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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东阳建县始j：东汉，历史悠久，自然资源丰富。畜牧业开发q窝早，勤

劳智慧的尔阳人民在漫长的历更进程4，培育出了具有地_方稍咆盼垒国

优良猪种“_金华两头乌，享誉国内外，肌晖臂腿腌制的“金华火腿”更

是籀扬全世界。 ’

为记载畜禽疫病发生之历史，总结疫病防治之经验与教嗍l，以供今

jj；齿箍．垒}f】-畜牧兽医工作者历经=i载，”Hg爝查访问、回顾唐谈、查阅

销名、现1蔓诊断等各项普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本着综合古今．详近略

远-雌秀1赴实，宁缺勿滥的原则，经广征博采，悉心考证，去协存真．去粗

似精．反复推敲，二易其稿，编成了这本《尔阳r}『畜禽疫病志》。这是我市

有史以来第部畜禽疫病专志，将起存虫、资政、教育之作用。

《东阳市畜禽疫病志》的编繁出版，实之不易，是簿牧兽医界值得庆

贺的一件大审=。借此机会，我代表市农业局谨向指导、支持、参加普查修

志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愿热心于尔刚畜牧’挑№的仁人志士，避过

学专志，用专志，r解昨天，并为建设六备更加兴旺的明天而共同奋斗。

东阳市农业描局长 接奇啦

!990年7月lO日



凡例

、本志是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ii义脱点．利用翔实的普

查资料编写而成的畜禽疫病专志，着重记载r新禽疫病发生、流行及防

治情况，填补了本市的一项空白。

：、本志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为原则，上限以‘j1物发生、发展及所

搜集到的历史资料而定，重点放在建国以后．下小俄Jr 1 989年底。

二、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以】9 4(q‘r 5 JJ H}1为界；”篷池

前”．“建国后”以1949年l 0月1日为界。公，L÷c‘i?求}{3阿控∞数7-’|．

解放前纪年则夹注历史纪年。

四、本志所称地名一般以1985年出版的《尔m共地名志》勾准，此

后改称或因机构改革，撤县设市等原因发生的变化，则以现名为准。

舨本志采用法定标准汁量单位，如重量川吨、F‘克、克；长度用于

水、水、厘米、毫米。但土地面积仍保留使用市制·¨护亩”。

?；、本志所用数据、资料F要来源于《东阳IlJ【，q f年统计资料》，《东

阳县综合农业区划报告》，东阳县畜牧业、气候、林业、水利等资源调查

和区别报告，东阳市‘畜禽疫情报表，东阳rF畜禽嫂病普在历史资料摘录

扣，东阳市畜禽疫病普查历史回顾性调查表等。



开始流行鸡奢i城瘦

大事记

公元1927年(民国16年)

公元1932年(民国21年)

全县流行猪瘟，共死亡6力余头．损失在二百力元以_I：

发现牛瘟、牛嵌瘟病倒。

耕牛血吸虫病流行．并被人们认识。

公元1934年(民两23年)

开始使甩血清血毒同时注射艄磐‘

公元}935年(民国24年)

4目·订定《东阳县防疫办法☆一廿别在城区．巍山镇、辫漠镶设札三十临对防疫所．

举办东阳县家畜防疫员训练班．并制定《东阳县家畜防疫员训练班毕业学员服务琅费暂行
规则》。

公元I 936年(民国25年)

夏季·世生猜城瘟：竹1‘船J凡．病北敬名

公元1939年(民国28年)

发现牛巴氏杆菌辅

开始脚表疽if"胞甜恫吣’f w电。

公元I 947年(民国36年)

7月，首执流行猪丹毒．H相山严重。
1 o月-中央农林部东南兽痉防治处第一兽痉防治队队长沈滨华率该队防疫专员l^■●

阳防治I省农业改进所拙rfl_J!谴拽佐杜梅桂。凡也．同前米。

卢宅、潮溪等地世_牛，^"穰＆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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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现猪肺疫．

公元1948年(民国37年)

8月，浙江省农业改进所挂士孙圄，技术助理员夏J基卉携惜曲械到职阳调壹防治家畜疫

开始进行猪丹毒的防治工作，当年预防注射495头，治疗8头

5月8日，东阳解放。

1949皇

1951年

东阳县豉府设立建设科，配备一名瞢医干部．

消灭牛童。

1953年

食品公司系绕配备专职兽医，实麓收购检疫。

新扛省民政厅社(53)字第10569号批复，同意建立“末阳县箭牧冉医I作者协会”，F设十

“区分区，同时建立。■翻韭联合办事处”一所．F设十十区—豢小组．

1954年

11月，东阳县人民政府建立农林科，下设有畜牧瞢医组

开蝓用疫苗爵酶猪肆疫．

1955皇

4月，羹立东阳县农业水利局，F设有畜牧兽医股

1956辜

5月，实施牲畜出入境检疫．9十牛市场。12个猪市场全部实藏市场检痤．

建立东阳县农业局，F设有謇牧兽医工作站．

垒以龙，#蕾毕代表东阳县参加浙江省民闻瞢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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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7年

