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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畜牧业是我区一大支柱产业，建国四十年来全区畜牧业发展迅速。为尽快把我区畜牧

业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市场优势，畜禽疫病防治确有举足轻重之作用。系统的总结我区畜

禽疫病防治经验，编写一本《丽江地区畜禽疫病志》确是形势发展所需，是全区广大畜牧

兽医技术人员的要求。

我们遵照农牧渔业部(1986)农(牧)字58号和省畜牧局(87)云牧字第27号文件

精神，于1987年地区畜牧兽医站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并在当年在丽江、永胜两县，1989年

在华坪、宁蒗两县，据各县的实际和家畜分布特点，抽样采畜禽血清、血片与粪便，送省

兽医防疫总站进行血清学病原诊断。并采用专门队伍与广大基层兽医相结合，调查结果跟

踪观察与实地察询相涵接，同时查阅了全区历年的资料，较全面地总结了全区疫病防治经

验和研究成果。近三年来，经过全区畜牧兽医人员的通力合作，基本掌握了我区畜禽疫病

的种类、分布、流行特点、危害程度、防治效果和疫病现状。

1990年2月，在省兽医防疫总站的指导下，我们对全区畜禽疫病普查工作进行了总结，

并把这一结果系统化。根据农牧渔业部(1989)农(牧防)字237号和省畜牧局(89)云

牧(医)字第25号文件规定，成立了编写小组。本着面向畜牧生产、求实和理论联系实际

的原则，对所有调查资料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和概括；对原有(或已经消灭)的病从简，

对新发疫病力求系统完整；对危害轻的疫病从简，危害严重的竭力全面准确；尤其是针对

我区疫病流行的特点．从防制方面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探讨，使全书既有完整的历史全貌，

又能对防治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丽江地区畜禽疫病志》有二篇十三章，共记有疫病92种，并附有必须的发病分布统

计表。寄生虫病、中毒病和人畜共患病，按部、省规定均列入各畜种的章节内，未单独列

录编号。在整个编写过程中，由于主持人几度更换，时间紧迫，尤其是我们素质所限，错

漏在所难免，恳请我们的同行、老师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疫病调查和《丽江地区畜禽疫病志》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行署、地区农牧局和省

兽医防疫总站的关心和帮助。地区爱委会肖代乾，地区区划办邱炽昌，地区农校张维恭，地

区水电局李清胜，地区气象处张有才、陶介卿，地区防疫站李允娴、郭本彪，地区环保监

测站杨茂仁、杨光生，地区食品公司段浦林，丽江冷冻厂杨越光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地区农牧局李应才、高级兽医师f陈恭f，高级讲师木世荣、讲师谭国祚、杨世雄，
兽医师木耀东等同志对编写和在审稿中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谨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19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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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位置

第一篇 概 况

第一章 自然地理概况

第一节 基本情况

丽江地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金沙江中上游，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连接部，跨横

断山峡谷和滇西高原两地貌单元。地理座标：东经99。23’一101。317(跨度2。08’)，北纬25。

59 7—27。56 7(跨度10577)。东面和北面与四川I省攀枝花市、盐边县、盐源县、木里县接壤；

东南面与楚雄州永仁县、大姚县以江为界；南面毗邻大理州宾川县、鹤庆县、剑川I县；西

与怒江州的兰坪县、迪庆州的维西县相连；北与迪庆州的中甸县隔江对峙。

全区总面积为20600平方公里(3090万亩)，其中丽江县7025平方公里(1113．75万

亩)；永胜县4950平方公里(742．5万亩)；华坪县2200平方公里(330万亩)；宁蒗县6025

平方公里(903．75万亩)。

二、行政区划

丽江地区辖：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丽江地区行政

公署设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大研镇。据历史记载：丽江地区在战国时期属秦国边地。楚庄

矫建滇国时属滇国之地；汉属越崔郡地；蜀汉、晋属云南郡；隋时属西州；唐南诏置铁桥

节度，后改属剑JI『节度；宋大理属善巨郡、谍统府及么监部地；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立

荼罕章管民官，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改为丽江宣慰司，十三年(1276年)改置丽江

路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丽江府，后改为丽江军民府，属云南布政使司；

清仍为丽江军民府，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属云南布政使司；民国二年(1913

年)废府改县，分设丽江、永北(包括宁蒗)、华坪等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设云南省

