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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回顾中兽药发展历程基础上，剖析了中兽药研发、生产及其在畜禽和水产动物养殖中

的应用现状，以及中西结合研究成果，阐述了使用中兽医理论指导研究的重要性，对中兽药创新发

展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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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将中药应用于动物养殖具有悠久的历史。
中药用于防治动物疾病、促进动物生长，一般称之

为“中兽药”或“兽医中药”。
中兽药的指导理论“中兽医药学”是我国现代

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中医药

学”的重要分支。 作为我国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

源，中兽药研发潜力巨大。 在全球 “禁抗”、 “限

抗”、“减抗”大潮中，中兽药在饲料添加及替代抗

菌药物方面优势突出，将会在动物疫病防控、保障

健康养殖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１　 中兽医药简介

１．１　 发展历程 　 中兽医药与中医药几乎同时诞

生，发祥于中华大地，不断吸收和融合先进科学技

术，不断创新发展。 《元亨疗马集》、《本草纲目》是
记载中兽医临床和用药的重要古代典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１９５６ 年国务院颁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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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以后，中兽医药事业

得到蓬勃发展。 不少省和高校先后成立中兽医研

究或教学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组建中兽医研究

所；１９５９ 年农业部组织中兽医“采风”活动，整理发

掘出大量的经方验方和诊治方法；６０ 年代开始采用

现代科技手段对有效方药进行研究，开展中兽医传

统理论验证，试图阐明其现代科学实质及作用机

理，出现中西结合研究趋势。 １９６５ 年农业部制定兽

药国家标准《兽医药品规范》 （草案）；１９８７ 年农业

部开始组织新中兽药审评。
几十年来，中兽药研究秉承传统，注重临床经

验总结和药学研究。 中药概念［１］的定位突出“中医

药理论指导”已在业内形成广泛共识。 ２００４ 年农

业部 ４４２ 号公告发布的《中兽药、天然药物分类及

注册资料要求》 ［２］，除了规定中兽药注册要求，还将

天然药物与其并列，拓展了兽医中药研究方向的空

间。 目前《中国兽药典》收载的中兽药“功能主治”
基本是用中兽医语言描述，少部分品种的“主治”采
用现代兽医术语，如“扶正解毒散”功能“扶正祛

邪，清热解毒”，主治“鸡传染性法氏囊病” ［３］。
１．２　 中兽医药特色 　 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是中兽

医药的特色，而药效的整体性是兽医中药的主要特

色之一［４］，中兽药生产和应用强调全成分、多靶向

作用。 中兽医药突出“治未病”，符合动物疫病“预
防为主”的防控需求。 中兽药具有药源天然性特色，
有害药物残留较少，在动物养殖中有广泛使用空间。
２　 中兽药研发与生产

我国兽药产业整体规模逐步扩大，产值、销售

额逐年增长，产值年复合增长率为 １２．３９％，销售额

年复合增长率为 １１．３５％［５］，明显高于全球动保产

业销售额年复合增长率 ６．２％的增长速度。 中兽药

产值增加明显，正向百亿元迈进。 中兽药散剂品种

多，市场份额也最多，散剂占市场份额 ５５％，口服液

占 ２１％，注射液占 １２％，颗粒剂占 １０％。 但中兽药

产业集中度相对较低，中兽药销售额前 ５０ 名企业

占总销售额的 ３５．５４％。
２．１　 结合理论发展开发新品种　 我国中兽药研发

基础深厚。 目前，中兽药的研发在传统理论基础

图 １　 各类中兽药制剂市场份额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ＴＣＶＭ

上，采用现代科技理论与方法开展药学和临床研

究，重点研究具有“清热解毒、补中益气、健脾开胃”
功能的药材和中兽药制剂，先后在防治湿热泻痢、
奶牛乳房炎，治疗奶牛卵巢疾病、仔猪和犊牛腹泻、
育肥猪发热、鸡球虫病以及免疫增强剂、抗内毒素