开始使用“猪瘟、猪丹毒、猪肺疫三联茁”。

消灭牛炭痘。

1 959年

l 960年

全县因仔猪自痢病死猪1 6500头，中共东阳县委畜禽生产办公室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

加强对仔猪白瘠病的防治工作。
＼

县商业局育肥场把患过霉形体肺炎的猪分配给各公社供销部畜牧场饲养，致使全县流行

簿形体髀炎，共死亡19钧头。

1 9·62年

全县范匿内流行猪传染性胃肠炎，仅千祥区就发病2000多头。

l 963年

3月，东白山茶场所养黄牛中发现一例恶性卡他热病牛。

建t 1 0个区民J1IJ兽医站，配备专业兽医35 A、。f司时对畜牧兽医工作齿协会进行整顿，与

民fhI兽医站实行“·套班子．～一块牌子”．共有会员2l 5人。

25个主要集镇开展白肉检验．当年检验猪肉1 0I 2头，检出瘸肉32头。

东自山茶场发生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共发病39央．发病率41．1％。

1 965年

东白山茶场发生羊巴氏杆菌病，共发病80头，发病率44．4％。

】970年

3月31日，县食品公司运往杭州的230头猪中，发现传染性水泡病病猪3头，是本县第一

次发生该病。

开始全面进行耕牛血吸虫病的普查普治工作。

建立57个公社畜牧兽医站．为民办公助的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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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董

胡村、三单等多第一次发生牛流行性感冒流行．共发病350头。

1973年

建赶东阳县革命委员会农业局，r设肓畜牧兽医站

首次发理猪弓形体瘸

1975皇

1976盖

3月16日·东革(76)9号文件公布《末期县囊畜合作医疗试行草案’，规定自4月1日起在

全县薷蕾内对家畜实行合作医疗。

1977年

5月·因1l位农民麓往余杭县辖平等地贩运仔猪带进口蹄癌，共发病92头，是本县第
攻发生口踌癌。

建立畜禽痉情报告翻度。

建立东阳县毒杖鲁医学会。

全县猪水肿病大流行。

开始对牛肝片嗳虫病进行普查治疗。

1979皇

980-缸

基本消灭家畜血嗳虫病．

根据浙江省农羹(80)“号文件精神．对公社膏杖兽医站进行清理整镊，宴现人事、财务

业务“三权归县”，并建立了人员审批郸档案制度．首次对兽医站站员进行考核定级．

毒立。东阳县公社兽医福利基金舍’，对善医站站员实现了退休翱度．

1981童

建立城关、iz卢，囊山、期撰、千样南马6十区畜牧兽拦联站．后固体村改革，麓关政彝曼
Ⅳ一



宁，另新建立佐村区畜牧兽医联站

以区畜牧兽医联站为单位．对公社畜牧兽医站实现‘‘五个统一”(财务制度、现金保管、药品

经营、素证管理、财产管理)．对兽医站员则推行经济定额管理责任制，实现趣额分成，完不成全
赔，打破了“吃大锅饭”的现象。

1 982年

l 0月，开始用间接血凝法诊断牛锥虫病，当年共查533头，发现阳生牛30头，阳性率为5·

6％。

I 2月．生猪免疫程序实现改革，由原来的“春秋两季注射为主，再炯市场检注”的防疫制

度．改为“窝内注射，月月补针，春秋大检查”的防疫制度。

各基层兽医站统一配备电冰箱，冷藏瓶等冷藏设备。

1 983年

建．讧东阳县农业技术推j’中，12"，因政事分开，县畜牧兽医站楚|}归中心所属。

王坎头乡(现画溪乡)卜坞村l头水牛发生牛放线菌病。

第一次进行家畜布氏杆菌病普查，束发现阳性病例。

1 984年

4月，罗山乡4个村发生牛栎树中毒。共发病【3头，死亡3头，死亡率23％。

8月．成讧东阳县养禽协会

购买兽医防疫车。

l 985年

1月，家畜合作医疗制度取消。

1月，经原金华地选农业局组织验收，本县达剑控制猪瘟标准。

1月21日，南卜湖乡晤山店曲村杜文生户首次发现“兔瘟”，所养23只成年兔全部死亡．

此后，在全县范围内先后发生流行。

2月I 4日，囤务院发布《家畜家禽防疫条例》。

5月．县畜产公司种兔场发生兔螺旋体病．共发病7只。

8月7日，农牧渔业部发布《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实施细则》。

l 1月22日．东政(85>277弓发布《关于加强活畜检疫和内品检验工作的紧急通知’。

开始进行狂犬病预防注射。

l 986年

J月1日，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宰前检疫．宰后检验及运输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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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县膏产公司种兔场发生葡萄璋翦病．共发病I 85蛙．发病率为laDO％．