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丽江县属第十三行政督察区，永胜、华坪、宁蒗属第十行政督

察区。

1949年7月1日，丽江县解放，属滇西北人民专员公署管辖，1949年12月28日，成

立丽江人民行政专员公署；1950年4月改为丽江专员公署，辖丽江、永胜、华坪、宁蒗、中

甸、德钦、维西、碧江、福贡、贡山、兰坪、鹤庆、剑川等十三个县。1953年底，泸水县

由保山专区划归丽江地区。1954年8月，泸水、碧江、福贡、贡山四县划出，成立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1957年，再把兰坪县划入怒江，并改称怒江僳僳族自治州)；1957年9月，中

——1——



甸、德钦、维西三县划出，成立迪庆藏族自治州(两自治州成立后至1973年，曾由丽江专

区代管)。1956年11月，鹤庆、剑川两县划归大理白族自治州。1970年，丽江专区改为丽

江地区。1973年省撤去丽江地区对迪庆、怒江两州代管权后，丽江地区辖丽江、永胜、华

坪、宁蒗四县。1980年丽江专员公署改名为丽江地区行政公署。1988年区改乡后，全地区

共4个县69个乡(镇)(58乡11镇)444个行政村(办事处)(345个行政村、99个办事

处)。见表1—1。

附：丽江地区行政区划图

丽江地区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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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一l 丽江地区行政区划一览表

丽江县：乡(镇)名称 行政村(办事处)名称

五一、七一、新义、光义、jE门、新华、义正、义和、义尚、八河、
大 研 镇

文知、祥云、五台。

石 鼓 镇’ 石鼓、红岩、大新、新华、鲁瓦、大同、格子、四新。

巨 甸 镇 巨甸、路西、古渡、阿乐、金河、武侯、后箐、德良。

黄 山 乡 白华、长水、文华、南溪、中济、黄山。

金 山 白 族 乡 拉马古、文化、新团、良美、贵峰、东元、金山、东江、岩乐、漾西。

白 沙 乡 白沙、木都、新善、玉湖、开文、龙泉、文海。

龙 山 乡 龙山、龙兴、玉河、光乐、争明、三古村、义新。

七 河 乡 七河、后山、三义、羊见、龙潭、共和、新民、五峰、忠义、前山。

金 江 白 族 乡 金江、产构、罗玄、江边、普勒。

拉 市 乡 南尧、均良、美泉、海东、海南、吉余。

太 安 乡 太安、吉子、红麦、天红、海西、汝南。

九 河 白 族 乡 龙应、金普、中河、中吉、关上、河源、北高寨，南高寨、九河、甸头。

龙 蟠 乡 龙蟠、新尚、鲁南、兴文、星民、新联。
。

石 头 白 族 乡 石头、利苴、桃花、四华、兰香。

仁 和 傈 僳 族 乡 仁和、仁义、拉巴支。

金 庄 乡 中兴、金庄、士科。

黎 明 傈 僳 族 乡 堆美、黎明、黎光、美乐。

鲁 甸 乡 新主、鲁甸、太平、安乐、杵峰。

塔 城 乡 塔城、堆满、依陇、陇巴、洛固。

太 具 乡 白麦、培良、头台。

大 东 多 大东、白水、甲子、建新。

宝 山 乡 吾木、住古、高寒、宝山、柯果乐。

鸣 音 乡 鸣音、洪门、落美、海龙、太和、东联。

奉 科 乡 奉科、达增、奉联、柳青、善美、黄明。

合计：2 4个乡(镇) 152个村公所(办事处)

永胜县：乡(镇)名称 行政村(办事处)名称

西南街、东北街、兴营、中和、胜利、灵源、文化、凤鸣、凉水、南
永 北 镇

华、大厂、黎明。

梁 官 镇 梁官、清泉、三友、兴文、四维、东河、中洲、文样。

金官、杨伍、睦科、章斐、军和、清河、西湖、翠湖、普枫、大源、
金 官 镇

翁彭。

期 纳 镇 期纳、清水、街西、满官、半坪、习邮、大沟、文风、刘官。

仁和、打红、良田、宏德、高寨、朝阳、新平、新田、汇源、临江、
仁 和 镇

碧泉、山依拉。

羊 坪 彝 族 乡 羊坪、分水岭、水柯乐、落雪坪、磨房沟。

东山僳僳族彝族乡 东山、向阳、东江、河东、毛牛坪。

东乐、闷龙河、大长坪、关房、沿读坪、东坪、东红、格克、麦义
东 风 傈 僳 族 乡

拉。

六德傈僳族彝族乡 双河、营山、玉水、六德、北华、河腰、团结、华祝。

真 角 乡 片角、卜甲、下六、热河、水冲、东华、红光、四角山。

涛 源 乡 上六、保和、金江、涛源、安坪、东安、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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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一l

