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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畜禽疫病志
．击各 士
胃Ij 吾

为了系统总结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市畜禽疫病防制经验，摸清畜

禽疫病的流行情况，全面掌握全市畜禽疫病动态及其危害，制定切

实有效的防制措施，逐步达到控制和消灭畜禽疫病的目的。根据农

业部和省畜牧局关于编写《畜禽疫病志》的部署，我市从一九八八

年四月至一九九0年三月，用二年时间，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畜禽

疫病的调查研究工作。

这项工作是在市农林牧业局的领导下，由畜禽疫病普查办公室、

市畜牧兽医站共同主持开展的一次比较深入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由于各级党政、业务部门的大力支持，参加调查工作的市、县

(区)、乡(镇)以及国营农牧场的畜牧兽医科技人员达三百多人，行

‘政干部七十多人，防疫员一千多人。在调查中广泛地搜集了有关历

史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市畜禽疫病的流行、危害、防治

(制)、科研、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系统地总结了兽医工作的成绩

和经验，提出了符合我市实际情况的意见，为进一步搞好兽医防治

(制)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还提出了某些待确诊病，可供今

后进一步研究解决。
‘

《鞍山市畜禽疫病志》所总结的兽医工作成绩和经验，是我市广

大畜牧兽医科技工作者和各族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数十年辛勤

劳动的结晶。这里，我们谨向在鞍山艰苦奋斗过的畜牧兽医科技工

作者以及战斗在畜牧业战线上的所有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在过去

一7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岁月里，他们为鞍山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克服重重困难，吃尽

千辛万苦，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有的同志积劳成疾，有的因

公致残，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鞍山的各族人民和畜牧兽医界的

同志们，对他们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志不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们殷切地希望全市畜牧兽医科技人员，要进一步发扬革命优良传统，

再接再励．艰苦奋斗，同全市各族人民一道，在各级党政部门领导

下，，努力创新，勇于开拓，为鞍山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鞍山市畜禽疫病志》在编写过程中，承海城市畜牧渔业局、海

城市畜牧兽医站、台安县畜牧水麴局、台安县畜牧兽医站、旧堡区

农林畜牧渔业局、旧堡区畜牧兽医站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辽宁

省卫生站在血清学诊断方面的积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历史的原因，兽医建制不够完善，搜集的资料不尽全面，加

之我们业务水平有限，文字、内容、结构难免有不足和错误之处，诚

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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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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市位于辽宁省中部，地处北纬40。53’50"，东经122。11’55’

～123。13’44，，之问。东依千山山脉，西临辽河，北距省会沈阳89公

里，南距海港大连308公里。西北接黑山、辽中，东和北与辽阳市

相连，西邻盘山、大洼和北镇，东南与岫岩接壤，西南与营口毗连。

全市南北长120．9公里，东西宽87．6公里，总面积4749．14平方公

里(7，123，710亩)。其中耕地面积为3，127，779亩，占全市总

面积的43．9％。

行政区辖铁东、铁西、立山、旧堡四区和海城、台安两县

(市)。全市有52个城镇街道办事处，57个乡(镇)和11个农牧场，

916个行政村。全市总人口为260万口人，农村劳动力42．6万人，其

中从事农牧业生产的30．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73％。全市有汉、

满、回、朝鲜、蒙古、伯、壮、苗、白、达斡尔、纳西、维吾尔、彝、

瑶、俄罗斯、侗、畲、哈尼等18个民族。

鞍山交通方便，四通八达。长大铁路沈大高速公路纵贯全境，沈

营、沈盘等公路及鞍钢东、西环市铁路交织成网，通辽阳、本溪、营

口、辽中等10个市县。闻名的旅游胜地——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千

山，位于市东25公里处；汤岗子温泉疗养院地处市区以南15公里。

鞍山是我国重点的钢铁工业城市之一，素有‘‘钢都’’之称，又

是我省的商品粮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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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

鞍山地区自然条件比较好，水、土、生、．气农业资源比较丰富‘，

很适于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其地势东南高西北低，长白山系千山山

脉起伏于东南，构成东南部低山丘陵地区，海拔在300"---600米，最

高峰为海城市孤山镇境内的一棵树岭，海拔896米。长大铁路以及

西有辽、浑、太等河流通过，地势平坦为沿河平原区，海拔一般在

5,--．-,20米，最低点为台安县菲菜台乡杨塘村，海拔1米。

鞍山地处中纬度。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雨热同步，干冷

同期，一年受季风影响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8．8"C，

极端最高温度为36．2"C，最低为一30．6"C。年平均降水量为713．5

毫米；年平均日照总时数为2562．8小时；年平均辅射总量为130．8

千卡／CM2。平均无霜期为180天左右，终日值为4月21日，初日均

值为10月5日。冬季结冰期平均为4个月，冰厚50,---80厘米。全

市有辽河、浑河、太子河等大小河流25条，年平均地表水迳流总量

为6．55亿立方米，平均迳流深为137．6毫米；地下水浅层天然量为

9．5亿立方米，开采量8．23亿立方米，大部份水质好，适于人畜饮

用。

鞍山地区旱涝、冰雹、风雪等自然灾害在不同年份和季节均有

不同程度的发生。

’1、水灾(暴雨和洪涝)

