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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值此建市2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经过两年半的努力，《黄山市畜牧兽医志》终于

问世，与各位读者见面，可喜可贺。

畜牧业是黄山市支柱产业之一，它不仅为全市农民创造了财富，也为改善人民生活，保障

城市供给，出口创汇，支援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黄山畜牧业历史悠久，门类齐全，猪、大牲

畜、禽类和蜂业是畜牧业中的主业。长期生产实践中，黄山市培育出了皖南花猪、皖南黄牛、皖

南黄鸡、皖南中蜂等地方良种，其中皖南花猪也早在1978年被国家定为地方良种，并收入《中

国种猪志》；皖南中锋2003年被列为国家级地方保护品种。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十分重视畜牧业，黄山市畜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改

革开放战略决策，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我黄山市畜牧

业向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畜牧业经营方式也由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向家庭

经营与专业户经营的现代养殖场经营相结合演变。无论是养殖量还是畜牧业产值都在逐年增

长，到目前为止，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30％以上，其中蜂产业占全省60％v；t上。“三化”养猪、

人工受精、畜禽规模养殖、动物防疫处于全省先进行列。一个古老的产业已发展成为方兴未艾

的农业支柱产业。

历代志书对黄山畜牧业的记栽甚少，没有一部专门的志书记载畜牧业的发展史，新编《黄

山市畜牧兽医志》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志书以详实的史料，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黄山市畜牧

业地发展历程、经验和教训。修志存史，修志资政，它将对我黄山市畜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起着

珍贵的参研作用。在此志成书之际，欣然命笔。谨作为序。

签名： 厂凡义呸V
2008年4月8日

(黄山市农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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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畜牧兽医站主持编纂了《黄山市畜牧兽医志》，在我省各市中是创举。他们运用

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的总结了畜牧业发展的历程，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贯彻党的发展畜牧业方针、政策取得的丰硕成果、成功经验，同时，也记述了前进中

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以史为鉴，昔为今用，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畜牧业的现代化具有重

要意义。

黄山市是我省实施”三黄”战略的排头兵。对外开放的窗口，东进发展的前哨，是世界

知名的旅游胜地。蓝天、碧水、氧吧，既为黄山市人民提供了优美的生活环境，也为畜牧业的发

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黄山市人民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养蜂事业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全市蜂蜜产量占全省总产的一半以上；蜂产品加工企业、蜂具制造厂如雨后春笱，蓬

勃发展。在省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华蜜蜂的选育，已取得重要成果，早在1993年就育成

了“黄山一号”新品种．对促进中蜂发展、单产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徽州区户均养蜂数量全省

第一。西溪南镇成为安徽养蜂第一乡，名扬全国。 一

黄山市“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在人均土地少，粮食占有量低的艰难条件下，

通过科技进步。科学饲养，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努力提高猪肉自给水平，在瘦肉型猪商品基地

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绩。省政府两次在黄山市召开现场会。黄山市的皖南花猪选育，系列

开发。起步最早，成就突出，已列入《中国猪种志》，成为我国19个地方良种品种之一，猪的

人工授精普及率也走在全省的前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黄山市的

畜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规模化、专业化饲养比重明显提高，科学饲养水平大大改

善。绿色蜂产品出口美国、日本、加拿大和东南亚诸国，供不应求。作为一个在安徽畜牧战

线工作了五十多年的老科技。深受鼓舞和欣慰。在此，热烈祝贺《黄山市畜牧兽医志》编纂

成功．并向为此做出贡献的广大畜牧兽医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签名：

(原安徽省畜牧兽医局局长)

2007年5月5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黄山市畜牧兽医志》是运用辩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实事求是记

载黄山市畜牧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通贯古今，上限追溯《祁门县志》、宋《新安志》和明《徽州府志》下至公元2006年

底。以近代和现代为编纂重点，特别记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成立后的史实，体现时代

特色。

三、黄山市辖区，多次变更，县、区辖区也有多次变动，所录用地域除个别注明外，均以

2005年辖区纪实。所录用统计数字，均按黄山市统计局统计资料。

四、本志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后分6章26节，记述畜牧业历史演变和近代概况，即家畜家

禽饲养、畜禽繁育体系、饲草饲料、畜禽疫病防治、畜牧兽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横排门类，纵

录史实。采用语体文、记叙文形式收录，一般不作评论。

五、本志纪年，1949年以前，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农历用汉字表示，1949年以后，使

用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文中录用记述年代。均以20世纪的集某年代。

六、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均遵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记述。历史的旧

计量单位，均以历史习惯记述，如“斤”、“亩”等。志中产值单位，均指人民币。

七、本志中所录用引进国外畜禽品种名称以及某些病名、药名，均以新华社的译名和社会

上公认的译名为准，为防病名、药名和寄生虫名混淆，均加注拉丁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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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概述

黄山市古称新安郡、歙州、徽州路、徽州府。郡、州、路、府均设于今歙县徽城镇。徽州曾

辖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旌德、宁国、太平、石台和婺源诸县。1949年5月，成立皖南

