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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畜牧科研

第一节科研机构

锡林郭勒盟科学技术委员会是锡盟科学研究领导机构。各旗县(市)科委，隶属

于锡盟科委领导，是基层科技推广管理机构。盟级科研所有:盟科技情报研究所、盟

风能研究所、盟牧业机械化研究所、盟农业研究所、盟林业研究所、盟畜牧兽医研究

所、盟蒙医研究所等单位，是隶属于锡盟科委的科研职能机构。其中，盟科技情报研

究所人、财、物始终隶属盟科委。风能所原隶属科委，后在 1987 年从科委划出，隶属

内蒙古电力管理局。 其它几个所牧机、林业、农业、畜牧兽医、蒙医所人事行政管理始

终隶属于牧机、林业、畜牧、卫生处领导。事业包干经费、人员工资从 1985 年开始由

锡盟科技处拨发。

50 年代，原锡林郭勒盟和原察哈尔盟在畜牧、兽医、草原方面曾经进行过不少调

查、研究，并建立了许多科技引进试点(主要是从家畜防疫工作开始的)。

原锡林郭勒盟地区是在 1949 年由内蒙古农牧部派遣一支机动防疫队来担任家

畜防疫工作的 。 1951 年成立锡盟畜牧兽医技术指导所。 1953 年改名为畜牧兽医工

作站;原察哈尔盟地区是 1950 年在女子部(现在的正蓝旗宝沙岱苏木所在地)成立了

家畜防疫所。 1951 年迁往炮台营子(现在的太仆寺旗贡宝力格苏木所在地)0 1952 
年又迁往宝昌镇并改名为畜牧兽医工作站;J958 年锡、察两盟合并，统称为锡林郭勒

盟畜牧兽医工作站。各旗县畜牧兽医工作站于 1955 年成立。 各苏木(乡)级畜牧兽

医工作站建立于 1958 年 。 1958 年原锡察两盟合并。 锡林郭勒盟畜牧兽医科学研究

所和锡林郭勒盟草原工作站于 1959 年分别成立。 1958 年至 1975 年畜牧兽医工作

在一起称为锡盟畜牧兽医工作站， 1975 年一分为二，成为独立的锡盟兽医工作站和

锡盟家畜育种改良站。 1979 年锡盟西乌珠穆沁旗成立了旗(县)级畜牧兽医科研机

构一一西乌旗畜科所，归属科委领导。 随着科技领域的开发引进和商品经济的需要，

锡盟出现了一所以离退休科技工作者为主的民办科研所即:锡林郭勒盟建实综合应

用技术研究所。 为了在贫困后进地区，通过科技引进致富，锡盟早在 1964 年在锡林

浩特市(原阿巴哈纳尔旗)臼音宝力格苏木三队，建立了一个"畜牧业现代化样板点"。

从 1964 -1981 年("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由旺钦盟长担任主持人，具体负责人是锡

盟科委官布副主任、赵善林同志。 在样扳点进行的科技项目有绵羊改良、马匹改良、

草库伦建设(种草种树)，兽医方面除进行一般常规性牲畜防疫外主要抓了"三蝇防

治"的推广应用 。

另外，在 1976-1979 年在锡盟阿巴嘎旗德力格尔苏木(原汗乌拉)还建立了一个
"畜牧业机械化样板点" 。 本项目由锡盟科委赵善林、应纯高两位同志负责。其主要

引进推广的内容有牧区人畜饮水、风力机提水、草原造林、机械化打贮事。于，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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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上述两个样板建设的有锡盟畜牧兽医研究所、锡盟水利队、锡盟牧业机械化

研究所、锡盟草原工作站、锡盟家畜改良站、锡盟林业处林工队、锡盟气象局、锡市畜

牧局和阿巴嘎旗畜牧局等单位。

锡林郭勒盟科研机构与科研管理机构:

盟直属科研所:锡盟科技情报信息所、锡盟牧业机械化研究所、锡盟林业研究所、

锡盟农业研究所(在太旗)、锡盟畜牧兽医研究所、锡盟蒙医研究所

锡盟民办科研所:锡盟建实综合应用技术研究所

科研管理机构:各旗县市科技局(科委队西乌旗科技局一一西乌旗牧科所

锡盟科技局所属:锡盟科技情报信息所、锡盟新技术服务站

内蒙古电管局所属:锡盟风能研究所

一、科研成果

(一)畜牧

第二节科研成果

〈锡林郭勒盟家畜品种志·品种图谱} :1982 年由锡盟家畜育种改良站家畜品种

志品种图谱办公室完成。收编了内蒙古细毛羊等三个新品种的培育和乌珠穆沁羊等

七个地方品种。主要阐述了产区的自然概况、品种形成史(培育史)、饲养管理、生长

发育、生产性能、适应性(风土驯化)、遗传稳定性等品种特点。以 79 张彩色照片直观

地反映了十个品种的生态条件、品种个体、群体及重要的品种特征和生产性能。该项

研究成果结构清晰、图文并茂、文字简练、数据可靠、术语准确、结论确切，是锡盟第一

部有关家畜品种资源方面的较完整而系统的科学文献。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

(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利用乌珠穆沁草原优势饲养黑白花奶牛) :1982 年由西乌旗奶牛场与西乌旗科

委、气象站集体完成。 1973 -1979 年从北京奶牛场共引进黑白花奶牛 231 头，截止

1982 年发展到 528 头。采取以草为主、适当补饲，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办法。引进

后的奶牛食草量超过原北京黑白花牛的 3.4倍。年产奶量平均每头为4666公斤，最

高可达8353公斤。含脂率比原北京黑白花奶牛提高 0.1 个百分点。为促进锡盟草
原大量饲养黑白花奶牛提供了科学依据。该成果年经济效益 11 万元以上。 1986 年

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牛冷冻精液技术推广) :1982 年由锡盟家畜改良站与正蓝旗、太仆寺旗、正镶白
旗、镶黄旗、西乌珠穰沁旗、阿巴嘎旗改良站，黑城子牧场、自音锡勒牧场等单位协作

完成。始于 1973 年， 1975 年应用于生产，到 1982 年八年共冷配母牛 13.2 万头，年

平均冷配1. 65 万头。受胎率平均为 70% 以上，不低于常温人工法。经测算，冷配一
头母牛的成本费(包括运输费及部分折旧费、精粒费、液氮费、人工费、液氮罐折旧费)
为 11 元，总体合算与常温配种比较，冷配一头牛可节约 11.95 元。改良速度较常温
提高 3 倍。该成果应用于生产，经济、社会效益大。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
1984 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出售肥羔效益分析) :1982 年由东乌珠穆沁旗家畜改良站与东乌旗科委协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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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完成。通过对 101 只乌珠穆沁羔羊逐月进行生长速度测定，平均日增重为 230 克，

