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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源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与贡山县畜牧局的合作。2003
至 2004 年当中，两个合作单位开发了一种适合于县乡级畜牧兽医技术人员操作

的参与式技术开发模式。2004 至 2005 年该模式在捧当乡进行了试点，并于 2005
年 8 月通过集中培训兼实地操作将此模式推广到贡山县沿怒江的其他 3 个乡。该

模式的基本过程从牲畜在当地老百姓的生计中的作用以及农民认为存在的问题

等方面的调查开始。识别了农民关心的问题后，将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试验的目的，

并由农民试验小组为载体，通过试验不同的技术探讨如何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的

办法。通过培训和实地操作，并且经过研究会、畜牧局以及各个乡兽医站与农民

的商量，成立了若干试验小组并确定了未来 3 个月的试验计划。本报告包括我们

在各个乡的调查结果以及各个乡确定的试验计划。 
 



一、项目目的与工作方式方法 
 
《滇西北农牧区生计改良项目》的总目标是： 
 

提高相关群体开发技术和机制干预措施的能力，从而支持滇西北

农牧区生计的持续性。 
 
经过两年多的调研和实践研究会已发现普遍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滇西北农牧区的几乎各个村寨里畜牧业方面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虽

然有关部门做过很多努力，提供服务、推广技术，但这个现象依然存在,这说

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有效地解决农牧区村寨中存在的问题； 
2、在过去的一些技术推广项目中，缺乏跟进和连续性。有时候第一年推广了某

一项技术，而第二年改推广另外一种技术；如果第一年示范的效果未经过调

查，那么就不可能知道该技术在当地的适应性如何，就不可能发现如何进一

步改进所推广的技术，使它更适合于当地实际情况； 
3、基层技术人员，因为种种原因，一年当中下乡时间不多。有些地方，技术队

伍年轻、实践经验有待提高，但如果不下乡就不可能了解农户的实际需求，

技术人员的实践能力也难以得到提高。 
 
为了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并达到本项目的目标，研究会正在开发一套‘参与式畜牧

技术发展’技术推广方式方法。该方式方法的核心在于一个调查——试验——推

广——再调查的过程。调查是了解当地畜牧业实际情况和老百姓实际需求的必要

手段。但许多细节不容易通过调查来了解，因此建立试验小组可以让技术人员和

老百姓不断的交流，通过边试验边了解情况的方式不断加深技术人员对当地情况

的认识。试验的目的是探讨外来或当地技术在当地的适应性和价值。因为山区的

生产条件与内地不同，所以必须经过试验才知道外来技术是否适应于当地生产条

件、该技术是否需要经过调整才能适应等问题。进行试验时，必须建立农民试验

小组。 
 
试验小组有几个功能： 
1、给参加试验的农民一个经验交流的机会； 
2、提供技术人员和农民之间的交流平台； 
3、将试验与推广联系起来：因为试验小组的原则规定了，试验技术时试验小组

成员有义务将试验的结果与其他村民分享并策划如何在社区内将成功的技术

推广开，所以试验小组能有效地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4、通过试验小组的成立提供技术探索的组织机制基础：一个试验小组试验了一

项技术后还可以与技术人员商量下一步的技术探索，由此避免在一项试验技

术后没有跟进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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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这种参与式技术发展过程的具体步骤如下： 
 

1．与村委会联系（a）了解当地生计和畜牧业基本情况、（b）选择适合开展

工作的村民小组（c）安排第二天晚上开村民大会； 
 
2．进行入户调查，了解（a）不同的牲口在生计中的作用、（b）存在的问题、

（c）问题的原因、（d）可能的解决办法； 
 
 
 
3．召开村民大会，（a）汇报所了解到

的问题并确认村民是否同意我们

的认识、（b）汇报可能的解决办法

并讨论村民是否感兴趣、（c）宣布

农民试验小组操作办法、争取村民

同意并让大会推荐适合参与试验

小组的人； 
 

 
 

4． 与参与试验的农户开会,讨论

试验的具体计划并选举各试

验小组的组长。 
 
 
 
 

畜牧科技试验小组的工作原则 

 

1． 边做边学 

2． 试验小组成员必须认真地试验 

3． 必须进行系统的对比 

4． 必须交流经验、分享试验的结果 

5． 有情况及时向技术人员反应 

6． 每个月召开小组交流会 

7． 试验结束时小组必须： 

a) 对试验进行总结（评估）； 

b) 计划如何让其他村民知道试验的结果； 

c) 对成功的技术计划如何在村里推广； 

8．技术人员必须提供技术和辅导，每个月召开试验小组交流会、协助农户交

流、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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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丙中洛乡孜当二组调查结果 
 

在丙中洛乡，考虑到方便开展工作、方便经常去并多积累经验等因素，我们

选了孜当二组作为试验点。该小组在乡的主街子下面，离兽医站较近。主要分为

两片，总共有 39 户。 
 

2．1 牲口的作用 

我们首先调查了牲口存栏的变化原因，从而了解了不同牲口在村民生计中的

作用，同时了解了阻碍畜群增加的主要因素。 
 

禽畜变化基本情况统计表（样本量 18 户） 

牛的基本情况： 

牲口变化 变化的原因 
农户 

现在的 去年的 滚死 雪灾 病死 卖 丢失 

和友忠 1 3 2     

罗卫东 2 4 2     

和文全 7 9   2   

熊茂林 5 8    2 1 

钟少平 3 4     1 

李根华 2 3   1   

李玉中 1 2 1     

杨家桂 6 6      

李春华 6 6      

熊茂生 4 6      

李建华 3 0 3     

熊卫明 0 0      

余天华 2 2      

古荣瑞 3 6    3  

欧丁华 8 8      

和文理 4 4      

李成 2 2      

[无名] 1 5    2 3 

合计 60 78 8  3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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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的基本情况： 

