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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口

畜禽痰，莉色吾，历来是制列畜牧业生产发聪的一犬7章碍。历史上“六畜兴旺、五谷丰

登”足人们的一种良好愿坦，而今畜牧业作为大教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传统的自给

经济中解脱出来，向现f≈的商品经济发展，防疫灭病工作就显碍更加煎耍。欲施防疫灭

瘀，乌颂摸，肖度扁底细，掌握有效防治措施，因此从流厅病学观点出发，籍助睑测孚段开

胜一次垒县挫的畜禽疫病普1￡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中央农业郅在《关于开展全国吝禽疫病

苫鹰t0通知》中指出； “这次普查，是建国后第一次全国性普查，它是畜牧业生产的一项

重r要基础建设，是对解放三十多年束我国畜禽疫病防治工作的一次垒面检盘和总结。做好

这劣普查，将推动畜禽疫病防治工作的深八开展。达对lH速畜牧业现代化建设，保护人民

身体链索，丰富市场口E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B口创汇，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

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有着卜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农业邵(8 6)牧字第5 8号和省农业厅f 8 7)农畜字第l 1 9号文件精神，

我县下1 9 8 7年在上级农牧部门的统一部署下，成立丁“永嘉县畜禽疫病普查领导小组”，

下没办公室，具体组织寥施普查工作。在l 6名畜牧兽医干部、5 6名兽医站员和4 0多

名乡、村兽篡员的共司努力下，进行了回顷性调查．收集睡理了疫病资料卡片4 3 3张，

凋盘受格4 O防、采集了牛．猪，鸡血样3 l 6 o玢，实验室险查了l 6种度病，血清学

捡抛l 3 6 7 o份次。通过普查，初步查清了曾在我县发生的猪、牛、羊、禽，兔，犬、

蜂等6 8种疫病和6种常见瘸的发生历史，现状，流行特点、分布危害等隋况，同时广泛

地调奋[蔓结了防冶经验和教洲。

《永嘉县畜禽疫病志》，是在汇集大量普查资舛的基础L编写而成’内一部兽医志书，

填补了永嘉县备牧兽医专业志协的空白。全书分概：仑、各论铷+村录三部分， 约8．5万

‘j二。概沦记述了与螽禽疫病发生流行有关的自然地理因素，畜禽环境卫生御兽医机构，防

疫设施以，j、t禽牧业经济发腱等。妥况。各论是垒B S7J中心，予阻着力描写，分述2 1种猪

病、1 1种7P病、!j种羊痫．1 7种禽病、0种兔病、1种R病，7种蜂病以及6种其他常见

病的发生、流行、特征和防治侍况。附烈部分荟毫了获奖I斗技成果、优秀沧文和资料来源

誊引。_-j疫病．、j力求资料详实，旨在学观地记录、总结与畜禽疫病作斗争的成果和经

驻，为分，i』T：确制订防疫规划，改革与完善防疫制度，更奸地开展疫情监测和指导科研工

作#_!_供科学依据。

诚然，限于水平，加上一些历史资料不全，因而未能尽善尽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尚痔在今后的实践中共硎努力，充实提高。

永嘉县畜禽瘦病普查和《永嘉县畜禽疫霜志*编写：[作，始终得到市农业局叶龙青、

舒t贵、郑学湛、余万琪以及市农科所张保岁等兽医界专家的具体指导，深表致谢。

刘逢龙

1 9 9 0．7．3 0

h曲¨邛j时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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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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嘉县地处浙江南部，瓯江下游北岸，东临乐消，南靠瓯江，与温州隔江相望，西接

青田．北与仙居交界，东北与黄岩接壤，西北与缙云毗连。地理坐标。东经l 2 0。1 9，

3 4”～1 2 0。6 9
7

l 9”，，IL纬2 7。5 8
7

4 O”一』～2 8。3 6 7
5 4”。土地曾，

面积2 6 9 8．2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2．5％。

永嘉县定鬓设置于5 8 9年。l 9 5 0年9』j～l 9 5 8年8月，县城驻濉州市九

山，辖现有地域和温州的梧田、水强、=二溪、藤桥、两岸五个区。1 9 5 8年8』】，县政

府迁至上塘镇。目前，全县分为7个区和3个直属镇，下辖5 5个乡(镇)，8 8 9个行

政』：,j-，2 2 0 8个自然村。(图l一1)。

l 9 8 9年全县城乡总户籍I 9．6 3万户，基人口8 0．9 4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口

