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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妇匕京市动物疫病志》目的有三个，一是让各级行政领导了解北

京市动物疫病种类、分布及危害，掌握“敌情”，科学决策，正确指挥，无

疫早防，有疫早控；二是为学者、科技人员提供基本素材，以便于有针对

性进行科技攻关，不断提升疫病控制科技水平；三是为市、县、乡畜牧兽

医同行提供工作参照，以史为鉴，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得以推广普及，不

足之处予以改进。

动物、植物、人类、微生物共存于一个生态系统中，为了各自生

存都在不断调整、发展、完善，根除疫病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兴利除

弊应作为人类预防、控制动物疫病的主导思想，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有

害生物，使其危害降之最小。

集约化、高密度饲养使生产者获得利益最大化，随之而来的是动物生

产环境恶化，体质下降，疫病种类增加，危害增大。为动物生长创造适宜

环境，处理好经济效益与动物健康之间的关系，需要生产者、管理者多思。

国家对动物疫情管理有章可循，各位同行不要公开发表、传播有关疫

病方面信息。

祝俊杰

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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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畜牧生产概况

第一节 畜牧业生产情况

20|II=纪0(}年代以咪，随着酋都社会经济

持续发展，城乡属民，t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

需求发生r巨大变化。同时．出r尚郑的城市

化进程不断发展羊l|十地资源减少．乍志环境JE

力逐步增大．敦使些传统养殖f J类的发展受

到一定的影响。ffJ政府采取优化产业结构和{；f

源配置措施．JI：腱r备禽养殖结构和生产柑局

的词粘以厦商禽食业的转制．初步形成了都巾

型、脱光喇击牧业格局。目前．仝市备牧性小

产L单现布局合理、币产增加、品质优良、稳

步发展的态势。朝刖、海淀、I。工、和右景I JI【『【1

个近郊区的大规模商禽饲养已基本退出。1990

年Iii『近郊曾是我巾裔禽产品的土广区。当年近

郊叫【x商品猪、鲜蛋和牛奶产最分删占个市总

产醋的17 6％、I 7 I％和26％。截至2003年．

上述比例分别降到2 84％、2 0％和3 99％。

·j此同时，由r实行发展养殖小赋、专业村

(镇)．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每1．发展种斋

禽生产．扶持加上销僻龙头企业等栽夫举措．

推动r我rff畜牧幢胡着健康、绿色的方向迈

进．备牧业已成为全市农业增效、农K增收的

主导产业之。

姑统if，2003‘r北京市啬技牛产总ffi

125 49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2 7j％，比

1990年增长3 49倍(闭1 1 1)。在此期问．

我IH葺禽养殖业中待、牛、绵III r、肉鸡、特

畜特禽的饲莽最以及出栏量有所增加；蛋鸡和

屿届动物饲养蜒柏所减少。2003年会rf『养绪出

栏470 47一头，1竽栏252．25万史．分别比

镕一篇概进冒

1990年增长67 4％和22 3％；牛存栏40 93

万头，比1990年增K I 85倍．其iI r奶牛存栏

旧()8万头．增K I 78倍；儿l、绵羊存栏

182．99万H．fl{栏300．95万只，分别比1990

年增长l∞倍和4．1 z倍；肉鸡存栏1 549．8

万H．出栏12 570 2万只，分别比1990‘}：增

长1．j4倍和4 8倍；蛋鹏存栏1 418 5万只．

比1990年降低29 1％；马届动物存栏减少，

屿、驴、骡存栏量分别比1990年降低82％，

69％和86％。1998年北京郊区开始兴起家庭

特种养殖．当年出栏特葺特禽378万头(H)．

2003年出栏达刊2 042万虫(只)，比1998年

1990】992 190．4 1¨1998 2000 2002(*∞

同l 1 I 199)2(x)3年北京l“畜牧』p牛产总值

^I)

■’f自，■口}m一6Ⅱ口女自P■

图ll 2 1990 2003年IE束市肉类产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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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动物疫病志