生长高峰平均日增重为 300 克以上。在人工种植的首稽地放牧育肥一个月，平均每

只产肉 15.12 公斤，比原产地较好羔羊(活重 35 公斤左右)的个体产肉提高 2.1 公

斤。据该旗历史资料分析，过去每生产一吨商品羊肉需绵羊 359 只，改产肥羔后可降

为 280 只。节约草地 1月左右，同时还具有加快畜群周转、降低生产成本等优势。该

成果 1981 年应用于生产， 年增效益 10 万元以上。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

1984 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卡巴金马的风土驯化及杂交改良效果) :内蒙古自治区于 1950 年 5 月由原苏联

斯诺夫罗波尔训，斯大林第 163 号马场引进三岁卡巴金马共 50 匹(公母各 25 匹)。

1956 年 9 月由包头市郊区麻池马场(中央农业第 4 号种马场)长途赶放2000公里，迁

到自音锡勒牧场。经过 30 年的风土驯化其数量、体型外貌、体尺、生长发育、适应性

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先后向国内调出种马1 500多匹，效益显著。该项目的完成在

培育锡盟地方品种"锡林郭勒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o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

-1984 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利用利木赞公牛冷冻精液改良黄牛试验) :1982 年由黑城子种畜场完成。利木

赞牛是 1974 年 5 月从法国引进集中在黑城子种畜场。为了充分利用这一种牛资

源，开展了冷冻精液技术应用 。 生产的冷冻精液使用率平均在 70% 以上，最高可达

82.82% 。受胎率平均在 86.63% 以上，最高可达 94% 。杂种模牛初生重比当地公牛

棋提高 18.3% ，母牛棋提高 33.9% 。其父本特征性强，遗传性能稳定，利杂一代公牛

经强度育肥 14 月龄体重达 407.7 公斤，日增重为 1429 克，净肉率为 47.3% 。自繁

公牛各项指标都高于原进口牛。 该项试验经 1979 年华北种牛鉴定组鉴定，技术效果

己达锡盟最高水墙。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二等奖。

〈内蒙古细毛羊导血试验} :1982 年由锡盟畜研所和锡盟农牧场管理局自音锡勒

牧场协作完成。 该试验始于 1977 年 8 月， 1978 年由新疆巩乃斯种羊场引进澳羊优
杂公羊 37 只。利用其毛长度、油汗品质、净毛率以及腹毛等方面的特点来改进提高

内蒙古细毛羊的羊毛品质和生产性能。经试验测定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平均羊毛

长度母羊提高了。.91- 1. 22 厘米，公羊提高了1. 08 --'- 1. 99 厘米;白色油汗 94.1 % 
-100% ;大弯曲及中弯曲比例提高到 35 .44% -49 .44%; 净毛率达 57.40% 。该成

果取得的经济效益显著，年优质细毛收入达 5 万多元。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

(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二等奖。

〈猪的杂交改良机 1981 年由太仆寺旗畜牧局完成。从 1975 年以来太仆寺旗畜

牧局以北京黑猪为父本，本地母猪为母本进行大面积的杂交改良。杂交后的改良猪，

每口平均产肉 78.8 公斤，比未杂交改良前 1970 年的本地猪提高产肉率 39% 。猪肉

产量逐年增加，猪肉质量明显提高。为培育内蒙古黑猪宝昌类群打下了基础。该成

果经济效益显著，年增百万元，推动了生猪生产的发展。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
(1 971--'--1984 年)科技成果二等奖。

〈肉牛杂交改良效果及育肥方法的研究}:1982 年由锡盟农管局自音锡勒牧场完

成。采取相应的育种措施和几种不同的肉牛育肥生产方式，对三蒙杂种(三河牛与蒙

古牛的杂种牛)利木赞的后代杂种牛，进行生长发育及生产性能等方面的研究。为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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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育肥提供了有效途径。 1976 年开始大批改良 。 改良的杂种牛 15 个月出栏体重

300 公斤以上。 5 年育肥供给香港活牛 829 头，得纯利 7.1 万元。 该成果 1986 年获

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二等奖。

〈应用外援激素提高母牛繁殖率的研究) :1 983 年由锡盟正蓝旗上都河苏木畜牧
兽医工作站协作完成。 以母牛的生殖器和垂体后叶产生某些激素在母牛发情周期中

的作用为理论根据。 应用合成激素和类似物，有意识地干与某些母牛的发情过程，暂

时打乱它们的发情周期规律， 人为地造成母牛发情同期化，尤其是使不发情母牛和产

镇母牛发情。 从 1977-1983 年对7000头母牛采用各种方法试验，繁殖率从原来的
55%提高到 72% 。 使用机动车作为流动配种站节约液氮 90% 。 同时节约了劳力、

资金、方便了牧民，提高了牛的质量，加快了牛的改良步伐。 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

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二等奖。

〈夏洛来牛的饲养管理纯种繁育与杂交改良试验) :1 981 年由锡盟农牧场管理

局、达青牧场和锡盟畜牧兽医研究所协作完成。 自 1973 年从法国引进夏洛来肉用牛

后，系统地研究了夏洛来纯种牛、夏蒙各代杂种牛的生产性能与生长发育规律。 有效

地指导生产，为制定内蒙古肉牛新品种育种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成果 1986 年获

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西门达尔牛在乌拉盖地区繁殖与适用情况) :1 980 年由锡盟乌拉盖农管局种牛

站、内蒙古农牧学院、乌拉盖牧场畜牧兽医工作站协作完成。 1976 年 6 月与 1977 年

12 月分别从西德和奥地利进口肉乳兼用型西门达尔青年母牛 3 头，公牛 5 头 。 在乌

拉盖种牛站采用放牧，适量补饲的条件下进行自繁。 测定楼牛出生重， 母棋平均为

44.8 公斤，公楼平均为 47 公斤。 六个月断奶时的平均日增重公楼为 1.336 克，母楼

为 1.278 克 3 均高于其父母原来在西德的初生重 44 公斤和出生后日增重 1.235 克

与 1 . 018 克的水平。 18 月龄时公、母牛平均体重分别达到 577.5 和 520.2 公斤，基
本上达到了西门达尔青年母牛活体重 500-550 公斤的水平。 在乌拉盖地区， 没有青

