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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照声央零牧渔业部(8．6)零!(垦畜)字第48i萼《关于开展全
挚亨书莓疖号查静通知》精神，戳区农垦系统j JAB7年4’月起自上而

下成立了各级畜禽疫病普查领导小组，各局主管牧‘业的局长亲+舀。挂
帅，动员全系统广大兽医及时开展了普查工作·

为了编好《内蒙古农牧场畜禽疫病史》各局成立了编写j蓣导小
组·根据《通知》中编写大纲的要求，采取查阅历史档案，呙答场收
集资料，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向老牧业职工访问座谈，以及信访已调

出农垦和我区的’老兽医同志，经过一年的努力于88年4月中旬各盟市

局基本完成《畜禽疫病史》的编写任务，而后我们抽调各盟市局兽医

骨干，并确定了主编、副主编和编委共15人，集中在赤峰市用一个月

时间进行汇总完成《内蒙古农牧场畜禽疫病史》初稿，然后又经过主

编，副主编的编审才成讨论稿。经征求意见修改后才定稿。
’

《病史》主要内容包括：一般概况，位置、地形、气候、水文，

畜牧业基本情况、兽医机构．．人员情况，家畜饲养管理情况，畜禽疫

菊情况等共分II章74种病。其中着重介绍了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流行

情况、流行环节、流行特点，流行因素，防治措施与成果。同时对贯

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群防群治，土洋并举，控

．
制和消灭畜禽疫病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

在本《病史》的编写，是建国四十年来我区农垦兽医战线与各种



畜禽疫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它为全面掌握农垦畜禽疫病的流行规

律，制定中长期兽医工作规划，改进防疫灭病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今后更有效的防治畜禽疫病，保障畜牧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本病史对于继

往开来，承前启后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

。，’

‘本书编写承蒙农业部农垦司畜牧水产处、内蒙古兽医站，各级有

关党政领导的热情支持，以及各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在此表示感

谢。-：’ 一 ．．1—7，'，’‘：。’
由于资料不全，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缺乏经验，‘缺点错误

在所难免，垦切希望您提出宝贵意见。 ～‘．1

一编．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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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一般概况

，、． 第一节 位置，地形，气候、．水文

一、位置

内蒙古自治区由东北向西南，斜贯于伟大祖国的北部边疆。地处

北纬37 024 7--53。23’，东经97012’--126004’之间。南北跨纬度15059’，

最宽处约1，700公里，东西跨经度28052’，长达4，000 2公里。东与黑

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接壤，西与甘肃省为邻，南靠河北、山西、陕

西、宁夏四省(区)，北部和东北部分别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交

、界。国境线长4，200公里。在这广阔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

着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牧场118个。

二、地形
。

内蒙古地区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过程中，内外营力所塑造的地

貌类型比较齐全。1，000米以上的高原，约占全区总面积的1／2，此外，

还有山地、丘陵、平原、盆地、火山、熔岩台地和沙漠等，它们直接

制约着农牧林业生产的地域性和利用方式。区内东部有东北一一西南

向的大兴安岭斜贯，中部有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横亘，西部有南北伸

■■。卜l}8√j

0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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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的贺兰山，构成大地貌的“脊梁”及自然条件地域差异界线，截然

