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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胺间甲氧嘧啶对黄羽肉鸡
的安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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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掌握黄羽肉鸡对磺胺间甲氧嘧啶用药的耐受性，本研究探索适合的药物剂量以实现疗效和安全的

统一。磺胺间甲氧嘧啶分别以 0.5、1、2、3、4倍临床剂量（100 mg/kg）添加饲料喂饲 40日龄黄羽肉鸡，观察不同药

物剂量的动物临床反应、平均增重和料重比。结果显示，2倍临床剂量（200 mg/kg）以下用药对黄羽肉鸡安全可

靠，低剂量（50 mg/kg和 100 mg/kg）用药有促生长且降低料重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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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胺间甲氧嘧啶（sulfamonomethoxine，SMM）是

高效的人工合成抗菌药，其抗菌作用和预防动物细

菌感染效能在磺胺类中最强[1-2]。常用于防治畜禽菌

源性感染和球虫病[3]，也可用作饲料添加剂，以提高

畜禽的抗病力和生产性能。因其抗菌谱广、疗效确

切、性质稳定、使用方便、价格便宜、易于长期保存

等优点，在养鸡生产中被广大用户广泛使用，但

生产中常因使用不当而导致疗效不显著甚至出现

中毒的现象，给广大用户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磺胺类药物代谢周期较长，容易在畜禽产品中

造成残留，同时也容易导致细菌耐药性的产生[4-5]。

磺胺类药物用量过低难以达到预期的疗效，用量过

高又容易造成动物药物中毒。国内多有相关磺胺类

药物中毒的个例报道，而对于黄羽肉鸡毒副作用的

安全性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通过观察不同药物

剂量的动物临床反应、平均增重和料重比，来评价

黄羽肉鸡对 SMM的耐受性以及促生长作用，更加

科学有效地利用这种经济实惠的抗菌药加强黄羽

肉鸡对细菌性疾病的抵抗力，降低动物药物中毒发

生率。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供试药品。复方磺胺间甲氧嘧啶钠粉。商品

名制菌磺，主要成分是磺胺间甲氧嘧啶钠、甲氧苄

氨嘧啶等。购自北京伟嘉集团。

2）实验动物。40日龄健康黄羽肉鸡 120羽，雌

雄各半，实验前确保没有使用磺胺类药物。

1.2 方 法

1）实验动物分组。将实验动物随机分为 6组，

每组 20羽。第 1组为空白对照组，喂饲无添加任何

抗菌类药物饲料；第 2组至第 6组为药物实验组，

第 2组 0.5倍临床剂量用药组（50 mg/kg），第 3组 1

倍临床剂量用药组（100 mg/kg），第 4组 2倍临床剂

量用药组（200 mg/kg），第 5组 3倍临床剂量（用药

组 300 mg/kg），第 6组 4倍临床剂量（用药组 400

mg/kg），连续饲喂 7 d后停药，提供充足饮水（分组

情况如表 1）。

2）给药方式。采用少量分级的方法与饲料混合

使用，即先把药物与少量饲料混合均匀，然后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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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动物分组

