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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牧渔业部及省市畜牧局关于开展畜禽疫病普查的指示精神，我市于1988年7月一

1989年7月，对全市畜禽疫病进行了普查。在普查中，通过走访、座谈、调查和反复查阅档

案资料等形式，广泛的收集了有关历史资料，撰写成这部“兴城市动物疫病志"，它记述了

1949年"'1988年问，我市畜牧兽医科技人员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为控制、消灭各种畜禽疫病

工作的史实和史料， 较系统地总结归纳了全市畜禽传染病， 寄生虫病和中毒病的发生、流

行、分布情况及防制(治)经验和教训，可为后人借鉴，并提出了今后的展望，为控制与消

灭畜禽疫病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明确了方向。

这次疫病普查工作要求年限久远，涉及面广，科学性强，畜禽疫病种类繁杂，另外由于

历史的原因，有些宝贵的资料无档可查，加之时间仓促，我们业务能力及写作水平有限，又

没有写疫病史志的经验，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望批评指正。

·本疫病志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各有关单位和有关老领导，老同志大力协助和热情支持，

谨致谢意。

兴城市动物疫病志编委会

一九八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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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然地理

地理位置和面积

兴城市位予辽宁省锦州市西南部、在辽东湾西岸，居辽西走廊中部。东濒渤海、西以六

股河与绥中县为界，西和建昌县接壤，北和东北毗邻锦西市和锦州市葫芦岛区。地理座标东

经120。6，"--120。48，，北纬406 16，"-'40。487。东西宽55公里，南北长52公里，总面积

2148平方公里。

二、地势、地貌特点

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部海拔30眯向东南依次倾斜，至东南沿海降至20米以
下。大体可分为西北低山区，中部缓坡漫岗丘陵区，东南沿海平原区三种地带。自然形成六

山一水三分田。

三、气 象

气候特点属于北温带，亚湿润河北气候区，大陆性气候比较胡忘，大黼度为67-5％·全

年太阳总幅射为138．6卡／Cm2，13照为2792．2小对·

年平均气温8．6—9．6℃，平均降水量590．9ram，无霜期173～18l天t

四、植被情况

全市植被类型属华北植物区系的植被小区。植被种类约170余种，复盖率达30％一50％，

有z5％的天然植物可供各种动物食用。

执笔人李宏光



第二章经济地理

行政区划

兴城市人民政府位于兴城市内兴海路三段。全市所辖21个乡，4个镇，5个街道办事处．

附·兴城市地形图

二、 居 民

一九八六年末全市总人口为497，862人，其中农业人13408，078人，占总人口的82％。全

市区域面积2，14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2人。全市居住有汉、满、蒙、回、朝

鲜，锡伯族等16个民族。

三、 农业概况

全市有耕地面积882010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8．4％，农业人I：1408，078人，人均占有耕

地2．16亩。全市年平均粮豆总产2亿公斤左右。

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高粱、大豆、水稻，经济作物有花生、棉花、芝麻、考烟等。据

86年统计，全市农业总产值为i5，72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37，755万元的46．6％。