增K 4 4倍。2003年全市肉类总产量72 43

万￡(削l l 2)，鲜，}二奶产量63 29万t，分别

比l 990年增长l-70倍和1．92倍。

一、大家畜

1．马屋动物(包括骡、驴) n 20世纪

。0年代以来，⋯F我市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

提离，交通札的迅猛发展，马届动物的使役作

用基奉已被取代．存栏逐年F降．L三从1990

年的14 9万旺，下降到2003年的3 17万旺，

减少，78．7％，除远郊区县尚彳】极少量从事役

用外，H前我市马埘动物主要川于观赏及参’o

竞技项H。

2．牛随着人民牛活水平柏挺高，我市肉

牛及奶牛饲养量逐年增加，役用牛数量有所减

少。牛饲养芒要的组织形式有：养殖场、养殖

小医以及公司+农广儿种，根据生产需要，一

衅I)(县乡镇村还相继成立了养殖业西会。

在肉牛生产方衙．截至2003年，夺市打

肉牛养殖小区197个，年m栏肉牛7 2万头．

占全市总数的2d 13％。内牛龙头企业有房⋯

卓宸、通州御香苑、人必金维等几家，主产区

在房山、顺义、人兴、通州等Ⅸ。

奶业生产主要分布于大必、房山、顺义、

通州、怀柔、密云、延J大7个区县．截至2003

年，上述区县奶牛存栏16 5万头，占全市奶

牛总存栏的9】81％。全市奶业以北京一元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尼头，该集Ⅲ所属的北京奶

牛育种小·41,是翻内首屈一指的良种奶牛资源

库，年町提供优质良种奶牛精液300万剂，提

供优质良种胚胎5 ooo枚。该奶牛育种中心的

奶牛良种驶其肌胎除·部分0『九羔围、加拿大

等同外，大部分为该if一心白行繁育生产。日

前，我市奶牛良种繁育体系已建成JF日趋完

善。为加大扶持奶qk牛产力度，自2000年以

来．市政府连续3年采取扣杯采购、实物扶持

的办法，共为全市106个奶牛合作社配备了62

台机械挤奶机、64个制冷罐和37辆奶罐运输

车，使仝市实现机械化挤奶的养殖小区累计达

到220个，占2002年全巾奶十养殖小区总数的

58．67％，有效地提高了乳品质晕，加快r奶

业产业化进程。我市鲜奶加工龙头企业有：二

兀集团有限责仟公司，此外．圆内几家大型奶

业加工企业如光明、伊利、蒙牛等也分别在我

市建奇有鲜奶加【厂，年打¨上奶产品50余万

t，我市历午鲜牛奶产蕞见H 1 1 3。

fiI)

图1—1—3 199卜2003年北京『#鲜牛奶产量

二、小家畜

1．猪近十几年来，我市牛猪生产枉经所

r规模猪场的组织形式之后，目前全市形成r

以鲲鹏，资源、华都、千磐鹤等大型企业为龙

头，带动养猪场、养猪小区，以引进的瘦肉猪

品种开展■元杂交生产商品猪。肆三猪生产主要

分布在顺义、通州、大兴、房山和平谷Ⅸ。据

统计，2003年这5个生猪生产的主产K商品猪

出栏量占争巾总数的76 6％，当年全市牛猿仔

栏为252 25万头，较1990年的206打头增K

r 22 45％．同比猪肉产量也增加丁14．19

万t。2002年牟巾Ⅲ栏猪474 7一头，创历史最

高水平(幽l 1 4)。2002年我市依托科技和人

才优势，启动r“北京rfr种猪遗传评估体系建立

及产业化T．程”项目，建立r种猪遗传计f占一p

心，对种猜进行性能测定和遗传评定。

2．绵、山羊近十儿年来．血J’市场对}

肉的需求增加．我市绵羊饲养量持续增加，

2003年存栏达到125(J5厅H，比1990年的

26 3万只增K r 3．75倍。枉此期间，我巾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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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 禽

1．蛋鸡20⋯．纪90年代初．找市蛋鸡生

产匕形成较完善的育种、养殖、防疫和饲料生

产四人体系。为加快人、巾喇规模莽鸡场从简

单责任制『耐觋代企业制度转化，从粗放型管理

向集约化竹理转化．1 996年我市出台r规范化

莽鸡符理试行方案，当年选择r 10个5万只以

上的规模鸡场作为试点，实施规范化管理，提

高r牛产效率，降低丁消耗，获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为文现q：产管理向经营管理转变创造

