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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志所称“动物”，是指人工豢养的动物，包括：马、牛、驴、骡、骆驼、绵羊、山羊、猪、

鸡、鸭、鹅、鹿、驯鹿，还有兔、犬、猫、貂、貉、蜜蜂等。

二、本志所称“动物疫病”，是指传染病、寄生虫病，也包括部分中毒病和代谢病。

三、本志所统计资料的时间界限，上限自1949年，下限断于1989年底。凡引用1949

年前的历史资料，均标明具体年代。

四、本志所涉及的行政区划、地名及单位名称，凡1949年前的，均按原名称记述，原名

与现名称不同的，用括弧注明现名称；1949年后的区划、地名、单位，一律以现行名称记

述。

五、本志记述的内容，缺台湾省的资料；计划单列市、驻军、农牧场的资料，均统计在所

在省、市、自治区的资料内。

六、本志所指的畜禽发病率、死亡率，除典型调查数据外，均为各省、市、自治区统计的

畜禽发病撕亡数与该省i市÷軎治区的易感畜禽饲养量之比(饲养量包括存栏数、自食
数、出售数、死亡数)，不是发病数、死亡数与疫区的实际饲养量之比。因此，只表示某种疫

病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发病、死亡的升降情况。

七、本志所称“消灭、控制”的含义是

消灭：在全国范围内扑灭疫情后，再未发现临诊病畜，未查到病原；

控制：发生疫情，能够控制在原发病范围，就地扑灭。凡达到部级或省地方政府颁发的控

制、稳定控制区、净化区标准的，本志均标明达到标准的级别。 ，

八、列入本志章节的疫病，是在一定范围内发生、流行的疫病。对于只查到病原或血清

学检查有阳性反应的，又在省、市、自治区级以上杂志报道过的疫病，则编入本志。中国动

物传染病名录”。

九、列入本志章节的寄生虫病，是在较大范围内引起动物发病并造成一定损失的主要

寄生虫病。全国寄生虫区系普查发现的家畜家禽的其他寄生虫，则编入本志“中国动物主

要寄生虫名录”。

十、本志所称“多种动物共患病”，是指同一种病原引起两种以上动物发病的疫病。有

一些“多种动物共患病”主要危害某种动物，则按习惯分类，列入一种动物疫病章节。如新

城疫列入鸡病、羊牛的胃肠道线虫病列入羊病。

十一、本志所称“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十二习司翮稿宇。疫情现状—是指1987—1989年疫情情况。

十三、本志所涉及到的疫苗，仍沿用过去的疫苗、菌苗名称。

十四、本志资料系属内部资料，不得公开引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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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防制动物疫病工作十分重视。经过40年的努

力，消灭了牛瘟，控制了多种动物疫病，为保护畜牧业生产和人民身体健康，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

“七五”期间完成的“全国畜禽疫病普查”，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这是畜牧业生

产的一项重要基础建设，是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编写的《中国动物疫病志》，

是我国40年来动物疫病防制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建国后首次出版的一部重要兽医史志和

工具书，科学技术性、适用性强，可为各级领导在兽医宏观管理决策上提供科学依据，为从

事兽医工作的人员提供经验和借鉴，对于从事农业经济、科研、教育、综合部门工作的同

志，也是一本有益的参考书。尽管《疫病志》还不尽完善，但仍不失为我国第一部全国性动

物疫病防制史料和传诸后世的重要兽医文献。

希望广大兽医科技工作者能够借助《中国动物疫病志》，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等

综合手段预防和消灭动物疫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为农业现代化建设

做出更大贡献。

名∽



套士—上-
刖 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兽医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广大兽医工作者

在党的领导下，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从事动物疫病防制，经过几十年

的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保障畜牧业生产，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促进外贸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护人民身体健康，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了总结40年来动物疫病防制工作的经验，为畜牧业现代化建设和各级兽医管理部

门在动物疫病防制工作中进行有效的宏观决策和指导提供科学依据，“七五”期间，组织了

全国畜禽疫病普查，并由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组织编写《中国动物疫病志》一书。自1991年

4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抽调一批从事生产、科研、教学工作的兽医专家、教授和科技人员

组成了《中国动物疫病志》编写组，历时一年，三编其稿。此后，又经过全国畜禽疫病普查技 一

术领导小组、有关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和各省、市、自治区兽医工作的领导同志参加四审

其稿，反复修改，于1992年9月通过鉴定，完成了《中国动物疫病志》的编写工作。

《中国动物疫病志》是根据30个省、市、自治区的《畜禽疫病普查工作总结》(缺台湾

省)和全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编写的《畜禽疫病志》以及29个省、市、自治区建国40