四、 畜 牧 业

(一)、畜牧业发展概况

建国以来，我市畜牧业生产不断发展，到1981年末，全市各种畜禽存栏数是t猪163339

头、牛11，296头、羊48，594只，大牲畜(马骡驴)26，265头，家禽703770只， 鹿676只，兔

39，114只；貂327只，蜂3201箱。与1949年相比I猪增加3．5倍，牛增加2．4倍、羊增加3．9倍、

大牲畜增Zn8．0倍(其中驴略有下降)，家禽增加4．7倍，貂从无到有。全市有国营种畜场一处，有

各种畜禽专业户2062户，其中养猪户108户，养猪621头，养牛户98户524头I养羊户543户

11，201只，养禽户569户25，945只；养兔602户2，444只．专业户所养的各种畜禽占社会存栏量

的百分比分别为I猪0．38％、牛4．6％、羊23．05％、禽3．68％。

一九八八年与一九八一年比较，猪存栏由163，339头减少到149，315头，减少9．6％，但

出栏由128，438头增加到131，609头减少3．6％，羊由48，594只增加到70，067只，增长3l％l家

禽由703，770只增加到l，305，152．只增长47．1％。到1988年，市种畜场在畜禽质量和数量上

与八一年比都有较大发展。全市各种畜禽专业户发展到2，728户，其中养猪571户8．617头l

养禽683户110，695只I养牛53户811头，养羊568户32525只，养兔604户5，329只，其它经济

2



动物175户。畜禽专业户总数比81年增长5．5倍， 所养的各种畜禽增加比例分别为，猪13，8

倍、羊2．9倍、牛1．54倍、禽4．26倍，专业户饲养量占社会饲养量百分比分别为，猪5．7％．

羊46．4％，牛1l％、禽8．4％。

(：)、畜牧业经济结构：

】988年我市生猪饲养量为280，924头，全年出栏肥猪131，609头，合肉为9．500吨，出栏

率88．2％，牛存栏7，308头，出栏1381头，合肉为76吨，出栏率】8％，产奶165．5吨，家禽

存栏1305，152只，出栏301，950只， 合：肉377吨， 出栏率23％， 羊存栏70，067只， 出栏

14，373只，合肉244吨，出栏率2．05％，产羊!E220吨。畜牧业总产值3560万元。占农业总

产值14640万元的24％。

(兰)、畜禽品种结构，

我市畜禽品种资源比较丰富，全市共有68个畜禽品种，其中猪134、，牛5个，羊10个，

马8个，驴2个，奶牛1个，鸡10个，鸭3个，鹅4个，兔7个， 蜂2个， 鹿2个，貂1

个。各种畜禽的部分优良品种及分布如下：

l、猪的优良品种有3个，即苏自、长白、克米。其中苏白猪主要分布在市种畜场及双

树、元台子、羊安、曹庄、沙后所，望海、东辛庄等乡镇，西部低山丘陵区有少量饲养；长

白猪主要分布在市种畜场和沿海平原区；克米猪在我市分布较广， 各乡镇都有一定的饲养

量，但以沿海平原区居多。上述三个优良猪种，主要作为种用， 并通过杂交发挥其杂种优

势，提高养猪业经济效益。

2、鸡的优良品种有北京自鸡，星杂288，来航、岩谷、尼克、AA、罗曼，黄羽肉鸡

等十几个优良品种。其中蛋鸡以北京白鸡为主，大约占蛋鸡总数的60％一70％，并且分布面

广，遍及全市各地区，肉食鸡以“黄羽”居多，主要饲养子市种畜场，其它肉鸡品种也都集

中在城郊及沿海一代。

3、鸭的优良品种主要有卡基·康贝尔，麻鸭和北京白鸭，这些品种均为83"-,-,84年引

入，现已为数不多，仅限于沿海和几大河流两岸。

4、鹅的优良品种有。昌图豁鹅”和“太湖自鹅”两种，但现存数量不多，民间养鹅多

为本地鹅和雁鹅两个品种。

5、我市原有本地黄牛，朝鲜牛、草原红牛、英短角、秦川牛等五个品种，其中秦川牛

现已绝迹，朝鲜牛和草原红牛也正处绝迹边缘。改良杂种牛主要有海杂、夏杂、西杂、英杂

等，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低山丘陵区和中部丘陵区。

奶牛的优良品种为锦州黑白花，主要分布于城郊。

6、羊的优良品种是东北细毛羊，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低山丘陵区和中部蛊陵区，城郊及

平原区也有少量饲养。

7、驴的优良品种为“关中驴"，主要用于改良小型本地驴。

(四)、饲料资源。

我市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适宜，光、热、水等资源较好，适宜多种农作物和牧草

的生长，为我市发展畜牧业生产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根84年普查，我市饲料资源构成包括精，青、粗和放牧饲料四大类。其产量及营养概算

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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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2—1—1 兴城市饲料构成、产量殛营养概算

从上表可见，我市饲料总量为26168．38万Kg，其中粗饲料比例较大， 占51．8％，精料

占30．9％，放牧饲料占11．9％，青饲料比例最小，仅占5．4％。各类饲料所含营养消化能计

44944．98万兆卡，可消化粗蛋白质共计是1072．14万Kg。

糟料总计为8089·96万kg由饲料粮、糠麸、油并和其它共四类构成，饲料粮中主要是玉米，

按精料构成数量为序，玉米占69．1％，糠麸占23．90，油并占6．5％，其它类占0．5％．

我市粗饲料资源也比较丰富，包括以下四类， 既秸杆、千草，壳糠和糟渣。据84年普

查，企年可产粗饲料13559．16万Kg、占饲料总产量的51．8％。

我市青绿多汁饲料种类繁多，依我市实际利用情况，概括为四大类·①人工栽培的苣麻

菜等，②作物的藤秧、如地瓜秧、土豆秧等，③野草野菜．包括马唐、水稗，苍耳、灰菜，

苋菜、猪毛菜等20余种，④饲用蔬菜，主要以春秋种植的白菜为主和一些蔬菜的下脚料。

放牧饲料主要为草食家畜所利用。据84年普查，全市有天然草场541556亩，占土地总面

积的17．5％，且这些天然草场绝大部份分布在西北部低山丘陵区和中部丘陵区。此外近几年

我们狠抓了人工种草，人工草场面积到目前为止已达到2万亩左右。这些天然草场和人工草

场为我市山区今后发展牛羊等草食家畜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一
总之，从我市饲料资源现状来看，青粗饲料来源广泛，数量比较充足，放牧饲料仍不能