贮和多汁饲料的条件下，第三胎母牛 305 天泌乳量为3 503.5公斤。 为育成乌拉盖肉

乳兼用型牛新品种，提供了可靠的育种数据。 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
-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肉用型品种夏洛来牛改良蒙古牛}:1981 年由西乌珠穆沁旗畜牧兽医工作站与

西乌旗阿拉腾高勒苏木协作集体完成。 以夏洛来牛为父本，蒙古牛为母本，采用冷冻

精液配种新技术进行杂交改良 。 杂种公牛的父本遗传性明显。 杂种母牛在 2.5 岁时

的活体重超过蒙古成年(7 岁)母牛的活体重。 杂种牛净肉重相当于同龄蒙古牛净肉

重的 165.6% ，售价相当于同龄蒙古牛的 200.8%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夏 × 乌杂种键牛青肥屠宰试验} :1979 年由西乌珠穆沁旗牧业科研所完成。 是

夏洛来肉牛与乌珠穆沁牛的杂交改良效果试验。 杂交改良牛经过育肥后屠宰测定，

18 月龄夏 × 乌杂种键牛达到了全国肉牛1. 5 岁出栏标准。 为夏洛来杂种肉牛提供

了依据。 该成果 1986 年获得锡盟行政公署(1971 ~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夏洛来牛在内蒙古草原适应能力的测定} :1976 年由锡盟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

与锡盟达青牧场协作完成。 夏洛来牛是法国的大型肉用品种牛 1973 年首次引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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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锡盟达青牧场饲养。 法国同我国自然条件相差很大为使夏洛来牛适应锡盟气

候，使其能够生存、繁殖并保持较高的产肉量进行了科学地饲养管理。 详细地测定了

夏洛来牛的生产性能。 1975 年纯种繁殖了第一胎，其生产性能达到了原法国的生产

标准，夏×蒙杂种后代初生重比蒙古牛提高 30% ，日增重提高二倍。 同时进行了夏

洛来牛的冷冻精液生产。大量的冷冻精液在锡盟及自治区普遍得到推行，开展了杂

交改良蒙古牛的试验。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
奖。

〈改变技术措施提高牛的冷配受胎率}:1982 年由黑城子种畜场完成。改进配种

措施，由常温法改为冷冻精液直肠把握技术输精比常温配种提高受胎率 15.15% ，

达到 90%左右，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内蒙古细毛羊与乌珠穆沁羊经济效益对比试验}:1982 年由西乌珠穆沁旗改良
站与阿拉腾高勒苏木伊拉勒特嘎查协作集体完成。 在相同自然环境条件下，对同年

龄、同性别的内蒙古细毛羊与乌珠穆沁羊两品种之间的适应性、生产性能及经济效益

测定 。 用生物统计学原理分析研究两品种之间的差异程度，用以指导生产，决定乌羊

的发展比例，寻求科学依据。 该成果子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 19711984 年)科技

成果三等奖。

〈锡林郭勒马新品种培育}:1987 年由锡盟臼音锡勒牧场、锡林浩特牧管局、五一

种畜场、锡盟畜牧处等单位共同完成。 该成果 1987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19871990 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O

〈伏草草捆青贮技术} :1988 年由锡林浩特牧管局、科技站、臼音锡勒牧场、白音

库伦牧场协作完成。 该成果 1994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科技成果三等奖。

〈乌珠穆沁肥尾羊选育} :1986 年由东乌珠穆沁旗家畜改良站、西乌珠穰沁旗家

畜改良站和锡盟家畜改良站协作完成。 1986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验收命

名为地方良种一一乌珠穆沁羊。 该成果 1989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851989 年)科技

成果一等奖。

〈雪花马肉青肥技术} :1987 年由锡林浩特牧管局、自音锡勒牧场畜牧兽医工作
站与锡盟经贸处、锡盟科技处协作完成。经屠宰鉴定分析，肉质鲜嫩红腻、色泽新鲜

艳丽、白色脂肪镶嵌于鲜红的瘦肉之中，一、二、三等雪花肉的马占整个育肥马匹的

89% ，出成率为 78% 。经生化分析共含 15 种氨基酸该成果 1989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

(19851989 年)科技成果二等奖。
〈细毛羊饲养管理技术规范} :1 987 年由锡林浩特牧管局科技站完成。 采用先进

种羊场的饲养标准与当地多年实践经验相结合，第一次制定了细毛羊饲养管理技术

规范。 在臼音锡勒牧场应用取得显著效果。， 本标准于 1988 年 10 月 17 日经锡盟技

术监督局和锡盟畜牧处主持的标准审定会上通过，做为细毛羊饲养管理地方标准在

锡盟范围内推行实施。 该成果 1989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851989 年)科技进步三等

奖。
〈澳美公羊精液冷冻生产及其应用}:1988 年由太仆寺旗家畜改良站完成。 1985

年引进澳美种公羊开展精液冷冻配种技术，到 1988 年，累计冻精 47 088 粒、共冷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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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羊 6365 只、配种产羔率达 60. 5 % 80 . 3 % .在引进种畜和推广应用先进技术方面成
绩显著。该成果 1989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851989 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乌珠穆沁自绒山羊选育} :1993 年由东乌旗畜牧兽医站与东乌旗科委、东乌旗

毛纺厂协作完成。 截至 1994 年乌珠穆沁臼绒山羊产区内有核心群 372 个，选育群

681 个，已形成初具规模的良种繁育体系 。 共有等级羊 49 万只，其中特一级羊 18.2

万只，占产区山羊的的 37 . 05% 。 各项指标达到或超过计划指标和地方标准要求。

它的育成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对振兴当地经济、促进农牧民致富小康以及

丰富家畜品种资源、开拓绒山羊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该成果 1995 年获锡

盟行政公署(19901993 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奥美羊杂交改良技术推广}: 1992 年由锡盟家畜改良站 、正蓝旗家畜改良站、多

伦县家畜改良站和太仆寺旗家畜改良站协作完成。 利用 59 只澳美公羊 3 年累计配

种 415 190 只母羊，完成配种任务的 119.9% ，完成达标羊 160 992 只，占任务的

140.9% 0 产毛量由原来的 3.06 公斤提高到 5.03 公斤，增长1. 97 公斤。净毛量由

原来的1. 11 公斤提高到 2.52 公斤。 提高了净毛率、等级差价和羔羊成活三项指标。

该成果 1995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901993 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安蒙杂种一代牛试验}:1990 年由阿巴嘎旗畜牧兽医工作站完成。经过几年的