11月．成札东阳县养蜂协会。

12月12日．新扛省人民政府爝发《家毒家禽防疫条倒实赡办法’。

1 2月25日．表阳县农业局(86¨25号批准建●。东阳县备牧兽医联站”。

末阳县农业局(86)62 g-颁发《东阳县牲畜市场防疫检疫工作规程及岗位责任■'．

胡村、白云设立酬兽医交通运输检矗站。
楼元●同志被评为新江省家畜血防工作先进个凡。

1987年

2月．东阳县人民硅府(87}l 2譬文件批准建立。表阳县家畜家禽防疫检疫站”，与县葺牧营

氍站宴琨“一套班子，二块牌子”。

9月·县农业局、工商局联合发出‘关于棱发鲁医卫生合格证的通知’，规定从事膏★生产、

经营、屠宰，加工单位和十人必须先办理{兽医卫生合格证'．再申请棱发f营业执照’。

首砍发生鸡传染性法氏囊炎．

吝禽疫病瞢查工作开婚进行．

】988年

5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东鼾■县设市．县畜牧兽医站改韩市备牧善联站

f0月，吴宁、潮曩等墙发生鸭瘸毒性肼麦蠢行。

首次发生蔫传染性支气管炎等呼喂系统传染病．

兽药糖荆宣投产。

1989年

’日6日．经市农经委批准建垃的。东阳市膏★技术服务站”f】市部开业．

_月．经浙扛省农韭厅验收．本市达到国务硫圃办J芷《86)62廿定件是定的消灭牲畜n辟痉

标准．接碍《合格证书’。市食品公司被评为吉。防五”先进集体．接无鲁，韩志基．申屠景同志被

评为“防五”先进t人。

3月，七里寺曹氍文遗运靴查蛄麓确定为渐江省农业厅定点的18十检查站之一．
6月．开始推广使用。冉传橐性法氏囊炎弱毒疫苗”。

10月，开_皓推r．使甩鸡传豢性支气管炎疫苗FIl20和H52．

i0月20日，首次农民技术职称评定结束．共评定农民富枝兽医技师31人t助理技师7I

凡，技术员JI^’。

l 2月，。东阳市瞢●瘙瘸篮测中心”蝗I．投入使用。

12月，‘索阳市蕾●爱翥志增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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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地理概况

一、地理位置、面积

东阳市位于浙江中部．盒巨盐地的东部边缘。地理座标在东径1 20 05 120．44。．北纬

28 58 29 30。之间．东与新吕相连．靠南与磐安、水康接壤，西与义鸟为邻．北与诸t、嵊县交

界。垒市东凹长6Skin，南北宽58kin．十地总面秘j 739 6甲方公里t折合260 85玎亩)，占全

省总面秘的I 7％。

二、地形地貌

求阳以睁陵山地为王地开j复袋天台山、套稽山脉从东南．南北二面伸入市境。全市地形

自东向西莲步降低，东部多山晤部低P．南、北两江沿岸勾W咎甲原。东薛最高点是东白山．海

拔1194‰．四部最低点是白￡iJJ、事处吴山村，海拔约为67m。

是I I全市地碗结构分班表

单位t万亩

类别 海拔(m) 面积 占总面积(蚝)

