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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畜禽疫病普查是发展畜牧业生产的一项基础工作，对加强畜禽疫病防治，提高防治效

果，保障畜牧业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全省畜禽疫病普查工作，是根据农牧渔业部(198s)农(牧)字第58号文件要求，

在省农牧业厅领导下进行的，省，地、县各级都成立畜禽疫病普查领导小组，加强领导，省

畜禽疫病普查领导小组由组长秦宏灿，副组长梅祖恩、孙英，成员甘士民、周勇、曾宪光组

成．全省普查工作分三阶段。1987年准备：制定方案，在潜江县进行试点，技术培训和实验

室装备的检修、补充．1988--1989年分两批对全省78个县市单位全部普查完毕，1993年总

结，编写《湖北省畜禽疫病志》。

通过普查，总结了建国四十年的防治经验，基本摸清了畜禽疫病的发生，流行规律，查

清了疫病现状，为制定防疫政策、规划，改革防疫管理以及科研教学提供了依据。

《湖北省畜禽疫病志》的编写，本着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本省各种疫病

发生的沿革作了简要概述，查出定性的实验依据，客观地分析了流行的原因和规律，并指出

今后的防治方向，它将对全省畜禽疫病防治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华中农业大学、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省农垦总公司，省商业厅、省

经贸厅，省劳改局以及各地，市，县农牧局、畜牧兽医站、场提供资料，核实史料，仅此表

示谢忱。

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资料不全，不妥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编写者

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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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邓道坤

《湖北省畜禽疫病志》经过金省广大畜牧兽医工作者数年的共同

努力，正式出版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 “畜牧业最大的敌人是病多与草缺，不解决

这两个问题，发展是不可能的。”《湖北省畜禽疫病志》，正是一本

集最新技术成果与建国四十多年畜禽疫病防治工作经验，为提高畜禽

疫病防治水平提供科学依据的巨著。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系统

地总结了我省畜禽疫病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揭示我省畜禽疫病流行

规律和特点，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指导性。是一项重要的基

础性研究成果。相信它对于我省兽医科学研究和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将

起着积极作用。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省畜牧生产获得了很大发展，这里凝聚了广

大兽医工作者付出的巨大心血。对此，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沉

舟侧畔千帆过”，新的改革开放时期，发展商品农业，实现农民奔小

康的冒标。要求畜牧业有更大的发展。因此，畜牧兽医战线上的同志

们任重而道远。要再接再励，辛勤工作，+开拓进取，作出新的贡献。

祝愿畜牧兽医事业繁荣昌盛!期待着我们的畜牧兽医科技工作者为改

革开放献上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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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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简称为“鄂。，地处长江中游，位于东经108‘307一116。107，北纬29’057—

33’207．与豫、皖，湘、赣、川、陕等省毗邻．全省总面积为185900平方公里．

二，行政区期：

湖北省有6个地区，8个地级市，1个州，1个林区，49个县，21个县级市，7075个乡

镇，3275个村，259715个村民小组．

人口5058．08(1987年)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947．03万人，农业劳动力1392．18万人．人

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69人。现有耕地5377万亩，人平耕地1．06亩．

居民以汉族为主．约占总人口的99吻．少数民族主要有土家族，苗族、回族、蒙古族

等．

第二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

一，地形，地貌；

多姿多态的地形地貌，为湖北全面发展畜牧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湖北地形地貌复杂，

高低悬殊，东西北三面为大别山，幕阜山，武陵山、巫山．大巴山等诸山环绕。南部平坦开

阔与洞庭湖平原相连．

长江由西向东横贯全省，汉水自北向南穿过鄂中丘陵、江汉平原中部形成中部盆地．地

势由西北微向东倾斜，地面坡度一般只1。--2’，平坦开阔。自江汉平原向外缘，地势级级

升高，至外围多为山地．

西部以南漳至松滋一线以西的地区，大都是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为云责高原的延伸

部分；鄂西北山地由秦岭山脉东延伸部分，武当山脉，大巴山东段与荆山山脉组成，是湖北

最高地．最高峰是大神农架海拔高达3052米，号称华中第一山峰．

鄂东北是由西段的桐柏山脉一直延至东段的大别山脉，大部分都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低

