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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畜禽疫病志》，是在农牧渔业部的统一部署下，由湖南省畜禽疫病普查领导小

组负责牵头，省畜牧兽医总站具体组织全省地(州、市)、县以及部分乡畜牧兽医站的同志，

对我省各地畜禽疫病的流行情况和防治经验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又查阅了

历年的档案、资料、文献等。最后，由编写人员联合编纂的。 -- 。

本志按照详近略远、详重点略一般的原则，上限起自1949年，下限断于1989年，个别情

况适当上溯和下延，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湖南省畜禽疫病的历史和现状，着重记述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省广大兽医人员在科研、教学单位专家的帮助配合下，防治畜禽疫病

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本志分两篇，第一篇为概况，包括自然地理概况、畜牧业经济概

。况、兽医组织机构和畜禽疫病防治概况I第二篇为畜禽疫病与防治，记载畜禽主要疫病88种，

其中传染病62种、寄生虫病25种、中毒病7。种、未定性病4种。共30余万字。

本志记载的畜禽疫情，属于国家机密材料。因此本志只能在内部有限量的发行，，请各单

位指定专人保管。畜牧兽医部门内部记述本省畜禽疫病情况时，可以本资料为依据。

联湖南省畜禽疫病志》是全省兽医人员共同努力、辛勤劳动的结果。1987'年以来，全省

先后参加畜禽疫病普查的有18600多人，经费开支达200余万元。在调查和编印过程中，得到

了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基层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在此我们向所有为本志调查、编写、

摄影、审稿、提供资料以及给予支持帮助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志在编纂中，力求资料可靠，文字准确，但由于年代久远，涉及面广，有的病例的统

计数字显然是很不完全的，加之我们的水平所限，遗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行及

读者批评指正。

郭劲军

1990年8月

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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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地理概况

第一节基本情况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南部，秦岭以南，南岭山脉以北，地处北纬24。39t～300087，东经

108 0477～114 0157之间。省界东临江西，南连广东、广西，‘西接贵州、四川，北与湖北接

壤；东西宽约660公里，南北长约770公里，土地总面积为21．18万平方公里(约3．1775亿亩>，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2％。境，内山多平地少，山丘面积达2．2522亿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7 O．88％，耕地4977．23万亩，。占15．7％，江湖水库面积2060万亩，占6．48％，俗称“七山一

水二份田”。

全省行政区划分为14个市、地、州，即：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衡阳市、邵阳市、

岳阳市、常德市、大庸市、娄底地区、益阳地区、零陵地区、郴州地区、怀化地区和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共辖108个县(市、郊)。境内居住着汉、苗、土家、倜、瑶、回、壮等

40个民族。1988年，全省总人口为5915．6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035万人，约占85％。农业

劳动力为2107万人，其中，牧业劳动力279万人。t-， ．‘

’，

第二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

湖南境内地形复杂，1l—I地、丘陵、平原、盆地兼而有之。全省地势向北倾斜而又西高子

东，东南西三面环山，中为丘陵盆地，北有洞庭湖平原，形成一个朝北开口的“马蹄形"地

貌。山区海拔多在1000米左右，属中山地貌，丘陵多在海拔500--一200米以下，平原多在海拔

50米以下。 i‘

本省河网稠密，．地表水系完整，并具有水量较大，水力较富，冬不结冰的特点。共有大

小溪河5841条。其中，长度5公里以上的河流5341条，总长度为9万公里，河川年径流总量

为2085亿立方米。主要河流为湘、资、沅、澧四水，流域面积22万多平方公里，其中，80％

在本省境内。各河中上游经东、南、西三面的山丘峡谷汇注于北面洞庭湖，形成一个完整的

向心状水系，范及全省各地。 7．
‘，

。’-

，

境内湖?自水库繁多。天然湖泊面积为2691平方公里。其中，东洞庭湖1328平方公里，南

洞庭湖920平方公里，目平湖349平方公里，七里湖94平方公里。境内共有水库12722座，库

容量为157．02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在I亿立方米以上有11座；中型水库(1000万～1亿

