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20 年第 05 期

畜禽养殖过程中抗生素耐药问题
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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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畜禽养殖业不断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动物蛋白，但为了控制疾病，过多使

用抗生素导致了很多病原菌耐药性的产生，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甚至产生了食品安全问题。为了降低抗生

素的耐药率，临床常采用改变用药方式、联合用药和采用生物学抗菌的方法等进行疾病防控。养殖场要树立以养

为本和防病为本的理念，减少抗生素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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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畜禽养殖业的不断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

为消费市场提供了充足的动物蛋白，但畜禽的过度

集中饲养也促进了传染性疾病的暴发。为了能控制

疾病的发生，临床很多养殖者通过使用大剂量的抗

生素来解决，而这种方法不但带来了食品安全问

题，也加速了临床耐药菌的产生[1]。

1 耐药性产生机理

耐药性是指抗生素过多使用后，机体内的致病

菌对抗生素产生抗性的过程和结果。一般耐药性都

是环境选择的定向性和病原基因突变的不定向性

相结合而导致的。在机体内，临床常见的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魏氏梭菌、葡萄球菌、巴氏杆菌等细菌感

染后，会在机体内进行大量繁殖，此过程中每个个

体都在发生变异，但是大部分的变异是无效的，也

就是说不是针对耐药性的变异。数量达到一定程度

后，变异的种类越来越多，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此

时如果大剂量或长时间使用某种抗生素，未发生耐

药突变的变异菌就会被杀灭，而发生耐药突变的耐

药菌就会被选择留下来，且繁殖越来越多，其后代

也对该抗生素有耐药作用。这种菌在动物群内传播

后，就发生了动物群普遍耐药的现象。

2 耐药性的危害

耐药性一旦产生，其针对的不仅仅是单个动

物，而是整个动物群体，甚至某个地区所有的同类

畜禽群体，大群耐药性的产生给临床生产带来了很

大困惑，其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 2 个方面。

1）大部分的耐药菌产生后，针对的不仅仅是某

种药，而是一类药，比如某地家禽感染的大肠杆菌

对庆大霉素产生耐药后，除了庆大霉素外，同属氨

基糖苷类的链霉素、新霉素、安普霉素、大观霉素等

都或多或少也耐药，因为该类药物的作用机理是一

样的，都是抑制核糖体 30S 亚基，从而对细菌的繁

殖起抑制作用，因此，耐药性大部分都是针对同一

类药物的。同理，如果某种菌对青霉素耐药后，同属

该类的氨苄西林、阿莫西林等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

2）耐药产生的过程是逐渐的，有时候持续时间

较久，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很多养殖场发现某种

抗生素使用效果不明显后，往往通过延长用药时间

和加大用药剂量来获得理想的效果，但这样做的后

果是抗生素在动物机体内大量残留，比如牛奶、肌

肉、内脏组织等，这些产品一旦上市，会通过食品进

养殖生产60· ·

                    
                                             
                          



养殖与饲料 2020 年第 05 期

入消费者体内，从而产生食品安全问题[2]。另外，很

多人畜共患病的耐药性病原也会通过动物传播到

人体，人一旦发病，很多抗生素的敏感性也会降低，

导致治病效果下降。

3 耐药性解决方法

临床耐药性解决方法有改变用药方式、联合用

药和采用生物学方法防控等几种。

3.1 改变用药方式

耐药性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大剂量或长时间使

用某种抗生素产生的，如果将该品类的抗生素采用

间隔用药或者穿梭用药的方式进行使用，就会大大

降低耐药性产生的频率。间隔用药是指某种药物在

使用过程中，不进行连续使用，而是采用间断法。比

如仔猪上比较常见的哺乳期“三针保健”方案，即仔

猪出生后的第 3 天、第 7 天和第 21 天分别注射土

霉素注射液或盐酸头孢噻呋注射液，从而起到广谱

抗菌、保护仔猪平稳渡过哺乳期的功效。用药过程

每次都间隔数日，可大大缓解耐药性产生的频率。

穿梭用药主要指不同药物穿插着进行使用，或者在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轮换使用，从而达到减小耐药

性的目的。

3.2 联合用药

很多抗生素联合使用是具有明显增效作用的，

比如临床最常见的青霉素类和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的联合使用，不但增宽了抗菌谱，还能起到减少药

物用量，发挥最佳药效的作用。在我国，青霉素和链

霉素的联合应用一度在兽医临床使用了不低于 30
年，甚至很多基层兽医将其当作“万能药”，对我国

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细菌性传染病的控制发挥了非

常关键的作用，大大促进了行业的发展。联合用药

能减少单个抗生素的使用剂量，从而降低耐药菌株

产生的频率。

3.3 利用生物学方法抗菌

如果说化药抗生素归属于化学防控法范畴的

话，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生物防控法来解决疾病问

题。噬菌体就是生物防控法常用的成分，它本质是

一种病毒，能对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菌进行

侵染并将其杀灭，同时产生很多子代噬菌体，而新

生的噬菌体又会重新侵染其他致病菌，如此反复，

直到将目的菌清除干净为止。噬菌体防控疾病有别

于抗生素，不但不会产生药物残留问题，不影响食

品安全，还能避免产生耐药性，临床防治疾病的效

果也很理想。

4 结 语

耐药性是我国目前畜禽养殖业面临的巨大问

题，养殖者在临床生产过程中，一定要以养为本，防

病为本。只要畜禽养好了，其本身的抵抗力就会提

高，发病率自然会降低，另外，要注重疾病的预防，

疾病防住了，才会避免使用药物进行治疗，从而间

接减少了抗生素的使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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