牲口变化 变化的原因 
农户 

现在的 去年的 踩死 卖 病死 送人 雪灾 吃 

和友忠 6 14   8    

罗卫东 7 6  3 1    

和文全 12 20   5   3 

熊茂林 13 17  6    3 

钟少平 8 8  2 3   1 

李根华 11 9  3 1   1 

李玉中 3 7  2  2  1 

杨家桂 7 23  11 3   2 

李春华 9 12  2    1 

熊茂生 10 18 1 2 1 1  3 

李建华 5 11   1  2 3 

熊卫明 6 20  10 3   1 

余天华 5 16  3 3 3  2 

古荣瑞 5 5      3 

欧丁华 7 4  3 1    

和文理 2 9   6   2 

李成 6 9  1    2 

[无名] 6 12  3 2   2 

合计 128 220 1 51 38 6 2 31 

 

鸡的基本情况： 

牲口变化 变化的原因 农户 

现在的 去年的 病死 送人 吃 卖 丢失 

和友忠 5 17 10  2   

罗卫东 10 17   1 7  

和文全 30 20-30 25  5-6   

熊茂林 7 50 多只 40 多  10   

钟少平 3 30 20  7   

李根华 10 90 多 76 3 1   

李玉中 9 10 10    2 

杨家桂 50 50 25     

李春华 28 20 10  6   

熊茂生 30 40   40   

李建华 0 0      

熊卫明 20 10 3     

余天华 4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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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荣瑞 0 19 10 3 6   

欧丁华 4 50 50     

和文理 17 40 40     

李成 10 30 30     

[无名] 12 5 5     

合计 249 538 384 6 59 7 2 

 

鸭的基本情况： 

牲口变化 变化的原因 农户 

现在 去年 被鼠咬死 病死 吃 丢失 管理不当

李成 9 5 5     

熊卫明 16   4-5    

李春华  6  6    

杨家桂 16 16      

李根华 10   10    

钟少平 7    2 1  

 31      20 

合计 89 27 5 20-21 2 1 20 

 

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了各种牲口的主要作用为： 
 

牛的作用 猪的作用 鸡的作用 鸭的作用 

1、犁地 1、吃 1、吃 1、吃 

2、打酥油 2、卖 2、卖 2、送人 

3、积肥 3、送人 3、请工  

4、卖 4、请工 4、送人  

5、换工  5、喂牛  

 
牛的主要用途：1、农忙季节用于犁地，因为地多，劳动力不足而用牛代替。 

2、用于积肥，有些农户没钱买更多的化肥，可以用积肥来减少

支出。 

猪的主要用途：1、过年杀吃。 

              2、卖掉，卖得的钱用于平时的生活支出以及供子女上学。 

鸡的主要用途：1、自己吃。 

              2、卖掉，得的钱用于生活补贴。 

              3、用于请工，一般农户在农忙季节，人手不够时会请工来做活，

做完活计之后，可以用鸡来抵偿请工应付的报酬。一般是杀给他们吃。 

鸭的主要用途: 1、养来自己吃（夏拉） 

              2、送人。 

 

虽然牛存栏不少，但是因为村民养牛主要是为了犁地和积肥，往往常年在山上随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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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判断村民不会对增加牛生产力的技术特别感兴趣，因此接下来的调查集中在猪和鸡

上。 

2．2 存在的问题 

在了解畜禽变化情况极其原因的同时，我们还询问了农户觉得在饲养畜禽

上都存在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统计后得出下表。 

禽畜存在的问题统计表（总样本量 18 户） 

牛： 多少户提到了 鸡： 多少户提到了 
丢失 4 病死 18 

摔死 5 老鼠咬死 1 
病死 3 传染病严重 18 
精料不够 10 外来新品种带病菌 7 
被熊吃 2   
产后死亡 1 鸭子：  
被人打死 1 病死* 3 
中毒 2   
    
猪：  
被踩死 3 
病死 14 
精料不够 9 
没有单独的猪圈 6 
传染病严重 18 
中毒 1 

*然而在两户人家中，一户提及一般发病时

鸭死亡的比例要比鸡小。 

 
由上面的统计表可以看出，农户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就是猪和鸡容易病死，

特别是对传染病的反映最为普遍。 

2．2．1 关于鸡病死的原因 

鸡病死的主要症状有：拉血痢、拉白痢、不吃食、喉咙响、霍乱以及突然

死亡。经过调查归纳得出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鸡疾病而死： 
 
一、传染：经过调查得知：1、季节气候对鸡病的传染有一定的影响，在夏天，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很容易患各种疾病，冬天冷时鸡患病就比较少。2、病死禽

畜的尸体处置不当，一般处理方式为丢弃，比如丢在垃圾堆、水沟中。没有进行

妥当处理的结果是容易传播病菌。使鸡群容易感染得病。特别是当地的灌溉系统

为自上而下的水渠灌溉，老百姓家里的禽畜一般也饮用这里面的水。一旦水渠上

游出现病鸡尸体，下游的鸡只便跟着遭殃。3、当地老百姓认为从外面引进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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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鸡携带病菌，使本地鸡也跟着得病。 
 
