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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是指由各种微生物生产的代谢产物或

者是人为合成的化学物质，具有较强的抑制生长和

杀灭细菌的作用。我国年产抗生素数量庞大，其用

量同样也不可小觑，其中多数用于临床和农渔畜牧

养殖业，如此多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势必会造成一系

列难以挽回的后果[1]。以“抗生素滥用”为关键词，共

检索到文献 728篇，其中医学临床类占 530篇，农

学类占 112篇，这些文献中提及最多的是抗生素滥

用导致的耐药性问题和对抗生素起促生长作用的

研究。如今，药物滥用的现象在水产养殖业已经显

而易见，而解决抗生素滥用问题则是实现水产养殖

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

1 国内外水产养殖现状及抗生素在
水产养殖上的应用

传统养殖模式的缺陷和安全监管难度的增加

是造成抗生素滥用的主要原因。陈昌福等[2]在《健康

养殖》报刊上发表论文表示，我国传统的粗放型养

殖方式导致细菌性疾病在我国水产养殖业肆意横

行，在这种情形下，抗生素的使用无可避免。更有近

些年来养殖散户的不断增加，加大了监管养殖安全

的难度。为了减小抗生素滥用带来的消极影响，国

内外从抗生素的使用入手，逐步颁发多项政策、公

告限制部分抗生素的使用，例如我国在 2003年 4

月发布的第 265 号公告中表明要加大养殖用药监

管力度等，国外一些国家也纷纷采取禁用抗生素、

限制抗生素使用等有效政策进行控制，目前已有多

个国家对食用产品中抗生素残留的最高限量进行

了明文规定[3]。

2 抗生素在水产养殖中的优点

2.1 用于治疗疾病

马国军等[4]在《抗生素在水产养殖上的应用》一

文中提及，抗生素在低浓度条件下能抑制或杀死某

些微生物。如今的水产动物疾病发生原因大多是由

于不同的致病性细菌感染而来，这些细菌可利用抗

生素进行杀灭，如养殖中产生的致病性气单胞菌可

用氯霉素进行抑制等[5]。

2.2 促进水生动物生长

某些种类抗生素具有促进水生动物生长的作

用。水生动物肠道的不良情况可利用往饲料中添加

小剂量抗生素进行改善，提高养殖动物的消化吸收

率[6]。但也有另一些学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抗生素

都能对养殖动物起到促生长作用，起次作用的仅仅

是一些特殊的、可抑制动物肠中病原微生物的抗生

素[7]。尽管如此，相关研究与从业人员也不能否认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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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具有促生长作用这一优点。