试验研究，证明安蒙杂种一代牛，有较强的适应性能，体尺、外貌明显的呈现出肉用型

特征。 据对 221 头安蒙杂种一代牛的测定，黑毛占 84.2% ，无角占 96 .4% ，遗传力很

强。 各项体尺均有提高，安蒙杂种牛与蒙古牛比较，产肉性能提高 66.6% ，嗣体重提

高 70.4% ，净肉产量提高 78.94% ，安蒙杂种牛日平均产奶量 6.1 公斤，比蒙古牛提

高 54% 。

〈野生旱赖人工驯养及繁殖研究} :1 990 年由锡盟畜牧兽医研究所完成。为旱撒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正常的成活并能繁衍后代，培育出了人工驯养旱懒种兽。 揭示了

野生旱懒人工繁育的秘密，是国内首创。为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珍贵的野生皮毛动

物具有一定意义。 1994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901994 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多肋骨乌珠穆沁羊定向选育} :1 990 年由锡盟畜牧兽医研究所和自音锡勒牧场

七分场、西乌旗畜牧局、东乌旗畜牧局协作完成。多胁骨乌珠穆沁羊在自然群体中所

占的比重为 20% 左右。 通过人工选育其后代中多肋骨个体出现的机率可达

57.14% 0 6 月龄多肋骨羔羊比正常肋骨羊每只平均多产净肉 2 .45 公斤。在同等条

件下经过强度育肥 8 月龄羔羊产肉能力比正常胁骨羊多产 2.5 公斤净肉。 20 月龄

揭羊多产净肉 2.6 公斤。 为培育新型乌珠穆沁羊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途径。该成果

1994 年获内蒙古人民政府(19901994 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瘦肉型内蒙古自猪引种繁青推广} :1 993 年由太仆寺旗良种猪场与内蒙古牧科

院自猪原种场、太旗改良站协作完成。该成果 1995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 (19901993

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绵羊畜群周转技术一一经济试验推广}:1985 年由东乌旗畜牧兽医工作站完

成。该成果 1989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 119851989 年)科技推广二等奖。

〈草地飞机灭鼠技术推广} :1 989 年由锡盟草原站，自治区草原站，东乌旗、阿巴

嘎旗、东苏旗草原站协作完成。 当年灭鼠地区牧草产量就由原来 26.6 公斤/亩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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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67.5 公斤/亩，纯增 41 公斤，植被覆盖度提高了 20%32.5% 。该项技术具有撒饵

速度快，功效高，成本低，巩固率高，防范期长等特点，获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于 1995 年在锡盟召开首届科技大会上获科技推广二等奖。

(二)兽医

〈羔羊荆防治h1979 年由锡盟农牧场管理局科技站与自音锡勒牧场兽医站协作

完成。 该成果于 1980 年应用于生产，解决了羔羊荆造成的经济损失，提高了仔畜繁

殖成活率。 1980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711979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熏蒸法驱除羊鼻蝇头 1978 年由锡盟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与正兰旗兽医工作站
协作完成。 该成果 1980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711979 年)科技成果四等

奖。
〈倍硫磷防治牛皮蝇头 1979 年由锡盟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与草原研究中心协作

完成。 该成果在正蓝旗大面积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1980 年获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19711979 年)科技成果四等奖。

〈精制倍硫磷用于防治牛皮蝇在牛体内残留量的测定) :1 981 年由锡盟畜牧兽医

科学研究所与内蒙古轻化工科学研究所协作完成。 该成果 1985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科技成果三等奖。

〈猪弓形体病源分离及防治措施的研究} :1982 年由锡盟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与

多伦县兽医站协作完成。 1980 年从猪体内分离出弓形体原虫。首次确诊锡盟地区

猪的一种无名高热病是弓形体原虫引起的。并应用间接血凝、血清学诊断方法证明

我盟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城镇，畜间和人间都存在着弓形体病，感染率也相当高。

为防治该病使疫点极早净化，贯彻了"检、离、治、杀"的方针。通过三年的有效防治措

施的实施，基本上达到了控制该病的目的。该成果 1986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84)科技进步三等奖。

〈锡盟家畜寄生虫区系调查} :1993 年由锡盟兽医工作站与锡盟牧业学校、锡盟

畜研所、锡盟农牧场管理局、全盟 12 个旗县(市)兽医站协作集体完成。 在全盟设 93
个基本点，通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基本摸清锡盟家畜家禽寄生虫区系分布、侵袭强度、

种群密度。 发现各类寄生虫 169 种，其中肯定了能使畜禽致病的优势虫种 25 种，人

畜共患虫种 15 种。 为锡盟今后防治家畜寄生虫病提供了科学依据。该成果 1986 年

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集体一等奖。
〈牛肉毒梭菌 C 型中毒症的诊断定性与防治效果}:1972 年由锡盟兽医主作站与

内蒙古兽医工作站、内蒙古牧科院、内蒙古农牧学院、阿巴嘎旗兽医工作站协作集体

完成。 该成果定性准确，经实践证明菌苗予防效果显著，解决了牧业生产中的疑难问

‘ 题。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早春驱虫技术的推广应用): 1980 年由锡盟兽医工作站与正蓝旗、自旗和黄旗
兽医工作站协作集体完成。早春驱虫技术打破了多年来接羔后(5-6 月)驱虫的常

规，依据寄生虫侵袭畜群的生物学规律，将驱虫提早到接羔前(2-3 月)进行。实践

证明:理论正确、防治效果良好、经济效益显著二 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

(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二等奖。
〈太旗肝片吸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季节动态观察和防治效果) :1. 981 年由锡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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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工作站与太旗兽医站完成。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蠕虫学解剖，摸清了锡盟太仆

寺旗肝片吸虫病的流行区域、感染率(100% )、侵袭强度(13-314 条)，并摸清了牛、
马、驴、骤、猪也感染发病。首次在锡盟应用硝氯盼进行驱治。经过三年的防治基本

控制了该病的危害，收到较大的经济效益。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

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阿巴嘎旗牛狂犬病的诊断报告} :1982 年由锡盟兽医工作站完成。及时准确地

诊断出牛的狂犬病，并提出牛狂犬病传染源(狐狸)的新发现。 为防治牛狂犬病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 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