满足，由于林牧争地，天然草场面积逐年减少，人工草场的利用还刚刚起步，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牛羊等草食家畜的发展，精饲料缺IEI依然较大，特别是油并及糠麸类远远满足不了畜

禽的需要。精料奇缺、价格上涨是限制和阻碍畜牧业发展主要因素之一．

(五)、发展畜牧业的其它条件。

畜禽饲养方式仍比较粗放，基本是牛羊放牧，大牲畜舍饲，猪圈养．鸡除了种畜场和部

份专业户采用平养和笼养外，一般民户均为散养。
’＼

4



畜禽产品加工主要有肉食加工和皮革加工，其原料基本来源于本市。全市有国营屠宰厂

一处(肉联厂)，个体屠宰户305户，羽绒加工厂一个，皮革加工厂一个。

全市共有六处牲畜交易市场，交易的畜禽种类有马、骡、驴、牛、羊、猪、兔、家禽

等，来源于本市各乡镇。大牲畜检疫方法，畜主凭畜照，免疫证明，经检疫人员检查并进行

必要的检疫项目后方可进行交易。

执笔人 李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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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畜牧兽医防治组织情况

畜牧兽医行政系统

(一)、兴城市畜牧局2

隶属兴城市人民政府的行政机构，业务归省市畜牧局领导。市局设有畜牧，兽医，人秘

等三个股。现有职工14人，具有技术职称的畜牧师5人，会计师1人，助理畜牧师2人，技

术员1人，大学1人，大专1人，中专5人，负责全市的畜牧兽医领导工作。

随着各级政府对畜牧生产的重视，畜牧局由过去科局中的一个业务股发展到一个独立的

业务局。见畜牧机构沿革表。

兴城市畜牧机构沿革情况表

年 份 科 局 科 局 中
一 个 股

1949—1955 农 业 科 畜 收 股

1956一1957 农林水科局 H

1958 保险畜牧局 ∥

1959--,．1960 农林水利局 ，，

1960 畜牧副食局

196l一1962 农林水科局 畜 牧 股

1963—1966 农 业 局 ，，

1967"-"1968 农林水利局 ，，

1969～1974 农业管理站 ，，

．——————1975-"1976 畜牧办公室

1977—1979 畜牧副食局 畜 牧 股

1980"-1983 畜 牧 局

——198 4 农 牧 局 畜牧兽医股

1985—1986 畜牧管理总站

1987一 畜 牧 局

(二)、市畜牧局下设机构。

1、市兽医卫生站。属于全民事业单位，主管全市的畜禽防疫灭病工作．

2、市畜禽技术推广站；是全民事业单位，主管全市畜禽的繁殖、改良、饲养管理和技
术推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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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种畜场。事业单位，主要繁殖推广优良种畜禽。(猪，鸡)

4、市动物检验站·事业单位，自酬自支，财政适当补助。主管全市畜禽的检疫工作和

兽医卫生监督工作。

5、市草原管理站。事业单位，负责全市草场改良和建设，种草养畜等工作。

6、市养蜂管理站：事业单位，自酬自支，主要负责养蜂业的管理工作和经销蜂蜜等工

作。

7、市兽药械供应站t是全民企业单位，主要供应全市兽药械。

8、乡镇畜牧干部，隶属市局领导，党务由乡镇负责，主要负责本乡的畜牧兽医工作。

9、全市共有25个乡镇兽医站和一个动检所，属于集体事业单位，经济上是自负盈亏，

行政上是局领导，业务上受市兽医站、市动检站领导，主要负责本乡镇畜禽防检疫和灭病等

工作。

兴城市畜牧兽医系统行政组织表

畜牧股、兽医股、人秘股。

兴
市兽医卫生站

城 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市 种 畜 场
市

市动物检验站

畜 。 市草原管理站

市养蜂管理站
牧

市兽药械供应站

局
乡镇畜牧技术干部

乡镇兽医站、动检所

二、 兽医历史沿革

兴城市兽医卫生站：一九五。年10月份建立家畜防疫站，一九五一年改为兴城县家畜防

治所，当时由五人组成。到52年又分别在沙后所，矸厂两个乡建立分所。建所后的工作重点

工作是畜禽疫病的防治工作和人材培养等工作。到52年又改为畜牧技术指导所。担负全县畜

牧兽医技术指导工作，当时技术人员已达到29人。到54年成立县畜牧总站由五人组成。防治

部份单独成立县兽医院由五人组成。总站建立后又在当时的三、四、八区建立畜牧兽医工作

站。到57年县总站与县兽医院合并改建为兴城县兽医卫生站，主要负责全县的畜禽的防疫灭

病等工作，加强了化验室，并开展制苗(猪瘟疫苗)工作。

一九五九年春，县政府决定将畜牧与县保险公司合并成立县畜牧保险局，年末撤销，县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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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卫生站又分出独立，当时有九个乡镇兽医站。

