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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为了查清我省各种畜禽疫病现状，探讨疫病发生、流行的规律，总结建国四十年来拦

制、扑灭疫病的主要经验，找出未能控制的原因，为制定防疫政策、规划，改革防疫管理和

指导兽医科研、教学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根据农牧渔业部(1986]农(牧)字第58号文件

《关于开展全国畜禽疫病普查的通知》，在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的正确指导下，我省于1987"-"

1990年开展了全省畜禽疫病普查工作。省、地(市)、县(市)畜牧(农牧)部门成立了畜禽

疫病普查领导小组、制定方案，培训技术人员、动员全省兽医技术力量。通过追忆、访问，

座谈，查阕历史资料和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诊断等多种方法，对我省自然，地理，畜牧业

经济、兽医机构、主要畜禽疫病种类、流行、分布、流行因素、流行特点、危害、历年防治

情况，疫情现状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分析。1990年7月根据农业部《畜禽疫病志》编写提纲

要求，我们又根据各地市畜禽疫病志进行了全面核查，综合分析，汇总整理，编写成《河南

省畜禽疫病志》。 ，

全书共分2编、14章、141节。全面系统的记载了猪病29种，禽病17种，牛病21种，羊病9聍，

马病14种，兔病5种，其它动物病4种，中毒和代谢病11种，新病和未定性疫病5种，各种

畜禽寄生虫共350种。本书内容侧重写实，力求客观、全面，系统反映我省畜禽疫病流行，

仿治的真实情况和特点。期望本书能对今后的畜禽疫病防治、兽医教育和科学研究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但由于普查年限长、范围广，内容多，编写时间紧，有些历史资料不金，加之我

们的水平所限，如有错误和不妥乏处，热忱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本书有一定的机密性，请用书单位和个人妥为保管。

这次疫病普查中，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各地、市、县畜绽

<农牧)局、畜牧兽医工作站和全省广大兽医工作者作了大量工作，谨此特表谢意l

河南省畜禽疫病志编写组

一九九O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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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马锥虫病⋯⋯⋯⋯⋯⋯⋯⋯⋯⋯⋯⋯⋯⋯⋯⋯⋯⋯⋯⋯”?⋯⋯⋯⋯⋯⋯(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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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第十四节

马沙门氏杆菌病⋯⋯⋯⋯⋯⋯⋯⋯⋯⋯⋯⋯⋯⋯叫一，⋯?⋯⋯⋯⋯⋯⋯(281)

马破伤风⋯⋯⋯⋯⋯⋯⋯⋯⋯⋯⋯⋯⋯⋯⋯⋯⋯⋯⋯w．．⋯⋯⋯⋯⋯·(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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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猫泛白细胞减少症⋯⋯⋯⋯⋯⋯⋯一⋯⋯⋯?⋯⋯⋯⋯“．⋯⋯⋯．．⋯⋯”，(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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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畜禽寄生虫

第一节 猪的寄生虫⋯⋯⋯⋯⋯⋯⋯⋯⋯⋯⋯⋯⋯⋯⋯⋯⋯⋯⋯⋯⋯⋯⋯⋯⋯⋯(343>

第二节 禽的寄生虫⋯⋯⋯⋯⋯⋯⋯⋯⋯⋯⋯⋯⋯⋯⋯⋯⋯⋯⋯⋯⋯⋯⋯⋯⋯⋯(344>

第三节牛、羊的寄生虫⋯⋯⋯⋯⋯⋯⋯⋯⋯⋯⋯⋯⋯⋯⋯⋯⋯⋯⋯⋯⋯⋯⋯⋯(345)

第四节 马的寄生虫⋯⋯⋯⋯⋯⋯⋯⋯⋯⋯⋯⋯⋯⋯⋯⋯⋯⋯⋯⋯⋯⋯⋯⋯⋯⋯(348>

第五节 兔的寄生虫⋯⋯⋯⋯⋯⋯⋯⋯⋯⋯⋯⋯⋯⋯⋯⋯⋯⋯⋯⋯⋯⋯⋯⋯⋯⋯(350)

第六节，犬、猫的寄生虫⋯⋯⋯⋯⋯⋯⋯⋯⋯⋯⋯⋯⋯．．⋯⋯⋯⋯⋯⋯⋯⋯⋯⋯·(350>

附 录 一

河南筏各种畜禽获稿死t汇湛氧⋯⋯⋯⋯⋯⋯⋯⋯⋯⋯⋯⋯⋯⋯⋯⋯⋯⋯⋯⋯-．．(351)