奖。

〈正蓝旗消灭马鼻瘟病技术措施}:1976 年由正蓝旗兽医工作站与内蒙古牧科院

兽医系协作完成。 通过采用"检、隔、培、治、处"等综合技术措施，历经十年在全旗范

围内消灭了马鼻瘟病。 在锡盟牧业旗县中最早达到消灭标准。该成果 1986 年获锡

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应用布氏杆菌猪 E 号苗口服免疫控制家畜布氏杆菌病) :1982 年由锡盟兽医站

集体完成。从 1970 年在锡盟推广布氏杆菌猪 E 号苗口服免疫十多年实践证明:这种

办法方便，不需特殊器材，群众易掌握。不仅具有较高的免疫保护力，而且解决了应

用 19 号苗注射对山羊和猪免疫效果不好的问题。 1972-1982 年锡盟共用这种方法
免疫家畜 280 多万头(只)减少了牲畜的空怀和流产现象。 锡盟人间布氏杆菌病发

病也明显减少，全盟 1963 年发病人数1 368人， 1982 年仅有 1 人发病。按用此苗口服
免疫后最低的流产率 2.7%来计算，每年平均少流产仔畜约 5.3 万头(只)，经济效益

显著。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家畜半机械化药浴圈的研制>: 1977 年由锡盟兽医工作站与苏尼特左旗兽医工

作站、阿旗查干漳尔苏木协作集体完成。 STD-一12 型半机械化药浴圈在阿旗查干漳

尔苏木巴音宝力格嘎查实践中应用验证。基本解决了采用梯形药浴池人工抓羊药浴

的繁重劳动。 该药浴圈能上喷下浴、性能可靠、效果显著而且结构简单经济适用，深

受牧民欢迎。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羊结节虫、胃肠道线虫季节动态调查及防治方法的研究}:1983 年由锡盟畜牧

兽医科研所与阿巴嘎旗查干津尔苏术兽医工作站协作完成。 通过按月解剖羊只完成

了一个地区羊结节虫、胃肠道线虫季节动态调查;对羊哥伦比亚结节虫的流行病学规

律进行了系统调查;观察发现结节虫幼虫的某些发育过程和形态变化，具有一定的生
态学意义;在搞清了各种寄生虫季节动态消长规律的同时试点进行了不同给药方法

的驱虫试验。总结出四咪瞠瘤胃注射的适时驱虫时间。连续三年驱治，基本控制了

寄生虫的危害。特别是对结节虫病的防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控制结节虫病、减 r
少经济损失做出一定贡献。"羊哥伦比亚结节虫流行病学调查"论文获自然科学优秀

论文奖。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水招类大肠杆菌的病源诊断) :1982 年由锡盟兽医工作站完成。通过病理分
析、病源菌分离、致病性测试与大肠杆菌有许多不同之处。 该病发病快、病程短、死亡

率高;流行和危害极为严重给养招业带来巨大损失。此项诊断程序为今后诊断该病

提供了参考资料。该成果 1986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71-1984 年)科技成果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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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锡盟畜禽疫病史} :该〈病史〉于 1983 年正式成立编辑委员会，历经三年的修改、
补充于 1985 年完成初稿， 1987 年正式编印 。 由锡盟兽医站、锡盟畜研所、锡盟农牧
场管理局、锡林浩特牧业学校和各旗县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完成。该成果 1989 年

获锡盟行政公署(1985-1989 年)科技进步集体二等奖。
〈绵羊三种疫苗同时分点接种免疫抗体水平的研究) :1 988 年由锡盟兽医工作站

与内蒙古动物检疫站协作完成。 本试验采用了间接血凝法测定羊症和炭瘟疫苗，琼

脂扩散法测定口蹄疫疫苗在绵羊体内抗体水平。 结果证明:三种疫苗同时分点接种

一只绵羊临床是安全的，与单针接种相比较，其免疫抗体滴度及消长规律是一致的，

免疫效果一样。 测试方法敏感、特异、简便在国内属首次应用 。 三针同注省时、省力，

解决了出口绵羊生产过程中的难题，节约经费减少开支。 该成果 1989 年获锡盟行政

公署(1985-1989 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马消化道寄生虫季节动态调查) :1986 年由锡盟兽医站与北农大寄生虫教研
室、阿巴嘎旗兽医站集体协作完成。 通过按月解剖马匹调查发现，在锡盟阿巴嘎旗马

匹体内发现消化道寄生虫共 9 科、 19 属、55 种。 从感染率和危害程度看，优势虫种主

要有三大种，分别是马胃蝇、马园形科线虫、马血口科线虫。 在一匹马体内各种寄生

虫最高混合侵袭强度达203 434条，最低为 12 316条，平均为76000条 。 感染高峰在

2 、 6 、 11 月份三次出现确定每年在 1 、 5 、 10 月份进行三次驱虫。 该调查比较系统，数

据准确 、在我国北方草原牧区地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该成果 1989 年获锡盟行政公

署(1985 - 1989 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正蓝旗开展大面积推广防治三蝇姐病h1988 年由正蓝旗兽医站与锡盟畜牧兽

医研究所集体协作完成。 从 1974 年开始在正蓝旗范围内连续进行三蝇(牛皮绳、马

胃蝇、羊鼻蝇)防治工作。 笋过 15 年的持久坚持，三蝇幼虫的感染强度逐年下降和完
全控制 。 成幼畜的保畜率和畜产品品质、价值不断提高，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

益。 该成果 1988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85-1989 年)科技进步推广三等奖。
〈口服补液盐在防治羔羊拉稀及弱畜脱水的推广应用) :1988 年由苏尼特右旗兽

医站与苏尼特右旗科委协作完成。 在 1987 年应用口服补液盐治疗羔羊拉稀和乏弱

脱水症在全国尚属首次。 取得显著疗效，为兽医临床上开辟了补液的新途径和方法。

因药源丰富、简便经济、作用机理和实用范围明确，在畜牧业生产中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经济效益显著。 该成果 1989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85 -1989 年)科技进步推广

三等奖。
〈家畜李氏杆菌病的调查} :1 987 年由苏尼恃左旗畜牧兽医站完成。 首次在苏尼

特左旗分离出李氏杆菌病源菌。 澄清了与脑包虫病棍淆不清的转圈病症的困惑，提

出该病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发病高峰年的规律。 为今后建立可行的诊断标准，对本病