永胜县：乡(镇)名称 行政村(办事处)名称

太 极 乡 太极、嘉禾、西安、甘庄。

星湖、海腰、吉福、莨峨、东湖、河口、凤羽、季官、马军、兴文、
程 海 乡

兴仁、潘莨。

顺 卅I 乡 迪里、阳保、州城、会文、西马场、阳和、秀美。

扳 桥 乡 扳桥、龙门、锦江、新河、金民、西山。

大安彝族纳西族乡 大安、永乐、宝坪、水坪、梓里、培元、光美村、永安。

光华僳僳族彝族乡 光华、水井、海联、楼海、柯乐、光明、新生、新民。

松坪傈僳族彝族乡 松坪、米厘、岩头、树底、上啦嘛、下啦嘛、永红、撒坝子。

合计：1 8个乡(镇) 147个行政村(办事处)。

华坪县：乡(镇)名称 行政村(办事处)名称

中 心 镇 中心街、中心村、河西、河东、楠木、棱罗、拉毕。

荣 将 镇 荣将、和爱、哲里、龙头、宏地。

龙 洞 傈 僳 族 乡 龙洞、左岔、田坪。

船房傈傈族傣族乡 灰窝、船房、华荣、印苴。

永 兴 傈 僳 乡 基度、永兴、习好、安科、坝山、思木、马鹿。

温泉彝族傈僳族乡 温泉、腊石、红椿箐。

大 兴 乡 兴泉、新文、干簪、南阳。

文 乐 僳 僳 族 乡 文乐、松竹、青龙、塘房、关塘。

新庄傈僳族傣族乡 新庄、天星、边凹、八德、良马、德胜、腊么。

通 达 傈 僳 族 乡 通达、维兴、双龙、丁王、自姑河。

石龙坝彝族傣族乡 德茂、基佐、龙泉、民主、龙井、临江。

合计：1 1个乡(镇) 56个行政村(办事处)

宁蒗县：乡(镇)名称 行政村(办事处)名称

大 兴 镇 大兴街、黄板坪、拉都河、安乐、大兴。

红 旗 乡 红旗、官地坝、硝水坪、华岗、白牛厂、羊窝子。

红 桥 乡 红桥、庄房、大栗树、金子沟、黄腊老、大水沟、石佛山。

翠玉傈僳族普米族乡 二坪、翠玉、官田、春东、宜底、库脚。

永 宁 乡 泥鳅沟、木底箐、永宁、拖枝、温泉、落水。

拉 伯 乡 加泽、托甸、田坝、拉伯、格瓦。

新 营 盘 乡 蘑菇坪、药草坪、毛家乡、新营盘、东风。

跑 马 坪 乡 沙力坪、羊场、跑马坪、二村。

烂 泥 箐 乡 二拉坝、水草坝、大二地、烂泥箐、牦牛坪、马金子、万挑。

蝉 战 河 乡 蝉战河、三股水、万马场、干海子。

战 河 乡 战河、万河、子差拉、汉家场、松树河、清水河、木耳坪。

永 宁 坪 乡 永宁坪、抓马坪、马鹿塘、昔腊坪。

西 布 河 乡 大屋基、石格拉、大沟、西布河、碧源、麦地河、老江河。

西 川I 乡 石门坎、界马、黑亦地、沙力河、大白地、沙力、竹山。

宁 利 乡 宁利、长坪、玉鹿、白草、牛窝子。

金 棉 乡 红星、金棉、龙通、拖脚。

合计：1 6个乡(镇) 89个行政村(办事处)。

全区共计：6 9个乡(镇) 444个行政村(办事处)。



三、民族和人口

丽江地区是一个汉、纳西、彝、僳僳、白、普米、傣、苗、藏、壮、回等二十多种民

族杂居的地区。据1987年末统计，全地区共201236户、971804人。全区少数民族共539805

人，占总人口的55．55％。其中纳西族203768人，占总人口的20．97％(纳西族是云南

特有的少数民族)；彝族161440人，占16．61％；傈僳族97936人，占10．08％；白族39123

人，占4．03％；普米族12863人，占1．32％；傣族8061人，占0．83％；苗族5387人，

占0．55％；藏族3047人，占0．31％；壮族3626人，占0．37％；回族2631人，占0．

27％；其它民族1923人，占0．20％。

四、农业简况

1980--1982年丽江地区土壤普查。

耕地：全区耕地为2683103亩，占总土地面积的8．68％，人均2．76亩。其中水田572355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1．33％；旱地1609558亩，占59．99％；轮歇地501190亩，占18．

