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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畜禽疫病志》是在德宏州畜禽疫病调在的基础上写成的．德宏州畜禽疫病

调查是按照省畜牧局安排的统一调查规范进行的；从一九／k．j＼年一月开始至一九九。

年九月结束．

由于德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的原因，构成了德宏州畜禽疫病极其复杂，

并且发生流行严重；加之、由于历史的原因，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畜禽疫病防

制工作难度很大，畜禽疫病严重威胁着畜牧业生产发展．此书客观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

以后畜禽疫病的发生和流行情况，特别是对畜禽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害畜牧业生产严

重的疫病作了比较详尽的记录。同时通过这些客观的记录，反映了德宏州畜禽疫病的防

制工作效果，反映了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厂‘大畜牧兽医科技人员对防制畜禽疫病，促

进德宏州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此书既是德宏州畜禽疫病的历史记录，又揭示了畜禽疫病发生发展的一些内在规

律，对制定畜禽疫病的防制措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特别是在一些畜禽疫病防制工作方

面，根据德宏州的实际情况采取的防制措施效果十分显著．如采取建立三道防线防制辞

畜口蹄疫取得的重大突破，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具有独到之处．具有重要

的兽医技术资料价值．

．此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指导，得到了各县农业局，畜牧兽医站及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历史资料不全，对畜禽疫病检验手段落后，以

及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读者指正． ．

。

编 者

一九九O年十--LI三日

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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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篇概， 况

第·章。自然地理概况，

篇一节基本情．潺
j； ：

_

德宏傣族、景颇旗自治州，位于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西部，地理坐标北。纬为
2 3‘5 0’4 ql”一2 5。2 0’1 0”， 东轻9 7。 3 1’4 19l搿鞍：8‘辱黛f 3S”：．

东面和东北面1与粽山专区的腾冲、龙陵两县相邻。北部、西部、南部与缅甸接壤．国境

线长5 o 3·8狯里．两国边民麻旃、隔沟、隔河或黼娅而居，鸡犬，意旁据鳅慑族相
同、语言相通，籀婚互市非常频繁；土地犬牙交错、沟鼙拇瀑，-牧插转用k蘸雠黪簿
德寮姒罐套氧镪率誉至毫耩々物豢忝纂，蘑镎篝茹，

全州面积1≯l 8。7乎方公里，圻畲{6 7 8 0 5 0 0寓，辖再县一市，即辩嚣基
(2 9 3 1平方公里)、梁河县(1 1 5 4平方公里)、盈江县(4 2 9 8平方公里)，

陇川县(1 8 6 O平方公里)，瑞丽县(8 6 0平方公里)、畹町市《8’4 2平方公

里)．共有6 3个乡镇、359个村公所，3730个自然树、6个农场．2 8个分场．自治搠

首府在芒市；1 y墨9镪全煳总户数为王7 2 O{3=L户，总人口8 8 7。1 1j王八≮．．^归

密度：每平方公里7 9．。?3．瓜，农业户1 3 0 4，6 5鼻，农北人口7彳9 Q 2窄人，占

总入口的$7々9 2％，全半劳动力》量3 7 6 7个，占农业人口鼢4 7·垂；3勿．牧

业劳动力9 3粤8人，；占总劳动力的2·6 4％，境内主要居住着汉、傣、景觑，阿

昌、德昂等2叠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4 4 3 7 9 7人，占总人口的5 0·0 3％。

繁三黼，l地形地貌、水文氧：候

增澎地貔特点：
j々 _

德宏州地处云奄横断出隧鹤南部，高黎贡山辨疆的一块向西南俩禽I姻泰掘赢“螽岿
低的山原．由豇条梁状的山地与宽谷相问构成的中山宽谷地貌．海拔高为8 0 0—2i00

米．全州最高点为北部顶端的孤江大娘山，海拔为3 4 0 4·6米∥最低点为西部的那

邦阿口，海拔1_9。0米．境内L【J峦起伏、河谷综错、盆地片片、林海茫茫．

由高黎贡山主峰到伊洛瓦底江边，自然形成了印度洋东北季风盼巨大迎风屏障，而

德宏就处在这块巨大的迎风屏中部的一块扇形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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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系及水文特点：