等方面取得成效。
１９８７～ ２０１５ 年，农业部批准新的中兽药共 ８９

种。 其中，青岛康地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动

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成功研发 “紫锥

菊”、“紫锥菊末”、“紫锥菊口服液”一类新兽药。
近年来新批准的中兽药的功能主治项，大多以现代

兽医术语描述，特别是“主治”内容。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批准的 ３８ 个新中兽药，描述治疗“鸡大肠杆菌病”
相关的有 ８ 个，用于“提高疫苗免疫效果”的有 １０
个，这两类新药占了新品种的 ４７．４％。 这种情况的

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跟“替代抗生素”思路相

关，可以称之为“中西结合”、“中西融合”，这是中

兽药现代化的一种趋向。
２．２　 提取物研究广泛开展 　 提取物是从植物、动
物中制得的挥发油、油脂、有效部位和有效成分，包
括以水或醇为溶剂经提取制成的流浸膏、浸膏或干

浸膏，含有一类或数类有效成分的有效部位和含量

达到 ９０％以上的单一成分。 按不同药用价值和提

取分离程度可分为：全成分提取物类，如大黄浸膏、
甘草流浸膏、黄芩提取物等；有效部位类，如人参茎

叶总皂苷、广藿香油、丹参酮提取物等；单体化合物

类，如青蒿素、薄荷脑、黄藤素、穿心莲内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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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提取物是大生产条件下社会化分工和中

药产业化的必然产物，是兽药和养殖业生产实践的

客观需要。 研究表明，中药提取物对于降低中药制

剂生产成本、提高中药质量控制水平，甚而在制剂

配伍和新药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２．３　 制剂技术发展迅速 　 近代中兽医治疗马、牛
等大动物疾病较多，常运用“汤剂”、“散剂”灌胃。
由于超临界萃取、微波提取等中药提取新技术，超
微粉碎、固体分散等制剂研制新技术的研究方兴未

艾［６］，现在的中兽药剂型不仅有“丸散膏丹”，兽医

临床常用的 “汤剂” 等传统制剂更多地被 “口服

液”、“颗粒剂”、“注射液”、“灌注剂”等现代制剂所

取代；以散剂为代表的中药饲料添加剂研究与应用

势头迅猛［７］，近年来还研制出“超微粉”、“可溶性

粉”、“透皮吸收剂”等新制剂。
２０１５ 年版《中国兽药典》收录的中兽药剂型包

括“散剂”１５２ 个、“片剂”９ 个、“流浸膏与浸膏剂”
９ 个、“口服液” ５ 个、 “颗粒剂” ５ 个、 “注射液”
５ 个［３］。 使用的对象不仅包括马、牛、羊、猪，还包

括鸡、鸭、鹅、兔、犬、猫，以及蚕、鱼、蜂等。
２．４　 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水平得到提升　 ２００５ 年，
我国全面实施兽药 ＧＭＰ，中兽药按照 ＧＭＰ 要求实

现了规范化、标准化生产，中兽药提取物和制剂生

产的规模化程度不断提升。 生产和检验中广泛运

用“基源”、“性状”、“显微鉴别”、“薄层鉴别”、“浸
出物检查”、“含量测定”、“指纹图谱 ／特征图谱”等
传统方法与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兽药质量进行综合