立方米)221座；小型水库(10TY～1000万立方米)12490座。全省水力资源蕴藏量为1532．45

万千瓦，可开发量为1083．84万千瓦。淡水总面积为2030．64万亩，可养殖水面为520万亩。

从全省而言，各饮水系的水质均符合卫生标准。1PH值在6．5～8之间，矿物质含量也符

合人畜生理要求。但少数地方的饮水矿物质含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如湖南部分山地缺碘严

重，饮用水需加碘予以补充。 、

湖南属于中亚热带东部湿润季风气候，具有“气候温和，一四季分明，热量充足，雨量集

中，春温多变，夏秋多早；严寒期短，暑热期长"的特点，为多种动植物生长、繁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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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优越的水热条件。年平均气温在16～18。C之间，南部高于北部，东部高于西部，东南部高

于西北部，一般温差在1．5"-'2 oC之间。在同一个区域内，平原、盆地比丘陵、山地高1～2℃

或更高。以1月份最冷，平蚜气温在4—7℃。t最低气温一般低于一6℃，极端最低气温出

现过一18。C(北部临湘县)。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6．5～30℃，最高气温在38。C以上，极端

最高气温出现过43。C(长沙、益阳、零陵等县)。积温、日平均气温>／10℃的持续日期，在

南部为250---,260天，其他地区为240A-,250天。起止日期，一般为3月中下旬至11月上旬。≥

10℃的活动积温为5000～5800℃，以衡阳盆地和新田、宁远、道县一带较高，可达5600-'-,

5800℃，面西部安化等地仅5000～5200℃。1无霜期，北部和南部分别在260和310天左右，南

北相差50天上下，湘东和湘西分别为294和285天，东西相差lO天左右，植物几乎可以全年生

长。
⋯

：． i

境内降水量与气温同步，雨量充沛，为全国雨水较多的省份之一，年降水量在1200,一

1700毫米之间，降水量的空间差异形成多雨区和少雨区。雪峰山北麓、东南部山地和东部的

幕阜山、九岭山一带为多雨区，年降雨量一般在1400"-'1700毫米之间，北部滨湖区、衡邵盆

地和西部边远区为少雨区，年降水量在1200一v1300毫米之间。总的规律是湘南多于湘北，湘

东多于湘西，’山区多于平丘区。降水量的时间差异形成雨季和旱季。各地降水量以12月至次

年1月最少，月平均不超过60毫米，5～6月降水量最多，月平均可达200毫米以上。雨季

常年在5～6月，南早北迟，雨量多丽强大。除山区外，旱季一般在7～9月，月平均降雨

量为100毫米左右。中部丘陵盆地不到100毫米，容易发生早象。‘全省年蒸发量在1000"'1700

毫米之间，蒸发量总趋势受温度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的不同，蒸发量有很大的

地域性差异。总的规律是东都大予西部，南部大予托部i湘西托和湘西南山区最小，年蒸发

量不足1200毫米，而湘中、湘东和南部丘陵平原区，年蒸发量都在1400毫米以上。境内多年

平均日照时数在1300--'1800小时之间，是全国日照较少韵地区之一。由于地理纬度较低，太

阳辐射较强，全年总辐射量在89。--110千卡／厘米2之间。湘江流域及洞庭沏地区的全年太阳

辑射量最大，湘西北较小i ：一

一 一

湖南省的灾害性天气较多。冰冻期一般从11月下旬开始至次年3月才结束。每3～5年出

现一次，强冰冻7—8年一遇，主要出现在1～2月，以2月最多，冰冻的地区分布，高

山多子平丘，地势越高，冰冻越重，持续时间越长。全省出现冰冻的机率以湘西和湘东南山

地最多，湘南和湘西北最少。湘北和湘江河谷，冰空气团首当其冲，且较深厚，因此，气温

低，冰冻大，所发生的冻害较严重。春天，湖南是冷暖气流相互交替的过渡地带，冷空气括

动频繁，造成长期持续的低温阴雨天气。秋天，第一次强冷空气侵入江南，常常带来秋寒天

气。每年9月中下旬，寒露风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湘西9月中旬：湘中9月下旬、湘南出现