山丘陵．鄂东南自西向东为幕阜山脉，地势是南高北低，低山和丘陵为主．

江汉平原海拔高度低于100米，相对高度一般不超过20米的较平坦地域．



=，水赉源：

I．水系：湖北地处长江中游，雨量充沛，湖泊众多，又有长江，汉江两大水系。共有大

小水河流1193条，(不包括长江和汉江)，总长度达三万五千一百多公里，年平均总流量一

千亿立方米．大部分河流都是分南北汇集到长江和汉江．

2．湖泊：本省的湖泊众多素有。千湖之省”的美称。据1959年统计共有大小湖泊1066

个，面积达1245万亩。由于沿江新建了大量闸站，实行了征湖分家和围湖造田，造成湖泊面

积急剧减少．到1983年减少300个，面积减少30764亩．就现有的湖泊仍然起着天然水库的

．作用，可承接本泷芸内约150亿立方米水，以减轻洪水对长江和汉江干流的压力，对发展农

业和畜牧业起着受：大的作F耳。

3．水库和塘堰：为了充≯希i用水资源．达到旱涝保收的目的，本省各地修建水库6230

处，塘堰1188141口，总蓄水量力50189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219457万亩．实践证明，修

建储水工程充分利用了水资源，也是战胜灾害的有力措施．

兰，气候特点：

湖北属亚热带季风气侯，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长，雨水充沛，为畜牧业生产提

供了优越的条件。但也有不利气象条件．

1．日照：本省太阳辐射年总量变化在87—123千卡／厘米2之间，年平均总日照时数为

1150--2245小时，日照百分率为28—51％，其分布特点是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从西南到东

北逐渐增多，鄂东北为全省太阳总辐射的高值区。如麻城市年平均日照时数达2245／]、时，年

总辐射量122千卡，鄂西北的枣阳市年日照为2202小时，年辐射总量120．4千卡。鄂西、鄂西

南为全省年总辐射低值区，如宣恩县为1157小时，年辐射总量87．8千卡。本省除鄂西南外，

光照和太阳辐射能量较为丰富。太阳辐射季度总量以夏季为最大，达34—43千卡／厘米2之

fld，冬季最小在12—20千卡／厘米2左右：春秋居中，春季大于秋季，前者为23—32千卡／

厘米2：后者为l沪27干卡／厘米2之间，总辐射的最小值均出现在太阳高度角最低的12月，
总辐射值最大值均出现在7月．

2．气温：本省年平均气温，除高山以外，一般都在15。一17。之间，极端最高气温在38m

42℃之间，分布的特点北高南低，最高值出现在鄂西北的郧县和鄂北的大悟，分别为42．7℃

和43．1℃．极端最低气温在零下9℃至零下19℃之间，最低值出现在谷城和京山一家岭，分

别为零下19．7℃和零下19．1℃．

本省无霜期是南长西北短，鄂北为230天左右，江汉平原为250一270天，山峡河谷最长

达290天以上，其中秭归为308天。

3．降水：全省年降水量在800—1700毫米之间，有20个县年雨水量1000毫米以下，分布

鄂西北和鄂中丘陵，其他都在1000毫米以上。4一10月份是降水量多的时期，鄂西北的郧西

县降水在G00多毫米，江汉平原和鄂东在700一900多毫米，鄂东南和鄂西南均在1000毫米以

上，但由于降水量不均匀，给畜牧业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

四、主要灾害性天气：

1．干旱：本省四季都有发生，鄂西北经襄阳至鄂东北一带为全省最多发生地区．干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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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秋旱，春夏旱，秋旱和秋冬旱，以伏秋旱(7-9月)频次最多，旱期长，范围广．危害严