全州境内江河贯穿，支流纵横，水源丰富，有主要河流37条，分别属于伊洛瓦底江

流域的大盈江和瑞丽江(龙江)两大水系；在境内径流面积l 0 6 l 6·3平方公里，

古金州径流面积的9 3 t 5％；年平均水量l 3 6·3亿立方米．此外，地下径流量

4 2·々亿立方米．因此、我州年产水量和径流量都比较丰富。全州年产水量2 4 8

亿立方米，丰水年可达2 8 9亿立方米，平均每人占有水量2 9 1 0 0多立方米，比全

省人均占有水量1 3 3 O 0立方米高一倍多j比全国人均占有水量2 6 0 0立方米高出

1 l倍多．水质良好，适宜于农业生产及人畜用水要求．但有部分河流由于工业废水的

排放已受到污染，如芒市河的木康段含酚量已达二级．大盈江含录量达二级．地下水在

居民密集区，硝酸根离子偏高或缺碘．

三‘≮气候特点：

强蕊簿宏i州属孽热带气候，其特点是气温高，无霜期长、夏无酯暑、冬无严寒、雨量充
渖舔壹缎气壳足．i干湿季节分明．

年降雨量为l 4 0 0—1 8 0 0毫米．

嗒；毽笋’爸9％；1 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

5一l 0月是雨季，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_'

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1 l一1虿呖．。

“，年平均气温1 8·4。c一2 o。C．最热月份为6月，平均气温为2 2·9。C—

o：{；_浮．：，2j。C，最冷月份为1月份，平均气温l 0·。9。C一1霉·8。C．年温差小，

平均在l 0．·8—1 2·3’C．无霜期长，，霜期仅2 0天左右；梁河、陇盯约7 6

哭．畹蚵i瑞丽无冬季，其余四县只有在1月上中旬、有短暂冬天。 、：

全撕热带及准热带地区约占5·3％，亚热带占5’7 1·2％，温带占3 6·1％，

商寒地带占1·3％．年日照2 4 1 0多小时．太阳总辐射能量1 3 7·6大卡
。

一
，。 ，’

／Cm 2．

冬暖、春温、夏季长而不酷热，有利于农作掘、撤革盼监瓣。也肴利于微生物的生
长．

全州年平均温度虽高，但9月份仍时有出现低温．雨季常肴大暴雨出现，‘年年均有

擦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发生．旱季雨水偏少，常有不同程度的春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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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各县主要气候要素表

一o?! 潞 粱7 盈 陇 瑞l豌 备注
西 河 江 川 丽j脚‘

东经 95。35’ 98。18 7197·5 7|，97·51’ 9 7．。51
7
98。05。

气象台位置
北纬 24。26’ 24。49’ 24。42’ 24。22’ 2l‘Ol’ 24。05’

海 拔 高 度(米) 913．8 1012．9 826．7 966．7 775．6 889·9}|

年平均温度(。C) 19．5 工8。3 19。3 18。7 20．O， 19．7

／

最冷月(1月)平均温度(。C) 12．2 10．9 1 1．6 1 1．0 12．5 】2．7

年极端最高气温(。C) 36．2 34．O 36．3 35．5 36．6 35．1

年极端最低气温(。C) -0．6 —1．7 ．一1．2 —2．9 1．．2 l。3
．

全年无霜期(天) 30l 294 324 298 350 356

全年≥tO。C积温(。C) 7069．0 6457．3 6975．3 877 7r．1 7291．1 7190．4

4911．51。5380．3 5222．8全年≥18。C积温(。C) 51 13．04489．9 5020．6

全年降雨量(毫米) 1 653．4 1363．3 1459．8 1544．0 1397．1 15：34．5
陡
l吁

雨 雨量(毫米) 1485．5117'8．5 1,292,．0 1384．0 124，3．8 1334．5

雨}季 占全年水量(％) 90 86 89 89 89 ．87

量
旱 雨量(毫米) 16'7．5 184。8 167．8 160．0 153．7 200．10

季 占全年水量(％) 10 14 1I ll 11 13

全年日照时数(小时) 2452．2 2385．3 2364．5 2333．6 2325．8 2318．4

全年太阳总辐射量(千卡／Cm 2) 145．1 5 142．9 7r 139．66 140。82 1 39．39 】37．03

年平均相对湿度(％) 7r8 79 81 79 7，9 79

第三节±壤植被

‘根据土壤普查，全州有1 2个土类、1 8个亚类、4 9个土属，5 3个士种．各土

类面积及分布情况是：

1．红砖壤：面积6 4 7 6 8亩，占土壤总面积的0·4％，主要分布在盈江县西

南部，海拔6 0 0米以下的低山河谷地带．主要植被类型为北热带河谷或沟谷热带季雨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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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砖红壤性红壤(即赤红壤九面积s了8 O 2 0 9宙，占总面积的34．45％．
全州各县均有，．分布在海拔6 0 0一l 4 0 0米中、低山地带。植被类犁为南亚热带中

山至低山丘陵湿性常绿阔叶季雨林。

3、红壤：面积4 0 0 9 0 4 0亩，占总面积的2 3·9％，其中旱地228556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l 1·2 7％．主要分布予海拔1 4 0 0—1 8 0 0米之间。各县均有

