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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禽养殖业得到迅猛发展，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从传统的一家一户饲养，逐
渐过渡到养殖专业村、养殖生产合作社（小区）、龙头企业加养殖户或大型养殖企业集团。
这不仅提供了大量的为人们所喜食的动物性食品、市场日益紧缺的动物原材料，而且加快了很多农村
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畜禽养殖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盲目无序地从国外或外地引进种畜或种禽
，集约化、连续式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在养殖者防控疾病知识不足或缺乏的条件下，使畜禽疾病越来
越复杂，养殖的风险性亦越来越大。
如果饲养管理不善、预防不力、生物安全措施不到位，畜禽就可能发生疫病，这不仅会导致畜禽大批
死亡而出现亏损局面，而且即使饲养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能够挽救部分患病畜禽，其生产性能和经
济效益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患病畜禽的产品质量对食品安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要保持畜禽健康和养殖业持续发展，为人类提供可靠安全的动物性食品，必须以知识技术为基础
，进行有效的疾病控制！
由化学工业出版社组织多位年富力强和年轻有为的从事畜禽养殖的疾病控制相关教学、科研、临床和
生产单位的专家、科技骨干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编写的《新编畜禽养殖场疾病控制技
术丛书》（《新编猪场疾病控制技术》、《新编鸡场疾病控制技术》、《新编鸭场疾病控制技术》、
《新编牛场疾病控制技术》、《新编羊场疾病控制技术》）的出版，适逢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时，是农业科技工作者落实胡
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指示精神的重要体现之一，是依
靠科技推动建设新农村的又一份厚礼，必将惠泽广大畜禽养殖者和基层兽医。
该丛书内容丰富、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通俗易懂，具有极高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十分适合广大的养
殖场（户）人员、基层兽医人员参考。
该丛书的问世，必将对我国畜禽养殖的健康发展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对我国畜禽养殖业的持续发展
也有所裨益，还必将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发展做出贡献。
在此，我谨对该丛书的问世表示衷心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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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简要介绍了目前国内养鸭业现状，详细说明了鸭场建设的环境、选址、布局对鸭场疾病控制的影
响，并介绍了各种鸭场常见的生物安全措施，以适应现代化养殖以及人们追求无公害食品的需求。
同时，本书更详细介绍了鸭的各种疾病的临床症状、鉴别方法、防治方法等。
内容覆盖面广，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技术指导用书。
本书适合各养鸭场管理者及技术人员使用，并可作为相关农业院校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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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当前我国养鸭业和鸭场疾病的概况　　第一节 我国养鸭业快速发展的现状、前景及主要
存在问题　　我国是水禽生产大国，养鸭业是我国传统的养殖产业。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2005年我国鸭存栏量达到7．2亿只以上，占世界总存栏量的67．5％
，屠宰量18亿只以上。
鸭肉产量占世界鸭肉总产量的75．51％。
我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羽绒生产国，2003年我国羽绒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量的50％左右。
据国家农业部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鸭产品的年产值约30亿元人民币，养鸭业已经成为
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支柱产业之一。
长期以来，我国养鸭业在品种改良、养殖及加工技术方面不断取得进展，有力地促进了养鸭业的发展
。
　　一、形成我国养鸭业快速发展的原因　　1．养鸭、爱鸭、吃鸭的习惯是养鸭业发展的动力　　
我国是世界上驯鸭、养鸭历史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养鸭的文字记载。
人们在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中，发现鸭具有营养价值高、肉质优等特点，因而不断地对鸭进行驯化，
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简单易行的养鸭技术，加上有些鸭产品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所以人们十分
喜爱吃鸭。
传统的养鸭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南方地区（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四川、广西、江苏、安徽等省
和自治区），近年来，由于番鸭饲养量不断增加，饲养地区不断扩大，山东、北京、河北、河南、辽
宁等地也有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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