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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主寺

改良配种点

兽医在进行生猪预防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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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树乡畜牧磐医站

兽医在进行市场肉食榆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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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县畜牧志》’编撰领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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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关于《鲁甸县畜牧志》的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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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县畜牧志》编写组：v 1： ·一 ‘。． ：J

，· 。，你们于】993年9月报送的《鲁甸县畜牧志》定、． (
． 稿本，委托县志副主编晏权进行全面审定，于1 993 t

年11月14日完成，审批意见如下： ： 7．
，

． 《鲁甸县畜牧志》在县畜牧站领导的重视和直接 ，

领导下，于1989年5月成立领导组和确定主编。
1990年5月30日完成初稿，10月完成送审稿。 ：
1．992年1月28日。召开有地区农牧局．地区畜牧 ．、 ：l
站，县农牧局、县志办，宣传部、科委等部门人员
参加的评审会议．经过一年多的修改，1 993年9月， ： ，：
完成修改，报县志办审定，又提出修改意见、进行 ，

， 修改，于11月最后定稿。全志指导思想正确，。资料 、，‘ {
-一翔实，全面反映了鲁甸畜牧事业的发展全貌，符合

“

志书体例，语体规范，数字，计量，纪年的用法符
～ 合国家有关出版规定，同意出版、印刷、发行：请

畜牧站领导批准，并拨出必要经费及早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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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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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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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倾满腔热血，费移山之力，“众志成城。
。’， -鲁邑之内，，新编方志已洋洋数百万言，其间’．

’ 甘苦，自不待言。 。j。， 、_， 。．?

，

一

’

受鲁甸县志总纂委员会委托，总纂室配
． 合部门审定各自专志，并将专志纳入。鲁甸县
’． 地方志丛书。，以经世致用。’县志副主编晏

权；与各专志编修部门反复切磋，。十年一 ～，

剑”，各分志将陆续刊印'-二令人欣慰。． i

- 倡导、主持、实施这项千秋伟业的人
． 们，必将业垂青史，功德无量。 一。 。

“。’’ 特以陋文，’彰昭读者；、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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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上对祖
．·先，下对子孙和服务当代的大事．专业志的编纂更．

具承先启后，既往开来之现实深远意义，是历史赋
予我们的一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鲁甸县畜牧志》

的编写工作，’是根据县政府的统一安排，在地方志 ．

编纂委员会指导下进行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县统
- 计局．县档案馆．地区农牧局、地区地方志办公

室、地区种畜场和本局拖麻马场等单位的支持和协
助，’由县畜牧兽医站《鲁甸县畜牧志》编写领导小
组及主编陈敏凡同志完成的． ，

．；．．

一 《鲁甸县畜牧志》是在新形式下，以尊重客观实 。。

． 际为准则。通过查阅档案资料，，走访调查，博采广．
‘

征，去伪存真，并注重了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
相统一，力求全面反映本县畜牧业的今昔史实的旨
V意编写的专业志． ．

，
一

由于历史原因，我县过去从未编纂过畜牧志，
， 而且有关我县畜牧业的历史记载资料甚少，客观上。，1

就给我县首次编纂畜牧志带来了很大难度，加之编
纂人员缺乏史料编纂专业志技能，纯属干中学，故

‘’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鉴谅。并请各界人士
和同行批评指教! ．

’

．，、 ·．

借此《鲁甸县畜牧志》问世之际，谨向给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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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县畜牧志》编纂支持的晏权．邬永飞、熊惠
芬，丁文耀、马本义，马克仙．李明．张荣才，朴

?兴发，饶绍奎，李国义、郭福宗、向正益及指导协

助的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哥 √～
·‘

冉．：。 ’ ，：·’ 一：， ·一 ；’

：。，_．．，

鲁甸县农牧局 ．卢传义一。

鲁甸县畜牧兽医站‘保‘剑
·九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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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客观地记述鲁甸县畜牧兽
医事业的发展．

。

．
。 j

。本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立足当代，着重反 l
映鲁甸县畜牧兽医事业的状况，全面记述鲁甸县畜

