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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养殖中合理使用兽药的相关建议

张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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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用兽药是进行疫病预防，确保家禽健康成长的可行途径。但在家禽养殖过程中存在兽药盲目使

用、不合理使用等情况，不但无法发挥良好的疾病治疗效果，还可能会出现药物残留威胁食品安全，为消费者健

康造成影响。为此，本文介绍了家禽养殖中兽药使用的常见误区：不予常规预防用药，长期使用一种药物，配伍

用药较为随意，随意增加药物剂量，忽视药品的安全性；提出了家禽养殖中合理使用兽药的策略：合理科学选购

兽药、严把兽药质量关，根据家禽生理特征、做到合理科学用药，准确进行疾病诊断、尽量避免错误用药，规范家

禽给药疗程、选择适宜给药方式，准确掌握用药时间、合理安全联合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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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肉类食品的

需求量逐渐增加，这也就带动了家禽养殖业的发

展，各种规模化养殖场相继出现。但因部分家禽养

殖者对专业养殖技术掌握不足，疾病发生后为使家

禽能尽快康复便随意使用兽药，导致家禽因无法得

到合理救治而死亡，或兽药残留严重。因此，要合

理使用兽药，不但有利于疾病防治，促进家禽健康

成长，提升家禽生产性能，而且让所使用药物在家

禽体内的残留量得到控制，保证消费者安心购买肉

类产品。

1 家禽养殖中兽药使用的常见误区

1.1 不予常规预防用药

部分家禽饲养场（尤其是个体专业户）缺乏足

够的预防用药意识，平时不注重使用药物进行疾病

防控，存在侥幸心理，只在鸡发病后才给予药物进

行治疗，与预防为主的原则以及理念背离，以致于

家禽发病后症状较明显了才得到治疗，使得治疗效

果大打折扣，降低家禽养殖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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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诊 断

根据流行病学情况，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变化

等，如慢性病程、母鹿流产、死胎、胎衣病变、乳腺

炎、不孕，公鹿睾丸炎和关节炎等，可做出初步诊

断。确诊需对病鹿采取显微镜检查或细菌分离鉴

定，微生物、血清学平板凝集试验检测等诊断方法。

5 预 防

1）做好预防性消毒。应制定严格的消毒制度，

定期对鹿舍及周围环境消毒。在母鹿分娩时，产房

及分泌物要及时进行消毒处理，对料槽、饮水器、垫

草等进行全面消毒，每天1次，连续1周。

2）外引鹿只必须经过严格检疫和实验室检测，

引入后隔群饲养观察至少 1个月，2次检疫皆为阴

性方能合群饲养。

３）对鹿群实行定期检疫，发现病畜立即隔离扑

杀，对污染的舍圈、用具等用２%～３%来苏尔、石炭

酸、氢氧化钠溶液或10%石灰乳消毒，对粪尿用生物

热处理，对流产胎儿、胎衣、羊水等要焚烧或深埋。

4）分群饲养，实行人工授精。对鹿群定期进行

血清学检验，从健康群中挑选培育后代。

５）有条件的鹿场，按本地防疫条例进行疫苗

接种和净化处理。饲养人员要注意个人防护，禁止

其他家畜及无关人员进出鹿场。
【责任编辑：胡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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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长期使用一种药物