控制，有效提升了中兽药标准化水平。
３　 中兽药的应用

３．１　 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

３．１．１　 提高畜禽生产性能 　 黄芪、党参、白术、茯
苓、淫羊藿、枸杞等中兽药在促进畜禽生长发育、提
高生产性能方面有明显优势，如提高产蛋率、提高

仔猪生长性能［８］。
３．１．２　 改善畜禽产品品质　 黄芪、党参等在降低腹

脂率和肌肉滴水损失率从而提高嫩肉率，银杏叶在

降低鸡蛋蛋黄胆固醇，黄芪、白术、肉桂在提高肌肉

饱和脂肪酸，贯众、苍术、槟榔在改善猪肉品质等方

面都有明确的试验结果。
３．１．３　 增强机体免疫机能　 黄芪、党参、白术、益母

草、当归等中药含有多种免疫活性物质对免疫细

胞、细胞因子等有促进作用，能有效调节机体免疫

功能，提高畜禽机体免疫力。 中药所含多糖、皂甙、
黄酮等免疫增强作用明显［９］。
３．１．４　 缓解畜禽应激 　 黄芪、甘草、夏枯草、刺五

加、党参等复配组成的中兽药制剂，有的能提高蛋

鸡耐热力，减少组织细胞损伤，缓解热应急影响；有
的能清除氧自由基，减少脂质过氧化反应和脂质过

氧化物的生成，减轻仔猪因断奶应激造成的消化道

损伤。
３．１．５　 防治畜禽疾病　 中药防治疾病的机理较复

杂，扶正解毒散、黄连解毒散、白头翁散、鱼腥草注

射液等含有的生物碱、有机酸、挥发油等活性成分

能抑制或杀死病原微生物，有效防治畜禽疾病。
３．２　 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中药在水产养殖中主

要用于防治细菌性疾病。 水产致病菌导致的病害危

害较大，为了替代抗生素和合成抗菌药，避免在防治

水产致病菌的同时导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
中药的抗菌作用是寻找高效、环境友好、对人类无致

病作用的新型水产抗菌药的一条捷径。 研究表明，
大黄、黄连等是目前较有潜力的渔用抗菌中药［１０］。

《中国兽药典》 （２０００ 年版）开始收载大黄、黄
芩、辣蓼以及“大黄芩鱼散”等 １０ 多种药材和制剂

的主治“鱼肠炎、烂腮”等作用。 ２０１１ 年确立的渔

药国家标准，共有“山青五黄散”等 ２２ 种中药制剂

用于抗微生物［１１］。
４　 中兽药发展趋势及建议

为降低耐药性风险，降低抗生素残留造成的危

害，世界各国纷纷在食品动物饲养过程中实行“禁
抗”、“限抗”政策，欧盟取消了饲料促生长抗菌药

物。 我国农业部出台遏制兽用抗菌药滥用的“全
国兽药（抗菌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并决定在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洛美沙

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这是符合我国

国情的“减抗”措施。
按照“科学、合理、安全”使用兽药原则，逐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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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抗生素，特别是人畜共用抗生素的使用，急需研

制兽医专用抗菌药物，并加强中兽药，以及多肽、干
扰素、微生态制剂、酶制剂等的研究，依靠动物专用

药剂和中兽药及中药饲料添加剂“替抗”，填补上百

亿市场缺额。
现代养殖业的发展，对中兽药的创新与发展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４．１　 发挥中兽医理论优势，开展药物筛选和临床

疗效研究　 近年来农业部陆续发布技术规范和研

究指导原则，涵盖药学、临床研究等方面，但仍未建

立起按中医症候模型研究中药的技术体系，没有发

挥中兽医药理论指导作用，中兽药研究集中在现代

兽医学的“提升动物机体免疫力，抗菌，抗病毒，抗
寄生虫，促生长”等方面。 如果中兽药的研究和应

用脱离中兽医药理论，中兽药的优势和特点将不复

存在。 要立足中兽医理论，制定符合兽医中药特点

的审评规则和研究指导原则，运用传统中兽医整体

观念、辨证论治理论进行药物筛选和临床药效研

究，这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随着现代畜禽集约化饲养的发展，面对群发性

疾病，还需要从个体辩证向群体辩证转变［１２］，发挥

中兽药在动物疫病群防群控中的作用。 鼓励创制

适应中兽医群体辩证用药与中兽药规模化生产要

求的新产品。
４．２　 加强抗菌抗病毒中药研究，为疫病防控提供

选择　 虽然中药在医药临床抗病毒方面很有成效，
但由于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政策禁止使用疫苗以外