河南省猪的疫病死亡汇总表⋯⋯⋯⋯⋯⋯⋯⋯⋯⋯⋯⋯⋯⋯⋯⋯⋯⋯⋯⋯⋯⋯⋯(351>

河南省禽的疲病死亡汇总表⋯⋯⋯⋯．⋯⋯⋯⋯⋯⋯⋯⋯⋯⋯⋯⋯⋯⋯⋯⋯⋯⋯⋯(352>

河南省牛的疫病死亡汇总表⋯⋯⋯⋯⋯⋯⋯⋯⋯⋯⋯⋯⋯⋯⋯⋯⋯⋯⋯⋯⋯⋯⋯(352)

河南省羊的疫病死亡汇总表⋯⋯⋯⋯⋯⋯⋯⋯⋯⋯⋯⋯⋯⋯⋯⋯⋯⋯⋯⋯⋯⋯⋯(353>

河南省马的疫病死亡汇总表⋯⋯⋯⋯⋯⋯⋯⋯⋯⋯⋯⋯⋯⋯⋯⋯⋯⋯⋯⋯⋯⋯⋯(353>

河南省免的疫病死亡汇总表⋯⋯⋯⋯⋯⋯⋯⋯⋯⋯⋯⋯⋯⋯⋯⋯⋯⋯⋯⋯⋯⋯⋯(354>

河南省畜禽可疑(新)病调查表(表一、表二，表三、表四)⋯⋯⋯⋯⋯⋯⋯⋯(354)

河南省历年调出畜禽及其产品检疫情况表⋯⋯⋯⋯⋯⋯⋯⋯⋯⋯⋯⋯⋯⋯⋯⋯⋯(356)

河南省猪病历年检疫情况统计表⋯⋯⋯．．．⋯⋯⋯⋯⋯⋯⋯⋯⋯⋯⋯⋯⋯⋯⋯⋯⋯(357>

河南省禽病历年检疫情况统计表⋯⋯⋯⋯⋯⋯⋯⋯⋯⋯⋯⋯⋯⋯⋯．．．⋯⋯⋯⋯⋯(360)

河南省牛病历年检疫情况统计表⋯⋯⋯⋯⋯⋯⋯⋯⋯⋯⋯⋯⋯⋯⋯⋯⋯⋯⋯⋯⋯(360>

河南省羊病历年检疫情况统计表⋯⋯⋯⋯⋯⋯⋯⋯⋯⋯⋯⋯⋯⋯⋯⋯⋯⋯⋯⋯⋯(361>

河南省马病历年检疫情况统计表⋯⋯⋯⋯⋯⋯⋯⋯⋯⋯⋯⋯⋯⋯⋯⋯⋯⋯⋯⋯⋯(363>

河南省兔病历年检疫情况统计表⋯⋯⋯⋯⋯⋯⋯⋯⋯⋯⋯⋯⋯⋯⋯⋯⋯⋯⋯⋯⋯(364)

河南省屠宰扬，肉联厂历年畜禽检验情况统计表⋯⋯⋯⋯⋯⋯⋯⋯⋯⋯⋯⋯⋯⋯(365>

河南省驱虫(药浴)情况统计表⋯⋯⋯⋯⋯⋯⋯⋯⋯⋯⋯⋯⋯⋯⋯⋯⋯⋯⋯⋯⋯(368>

河南省1987～1989年畜禽疫病普查结果汇总表⋯⋯⋯⋯⋯⋯⋯⋯⋯⋯⋯⋯⋯⋯⋯(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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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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置 ． i

河南省位子黄河中下游，北邻河北、山西，东邻山东，安徽，南邻湖北，西邻陕西。位

于东经110。217,--'116。397，北纬31。337～227之间，南北长约530公里，东西宽约580公里o

’

=、面积 一，
．．

河南省总面积为16．7r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74％。耕地面积为14963．57刃1"亩，

其中水田560：JJ亩，水浇地4529万亩，旱地9874．57．-／／亩，平均每人占有耕地面积约1．3亩。

三、行政区划

全省行政区划分5个地区，12个省辖市，6个地辖市，7个计划单列市、41个市辖区穆

103个县，省会在郑州市(表l一1一1)。全省有2116个乡镇、47383个村民委员会、400478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1862．86万户，总人口#j8094：／彳X，其中农业人口为7078万人，占总人口