密咬为3 0 0人。有蒙古，回、藏、苗、傣、壮、布依，朝鲜、满、瑶、侗、土家，啥尼、

佤、水、}：等l 6个少数民旅．共l I 5人左右。

本县人多地少，劳力充裕，农业人口7 6．0 l万人，占总人口的9 3．9％，农村劳

动力3 7．0 3万人，耕地面积3 6．8 9万亩，人均0．4 8亩。

第二节 地理地貌

j＆理形状似桃形，东西宽6 1．3公里，南北长6 9．5公里，地势北高南低，自西北

走向尔南。括苍山脉延伸到县北。雁茹山脉延伸到县东。西北山峦盘结，山峰连绵，最高峰

大青岗，海拔1 2 7 O．8米。中郧丘陵大部在海拔5 O O米左右，其间错落河谷盘啦百

余个。南部沿江地带，水网密布，江河相连，地势平坦，最低为七都岛，海拔2．7米。

(罔l一2)。

县内火小河流酉余条，均属瓯江水系，较大的河流是楠溪江、两溪．菇溪，乌牛溪。

俱系山溪性水流．源短流急，水力资源丰富。楠溪江发源于缙、仙、永交界的黄里坑，自

{E(西北l向南，本县内流域面秘2 2 2 8．2平方公里，干流全疑l 3 5，5公里，至清

水埠八瓯江，自然落差8 3 9米，年径流量2 8．7亿平方米。两溪自两北向1幸j，流域谢

积2】3iF方公里，干流长2 8．2公里，年隆流量2。7亿立方米，菇溪从西北向东南，

流域面积6 6平方公里，干流长1 4．5公里，年陉流量0．8亿立方米。乌牛溪是永乐二

县界河，县境内流域衙嬲6 5平方公lH，干流长l 6．8公里，年径流量0．7亿立方米。

另外还有瓯江沿岸小溪流6条和七都岛上的七都河，流域面积为l 2 6平方公里，年径流

最为1．4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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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县现有1 0 0万立方米以上水库7座，总库容。。t1 7 6 5万立方米I 1 0～l 0 0

万立方米水库3 4座，总库容避1 2 5 8．7万立方米l l～1 0万立方米水库1 9 2』蜓，

总库容5 0 9万立方米。还有山塘3 0 2座，总席容1 2 4万立方米。合计拿县水库山墉

5 3 5座，库容量3 6 5 4．7万立方米。

第三节水文气象

本县属中亚热带海洋型季风气候区，具有温暖潮湿，pq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盯鞋充沛，热量丰富的特点。年平均气温l 6。C左右，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 6。C，

最冷月(1月)5。C，极端最高气温3 8．9。C，极端最低气温一l 0．1。C。随着海

拨升高，气温下降，海拨5 0 0米以下地区年平均气温1 8．3—1 5．2。C，海拨5 O 0

～1 0 0 0米为1 5．1～1 2．7。c。l O 0 0米以上山区低于1 2．7。C。

地面温度多年平均为2 0．8。C，最热?(7月)为3 3．8。C．最冷月(1月)为

8．8。C。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 8 5 6毫米，极大年降雨甚2 9 8 9．7毫米，极小年降雨!±

9 l 2．2毫米，年内最大月降雨量6 9 1．4毫米，最小月降雨量3 2．5毫米。全县各

地降雨量分布不均匀，东北部山区年平均降雨量2 2 0 0毫米，东南部只有l 6 0 0--i米，

山东北向东南递减(见图l一3)。陆两蒸发量5 9 1．1毫米．水丽蒸发量9 0 0 0毫

米，最大月份(7—8月)蒸发量占全年的3 3．6％，最小月份(1～2月)蒸发量占

全年的6．8％。

园距离东海海岸仅2 1公里，受夏季台风影响比较明显，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缳：～