了条件。

为适应我市养殖业体制改革的新形势，

1997年8jJ个市规模养鸡场实行r转制，其完

成r 246个鸡场的转制．总饲养规模831万只．

鸡场总人数及饲养人员⋯瓜束的3 061人和

l 997人．分别减少到1 795人和1 148人．分

刖减少r 4l 4％和化0％。据对6s个鸡场统

计．每只成母鸡年f均挺供商品蚩1 5 4kg，比

转制前增加o 65kg；鸡蛋生产成本每f克

5 48兀，比转制前减少0 29兀。由于蛋鸠生

产连年递减，2003年争市鲜蛋产量15 74万t，

比1990午的22 35万l减少丁29 6％。

2．内鸡我市肉鸡牛产上耍分m于顺义、

房I『l、大必、吕平等区，以大发公司、牛都肉

进霉

誓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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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北京市动物疫病志
搿 鸡公司为龙头，主产区肉鸡出栏占全市产量的

i 70％。目前，市场基本饱和。

! 我市肉鸡产业已形成养殖、饲料、加工、

繇 销售一条龙生产。鸡肉产品除在国内销售外，

鞭 还出口日本。2001年为开拓市场和保证产品质

： 量，改进了肉鸡产品加工工艺。华都肉鸡公

竺 司、大发正大有限公司、家禽育种有限公司等
嚣 多家大型肉鸡养殖企业先后获得了ISO系列国

秘 际质量体系认证、HACCP(危害分析及关键

： 点控制)认证、商务部安全食品认证、农业部

：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市安全生产企业基地认证

第1 等，形成了较先进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与此

：l 同时，各公司运用现代化管理制度，制订并实

施了包括产品标准、采购技术标准、工艺标

畜I 准、包装和贮运标准、检验和试验方法标准19

牧l 项、管理标准6项和工作标准3项，建立和完

：I 善了三大系列企业标准体系。

栅I 3．鸭北京鸭是我国著名的肉鸭良种，主

况I 产区在北京市。目前，北京鸭已被列入国家畜

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北京鸭的育种和保种单

位有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金星鸭

业公司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近

年来，肉鸭生产在我市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且发展迅猛。我市北京鸭的主产区分布在顺