的87．45％，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485人，在农业人口中从事农林牧业的劳力有2635．59万人。

四、民族

我省有42个民族，其中汉族占99％，41个少数民族共104．5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3％

左右，其中回族752596人，．蒙古族43028人，满族244644A，壮、苗、维吾尔、朝鲜等少数

民族约5000多人。回族多集中居住在南阳、周I：1、商丘和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等地

市。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南阳地区和平顶山市，满族主要分布在开封市和南阳地区。

第二节地7形外貌，弟一下 兕∥7I、钆’ 水文气候． ，|，

一、地形外貌

我省地势西高东低，西北、西、。南三面环山，全省地貌有平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大



类型，分布较为明显。平原和盆地约6．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5．7％。西部和西北

部为伏牛山、太行山系，山峰海拔多在1000,-．--1200米之间，最高山峰可达2000米以上。东部

和东北部是广阔的黄淮平原，海拔不足200米，南部边界是桐柏山，大别山系，成为长江水

系和淮河水系的分水岭，全省大致可分为6个地貌区。
’

(一)东部冲积平原区 我省东部俗称。豫东平原”，南北长达500公里，东西宽100-v

·620公里，面积将近全省总面积的一半。这一平原总的来看是地势坦荡，松散沉积层深厚，地

下水资源丰富，是全省耕地最为集中，土地质量较好的地区。它分为太行山前平原、伏牛山

前平原，大别山前平原、黄河平原、淮北平原五个部分。

一一1二太行山前平原．太行山前平原坡降达1／500，无水涝之患。土壤主要是典型褐土、潮褐土

和褐土(两合土较多)，土体深厚，内外排水良好，土壤肥力普遍较高，地下水资源较为丰

富，是我省粮、棉双高产区，主要作物有小麦、棉花、玉米和水稻，也是猪和大家畜、山羊

重要产区。
‘

2．伏牛山前平原东至京广路沿线，坡降1／500"-'1／1000，西高东低。土壤类型是典型褐

。土向潮土、砂姜黑土的过渡区，自西向东为红土、立黄土，黄土，沙黄土、沙土或砂姜黑土，多数

土层深厚，肥力较高，地下水资源丰富，灌溉便利。除少数洼地外，有良好的发展农业和畜牧业

。 韵条件，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红薯、大豆、芝麻、油菜等。烟草是这一带的主要经济作物。

袭I—l—l 河南省行政区划一览袭

郑州市 荥阳县，巩义市，新郑县，登封县，中牟县．密县．金水区、二七区，中原区，管城区，上街区，邙山区

开封市 开封县．兰考县，尉氏县，通许县，杞县，古楼区，南关区，郊区、龙亭区，颇河回族区 ·

绉阳市 新安县．偃师县，孟津县，栾川县，嵩县．汝阳县、宜阳县，洛宁县，伊川县，涧西区，老城区，西工区．

吉利区，缠河回族区、郊区
‘“’