第一，在家禽养殖过程中，部分饲养人员在平

时自己使用一些药物进行疾病防控后，发现能够取

得不错的效果，以致但凡遇到相同的疾病则反复使

用该药物，由于他们对兽药缺乏认知，特别是对抗

菌药与抗寄生虫药的耐药性不了解，最终导致用药

量提升，疗程延长，疗效不佳，但却因此抱怨厂家药

物质量差；第二，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随意使用药

物，用药针对性不强，家禽无论是中毒、内科病、传

染病或寄生虫病，均为其使用抗生素进行病情

控制。

1.3 配伍用药较为随意

部分养殖人员根据自己的经验随意联合使用

多类药物来力求实现疗效的提升，但因不明白药物

成分与彼此作用，以至于因药量增加而引起中毒或

出现拮抗作用，反而为家禽健康成长带来不良

影响。

1.4 随意增加药物剂量

部分家禽养殖人员片面认为药品标签上限定

的剂量在疾病治疗上根本无法发挥最佳功效，认为

所用剂量越大效果越佳，故而随意增加用药量，短

时间内可能会发挥不错的功效，但会给鸡体带来一

定危害，也使用药成本增加。此外，随意增加用药

量还有以下危害：第一，严重的会引起急性中毒死

亡，较轻的会引起慢性药物蓄积中毒，损伤家禽肝

肾功能，使其机体解毒功能降低，影响疾病治疗效

果；第二，杀灭了肠道中有益菌，使肠道中正常菌群

平衡受到破坏，引起机体代谢紊乱，出现长时间腹

泻，导致家禽生长停滞；第三，部分药物刚开始使用

时效果较好，但长时间使用会产生耐药性并形成耐

药菌株，降低药物使用效果。

1.5 忽视药品的安全性

部分药品安全使用范围不广，治疗量与中毒量

相当接近（典型的即喹乙醇），养殖人员因对药物认

识不到位，以至于在应用期间出现由于混合不匀或

浓度偏高发生中毒的情况。家禽为鸟纲动物，消

化、血液循环、淋巴、呼吸、神经、体温、生殖等方面

存在自身特有的解剖生理特征，所以在《兽药管理

条例》里明确指出：应禁止人用药用于动物，严禁售

卖假、劣兽药，严禁把原料药物加入饲料与动物饮

水里或直接为动物投喂，因此家禽用药选择上应该

慎重。在我国家禽养殖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

种情况，即人在疾病治疗过程中使用了什么类别的

抗菌药，一旦动物发病也跟着使用，认为人能够用

的药，家禽自然也能用，但实际上部分药物是不能

随意使用的，一旦盲目使用可能会导致消费者购买

并食用这些有药物残留的禽类产品而对身体健康

造成不良影响，引发食品安全事件。

2 家禽养殖中合理使用兽药的策略

2.1 合理科学选购兽药，严把兽药质量关

兽药采购应有专人负责，应具备固定采购渠道

（包括经销商、生产厂家）与品牌，选择品牌影响力

大、生产规模大的制药企业的药品。采购前应对兽

药标签、说明书（包括主要成分、用法用量、批准文

号、生产批号、含量规格、生产企业信息、有效期等）

给予严格审查，明确用药不良反应、停药期等，如果

兽用药仅有商品名而没有通用名，且用药含量规格

显示不清楚，已过了药物使用有效期等坚决不可购

买与使用。

2.2 根据家禽生理特征，做到合理科学用药

感染疾病的家禽在用药时务必要结合其生理

和病情特征合理用药，在具体实施时需做到如下几

点：①味觉差、无牙齿所致的消化不良等可选择醋

与大蒜等改善，促其消化能力提升，尽量避免使用

药物[1]；②家禽消化系统会进行酸性物质分泌，导致

其消化系统对链霉素、磺胺类药物敏感性强，故务

必做好药量的控制，避免兽药使用后出现不良反

应；③家禽无汗腺，故而散热能力较差，同时容易发

生全身感染，因此一旦发生高热现象务必要根据具

体情况实施降温措施，并做到对症用药；④严格按

照《兽药管理条例》对畜禽用药，绝不将人用药随意

给家禽使用，保证合理科学用药；⑤饲养家禽前应

多方调研本地多发病与常见病，制定有效的预防用

药程序，在畜禽无典型症状时应该为其投喂一些常

规保健药物与添加剂（包括氨基酸、多维等）以达到

疾病预防的作用，增强家禽抵抗力。

2.3 准确进行疾病诊断，尽量避免错误用药

家禽患病后与人类患病是一样的都会有不同

症状表现，故而需请专业兽医通过疾病类型的准确

诊断遵医嘱合理用药，不可在未诊断清楚的情况下

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究竟得了什么病而随意盲目

用药，这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会引起药物不

良反应，故而要使用药效果与安全性得到保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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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养殖者务必第一时间通知兽医，若发现是传染类