68％

林地：全区林地面积18493913亩，占总土地面积的59．85％。其中成林地5887097亩，

占总林地面积的31．83％；疏林与幼林地9562644亩，占51．71％；灌木林地3044172亩，

占16．46％。

园地：全区园地面积23744亩，占总土地面积的0．07％，人均0．024亩。其中果园

15043亩，占园地面积的64．96％；茶园1419亩，占6．13％；桑园1208亩，占5．22％；

药材园地6074亩，占26．24％。

荒山荒坡：全区荒山荒坡为7162675亩，占总土地面积的23．18％，按气候、土壤划

分为：宜农荒山、宜林荒山和宜牧荒山。其中，宜农荒山288479亩，占荒山荒坡面积的4．

03％；宜林荒山3315177亩，占46。28％；宜牧荒山3559019亩，占49．69％。

据全区1980年至1982年对重点农作物普查。

粮食作物：全区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蚕豆、薯类、杂豆、燕麦、养子

等，共计有788个品种。1988年全区粮食总产量为32937．7万公斤；1984年为历史最高

丰产年，总产量为33168万公斤，人均有粮355公斤。

经济作物：全区共有油茶、花生、甘蔗、烤烟等35个品种。

经济林木：全区经济林木近百种。主要是板栗、核桃、花椒、漆树、油桐、桑树、乌

桕、三叶豆等。此外，还有苹果、梨、柑桔、西瓜以及梅、杏、李、桃、柿子、芭蕉、龙

眼、荔枝和葡萄等水果资源。

中药材：在1985年版《中国药典》收载中草药358种，其中丽江地区有234种。主要

的有秦归、元木香、秦艽、人参、虫草、贝母、黄连、黄芩、茯苓、一枝蒿、雪茶、雪连

花、牛黄、猪砂、麝香、熊胆、桃仁、猪苓、珠子参、天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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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形地貌

第二节 地形地貌与水文气候

丽江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过渡的转折部位，大地构造以程海——昔腊坪断裂

为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构造区。以东为扬子台地区，以西为藏滇地槽区。地貌具有山

地高原和山原高原的特征。全区地形东南倾斜向西北抬升。海拔相对高差悬殊，玉龙山巅

海拔为5596米，是国内纬度最低的现代冰川，而金沙江出区境处的华坪塘坝河口海拔仅

1015米。全区境内峰峦起伏、逶迤琬延，江河纵横、谷壑交错，形成了巍峨的高山峡谷和

急流险滩。举世闻名的虎跳峡峡谷就在丽江县与中甸县之间，谷底江面海拔1800米，峡谷

相对高差达3796米。全区地貌景观错综复杂、千姿百态。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呈阶梯状

展布，具有明显的层状地貌结构，所以“立体农业Ⅳ显著。

全区地质构造复杂，形成了各种地貌类型。主要可分为极高山、高山、中低山、丘陵、

盆地、河流、阶地和河漫滩等七种类型。

极高山是具有“玉柱擎天”之势的玉龙山，海拔5596米。全区共有高山42座，海拔

为3500--5000米，如丽江县的每鲁各古山(海拔4517．5米)、白花山(4376．3米)、老

君山(4247．2米)、金丝厂山(4402．1米)；宁蒗县的白岩子(4510米)、牦牛山(4332

米)、药山(4231米)、竹山(4072．2米)；永胜县的它尔布子山(3953米)等。

中低山是全区普遍分布的山岳地貌，海拔2500--3500米，坡度陡缓皆有，是全地区主

要林牧区和旱粮、杂粮区。以丽江、永胜、宁蒗三县分布较多。

‘位于高山、中低山及河谷之间的是盆地。主要集中在全地区的中部，海拔为1400--2800

米。全区有千亩以上的坝子111个，上万亩的坝子有14个。坝子总面积为80．34万亩，占

全区总面积的2．6％，它不仅是粮食主产区，也是经济、人口密集区。

除上述几种主要地貌外，还有丘陵、河流、阶地和河漫滩等地貌类型区，其海拔参差

不一。见表l一2。

表1—2 丽江地区各县部份村镇海拔表

I丽江县 ·海拔(米) 永胜县 海拔(米) 华坪县 海拔(米) 宁蒗县 海拔(米)