慨中山 8．90～1 000 2．50

低山 500～800 12^6

高E 250～500 86 43 33 07

低丘 】S0～250 55．20

甲原 80 64 30 85

三、气候特征

末阳市属业热带季风气候． 年蹦季分明．光照较多．雨量允沛．空气湿润．由于我市末高

西低的复采地形影响，形成r自求到西降雨蟹逐渐递减Im气温逐渐递增的明显的东西差异．垂

直整异的两赶特点。

气温与无霜期

我市光照充足．走|；【f辐射鞋k凶部甲原地区是全省辐射量高值区范围．年太阳总辐射量

为lI o·2千卡／甲方厘米．凼lm气温较高。fI!【由于复杂地形的影响，使我市的气温分布极不均

匀·西部甲原地Kt海拔I 50米“r’年甲均气温约16 8～17 4。C之间I中部低山丘陵地带

(海拨150～400米)年甲均气温在：。8、i 6 70c。东部山I薹(海拔400米以卜J年平均气温在

15，l～15 7℃之间。全年日甲均气温，}I O。C、80％像_ii}_率的活动秘温为5310℃，I o～20℃的礴



稿袭氍为494rc，10～22"c的活动彀温为4821"c．十分寄利于饲料作物和牧草的生长．

一年中最热月t七月)平均气沮为27 3～29．5。c．椒端最高气温为4l℃(吴宁镇·t966年8

月8日)I最冷月(一月)平均气疆为3．0～4．8屯．极端最低气温是一12．2℃(自溪，1977年1月

6日)。因呵夏天牲畜中暑，冬天牲畜冻死的现象时有发生。

全年尢霜期为220～260天，其中西部平原248～260天}中部R睦地I五225～247天}东部

山区220～224天。无霜期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缩短，自西到东赶约每计高loo米，无霜期缩

短8～10天。

袁1—2东阳市代表点海拔高度及历年甲均气温表

娥 l 1 9 年*均

末阳 94 6．0 】O．7 l B．8 21．2 2d．9 29．5 28．8 24 3 1 3 0

白溪 209 3 6 5 1 9．7 15．6 20 2 23 9 28 3 l 7 S
——————

三单 420 8．7 1 d．8 j9 2 22 7 27 3 26 7 22 3 i#7 |1 0

我市全年的相对湿度部较大。甲原地区在73～81％之州．}))≈V均为77％；慨山丘馥在

7I～79％之间，历年甲均为76％。从月份分布看．景太值在梅m f 1l的6月·历年下均79～

81蟛}最小售在7～8月的伏早期，历年甲均7i～73％。由于相对雌慢n勺较高．容易使倒料霉烂

变质，发生膏禽中毒事故。

表1—3东阳市历年各月甲均相对湿度～{％

泌 l 2 8 年平均

末阳 75 77 79 78 73 78 76

白畏 76 79 72 7l 76 76

3、赡枉
由于地形、季风、台风的影响，我市各地的年甲均降水t具柯较★的整异。表现出东部多于

凹部，山区南j匕部大约相等，丘陵多于甲原的特点。高值区为。单．年甲均降水量l 549 lmm，

低值区勾南旺地区．年甲均降水量【30I 7ram+

全年癣木量的季竹分布也本均匀．肯两个相对的雨季和两t相对的干早期。从撵社到攻年

的謇初少雨，3～6习是第一雨季，其中3～^月为春雨，5～6月为梅喇。7～8月初是相对的干

警鞭。8～e胄为簟二个再事。春夏歌冬各季降雨量的分布．以四、七、十、一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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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l～^ 隶阳市历年各月甲均降水量段}c均值

汰 I(冬) 4(春) 7(复) 10(微] 唪平均

东阳

白漠

2单

阿丌

_、其它

风永市王娶受季风影响，全年累计以西北风为最多，萁中春．夏季多偏东风，秋冬季多西

北风。一年内常胄台风、大风的影响。

|奇黼日数：全市年甲均降雨日为I 55天，最名年为l 90尤II 975年)，最少年124天¨988

年、。东部多于四部，山区多于下原。

雾：本市出现大零日数小多。年’r均只有8 5天，最多年3l天(1958年)，昂少年2天

(1964年)。多发生于愀冬季节的l 0月至献年1月．这四十月甲均每月1 2天。

霜本市初霜多在|1月Fq出现，3月中，HJ中止。年甲均霜日为30天左右，最多年47天
【I 983 1984年)，簸少年I 3天(1068 l 969年)。

结冰期：年甲均结冰期为!)o天，泉长年||8天l 975一l 976年)，最短年61天(】958

}959年)。初结冰期甲均为l 2月2ft．终结冰期。r均勾3月1日。

雷暴：全市年甲均总次数为47 i父，最多年75攻(}963年)．景少年24扶(19鼬年)。全

年以7、8两个月为最多．甲均每月1 0 l 27父，最多月达24状(1963年8月)。

水系河流

四、水文

本市是钱塘江水系和曹艟江木系的发源地之一。主簧旺州^勾”-二江蹲漠”；镪赣江表景辨花

托、南江f包括东溪、白溪、柽溪)横贯全市，在望乌佛堂jL台八婺江；瞢娥旺水最的育长乐旺、南

溪．经嵊县}L八曹娥江。

2、水域蕊积

包括缸、溪、山塘、水库在内，全市东域总蔚积】】．55玎亩．占十地总面积的4 42％，其中

江、溪面积青5 99厅亩，术库胄80座．总面积2 62月亩，主要的大中璺水库为横锥．南旺、沈

岭坑、东方红四个水库。心辫肓19949处，总面积2 94万亩。

3、水资源：

全市水资漂总量为16 18亿立方米L内含2赎县蘸入3 3亿证方米)，帝螗冉争年瘩—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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