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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业部1987农(牧、防)字第296号文通知精神．1990年省畜牧水产局组织专

门编写小组．收集、整理资料。同时着手革拟志稿．经过专家、领导和有关人员的共同研

究、修改、编写出《河北省畜禽疫病志》．

《病志》是在1987--1989年全省28个县开展疫病普查的基础上，参考了全省历年来

畜禽防疫工作总结、报告和疫情报告等资料；。河北省畜禽主要疫病调查汇编’(1983．3)；

全省19个重点种鸡场疫病调查(1990)；全省重点地县寄生虫病抽样调查(1991)；和有

关杂志、报道等扩充而来．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90年(寄生虫病到1991年)．共收集

传染病74种，寄生虫病26种，普通病2种．全书共分六章、十六节．约70余万字．着

重记述主要畜禽疫病在全省历年发生范围、流行特点和防治情况及兽医机构的沿革，防疫

队伍的建设等． ．

由于我省疫病普查面较小(全省县数的五分之一)．全省畜禽疫病的资料又不全，因

此有的病仅收集了部分县或个别县的资料；有的病仅收集了部分时期的情况；也有的病虽

然较普遍，但记载的资料较少。所以本志只能随着资料的多、寡和有、无而定．未收入

的，并非不存在，已收入的，情况不一定完全．总之。我们试图把本志写的尽量完善，以

供存史和借鉴之用．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畜牧水产局，省畜牧兽医站领导的大力支持、鼓励．省畜牧兽

医研究所、省动物检疫站、各地市兽医站的大力协助，并得到兽医界老前辈和专家们的指

导，不少同志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时间空间的跨度大，时间仓促，加上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之

处请指正．

《河北省畜禽疫病志》编写组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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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经济地理概况

第一节、自然地理概况

河jE省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地跨北纬36度3分一42度40分，东经113度27分一

119度50分之间．北部、东北部与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为邻；西部与山西省接壤；南

部、东南部与河南省、山东省交界；东临渤海；中部则与北京市天津市毗连． ．

河北省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既是首都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联系的通道，又是华

北、西北各省、区通向我国北方海上门户一天津的必经之路．本省有三百多公里的海岸

线，不仅是发展渔盐业的基地，同时在海运及国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

全省总面积187，693平方公里，土地辽阔。耕地集中．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主要农业

区之一．

一、地貌条件

河北省背倚高原。面向海岸．地貌类型复杂多样，高原，山地、丘陵、平原、盆地都

有．高原位居省境西北隅。习惯上称为坝上．山地有冀北山地，燕山山地和太行山山地。

它们屹立在本省的北部和西部．丘陵、盆地则与山地交错分布．平原位居燕山以南，太行

山以东．围绕渤海呈半环状分布．各种地貌类型所占面积不均衡．其中高原占全省总面积

的8．5％。山地(包括丘陵和盆地)占48．1％．平原占43．4％．全省地貌可分六个区域．

1、张北一围场高原．这是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位于本省西北部．南缘大致以狼窝

沟、老窝铺、姜家店一线为界。北到省界．海拔1．200"-l，500米．相对高度50米左

右．南部有汉诺坝玄武岩发育而成的张北熔岩台地及中酸性火山岩构成的大马群山．北部

有古老变质岩及花岗岩组成的低丘；中部为波状起伏的高原．高原上岗、梁、滩、淖交错

分布．河流除滦河上游闪电河外。其它多为内流河．河道宽浅，水流迂回，地势开阔。水

草丰美．是河北省重要的畜牧业基地．

2、桑干一洋河盆地．北与张北一围场高原相接，南到蔚县盆地南缘和小五台山西北

麓。东北到白河谷地，西止于省界．本区是东北一西南走向的数列山岭及夹于山岭之间的

许多盆地组成．自东南向西北有军都、大海陀、燕然、黄阳、八盘等山岭．海拔l。000

一1．500米。个别山峰超过2，000米。如大海陀山主峰海拔2241米。是全区最高峰．

山岭之间夹有怀安、张宣、阳原、蔚县，赤城、怀来等盆地．大盆地中又有若干小盆地．

’多沿河谷成串珠状分布．盆地内土层深厚，水分条件较好，适于发展种植业．

3、冀北山地．本区西部和西南部与桑干一洋河盆地接壤，北与张北一围场高原相

邻，东以七老图山与辽宁省为界，南以窄岭、波罗诺、中关，大杖子一线与燕山山地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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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境内山岭叠蟑，沟谷纵横．海拔l，30卜l。500米。个别山峰超过2．000米，相对
高度500—800米．主要山峰有东猴顶(2，293)、云雾山(2，047米)等．山脉走向多

