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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志是我州首部畜禽疫病防制专著。全书分为四篇十五章。

重点记载了194卜1989年州内主要畜禽疫病发生，流行情况及
防制措施；总结了主要畜禽疫病防制经验；列有畜禽传染病名录、寄

生虫名录、医学动物名录及附录o

本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史志性强，可供领导、农牧业生产、管

理、科研及教育工作者参考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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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志所称疫病，是指畜禽传染病、寄生虫病、中毒病和代谢病。

●本志反映的统计资料其时间界限，上限为1949年，下限至1989年。疫

情历史资料追溯到有案可查为止。

。●本志所涉及的行政区划，地名和单位名称，一律按1989年以前现行名

称记述。

●本志所称畜禽疫病发病率、死亡率。是指发病数与存栏数之比；死亡数

与发病数之比。

●本志所称消灭、控制的含义是：

消灭：在全州范围内扑灭疫情后，再未发现新的临诊病畜，并未查到病原；

控制：发生疫情能控制在原发病范围内或就地扑灭。凡达到部、省颁发的

“控制区、稳定控制区、净化区”标准的，本志均说明达到标准级别。

●本志所称疫病是在本州范围内发生及流行过的疫病。对于血清学反应

阳性，没有流行史的，则编入畜禽传染病名录。

●本志所称的寄生虫病，是指在较大范围内引起畜禽发病并造成一定损

失的列为主要寄生虫病。寄生虫调查或蠕虫区系调查发现的虫虫种列入大理

州畜禽寄生虫名录。

●本志所称医学动物名录是指在大理州范围内引起人和动物发病的有关

医学动物o

●本志所称多种动物共患病，是指同一种病原引起两种以上动物发病的

疫病。

●本志所称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本志所称畜禽疫病现状，是指1987——1989年疫情情况。

●本志所涉及的疫苗，仍沿用过去的疫、菌苗名称。

●本志属内部资料，不得公开引用。

●为节省资金，将《大理州马传染性贫血防制资料专辑》与本志合印，供读

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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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家庭

收入的重要来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和

省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州委、州政府制定和出台扶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使我州畜牧业连续21年丰收。1999年肉类总产22．43万吨，比1979年增

长5．7倍；畜牧业产值11．55亿元(1990年不变价)，占农业总产值的33％，畜

牧业已成为稳定和发展全州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

牲畜的最大敌人是病多与草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畜禽疫病

防制工作十分重视，先后颁布实施《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国家对动物疫病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为了预防、控制和扑灭畜

禽疫病，促进畜牧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1986年国家农牧渔业部、省畜牧局布

置畜禽疫病普查工作。我州根据国家和省的安排，于1987年组织了全州畜禽

疫病普查工作，历时三年，基本摸清了全州畜禽疫病种类、分布、流行特点、危

害程度、防治效果和疫病现状。在此基础上，又于1990年成立了《大理白族自

治州畜禽疫病志》编写组，经过修志人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大理白族自治

州畜禽疫病志》的编写工作。我作为畜禽疫病志的编委，对《大理白族自治州

畜禽疫病志》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向所有参加畜禽疫病普查、全体修志人

员和提供资料的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大理白族自治州畜禽疫病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全州畜禽疫病的历史与

现状，较全面地总结了畜禽疫病盼防治经验和研究成果，融资料性、专业性、可

读性为一体，概括了建国以来大理州同畜禽疫病作斗争的历程。这本书出版，

可谓功在当代，造福后人，必将为大理州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大理州农牧局局长 范承纬

二oOo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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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疫病是发展畜牧业的大敌，不解决这个问题，发展是不可能的。

为了摸清我州畜禽疫病历史和现状，总结畜禽疫病防制经验。根据国家

农业部(1986)和省畜牧局(1987)关于开展畜禽疫病普查工作的通知，在州农牧

局的直接领导下，由州畜牧兽医站组织巍山、南涧、宾川、洱源、云龙五县重点

普查；并对其它县(市)作了资料收集。历时三年，于1989年底完成了全州畜

禽疫病普查任务。

此次普查，采取查阅历史资料、回顾性调查、现症调查、定点调查和实验室诊

断相结合。力图达到资料的全面性、准确性和科学性。普查结束，编写了《大理

白族自治州畜禽疫病志》o本次普查工作获国家农业部动物疫病普查组的好评。

全书分为四篇十五章。重点记载了危害严重的91种疫病，其中多种动物

共患病14种，猪疫病18种、禽疫病13种、牛疫病16种、羊疫病lO种、马疫病9

种，主要中毒病和代谢病11种。此外还有概况、畜禽传染病名录，畜禽寄生虫

名录、医学动物名录和附录。

本志充分反映了我州畜禽疫病种类、分布、流行特点及防制经验；反映了畜

禽疫病历史和现状；提出了畜禽疫病防制规划、措施，是目前．问内首卷畜禽疫病

防制资料概括。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史志性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畜禽疫病普查和编写过程中，承蒙国家农业部动物疫病普查组的亲临

指导；承蒙省兽医防疫总站的具体帮助；承蒙黄德生研究员、毕运龙高级兽医

师的特邀审稿；承蒙各县(市)农牧局、畜牧兽医站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感谢。

本志初稿于1990年完成，本次付印前又作反覆修改，但由于跨越历史年

代长，资料收采难度大，遗漏错误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二ooo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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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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东经98052’～101003’，北纬24040’—26。42’，纬