在9月底。夏季，多为较低纬度海洋暖气团所盘踞，温度高而湿度大，且受到副热带高压控

镪、海洋暖气团的轴线常稳定在湘中一带，受其下沉气流影响，气候炎热干燥，雨量不足400

毫米，远比蒸发量小、加之丘岗广布，-森林覆盖率低，‘蓄水保水能力差，故伏早、秋旱或伏

秋连早时有发生。湘中丘陵地区，特别是衡邵盆地干旱发生频率高，索有“干旱走廊，，之

称。湘西及其他山地旱情较轻，洞庭湖区及“四水势河谷，雨量虽然较少，但水利条件好。

暴雨造成的洪涝是湖南又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春夏之交，大雨、暴雨频繁，大量降

水，倾流不及，山区易造成山洪暴发，江河湖泊，易泛滥成灾。3"-'11月均可发生洪涝，大

部分地区集中在4～6月。洪涝出现的地理分布与雨带移动密切相关。3～4月，洪涝多在

湘南。5月雨量增加，洪涝增多，主要出现在湘西北。洞庭湖洪水，一方面由于与本省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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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另一方面与长江西水相连，因此，在夏末秋初，长江洪峰顶托四水，常造成湖区外洪

内渍局面。常年4～9月易出现先渍后早，北渍南旱，以致大溃大早的局面。由于上述降

雨，径流时空分布不均，导致早、涝在本省交替发生，遍及全省各地，给农牧业生产和人民

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冰雹也是本省常见的灾害性天气，几乎年年都有发生。平均每年2～3次，个别年份可

出现4～5次，常年2～5月容易出现冰雹。冰雹的地理分布较广，以湘中和湘西南为多雹

区(含娄底地区大部、邵阳市大部、零陵地区北部、衡阳市西部、怀化地区大部、湘西自治

州南部和宁乡、长沙、湘潭、株渊等县)。冰雹出现时间，平原、丘陵以中午前后最多，山

区以后半夜出现最多。冰雹发生的范围虽小，时间虽短，但它来时突然，并伴随雷雨大风，

不易防御，故往往造成严重灾害，甚至危及人畜生命。

第三节 土壤植被

湖南土壤类型属中亚热带气候红黄壤带，共分潮土、红壤、黄壤、黑色石灰土和水稻土

5大类。潮土面积为416．7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1．31％，分布于洞庭湖平原和湘、资、沅、

澧四水和汩罗江、新墙河及其大小支流沿岸的冲积平原与河谷阶地，以常德、益阳两个地

区及岳阳市较为集中，其他地、市多沿河作片状或带状分布。潮土是本省肥沃土壤之一，土

层深厚，养分含量丰富。红壤是本省主要地带性土壤，面积为12955．80万亩，占土地总面积

40．7．7％，分布面广，南沿五岭山北麓，北至洞庭湖滨，东起罗霄山西麓，西至雪峰山山麓

东西两侧，湘西自治州云贵高原边缘部分地区也有分布。红壤瘠薄，养分含量低。黄壤面积

为3159．5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9．94％，是本省垂直带谱上的主要土壤类型，广泛分布于

湘南、湘西和湘西北各县的中低山地区。黄壤一般比较湿润，有机质含量较高。黑色石灰土

面积935．66万亩，占土壤总面积的2．94％。分布于石灰岩的山丘区，常见于石山顶部、岩隙

或谷地的低平处。该类土壤粘性重，保水性能差，有机质与无机质养料一般高。水稻土面积

4133．65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3．01％。从海拔2t米的湖滨至1500米的山区都有分布。该类