重．早期时间长达20一40天的大小旱几乎十年八九遇，4l一50天的中旱也常有发生。

2．暴雨与洪涝：洪涝是本省突出的灾害，主要是由于大暴雨和连续大到暴雨所引起的．

暴雨主要出现在春末夏秋季节， (日降水量≥50毫米)，有些年份还出现大暴雨(日降水量

>f-100毫米)和特大暴雨(日降水量≥200毫米)．洪涝灾害以鄂东北、鄂东南和鄂西南为最

多，大范围的洪涝主要是江汉平原地区，出现在六、七月份的梅雨季节。

3．龙卷风，冰雹：龙卷风和冰雹在湖北省是局部性的，主要发生在春末夏秋季节．

第三节 土壤植被

一．土壤资源；

本省成土的自然地理和生物气候条件复杂，地形变化大，成土土质多种多样，土壤类型

大致有平原湖区，丘陵，岗地和山地四大类。平原湖区土壤主要是冲积土，湖泥土；丘陵土

壤主要是黄土、马肝土、红黄土，砂泥土和青泥土等；岗地土壤主要是岗地黄土；山地土壤

主要是山地黄土、石渣子土，灰色土和山地砂土等．各类土壤的面积、分布，酸碱度及有机

质的含量情况见表1—1。

表l—l 主要土壤类型及酸碱度，有机质

耕地面积 占全省耕地 P H值 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类型 分布地区

(万亩) ％ 范 围 吻

平原湖区冲积土 1772 30．9 6．5—8．5 1．3395—2．140 江汉平原

丘陵黄土 1700 29．6 6．2—7．0 鄂中丘陵

岗地黄土 415 7．2 6．7—7．2 1．0618-一1．2492 鄂北岗地

山地黄土 458 9．1 6．：卜一6．6 1．8-一2．2 山 区

灰．包土 119 1．2 5．O一6．8 2．0—3．9 山 区

砂泥土 350 6．1 5．7．一7．3 1．3572一1．8028 鄂 东

红黄土 286 4．9 4．5—6．6 1．0688—2．049 鄂 南

=，簟场资源：

1．自然草场：本省共有天然草场面积9628．02万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4．25％，其中

可利用面积7606万亩，可利用面积是草场毛面积的79．o够．在草场毛面积中，本省天然草场

资源是主要组成部分．

本省拥有的56．72够农林闲隙地迹地草场，是干家万户个体畜牧业的主要放牧地。天然牧

草是天然草场上可食的草本。木本和藤本植物，在本省分布广，种类繁多，有被子植物924

种，苔藓植物2种，蕨类植物30种，裸子植物7种，共计963种．其中有502乖Ij可被家畜利

用，可利用植物种为62％，在这些可利用种中，有80种植物是本省天然草场植被的重要组成

成份，这80种主要牧草中，禾本科居首位占60％，豆科次之，占25够，杂类草居第三位’

占15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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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草场：本省人工种草截止1985年底，

建成草场55万亩．万亩以上的人工草场有lo个．

个牛单位．人工草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利用．

有52个县市开展不同规模的人工草地建设，

理论载畜量为42万个牛单位．实际载畜35万

第四节交通运输

本省地处长江中游，长江由西向东横贯我省，京广铁路纵贯南北，公路交通密如蛛网．

省会武汉素有。九省通衙。之称。南来北往，西来东去，交通十分方便。境内铁路有京广，

焦枝、枝柳，襄渝、汉丹、武大等干线跨越天堑；纵横全省；公路纵横，四通八达，共有

3366条，可通往鄂，豫，皖、赣、川、湘等省市193个市镇；航空以武汉为中心，可达全国

和本省一些主要城市和香港。航运朔江可达重庆，顺流可出东海，直通日本，香港，东南亚

等临海诸国和地区。发达的交通为我省发展畜牧业和畜产品的运销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五节 自然疫源地