平顶山市 宝丰县，鲁山县、叶县，郏县，襄城县，卫东区，新华区、郊区，西区，舞钢区

三门峡市 渑池县，陕县、灵宝县，卢氏县，义马市(代管)、湖滨区 。

许昌市 许昌县、长葛县、鄢陵县，魏都区

携l河市 舞阳县，临颍县、郾城县，源汇区

新乡市 新乡县，获嘉县，娠阳县，延津县、封丘县．长垣县，新华区．红旗区，郊区，北站区

焦作市 修武县，博爱县、武陟县，温县，孟县，解放区，郊区，中站区，马村区

安阳市 安阳县、林县．汤阴县、内黄县，文峰区、北关区，铁西区，郊区 ，．

濮阳市 清丰县、南乐县、范县，台前县，濮阳县，郊区

鹤壁市 浚县、淇县、鹤山区，山城区，郊区

商丘地区 商丘市，商丘县，夏邑县、柘城县，宁陵县．民权县．虞城县，永城县，睢县

周口地区 周口市，商水县，扶沟县，太康县，郸城县、项城县，西华县，淮阳县j鹿邑县，沈丘县

驻马店地区 驻马店市，确山县、汝南县，平舆县，新蔡县，上蔡县．西平县．遂平县，正阳县，泌阳县

南阳地区 南阳市，南阳县，方城县，内乡县，西峡县，渐川县，唐河县，新野县，桐柏县、镇平县，南召县、社旗县

信阳地区 信阳市，信阳县，息县，光山县，罗山县，潢JlI县，新县，局始县，商城县，淮滨县．

计划单歹j市 辉县市，卫辉市，济源市，禹州市，轮阳市，邓州市，汝州市 ：

合计 6个地区、12个省辖市、6个地辖市、7个计期单列市、41个市辖区103个县

3．大剐山前平原是垄岗浅丘和谷地相间分布倾斜平原，地带性土壤是黄棕壤，冲、畈

是水稻土，肥力较高，旱地肥力较低，水源充足，是我省主要产稻区，也是我省水牛，猪，

家禽和鱼类主要产区。 ‘

4．黄河平原位于卫河、武陟至漯河一线以东，沙颍河以北，由黄河泛滥冲积而成。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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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j 河河道横贯中部，平均宽6～7公里，河堤外5"-'10公里以内形成狭长的背河洼地，整个平
5 原向东倾斜，坡降1／500～1／800，海拔50～80米之间，土壤类型主要是潮土和花斑盐土，局

部有小面积的沙黑土。本区除地势平坦的泛淤平地外，还有大面积的沙丘、沙地，丘问洼地

；i 以及古黄河河道滩和古背河洼地呈带状分布。本区是全省沙地、碱地、盐碱地比较集中的地
?’

带，虽然不利子农作物生长，但是开发畜牧业生产的良好地带，种植花生、刺槐，紫穗槐、

i 沙打旺等，为发展养羊提供了豆科饲料资源，促进了我省细毛羊的发展。

l／l 5．淮北平原主要分布于淮河以北，沙颍河以南，漯河至确山一线以东。地势低平，海
^·：4 拔40～GO米，新蔡、淮滨，固始一线以东是全省最低的地方，坡降1／6000～1／8000。本区土

l， 壤类型除沿河有小面积的沙土、沙壤土外，主要是砂姜黑土和黄褐土、土层深厚，水源丰

{ 。富，农业生产潜力很大，是东部耕作区重要组成部分，是粮、油集中产区，小麦、大豆、芝

； 麻为主要作物，在全省占有较大比重，也是我省畜牧业的主要产区之一。如周I=I地区每6～

；8亩地可以养一头黄牛。这个地区是我省马属动物，黄牛、生猪、山羊板皮的主要产地。

(=)南阳堆积盆地区本区位于本省西南部，北、东，西有伏牛山和桐柏山环绕，是

金省最大的山间盆地，也是我省第二大堆积平原。东西宽120公里，南北长150公里。地势向

南倾斜，坡降约1／3000．--q／5000，海拔在130"'-200米之间，盆地边缘地带为垄岗状倾斜平
‘

原，垄岗顶部平缓，岗凹地浅平阔，坡度3～5。，地表阔积层深厚疏松，土地肥沃。盆地

：、’ 中心地带为冲积平原，海拔80～100米，坡度为1～3。地势平坦。本区地带性土壤是黄褐

～l? 土，岗地主要是黄粘土，低洼多为砂姜黑土，水源丰富。但岗地易早，水土流失严重，洼

： 地易受山洪危害。南阳盆地是全省人均占有耕地较多的一个地区，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

，‘红薯、大豆、花生、芝麻，绿豆、油菜等，是较理想的农耕区之一，也是著名南阳黄牛产

《 区，猪、禽生产也占有重要地位。 ．’

‘

，

{。 (三)豫南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区本区为南部边界的桐柏，大别山区，主要地貌类型为