呈西北一东南．小片平原集中分布于山问盆地与河谷之中．山麓多坡积洪积物，谷口多小

型洪积锥。是本区发展农、林，牧业的好地方．

4、燕山山地．本区北与冀北山地相接．南以100米等高线与河北平原为界，东接辽

宁省．西止予白河谷地．地势北高南低。北部海拔800一l，000米．个别山峰很高，如兴

隆的雾灵山(2，116米)，青龙的都山(1，846米)．南部海拔降到100米，呈丘陵状

态．山地丘陵之间多谷地或盆地，如承德、平泉、滦平、兴隆、宽城等谷地，遵化、迁西

等盆地．

5。太行山地．本区北与桑干一洋河盆地相接，东以100米等高线与河北平原分开．

西部、南部均到达省界．海拔800—l。000米，高峰小五台山的东台海拔2。882米。是

河北省第一高峰．太行山东坡由于受断裂构造影响。显得陡峭峻拔；西坡则坡缓谷宽．山

中多小型盆地，如涉县、武安、井陉。涞源等盆地．本区因位于黄土高原东缘，黄土覆盖

较普遍．源出山西高原的众多水系，自高原奔流而下。切穿山地，形成峡谷，成为晋冀的

交通要道，古称之为。陉4．位于我省者有蒲阳陉．飞狐陉、井陉、滏口陉等四处．

6、河北平原．指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海拔100米等高线以下的地区．河北平原是

华北平原的一部分．根据成因与地貌特征可分为山前冲积洪积平原、中部冲积平原及滨海

平原三部分．山前冲积洪积平原沿太行山和燕山山麓成带状分布，是海河、滦河和古黄河

的冲积、洪积扇组合而成．这里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有利．中

部冲积平原主要由各河冲积物组成，海拔多在50米以下．平原北部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南部自西南向东北倾斜．由于河流沉积不均衡及泛滥改道等原因，致使平原微地貌差异很

大。洼地及缓岗交错分布．著名洼地有宁晋泊、大陆泽、白洋淀、文安洼、千项洼等．滨

海平原位于中部冲积平原以东，大致以柏各庄、芦台、北沧，静海，唐官屯、盐山一线与

中部冲积平原为界，是由河流三角洲、滨海洼地、滨海沙堤组成．著名洼地有七里海、南

大港等．这里地势低平．坡度极小，排水不畅，土壤盐渍化严重．有的地方经过改良。已

成为我省著名的水稻产区．

二i气候特征一、 ～17‘’I．J“L

我省处于中纬度大陆东部，渤海西岸，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主要特征是四季分

明：冬季寒冷、干燥、多风；春季干旱、风沙盛行；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朗、寒暖适

中．
‘

l、气温。全省年平均气温介于013—1312之问，从南向北。从东向西递减．南部邯

郸地区为13U；中部平原为12℃；长城以北在10t以下，坝上为0。--3t3．全省一月平

均气温都在013以下，南部为-312。北部为-21℃，南北温差约18℃．绝对最低温度北部

的御道口为一42．9℃(．1957年1月12日)．为全省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值．七月平均气温

为18℃--27U。南北温差为913．极端最高温度大部地区都在4012以上。保定曾达到

43．3℃(1955年7月23、24日)，是全省的最高温度记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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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季，如以候温划分四季，，全省各地四季长短不同．冬季最长。平原区为五个

月，北部山区为六个月。坝上为七、八个月．其次是夏季．中南部地区约三个月．北部山

区大多是一个月，坝上无夏季．春秋很短，约一、两个月，春季稍长于秋季．

3、积温。农作物生长需要一定的积温．全省各地日平均温度>3℃，>lO℃、>15℃

的积温差很大．坝上>3℃积温不足2，500℃，>lO℃积温不足2，．200℃，>15℃积温不

足l，600℃。为一年一熟低温作物区．北部山区>3℃积温为3，400--4，000℃，>10℃

积温为3，000一3．800℃，>15℃积温为2，600一3。000℃．为一年一熟中温作物区．

长城以南，滹沱河以北，>3℃积温为4，OO卜4，800℃．>10℃积温为3，80忙4。
400℃。>15℃积温为3，ooO一4，200℃，为两年三熟作物区．滹沱河以南>3℃积温为

4，800℃以上．>lOt积温为4，400℃，>15℃积温为4，200℃以上，为一年两熟作物

区．

4、降水，全省年平均降水量在300--800毫米之间．降水地区分布不均。燕山南麓、

太行山东麓是本省降水量最多的地区，年平均降水量700毫米以上．河北平原束鹿、宁

晋、南宫一带，年平均降水量不足500毫米；张北高原偏处内陆，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0

毫米，是本省两个少雨区．

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不均．夏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5—75％．秋季占15％。春季