，暴雨是我地区夏季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日降水量≥50毫米，

年平均出现3．9次，最多年份出现8次。日降水量超100毫米，年

平均出现1．6次，最多年份出现5次。暴雨的地域分布总的来说是

沿河、平原地区多于东部低山丘陵和西北部平原地区，主要集中在

7、8月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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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地区受涝灾危害最大，尤以沿河平原为重，为6年一遇，三

日内连续降水总量≥100毫米，为轻涝；6---9月总降水量>600毫

米，或7,--,8月总降水量>400毫米，为重涝。夏涝发生在7月中旬

到8月上旬，秋涝发生在8月中旬到9月上旬。

2、旱灾

我地区局部旱灾发生频率较大，多发于东南部低山丘陵地区，但

对全市粮食总产影响不十分明显，全区性旱灾4---5年一遇，对农业

生产有较重影响。春旱约2～3年一遇；伏旱约3,--'4年一遇；秋旱

约4---5年一遇。 t

3、冰雹

鞍山地区从全省范围看属轻雹区，降雹次数和机率均不多，但

也常发生局部受雹灾较重的情况。我市受冰雹危害时有发生，年均

为1．7次。如1971年7月7日一场雹灾，海城市降雹20分钟，最

大冰块重2，500克，并伴有大风和暴雨，有12个镇、170多个村、

42万多亩耕地受灾，不仅农作物被毁，人畜也有伤亡，损失严重。

4、大风

我市6级以上大风年均38"--,61次，主要出现在春秋两季，尤以

春季为多，约占全年大风次数的50％以上。全年大风次数相对来说

山区多于平原，春季山区风大、次数多，而冬季沿河大风多于平原

和山区。因大风而遭受损失几乎年年发生，如1979年4月17、18日

两天大风，鞍山市旧堡区损失财物达六十多万元，吹毁塑料大棚十

六个，塑料温室1 1，942米，全损玻璃室2．，993米，部分损坏温室

20，915米，损坏秧苗280万株。
’

5、霜冻

鞍山地区霜冻危害主要是指初秋早霜，平均初霜冻的日期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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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8日～10月15日，由于我地区粮食生产一年一熟制，热量条件有

余，无霜期有余。因此，受霜冻危害很少，但各别年份的早霜对晚

熟作物也能构成一定影响，但对全地区来说，不足以构成灾害。

第三节土壤植被

鞍山地区的地质构造属于华北陆台，东部为辽东台北斜，西部

为下辽河内陆断陷。其土壤划分为6个土类，即棕壤土、草旬土、盐

土、沼泽土、风砂土和水稻土。境东低山和丘陵地带土层浅，土质

瘠薄，大部分为黄土，沙壤和沙砾土；中部平原稍有丘陵，土层较

厚，结构良好，肥力较高，系为沙质壤土，黄粘土；西部沿河地区，

地势低洼土层厚，土质肥，多为老土、河淤土，并有部分漏风土和

轻碱土，适于饲草，饲料的生产。鞍山地区植被属于华北植物区系

千山地段。主要有毒植物为豚草，集中分布在东南低山丘陵地带，对

人畜均有生命威协。 ，

全地区共有草场面1．194．661亩，其中附带利用草场面积为

651．278亩，天然草场面积543．383亩。天然草场共分四大类：①草

甸草原类；②低洼草甸类；⑧低山丘陵草丛类；④农林隙地类；十

大组；二十六个型。草地主要分布于东南低山丘陵地带和台安县西

北部，天然草场平均亩产272公斤，可利用亩产191公斤，理论载

畜量为12．649牛单位，实际现有草场载畜潜力负值为588．8牛单

位。

第四节交通运输。

鞍山市境内有中长铁路、沈大高速公路、沈营、沈盘、鞍羊、海

．岫等公路以及腾鳌飞机场，交通四通八达，为全地区畜禽及其产品

的调运、交易等提供了方便条件。全市有农贸市场大型的5处、中

小型的60多处、大型屠宰厂1处、中小型屠宰厂6处、熟食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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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处、冷冻厂3处、保证了畜禽及其产品的加、贮、贸。

市、县都成立了动物检疫站，对出入境畜禽及其产品进行严格

检疫；食品公司设有食品卫生科(股)、化验室，食品收购站均有专

职检疫员，对生熟食品进行检疫，把住病从口入关，强化肉食品检

疫工作。

第五节自然疫源地

鞍山地区与畜禽疫病发生有关的主要是吸血昆虫，是蚊、虻、蜱，

传染马传贫和牛、羊焦虫病。分布于山地和大牲畜集中的沿河区，危

害较大的是马传贫流行范围较大，在全地区均有发生。

第六节环境污染情况

鞍山地区草场和饮水没有发现重大污染，只是一九七五年海城

市牛庄镇东关村因皮革社的污水流到猪场造成15头猪发生炭疸，死

亡13头。个别地方轻微的农药污染，但对畜牧业还没造成危害。

疫病畜禽的尸体，视其危害、污染程度，分别采取焚烧、深埋、

加工工业油、冷冻等方法，在有关部门兽医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对粪便进行消毒、发酵，做农家肥。垃圾都送到指定的地点深埋起

来，以便切断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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