二、治疗环境差：主要有三个原因。1、乡兽医站的药品品种少，只有治疗一般

性拉痢的药品。2、老百姓认为药品较贵，不愿大量购买，或是根本无钱买药。3、
有些常见病可以治好，但比较严重的疾病，由于技术人员本身实践经验少，诊断

不出或诊断失误也是导致鸡病死的原因之一。 
 
三、不打疫苗：在当地一般只给猪、牛、羊等大型牲口注射疫苗，没有给鸡打疫

苗的意识。另外县兽医站配给的疫苗规格不太合理，每瓶是 300 只针剂份。并且

如果在一天之内没用完就会失效。由于很难将农户组织起来，而且每个农户家里

养鸡数量一般只有十几只，最多也不过几十只。这样导致鸡的防疫工作不好做。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还总结出一些农户应对鸡病的办法例如：一次少养一

点，减少损失；稻谷收获之后，灌溉水停流后再养；不放养，修鸡圈进行圈养。 
 

丙中洛鸡病的问题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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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洛猪疾病的问题树 
 

 
 

2．2．2 关于猪病死的原因 

经过对当地农户的抽样调查，我们得知，猪病的主要症状有：拉痢、不吃

食、高温不退、身子痒、突然死亡等。有的症状病名有待确诊。导致猪病死的原

因只要为两个方面： 
 

一、传染源得不到控制：当地农户认为，自从修通了公路之后，外面的病菌容易

被带入村子，有些人从街上买了带病的猪肉回来吃，通过某些途径容易将病菌传

染给自己家的猪。另外当地对于病死的禽畜的处理方式一般为丢弃，这样一来狗

如果吃了这种肉，就容易将病菌四处传播。二来由于当地的灌溉系统为自上而下

的水渠，一旦病菌被带到水渠中，将造成大面积的传播，周围的农户都要跟着遭

殃。 

 

二、治疗环境差：首先农户缺乏有关猪的疾病的知识，不能及时的发现自己家的

猪得病。其次治疗的药品比较贵，有的家庭负担不起，没有钱来买药或是没有钱

用完一个疗程的药，不能彻底的治愈猪病。另外畜牧兽医站的技术人员有时对猪

的疾病不能确诊或诊断失误，也影响了对猪的治疗。再次，当地对猪病的预防工

作主要是分为春防（1-2 月份）和秋防（6-7 月份），也就是在 1-2 月和 6-7 月给

猪注射疫苗，那些带病的猪、瘦弱的和不满月龄的小猪以及怀孕期的母猪如果错

过春秋两防，就只能等到下一次，这样在两防之间对疾病的防御能力就比较差，

容易患病。畜牧兽医站的技术人员另外自己分析认为，有的猪由于体内有寄生虫，

容易营养不良，这也是导致猪病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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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丙中洛乡孜当二组村民交流会 

针对普遍存在的猪病和鸡病的问题，我们召开了一次村民交流会，目的在

于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是否存在并讨论怎么才能将当地的畜牧业

搞好。 

2．3．1 养猪方面 

首先我们向农户展示了调查结果，然后征求了农户的意见。农户对水渠传

染疾病的问题反映尤其强烈。针对现有的问题，农户对怎样处理好传染病，改善

病后的治疗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1、不应该从外地拉猪来卖； 
2、觉得应该设立专门的垃圾箱； 
3、检疫工作要做到位，请求我们兽医站向乡里反映以得到乡里有关部门的重

视； 
4、街上的病死禽畜的尸体不要乱丢，拿去埋掉或是烧掉； 
5、有些猪、鸡的病不能确诊，或治不好，乡兽医站的技术人员技术有待提高。 

另外有的农户反映想修卫生猪圈，因为现有的土圈不卫生，容易传染疾病。

但是由于天保政策的影响，没有木材来源，而空心砖又太贵，无法承担。 

2．3．2 养鸡方面 

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农户意见如下：街上卖的鸡仔，要严格检疫，同时

加强市场管理。要求对病死禽畜的尸体进行妥善处理，这一点上，要求得到乡政

府的重视，希望乡政府出台有关强制性的政策。 

2．4 下一步工作计划 

根据我们调查到的情况和村民的意见，结合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在丙中洛乡

孜当二组成立两个养鸡实验小组。主要是考虑该村民小组离乡街子较近，如果疾

病能控制的话，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同时能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成立 2
个试验小组的原因是由于该村子分成两片，为了今后信息和技术的传播各成立一

个试验小组。小组成员及家禽存栏表如下总计家禽 270 只： 
 

第一组 
户名 鸡存栏只数 鸭存栏只数 
熊军 30  
熊文清 32  
杨家惠 30 15 
李秀妹 18 30 
熊卫明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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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 
户名 鸡存栏只数 
怒文英 15 
余秀兰 14 
钟少平 15 
李春妹 13 
欧厂华 13 

 
具体的将开展的工作步骤如下： 

一、开会及出诊与采访： 

1、每个月一次召开农户交流会，会上对农户鸡只的存栏与出栏作好详细的记录。

记录内容大致如下表： 
 

出栏 
姓名 存栏 自

用 
卖 送 发病数 死亡数 治愈数 备注 

       
 
2、详细记录使用过的药品名称、数量及效果。[这些药品费用由研究会按零售价

承担。] 
3、在每月一次的交流会上主要是让农户之间互相进行交流经验，这期间还要不

定时的出诊和采访（主要是老百姓的鸡开始生病出诊），估计大约为每星期出

诊一次。出诊时要认真做好记录。 

二、资金预算（为期三个月） 

 试验经费(元) 补助费（元） 备注 
每月交流会 60 240 每次以四人次计算。

出诊和采访 
 480 

按每星期一次每次两

人计算 
药品 

810  
按每只鸡用药三元钱

计算 
合计 870 720 共 15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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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茨开镇丹珠村调查结果 