分布。植被类型为中亚热带中山至低山，常绿阔叶林。

4、黄壤：面积2 l 5 0 3 4 6亩，占总面积的1 2·8％，其中耕地面积129430

亩，占耕地面积的5·4％。一般分布在i 8 0 0—2 2 0 0米之间。植被类型为北亚

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il-卜林。

5、黄棕壤：面积7 0 7 5 3 9亩，估总面积的4·2％，主要分布在盈江县西北
部的大娘山．木笼河、勐弄、梁河县的癞痢山、莽古山、仙人脑、陇川县盈江县交界的

春花塘梁子，潞西县的黑河坡至菁口一带，海拔2 2 0 0—2 7 0 0米之间．植被类型

为南温带中山山地针阔叶混交苔藓林。

6、棕壤：面积4 3 7 5 9亩，占总面积的0·2 6％，主要分布在盈江县的西北

部和潞西县的东北部，海拔2 7 0 0—3 1 0 0米的亚高山中山深切割地带．植被分类

为中温带中山山地针阔混交苔藓林。

7、亚高山草甸土：面积2 5 5 7亩，占总面积的0·0 1 6％。主要分布在盈江

县东北部海拔3 1 0 0—3 4 0 4米国境线的大雪山至大娘山地带。植被分类为北温带

亚高山苔藓、地衣、杜鹃、箭竹灌丛。

8、水稻土：面积1344174亩，占总面积的8·0 1％．主要分布于各县市坝区．

成土母质以近代河流冲积物为主，亦有部分洪积母质，山区半区有部分红壤性稻土．

9，沼泽土：面积1 2 6 0亩，占总面积的0·0 0 7 5％，目前只有高寒山区或

沟谷小面积分布．
一’

1 0、冲积土：面积l 2 6 0 1 0亩，占总面积的0·7 5％．主要分布在一芒市

河、瑞丽江、陇川河、大盈江河谷的一级阶段地或河漫滩，江心洲等地。

1 1、紫色土：面积2 5 5 3 4 0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5 2％。仅零星分布．
· l 2’、石灰土：面积3 7 0 7 6亩、占土地总面积的0·2 2％，主要分布于潞

西、畹町、其次盈江、梁河、瑞丽等县．

我州森林较为丰富，其特点是植被面积大，植物种类多，生长速度快，自然恢复力

强．森林为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季雨林型。全州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

共4 7 4万亩，灌木林2 1 0万亩，疏林地1 2 3万亩．森林覆盖率为3 5·4％，人

均占有林地6·3亩，比全省的4·6亩．多3 6 9瓦．有准热带季雨林i亚热带阔叶常

绿林，温暖带山地苔藓林及商lj_I针叶林。植物种类繁多。

全州草山可利用面积6 1 l 7 7 2 8亩，占全州面积的3 6·4 6％，其中：山地

草丛类草场l 5 9 8 8 2 5亩。平均亩产鲜草87l公斤，理论载畜量91635个黄牛单位。

疏林草丛类草场1 6 2 6 j7 9 2亩，平均亩产鲜草7 7 4公斤。理论载畜爨为8 2 8 3 7

个黄牛单位。灌木草丛草场6 1 5 9 1 3亩，平均亩产鲜草7 6 5公斤，理论载

裔量为2 0 6 7 5个黄牛单位．林问草丛类草场l 8 1 9 1 9 6亩，平均亩产鲜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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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7公斤，理论载畜量为S 4 8 4 9个黄牛单位。迹地草丛癸草场-2 4 8 4 4 2亩。

平均亩产鲜革8 0 9公斤，理论载畜量为l 1 0 1 4个黄牛单位．农隙地草丛类草场

2 0 8 5 5 8亩，平均亩产鲜草8 5 l公斤，理论载畜量1 4 5 9 7个黄牛单位．

根据草山普查资料．全州革场的9％分布在海拔1 0 0 0米以下，6 7％分布在

l 0 0 0—2 0 0 0米的地区，2 2％分布在2 0 0 0米以上地区．牧草有1 8 8科

1 6 3 0种．其中禾本科1 6 1种；菊科1 0 7种；豆科1 0 4种；蔷薇科6 6种；莎

草科6 4种；唇形科5 7种；其他l 8 2科1 0 7 1种．全州草场均属自然草场，人：r

草场只有少量试种。

我州不仅牧草丰富．而且也生长着大量的有毒植物，常见的有5 0个科1 2 2种。

其中、对牧场破坏最严重的是紫茎泽兰，面积为5 0 0多万亩．其中盈江县6 0多万

亩，潞西县2 0 0多万亩，陇川县1 0 0多万亩，梁河县4 0多万亩，瑞丽县3万多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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