地把自治区分成内蒙古高原(包括呼伦贝尔高原、锡林郭勒高原、-9

兰察布高原和巴彦淖尔二一阿拉善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以及由山前

断陷作用形成的嫩江西垮平原、西辽河平原、河套一一土默特平原。

大地貌由东向西或从南向北呈现平原、山地与高原镶嵌排列的带状分

布，反映出大地构造形迹，并影响热量、水分在地表的再分配，导致

自然景观特征和自然资源的多样化，又为农牧林业生产用地提供了不

同的地域条件。

根据形态特征，成因、地质结构和地面组成物质，并结合土地利

用现状等因素，分为内蒙古高原，大兴安岭山地、阴山山地、贺兰

‘山一一卓资山山地、河套一一一土默特平原，鄂尔多斯高原，西辽

河一一嫩江西警平原与老哈河中上游丘陵台地七个大区。

(一)内蒙古高原区地势由南向北，从西向东缓缓倾斜，平均海

拔1000米以上。地貌上突出的特征，从东向西．．自南而北，由轻微的

流水侵蚀渐被干燥的剥蚀所代替，高原面开阔坦荡，结构单调，分割

轻微，缓穹岗阜与宽广浅盆地、平地相间，并有不同时期形成和高度

不等的夷平面，构成了和缓波状和层状地面，草原和荒漠植被有广泛

分布，是优良的天然牧场，本区的呼伦贝尔高原是以海拉尔台地为主

。体，海拔平均约在640米，天然植被是以羊草和针茅为主的草甸草原

与典型草原，是发展畜牧业理想地区。高平原上的大部分河流两岸有

宽展的冲积平原，河身曲折，阶地、河漫滩发育，植被生长茂密，水

草丰美，是夏季放牧牲畜的优良草场，也可灌溉建立饲料基地。

锡林郭勒高原，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四周向中央倾斜，海拔

l，ooo一1，300米，地貌类型以波状高平原为主体，并有丘陵、冲积平



原、内陆盆地，熔岩台地、沙地以及边缘山地等组成。其中乌拉盖洼

地中内流水系的冲积平原，水土资源丰富，由于排水不良，形成盐溃

化沼泽，发育了盐溃化草旬草原，适于发展畜牧业。

乌兰察布高原，地势南高北低，海拔1，ooo一1，500米，地面水系

很不发达，平缓覆盖的第三纪砂岩、砂砾岩和泥岩，被许多近于南北

向的台I；q洼地、河谷和古湖盆分割，反映了古代水文网残迹，构成

3—5级平台，呈现洼地与不等高度平台地相间的典型层状剥蚀高平

原。在层状平台地上，地下水埋藏较深且不稳定，成为缺水草场。但

台间洼地，干河谷中，地下水埋藏较浅，易于开采，水土，植被条件

较好，成为放牧牲畜的集中地带。

巴彦淖尔一一阿拉善高原，位于狼山北、贺兰山以西，海拔

1，ooo一1，500米，地势缓向北倾，地面相对起伏不大，多被高100--500

米的干燥剥蚀丘陵山地分割成许多单独的宽广内陆盆地。由于盆地地

形与干旱气侯等条件，加大了风在现代地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干

燥的风力作用下，一些大沙漠多位于盆地内。如巴音戈壁沙漠，乌兰

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沙漠由流动沙丘或高大沙

山组成，并有大小不等的盐沼和干涸湖盆低地，植被生态环境较为严

酷，由超旱生灌木、半灌木及小乔木组成，生长有梭梭林、红柳，珍

珠猪毛菜和白刺蔫，对固沙及发展畜牧业有利，较好的地方已作为牧

场和饲料基地。

(二)大兴安岭山地区，以北东向斜贯于自治区东部，．分隔着松

辽平原与内蒙古高原。北起黑龙江右岸漠河，南止西拉木沦河上游谷

地，全长1，400公里，宽约150--300公里，是新华夏隆起带的庞大山

蛉，由剧烈的断块隆起和阶梯式断裂生成。地貌形态上，主要由中

旦



山、低山、丘陵、山1"．-I盆地以及山问冲积一一洪积平原和河谷冲积平

原组成。山岭西侧，分布有20余公里宽的谷地丘陵，森林与草原交

错，并有大片宜农地。山岭东侧较陡，自分水岭向东， 以中山、低

山、丘陵作梯级向松辽平原降落，山地与平原相嵌，发育有良好的天

然草场和农牧结合条件。按现代地貌劳力差异，以洮儿河为界，把大

兴安岭分成南北两段。北段长约670公里，山体低而宽，海拔1，ooo一

1，100米，最高1，700米以上，为中低山地。因降水量较多，蒸发量

少，常年湿润，是我国主要林区，森林覆被率60％以上。由于受山地

高度变化的影响，植被相应的垂直分布规律明显。南段山体高而窄，

海拔1，ooo一1，300米，克什克腾旗的黄岗梁最高，海拔2，034米，切

割深度600米，属中山山地，森林面积远逊于北段，但山间谷地水土

较好，有不少宜农地。

(三)阴山山地区 ．

南侧受断裂影响，是新生代初期形成的不对称断块山。东西长

1，000公里，南北宽50一100公里；海拔1，500一2，000米。在构造体系

上，属东西复杂构造带，呈东西向，横贯于河套平原之北，内蒙古高，

原的南缘，对南北气流起阻挡作用。山地南北两侧热量与水分有明显

的差别，构成农牧业生产上一条重要界线。在卓资山以西，由互不袒

连的大青山、乌拉山、色尔腾山和狼山组成，山顶保持着大致等高的。

古老夷平面，最高峰在陕坝西北的呼和巴代格，海拔2，364米。卓资

山以东则分成数支，山势不如西段高峻和陡峭，山脉走向略向东北偏

斜、山坡缓状峰顶齐平，断层以山间谷地形式表现，在凉城、卓资

山，集宁一带有玄武岩台地分布和台间构造盆地，适于农牧林业发

展，已成为农区或半农半牧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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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贺兰山一一卓资山山地’ ：’ ．。

’

’