丹珠村离茨开镇兽医站有 6-7 公里。在该村曾进行过的技术推广活动较少。

而且该村的村级防疫员非常积极、工作认真因此觉得丹珠是一个比较合适开展工

作的地点。因为丹珠的自然村较分散，部分村落在山上，我们选了沿江一带的打

所、达嘎和义角村民小组作为试点。加起来这三个村民小组总共有 60 多户。 

3．1 牲口的作用 

牛的作用 猪的作用 鸡的作用 羊的作用 

1、犁地 1、吃 1、吃 1、卖 

2、卖 2、卖 2、卖 2、吃 

3、换工 3、送人 3、请工  

 4、请工 4、送人  

 5、积肥   

 
牛的主要用途：主要是犁地，以前土地多，现在退耕还林后土地少了，加上退耕

后不准放牧，因此牛养的越来越少，很多农户都是合伙养。 
猪的主要用途：主要是积肥，自己吃（过年杀年猪）和请工，当地地里需要肥料

多数来自猪，猪是圈养，一般不卖，都是用来杀年猪或请工帮忙

时杀来吃，另外还能提供平时的食用油。 
羊的主要用途：一般自己食用或卖了钱用。 
鸡的主要用途：卖或者是自己吃，养鸡的目的是平时请人帮忙时杀来吃。 

禽畜变化基本情况统计表： 

牛的基本情况： 
牲口变化 变化的原因 

农户 
现在的 去年的 血痢 跌死 卖 中毒 腹泻 

余提才 1 0      

余国光 1 3 2 2    

余学成 1 1      

吴玉华 1 1      

怒学军 1 1      

怒克光 3 12  4 2 2  

李仕华 0 1   1   

合计 8 19 2 6 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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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的基本情况： 
牲口变化 变化原因 

农户 
现在的 去年的 卖 病死 送人 吃 

余顺华 8 2  8  1 

余仕强 3 2    1 

余堂 2 8    6 

余国光 6 10 1 10  4 

余学成 4 12 2 3  3 

余成军 5 3 1   2 

吴玉华 11 11 1   5 

余提才 3 10 1 2  4 

丰玉兰 5 10 7    

余建生 2 3  1   

怒克光 4 6 1   1 

李仕华 2 2    2 

胡英 4 3    2 

李用 2 4    2 

怒学军 4 7   2 1 

江玉英 5 8 2   7 

合计 70 101 16 24 2 41 

 
鸡的基本情况 

牲口变化 变化原因 
农户 

现在的 去年的 卖 病死 送人 吃 

余顺华 3      

余仕强 4 30  26   

余堂 4   1   

余国光 20 10  19  1 

余学成 1 27  27   

余成军 4 10    10 

吴玉华 9 20 3 13  4 

余提才 1      

丰玉兰 25  5 10  5 

余建生  15  15   

怒克光 12 4     

李仕华  6  6   

胡英 15      

李用 7 10  3   

怒学军 0 0     

江玉英 30 10 2  5 4 

合计 135 142 10 120 5 24 

 
从上述数据能分析出来，牛的存栏较少且生计中的作用主要为每年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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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地，所以老百姓对牛饲养技术的兴趣不会很大。而鸡和猪在生计中的功能多一

些，是当地畜牧业的主要内容。 

3．2 存在的问题 

禽畜存在问题统计表（样本量 16 户） 

存在问

题 

疾病 精料不

够 

猪圈 饲养技

术跟不

上 

药品跟

不上 

突然死

亡 

养 猪

成 本

高 
猪 

户数 7 12 1 1 10 3 8 

 
存在问

题 

疾病 突然死

亡 

传染病

严重 鸡 

户数 15 3 12 

3．2．1 引起猪病的原因 

猪的疾病的主要症状有：体内寄生虫、突然死亡、胆肿大、肝肿大、发热、

痢疾、肠子出现红斑和溃烂等。经过对丹珠村的调查分析得知引起猪病死的原因

主要是以下两点： 
 
一、预防工作不到位：由于离乡兽医站距离较远，而且乡兽医站设备简陋。往往

造成在注射的过程中疫苗失效。其次，春秋两防处于农忙时节，在疫苗注射期间

经常出现农户不在家的情况，错过了给猪注射疫苗。加上有的农户对注射疫苗的

作用还不能充分理解，特别是当出现猪对疫苗过敏时，更容易使农户产生不愿意

给猪注射疫苗的念头。 
 
二、治疗环境不理想：①由于农户平时没有注重对牲口进行观察，未能及时发现

猪开始发病，从而错过了理想的治疗时间。②由于农户经济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

困难，没钱买药加上到兽医站的路程远、车费贵，而且农户给猪治病的意识相对

缺乏，使病猪得不到及时治疗。③购买到失效的药品或治疗不彻底。 

3．2．2 养猪饲料不足的情况 

根据对丹珠村的 16 份调查样本的分析得出猪的饲料不足主要是两方面的

原因所导致的： 
 

一、精饲料不足：因为当地坡地多，不宜施农家肥，而化肥太贵买不起，所以包

谷产量较低。另外，由于退耕还林政策实行以后，农户的耕地减少了，所以当地

精饲料产量不多，老百姓普遍喂猪的量不大，猪的生长速度慢。另外，农户普遍

反映当地包谷的市场价格较高，一般为一元钱一斤，农户一般负担不起大量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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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这样就出现了精饲料不足的现象。 
 