一九六五年全县乡镇站搞兽医大联营。统一领导，自负盈亏，单独核算，全县畜禽防疫灭

病工作，密度高，质量好。一九六七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兽医大联营解体，兽医站交

由公社领导。县兽医卫生站始终遵循“防重于治’’的方针，指导基层站完成畜禽防疫灭病工

作。

一九八。年十一月市局决定除门诊独立成立兽医院，将市改良站、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市

兽医卫生站合并改为市畜牧兽医工作站，由20人组成，站址设在南大桥南侧，负责全市畜禽改

良，技术推广，畜禽防疫灭病等工作。这时加强了实验室诊断手段，增添了化验设备、疫苗贮

藏设备，能够做临床常规检验，微生物检验，特殊传染病血液学检查，免疫抗体监测等。一

九八一年根据辽政发(1981)481号文件精神，乡镇兽医站改制为集体事业单位。 当时全市

转为集体所有制职T-114人。极大的调动了乡镇站广大兽医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乡镇站

转制后由市畜牧局直接领导，统一管理，自负盈亏，单独核算。业务受市站领导，党务为乡

镇管。

一九八四年局决定将畜牧兽医工作站的畜牧改良分出建立市畜牧技术推广站，兽医院与

防疫部分合并为市兽医卫生站。目前我市已形成以市兽医卫生站为核心，以乡镇站为骨干，

以村兽医为基础的防疫灭病网。近几年来，各种畜禽防疫灭病密度和指标均达到省市要求，

跨入省防制猪瘟，马鼻疽先进县的行列。基本控制了畜禽主要传染病的发生和漫延，保证了

我市畜牧业健康的发展。

市动物检验站建子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份全民事业单位，自酬自支，市财政适当补助。根据

《食品卫生法》《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和省市有关检验监督文件精神，负责全市经营加工畜

禽产品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兽医卫生监督， 积极培训兽医检疫人员，提高其政治和业务素

质，严格陆路运输检疫，对控制畜禽疫病传播，保证人民身心健康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 兽医队伍建设和发展

我市兽医队伍从五十年代初的几个人，到一九八八年发展到286人。并形成了以市站为

核心，乡站为骨干，村兽医为基础的防疫灭病网。大中专毕业生逐年增加，政治素质业务素

质不断的提高，为控制畜禽疫病的发生，保护畜牧业健康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一)、全民机构人员组成。

l、市兽医卫生站t现有职121人其中男“人，女7人。具有技术职称的兽医师12人，

助理兽医师4人，技人员1人。具有本科学历1人，大专7人，中专7人。站内设有防疫、

门诊、化验、后勤等四个股。其中畜禽防疫股由7人组成。负责全市的防疫灭病工作。

2、市动物检验站t

现有职工9人，其中国家干部3人，集体职工6人，兽医师1人，助理兽医师2人，技术

员2人。大专1人，中专2人。

3、乡镇畜牧技术干部24人，助理兽医师14人，中专10人． ，

4、市保险公司有助理兽医师2人I市食品公司有助理兽医师1人，兽医师1人，技术
员1人。

(=)、集体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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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25个乡镇兽医站和一个检疫所，现有职工126人，其中男98人，女28人。具有技术

职称的兽医师1人，助理兽医师29人，技术员33人，中专学历27人，参加省市训练班47人。

裘3—1～3

执笔人 郝广学

市兽医卫生站、动检站技术干部统计表

、

＼ 项 总人数 兽医师 助理兽医师 技术员

单 ＼ 目 合 合 防 检 门 行 合 防 检 门 行 合 防 检 门 行

舷＼ 计；男 女 计 疫 疫 诊 政 计 疫 疫 诊 政 计 疫 疫 诊 政
＼

市兽医站 2l 14 7 12 7 2 3 4 2 2 2 2

市动检站 9 5 4 l l 2 2

表3—1—4 兴城市乡镇鲁医站，所和村防疫员统计表

＼ 项 总人数 从事的业务 文化程度
乡＼ 目

毵＼ 合 防 检 门 削 药 其 中 高 初 训 未 村
／ 防

劈I
计 男 女 疫 疫 诊 制 房 它 专 中 中 练 受 疫

所＼ 班 练
员

26 126 98 28 101 81 30 9 25 27 45 45 5 330

表3～卜一5 兴城市防疫机构和人员统计表

行 政 防 疫 检 疫

人 员 人 员 人 员 乡

其中。技术员 机 人
其中；技术员

乡
机 人 镇 机 人 其中t技术员 镇

站 站

高 中 初 构 数
高 中 初 人 构 数

高 中 初 人构 数
级 级 级 级 级 级 员 级 级 级 员

1 14 5 3 1 21 12 5 126 l 9 1 4 81

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