； ’侵蚀剥蚀低山和丘陵。地处北亚热带北沿，气温较高，雨量充沛。区内地貌大部分为低山丘陵，

l 海拔1000米以上的中山分布省界边沿，面积占15％，河谷开阔，谷底平缓，沿河有宽的河漫
殍t ，滩和阶地平原。本地区除部分中山坡度在25～50。外，大部分地区的河谷，谷底和山问盆地，1

j； 是良好的耕作区。大部低山丘陵坡度缓和，土层深厚，植被丰茂，是我省条件最好的天然草

，!。 场，发展畜牧业的潜力很大，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草食牲畜牧业开发区。、

z (四)豫西山地丘陵区豫西山地，’是秦岭山系的东段，星扇形向东北，东部和东南伸

i 展。东西部汇集构成灵宝、卢氏，栾州、西峡、南召、嵩县，洛宁的一部分的中山，海拔多

：。 在looo~1500米，平地占lO％，中山山势陡峻，坡度在25。以上，。土薄石厚，几乎全部不易

i 耕种。山区资源丰富，森林草坡面积较大，发展畜牧业潜力很大，最易发展养羊业。低山丘

’。 陵海拔在1000米以下，山势破碎低缓，多在15一-,25。之闻。丘陵多在15。以下，大部地区可

， 修建梯田，部分地区可发展林牧。由于低山丘陵垦植不合理，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
· 重。平原地区包括伊，汝、唐、丹等河沿岸川地和山间盆地，宜于耕作，主要作物有小麦、

。j 玉米，大豆、红薯、马铃薯等，畜牧业也较发达。
。

? (五)黄土台地丘陵位子郑州以西的黄河两侧，屠我国西北黄土高原的一都分，包括

l， 黄河与洛河之间的广大地区，济源以西的太行山南麓以及嵩山以北地区。本区普遍为堆积黄
“

： 土，厚度不一，地貌类型复杂，有黄土丘陵、阶地，地面沟壑纵横，支离破碎。黄土台地
。 区，土质疏松，抗蚀力弱，垦植指数高，自然植被少，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坡度在21----,25·

_ ， ·



! 警
●

’ {

以上，不易耕作，宜植树造林，育草护坡。本地区是我省较宽的川地和冲积平原，地势平坦，

土层较厚，以小麦、杂粮为主，是良好的耕作区，也是生猪、大家畜和寒羊比较集中的产区。 鎏
(六)太行山地丘陵区本区位于我省西北部与山西省交界处，为一条向东南凸出的弧 1

形山地·西部为丘陵陡坡中山，海拔1000---1500米，相对高度500"-'1000米。山势陡峻。土 i．重
层极薄，基岩裸露，不易耕作，植被稀少，急需造林种草，保持水土。部分缓坡和沟底谷，’ 参

地，土层较厚，适于发展林牧业。东部为低山丘陵，海拔400"-'800米，低山坡度较大，多在 ；
30。以上，丘陵坡度较缓，多在25。以下，陡坡中山与低山丘陵之间分布一些坳陷盆地。土壤 ，l

主要是山地褐土，红粘土和粟黄土。中山区多以杂粮为主。低山丘陵以小麦为主，本区具有 ÷{
发展山羊的优势。‘ { ，‘

；

，i

，

，￥ ， i ，

‘’’=、主要河流 ；
。一一 ：

～
。

‘ q 。

‘

一我省河流众多，径流面积较大。流域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470多条，其中1000平‘

方公里以上的有50多条，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有15条。全省水总径流量约330亿立方米，为我*

省工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有剃的条件。我省河流分属四大水系。
一

(一)黄河水系黄河是过境河流，在我省境内长约700公里，流域面积3．62万平方公里，， -

黄河自孟津以东进入平原，河道自然变缓，泥沙大量沉积，河道逐年抬高。郑州以东河床比两岸 五

地面高出3米以上，到开封河床高出两岸地面10米之多，长期依赖南北两岸大堤约束河水， ， ：。

形成世界上著称的“地上悬河”。黄河又是我省平原工业、农业和城镇供水的重要水源之一。’ ，

黄河在我省境内的主要支流均在郑州以西，较大的支流有伊河和洛河。其北侧还有沁河、

丹河和漭河，郑州铁路桥以东较大支流有天jl}汶岩渠和金堤河，均属于间歇性的平原河道。’：
(二)淮河水系’淮河发源于我省桐柏山，在我省境内约340公里，流域面积8．83万平方