二、青饲料不足：青饲料不足的现象多出现在冬季，因为普通植物在冬季一般不

会生长。针对这个现象，有的村民建议引进种植黑麦草等冬季照样能生长的草种。

这主要是该村的村民曾经见过江对面和孟村种植的黑麦草，另外丹珠村武装干事

自己从和孟引进过一些黑麦草在包谷地里套种，自己认为效果非常好，解决了找

猪食的许多时间。 
为了进一步了解猪的饲料不足的问题，我们决定继续对以下两个方面的问

题进行近一步调查： （1）每月的青饲料种类和数量，分别针对包谷地、近的谷

子地、远的谷子地还有野地这四中类型的土地进行调查；（2）冬天是否有空闲的

地来种草以及这些土地的类型。结果如下：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包

谷

地 

 
老菜叶 

 
荞叶状、杂草 

包 谷

杆 、

南 瓜

叶 、

芋 头

叶 

洋 丝

瓜、南

瓜、芋

头叶 

 

菜叶、萝卜 

水

田 
部分空闲地 杂草   菜叶、萝卜（有

种无种） 
房

四

周 

 
芭蕉芋 

 
杂草 

 洋 丝

瓜、南

瓜、芋

头叶 

   

山

沟 
杂草（山野草） 杂草     杂

草 
梯

田

路

边 

杂草、车钱草  
杂草 

     

 
上述表格是通过 10 多个村民集体讨论做出来的。当时大家的结论有 3 个：

第一，冬天有些水田和包谷地是空闲的，可以种草。另外冬天水田里种的菜和夏

天包谷地里的包谷也可以跟草一起套种；第二，当地已经能够有效储存的饲料只

有芭蕉芋（留在底下）和南瓜（家里放置），但其他的杂草虽然多但是无法储存；

第三，部分青饲料数量过多年年浪费（如洋丝瓜和一些具有营养的杂草）。根据

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可以尝试种草和利用青贮饲料技术来缓解饲料不足的问题。当

时参加讨论的老百姓也比较感兴趣。 

3．2．3 引起鸡病的原因 

根据对丹珠村 16 份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认为导致鸡的疾病发生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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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首先缺乏预防意识，在 16 份问卷中，所有的鸡都没有注射过疫苗。其次缺

乏求医的心态，农户一般因为农忙没有时间或是觉得鸡的经济价值小，重视不够，

往往在鸡发病时只喂一些土霉素，疏于管理。还有些农户甚至不知道购买药品的

渠道。另外，外来的病菌和本地的死鸡随意丢弃不予掩埋而传播的病菌也是造成

鸡病严重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3．3 下一步工作计划 

3．3．1 养鸡实验小组工作计划 

1、先统计好鸡的数量和大小。 
2、选举组长及其职责公开。 
3、给鸡注射疫苗和发放并教会农户如何使用常用药品。 
4、每两个星期采访农户一次。了解情况。 
5、一个月组织一次农户交流会。相互交流信息，比如：做了什么、药品效果怎

么样、存在什么问题等。 
6、总结。包括农户自己总结试验效果和用药情况以及畜牧兽医站技术人员向上

汇报总结。 
7、调查统计表如下： 
 

出栏 
姓名 存栏 自

用 
卖 送 发病数 死亡数 治愈数 备注 

       
 
8、 参与实验户数表 
社组 农户 鸡存栏

只数 
社组 农户 鸡存栏

只数 
社组 农户 鸡存栏

只数 
议角  余文龙 9 打所 钟顺花 30 达干 余军华 17 
议角 余春华 6 打所 余理富 20 达干 余国光 14 
议角 怒克勤 25 打所 钟自洁 20 达干 丰秀英 14 
议角 丰玉军  4 打所 钟学成 20 达干 余提军 7 
议角 李小山 15 打所 李贵荣 5 达干 吴玉华 6 

3．3．2 青贮饲料计划 

青贮塑料桶准备在 9月中旬发放到贡山县，即准备 9月中旬后再开展工作。具体

实施方案为： 

1、 了解当地能用于制作青贮饲料的原料； 

2、 选户和准备具体的原料； 

3、 召集相关村民进行现场示范培训； 

4、 对青贮装料进行指导和监督； 

5、 每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农户采访，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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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个月中至少开展两次农户交流会。帮助农户之间进行信息交流； 

7、 总结。包括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成效如何； 

8、 实验小组具体名单如下： 

 
小组 农户 组 长 联

系方式 
小组 农户 组长联

系方式 
小组 农户 组长联系方

式 
议角 余 春

华 
 打所 余 建

英 
 达干 吴 宝

堂 
 

议角 鲁 克

军 
 打所 王 克

山 
 达干 余 军

华 
13988614171

议角 阿香 3512198 打所 钟 学

成  
 达干 丰 秀

英 
 

议角 余 文

龙 
 打所 李 贵

荣 
 达干 余 国

华 
 

议角 江 玉

英 
 打所 钟 自

清 
 达干 余 提

军 
 

议角 怒 玉

花 
 打所 余 理

富 
3513311 达干 吴 玉

华 
 

 

3．3．3 猪实例示范培训与交流会计划 

因为无法预测哪一家的猪什么时候会病，所以无法成立试验小组。因此我们决定

尝试一种‘田间学校’方式，具体计划如下： 
1、通过养鸡小组、青贮小组和防疫员进行宣传。 
2、在进行治疗时现场培训宣传。 
3、进行交流会：针对某种病和几种不同的病例进行交流。 
4、总结：根据农户掌握技术的程度和他们积极性提高的程度而定。 

