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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饲料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张 波

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沈阳 110003

摘要 猪饲料的安全性不仅影响猪群的健康和生产性能，还可通过猪肉产品影响人类健康。目前猪饲料安

全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抗生素超标、有毒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与残留、促生长剂长期添加。保护猪饲料安全，需要

加强猪饲料新技术研究、猪饲料安全监管、猪饲料法律法规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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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饲料的生产加工是饲料行业的主力，饲料的

质量安全是保证猪产品安全的重要环节。猪饲料中

抗生素添加剂、有毒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与残留、

促生长剂长期添加都是饲料的不安全因素。目前猪

饲料安全已经不是局限于饲料行业或养猪行业本

身的问题，而是涉及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行业外社会大众普遍关心的热

点问题。

1 猪饲料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抗生素添加剂

1）莫能菌素。莫能菌素在饲料中的使用量：家

禽为 120 mg/kg，牛为 30 mg/kg，猪有可能误食莫能

菌素，饲喂母猪含 110耀880 mg/kg 莫能菌素的日粮

可引起短暂性厌食，一般可以维持 14 d，此后增重

下降。莫能菌素对猪的半数致死量为 16.8 mg/kg。猪
莫能菌素中毒表现为张口呼吸、口吐白沫、共济失

调、嗜睡、肌无力和腹泻。这些症状在给药后 1 d 即

可出现，大约可持续 3 d，给予猪 40 mg/kg 莫能菌

素可引起心肌和骨骼肌坏死。与泰妙菌素合用可增

加猪莫能菌素中毒的危险度，泰妙菌素是一种治疗

猪痢疾的抗生素。这 2 种药物合用引起的猪中毒症

状表现为急性大面积坏死性骨骼肌肌炎、肌红蛋白

尿和急性死亡。

2）拉沙洛菌素。拉沙洛菌素是一种聚醚类抗生

素，通常添加于饲料中用于提高肥育肉牛的增重，

给猪饲喂 2.78 mg/kg 和 21 mg/kg 剂量的拉沙洛菌

素未出现副作用，而饲喂 35 mg/kg 剂量的拉沙洛菌

素（相当于猪饲料中含 1 000 mg/kg 拉沙洛菌素），

会引起猪暂时性肌无力，以 50 mg/kg 剂量饲喂 1 d，
可以导致猪只死亡。

1.2 有毒重金属污染

猪饲粮中铜的需要量为 5耀6 mg/kg，最大耐受

量大约是 250 mg/kg，当饲料中铜含量在 300耀500
mg/kg 时，可引起猪生长减缓和贫血。猪的铜中毒可

出现因血管内溶血导致的溶血现象，并出现黄疸、

贫血、血红蛋白尿和肾炎；猪饲粮中锌的推荐量为

50耀100 mg/kg，当浓度为 2 000 mg/kg 时可导致猪

生长抑制、关节炎、肌内出血、胃炎和肠炎。所有的

汞化合物均是有毒的，但有机汞化合物对猪只的毒

性最大。汞具有蓄积性，其毒性大小取决于汞化合

物的形态、剂量和接触时间的长短，猪中毒是因为

采食被有机汞杀菌剂处理过的种子，开始表现为胃

肠炎症状，继而出现尿毒症和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

乱，包括共济失调、失明、盲日运动、麻痹、昏迷至死

亡。正常猪肝、肾组织含汞量低 1 mg/kg，中毒后其

汞浓度会升高很多。

1.3 农药污染与残留

若养猪场的养殖和作物生产是在同一基地上

同时进行时，就会使猪群有机会接触农用化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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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在这些化学物质中，具有最大潜在危害的是有

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和氯代烃类杀虫剂。当杀虫剂

意外地被混入猪饲料中时，有可能引起猪中毒。废

弃的或无标签的颗粒性杀虫剂可能被误用作矿物

质混合饲料。当运载饲料的农用设备又被用作杀虫

剂的运输工具时，这些被杀虫剂污染的设备可导致

杀虫剂被无意地混入猪饲料中。除此之外，当杀虫

剂存放或散落于猪场时，在喷雾、浸泡、浇泼杀虫剂

时，错误计算杀虫剂浓度可导致猪中毒，在数天内

重复使用有机磷或氨基甲酸酯制剂处置猪群也会

导致中毒。

1.4 促生长剂长期添加

苯胂酸化合物，有时被称为有机胂，曾用作猪

的促生长剂及治疗猪痢疾和附红细胞体病。其中对

氮基苯胂酸阿散酸和洛克沙生钠盐多用于饮水，对

氮基苯胂酸用作猪饲料添加剂，其在猪饲料中允许

浓度为 50耀100 mg/kg。但当长期添加时，可以诱发

猪中毒，其临床症状为共济失调、后躯麻痹、失明和

四肢瘫痪。1 000 mg/kg 对氨基苯胂酸可在数天内

引起猪中毒的临床症状，而 400 mg/kg 则需要 2 周，

250 mg/kg 需要 3耀6 周。猪只长期摄取低浓度对

氨基苯胂酸则会出现“鹅步”和视神经损伤导致

的失明。

卡巴氧作为促生长剂的添加剂量为 11耀27.5
mg/kg，控制猪痢疾和肠炎的剂量为 55 mg/kg。当猪

饲料中卡巴氧的浓度达到 100 mg/kg 时，可引起采

食量减少和生长迟缓，若饲料中药物的浓度再高，

则可异致猪只拒食并出现呕吐。喂食含 50 mg/kg
卡巴氧的饲料 10 周可见猪肾上腺皮质球状带轻

度损伤。

2 应对猪饲料安全问题的措施

2.1 研究饲料新技术

关注新技术的推广，杜绝饲料污染问题发生[1]。

由于抗生素、高铜、砷制剂等饲料添加剂对猪生产

性能和饲料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停止这

些物质的使用对猪生产性能会产生不利影响。以抗

生素为例，取消饲用抗生素将对猪疫病控制带来巨

大困难，增加治疗用药量，增加猪产品的生产成本。

但过量使用会带来副作用，因此要加强研究饲料新

技术。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迅速发

展，酶制剂、微生物添加剂、寡糖、小肽、核苷酸和卵

黄抗体等一些饲料添加剂在猪饲料中的应用也越

来越多，其在促进猪生产性能和提高动物的健康水

平方面有着明显的效果。

2.2 加强饲料安全监管

饲料安全监管部门需加强对饲料质量的监督

检验，通过监督检测，不断增强猪饲料生产企业、饲

料经营企业、养猪场的饲料质量安全意识，提高猪

饲料质量安全水平，保障猪产品的质量安全。同时

饲料企业也需实施全面的质量管理，提高玉米、豆

粕等大宗饲料原料保障能力，着力健全规范标准、

安全评价、监测预警等支撑保障体系。

2.3 完善饲料法律法规

完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及时修订更新部分已

不适应形势变化的条例，以满足新形势下饲料安全

监管的需要[2]。建立饲料安全生产和使用的诚信记

录，同时将饲料安全检测与信息发布相结合，通过

公众媒体监督，在全社会参与下，饲料安全问题才

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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