年来动物疫病防制统计资料，并查阅了大量的兽医科研、教学资料，贯彻“国家修志、众手

修志”的精神，按照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进行编写。全书分概况、动物疫病防制、动物

传染病和寄生虫名录及附录四篇，共15章，约120万字。第一篇为概况，包括自然、地理、

畜牧业概况、兽医管理机构、动物疫病防制概况；第二篇为动物疫病防制，分九章，重点记

载了130种在我国曾经发生并造成一定危害的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主要中毒病、代谢

病的流行情况以及防制情况；第三篇为中国动物传染病和主要寄生虫名录；第四篇为附

录，包括，中国兽医事业大事记和全国畜禽疫病普查工作总结，另附动物疫情分布图、动物

疫病曲线图和表格。

本志反映了1949年以来我国动物疫病防制工作的巨大成就，总结了这一时期动物疫

病防制工作的基本经验，汇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图文并茂，是建 ．

国后第一部客观记载了我国40年来动物疫病防制实际的专著，是各级兽医管理部门、畜

牧兽医工作者回顾历史、指导现实、研究探索未来的重要参考书，具有资治、存史、借鉴的

重要价值。该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各省、市、自治区畜牧(农业、农牧)厅(局)、高等农业

院校、科研院所的大力支持，受到全国各级动物疫病防制机构和广大技术人员的关注，并

参照了国内许多兽医专家、教授、技术工作者的专著、论文，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志力求资料准确、数据可靠、文字精炼。但由于涉及面广，跨越年代长，难免有遗漏

或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199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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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况
第一章自然地理概况

第一节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位于北半球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太平洋的西岸，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

家，领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

辽阔的疆域，南北距离达5 500余公里，跨越了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

寒温带等6个温度带。东西相距约5 200公里，东西两端的时差在4小时以上。大陆海岸

线长达18 000多公里。陆地疆界长达22 800余公里，有15个国家与我国相邻：东北面有

朝鲜；北面有蒙古和俄罗斯；西北面有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西面和西南面有阿富

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南面有缅甸、老挝和越南。东面和东南面分别同韩

国、El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隔海相望。

我国近海面积达470多万平方公里。沿海岛屿有5 000多个，包括南海诸岛、台湾岛、

海南岛等，其中台湾岛是我国第一大岛。

我国辽阔的疆域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等各项事业，提供了

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地貌

一、西高东低的地势

我国地形复杂多样，有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地势总的趋势是西高东低，自西

向东逐渐下降，高低相差悬殊。最高点是位于中、尼边界的珠穆朗玛峰，海拔8 848．13米，

最低点是新疆的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整个地势从青藏高原向东逐级下降，构成三

个巨大的阶梯状斜面。最高的一级阶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由极高

山、高山和大高原组成，高原与巨大山脉间镶嵌着大大小小的湖泊、盆地和草场。这里主要

是牧区。越过青藏高原北缘的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东缘的岷山、横断山脉，地势迅

速下降到海拔1 oo卜2 000米左右，为第二级阶梯。在这一阶梯上分布着著名的三大盆地

和三大高原：三大盆地，即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三大高原，即内蒙古高原、

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这里主要是我国的农牧区。翻过第二阶梯东缘——大兴安岭、太行

山、巫山、武陵山、雪峰山一线，直至滨海，地势大部分已降到500米以下，为第三级阶梯。

在这一级阶梯上，自北向南分布有东北大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以南分布

lI’l’‘’。_．--。’‘}



———————]

着广阔的低山丘陵和一些规模较小的平原，其中最有名的是珠江三角洲。这一级阶梯区是

我国重要农业区。第三级阶梯以东，是大陆向海洋延伸的大陆架。

二、主要山地

我国山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山脉纵横，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

占全国总面积的74．8％，其中1 ooo一3 000米的占32％，3 000米以上的占25％。各山脉

有规律地分布排列，走向主要可分为四个系列。

(1)东西走向的山脉主要有三列：最北一列是天山一阴山；中间一列是昆仑山一秦岭；最南

一列是南岭。这些山脉都是我国地理上的重要分界线。阴山构成了内蒙古高原内外流域

的分界线，农业与牧业的分界线。天山是新疆南疆与北疆两大盆地的分界线。昆仑山是新

疆与西藏高原的分界线。秦岭是长江和黄河水系的分水岭，是我国东部亚热带与暖温带的

分界线，是湿润地区与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南岭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