人民公署徽州专员公署，1987年底，更名为黄山市。市政府设于屯溪，现辖3区4县106个

乡镇，土地面积9807平方公里，占安徽省土地面积的7％。2006年有耕地70．758万亩，占

安徽省耕地面积的l％。人均耕地0．48亩。现有人口1475606人，其中农业人口1131750

人。

黄山市地处东经1170127一1180537，北纬29024’一3003l’，在安徽省最南陲。东、

南、西与浙、赣为临，北与安徽的宣城、池州地区接垠。境内多山，东南有天目山山脉。北有

黄山山脉。海拔最高为黄山莲花峰1873米，是华东第一高峰，最低为歙县街口儿0米，相

对落差1763米，故称盆地。新安江、青弋江、阊江发源于此。属亚热带(北缘)气候，温湿多

雨，年均降雨量1670毫米。4—6月为降雨最多季节，三个月降雨量占全年雨量的40_46％。

年均温度(屯溪地区)16．30℃，高于全省，最热为7月，平均温度28．1℃，最冷为1月，平均

温度3．8℃，极端高温为40-41．5℃，极端低温为一10．9℃一一15．2℃。全年日温稳定在lO℃以

上有227—237天。年平均元霜期260天。

黄山市农业生产历来以茶林为主。茶叶产量，属全国之首。其中歙县又居全国县级之

最。盛产红茶、炒青、烘青三种。茶质醇厚，是其精品产地，有“无徽不出口”之说。其中祁门

红茶、黄山毛峰、名誉世界。

粮食生产以水稻为多，但不能自足。畜牧业以养猪为大宗，次之为养蜂和耕牛。2006年

畜牧业产值(现价)13．4亿元，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29．86％，农业人均1186．27元，仅次于

农业产值，居第二位。黄山市人民传统生活习惯，是以食猪肉、鸡蛋为主，在牛、羊、禽肉日

益增加的今天，猪肉产量仍在90％以上，人均占有量肉类53公斤，禽蛋11．3公斤，但是人

均占有粮食、肉类、禽蛋均低于全省和全国水平。

黄山市是风景名胜区。山青水秀、空气怡人，旅游资源丰富，各区县均有颇多的旅游景

点，黄山景区和黟县西递、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成为主要支柱产业。

现黄山交通发展很快，进出极为便利。黄山民航机场，是安徽省第二大航空港，设有海

关。皖赣铁路横贯全境。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已建成，徽杭、徽铜高速公路已通车。境内绝大

多数乡镇通公路。 ，

黄山市多讲地方方言。方言大致有五种，各不相同。

因地理环境优越，自然条件特殊，是畜禽和中蜂的遗传基因保存良好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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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淳熙(”74—1190年)

【新安志】记述徽州饲养猪、牛、羊和

“鹜”(即鸡)o

明弘治年(1488—1505年)

【徽州府志】载有腊肉制作方法。 、

’

民国12年11923年)

歙籍商务印书馆职工吴太立引进意蜂

两箱，在岩寺饲养，为黄山市首次引进。

民国14年(1925年)

歙县西溪南、溪口、沙溪、岩寺等地

出现养蜂饲养户。1930年有20余户，

700余群。此规模一直持续到1949年。

民国二十六年11937年)

【歙县志】载有躲羊、山羊饲养，但

“邑中气候不适牧羊，故圈养甚少。

1951年

2月，徽州兽医防治站成立，隶属徽

州行署建设科，是黄山市有史以来的首个

行政管理和业务技术的领导机构。次年6

月。改为徽州畜牧兽医站。

1953年

△歙县8个区暴发猪丹毒。有二千余

头猪发病，死亡率达四分之三，为黄山市

流行面积最大、危害最重的一次。

△休宁县畜牧场建立。是黄山市第一

个国营以养猪为主的饲养场。1974年，

定为皖南花猪繁育基地。

1955年

△贯彻国务院“关于保护和发展畜牧

事记

业，防治兽疫”的方针。耕牛作为农业生

产的主要动力，严禁自由耕牛买卖，实施

耕牛淘汰、宰杀审批办法．禁杀耕牛和孕

牛，违者以破坏农业生产论罪。

．△5月。休宁县政府在万安举行耕牛

饲养评比大会，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

记录片。在全国放映。

1956年

△1月，芜湖地区家畜检疫站成立。

专事对出口苏联和东欧生猪产地检疫。

兼对芜湖市区猪肉、仔猪市场和耕牛屠宰

检疫。

A9月，芜湖地区畜牧兽医站成立．

是芜湖和徽州两地区合并后的行政管理和

业务技术指导单位。

1957年

△在大办养猪的号召下．养猪事业发

展很快。年底，饲养量(黄山市区域)达

42万余头，比1949年增长3倍多，能繁

殖母猪也由4074头增至23023头。

△歙县第二次引进意蜂．获迅速发

展，带动周围养蜂猛增，年底养蜂总量

(黄山市区域)6882箱，是1949年的4

倍。

1958年

△在。芦山经验”的影响下．市及各

县先后从山东、河南引进寒羊和杂交羊．

次年又引进新疆细毛羊108只。开创黄山

市大规模饲养绵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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