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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

邱 菊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城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辽宁朝阳 122000

摘要 当前，我国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意义重大。为此，本文介绍了我国兽用抗菌药使用的现

状；简述了兽用抗菌药残留的危害；阐述了实施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的现实意义；提出了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

化的模式：饲料生产企业要重视技术革新、从源头做到抗生素“零添加”，兽药生产企业要不断开发高效且低残留

的新型兽药，养殖端企业及农户要提高管理水平，基层兽医要提高处方技术能力和水平，畜牧兽医监管部门要着

眼于推进动物疫病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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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倡导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绿色健康

发展，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行动，既是维护养

殖生产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内在要求，也是确保

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举措，减抗无抗正

逐渐成为新时代动物养殖生产的主旋律。

1 兽用抗菌药使用的现状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肉蛋奶等食品消耗量十分

可观，同时也是全球兽用抗菌药生产以及使用量最

多的国家。数据显示，我国 1 年可以吃掉 100 多亿

只鸡鸭、12 亿头猪、5 亿只羊、1 亿头牛，还有几千万

吨的鱼虾蟹。需求决定供给，要维持好国内市场的

巨大需求，首先必须保证动物养殖的产量和数量足

够。即便在不滥用的情况下，我国正常的兽药使用

量也是位居世界第一，因为动物养殖基数大，所以

随之用药量自然就多。其中，国内使用抗菌药很大

一部分是在养殖环节，它可以促进动物快速生长以

及提高饲料的利用率，也可以在动物细菌性疫病防

控、混合感染等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滥用也

造成了药物残留严重，危害了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

2 兽用抗菌药残留的危害

当前，我国高密度、规模化养殖众多，动物健康

状况较差，造成养殖业对抗生素应用依赖性较高，

以至于出现多用、滥用现象。滥用抗生素，既会损害

动物健康，加大动物疾病防治难度，也会造成养殖

产品中抗生素残留指标较高，严重威胁食品安全，

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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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氯霉素类的药物残留可以导致再生障碍性

贫血；四环素类的药物残留会抑制牙齿和骨骼发

育；大环内酯类药物残留会导致慢性中毒，诱发听

觉障碍和肝损伤；氨基糖苷类药物残留会损害耳神

经导致听力减退；瘦肉精则会对心血管造成危害。

此外，兽药残留还会致癌、致畸和致突变，成为“隐

形杀手”。比如，链霉素和四环素可以引发畸形；黄

曲霉素导致肝癌；磺胺类药物有致癌倾向；此外激

素类添加剂普遍存在致癌风险。另外，促生长剂能

够引起人体发育方面的毒性，导致人体内激素水平

的紊乱和变化。而青霉素类药物的广泛使用，能够

引起过敏反应和变态反应，严重的会导致休克和死

亡。尤其婴幼儿的代谢功能还不完善，对药物作用

更加敏感。

3 实施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的现
实意义

基于对食品安全和生命健康的长远考虑，欧盟

率先“禁抗”，于 2006 年初便开始立法全面禁止抗

生素在饲料中使用。2016 年，联合国会议也提出了

此类问题，“饲料禁抗”已成为了全球畜牧业生产的

大势所趋。国际高度关注抗生素使用问题，中国对

此更是未雨绸缪。此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

业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结合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农业农村部已全面调研、认真研究相关情况，于

2018 年下发《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方

案》进行全面部署。此举有利于提高畜产品质量安

全、增加绿色优质畜产品供给、降低养殖生产成本、

促进畜产品出口、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4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的模式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是一项长期性、复杂

性、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行业内各领

域、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业顺应发展、共同努力才

能形成工作合力，取得良好成效。

1）饲料生产企业要重视技术革新，从源头做到

抗生素“零添加”。从农业农村部已出台政策的宏观

情况看，2020 年底取消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以实现促

生长作用，减抗限抗趋势不可逆转。在此大环境下，

如果饲料营养配方不加改良，就会导致畜禽死亡

率、发病率受到较大影响。以精准营养的配方设计

和优质、稳定的养殖饲料，帮助养殖场提高动物机

体免疫力，降低疫病风险，有效减少抗生素使用量，

从而实现高效养殖、健康养殖，应作为饲料生产企

业技术研发的科学理念指引。这就要求饲料生产企

业要加强技术研发，在降低或者取消抗生素使用的

同时，积极开展营养替代方案。比如，对饲料中蛋白

质含量做一些优化，对原料提出更多要求。在添加

剂组合方面考虑使用酸化剂、酶制剂和益生元，进

一步改善肠道健康。植物提取物也很有发展前景，

例如牛至油、酸化剂、辣椒素、中草药等。

2）兽药生产企业要不断开发高效且低残留的新

型兽药。2020 年 4 月 1 日起，食品中兽药残留限量

标准增至 2191 项，标志着我国兽药残留标准体系

建设日臻完善进入新阶段。兽药生产企业要注重开

发和应用中草药制剂、微生态制剂、酶制剂等低毒、

无公害的绿色兽药，来替代残留量大、易产生抗药

性的传统兽药。

3）养殖端企业及农户要提高管理水平。管理漏

洞是畜禽疾病的诱因之一，科学做好饲养管理、环

境管理等才能有效减少疾病。饲养管理方面，要综

合做好生物安全、疫苗安全等。环境管理方面，首先

要做到圈舍冬季保持干燥，北方需要配建相关设

施，如地热源取暖、电地热解决冬季温度问题；夏季

还要解决高温问题，温度、通风如果做不好，则极易

生病，无抗就无从谈起。

4）基层兽医要提高处方技术能力和水平。严格

按照兽用抗菌素产品说明书指定的靶动物、适应症

和用法用量等，科学使用、规范使用、精确使用好每

一种药品，达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良效。同时要

不断完善兽药使用制度，建立跟踪监测机制，并建

立严格的休药期和停药期，切实把“减抗”职责落实

到每一个基层兽医。

5）畜牧兽医监管部门要着眼于推进动物疫病净

化。率先净化规模养殖场，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建

设无疫小区，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无疫区。鼓

励引导先进地区开展区域净化、扩大净化病种。也

就是说，病都不存在了，还要什么兽药？那些年，曾

经肆虐猪禽养殖业的疾病，这些年在减少、减轻。随

着我国兽医科技的发展，逐步净化一些烈性传染

病，在政策、管理和技术上正在形成一致，并且效果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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