占10％．冬季占2％．由于冬春降水少，春季温度上升快，风又多，地面蒸发强烈。空

气及土壤很干燥，春旱特别突出．雨日多集中在夏季七，八月份，而且多暴雨。强度较

大．一般一日最大降水量为100毫米，太行山、燕山区可达300--400毫米．1963年8月

4日邢台獐独一日最大降水量曾达865毫米，强度之大，全国罕见．

由于每年夏季风的强弱及到达我省的迟早不相同，致使降水量年际变化很大，本省年

降水变率为25—30％，因此易产生旱涝灾害．

本省气候优越的一面是光热资源充足，且雨热同期，对作物生长很有利．不利的一面

是春季干旱；夏多洪涝；春末秋初常有霜害；坝上及山区春夏之交多冰雹等．建国后。全

省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加强灾害性天气的预报。提高了抗御

旱、涝、霜、雹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农业生产获得不断发展．

三、河流与地一F水二、7口J流与地 水

我省河流分属于内、外流两大区域．坝上闪电河以西属内流区，河流短小，多注入湖

泊，较大湖泊有安固里淖、察汗淖等．外流区河流众多，长度较大．．主要发源于山西高

原、太行山及燕山。流经平原。注入渤海．

1．流域和水系．本省外流区以海河流域面积最大，为12．46万平方公里，其次为滦

河及冀东沿海小河流域，面积为4．64万平方公里，此外承德地区东部还有辽河支流流

经，面积为0．49万平方公里．内流区面积为1．18万平方公里．

海河又称洁河，是河北省第一大河．海河上游由五大支流组成．1ipJ匕运河、永定河、

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过去五河于天津市先后汇人海河。入渤海．根治海河后，有的

支流通过开挖的新河道直接人海．

一3一



滦河是我省第二大河，发源于丰宁县的巴彦图古尔山北麓，上游称闪电河，向北流入

内蒙古自治区，再折回我省，沿途纳兴洲河、伊逊河、武烈河、柳河、瀑河、青龙河等支

流。至乐亭县南兜网铺注入渤海．

除上述两大水系外，本省还有辽河支流老哈河上游河段及独流人海的小河石河、戴

河、-汤河、洋河、饮马河、沙河、陡河等．

2、河道与水文特征．我省河流在各自然地理要素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河道与水文

特征． ‘

．
．

(1)柯床比降变化大：各河切穿周围山地。流入平原．河槽纵比降突然变化，造成

显著的落差，水力资源丰富，且多形成优良坝址．河流出山地后，河槽比降骤然减小。水

流减缓。泥沙大量沉积。久而久之．河槽高出两岸地面，形成。地上河。．

(2)流量变化急骤：我省降水集中到七．八月份，全年降水又多是几次暴雨的结果．

因而各河流量过程线暴涨暴落。呈锯齿状．流量的季节变化也很突出，各河夏季洪水期流

量很大。冬季却涓涓细流．宽阔的河槽大部裸于地表。有的河道甚至断流．

(3)径流年际变化大：年径流变差系数。海河上游山区一般为O．4一O．6．下游平原为

1．O一1．5；滦河为0．5一O．7．径流年敲化大，对灌溉、航运、发电均不希J．
(4)河流含沙量大：海河是我国多沙河流之一．各支流又以永定河泥沙最多，永定河

官厅站多年平均含沙量为60．9公斤／米3，过去有。小黄河’之称．其次为滹沱河和漳河．

滹沱河黄壁庄站年平均含沙量为11．4公斤／米3，漳河观台站为9．05公斤／米3．滦河流

域植被保存较好，河流含沙量较小，但滦县站也达4。76公斤／米3．

3、径流资源．我省多年平均年径流总量为174．83亿立方米．其中坝上5．07亿立方

米，由区132．32亿立方米，平原区37．“亿立方米．年径流总量中由外省流入我省的为

77．52亿立方米．

4、地下水．地下水是我省重要的工农业用水及居民用水水源．我省地下水分布可划

分为河北平原、山地丘陵及坝上高原三个地区．

(1)河北平原区：山前冲积洪积平原地下水埋藏富集，为全淡水区．地下水侧向补给

及降水渗透补给条件均好，矿化度低，水质优良，且埋藏浅，井深一般在5卜150米，单井出
水量为60一180米3／时。是工农业主要的供水水源．冲积平原与滨海平原为咸水分布区，

一般分成水层以上的浅层淡水和成水层以下的深层淡水．浅层淡水大多储于古河道中，厚

度一般lO一20米。井深10—30米，易于开采．出水量为10--40米3／时，水质好．深层

淡水顶板深度为50一200米，含水层厚度30—80米，单井出水量为30--150米3／时．承

压力大，但开采较难．

(2)山地丘陵区：主要含水层是奥陶纪石灰岩和河谷中第四纪砂卵石层．其中奥陶纪

石灰岩富水性不均匀．在地势低洼地质构造条件有利的部位往往形成裂隙自流泉．如彭城

黑龙洞泉、邢台百泉乡泉群等．但高山地区由于地下水埋藏深度大．则易形成严重缺水地

区．
。

(3)坝上高原区：主要含水层为中新世洪积层和渐新世玄武岩。可分为浅层水和深层

水两部分．浅层水在滩地中埋深一般只l一3米，水质不良。不宜灌溉．深层水埋深为35

--80米．出水量一般10--50米3／时。水质好。适宜灌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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