综合性防治研究，达到控制和消灭本病起到了指导作用。该成果 1989 年获锡盟行政

公署(1985-1989 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

〈丙硫苯咪哇驱虫试验推广) :1988 年由锡盟畜牧兽医研究所、多伦县兽医站协
作完成。 选择寄生虫种类多的试点(线虫、缘虫、吸虫)采用临界测定法和对照法进行

驱虫试验，首次在我盟提出该药的驱虫范围、安全幅度和最佳有效剂量。 为我盟绵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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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虫混合感染地区推广使用广谱、高效、低毒、低残的留新型驱虫药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国内首次对丙硫苯咪瞠驱治中华双腔吸虫的最佳有效量和鹿前后盘吸虫的驱治效

果提供了可贵的试验数据;总结出简便易行的检查双腔吸虫的方法一一-肝胆管倒灌

注法;通过试点总结，逐步扩大使用面积到全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为控制

蠕虫混合感染地区的危害做出贡献。 该成果 1989 年获锡盟行政公盟 (1985 -1989 
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活动式检疫栏设计使用效果报告) :1 988 年由西乌旗兽医站与西鸟旗机械厂协

作完成。该成果 1989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85-1989 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脑包虫病防治措施的研究与推广} :1993 年由锡盟畜牧兽医研究所与阿巴嘎旗

兽医工作站协作完成。 从 1990 年开始在阿巴嘎旗自音查干和德力格尔两个苏木试

点。 制定了以消除病源为主要手段，从终宿主防治入手净化草场，切断传染途径为主

要措施的技术路线。 采取给狗驱除缘虫、处死指标外养狗、宰杀晚期脑包虫病羊、治

疗早期脑包虫病羊、对羔羊群体早期预防性驱虫的"驱、处 、杀、治、防"综合防治措施。

1991 年以集团承包的形式在阿巴嘎旗全旗范围内开展。 到 1993 年，三年的研究与

实验结果表明:羊脑包虫病发病率由防治前的 2.02% - 2.25% 下降到 0.5% -
1. 0% 0 " 该课题紧密结合锡盟畜牧业生产实际，依据脑包虫病的生活史和流行病学规
律，以切断传染源为主要手段，控制传播途径为主要措施，降低了发病率，达到了基本

控制的目的。 该课题 1990 年开始之际正值"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年飞 因工作开始就

作出显著成绩.1990 年 12 月被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局授予先进集体称号。 该成果

1995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90 - 1993 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

〈锡盟牧区牛群发代谢病的诊断与防治措施的研究} :1993 年由锡盟兽医工作站

与西乌旗兽医站、阿巴嘎旗兽医站、白音锡勒牧场协作完成。 根据锡盟地区牛群发代

谢病对畜牧业造成的危害，从 1991 年对三个发病地区、五个发病点进行试验研究。

从流行病学、土壤、牧草等多学科相关因素分析、对牛体血清 、钙 、无机磷、碱性磷酸

酶、血清镜、血清总蛋白含量的对照表明:西乌旗试验点，既缺磷又缺钙，以缺磷为主，

这是本病多以群发或呈地方性发生的原因之一;阿旗试验点，主要缺钙，磷正常，导致

钙磷比例失调;自音锡勒牧场试验点，钙磷都明显缺乏，比例失调。 通过调查，查明了

主要病因是原发性缺磷、缺钙症，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为防治提供了依据。 该成

果 1995 年获锡盟行政公署(1990-1995 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表 5 -15 一 1 获自治区级一、二、三等奖(畜牧、草原)

成果名称 主持单位 协作单位
工作起

授奖部门
获奖类

获奖时间
获奖人员

止年限 别等次 名单

〈草原红牛〉
四省区合作的

1977-1984 年
内蒙古自治区 、 一等奖

1984 年
见畜牧改良一

国家项目 中央农牧渔业部 二等奖 章

自音锡勒牧场 、 赵学波、张.应

〈锡林郭勒马
锡林浩特牧管

内蒙古人民政府 科研
琦、高桐 、 李春

局 、 五一种畜 1952-1987 年 1987 年 华 、 玉树人、王
新品种培育〉

场 、锡盟畜牧处
(1987 -1990 年) 一等奖

泽文、 阿尔达
合作 那 、齐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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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果名称 主持单位 协作单位
工作起

授奖部门
获奖类

获奖时间
获奖人员

止年限 别等次 名单

〈多 肋骨乌珠
东乌旗、西 内蒙古人民政府 科技进步

包满那、 张世
平要沁羊走向选锡盟畜研所 1986 - 1990 年 1991 年 佳、赵连升、其
育〉

乌旗 (1990-1994 年) 三等奖
仁道尔吉

〈野生旱懒人
内蒙古人民政府

科技进
张景清、 陶德

工驯养及繁殖锡盟畜研所 1988-1990 年 步三等 1993 年
研究〉

(1990-1994 年)
奖

布仁

〈伏草草捆青锡林浩特牧管
臼音锡勒 、

内蒙古人民政府 科研
邓垦熙、 张晓、

贮技术〉 局科技站
自音库伦 1987 - 1988 年

(1990 - 1994 年) 三等奖
1994 年 张连庆、宋 根

牧场 和

〈安综杂种一
姜巴图、韩毛

阿巴嘎旗畜牧
1988 - 1990 年

应用技术 敖、任桂兰、哈
代牛试验〉 兽医站 三等奖 斯楚鲁、登布

日布

〈锡盟草地资 i周研
何永海、照那

源调查}
锡盟草原站 1981 - 1987 年 内蒙古

三等奖
1988 年 斯图、罗琪、 乌

日图、张郁华

〈农村养兔丰
多伦、太旗 、

丰收项目 1989 年
收奖〉

锡盟畜牧处 西苏等旗 1987 - 1988 年 ， 内蒙古农委
三等奖 12 月

共十人获奖
(县)政府

表 5 -15 - 2 获国家农牧渔业部奖(畜牧)

成果名称 主持单位 协作单位
工作起

授奖部门
获奖类

获奖时间
获奖人员

止年限 别等次 名单

〈羔羊育肥配 丰收
阿古拉、包

套技术推广〉
锡盟改良站 农牧渔业部

二等奖
毅、斯琴毕力
格 、苏和

〈扩大利用澳
锡盟改良站 农牧渔业部 丰收 集体奖

美种羊}

表 5-15-3 获锡盟行政公署一等奖(畜牧)