3．3．4 种草实验小组工作计划 

1、品种选择（暂定两个品种：黑麦草、豆科） 
2、根据不同的报名数量引进不同的品种。 
3、进行跟踪采访调查。 
4、总结 

各小组报名的户数和播种地面积 
小组 报名数（户） 播种面积（亩） 
议角 22 22．5 
打所 33 33 
达干 15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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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预算（为期三个月） 

  实验费（元） 补助费（元） 备注 
疫苗和药品 500   
下乡采访  480 按每星期一次每

次两人计算 
交流会 90 120  

养鸡实验小组经

费预算 

车费 240  按每人往返 4 元

一次计算 
培训费 72 160 两次 
采访  240 两星期一次 
交流会 144 240 三个月两次 
车费 128   

青贮饲料小组经

费预算 

运输费 30  将桶从县城运到

丹珠 
种草项目经费预

算 
总结会 12 60 三个人次算 

交流会  180 计划每个月一次

每次三人。 
车费 120   

养猪培训经费预

算 

出诊培训  720 按每星期一次每

次三人计算 
 合计 1336 2200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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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拉底乡杀嘎底社的调查结果 

由于普拉底兽医站人数有限，并考虑到开展工作方便所以我们选择了离乡所在地

较近的杀嘎底社作为试点。杀嘎底共有 23 户，其中我们调查了 14 户。 

4．1 牲口的作用 

杀嘎底社牛存栏的数量较少，只有少部分家庭养牛，而所有家庭都养鸡和

猪。 
牛的作用主要是为了犁地，因此村民养殖方式主要是全年在山上放养，不

圈养，犁地时还能换工。牛有时能卖，积肥作用很少。 
养猪主要是为了过年的时候有年猪杀来吃。猪因为全年圈养所以有积肥的

作用，因为该社土地质量不太好，所以积肥的作用很重要。猪也用来卖，卖得的

钱一般用来维持生活费和孩子的学费，按当地的习惯，提亲时要送半只猪，红百

喜事也要杀猪。 
鸡主要是自己养来吃，干农活或盖房子时也要杀鸡请工，也有把鸡送人或

卖掉的现象，但这不是养鸡的主要目的。据说搞迷信活动的时候也要杀鸡。 
总之，我们分析认为老百姓不太重视牛，而猪和鸡再生计中较重要并且因

为离街子很近所以将来的市场潜力较大。 

禽畜变化基本情况统计表 

禽畜种类 变化原因 数量 
滚死 3 牛 
卖掉 2 
吃 17 
病死 27 
卖掉 23 

猪 

送人 7 
卖掉 6 
吃 17 
送人 11 

鸡 

病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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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存在的问题 

禽畜存在的问题统计表 

禽畜种类 问题 涉及户数 
没有牧场 2 牛 
容易滚死 2 
疾病多 10 
精料贵 3 
猪圈小 2 

猪 

生长慢 1 
疾病多 9 
被偷 1 
被狗咬死 1 

鸡 

鸡圈不好 1 
 

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出，农户反映最普遍的问题是猪和鸡的疾病，因为往往

治不好导致死亡，所以这两个问题应该是阻碍当地畜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针对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做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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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引起猪病的原因 

 

通过对杀嘎底社的抽样调查，我们得知，猪的疾病症状主要有：排尿不畅

或绝尿、膀胱内壁成黑色、痢疾、发热、发抖、咳嗽、皮肤痒、生疮、抽搐等。 
疾病原因分析： 
 

一、市场影响：由于市场对禽畜产品的检疫准确性不高，流通的数量不断增加，加上市

场离村社比较近，这样就增加了通过市场而传播疾病的可能性。 
 
二、 禽畜死尸处理不当：有些农户缺少防病意识，乱丢病死禽畜的尸体，

这为一些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三、 治疗效果不好：总的来说治疗效果不理想，因为 1、技术人员的诊断

技术有限，为农户服务治疗时有时出现农户花了不少药费却不见猪病好

转，甚至病死的情况。这影响了农户给猪治病的积极性。2、服务部门进

药不当，随着一些较为复杂的病症的出现，老药的效果不明显，应当积

极获取新药信息，引进一些疗效确切的新药。3、农户经济困难往往造成

治疗的不彻底。4、很多农户不愿意给猪注射预防针。他们怕通过针头传

染到疫病。或是觉得打了预防针还是会得病还不如不打。这也给疾病的

预防和治疗带来诸多不便。 

4．2．2 引起鸡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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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杀嘎底的一系列调查，我们发现鸡的疾病症状主要有：不吃食、痢