公里，占淮河流域总面积的46．2％。淮河的支流多而集中，在我省境内流域面积达100平方公r

里以上的就有260多条，形成比较明显的于弱支强的形势。两侧各支流均发源子豫南山地。主

要有湃河，竹竿河，潢河、史灌河、自露河等。北侧支流发源子豫西山地，自西北向东南流

入淮河。这些源于坡地的支流和由山丘地区流径平原的干支流，河道湾多水浅，水流缓慢，

每遇大水河道排泄不畅，两岸易积水成涝，故有4坡水”之称。一‘。 -1

‘

(三)长江水系 我省西南部的唐河、自河、丹江是汉水重要支流，’由湖北省流入汉。

水。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在我省境内南阳盆地流域面积约2．72万平方公里。

(四)海河水系海河的主要支流卫河发源于我省太行山。在我省境内约400多公里，流

域面积约1．53万平方公里。卫河的支流较多，在我省境内有30多条，其中较大的有安阳河稻

珙河。卫河天然含沙量较少，流量也比较稳定，水质良好，是我省灌溉条件较好的水系。；．
’

j

三、湖泊水库；
‘

。目前我省已修建大型水库15座，中型水库90座，小型水库2375座，总蓄水能力为131亿

立方米，其中有效库容57．2亿立方米，可以控制山区径流面积的50．1％，另外还有塘、堰、

坝307475座，总蓄水能力为139979万平方米。 ，

’．

、

；
‘

四、气温气候 。‘

●

我省地处暖温带和北亚热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气候特征。南部边缘的大别、桐柏山地

·4’．



阻挡了太平洋季风向北推进，西北太行山地阻挡了蒙古高原的气流的南侵，使东南部受热带

海洋季风的影响，西北部受大陆气团的控制。从南向西北明显地由湿润的海洋气团逐渐过度

为干燥大陆性气候。形成南部湿润多雨，西北部干燥多风的气候特征。

我省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因而气温变化大，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多雨，春季气

温急剧上升，干旱多风沙，秋季温度迅速下降，天气晴朗高爽。春温高于秋温，伏牛山南坡与

南阳盆地西部，日平均稳定<0℃的初日为全省最高。豫东北平原，日平均气温稳定<0℃

的初日比南阳盆地推迟15--一20天，北部和西部山地大致于12月20日出现，日平均气温在0℃

以上的持续日数大致由西向东经西峡、驻马店，沈丘等地连成一线。一其界线以南在320天以

上，其它地区为300一--320天，持续时间最长的南阳盆地西部和淮河以南地区可达330天以

上。

我省夏季较长，一般为3个月至3个半月，即5月下旬开始，9月上旬结束，最热月份

7月份，月平均气温为27,'--28。，豫西山地偏低为25℃。不少地区极端最高气温在39"-．'4013之

间，但持续时间短，一般不易造成热害(表1—1—2)。

五、平均光照量、无霜期，结冰日期

河南省位子中纬度地带，太阳辐射较强，日照时数较多，日照时数为2000～2600小时之

间，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关系甚大。无霜期为200～'236天。结冰日期在气温最低的1月份，平均

气温在一1℃～1℃之间，年绝对最低气温平均值在一103--,一14℃之间，极端最低气温在

一18℃以下。 ，·

●

‘ ’ V '

六、降水量(雪、雨)
●

‘

我省降水大部分来自热带海洋，受东南季风的影响。我省夏季风盛行，为雨季盛期。春

季和秋季是冬夏季风交替时期，天气形势复杂，各地区降水量不均，使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