成果名称 主持单位 协作单位
工作起

授奖部门
获奖类

获奖时间
获奖人员

止年限 别等次 名单

〈锡林郭勒盟锡盟家畜品种
锡盟公署 科研

家畜品种志· 志·品种图谱编 1981 - 1982 年
(1971-1984 年) 一等奖

1986 年 集体奖
品种因谱〉 写办公室

〈利用乌珠穰
西乌旗奶牛场、

沁草原优势饲 锡盟公署 科研
养黑臼花奶

科委、气象站合 1974 - 1982 年
(1971-1984 年) 一等奖

1986 年 集体奖

牛〉
作

蓝旗、 臼 J 

旗、黄旗 、

〈牛冷 J东精液锡盟家畜改良
太旗、阿巴

锡盟公署 科研
技术推广〉 站

嘎旗家畜 1975 - 1982 年
(1971-1984 年) 一等奖

1986 年 集体奖
改良站、黑
城子、白 音
锡勒牧场

〈出售肥羔效东乌旗家畜育 东乌旗 F斗
1976 - 1982 年

锡盟公署 科研
1986 年 集体奖

益分析〉 种改良站 委 (1971-1984 年) 一等奖
二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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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果名称 主持单位 协作单位
工作起

授奖部门
获奖类

获奖时间
获奖人员

止年限 别等次 名单

〈卡巴金马的
锡盟公署 科研

风土驯化及杂 臼音锡勒牧场 1978-1982 年
(1971-1984 年) 一等奖

1986 年 集体奖
交改良〉

〈乌珠穆沁肥
东乌旗、西乌

锡盟公署 科研
旗、锡盟家畜改 1959-1980 年 1989 年 集体奖

尾羊选育〉
良站合作

(1985-1989 年) 一等奖

{乌珠穰沁白
东乌旗兽医站、

锡盟公署
科技进 哈日呼、 包玉

科委、毛纺厂合 1987-1993 年 步一等 1995 年 昆、田振字、
绒山羊选育〉

作
(1990-1993 年)

奖 张宝林

锡盟畜牧处，
〈锡盟畜牧业东、西乌旗，东、

锡盟公署 推广
防灾综合技术西苏旗，蓝、臼、 1987-1993 年

( 1990-1993 年) 一等奖
集体奖

开发〉 黄旗，锡市畜牧
局

表 5 -15 - 4 获锡盟行政公署二等奖(畜牧)

成果名称 主持单位 协作单位
工作起

授奖部门
获奖类

获奖时间
获奖人员

止年限 别等次 名单

〈利用利木赞
公牛·冷冻精液黑城子种畜场

1975-1982 年
锡盟公署 科研

1986 年 集体奖
改良黄牛试冷冻站 ( 1971-1984 年) 二等奖
验〉

〈内蒙古细毛
锡盟畜研所、锡

锡盟公署 科研 姚继舜、赵慕
盟白音锡勒牧 1977-1982 年 1986 年

羊导血试验〉
场合作

(1971 - 1984 年) 二等奖 实、邓皇熙

{猪的杂交改太仆寺旗畜牧

11广Lt「19a9nF川7m718U"-~M1-1U9A9M8ω8MU32&‘ M年年Thf -11n9J9J77锡锡?11f 盟~盟皿 11At公9=988ff 暑署4 4 科 研 集体奖
良〉 局 年) 二等奖 1986 年

{肉牛杂交改
锡盟白音锡i勒 科研 张应琦、 王泽

良效果及育肥
牧场 年) 二等奖 1986 年 文、崇廷文

方法的研究}
←一一一一一一-〈应用外援激

正蓝旗上都河 锡盟公盟 科研 李志武、马理
素提高母牛繁

畜牧兽医站 1977 - 1983 年 (1971 -1 984 年 ) i 二等奖|1986 年 武、樊荣华
殖率的研究〉

〈雪花马肉育
锡林浩特牧管 锡盟公署 |科 研 毕宝杰、张
局、白音锡勒牧 1987 年 1989 年

肥技术〉
场

(1985 - 1989 年) 二等奖 晓、子荣

。奥美羊杂交
蓝旗、多

科技
包毅、 斯琴其

锡盟家畜改良 伦、太仆寺 锡盟公署 木格、 任银
改良技术推

站 旗家畜改
1990-1992 年

(1990-1993 年) 进步!阳年 宝、 赵成树、
广〉 良站

兰等奖
额尔登孟和

〈绵羊畜群周 科技
郝益东、车格

东乌旗畜牧兽 锡盟公署 木德、那德力
转技术一经济

医工作站
1980-1985 年

(1985 - 1989 年)
进步 1989 年

格尔、王治
试验推广〉 二等奖

国、包文章

展"{锡七规五林划"郭科〉勒技盟发
锡盟畜牧

锡盟科技处
处、盟农林

1985-1986 年
管理

集体奖
水利处、交 二等奖
通处

锡盟草原工作
东乌旗、阿

朝鲁、范天
〈草地飞机灭

站与自治区草
巴嘎旗、东

1987-1989 年 锡盟科技大会
推广

1995 年 德、关珍、段
鼠技术推广〉

原站合作
苏旗草原 二等奖

新桥、徐兆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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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一 15 - 5 获锡盟行政公署三等奖{畜牧、草原)

成果名称 主持单位 协作单位
工作起

授奖部门
获奖类

获奖时间
获奖人员

止年限 别等次 名单

饲〈繁良夏养试育洛管骏与来〉理杂牛蝇主的种改 锡盟农管
锡盟公署 科研

张振中、那顺
锡盟达青牧场 局、锡盟畜 1973-1981 年

(1971-1984 年) 三等奖
1986 年 巳图、芒来、

研所 巴特

〈西门达尔牛
内蒙古农

在乌拉盖地用情区乌拉盖农管局
牧学院、朝

锡盟公署 科研 刘计良、赵朝
繁殖与适 种牛站

克温都尔 1977-1980 年
(1971-1984 年) 三等奖

1986 年
阳

牧场畜牧
况〉

兽医站

〈肉用型品种西乌旗兽医站 、
锡盟公署 科研

夏洛来牛改良 阿拉坦高勒苏 1977-1980 年
(1971-1984 年) 三等奖

1986 年 集体奖
蒙古牛〉 木

键试〈夏牛验×〉育乌肥杂屠种宰西乌旗牧科所， 1979 年
锡盟公署 科研

1986 年 集体奖
(1971-1984 年) 三等奖. 