|大研镇 2400 城关镇 2140 中心镇 1170 大兴镇 2240

树底 1338 羊坪 2565 新庄 1220 红桥 2440

七河 2240 团街 2197 通达 1760 永宁 2635

太安 2760 大安 2540 丁王 2220 托甸 2290

九河 2275 金官 1570 荣将 1150 大拉坝 3070

石鼓 1860 星湖 1550 温泉 1240 波罗 2500

黎光 2300 期纳 14lO 临江 1080 跑马坪 2690

巨甸 1850 金江街 1180 大兴 1280 西J1l 2280

鲁甸 2548 片角 1470 龙洞 1660 西布河 2120

鸣音 2960 仁和 1360 船房 1300 宁利 2390

大具 1730 东山 2440 阿比里 1580 金棉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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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文条件

全区大小河流分属长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的三大水系。其中长江流域的金沙江水系控

制本区16566平方公里的面积，占三大水系对本地区总控制面积的80．4％；长江流域的雅

砻江水系控制3625．6平方公里，占17．6％；澜沧江流域的澜沧江水系控制408．4平方

公里，占2％。一本区由于山高坡陡，河流比降大，蕴藏着丰富的水利水电资源。

金沙江横贯经流全区615公里。从丽江县塔城入境，由北向南而下，直达石鼓镇陡突

转折北，形成著名的“万里长江第一弯”；在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的丽江县鲁南——大

具，又形成举世闻名的“虎跳峡”大峡谷(峡长18公里，峡谷相对高差为3796米，峡谷

江面最窄处为30米，江水落差200米)；江水继续向北流至丽江县的奉科、宁蒗县的拉伯

和四川省木里县相接处的三江口，又急转南泻至永胜县片角菖蒲塘马枯木河汇合后，再转

东行，经华坪县塘坝河口进入四川I省攀枝花市境内。

全区按百万分之一的水系图统计，有大小河流91条。其中流域面积在200平方公里以

上的有新主河、金庄河、冲江河、磨石河、青江河、大具河、黑白水、漾弓江、木底箐河、

宁蒗河、金棉河、翠依河、五郎河、马过河、团街河、海河、达旦河、乌木河、新庄河及

过境干流金沙江。全区年水量(不包括金沙江过境水量416．3亿立方米)83．55亿立方米。

其中丽江县28．58亿立方米；永胜县14．9亿立方米；华坪县13．2亿立方米；宁蒗县26．

87亿立方米。全区总水量中的地下水，按水文切割法计算，储量为28．08亿立方米，占年

经流量的33．6％。以1978年全区人口计算，人均占有水量8597立方米／年，高于全国

(2700立方米／年)和全省(6500立方米／年)的人均水平。

湖泊：全区有程海、泸沽湖、拉市海、文海、文笔海、九子海、玉湖、中济海、黑龙

潭、翠湖及九十九龙潭等数十个高原断陷湖泊和泉水龙潭。其中，较大的有三个：程海、泸

沽湖和拉市海。程海，位于永胜县中部，海拔1480米，是省内八大湖之一，面积78平方

公里，平均水深35米，经流面积318平方公里，总容水量18．9亿立方米，湖水PH值9．

1。程海是高原封闭淡水湖泊，有丰富的兰藻资源。泸沽湖，位于宁蒗县与四川盐源县交界

处，为两省共有，经流面积171．4平方公里(宁蒗县为87．35平方公里)，湖面积50．4

平方公里(宁蒗县为30。3平方公里)，湖面海拔2685米，平均水深40米，最深93．5米，

总容水量19．5亿立方米，流量1．64秒公方，出口处在四川省盐源县海门河。湖水PH值

8．5，总硬度为5．26，属于软水淡水湖泊；湖水清澈、水质优良，可见度为4．5米，湖

中有丰富的高山细鳞鱼资源。拉市海，位于丽江县拉市坝中部，湖面积为9．67平方公里，

水深1—3米；近年来，由于水源枯竭，已变成季节积水。

水库：全区有中型水库4座、小(一)型水库33座、小(二)型水库89座、小塘坝

1433座，总库容量1．97亿立方米、兴利库容1．57亿立方米。引水渠道4764条，其中流

量为1秒公方以上的有13条，0．3—1秒公方的有71条。全区有效灌溉面积为74．1l万亩，

水利化程度达47．3％。其中，永胜县的水利化程度达73．26％；丽江县达50．02％；华

坪县达40．3％；宁蒗县达20．1％。

水质：据1984年丽江地区水质普查。我区江河、湖泊地表水的水质，绝大多数是好的

和比较好的，可以为人畜饮用和工业用水。但是，由于工业三废及生活污水的排放，加之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原因，致使部分河流、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例如：在丽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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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弓江的局部河段，永胜县的程海、团街、涛源和华坪县的大竹村等地的水源，都已受到