疾、头晕、扭脖子、急喘气以及无症状的突然死亡。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导

致鸡病死的原因被我们归纳为两种： 
 
一、 传染：由于该村离集市比较近，集市上所卖的从外地拉来的新品种

鸡容易带来病菌。另外，该村村民处理死鸡的方式为丢弃，这样容易使

疾病传播，得不到良好的控制。 
 
二、 治疗环境不好：该村所有的鸡都没有注射过预防针，主要是由于针

剂规格过大，一般为每瓶三百针剂份。不适用于普通养鸡农户，畜牧兽

医站因此没有宣传和开展给鸡注射疫苗的工作。农户也缺乏防病的意

识。另外用药效果也不理想。当鸡生病的时候，有的农户嫌去兽医站买

药麻烦，一般随便给鸡喂点土霉素、氯霉素等常用药。有的农户贪便宜

甚至去给人看病的医院购买上述药品来喂鸡。当地畜牧兽医站的技术人

员的技术也有待提高，许多新的病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该用

什么药。 

4．3 下一步工作计划 

4．3．1 养鸡实验小组计划 

通过调查分析，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在该村设立一个养鸡实验小

组。现将养鸡实验计划归纳为以下几点： 

1、注射疫苗：经过调查结果得知本村的鸡发病率高，同时该村没有给鸡打

疫苗的先例。这将给畜牧业的发展带来很大阻碍，所以我们决定先从给

鸡注射疫苗做起。 
2、发放预防药品，积极的防病。当实验农户家的鸡发病时也可以在兽医站

拿到免费的治疗药物。这主要是培养农户无病预防，有病治疗的意识。逐步改变

他们旧的不好的观念。 

3、农户交流：每个月一次开展交流会，帮助农户之间交流信息。回顾大家

都做了些什么，用药效果怎么样，还存在那些困难和问题。帮助我们进一步更好

的开展工作。 

一个由 5户组成的试验小组已经成立了（但名单略）。 

4．3．2 养猪方面的工作计划 

农户目前在养猪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养殖的过程中，猪的疾病多，

死亡率高，以下是在进行可行性调查分析后的工作计划设想： 

1、出诊治疗方面：在以往的工作基础上，增加几项服务内容：首先出诊时

召集附近感兴趣的农户，进行现场诊断培训，讲解一些最基本的观察和诊断方法，

使农户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家的猪发病并能做一些简单的应对措施。另外实验期

间出诊费和注射费全免，药费照收。这样能够某种程度上的鼓励农户为家畜治病

的积极性。最后，详细记录每一个病例，病症以便在交流会上回顾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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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月召开一次交流会：交流会主要是通过技术人员安排召集农户回顾近

期出现的病例、治疗情况等。通过交流，共同找出存在的不足确定解决方法。主

要交流的内容如下： 

①农户通过在现场培训中的学习，是否掌握了基本的观察症状的方法、诊

断方法和科学饲养的方法等。 

②病猪的治疗情况，农户关于一些养殖方式、方法的经验交流。 

③各农户之间交流如何预防疾病的经验。还存在哪些问题。技术人员也会

提供专业性的讲解和指导。 

经费预算 

普拉底乡力透底村杀嘎底社实验经费预算表 
  实验经费（元） 补助（元） 

疫苗、药品 400  
交流会 30 120 

养鸡实验 

出诊和采访  480 
交流会  120 养猪实验 
出诊和采访  1200 

 合计 430 1920 
备注 交流会为每月一次，按两人参与计算。 

每次下乡出诊和采访按两人参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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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捧当乡试验计划 
 

2004 年 7 月起，我站为探索解决实用技术推广后群众难以将其用到自身日常

生产中或用一时又无实效的问题，特别在闪当村 3、4 组开展了以农户全程参与，

提高农户自身能力为目的的系列畜牧科技推广试验工作。经过 1 年多的农户跟踪

采访和各种试验的细致记录，试验得出了一些结果和一些捧当 3、4 组农户传统

养殖技术经验。 
 2005 年 8 月 27 日，我站在 3、4、组召开了一次全体村民会议。会议内容主

要是回顾 2004 年各项试验情况，反馈试验结果给村民，讨论下一步计划，了解

农户集中反映的难题和农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我站提出了今年各项畜牧科技试验

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5．1 组织捧当农户到永拉嘎村养猪户进行养殖技术参观交流活动 
 从我们去年在捧当 3、4 组开展的新老品种对比试验中收集的数据和农户反

映来看，新品种猪在当地农户饲养管理条件下，生长速度与本地老品种猪没有很

明显的差异（但略比老品种快一些）。鼓词，我们知道了猪品种问题并不是捧当

3、4 组猪生长慢的主要原因。而影响当地猪发育生长的因素主要是当地农户自

身日常饲养条件的限制所至，如：饲料不足、缺乏劳力、饲喂时间不规律、圈舍

卫生差等。另外，农户自身不重视养猪生产。为此，我们决定带领当地村民到永

拉嘎参观养猪较成功的农户，参观学习回来后再与捧当的村民商量如何改善养猪

方式。具体计划如下： 
 
1、由我站对永拉嘎村进行 3 天的调查，了解当地各种养猪做法和经验，并从中

选择几乎愿意接受捧当村民的采访参观。 
2、9 月 10 日左右开展参观交流活动，为期 1 天，参加参观的 26 户农户自愿报

名。 
3、9 月 11 日晚进行交流，协助农户总结所学到的知识并对学习参观进行评估。 
 
5．2 进一步成立捧当 3、4 组养鸡试验管理小组 

我站根据去年开展的鸡疫病防治试验结果，今年想尝试以管理小组的方式继

续开展此试验。试验管理小组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组织农户进行统一的鸡预防注射

和添喂日常药品，方便农户进行养鸡技术交流并能即使拿到自己需要的鸡预防

药。我们在 05 年 8 月 27 日的村民大会上让农户自己规定了养鸡试验小组的管理

措施： 
 
 
 
 
 
 
 
 
 

捧当村养鸡试验管理小组管理办法 
- 由捧当 3 组的李春兰和 4 组的丰立珍担任组长，农户推选。 
- 兽医站把鸡常用药品放在组长处，养鸡户需要药品时，到组长处登记购买。

- 小组组长负责组织小组内的各种交流学习活动，向兽医站及时反映村内养

鸡中的新情况或问题。 
- 小组内的药品销售有少量利润，利润由组长负责积累管理，建立帐目，每

月公布一次药品使用情况。 
- 小组内的药品销售所得利润作为滚动发展基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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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经过与去年的试验农户的接触我们发现农户对盖鸡圈很感兴趣，且我