土有机质积累少，复盐基作用弱。

湖南的植物区系成分复杂。据统计，高等植物有244科、1088属、4005种。其中，热带

属计481属，亚热带属计225属，温带属计297属，世界广布属计85属。饲用植物137科，775

种。有毒植物16科33种，有害植物14科47种。常见的有毒植物毛莨，含有白头翁毒素，能引

起胃肠炎及中毒症状，分布在低洼潮湿处，羊踯躅能使牲畜中毒致死，常分布在丘陵山区，

有害植物十大功劳和黄茅，能损坏牲畜的皮毛，降低其经济价值。前者可分布予海拔800米

以上的山地，后者多分布于海拔5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这些有毒有害植物，常与可食植物

混杂，使放牧牲畜误食而遭受毒害。

湖南的天然草地共有9559)‘j"亩，草地类型分为疏林类草地、林问类草地、灌丛类草地、

瘴木林类草地、草丛类草地、农林隙闲地类草地和草甸类草地7大类，亩均鲜草572"、'1681

公斤，草地载畜能力可达704万个牛单位，载畜潜力为288万个牛单位。近些年来，大力开发

草地资源，已建立人工草地50万亩，亩均鲜草产量达2500公l子。如果能将天然草地都改良为

人工草地，全省草地的载畜能力将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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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交通运输

湖南省的交通十分发达，历史上有南北东西的驿遘之称。水陆运输都很方便。现已逐步

形成了比较均匀的交通网。

一、铁路

1988年全省通车里程为2859公里。省内主要铁路线有京广线羊楼司一广东坪石段长5931

公里，湘黔线株洲一新晃大龙馒段长544．2公里；湘赣线株洲一江西老关段长67公里}枝柳

线界溪河～牙顿谚段长572公里；湘桂线衡阳～东安紫溪段长190公里；湘东线醴陵一茶陵清

水长128公里；娄邵线娄底一邵阳长97．8公里。另外有韶山、资许支线，还有地方窄轴铁路

全长共265．6公里。衡广复线全长507公里，湖南境内为198．5公里和郴州到韶关区段的电气

化铁路长155。8公里，其中湖南境内64．2公里，已手1988年11月建成通车。从此京广复线全

线贯通，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量。

=、公路。

．～全省公路四通八达，以长沙、常德、衡阳、邵阳、怀化、冷水滩为枢纽与省内各地构成

公路网，并有20多条公路与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江西、湖北等省区相通。1985年全省

公路里程56002公里，其中干线公路11280公里。全省3457个乡(镇)通公路的占98％以上，。，

通客车盼占90％以上。

i。．圣-、水路
。

“1985年全省通航的内河航道10164公里。全省有湘、资、沅、澧四大河，形成“四水’，．

一湖即以洞庭湖为中心，联系城镇交通枢纽，沟通城乡的航道网。现有航道285条，通航’里

程为10181公里，其中主要的河流56条，6721公里。全省年吞吐量在10万吨以上的港口有7’O个，

其咿吞吐量在100万吨以上的港口有长沙、常德、益阳、津市、岳阳城陵矶、衡阳、株洲等。!
。 四÷航空

在长沙设有民航管理局。有定期班机飞往北京、广州、武汉、郑州、西安、兰州、上海、

南京、杭州j成都j重庆。有时还飞往沈阳、天津、昆明和桂林等。自1989年下半年以来，又先

后开通了长沙刘福州、厦门、青岛、太原，合肥的航线。这样长沙和全国各省已沟通空运。

}990．年6月又开通了长沙到香港的直通包机，从此沟通了全省通往世界各国的国际航线。

第五节 自然疫源地

湖南自然疫源地广且较为复杂，自然疫源性疾病种类较多，主要有炭疽病、El本血吸虫

癔、一狂犬藏二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焦虫病等。
一、1炭痘疫源地

湖南是炭疽病重疫区。因过去人畜患炭疽病死亡的尸体处理不当，炭疽杆菌形成有强大

抵撬力静芽胞污染土壤、尊地、水源等，成为长久性疫源地。常因挖掘或洪水冲刷此病死毒

的人畜墓穴，造成本病发生或流行。如临湘县江南乡'1975年来多渗发病，蠢其原因是修永秘
时挖出1946年因炭疽病死的2具尸骨引起的，1975年岳阳县广兴州乡发生炭疽病，是湖北省