不同程度的污染。据78个取样点的分析结果，其中汞、砷、酚有一项超过三级的有14个

点，占取样数的17．9％。水质检查表见表1—3。

水电资源：全区水电资源十分丰富、除金沙江虎跳峡、鸿门口、皮厂、梓里等梯级电

站装机容量可达1500多万千瓦，年发电可达1000亿度以上(其中，虎跳峡为528万千瓦，

计发电304亿度)外，全区装机容量在1万千瓦以一卜的河流有26条，理论水电蕴藏量127．

65万千瓦，可开发装机39．85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9．66亿度。至1988年止，全区共

建水电站95座，装发电机132台，装机容量为58181千瓦，年发电量为12255．36万度；

全区有88．4％的乡(镇)、68．3％的行政村(办事处)和71％的户用上电。但现在发电

装机容量只占26条河可开发装机容量的14．6％发电量只占可开发电量的12．69％。

表1—3 丽江地区水质检查结果(部分)表

?f≮f 色度 浑浊度 嗅 肉 眼 硬度 铁 锰 硫酸盐 氯 硝酸 细菌 大肠

化
和 P}{ 盐氮 总数 杆菌

物

| 垃＼撂＼
(度) (度) 味 可见物 mg／L mg／L mg／L mg／L mg／L mg／I。 个／mL 个／L

黑龙潭泉水 <3 1．5 无 无 7．3S 299 O．02 0．06 27．5 14．5 O．1 12 3
阴
军分区泉水 <15 1．5 无 无 7。85 240．9 O．13 O。06 13。04 17。9 10。3 122 40

地区医院 井水 0 1．O 无 无 7．8 163．3 O．09 0．06 7．83 O．8 O 46 7230

江
目来水厂泉水<15 O．5 无 无 7．74 1 68．5 O n 1．02 1．50 0．01 138 3

自来水厂泉水 2．50 无 有絮状{《【 6．4 91．88 O．：n 0·f16 0 2．0 59 7230
永
碧泉局井水 无 无 6．5 196．O 0 0．003 O．20 10．0 5 7230

三车队井水 36 无 无 6．5 183．8 1．1 0．03 O．20 13．0 36 7230

胜
瓷 厂 河水 O．5 无 无 7．0 439。0 O 0．006 26．4 66。0 112 7230

大兴冷饮店管网水 2．5 O．7 无 无 7．5 320．29 O 0．004 33．6 5．5 63 120
坐

荣将医院 井 水 O O 无 无 7 304．27 O 0．006 48．9 25．5 5700 7230

自来水厂出r‘水 】O 6．O 无 无 7．5 322．29 O．03 0．004 40．7 4．0 430 161
坪

永兴水管站 自来水 80 19．0 无 有絮状构 6．2 96．09 2．14 O．02 0 4．0 200 24

泸沽湖湖水 0。022 鱼腥味 7．8 9．2 2．0 2 <9
宁

永宁开基河 河水 8 9．2 2．0 147 2380

自来水厂出厂水 15 25 8．3 5．67 0．05 1．1 40 2380
蒗

新营盘北 井水 I级 7．6 22 0．2 3．O 95 2380

注：检查时间，丽江为88年5月，永胜、华坪为89年5月．宁蒗为84年5月。水质检查中有少数

未查出的原素未列入表内。

三、气候

丽江地区地处我国西部季风气候区，气候的基本特征是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一年中，

随盛行风向的季节性变化，产生显著的季节性气候差异；地貌对本区气候的影响亦明显

(由于北倚青藏高原，境内又广泛发育着南北走向的平行岭谷，使本区气候随海拔和地形而

发生较显著的差异．水热条件变化很大，一般在东南、西南的迎风斜面上。容易引起大量

地形雨，形成多雨区；背风坡面则形成相对干燥少雨区；而金沙江河谷，由于强烈的“梵

风”效应，气候十分燥热。是我省的主要干燥少雨区。

温度：气温与日照和地形海拔有密切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温度随海拔升高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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