期历来较长，以致全年县平均湿度较大，年平均相对湿度达7 7％，变化幅度在6 8～

8 5％之间，最大月是6月份，最小川】2月份。(见表l‘1)。

～～．1旦Z匕．．．1．．．9．．．8、8笔惫绸。垩圭魏煎堡廛量点捧立一一．
单位：％

多年平均日照数1 8 8 5．g小时。霜日l 6．8天，雪日4天，结冰期1 O．3天。

自然灾害主要有洪涝、干旱、白风及低温冷害等。洪涝在近互十年吼，每隔五年半均

发生l～2次，出现在3～l 2月份，主要在5～l 0月，以8月最多，6、7、9，J狄

之。某些病源微生物可随洪水散ij，增】)[】疫病发生的机会。

台风伴同暴雨，是我县最大的自然灾害。l 9 7 1～1 9 8 4年十四年i{I出现白风

～4～





3 7个，平均每年2·6个，其中有严重影响的1个。}f1尊程度影响l 1个，轻度影响2 5

个。台风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以8月份最多。

统计1 9 6 1～1 g 8 3年2 3年中，火旱1年、中旱1年、小旱1 6年、无早5

年。大中旱灾机率较低，小旱j年二遇。在代，秋、冬、春各类千旱巾，以伏早最频繁。

干旱使水域缩小，水禽相互接触机L会增多，_1J,／4变毪，容易发生传染炳。

地理位置不同，灾膺也不同。沿江平原及七都岛，涝灾多于旱灾，秋旱多于伏早。

查阅l 4 8 6～1 9 4 7年史料，曾有置次大雹灾。近四十多年问。在l 9 7 7年5

月5口发生过一次百年来遇的大雹灾，受害面积达2 4 0平方公里，平均口{雹5～6I』。

冰雹多出现在4～6月，个别发生在3、7、8月份。

春寒或倒春寒平均两年一遄，Ct rf，较严重的三二年一遇。出现存寒，嗣列出现倒春寒，

平均约七年一遇，发生于3月下旬和4月上旬。

第四节土壤被植

土壤类型有红壤、黄壤、潮土、盐土、水稻土等，分别占73。88％、10．39％、1．72％、

0．27％和13．74％。

土壤地域分异性较明显，山丘以红壤和黄壤为主，河谷平原以荆j：和水稻十占多，水例

平原是水稻士、盐土和潮土，肚水稻L为主。根据海拔高度、地形、气候、』}质、杭波1f¨

人为影响等因素，把海拨30(，米以下划为农业利用特，300～500米为农林利Hj带，500米以

上为林业利用带。

耕地土壤中性偏酸，代谢能偏低。有机质含量中等，全氮含量中等偏高，磷含量参篪

不齐，但多数属缺磷土壤。钾含敛丰富，、r原地域更加突出。硒含量较低，除罗浮Ⅸ沿江

半原以外，均属严重缺硒地区。

原生植被类型以常绿阔叶林为主，但由于人为的原闺，已火部份被吗尾仫、杉木等人

工林所代替。野生木本植物隶属92科296属716种。栽培植物lo科5l属145利，，共计102,f；}

320属861种。森林植谈大体司分为马尾松林(400以下)．常绿闷叶林(400～900米)，

常绿落叶针阔混交林(700～looo米)。毛竹林(100～800)，山地7定丛(1000*：)和山

地草甸(1100米以上)六个森林植被带。另外草山草场租林下，p：场的草资源也{f；l丰寓，仪

禾本科就确39种，豆科、莎草科、菊科，蓼科和苋科等有97种。

第五节交通运输

建国以来，交通运输发展很他。目前已乡乡通公路。县境内公路总里程581．4公里，

其中国道线58．4公里．省道线101。7ff里，县道线3lO．8公里。每万人平均6．94公里，每

平方公里面积密度21。53公里。航道70．4公里。

陆路交通以?ff水埠为枢纽，永仙公路为中轴，形成交通阏。主干道是永仙省道线和

104国道线，呈“T”形布1面。县遒线和乡道线分别和主F道线连接，交通方t：!。

水路运输枢纽电是清水埠。可停谁7jo吨级货轮。交通楠溪江和i；i}l江，航行到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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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两途渊运斋禽都很方便。畜禽主要集敞地在沿江平原，仁溪和乌牛两乡交易仔猪