们觉得鸡圈对疾病防治应该有所作用。但暂时先把药品基金运做起来，下一步再

考虑如何在这方面与村民合作。 
 最后，自从去年的试验成功之后，全县相关药品短缺了一段时间，捧当 3、4
组决大部分农户的鸡死光了。为了抓住农户的积极性并且使我们站能够继续在参

与式技术发展方面不断积累经验，经过与研究会的商量，我们还是决定给农户提

供鸡苗。如果农户没有鸡，去年试验成功的技术就不可能应用了。 
 
5．3 青贮饲料试验 

我站与试验农户协商，决定在 9 月 11 日邀请迪麻洛的阿洛进行青贮饲料制

作培训。培训结束后，由捧当 3、4 组的试验户自己操作，由我站定期采访、召

开交流会继续跟踪了解青贮饲料技术掌握和效果。 
 
5．4 驱虫药品方案 

去年做了一次猪驱虫实验，效果较明显，村民意识到了驱虫要的作用，后来

经常到我站来购买。我站在村民大会上向村民提供了 3 种方案：（1）把药品放在

小卖部里，由农民自己购买；（2）把药品放在兽医防疫员家；（3）由农户直接到

站里购买。我们让农民自己商讨决定采取哪种药品发放方式。最后他们选择了把

药品放在小卖部里，因为小卖部随时都有人在，需要用时随时可以拿到。捧当 3
社选择了丰志军家作为供应点，捧当 4 组为丰立珍。我站准备在各处放置 1 瓶盐

酸左旋咪和 1 瓶敌百虫片由老百姓自行购买使用。 
 
5．5 经费预算 
 

活动 单位价 
 试验费 补助 

1．1 永拉嘎参观前期调查

（4 人 X3 天） 
车费=80 元 

住宿非=180 元 

生活费=120 元 

240 元 

1．2 参观交流活动（43
人参加） 

车费=250 元 

生活费=645 元 

120 元 

1．3 鸡药品基金 药品=500 元 

鸡苗=860 元 

 

1．4 鸡交流会（2 次） 会议费=172 元 40 元 

1．5 鸡采访（4 次）  160 元 

1．6 青贮饲料 车费=10 元 

授课补助=30 元 

生活费=80 元 

80 元 

1．7 驱虫药 药品=224 元  

合计=3791 元 3151 元 6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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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管理 

6．1 畜牧局与研究会的合作框架及管理办法 
本报告记录的试验计划为期 3个月属于研究会与县畜牧局合作的新阶段的开

头。未来工作中，分工如下： 
 
各乡兽医站负责： 
- 按照制定的计划实

施； 
- 有情况及时向县项目

办汇报； 
- 试验结束时认真总结

经验； 
- 写出总结报告交到县

项目办； 
- 研究会工作人员下来

时，积极分享经验、

提出问题、共同寻找

解决办法 

县畜牧局项目办负责： 
- 对各乡试验工作的进

展进行监督（定期或

不定期对乡站或试验

户进行采访讨论）； 
- 信息交流：（1）试验

期结束时对各乡的报

告进行汇总后交给研

究会；（2）通过‘畜

牧简报’通报各乡试

验进展情况、抓典型

分享经验 
 

研究会负责： 
- 每 4-6 个星期到各个

乡站与技术人员进行

讨论，针对所出现的

问题共同商量解决办

法； 
- 工作方式方法方面提

供指导和支持 

 
资金安排是所需要的费用由研究会直接拨给县畜牧局；各乡的试验经费提前

拨给各乡站；下乡补助根据 3 个月收到的试验报告由各乡站向县畜牧局申请领

取。 
 

6．2 三个月试验报告的要求 
 三个月的试验结束后，各乡站必须把试验进展报告交给县畜牧局项目办。具

体内容如下： 
1．你做了什么？（包括技术方面和与农户交流方面） 
2．效果怎么样？（包括技术方面和与农户交流方面，其中合适的情况下技术的

效果又要用数字来说明又要根据老百姓的反映说明） 
3．能力培养进展如何：在每个关键领域中，最近 3 个月有了什么变化？（见下

面‘能力培养关键领域监测指标表’） 
4．所用的物资、开支以及下乡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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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关键领域监测指标表 
（即我们要引起的变化主要在哪些方面？） 

 
建议方 农户方面 技术人员方面 县畜牧局方面 
捧当乡畜牧兽医站 1、 商品意识增强 

2、 养殖技术提高 
1、 专业技术水平的

提高。 
2、 与农户沟通交流

的能力的提高。 

1、 协 调 能 力 的 提

高。 
2、 跟踪指导能力的

提高。 
普拉底畜牧兽医站 1、 防病治病意识增

强。 
2、 饲养技术提高 
3、 用药知识增加。 

1、 诊 断 技 术 的 提

高。 
2、 用 药 知 识 的 增

加。 

1、 便于调药。 
2、 及时掌握和公布

疫情。 

茨开畜牧兽医站 1、 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的意识要

明确。 
2、 常见病的诊断和

用 药 能 力 的 提

高。 

1、 提高业务能力。 
2、 基层的沟通和组

织能力的增强。 

1、协助能力的增强。

丙中洛畜牧兽医站 1、 经济效益意识的

增强。 
2、 防病治病意识的

增强。 

1、 与农户沟通能力

的提高。 
2、 技 术 能 力 的 提

高。 

1、对实践工作的监督

能力的提高。 

县畜牧局 1、 提高综合饲养技

术。 
2、 增强防病治病意

识。 
3、 增强商品意识。 

1、 培 养 工 作 积 极

性。 
2、 提 高 参 与 性 意

识。 
3、 提高业务水平和

个人交流能力。 

1、 提高项目管理能

力。 
2、 全局的协调和管

理能力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