．是久经干燥剥蚀，近似南北向的断块中山山地。在构造上，属祁

吕一一贺兰山山字型构造的脊柱部分。贺兰山位于银川平原之西，长

250公里，宽30公里，海拔2，ooo一2，500米，巴彦浩特东南达呼洛老

峰3，556米为最高。在地貌上，以三关I：1为界，中北部为幼年期地形，

山高谷深，分水岭狭窄，坡度陡峻。三关口以南为老年期地形，多呈

平顶山，山势较低，逐渐为黄土高原所掩没。山地植被，随着高度的

变化发生垂直带的更替，1，500米以下的山麓为荒漠草原带，是主要

牧场，其上有油松，云杉和山杨林。在3，000米以上为山地灌丛和草

甸，可做为夏季牧场。山地东西坡明显地不对称，不但是内，外流流

域的分水岭，也是荒漠草原和荒漠之间的分界线。西坡天然森林面积

大，4坡度平缓，按阿拉善荒漠地区、水流稀少，分割较浅，是内陆水

系。东坡则陡，沟谷深切，地面比较破碎，．属外流水系，以断层临银

川平原，巍然耸起，高差1000米左右，成为天然屏障，是夏季风势力

范围的西界，并削弱冬春季节来自西北的寒流，对腾格里沙漠流沙东

移，起着一定的阻挡作用。展布黄河之东，鄂尔多斯高原西北缘的桌

子山，南北绵延百余公里。由于干燥剥蚀强烈，形成桌状山顶，山势

较陡，相对高度150一500米，坡度大于30。，海拔1，500一2，000米，

山麓洪积扇，于沟发育，适于养羊。

(五)河套一一土默特平原区

河套平原东西长170公里，南北宽40一75公里，面积约11，000平

方公里。海拔1，100米，地面平坦，由黄河沉积物组成，是内蒙古历

史上较久的引黄灌溉农业区。其引水灌溉渠系由南向北呈扇面展开。

地下水由西向东移动缓慢，上升作用相对加强，盆盐水大量汇集，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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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位增高，土壤盐溃化严重。天然植被在河阶地有少量芨芨草草旬

分布。；西山嘴以东，大青山与蛮汉山之间，西窄东宽的三角地带，称

土默特平原，东西长170公里，南北宽20一75公里，面积约9，900平方

公里，海拔900一1，000米，地下水埋深l一3米，水土条件好，天然植

被保存很少，沉积物主要来自大黑河流域的冲积物，靠近黄河地区盐

碱地较多o

(六)鄂尔多斯高原区

。东、北，西三面被黄河环绕，南部与晋陕黄土高原相连，是近似

方形台状的干燥剥蚀高原。地面起伏和缓，覆盖有第四纪的风化残

积，湖积、冲积和风积物，地势总变化是西北高而东南低，海拔在

1，200一1，600米之间，并以东胜高地为中心，向南北呈波状起伏逐级

下降，河流稀少，盐碱湖群，桌状地形及孤立残山、风砂地貌广泛分

布。此外，还有不少低地、旱谷、沟谷和湖盆洼地，水草较好，对发

展畜牧业有利。高原上植被稀疏低矮，除东部丘陵区残留有典型草原

植被外，大部地区因受长期剥蚀和风沙堆积的影响，地带性植被很

少，以半灌木蒿类为主的沙生植被有广泛的分布。以东经110。的达拉

特旗一一东胜一一阿腾席连镇一线为界，西部属内流流域，植被以旱

生小半灌木为主，多荒漠草原草场。东部面积较小；-黄河的支流较

多，是外流区，外营力以流水侵蚀切割为主，多干旱草原草场。除卓资

山、岗德尔山外，库布齐沙漠东西长350余公里，南北宽30公里，面

积16，000平方公里，，流动沙丘占80％。东南部有毛乌素沙地，面积

32，000平方公里，自然条件较好，降水较多、。还有170个大小湖泊分

布在沙地内，天然植物生长良好，呈固定、半固定沙丘，已作为农牧

业基地利用。流沙主要分布在乌审旗一带，随风向东南移动。。威胁着



长城内外的村镇农田，牧场。
’

(七)西辽河一一嫩江西岸平原与老哈河一一敖来河中上游丘陵

台地区

位于大兴安岭东侧与南部，北起嫩江支流古里河，南接燕山北部

山地，属东北松辽平原西缘。南部老哈河、敖来河中上游丘陵台地已

大部分垦植，水土流失严重。中部东宽西窄，呈三角型的西辽河平

原，东西长270公里，地表平坦，西部海拔400米，东部约200米，地

下水丰富，灌溉条件优越，在西辽河下游干支流沿学冲积平原上，．经

风力吹蚀搬运形成大面积沙地、称为科尔沁沙地，面积42，000平方公

里，沙丘形态多为北西西一一南东东向的条垄形，相对高度5—15米，

并构成沙丘与丘间洼地相间排列的地形组合；称为“坨甸地”。流动

沙坨，分布在老哈河以西，固定半固定沙丘占沙地面积的90％，沙地

上丛生各种禾草和灌木，以及稀疏的柳树，榆树，乔木，组成沙生植

被群落并与丘间低地、滩地草甸、沼泽复合分布，成为良好的放牧场

和打草场。北部是面积狭窄，长条状延伸的嫩江西誊山前倾斜波状平

原，海掉250一600米。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坡度3—5。，河流水

量丰富，水质良好，多开垦为耕地。

三、气候 ，

内蒙古地区大部是温带高原半干旱、干旱气候。地处中纬度的内

陆，高原面积大，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龙首山、合黎山山地加

强了气候的寒湿性地带差异，冬夏季节分别为蒙古高压和大陆低压所

‘控制，气候呈明显的大陆性，具有中温带为主的寒暑剧变的特点。大

兴安岭北段属寒温带，贺兰山以西又具有暖温带的特点。降水量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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