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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通过防疫人员的能力、实力、成绩比较，适当奖

励优秀防疫队伍和优秀防疫员，提高其工作积极

性。此外，定期对各级防疫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或

交流学习，提高基础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改善操作

水平，提高防疫工作能力等以满足工作的需要，从

而提升防疫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使农村动物防

疫体系建设再迈上一个新高度。

2）改变畜牧生产方式。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可

以通过适当的政策扶持，稳步推进规模化养殖，或采

取协会＋农户、公司＋农户的模式，实行统一配种、

统一饲料、统一防疫，大力推进“五化”养殖发展，促

进农村养殖方式的转变，改善防疫条件。若暂时缺乏

条件推行规模饲养，可先引导散养户改进饲养方式，

动员农民推行畜牧业清洁安全生产，增强农民自我

防护意识，掌握养殖基本技术，做到文明、清洁、安全

养殖等，以此提高农村防疫整体工作水平。

3）加强防疫监督。建立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强

化防疫监督管理，对防疫工作中的拒防、抗防者予

以依法依规处理，既要严格种畜禽防疫监管，又要

监督做好仔畜禽防疫，将防疫工作落实在源头，强

化中间生产环节。在检疫方面既要常抓产地检疫和

屠宰检疫，又要强抓运输检疫，对没有免疫标识，也

没有免疫证明的畜禽不予出具检疫证明，严禁没有

检疫证明的畜禽进入流通环节。同时加大对逃避检

疫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畜牧从业者的防疫意识。

此外，应该合理建设动物尸体收集站或无害化处理

站，对病死动物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以此来保障

农村动物防疫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摘要 兽药残留是指家禽在养殖过程中，出于预防或治疗疾病的目的违规使用兽用药品，造成最终的肉制

品或蛋制品中药物残留超出国家标准的现象。原料、制剂和临床使用环节的监管不到位是造成兽药残留的主要

原因，而临床使用是最需要监管的环节。我国需要建立兽药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长效监管机制，加强禽产品兽药

残留超标的惩治力度，从根本上解决兽药残留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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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逐渐提

高，市场肉蛋奶消费也日益增长，带动了畜牧业的发

展，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食品安全问题，兽药残留问题

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规范市场，我国制定了不同药物

品类在禽肉和蛋中的残留标准，但仍有部分养殖场

冒险违规使用兽药，不遵守休药期，导致上市产品药

物残留超标，危害消费者健康。下面笔者就兽药在禽

产品残留及其监督检查方面和大家作一下交流。

1 兽药残留

兽药残留是指家禽在养殖过程中，出于预防或

治疗疾病的目的使用兽用药品，而药物使用后会在

体内有一个代谢过程，代谢的快慢和药物种类、药

动学参数、给药方法、制剂技术、给药剂量和联合用

药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代谢慢的机体内残留相对

严重，一旦屠宰上市，药物可随着肉蛋等途径进入

消费者体内，并形成积累，危害消费者健康。为了规

范药物的临床使用，我国对允许上市的所有兽药制

品，特别是化学药物类，都进行了休药期、靶动物、

临床用量用法及注意事项的规定，为临床用药提供

了参考。但由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相对不完

善，市场上仍存在药物残留严重的禽肉制品和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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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力度，确保禽

产品在餐桌上的安全。

2 兽药残留超标原因

引起兽药残留超标的原因很多，从原料到制剂

再到临床应用，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下面

将重点分析以下几方面。

1）原料环节。兽药的源头是原料生产，大多都

是经过合成、分离、提纯、包装等步骤，但在合成、分

离和提纯过程中，难免会有反应底物和化工中间体

的残留，最终制得的成品并不是 100%含量，这些残

留的物质有很多兽药前体和中间体，加上国内部分

小厂家生产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产品不合格率高，

更是增加了风险。如氟苯尼考是兽医临床上常用的

治疗呼吸系统感染的药物，而氯霉素为食用动物禁

用药，两者都属于氯霉素类，生产氟苯尼考过程中

如果监管不到位，有可能造成氯霉素的残留，进而

随着临床应用进入动物体内。

2）制剂环节。兽药原料药是不允许直接供动物

使用的，必须制备成一定的规格剂型，如注射剂、可

溶性粉剂、口服液剂、预混剂、颗粒剂等，才允许使

用。而制剂生产环节中，很多药物品类共用生产线

和灌装线，如果机器设备清场不干净、空气环境中

有其他药物粉末、灌装管道有药残等，都会对下次

的药物生产造成污染。另外，某些厂家为了片面追

求高利润，药物中添加国家明令禁止的药物成分，

或将多种药物组合，造成标示成分和实际成分不

同，误导市场，引发药物残留超标。

3）临床使用环节。这个环节是禽产品兽药残留

超标的最主要环节，兽药最终需要使用到动物上，

很多养殖场在家禽发病后，过度追求临床效果，胡

乱用药。最常见的是 42 d出栏的快大型白羽肉鸡，

为了控制疫病发生，在临出栏前饲喂大量抗生素，

尤其是氟苯尼考、替米考星、多西环素等针对呼吸

道疾病的药使用最多，造成家禽屠宰后肌肉中药物

残留严重。蛋鸡在产蛋期一般是禁止使用化学药物

的，期间如果有疫情发生，最好使用中药、生物化学

制品或微生态类添加剂治疗，但这些品类要么效果

慢、要么操作麻烦、要么成本高，造成临床当作辅助

治疗药使用，主药还是化学药物，造成蛋制品中形

成药物残留。

3 监督检查

根据兽药残留的几个环节，需要从原料端、制剂

端和兽药使用端 3个方面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出现问

题除了通报外，对相关责任人必须依法处理。

1）原料环节的监督检查。原料环节主要是加强

原料生产过程中化学中间体的监督检查，这些中间

体很多具有抗微生物功能，对食品安全是一种威

胁，同时，企业生产的药物成品需要进行规范性检

查，相关部门可不定期抽查产品，严禁添加违禁成

分或将禁用于食用动物的品类销售到养殖终端。

2）制剂环节的监督检查。制剂生产环节主要是

检查成品药物中是否有非法添加，特别是一些抗病

毒类药物、激素类药物和神经兴奋类药物，这些药

物可快速改善发病症状，属于临床非法添加频率较

高的品类；另外，非国标的复方药市场非常多，很多

药物虽然允许流通和生产，但不法厂家为了追求效

果，常常将无标准依据的 2种或 2种以上的药物混

在一块做成大复方药进行销售，尤其抗生素最为常

见，应重点检查。除此之外，还要敦促企业加强车间

污染的检测，相关部门定期对兽药企业相关人员进

行培训，加强监管。

3）临床使用环节的监督检查。临床使用环节是

重点检查对象，对养殖企业需要不定期抽查新鲜屠

宰的禽肉或蛋制品的药物残留，发现超标，立即禁

止产品流入市场，已经进入市场的产品第一时间召

回，同时进行社会通报。严格禁止养殖场使用兽药

原粉，并加强监督，建立完整的企业备案制度，经常

出现药物残留超标的企业可列为黑名单，作为以后

重点检查对象。政府可牵头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企业等承担相关项目，完善药物残留检测标准，

改进检测方法，提升检测效率，为市场监管提供必

要的依据和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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