本省地形复杂，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平原湖区又潮湿，各种野生动物和节肢动物繁衍

生殖．形成了较复杂的地区性和季节性自然疫源地。平原湖区主要有蚊、蝇、虻、螺(主要

有扁卷螺、钉螺、罗卜螺、锥螺等)．陵丘山区有蠓、蜱等，山区还有很多野生动物，如野

猪，狼，狐，獐等等；另外还有很多鸟类，给本省家畜传播很多疾病．

在平原湖区及河流库区水草丰富的地方，无脊椎动物扁卷螺，锥实螺孽生，牛羊放牧饮

水，猪食水草，感染肝片吸虫、前后盘吸虫、姜片吸虫等病．

第六节环境污染情况

本省的农业环境污染情况，从总体来看，基本上是比较好的。随着本省工业生产的迅速

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1987年统计，全省废水排放总量24．99亿吨．

废气排放总量2725亿标立方米，废渣弃物产生量1795万吨．另外，化学农药、化肥，地膜等

在我省的污染也普遍．

1．水质污染状况：全省共排放污水24．99亿吨，受污染的土地面积320．7万亩，其中受害

面积169．6万亩．

2．空气污染状况：全省废气排放总量2725亿标立方米．其中含二氧化硫47．7万吨，烟尘

36．7万吨．主要受污染是大、中城市和工业区．农村受废气污染影响的面积有147．3万亩．

受害面积77．3万亩． 。

3．工业废弃物污染状况：全省工业废弃物产生量1795万吨，处理处置943万吨，处理率

52．5％．受其污染土地面积32万亩，其中受害18．44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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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全省目前受三废和其他污染的农田受害面积达556．59万亩．占耕地总面积

10．5叻，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已造成一定危害．

第二章畜牧业经济概况

第一节畜牧业生产

本省发展奄牧业宅产的自然条件与地理条件比较优越，畜禽品种与饲草饲料资源丰富，

兼有南，北农区发展畜牧业的优越环境，既有发展养猪、养禽的优势，又具有发展牛、羊，

兔等草食牲畜的优势。

建国四十年来我省畜牧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从建国初期到1957年，为恢复和发展时期，各种畜禽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957年，全

省大牲畜存栏到214．43万头，比1949年增长：o．4够，生猪年朱存栏比1949年净增4“．23万‘

头．增长．I．4倍，其他齑禽生产也有较大发展。二是从1953年到1960年，由于“左”的影响

和自然灾害．全省各类畜禽数量均有下降。从196l—1965年全省畜牧业生产进行调整恢复，

先后制定和落实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畜牧业的政策，取得明显效果，生绪生产结束了持续三

年的下降局面，19G5年生猪年末存栏达到762．46万头，与1957年持平。193G—1978年为第四

阶段，畜牧生产发展缓慢．十三年肉猪出栏净增12．66万头，年递增率由前16年的lo．3吻降

低到3．2够，出栏率由84．7％下降到55．4够，城乡市场肉蛋紧张，凭票定量供应。从1979年

以后，我省畜牧业发展进入第五阶段，认其纠正过去长期存在于畜牧业政策中的。左“的错

误，从指导思想上重视畜牧业的发股，鼓励农民发展家庭饲养业，开放市场，增加投入，从

各方面调动发展鸯牧业的积极性，1935年全省出栏肥猪比上年净增203万头，猪、牛，羊肉

产芷增长32．4％，禽蛋产量增L乏．z4．?移，齑牧业发展之怏，多年少见，全省大中城市先后取

消肉蛋票证，敝开供应，满足需要。纠1939年全省火家畜发胰352．27=．fJ头，比1949年增长

37．G％，生猪发展到2034．o万头，比1949年增长G．4倍，山绵羊发展到155．03万头，比

1949年增长7．7倍，家禽发展到15033jj只，比l汕9年增长12．8倍，畜牧业总产值由1949年

2。55亿元增长到35．2亿元，增长13．5倍，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0％。

建国以来，我省寄牧业虽有很大发腰，但仍不能适应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

提高的需要，突出的问题是畜牧业生产结构不够合理；生产方式主要停留在农民家庭副业饲

养阶段，生产水平低；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不配套；畜牧业专业『七、商品化程度

较低．

第二节 畜禽品种资源

本省弼养宙禽历史悠久，据出文土物考证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有原始畜牧业，通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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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经过不断驯化。选育，培育了许多优良畜禽品种。