差2。02’。东与楚雄州毗联；南与思茅、临沧地区相望；西与保山地区、怒江州为邻；北与丽

江地区接壤。

全州辖一市(大理市)、八县(祥云、宾川、弥渡、永平、云龙、洱源、剑川、鹤庆)、三个自

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漾濞彝族自治县)，共十二县、市，130个乡、

镇办事处，1102个村公所、街道办事处，全州有11742个自然村，设7373个村民委员会，共

58．9l万户，288．72万人。

大理白族自治州行政区划统计表

表1--1．1 单位：个

＼ 乡 级 单 位 村 级 单 位Ⅶ
民族 办事 农村 街道真＼耳 合计 乡 镇 合计 村公所

方＼ 乡 处 办事处 办事处

全州 130 95 17 16 2 1102 984 88 30

大理市 12 7 l 2 2 104 84 5 15

漾濞县 ll 10 l 67 57 8 2

祥云县 13 9 3 1 128 118 9 l

宾川县 12 8 3 l 84 78 5 l

弥渡县 9 7 1 1 88 80 6 2

南涧县 10 9 l 75 69 5 1

巍山县 11 10 l 82 77 3 2

永平县 9 2 6 l 72 67 4 l

云龙县 12 8 2 2 87 75 11 l

洱源县 12 9 3 109 87 21 l

剑川县 9 8 l 93 8l 1l 1

鹤庆县 10 8 1 l 113 11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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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自治州行政区划统计表

表1--1．2 单位：个、万户、万人

＼

昶 政府驻

＼目 地名称
村委会， 自然村数 户·4 数 人 口

区＼
全州 下关 7373 11742 58．9l 228．72

大理市 下关 423 429 10．16 40．69

漾濞县 上街镇 393 1076 1．67 8．78

祥云县 祥城镇 616 964 7．85 38．35

宾川县 牛井镇 643 844 5．47 28．42

弥渡县 弥城镇 638 800 5．55 27．03

南涧县 南涧镇 823 1192 3．92 19．62

巍山县 文华镇 8‘47 1137 5．22 26．35

永平县 老街镇 470 ’1570 2．90 15：2l

云龙县 石门镇 719 1606 3．49 18．02

洱源县 玉湖镇 787 949 ．5．50 28．19

剑川县 金华镇 364 387 2．72 14．49

鹤庆县 云鹤镇 650 788 4．46 、23．57

历史沿革(现代)

民国时期成立了云南省军政府，一九一三年裁府改县，大理地区建置了十三个县。一

九四八年，国民党云南省大理地区设置督察专员公署。

建国以后，一九五。年设大理专区，一九五六年改建为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州时，将

云县、凤庆两县划出归临沧地区，将丽江地区所辖的剑川、鹤庆两县划人大理州管辖。同

时建立巍山彝族自治县、永建回族自治县，一九五八年合并为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一九

六一年建立南涧彝族自治县。一九八三年，大理县与下关市全合并为大理市。一九八五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漾濞彝族自治。

大理州土地面积，根据云南省测绘局八四年测绘下达为28356．，1平方公里，折合

4253．46万亩。按一九八八年末统计，全州总人口为294．48万人，人均占有土地14．44亩。

与建国初期的一九五二年相比较，全州人121增加了146万人，相当于五二年的两倍，人均

占有土地面积由每人28．73亩下降至14．44亩，下降50．3％。耕地面积有294．17万亩，与

建州初期的一九五八年相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88万亩，减少6．9％，人均占有耕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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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由1．95亩降1．00亩，每人减少了0．95亩；每个农业劳动力承担的耕面积由5．39亩减

少到2．18亩。人均耕地一亩低于全国、全省水平，属人多地少类型。

大理州1952—1988年人口、劳力与土地、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表1—1．3 单位：万亩、万人、亩／人

土地与人口 耕地与人口 土地

年份 人口 按人口 按人口 按劳力
土地面积 耕地面积

平均 平均 平均

1952 148．48 42165．70 28．73 270．08 1．82

1955 155．44 42】65．70 27．44 289．48 1．86

1958 161．94 4253．46 26．27 316．05 1．95 5．39

197D 209．88 4，猹3．46 20．26 293．37 1．39 3．56

1980 266．00 4，巧3．46 15．99 300．05 1．13 3．00

1984 278．16 4，巧3．46 15．29 298．96 1．cr7 2．52

1988 294．48 4353．46 14．44 2914．17 1．00 2．18

大理州是多民族地区，据人口普查全州有汉、白、彝、回、傈僳、苗、纳西、壮、傣、土家

族、藏、布朗等二十三个民族，少数民族有1258793人；占总人口的46．39％，其中以白族为

主，占少数民族人口的68．1％

(王德五)

第二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

_、地形地貌

大理州地处云贵高原滇西横断山的结合部。宏观地势是：北高南低；总的形态是，点

苍山以西，以构造侵蚀深切割高山峡谷地形为主。点苍山以东、祥云以西以构造侵蚀中等

切割中山陡坡地形为主，为全州两大地貌单元，在群山万壑之间镶嵌着面积一平方公里以

上的山间盆地108个。洱海与苍山平行呈北西一南东向斜卧自治州腹地。

由于地壳不均匀隆起，海底山脉抬升，地表激烈的剥蚀夷平作用；后又经历了喜山期

强烈抬升，侵蚀作用加强；大理冰期的冰川作用形成大理州复杂而多样的地貌类型，主要

有以下五类：流水切割地貌、夷平面与剥蚀台地、断陷盆地、岩溶地貌、冰川地貌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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