(2)南北走向的山脉：纵贯我国中部，由北而南有贺兰山、六盘山和横断山脉。这是我国

东西之间的一条重要地貌分界线，线以西多为高山峻岭，线以东多为2000米以下的中低

山。

(3)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山脉也有三列；最西一列是大兴安岭一太行山一巫山一武陵山一雪峰

山；中间一列包括长自山一辽东丘陵一山东丘陵和闽、浙一带的低山丘陵；最东一列为台湾

山脉。 ．

(4)西北一东南走向的山脉多分布在西部。由北而南依次为阿尔泰山、祁连山、喀喇昆仑

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

三、四大高原

(1)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 000米以上，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其特点是高寒，但日照

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大致海拔在4 800米以下的地区，都可生长牧草，是我国的主要牧业

区之一。

(2)内蒙古高原，它的特点是起伏和缓，残丘、岗阜与宽展的“塔拉”错综分布，海拔

1 ooo一1 500米。本高原有广阔的草原，是我国的主要牧业区之一。同时境内广布沙漠或

沙地，沙漠面积占全国沙漠总面积的37．8％。

(3)黄土高原，位于太行山以西乌鞘岭以东，长城以南，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域，面积达58

万平方公里，海拔在1 ooo一1 500米之间。在这一区域内，约有30万平方公里的地面均为

黄土覆盖。黄土层厚度一般在50一80米，最厚的可达200米。这里土质疏松，沟壑纵横，

水土流失严重。

(4)云贵高原，低山丘陵与高原、盆地(坝子)穿插分布，是石灰岩地貌最发育的地区，平

均海拔1 ooo一2 000米。由于地处高温多雨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为农林牧业生产提供了

有利条件。

四、四大盆地

我国的大型盆地有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

塔里木盆地东西长1 50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

2 、



大的盆地。其中分布着我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最长的内流河——塔里木

河。塔里木盆地气候干燥，但多绿洲。绿洲主要分布在盆地西部，如喀什、莎车、阿克苏、和

田、库车，号称南疆五大绿洲。这里水草丰美、土壤肥沃，是南疆的主要农牧区。准噶尔盆

地，面积38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盆地。水分条件较好，植被和牧草较多，沿盆地北

部、西部和天山北麓分布着许多绿洲。盆地内的沙漠多为固定和半固定沙丘，是冬春季节

的主要放牧区。

柴达木盆地海拔2 600一3 000米，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内陆大

盆地。盆地水源主要是靠四周高山冰雪融水供给，同时地下水也很丰富，盆地东南部具有

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良好条件，也是我国主要牧区之一。盆地内矿产丰富，有“聚宝盆”之称，

其中以产盐最著名。四川盆地面积约18—20万平方公里，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地区，自然

条件好，物产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素有“天府之国”的称誉。

五、三大平原

我国的平原总面积约11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1％。主要分布在我

国东部地区，其中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这里地势平坦、水源丰富、气

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

东北平原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平原，包括三江平原和松辽平原，50％

以上的土地是肥沃的黑土，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华北平原面积约30万平方公

里，是我国第二大平原。主要是由黄河、淮河、海河等河流冲积而成。地势低平，大部分地

区海拔在50米以下。华北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棉产区，但区内多旱、涝、盐碱灾害。长江

中下游平原，与低山丘陵相间分布，平原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地势低平，河流纵横交错，

湖泊星罗棋布，号称“鱼米之乡”，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和淡水鱼产区。

除上述三大平原之外，我国还有珠江三角洲平原、河套平原、银川平原、渭河平原、成

都平原、潮汕平原、台(湾)西(部)平原等平原，它们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

一、气候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气候

1．季风气候显著我国因地处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和太平洋的西岸，受海陆的影响，

季风气候显著，东半部——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一线以东以南

的地区为季风区。夏季多偏南风，温暖湿润；冬季多偏北风，寒冷干燥。

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雨热同季，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条件。

2．大陆性气候强烈我国冬季风强烈，冬夏温差很大，即气温具有显著的年较差，冬

冷夏热。据统计，南方气温年较差一般为lo一25℃，北方在30"C以上。气温的日较差也很

悬殊。因此，我国具有大陆性气候特点。

3．气候复杂多样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受海陆的影响都很深，因而气候也复杂

样。首先，有季风区和非季风区之分。其次，按温度带分，从南到北有热带、亚热带、暖温

、寒温带和青藏高寒区。再则，按水分分，从东到西有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四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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