监秘县因洪水冲屦]1970年炭痘病死牛穴地引起的。
。

=、日本血吸虫病疫源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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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内洞庭湖区是本病的疫区。中问宿主为钉螺。人畜及其他动物均可成为终末宿主。据

1980年省畜牧兽医总站对汉寿县酉港乡沿湖8：村的调查，水牛的感染率为3．46％，居民感染

率为3．09％。同时先后捕捉猪獾7只、黄鼬6只、野狗1只、香狸猫1只、野猫2只、沟鼠

45只、东方田鼠579只，经检查均未查到日本血吸虫成虫。省血防所曾对东方田鼠做了日本血

吸虫尾蚴人工感染试验，也未见发病。

三、狂犬病疫源地

湖南动物狂犬病年年发生，犬发病最多，猪、水牛、黄牛、奶牛、山羊、猫和兔均有发

病的报告。据1971,--'1989年统计，发病死亡犬21326只。湖南民间常年养犬达230万只，成为

狂犬病最重要的传染源和贮存宿主。其次，家猫和野生啮]}jI亍类动物以及蝙蝙等，也是本病发

生不可忽视的因素。

四、钩端螺旋体情疫源地 一

湖南自1958年对本病作出病原与血清学诊断后，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共调查了10余种动

物，发现鼠、食虫目髓黯等野生动物为钩端螺旋体病的重要贮存宿主。调查鼠类动物9023只，

阳性鼠929只，平均带菌为lO．30％，常带菌的有黑线姬鼠、拟家鼠(罗赛鼠)、东方田鼠、

黄胸鼠、褐家鼠、小家鼠、青毛巨鼠、黑家鼠、社鼠、棍棒鼷鼠、针毛鼠、大足鼠。食虫目

动物有水鼢黯、臭鼬、麝鼬和蹼麝鼬也分离出本菌。湖南省内山区黑线姬鼠占鼠类68％，带

菌率最高。湘潭、株洲地区罗赛鼠占鼠类的70％。益阳、岳阳地区东方田鼠占鼠类的60～

90％。调查证明，犬、猪、牛等家畜也是本病的重要贮存宿主。

五、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疫源地

50年代初长沙乙脑研究中心从病死者脑组织分离到乙脑病毒后，相继又从猪和三带喙摩

蚊中分离出乙脑病毒。据研究认为：猪是乙脑重要的贮存宿主，蚊虫是重要的传播媒介，也

可能是宿主。

六、牛焦虫病疫源地

湖南本病发生较普遍，并已证实其传播者主要是硬蟀类的扇头蜱，生活在草地、灌木丛

中，可达一年以上。在海拔1700多米的南山牧场有大量蜱类存在，寄生在牛体表，少则几十

只，多则400余只。

第六节环境污染情况

一、水质污染

湖南省地表水、地下水资源丰富，加之天然水质较好，为人民生活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创

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由于多年来工厂废水未经处理而直接排放，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

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等，造成局部水质污染严重。

据沿江湖77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共有2456个污染源，其中重要污染源(日废水量