1959年10月省农业厅组织华中农科院、华中农学院等单位，对本省地方良种畜、禽：进行了调

查．并编写成册。1979年一1980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齑禽品种质源的调查，确定23个畜禽
品种列为湖北地方良种。随着裔牧经济发展的需要，建国以来，先后引进了一批国内外优良

畜禽品种，同对还选育了一些畜禽新品种，使我省的畜禽品种资源不断丰富。

湖北省地方猪种主要有华：f匕i华中，江海、西南四类型。华北型：略。目前在我省尚存

的数量很少。华中型：以监刊猪、通城猪的“两头鸟”典型毛色为代表，其遗传住能稳定，

育肥增重快，肉嫩昧美，原主产于监利．通城，现推广到32个县(市)，分布于江汉平原，

鄂东南一带．此外鄂西北也有少量分布。目前监利猪尚有777余头；通城猪尚有8．5万

头．

江海型：以阳新猪，清坪猪为代表，其繁殖性能较好，产仔数较多，主要分布于鄂东长

江两岸积当阳一带，现分布有4个县(市)，尚有3万头。

西南型。以鄂西黑猪为主，其适于山区，耐粗饲，抗病力强，蓄脂能力强，宜用于腌制

大腿和熏腊肉，主要分布于酃西南的宜昌地区和鄂西自治州一带，有10个县(市)，尚有

9万头。

． 建国以来，为了适应养猪业发展的需要，本省先后从国内外引进了一批良种猪，同本省

地方良种进行经济杂交，截至1989年止，农业郑门先后从英国，瑞典、荷兰、日本、美国、丹麦

等国直接引进醍种猪有12批，共计1206头。其中大约克334头；中约克i头；巴克夏53头；长

自猪38l头；杜洛克210头；汉普夏174头；皮特兰38头；24系17l头．此外商业，外贸，农垦

部门也直接从曰外引进过不少种猪。本省还从国内引进一批地方良种猪，其主要品种有荣

昌、内江、太湖、宁乡等．

华中农业大学与省畜牧兽医研究所通过多年的选育到1935年育成湖北白猪，现有5个品

系，其生长速度，饲料报酬，瘦肉率等指标均表现良好，在国内外市场颇受欢迎．现有种猪

5000多头，分布在全省60个县市．作为母本和杜洛克(父本)作经济杂交．使我省出口杜湖

猪每年达20余万头．

目前本省已建成良种繁订体系，仅农业部门各级良种场有88个，担任着保种，育种，提

供良种的任务．据1939年统计供种能力达5万头．

本省有耕牛地方良种3个，其中水牛2个，黄牛4个．

江汉水牛为我园地方良种，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的30个县(市)．现有70万头，其体

大，力强、耐久，性情温顺，耐粗饲，适于水旱田，；=口湖区耕作役用．

恩施山地水牛；适应山区水田地带，耐粗饲，抗病力强，但不耐热，主要分布于海拔

400一1200米的鄂西南山区的18个县(市)，尚有7．72i头．

郧巴黄牛；系我国南方优良黄牛晶种的褴壮型，主要分布于郧阳地区．耐祖饲、抗病力

强．体型较大．役力强，行动敏捷，适用于山区农田役朋，尚有3万头左右．

枣北黄牛：主要分布在枣阳东北部，晶种形成过程中受南阳牛的影响，其体力强，适于

旱地耕作．分布于枣阳周围4县(市)．饲养量约有1．071头．

黄陂黄牛：主产于黄陂北部低山丘陵地区．有4个县(市)饲养．属大别山黄牛的大

型，其耐粗饲，耐劳，适予水旱Hi役用，尚存2万头。

恩施黄牛。主产于鄂话自治州r，JJvi、县(市)．为本酋西南一种小型役用牛，其耐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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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性温顺，繁殖力强，役，肉性能不高，但适于山区放牧和坡地、小块梯田耕作，尚有