逐渐减少，并随地形，坡向的变化，山地多于平原，南坡多于北坡，雨量高度集中予夏季

(6～8月)，一般三个月降雨量约占全年总量的50--,．-60％，而黄河以北可达60％以上。淮

亵f—l一2 河南省各地平均气温袭(oc) ：

＼月 ●

l 2 3 4 5 8 7 8 9 10 11 12 全年 资料年代
地’、＼。份

‘

名 、、

安 阳 一1．8 1．O 7．4 14．8 21．0 25．8 26．8 25．4 20．7 14．5 8．8 0．2 13．6 195I～1983

新 乡 w0．7 1．9 7．8 14．9 20．8 25．9 27．1 25．9 21．0 i4．9 7．5 1．2 14．0 1951～1980

洛 阳 0．3 2．7 8．6 15．4 2I．3 26．6 27．5 26．2 21．2 15．3 8．3 2．3 14．6 1951～1980
●

卢 氏 —1．5 1．4 7．2 13．5 18．5 23．6 25．6 24．3 18．7 13．2 6．5 0．5 12．6 1953～1980
}

～

●

郑 州 一O．3 2．2 7．8 14．9 21．0 26．2 27．3 25．8 20．9 15．1 7．8 1．7 14．2 ：95l～1980

许 昌 O．6 2．9 8．4 15．0 20．8 26．2 27．6 26．4 21．3 15．3 8．6 2．6 14．7 1953～1980
～

商 丘 一O．9 1．8 7．4 14．3 20．3 25．6 27．1 26，2 21．0 15．0 7．8 1．4 13．9 1954～1980

●
●

南 阳 O．9 3．4 8．7 15．0 20．5 25．9 27．4 26．6 21．8 18．0 9．1 3．0 14．9 1953～1980

信 阳 1．6 3．8 8．9 ‘15．3 20．5’ 25．3 27．7 26．8 2】．6 16．0 9．6 4．0 15．1 1951～198 0

．． 5 ·1



河沿岸及以南地区夏雨集中程度较北部低，但也占年降水量的45-．．,500h，夏季不但降雨集中，面且降雨强度大，暴雨后往往引起山洪暴发，水土流失严重，造成农牧业灾害(表⋯1 1

3)。 -i；
’1

，·‘ ．t．。

。

≥．我省气候湿润程度南部大于北部，年湿润系数为0．6"--'1．0，平均降水量为700"-'1000毫米

之间。淮河两岸丘陵，平原和大别、桐柏及伏牛山区为湿润易早区。年湿润系数1．0，年平均

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 ；r 7
。

：，‘

、， ：、

袭卜一l一3
7”

河南省各季降水墨分配袭 单位。毫米 ，

一’≮，：、麓、
春 季 夏 季 秋 季 冬 季

年降 统计资
(3～5月) (6～8月) 。(9～11月) (12N 2．目)

，她 目

．名 ＼＼ 降水量
占年降水 占年降水 占年降水 占年降水 水 量 料年代
量(％)

降水量 降水量 降水量
量(％) 量(彩) 量(％)

安 阳 81．O 13 391．2 65 115．O 19 19．2 3 606．1 1951—1980

新 乡 86．1 14 385。1 64 117．6 19 ．17．9 3 606 7 1951～1980

洛 阳 117．5 20 303．6 51 151．6 25 28．7 5 601．1 1951～1980

卢 氏 137．0 22 313．7 49 163．7 26 21．9 3 636．4 1953～1980

‘

郑 州 123．2 19 341．7 53 145．7 23 31．4 5
‘

640．9 1951～1980

l 许 ， 昌 140．9 19 398．0 55 148．9 20 40．6 6 728．3 1953一1980

’商 i丘 131．0 18 398．8 56 139．7 20 42．3 8 ‘711．9 1954～1980

信 阳 292．8 26 510．2 46 206．1 19 100．7 9 1109．1 1951～1980

豫东平原，南阳盆地和伏牛山东麓低山丘陵，为半湿润区。年湿润系数为0．7～1．0，年

平均降水量700"1000毫米。， ，。 、 ·。

j 一

{、： 豫北平原，部分丘陵和豫西黄河两岸及伊洛河谷地区为半干旱区。年湿润系数为<O．6，

年降水量<700毫米。 ⋯．
‘{

七、灾害性天气

’

， 我省处于海洋性气流和大陆性气流的交错地带，高低气压系统活动频繁，季风气候特别明

显，境内差异很大。旱，涝，大风、冰雹，霜冻、干热风，暴雨，寒流等灾害发生较多。其

中。尤以旱，涝，冰雹、大风、暴雨、干热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危害严重。

(一)干旱与雨涝早涝是河南的主要灾害性天气，范围大，受害重。据历史资料记载

公元1279"-'1911年的六百余年间，本省有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年有69年，平均

8～9年一遇。建国后据1951"--'1980年三十年来资料统计，我省有明显的干旱年有15一-20年，

约为三年二旱，有明显的涝年14．--,18年，近于二年一遇。干旱多发生在沙河以北的平原和豫

西，北丘陵区，以及南阳盆地(内乡、镇平，邓县)一带，以民权一许昌一汝州市一灵宝一

线之北，多以春旱为主，频率40--'50呖。

丘陵及沙河以北地区，多遇初夏旱，在卫河以北较为严重，发生频率为30---40呖，往往

使晚秋不能适时播种。伏旱以淮北及南阳盆地东部地区为突出，频率在30％左右，豫西丘陵

区次之，25％上下。伏旱往往出现于玉米的喇叭日期，对产量影响很大。秋早，频率25％，

以豫西，豫北为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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