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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话

兽医的根本任务是为动物保健和人类健康服务。疫病防制是其核心内容，又

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环节，它既要保障畜禽免受疾病的侵扰，减少死亡，又要防止

动物疫病和疫病污染的畜产品影响人类健康。随着社会文明和进步，动物疫病的

防制，更显得必要和迫切，因为这将直接关系到畜牧业的兴衰，人民的健康和综合
国力的增强。

疫病调查是一项基本国情调查，旨在摸清动物疫病的类别、病源、病性及其发

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评估其危害性，提出防制措施和规划，最终达到控制疫

病、消灭疫病的目的。由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牧团场广布于新疆大地，与地方

交错依存，动物疫病的分布及流行均与自治区息息相关。为此疫病调查也同步纳

入新疆畜牧业的三大基础工程中(草原资源调查、畜禽品种调查、畜禽疫病调查)。

兵团动物疫病普查是按照农业部E19863农(牧)字第58号文件《关于开展全国畜

禽疫病普查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牧医字[1987]36号《关于下发畜禽疫病普

查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结合兵团的实际，开展以动物疫病历史回顾性及疫情现

状的调查，是结合现代诊断技术，进行临床和实验室诊断检验为主要内容的兵团

垦区全方位的动物疫病大普查。

这次普查要求的时空跨度大，从兵团组建以来的各个时期，包括历史与现状

(1987—1989年间)，地域跨越整个新疆大地的13个大垦区的172个农牧团场和

部分专业养殖单位，上万个畜牧饲养点。涉及面广，调查内容繁杂，技术要求高，普

查期限紧，而各级畜牧兽医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十分繁重。为此，兵团各级领导和

有关部门都十分重视和支持，首先自上而下成立“普查”领导机构，抽调人力组织

业务班子，从人员、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并得到了农业部农

垦司与自治区的支持和帮助。这次普查带动并推进兵团兽医工作的全面实施，经

过兵团广大畜牧兽医人员的艰辛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如期圆满地完成了具

有历史性意义的兵团动物疫病普查任务。

整个普查工作从1 987—1 990年，历时4年。在流行病学调查和历史资料整理

中，共召开座谈会614次，参加人数逾4 000人次，查阅各种资料6 293件，函件调

查67件，普查试点连队165个。普查中进行了1 833头只的畜禽寄生虫区系调查。

开展了70种疫病的654 752头只次的检验工作。普查了兵团30多年来发生和流

行过的各类疫病204种(iV染病119种，寄生虫病49种，中毒代谢病36种)，编制

了主要寄生虫种地理分布图、畜禽寄生虫名录，计有5门9纲18目70科131属

301种。在普查基础上，兵团各师(局)先后均编纂了《动物疫病志》，并通过了审定

歹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301种。在普查基础上，兵团各师(局)先后均编纂了《动物疫病志》，并通过了审定

验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动物疫病志》的编纂出版，是在普查的基础上，通过大量

资料的统计、分析、总结而形成的。它全面总结了兵团近40年的动物疫病的发生、

发展规律和防治经验，提出了今后防制对策与规划，是一部兵团兽医防治史书，也

是兵团科技进步发展史的宝贵篇章。它凝聚兵团兽医界几代人的智慧、实践、创新

和期望，是兵团畜牧兽医战线众多人员辛勤耕耘的成果。《病志》的完成和出版，标

志着兵团兽医事业将承前启后，迈进新时期，同时也将激励兵团广大兽医工作者，

乘风破浪去追求新的目标——努力实现动物疫病的控制和消灭。历史的追溯也必

将给后来人们以借鉴与启迪。本书的完成过程，得到了兵团领导的重视，自治区有

关部门的支持，承蒙新疆农垦科学院、石河子农学院的专家、教授指导和帮助，兵

团史志办公室、兵团设计院、兵团农业局、财务局和各师(局)畜牧兽医工作站的大

力协助，借此一并表示诚挚感谢。

本书分为概述、动物传染病、动物寄生虫与寄生虫病、中毒代谢病等4篇和附

录，还有多帧图片。全书记述各类动物主要疫病共122种(传染病81种、寄生虫病

28种与寄生虫名录、中毒代谢病13种)。

由于编写水平所限，错误、遗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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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动物疫病志》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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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兵团兽医行业发生了巨大变

化，尤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兵团兽医机制由传统的单一治疗，转向

为动物保健和人类健康服务；不断完善和巩固四级兽医防治网，全面贯彻“预防为

主"的方针，以法制疫，健全以合同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加强“双文明站”建

设，使兵团兽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兵团兽医事业已经成为兵团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不可缺少和替代的组成部分，没有兽医的良好保健，畜牧业的发展必将

受到严重的制约。

动物疫病的普查，摸清疫病规律，有目的开展各类疫病防制，对于兵团生产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的统一部署，在兵团各级领导的

重视和支持下，兵团广大兽医人员经过数年艰辛努力，圆满地完成普查任务。普查

任务的完成，进一步展示了兵团兽医队伍是一支“艰苦奋斗、努力进取、敢于攻坚”

的科技力量。借此，向兵团广大兽医人员表示敬意和感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动物疫病志》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动物疫病志》全面总结了兵团近40年的动物疫病的发生、发展规

律和防治经验，提出了今后防制对策，是一部兵团兽医防治史，也是兵团科技进步

发展史的宝贵篇章。它的编纂出版也充分证明了兵团兽医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控制动物疫病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著的成效。

兵团兽医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殷切希望兵团广大兽医战线的同志们，戒骄

戒躁，努力工作，发挥聪明才智，坚定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法制疫，加强

协作，力争更好、更快地控制动物疫病，使兵团兽医工作再上新台阶，全面促进兵

团畜牧业快速发展，为兵团“二次创业，再造辉煌”做出更大贡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胡孕学乏轧
199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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