义、大兴和通州等区，肉鸭生产的龙头企业有

金星鸭业公司和顺义前鲁鸭场。2003年全市出

栏肉鸭4 990．1万只，较1990年的615．7万只

增长了7．1倍。目前，我市肉鸭年单班屠宰加

工能力2000万只。

四、特种养殖

1998年各区县以富民为主线，结合实际制

定养殖专业户标准和扶持奖励政策，调动了农

民养殖致富的积极性，家庭特种养殖也随之兴

起。饲养的特畜特禽品种包括：乌鸡、火鸡、

珍珠鸡、肉鸽、山鸡、鹧鸪、鸵鸟、孔雀、

狐、鹿等，当年全市出栏特畜特禽378万头

(只)。2003年全市出栏特畜特禽2 042万头

(只)，增长了4．4倍。

第二节 主要畜禽品种

近年来，北京市将畜禽良种化工程作为重

点发展目标。全市的畜禽良种产业发展迅速，

已形成了猪、家禽、奶牛及肉羊良种繁育

体系。

一、大家畜的主要品种

1．马北京市现有种马场2个，饲养品种

为从日本、英国等国家引进的纯血马，主要用

于观赏及比赛等。

2．牛奶牛品种主要有荷斯坦牛和娟姗牛

等。2003年底北京市育种中心存栏种公牛140

头，存栏种母牛1 600头；肉用牛品种主要有

夏洛莱牛、西门塔尔牛(兼用)、安格斯牛

(黑色、红色)、利木赞牛、皮埃蒙特牛、瑞士

褐牛和日本和牛等；黄牛品种主要有秦川牛、

鬣鬈鋈蘸

草原红牛、鲁西黄牛等。

二、小家畜的主要品种

1．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市选育出

北京黑猪和北京花猪两个培育品种，在这之

后，又先后从国外引进了世界著名的瘦肉猪品

种：长白猪(英系、法系、加系、丹系、挪威

系、比利时系等)，大白猪(英系、法系、加

系、比利时系)，皮特兰猪(法系)和杜洛克

猪(美系、台湾系)，此外，还引进了圣特西

猪、迪卡猪配套系、达兰猪配套系等。全市现

有种猪场36个。

2．羊饲养的绵羊品种有：小尾寒羊、无

角陶赛特羊、萨福克羊、特克赛尔羊、德国美

利奴肉羊、夏洛来羊；山羊品种有：波尔山



羊、关中奶山羊、萨能奶山羊、辽宁绒山羊、

内蒙古白绒山羊等。据统计，2003年全市有种

羊场23个。

3．兔饲养品种主要有力克斯兔(俗称獭

兔)、新西兰兔、大耳白兔、布列塔尼亚兔、

青紫蓝兔及本地兔等，按其生产用途可分为皮

兔、肉兔及皮肉兼用兔。据统计，2003年全市

有种兔场4个。

三、家禽的主要品种

饲养的主要蛋鸡品种有：海兰蛋鸡系列

一、饲 料

第一篇概述

(为引进的商用配套品系，有海兰灰、海兰褐、

海兰白)，海赛克斯蛋鸡系列(为引进的商用

配套品系，有海赛克斯褐)，北京白鸡(为我

市自行培育的轻型蛋用鸡，有京白904、京白

938和京白939等)，宝万斯蛋鸡系列(为引进

的商用配套品系，有宝万斯高兰、宝万斯白和

宝万斯粉等)；主要肉鸡品种有：艾维茵鸡、

AA鸡、北京油鸡、三黄鸡等。

饲养的肉鸭品种有北京鸭、樱桃谷鸭；蛋

用鸭曾经饲养过金定鸭和康贝尔鸭。

据2003年统计，全市有种禽场45个。

第三节 饲料和饲草

．近十几年，我市饲料工业经历了快速发展

和调整发展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饲料加工业迅

速扩大，产品结构日趋合理，饲料添加剂工业

启动；后一阶段由于畜牧业告别了短缺时代，

工业加工饲料产量增幅不大，但产品结构进一

步得到优化，饲料法规相继出台。我市饲料加

工企业依据国务院颁布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管理条例》及农业部下发的《饲料添加剂和添

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逐步

规范了企业管理。

1．饲料工业生产截至2003年底，我市

共有饲料企业540家，其中生产企业403家，

经营企业137家。全市饲料年产量在5万t以

上、销售额在1亿元以上的生产企业10余家，

获得ISO系列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29家，获

得全国饲料行业科技进步企业称号的4家，另

有5家企业被评为国家重点饲料龙头企业。

据统计，2003年全市饲料总产量210．9

万t，其中：配合料152．6万t，比上年减少

14．75％；浓缩料30．6万t；预混料27．7万t。

全市饲料销售额51亿元，利税1亿元。饲料工

业在保障郊区养殖业发展，促进农业结构调

整，以及扩大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节约粮食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饲料安全近几年来，我市重点加大了

饲料产品质量检测和查处非法使用违禁药品的

行为。

(1)饲料产品质量检测。2002年全市共对

592家饲料企业和养殖企业的1 602批次样品

进行了检测，查处了问题严重的企业。

(2)严厉查处非法使用违禁药品的行为。

2002年初市农委会同市农业局出台了《关于加

强饲料和养殖企业管理、依法查处非法使用盐

酸克仑特罗行为的规定》，严厉查处非法使用

盐酸克仑特罗(即瘦肉精)等违禁药品的行

为，并依法对被农业部和我市查出的违规企业

进行了处罚。市农委、市农业局又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展饲料及畜产品中“瘦肉精”等违禁

药品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通过一系列的整

治活动，有效地遏制了非法使用违禁药品的行

为，提高了饲料和畜产品的安全水平。

(3)积极推进了饲料安全工程。为促进饲

料安全工程的开展，我市饲料工业协会承担了

《天然植物料添加剂使用通则》的起草任务，

经多次调研和修改，已在全国标委会评审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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