〈夏洛来牛在
西乌旗达 锡盟公署 科研 张景清、张振

蒙古草原适应锡盟畜研所
青牧场

1971-1976 年
(1971-1984 年) 三等奖

1986 年
忠、那顺巴图

能力的测定}

〈改变技术措
锡盟公署 科研

施提高牛的冷黑城子种畜场 1976-1982 年
(1971-1984 年) 三等奖

1986 年 集体奖
配受胎率}

〈内蒙古细毛
羊与乌珠穆沁

西乌旗改良站 1982 年
锡盟公署 科研

1986 年 集体奖
羊经济效益对 (1971-1984 年) 三等奖
比试验〉

〈细毛羊饲养
锡林浩特牧管 锡盟公署

科技
管理技术规 1987 年 进步 1989 年 邓里熙等
范〉

局科技站 (1985-1989 年)
三等奖

〈澳美公羊精
太仆寺旗家畜 锡盟公署

科技
刘巨富、任银

液冷冻生产及
改良站 ' 

1987-1988 年
(1985-1989 年)

进步 1989 年
宝、姜永和

应用〉 三等奖

太仆寺旗良种

〈瘦肉型内蒙
猪场、内蒙古牧

科技
科院内自猪原 锡盟公署 张兴窗、任银

古白猪引种繁
种场、太仆寺旗

1992-1993 年
(1990-1993 年)

进步 1995 年
宝、曹贵禄

育推广〉
家畜改良站合

三等奖

作

〈驼究备苏}男E轻尼色组待体型双的峰制研 锡盟公暑 科研
斯琴毕力格、

锡盟畜研所 1984-1986 年
(1985-1989 年) 三等奖

1990 年 张世全、苏格
德尔

李福生 、 王世
〈青贮饲料技

多伦县草原站 1983-1988 年 锡盟科技大会
推广

1995 年
华、赵明旭、

术推广〉 三等奖 闰荣德、王广
新

〈塑料暖棚在
恩和 、 图布

推广 新、 林友霖、
牧业生产中的西乌旗科委 1987-1988 年 锡盟科技大会

三等奖
1995 年

斯琴巴特尔、
应用与推广〉

阿拉坦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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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果名称 主持单位 协作单位
工作起

授奖部门
获奖类

获奖时间
获奖人员

止年限 别等次 名单

李福生、王世

〈推广草田轮
多伦县草原站 1988-1993 年 锡盟科技大会

推广
1995 年

华、王广纪、

作技术〉 三等奖 张宏伟 、 闰荣

德

{草甸草原天
科研 方久成、子贵

然草场合理利西乌旗牧科所 1979-1993 年 锡盟科技大会
三等奖

1995 年
义、王贵·满

用与保护〉

〈镶黄旗草场
科研

牧草贮量的调镶黄旗草原站 1979-1982 年 锡盟行署
三等奖

集体奖

查〉

〈锡林郭勒盟
锡盟萃原勘查 科研

野生种子植物
设计规划队

1979-1981 年
三等奖

何永海

资源〉

〈天然草地初
西乌旗草原工 科研 刘文真、自世

级生产力定位
作站

1984-1988 年 锡盟行署
三等奖

1995 
勤、方建平

监测研究}

〈新品种鉴定
万寿滩良种场 1971-1978 年 锡盟公署

科研 何永年 、 高 玉

和示范推广〉 兰等奖 林、李德珠

L一一-

表 5 一 15 - 6 获自治区三、四等奖(兽医)

成果名称 主持单位 协作单位
工作起

授奖部门
获奖类

获奖时间
获奖人员

止年限 别等次 名单

锡盟农管局科
内蒙古人民政府 科研 白兰香、姿树

〈羔羊荆防治〉技站、臼音锡勒 1973-1979 年 1980 年

牧场兽医站
(1971-1979 年) 三等奖 奎、王泽文

〈高蒸法·驱 1台
内 蒙古兽

内蒙古人民政府 科研 李晋、武进
锡盟畜研所 医站 、 正蓝 1973-1978 年 1980 年

羊鼻蝇〉
旗兽医站

(1971-1979 年) 四等奖 芳、东希恪

〈倍硫磷防治
锡盟畜研所

正蓝旗兽
1967-1979 年

内蒙古人民政府 科研
1980 年

李晋 、 沈 奎、

牛皮蝇〉 医工作站 (1971-1979 年) 四等奖 葛长海

〈精制倍硫磷
内 蒙古轻 张世缝、武进

用于防治牛皮 科研

蝇在牛体内残
锡盟畜研所 化工研究 1980-1981 年 内蒙古人民政府

三等奖
1985 年 芳、宝音贺希

留量的测定〉
所 格

〈猪弓型体病
多伦县兽 科研 葛长海、文1J 瑞

原分离及防治锡盟畜研所 1980-1982 年 内蒙古人民政府 1986 年

措施的研究〉
医站 三等奖 琴、王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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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5-7 获锡盟行政公署一、二等奖(兽医)

成果名称 主持单位 协作单位
工作起

授奖部门
获奖类

获奖时间
获奖人员

止年限 别等次 名单

锡盟畜研

所、锡林浩

〈锡盟家畜寄 特牧业学
锡盟公署 科技

生虫区系调锡盟兽医站 校、锡盟农 1981-1983 年
(1971-1984 年) 一等奖

1986 年 集体奖

查} 管局及十 . 
二个旗县

市兽医站

内蒙古兽

{牛肉毒梭菌 医站、内蒙

C 型中毒症的
锡盟兽医站

古牧科院、
1970-1972 年

锡盟公署 科研
1986 年 集体奖

诊断定性与防 锡盟牧业 (1971-1984 年) 一等奖

治效果〉 学校、阿旗

兽医站

> 

〈早春驱虫技
蓝、白、黄 锡盟公署 科研

术的推广应锡盟兽医站 1986 年 集体奖

用〉
旗兽医站 (1971-1984 年) 二等奖

锡盟畜研

所、锡盟牧
科技

〈锡盟畜禽疫
锡盟兽医站

业学校、锡
1984-1987 年

锡盟公署
进步 1989 年 集体奖

病史〉 盟牧管局、 (1985-1989 年)
二等奖

各旗县市

兽医站

{绵羊三种疫
科技

苗同时分点接 内蒙古动 锡盟公署 苏凯、唐继

种免疫抗体水
锡盟兽医站

物检疫站
1985-1988 年

(1985-1989 年)
进步 1989 年

忠、石俊

平的研究〉
二等奖

〈马传染性贫 锡盟公署
科技 昂斯根、长

血|纺 i台〉
西乌旗兽医站 1985-1993 年

(1985-1995 年)
推广 1995 年 寿、阵营、孟

二等奖 克、孟根巴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