4万多头。瓯北镇年外销商品猪5000头左右。此外，阿北部山区的山羊，零星销往县内外

各地。

(本章幽夏华执笔)

第二章畜牧经济概况

第一节 畜牧业生产

建国四十年来，畜牧业生产发展很快。l 9 8 9年生猪饲养量比l 9 4 9年增长4．5

倍，牛羊兔蜂比l 9 4 9年分别增长1．7，7．1，1 7，2 0 0倍。禽发展也很陕

(见表2～1)。畜牧业产值从1 9 4 9年的4 9々万元增加到1 9 8 9年的4 0 9 4万

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 9 4 9年的1 3．3 4％增加到1 9 8 9年的2 4．2 9％

(表2—2)。

第二节 畜禽品种

畜禽昆种繁多，有猪、牛、羊、兔、犬、猫、鸡、鸭，鹅，蜂及水貂，鹌鹁，鸽等。

1 9 8 9年底牛猪羊兔禽内部结构(折合牛单位)比例是4 2：3 9；4：3：l 2。经

济动物所占比率很少。

一，猪。永嘉黑猪是本地品种，适应性和抗扁力较强，耐租饲，性成熟早，产仔数较

多，但生长缓慢，饲料报酬较低。为了提高商品猪的出栏率和瘦肉率，先后引进温州白

结，约克复、长白猪、大约克、雅阳猪，金华两头鸟、长金、大长金和杜洛克等品种，进

行杂交改良。目前仍以温州白猪饲养最多(见表2—3)，尤受山区农民欢迎。

二，牛，有本地赞牛、黑白花奶牛、温州水牛和温岭高峰牛(表2—4)。本地黄牛

体型小、挽力较差、生长缓隍。但抗病力较强。温州水牛是一役乳兼用型良种牛， 挽力

大，含乳脂率高，似目前农村多作役用。黑白花奶牛和温岭高峰牛都是六十年代以后引

进，分别是乳用和役用，均为良种。

三、h永嘉山苹是地方良种，四奶头山、r颇具盛名。l 9 8 9年有种公羊2 7 8 3

头，种母、e 1 8 4 7 9头，其中四奶头山羊2 8 0 0头。过去曾引进奶山、F和中卫山羊，

现都已绝种。

四、兔t有-D国长毛兔、西德长毛兔和獭兔，l 9 8 9年存栏分别有8 6 7 7 l头、

1 2 4头和3 l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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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2—2 畜牧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比tO-位。万元
一--●’●·t一一·‘’_一·。‘·一‘～·。。’。d。q-一-一·’●‘’’一。__·一--一。一’·_

≮ 农业总产照 斋牧业产值 百分比(％)

1 9 4 9 3 5 9 l ，4 7 9 1 3．3 4

l 9 5 7 6 3 6 2 l l l 3 1 7．4 9

1 9 6 5 6 6 3 8 1 0 9 l 1 6．4 4

1 9 7 8 7 8 5 2 1 2 2 5 1 5．6 0

1 9 7 9 8 6 4 6 l 5 3 5 1 7．7 5

1 9 8 0 9 9 9 4 1 9 l 4 1 9．1 5

1 9 8 1 1 0 4 9 5 2 0 9 0 1 9．9 1

1 9 8 2 1 1 9 5 0 2 9 6 2 2 4．7 9

I 9 8 3 1 l 7 9 0 3 0 5 4 2 5．9 0

1 g 8 4 l 3 3 6 0 3 3 3 l 2 4．9 3

1 9 8 5 1 3 5 2 6 3 5 7 l 2 6．4 0

1 9 8 6 1 3 7 3 3 3 7 4 4 2 7．2 6

1 9 8 7 1 4 8 5 9 3 8 3 4 2 5．8 0

1 9 8 8 1 6 0 3 4 4 l O 5 2 5．6 0

l 9 8 9 1 6 8 5 6 4 0 9 4 2 4．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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