15万头．

建囝以来我省先后从国内、外引进一批伲臭品种的牛．主要品种彳_『黑白花奶牛，西门塔

尔，抗旱王，海福特，摩拉，尼里，泰川牛，南阳牛等．进行饲养繁殖，并广泛地利用其进

行经济杂交，改良品种，提。；写生产性能。{l王年繁：直杂交牛已达2．5万头左右．纯繁最多的是

黑白花奶牛，目前全省有2万余头．

本省山，绵羊主要有马头羊。宜昌白羊和寝：tL2团毛羊．

马头羊：该羊以尤角得名，具订体质强健，体型大，性情温顺，耐粗饲，易管理适于山

区放牧，育肥限，署宰率r．’j。主要：)．布于鄂两北山区．尚有22万只．

宜昌臼羊：该羊仃角，体型小于马头羊，体质细致紧凑，四肢强健，行动敏捷，善于攀

登，适于山区放牧，j≤投皮闻私于吐．：：．’．!：芝，肉兼用型羊种，j乓主要分布于郄西南山区的

17共(市)。矗150jj只。

襄北纽毛羊：系我遗五十年j℃起用苏联美利叔，；薯栅索兰fij毛羊与原本地火尾寒羊(于七

十年代后灭绝)经过长期选育，于1983年定为品种，其体格较火，体质结实，耐粗饲．适应

性强，年平剪毛蛩公苹为7．75公斤，母羊c．08公斤．主要分布征襄北的G个县(市．．)．有2

万多只．

本省j2方良种马有罩ijJll马：属西南马类型，外型短小精悍，蹄质坚实，行动敏捷，抗

寒，耐粗饲，适丘山地生长佃役用。主产予利川县、分布予酃西自治州和宜昌地区部分县

(市)．其数量不大，尚存3000匹左右．

本省家禽良种，鸡打5种，鸭订3种。鸡主要有江汉鸡，主要分布于荆州地区，其数量

大，有5000万只左右；洪山鸡主产予随县大洪山一带，有15万只左右．郧阳大鸡，主要分布

于竹山，房县，神农架等地，有57J只；双莲码，主产予当阳双莲一带有万余只．郧阳自羽

乌鸡，主产于郧县、均县，具有药用价值，尚有3．5)i只．

鸭的品种主要有荆江鸭，主产予荆州地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县(市)．其个体小丽结实，

抗暑、抗寒位好，觅食能力强，宜于放牧两养，尚有100万只，是本省养鸭业的当家品种．

沔阳麻鸭：系由；j邮鸭与江汉鸭选育丽成，其个体大属肉篮兼用型，主要分布于沔阳、

潜江、天门、洪剃、监利、钟祥等县．朽105万只．

思施麻f鸿：其个体小，觅食性强，主要分布在鄂西南山区各县(市)．有18万只．

建国以来，木省早期先后引入不少家禽新iff!种如来航、芦花、新汉、红，fli洛、白洛克、

北京鸭，绍兴i；：暑荨．自1932年后本舀崩怏了这方丽的工作，无论在品种与数量上大大超过

80年代以前．采j再品；矗配套，批量弓i进，繁ff．推广运用形成一体，出现弓i进推广快．淘汰

更新侠的笏头．目前大量蠲养的良种篮鸡。：三种有罗斯，星杂579，迪卡布，伊莎等，肉鸡品

种有罗曼，明星，艾维因、AA、宝星等．

第三节饲草饲料

饲荜，，蹰科是发展{写孜也的物哽基础，也是畜禽的食粮。它决定着畜牧业发展的速度和

规模。从承省自然环境孙社会经济条件看，饲料主要来源于农产酷及典副产品．有稻，麦．

马铃薯．玉米、花生、芝麻，大豆以及其他杂稂，还有棉花，油菜加工的饼类．1989年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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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总产量2370．4万吨．油料76．7 1万吨，据1989年统计．全省直接加工和间接加工后用于