‘

j
牧兽医事业的发展全貌，体现其客观规律性． 。

、 《
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录等四种体裁，以 j

志为主，表格穿插有关章节中。 。 {
本志用章节体，内设概述，大事记、沿革，畜 2

牧资源、饲养，疫病防治．畜牧科技，人物，附录’。 {
等六章二十七节，共十二万余字．

。

{
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7本志中有关纪年、数 ‘l

字，计量、名称，均按国家有关出版物规定． ．

。 j
。 本志的资料数据源于统计局，农牧局，县委档 ，． ．．1
案馆，‘县畜牧兽医站，地区种畜场，拖麻种马场等 1
单位，力求数据口径统一．志书中一般不注明出 j
处。 ．

+。 i
．． ，。I

本志尽量上朔古代，下限至1988年末。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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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5)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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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_章．沿革⋯⋯⋯⋯⋯⋯⋯⋯??⋯⋯⋯(12)
。．

。 第一节 鲁甸县畜牧兽医站··；⋯⋯⋯ (1 2)
‘

’第二节 昭通地区种畜场⋯⋯⋯⋯⋯，(1 5)

．；，第三节．场站⋯⋯⋯⋯⋯⋯⋯⋯⋯⋯·’(16)
7． 一、一拖麻种马场·一⋯⋯⋯⋯⋯⋯” (16) ．

‘

二、土主寺配种改良点⋯⋯⋯⋯⋯ (1 8)． ．

“三，龙树乡畜牧兽医站IOOOOOOOO OOOOOO (19)

t+，。四、桃源乡畜牧兽医站⋯⋯⋯⋯⋯ (20)

1五，大水井乡畜牧兽医站⋯⋯j⋯” (20) --

。

六，水磨乡畜牧兽医站⋯⋯⋯⋯⋯ (22) 。

一

。 ．?七、梭山乡畜牧兽医站：oeooeoooooooooD (23) ．．，．。

I
’

?八，一乐红乡畜牧兽医站⋯”：⋯⋯⋯．(23)。

I- ，’． ，九，”龙头山乡畜牧兽医站⋯⋯⋯⋯ (24)
‘

I 。， 十、-。卜寨乡畜牧兽医站⋯⋯⋯⋯二：· (25) ．。

I 。 十一，火德红乡畜牧兽医站⋯⋯⋯ (25)

I‘， 第二章 畜牧资源⋯⋯⋯⋯⋯⋯⋯：⋯⋯·· (27)

『
‘

，第一节 家畜品种⋯⋯⋯⋯⋯⋯⋯⋯ (27) ，

，． 二，猪⋯⋯⋯⋯⋯⋯⋯⋯⋯⋯⋯⋯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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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牛⋯⋯?⋯¨⋯⋯⋯⋯⋯⋯⋯⋯ (32) ，

， 四，羊·””·“····t····：·“”⋯··⋯⋯··(34)
： 五、兔⋯⋯⋯⋯⋯⋯二⋯⋯”⋯⋯⋯ (38)

’

六，蜂·”···⋯⋯⋯·”·”······⋯⋯··· (38) ≯

L’

第二节 家禽品种⋯⋯⋯⋯⋯⋯⋯⋯ (39) ．

， ，；一．鸡⋯···”·-”··?”·····⋯⋯“·”·⋯．(39)．
+

? 二、鸭·······”-”⋯···⋯⋯····”·””· (40)。

三．鹅⋯⋯⋯⋯⋯⋯⋯⋯”·⋯⋯⋯ (41)

． t第三节 草山资源。⋯⋯⋯⋯⋯⋯⋯⋯‘(41)

第三章。饲养⋯⋯⋯⋯⋯⋯⋯⋯⋯⋯”(43)
，：，第一节 饲料。⋯⋯··?⋯．．．⋯⋯⋯⋯⋯，(43)。

一：：第二节·．饲养量一⋯⋯⋯⋯⋯⋯⋯⋯·；．(46)-

一．。一。．猪的饲养·⋯⋯⋯⋯⋯⋯⋯⋯⋯(50)、
‘； 二．马的饲养“⋯．．．二⋯·『．．⋯．．，⋯·。(51)．
： 三，。牛的饲养．⋯⋯．．，?⋯⋯⋯⋯⋯。(53)

。，，m+四，车的饲养’⋯．．．⋯⋯”^⋯⋯⋯” (54) ：

’j一 五．兔的饲养，⋯⋯⋯⋯⋯⋯⋯⋯ (56)
。

． ⋯六、养’蜂⋯⋯⋯⋯··：?⋯⋯⋯⋯” (57)

j’二。“七、家禽的饲养⋯_⋯⋯⋯：⋯⋯．．，(57)』‘ 。

第四章，防疫治痔⋯⋯!⋯⋯⋯·一⋯⋯⋯”(67)
√第一节，防疫．“⋯⋯⋯⋯⋯⋯⋯⋯ (67)7 ．

～

第二节．。治镝一⋯⋯⋯．．．⋯⋯⋯⋯·· (71)