2.3 提高饲料利用率

陈琴等[8]在她的《EM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一

文中提到将 EM菌拌入饵料进行投喂可以增强鱼类

对食物的吸收功能，并且使鱼类的防病抗逆能力有

所提高，使水产健康成长。

3 水产养殖中抗生素使用所带来的副

作用

3.1 产生耐药菌株

使用抗生素致使耐药性问题的产生是众多研

究频繁提及且最为关注的内容，其产生机制主要在

于水生生物体内微生物会通过调整自身的结构等

方式产生逃避抗生素的机制 [9]，养殖过程中增加抗

生素的投放量，会使得水生生物增强体内抗生素耐

药性，甚至彻底免疫抗生素。耐药菌株的出现在增

加了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加大了防治难度，更甚者

还会威胁到人类的公共卫生安全，是我国水产养殖

行业隐藏的重大危机。

3.2 药物残留于水产品中

大多数抗生素在使用后会被水生生物大量排

出，只有极少数部分会在体内剩余[10]。郝勤伟等[11]通

过研究各种抗生素在鱼体内的含量发现，在不同的

鱼类组织中，使用抗生素的种类不同，其积累量也发

生变化，进一步研究数据表明，抗生素在鱼体血液、

肌肉和肝脏中的富集能力较其他组织富集能力强。

鱼类身体中的肌肉组织是消费者食用最多的部分，

如此长期食用会导致摄入的微量抗生素在人体内逐

渐积累，最终可能会引发人体健康问题。

3.3 破坏微生态平衡

使用抗生素时，水生动物体内的病原微生物和

有益微生物将会被同时杀灭。胡梦红[1]认为，机体菌

群失调，微生态平衡被破坏从而引发各种内源性或

外源性感染是长期滥用抗生素造成的严重后果之

一。因而，使用抗生素会造成生物体微生态平衡被

破坏已成为养殖研究业不争的事实。

3.4 污染水源

抗生素滥用极其危险，其重要危害之一便是由

于使用过度导致水源被污染问题。某些抗生素类药

物如孔雀石绿、四环素等，在养殖中使用过后会产

生次级代谢产物排入水环境中，这些次级代谢产物

具有难降解、难去除、高残留、高危害的特点，再加

上养殖的集约化程度不断提升，养殖密度加大，过

量投饵，排水不彻底等方面的影响，水体环境恶化，

水源被污染将会成为必然趋势。

4 抗生素滥用给水产养殖带来的危害

4.1 对鱼、虾等水生动物本身的影响

水产养殖多数采用投喂外源性饵料方式进行

喂养，外源性饲料类别多，使用范围广，极易出现乱

用药、用药不当、用药过度等情况，出现大量养殖问

题，引起了国内外高度重视。姚浪群等[12]发现，饲用

含抗生素的饲料会抑制被饲养动物体内的免疫机

制，使得生物体内产生耐药菌株机率增大。而水生

动物体内产生耐药性会造成巨大后果，更有甚者一

旦发病将会无药可用，造成养殖失败。

4.2 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养殖业者为了防止疾病蔓延，往往违规使用大

量有害抗生素类药品，造成水产品体内抗生素残

留，人们在食用这些水产品的同时也给了抗生素进

入人体的机会，长期大量食用势必会使人体肠道菌

群耐药性逐渐增加，最终降低人体使用抗生素疗

效。近几年来，数百种药物应用于水产养殖业中，其

中相当一部分并未使用完全便散失到水体环境中，

水环境中有机物的大量堆积，逐步使水体呈现富营

养化，长而久之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安全。

5 水产养殖中抗生素滥用问题的解

决方案

5.1 降低抗生素使用量，开发抗生素代替品

在不影响或影响治疗效果最小的情况下，少量

使用抗生素，多使用绿色健康药物。我国现已发现

几种具有良好效果的制剂来代替抗生素使用。

1）酶制剂。赵燕飞等[13]认为饲用酶制剂有两大

类功能。一方面是以降解大分子物质为主，通过破

坏细胞壁将其内的细胞内容物释放出来；而另一方

面则是以降解抗营养物质为主来增加所投喂饲料

的合理利用。史宝军[14]则认为酶制剂功能主要在于

补充动物内源酶的不足。但异曲同工的是二者都是

通过利用这些独特的功能来增加水生动物自身抵

抗力，从而达到抗病效果。

2）微生物制剂。微生物制剂分为体外微生物制

剂和体内微生物制剂 2种[15]，在水产养殖中主要作

为水质改良剂用于改善水环境，或作为饲料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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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改善饲料质量，提高饲料有益成分的价值。由

于其具有的无毒无害、无残留、低成本等优点[16]而倍

受养殖者青睐并广泛普及使用，同时肖军[16]也点明，

长期合理使用微生物制剂能改善养殖水域环境中

有益微生物菌群的生态优势，起到促进水产养殖健

康良好发展的作用。

3）化学消毒剂。化学消毒剂的主要成分漂白粉

在池塘中能大量杀灭有害病原体，是及时防治细菌

性疾病的利药，同时还可用于鱼塘消毒。

4）酸化剂。石军等[17]指出，使用酸化剂可以改善

动物体内胃酸情况，促进各种耐酸菌的生长繁殖，

从而减少动物病理性腹泻发生的可能性。此外酸化

剂还能提高饲料酸度，从而提高饲料的完整利用[18]。

5）中草药制剂。贾仁勇[19]认为中草药制剂集营

养和药用作用于一体，作为添加剂使用能取得良好

效果，对病情的控制度高且不容易复发。吕桂霞[20]也

认为，中草药制剂是天然物质，能很好地克服抗生

素滥用致使抗药性产生的缺点。

5.2 合理利用渔业休药期

水生生物体内的抗生素残留量达到一定时就

不会再蓄积，并且可以在停止饲喂后一段时间内自

行消除。不同的抗生素在水生动物体内的代谢排泄

也有不同的期限[21]，因此，应该在起捕上市期前的休

药期内就停止继续使用抗生素。

5.3 合理用药

我国水产养殖从业人员所学习的文化水平较

低，大多只凭感觉用药，不注重合理预防和科学用

药，导致滥用药率增高。随着人们不停地过度应用

各种抗生素，养殖环境中药物使用混乱，鱼体机制

受到严重创伤。因此，依靠抗生素药物的抗菌谱选

择抗生素抗菌药物[2]，在养殖过程中进行合理科学

地交替用药、轮换用药、穿梭用药，避免长期大量抗

生素混合使用是缓解、改变这一现象的良好方法。

6 结 语

抗生素是水产养殖用于防治细菌性疾病的重

要药物之一，在现阶段养殖中的作用是难以代替

的，同时它给人们及环境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

的，为了防止或减少其危害性，养殖者在养殖过程

中应进行合理用药，多使用能代替抗生素的其他绿

色无害无残留的鱼用物等。长远来看，在水产养殖

中运用抗生素也必然会成为历史，因而，我们应当

更加激励其余抗生素替代品的积极研发，改变现有

养殖方式，找到并采用新型养殖技术，坚持实现水

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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