畜牧业的饲料粮277．45万吨，糟麸439．32万吨，饼粕31．63万吨，_I}I：外还有食品工业，水，

畜产品屠宰下脚料用于畜牧业．

饲料加卫厂从1980年开始大力兴办．当年全年生产配合饲料0．7万吨．到1989年全省共

建大小饲料加工厂850个，年单班生产能力已达170万吨，全年生产不同等级的配合饲料

214．4万吨，各种饲料添加剂1661吨．

’我省饲草种类，主要有农作物秸杆和人工种植，天然青饲料．农作物秸杆主要有稻草、

玉米秸，豆类秸杆、麦秸、其他杂粮秸杆和藤叶等．根据粮食和农牧渔业部畜牧局的标准匡

算，1989年我省粮食作物秸杆总产量为2370万吨，除去用作燃料、造纸外约有711万吨作为

饲草被利用．约占总产量的30吻．人工种植青饲料主要有莨麻、牛皮菜、聚合草，竹叶菜、

包菜．白菜、萝卜，紫云英、红花苕子以及各种瓜菜等．目前，青饲料种植面积占不到耕地

总面积的1够．此外还有大量天然野生青饲料和水生植物可供利用．全省有野燕麦、狗牙

根、雀稗，野苜蓿、枸树叶、野苋菜毒水葫芦、水浮莲、水花生，聚合草等300多个品种，

分布面积广，数量大．很有开发利用值价．
。

我省草场质源也十分丰富，草场面积有7606万亩，但草场零散．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较

差．全省有5万亩以上的大草场136片，共有1142万亩，主要分布在大山区；1—2万亩的

成片草场842块，共1295万亩，主要分布在低山丘陵区．0．1—1万亩的草场2050块，共641

万亩；零星草场4528万亩，占草场总面积的60够．草场中植被十分丰富，植冲达923种，但

其中可食的占62够左右，可构成基础草料仅有80种左右，年平鲜草量为1200公斤／亩．据

1982年草场资源普查，匡算其理论载畜量为547．3万头．

’

第三章兽医组织机构

第一节 畜牧兽医行政系统
、

湖北省农牧业厅是全省畜牧兽医行政和业务领导机关，隶属于省人民政府，业务属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领导．省农牧业厅内设畜牧局，主管全省畜牧兽医业务．各地(市州)县

(市)农牧业(畜牧)局，分别隶属备行署(市、州)人民政府或市、县人民政府，业务由省

农牧业厅领导．各地(市，州)县(市)农牧业(畜牧)局内，设畜牧科(股)相畜牧兽医

站．各乡(镇)下设畜牧兽医站，属乡(镇)和县(市)农牧业(畜牧)局双重领导．业务

由县畜牧股或畜牧兽医站领导．见表3—1．此外，商业(食品)、外贸(畜产)、农垦、公

安系统的畜牧生产或畜禽及其产品的经营、检验单位也配备有畜牧兽医人员．分别隶属各主

管部门领导，见表3—2．

第二节 畜牧兽医技术力量

(一)全民机构及人员组成

全民畜牧兽医机构包括农业系统的省、地市、县畜牧局、科，股、畜牧兽医站、动物检

疫站、兽医药品管理所、家畜人工授精站，主要负责畜牧生产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进行

畜牧生产规划、检查、调查、统计和技术指导以及畜禽疫病防疫，检疫、实验诊断，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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