大于5000H屯)149个。濒临湘江的株洲、湘潭、长沙三市，工矿企业每年向湘江排放废水达6．9

亿吨，其中有毒废水达1。9亿吨，占废水总量的27％。这些废水中含有酚、砷、铬、镉、汞、

氰化物、硫化物、氟化物、有机磷等三十余种有毒物质。据检测湘江水系水体中的五项毒物

(酚、氰化物、汞、砷、六价铬)的量，酚和汞是湘江干流的主要污染物，其中株洲河段酚

的最大检出值为0．056毫克／升，超标4．6倍；衡山水文站和湘潭河段，汞的最大检出值分别

为0．0050和0．004毫克／升，分别超标4．o和3．o倍；长沙河段检出值减小。



1976～1980年据97个县(市)的调查，有机氮、有机磷农药五年平均使用量为13．5万

吨，每亩平均用量为2．64公斤，为全国之冠。每年还施用1000多吨五氯酚钠等血防药物。这

些农药、消毒药使用后，大部分转入水体，污染江河、湖泊的水质，又通过饮水和食物链，

进入动物体内，危及人畜健康。

城市生活污水也是污染水质的原因之一。城市人口众多，排放出来的生活污水、粪便和

固体垃圾，往往随工业废水经下水道排入水体，可使水域发黑变臭，导致鱼类及其它水生生

物的死亡。全省非农业人口约800万，按0．12吨／人·日的标准估算，日用水量为96万吨，排

放污水量按用水量的九折计算为86．4万吨／日。

=、±壤污染

近年因工矿“三废"排放和化学农药的施用量增加，对土壤、水体和整个生物圈的破

坏日趋严重。全省厂矿企业每年约有24亿吨工业废水和1000多万吨工业废渣，大部分未经处

理就排入江河湖泊，造成土壤和水体的严重污染。湘江河水中五项毒物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标

准，致使湘江中下游的稻谷、鱼类含毒量也因此超过国家的食用指标。临武县共有选矿厂9

个，每日排放污水和尾砂水1775"～2275吨，使矿区附近的农村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污染严

重。据普查全县矿毒田11385亩，占稻田面积的5．48％，矿毒田铅的含量为0．15,---,0．5％，

锌为0．02～o．1％，钨为0．05～o．07％，砷为0．004---,0．15％，大大超过一般正常土壤的含

量。郴县仰天湖牧场因农民在山上炼砒霜，造成1000多亩草场不能利用。这些都直接影响了

农牧业生产。

三、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主要是工业废气造成的。据统计全省共有企业2万多个，每年排放废气1000多

亿标立方米。以郴州地区为例，1989年全区废气排放量为157．7亿标立方米，其中燃料废气

占80．04％，废气中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铝较多。由于废气排放严重，导致部分

地方下“酸雨”，郴州市、鲤鱼江、汝城、桂阳城郊等地“酸雨’’频率达30％，“酸雨"PH

值平均为4．9。又据邵阳县环保局的资料，1986年对30个污染较严重的企业调查统计，每年排

放的工业废气有3．18亿标立方米，其中，工艺废气685．57万标立方米，燃料废气3111．81万

标立方米，废气中含有毒物质总量为5292．4吨，严重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四、病死畜禽对环境的污染

病死畜禽对环境的污染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各畜禽饲养单位、屠宰加工厂、交通要

道、交易市场等地，常因病、死畜禽处理不当，造成病源扩散和环境污染。

全省洞庭湖区现有日本血吸虫疫区县(市、场)24个，下湖活动的耕牛、生猪、羊、犬

等动物50余万头，阳性病畜6．57Y头，每天有数以百吨的阳性畜粪排放到湖洲上，成为血吸

虫病的重要传染源。

湖南首发猪传染性水泡病例(1966)和猪口蹄疫病例(1976)，经查明均为京广运输线上

列车在长沙五里牌站卸病猪，因处理不当，引起疫情爆发。

屠宰加工的污水处理不严也导致疫情发生。1982年郴州市屠宰场和肉联厂的污水排入江

河，引起下游郴江乡养殖场发生猪口蹄疫，病猪151头，发病率达94．4乡6。

近几年贯彻执行《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各项防疫工作加强。一些大中型屠宰、肉类加

工厂的处理设施进一步完善，市场检疫网点对病、死畜禽的检查处理及运输车辆消毒等工作

也有加强。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全省病死畜禽的无害亿处理达9．5万头(只)。

(彭作元丁国华吴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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