药物混合均匀后的饲料和更多的饲料混合均匀。

3）临床观察。实验期间每天观察各组实验鸡只

的精神状态、采食量、中毒等情况，并记录死亡情

况。

4）平均增重和料重比。根据实验开始及结束时

每羽实验动物的体质量，计算各组增重量与料重

比。

5）统计分析。用 SPSS应用软件进行数据的显

著性检验。采用检验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平均增

重的差异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临床观察

整个实验过程中，第 1组至第 4组实验动物健

康状况良好，饮水和采食均正常，未观察到明显的

临床症状。第 5组少数实验动物临床症状表现为肉

髯苍白，精神沉郁，食欲不振或消失，渴欲增加，症

状轻重不一，未有动物死亡。第 6组部分实验动物

临床症状与第 5组类似，有 3羽在给药后第 2～3

天陆续死亡，剖检可见皮肤、肌肉和内脏器官出血

性病变，肾脏和肝脏明显肿大。结果显示，2倍临床

剂量（200 mg/kg）以下用药对黄羽肉鸡安全可靠。

2.2 平均增重与料重比

第 4 组与空白对照组平均增重无明显差异

（ >0.05），第 3组与空白对照组平均增重差异性显

著（ <0.05），第 2组、第 5组和第 6组与空白对照

组平均增重差异性极其显著（ <0.01）。与空白对照

组比较，料重比在低剂量组（第 2组和第 3组）较

低，在高剂量组（第 5组和第 6组）较高，2倍临床剂

量用药组（第 4组）料重比与空白对照组差异不大。

结果显示，低剂量（50 mg/kg和 100 mg/kg）用药有

促生长作用且料重比降低。

3 讨 论

磺胺类药物的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很接近，对

肾脏和肝脏的危害十分明显，在禽类的使用剂量上

要小，如果突破肾脏耐受阈值，没有致死也会出现

中毒症状[6]。实际使用疗程一般连用 5 d，不超过 7 d，

第 1次加倍剂量，病情好转后再给予 2～3次小剂

量维持治疗，保持较长时间药效，防止病原菌反弹。

在低剂量用药状况下，SMM对于黄羽肉鸡有促生长

作用且饲料利用率高，可能与其能够缓解病原菌轻

微或隐性感染引起的食欲下降和代谢障碍有关。磺

胺类药物如果使用时间过长，也会产生毒性。由于

其在体内代谢缓慢，不易消除，当肝肾有疾患时，更

易造成体内蓄积而导致中毒[7]。引起黄羽肉鸡中毒

的主要原因除了超剂量、长时间用药，还有以下一

些原因：饲料或饮水中药物搅拌不均匀，动物日龄

小，饲料中缺乏维生素 K等。4周龄以下雏鸡肝脏

发育不完全，解毒能力差，出现中毒症状的几率远

大于成年鸡[8]。

磺胺类药物只有抑菌作用，没有杀菌作用，更

多应用于症状较轻细菌病的缓解或预防治疗。对于

严重的全身感染，只能作为次选药。病原菌对磺胺

类药物有交叉耐药性，当某种磺胺药物（如磺胺间

甲氧嘧啶）疗效不明显时，应当选择氟喹诺酮类（如

恩诺沙星）和头孢菌素类（如头孢喹诺）等强效抗菌

药迅速控制病情。在配伍禁忌方面，本类药物通常

单独使用为宜，不宜在鸡的活菌疫苗接种前 7 d和

后 10 d使用，不宜与青霉素、氯丙嗪等任何酸性药

物一起使用。禁止与人工盐、硫酸钠、石膏等含硫的

组号 组别 实验动物数 /羽 药物剂量 /（mg/kg)

1 空白对照组 20 0

2 0.5倍临床剂量用药组 20 50

3 1倍临床剂量用药组 20 100

4 2倍临床剂量用药组 20 200

5 3倍临床剂量用药组 20 300

6 4倍临床剂量用药组 20 400

空白对照组 0.5倍临床剂量用药组 1倍临床剂量用药组 2倍临床剂量用药组 3倍临床剂量用药组 4倍临床剂量用药组

浓度 /（mg/kg） 0 50 100 200 300 400

平均增重 /g 85.51±15.11 97.35±18.25b 94.51±17.12 a 86.15±19.20 60.12±16.22 b 25.28±12.02 b

消耗饲料 /g 7 695.9 8 508.39 8 203.468 7 787.96 6 134.69 3 382.46

总增重 /g 1 710.2 1 947.0 1 890.2 1 723.0 1 002.4 505.6

料重比 4.50 4.37 4.34 4.52 5.12 6.69

注：a表示用药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性显著（ <0.05)，b表示用药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性极其显著（ <0.01）。

表 2 实验期内各组实验动物平均增重（ ±SD，=20）与料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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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以及拉沙菌素、莫能菌素、盐霉素等抗球虫药

物同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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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猪场产房护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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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饲料喂养

1.1 母猪产前喂料

全国各大猪场母猪在产床上时间大约为 7 d，

建议母猪产前 7 d开始减料，如原来每头母猪采食

量为 3.5 kg，那每天减料 0.5 kg，产仔当天最好不

喂，但若母猪特瘦或特肥，不适用这些标准，可适当

调整。总之，产前减料是必须的，因为很多母猪难产

（如胎儿过大产不下来、产仔后期无力等）都与喂养

不当有直接关系。

1.2 母猪产后喂料

母猪产仔当天最好不喂料或少喂一点（0.5

kg），从产仔后第 2天开始喂料每天加 0.5~1.0 kg，

前 7 d一定要注意添加量，因加料不适当，使母猪

伤食的病例时有发生，7 d后，根据采食量、膘情、泌

乳量、仔猪多少来决定母猪投喂量，15 d后，一定要

根据膘情投喂食料，很多掉膘严重的断奶母猪，根

本就不会再次发情，导致淘汰率升高。

1.3 仔猪喂料

产后 5~7 d开始投放教槽料，这时并不是靠饲

料来维持仔猪的生存和生长，只是诱导仔猪知道这

个料可以吃，并且比较好吃就达到目的了。在投教

槽料时最好先向仔猪口里投喂 2~3 粒，然后放

30~50粒到食槽，每天多次巡栏时，发现教槽料不多

了或吃完了就需要添加一点，每次比原添加量多一

点就可以了。切记开始绝不能一次添加太多的教槽

料，因为一是时间久导致教槽料变质了，仔猪食用

后引起肠炎；二是仔猪认为不好吃，就不吃，仔猪不

吃就会在里面拉粪拉尿；三是变质了的饲料也不能

饲喂其它猪，浪费也比较多，失去教槽的意义了。断

奶 2 d 前减少母猪喂奶次数，让仔猪多吃些教槽

料，减少断奶后的应激，断奶后的仔猪留在产床

3~5 d，喂料要少喂多餐。

2 产仔技术要点

2.1 母猪分娩前的征兆

1）临产前 3 d乳房中心膨胀发亮，腹底两侧像

带着 2个长形面包，乳头呈八字型分开并坚立，初

产母猪还有发红现象。

2）母猪的全部乳头都能挤出乳汁时，大概 5~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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