南向西流向，经盖县归州乡入海．境

内流域面积116平方公里，长度18．3公里．

虎庄河：发源于营口县官屯乡常家沟，由东向西流向，经营口新生农场入大辽河．

流域面积371．3平方公里，长度42．5公里．

熊岳河：发源于盖县杨运乡望海顶，由东向西流向．经盖县熊岳镇入海，流域面积

353．3平方公里，长度42．55里．

全市有大中小型水库40座，总库容量为17，681万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l座，中型

水库2座，小型水库37座。

石门水库：位于盖县榜士堡乡，最大库容量10，12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l 3万亩．

三道岭水库，位于营口县周家乡，最大库容量3，12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9万亩．

周家水库：位于营口县周家乡，最大库容量为1，068万方立米，设计灌溉面积0．6万亩

全市水资源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分布在盖县有熊岳、黄哨、思拉堡、龙门塘、

董屯和黄旗堡等6处地下热水资源。水温为27—58摄氏度，水质良好，已开发的只有熊

岳一处，每年可喷提40一50摄氏度的热水70多万立方米．

三．气象概况

营口市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其特点是：春季温和，盛行

西南风，雨偏少；夏季气温较高，但无酷暑，降南集中，盛行东南风；秋季天高气爽。

雨量适中；冬季寒冷干燥，多东北风。

(一)气温

全市年平均气温7。一9。C。1961年最高达9．9’C，1956年最低达7．6。C。最冷的一

月份平均气温在一9。一一10‘C，极限最低气温是--31‘C，出现于1920年．七月份最热．

平均气温24‘一25。C，极限最高气温36．9。C，出现于1 9 l 9年。

(二)湿度

全市为半湿润地区，空气比较湿润，多年平均相对湿度在654左右，一般在77—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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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一年之内夏季最大，秋季次之，冬季较小，春季最小。

(三)降水置

全市年降水星在304—1 150毫米之间，多年平均降水量为704．4毫米。最多年降水量

为I i 36毫米，出现于l 9 2 3年。最少年降水量为340毫米，H{现于l 9 l 2年。冬季降

水量24—26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4％：春季降水量85—1 I o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14％；

夏季降水量403—440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62％；秋季降水量1 30—150毫米，占全年降

水量的20叻。年平均降水日数为80一88天，最多年份为106天。平均日降水量为8毫米，

最大日降水量为200—300毫米． 年蒸发量在1200一1900毫米之间，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I 597．1毫米。

(吗)日照量

全市年日照时数2600--2900小时。沿海地带2800--2900小时，东部山区2600--2700

小时。多年平均口照为281 I小时．年日照最多为3I 74小时，为1963年； 年日照最少2570

小时，为1985年．5月份是日照最高峰为2984',时，9月份足次高峰为197小时．4—9

月份日照率为64呖．

(五)霜，冻

全市多年平均无霜期为171天左右．1 9 6 7年最长20l天，1 9 7 9年最短I 60天．

多年平均结冰期150天左右，冻冰厚为53--70厘米。地面平均冻结深度80厘米．最

大冻结深度I 10厘米。

(六)风向．风速

全市境内属东哑季风范围。春季多艇南风．夏季多偏南风，冬季多北风和东北风，

平均风速2—4米／秒。≥lo米／秒的6级以上风在3—5月间最多，平均每年35次．

极限值曾达N40米／秒，栩当于I 2级大风，是在1 9 6 3年5月26日．

营口市年平均气压983．6毫耙。寒潮每年在8天左右。

(七)自然灾害

营n市主要自然灾害有：

l，低温、冷害

农作物在生长季节5一g月份的活动积温小于3120’C就会因热量不足造成农作物

减产。据市气象部f-11959年一1978年20年资料统计，低温冷害共发生5次， (1966、

1969、1970，1972．1976)．为4年一遇，频率为25％．其中六十年代发生2次，为5

年一遏，七十年代发生3次，为3年一遇。其中1969年、1972年，1976年受灾严露．

2．旱灾及洪涝

旱灾历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总的发生频率为27．9％， 为3年一遇。 1959年一

1978年春旱发生lo次，频率45．5叻，为2年一遏。其中重春旱6次，频率为27．3呖，为4

年一遇。伏旱发生8次，频率为36．4呖，为3年一遇。其中重伏旱6次，频率27．20／o·

为4年一遇。秋旱发生6次．频率为27．2％，为4年一遇。1982kI三大旱全市受灾面积达

70％以上，造成粮食减产7．57／吨，苹果减产2万多吨．

洪涝是营口市危害最大的灾害．1959年至1980年间共发生夏涝5次，频率22．7呖，

为4年一遇，蕈夏涝发生三次，频率I 3．64，为7年～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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