．·

。

一，一，一-传染病’7⋯⋯，⋯”．-．⋯⋯⋯⋯· (72) “

，二，寄生虫病·‘⋯⋯⋯⋯⋯·’⋯“．(84) 。‘

一 i三、常见病的治疗二；⋯⋯⋯⋯·：：··：(99)
’

．’第三节。市场检疫⋯⋯⋯一一⋯⋯⋯，(105)
。一、。．．，·一、市场价格的演变⋯⋯⋯⋯⋯⋯(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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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收⋯⋯⋯⋯⋯⋯⋯⋯⋯⋯

鼍。 · ，．‘三、市场检疫⋯⋯⋯⋯⋯⋯⋯⋯‘

．四、兽药管理⋯⋯⋯⋯⋯⋯⋯⋯

‘ 第五章 畜牧科技⋯⋯⋯⋯⋯⋯⋯⋯-⋯一

第一节 家畜改良⋯⋯⋯⋯⋯⋯⋯⋯

一，绵羊改良⋯⋯⋯⋯⋯⋯⋯⋯
}“

、

二、猪的改良⋯⋯⋯j⋯⋯⋯⋯“

三．’’马的改良⋯⋯⋯⋯⋯⋯⋯⋯
’

‘“

四、黄牛改良⋯⋯⋯⋯⋯⋯⋯⋯
．

‘j’ ?五、黄牛冻精改良⋯⋯⋯⋯⋯⋯
，

， 六、鸡的改良⋯⋯⋯⋯⋯⋯⋯⋯

第二节动物药材开发⋯⋯⋯⋯⋯⋯

I ． 。。第三节草山建设⋯⋯⋯⋯⋯⋯⋯⋯
， 一．人工种草⋯⋯⋯⋯⋯⋯⋯⋯

‘‘ j 二．飞播牧草·⋯⋯⋯⋯⋯⋯⋯”

I 第四节 畜牧业区划······““·····”····

1 第五节基地建设⋯⋯⋯⋯⋯⋯⋯⋯

I 一，绵羊基地⋯⋯⋯⋯⋯⋯⋯⋯

I
。

二，生猪基地⋯⋯⋯⋯⋯⋯⋯⋯

I i 。第六章 管．理⋯⋯⋯⋯⋯⋯⋯⋯⋯⋯

：‘? 、第一节 财务⋯⋯⋯⋯⋯⋯⋯⋯⋯⋯

I”， ，。． 第二节 生产⋯⋯⋯⋯⋯⋯⋯⋯⋯⋯

l ， 第三节技术⋯⋯⋯⋯⋯⋯⋯⋯⋯⋯

f·。 人 物一⋯⋯⋯⋯j⋯⋯⋯⋯⋯⋯⋯”⋯“
1．j—I特 录”·“·-·-·一”··一·······”·”····”·““·

‘ ● '

。 修志始末⋯⋯⋯⋯⋯⋯⋯⋯⋯⋯⋯⋯⋯⋯(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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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个农业合作社．1 1988年末总人口283489人．

县人民政府驻文屏镇。距昭通地区行署27公里，一距
省会昆明447公里。．．

。

一 ，，一 ；

古代，鲁甸境内有朱提山，因产银出名，称朱

提银．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置朱提县．
属犍为郡；建安二十年(21 5)蜀设朱提郡，．均以朱

提山命名。西汉至隋代屑犍为郡朱提县，朱提郡朱
提县地。唐南诏、宋大理时为乌蒙部地。元属乌撒
乌蒙宣慰司乌蒙路地；明属四川乌蒙军民府：其间
鲁甸均称小乌蒙．清雍正五年(1727)改土归流，
设古寨巡检司。改隶云南；雍正九年(1731)修筑
鲁甸城，设鲁甸厅。’属昭通府．-民国2年(1 913)

改厅为鲁甸县，属滇中道，裁道后，．直隶云南省

府；．后属昭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0年后，属昭

通专员公署(后改称昭通地区行政公署)．1958年

11月并入昭通县；1962年1 0月恢复鲁旬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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