疾病需通知当地畜牧局[2]，根据情况通过流行病学

调查、临床观察、病例变化分析以及实验室技术检

测等方法明确家禽感染疾病性质、类别等，依照最

终分析结果合理进行兽药选择，并优先选用安全价

廉、副作用小、疗效好的可靠药物（如氟苯尼考在沙

门氏菌所致的疾病治疗中疗效突出，但对大肠杆菌

所致的病疗效则较一般），若有必要在需使用前开

展药敏试验，保证治疗与用药的准确性。

2.4 规范家禽给药疗程，选择适宜给药方式

不管哪种药物均有规定的使用疗程，疗程使用

时间过长会导致家禽长时间保持在应激状态，促使

耐药性增加，让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功能降低，出现

二次感染。若疗效太短使得药物在动物机体不能

长时间维持，无法发挥良好的疾病治疗效果。使用

抗菌药时应选择适宜的剂量、间隔时间与疗程。通

常普通感染性疾病治疗时用药时间为 3～4 d，当症

状消失可巩固治疗 1～2 d，预防复发，而磺胺类药

物的使用务必要做好药物剂量控制[3]，尤其是首次

用药需采取大剂量（通常是维持量的 2倍），用药时

间应控制在 7 d内，3～5 d最佳，若要继续用药应在

停药3～5 d后再次使用。

不同的药物，给药方式也是存在差异的（包括

饮水、拌料、气雾、注射、口服等）。如肠道感染病类

药应选择内服形式用药，严重感染病例最好选择注

射形式给药，针对零星散养的家禽给药时使用注射

形式疗效更佳。部分药物口服给药可能会受到胃

酸或消化酶影响，降低药效，故而忌用口服形式给

药，如青霉素类药物大多通过肌肉注射给药，仅少

部分通过口服给药，用于提高疗效；庆大霉素肌注

效果更好，饮水给药效果稍差[4]。卡那霉素作为大

肠杆菌所致疾病的常用药物，肌注给药可取得不错

的效果，但若通过拌料或饮水方式给药效果则较

差；以饮水的方式用药需对药浓度、溶解度、家禽饮

水量、所用水水质、药物稳定性等多项要素进行考

量，给药前需根据情况适当停水 2～3 d，这样在供

水时才能保证家禽能在短时间内将水饮尽并食用

足量药物，使得疗效更有保证。

2.5 准确掌握用药时间，合理安全联合用药

当人生病时医师会根据药物药理作用与具体

情况叮嘱什么药应该早上服，什么药应该晚上服，

动物用药时间同样应做好投药时间的把控，避免药

物为机体带来不良反应。通常情况下胃肠解挛药、

健胃消化药、利胆药、收敛止泻药的最佳用药时间

为饲喂前[5]；刺激性强、助消化类药物投喂时间应在

饲喂后[6]；驱虫药最好在空腹或半空腹状态下给药，

效果最佳。

若家禽出现了混合感染或有并发症，则需要 2
种及以上药物联合使用来进行不同症状疾病治疗。

如呼吸道疾病的治疗，最好选择抗生素与中药抗病

毒药联合方案；抗菌增效与磺胺类药联合使用可让

抗菌效果大大提高，庆大霉素和小诺霉素复合制剂

联合使用效果更佳；部分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选

择地塞米松和氧氟沙星联合治疗效果比单一用药

效果好。但联合用药时应注意配伍禁忌，若是彼此

拮抗的药物一定要禁止同时使用，否则会为家禽造

成严重伤害（如氧氟沙星和磺胺类药物配伍会使肾

脏损伤加重）。

3 结 语

总之，家禽养殖时应本着“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原则做好疾病防控，发病后需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适宜的药物进行规范合理地使用，这样既能取

得疾病防控的最佳效果，又能使用药的安全性得到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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