的其他药物对烈性传染病进行预防或治疗，不少同

行致力中药防治“禽流感、猪瘟、高热病”等传染病

的研究难以注册成功新兽药。 我们可以先在普通

病毒性传染病防治上开展研究，积累数据和经验，
逐步拓展。

中药是通过改善、调节机体细胞功能缓解细胞

损伤而非如抗生素一样直接杀灭细菌［１３］；很多研

究表明黄芪多糖、当归多糖、淫羊藿多糖等均能不

同程度地促进细胞增殖和抵抗病毒感染［９］。 在研

究方法上，要跳出现代兽医学体内、外试验规范，结
合中兽医“清热解毒”或是“补中益气”、“提升机体

免疫力”等理论和思路，深入开展“抗菌”、“抗病

毒”机理研究，在传统中兽医理论指导下选择药物，
为动物疫病防控提供更多选择。
４．３　 准确把握中药有效成分，确保提取物疗效 　
对于中药有效成分“有成分而又不唯单一成分论”
的观点是非常科学的。 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很多

中药的有效成分难以确定，有效成分的提取，特别

是有效单体的提取难度很大。 继青蒿素获得的成

功之后，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提取有效成分的研究，
这是中药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但青蒿素成功的经

验难以复制。 中兽药新制剂研发的主要途径仍应

是基于传统用药理论，用水浸煮或乙醇提取一定纯

度的提取物，甚至是“粗提物”，或将提取的成分或

提取物进行复配进而制备制剂。
４．４　 深入研究中西复方制剂，遏制非法添加 　 中

西复方制剂在发挥中西药物协同作用、减少药物用

量、降低毒性，以及实现标本兼治等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值得深入研究［１４］。 由于多种原因，大量“中
西复方制剂”地方标准品种在几年前的兽药“地标

升国标”工作中没有被上升为国家标准，现存“中西

复方制剂”品种十分有限，很多未经充分研究的中

西复方制剂沦为处方外非法添加。
我们坚决反对处方外非法添加，一方面要依靠

农业部颁布的“兽药中非法添加物检查方法”进行

阻击；另一方面，疏堵结合，要正确对待中西复方制

剂，鼓励深入开展中西复方制剂研究，确立合法身

份，减少和遏制非法添加。
４．５　 加强中药饲料添加剂研究，发挥重要“替抗”
作用　 充分发挥以“散剂”为代表的中药饲料添加

剂在提高畜禽生产性能、改善畜禽产品品质、增强

机体免疫机能、缓解畜禽应激、防治畜禽疾病的不

同作用。 开展中药饲料添加剂临床研究，加强其体

内抗菌效果研究；结合农业部“饲料目录”中“植物

性饲料”的饲喂应用，积累安全饲喂数据，制定短期

治疗用和长期添加用品种目录。
拓宽思路，大力发展药食同源的植物性饲料预

混料，推动兽药与饲料品种结构调整，形成中兽药

散剂类饲料添加剂与植物性饲料预混料有机补充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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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７］。
４．６　 加强中兽药标准研究，助力走向国际 　 由于

中兽药理论独特、成分复杂、炮制规范不统一，加上

处方种类繁多、制剂工艺多样，中药质量难于量化

控制。 在兽医中药的标准化问题上，既要继承和利

用传统手段，又要运用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学方

法。 要重视独特的“道地药材”传统理论，建立“货
真而质优”的药材质量评价指标，广泛运用显微鉴

别、薄层鉴别技术，充分运用药效相关、整体可控的

生物评价技术［１５］，建立符合中兽药特点的质量标

准控制模式及评价体系［１６］，进一步提升中兽药标

准化水平，破解走出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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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 Ｓ１９ 疫苗应用及研究进展

叶俊贤１，２，冯 宇１，陈瑞爱２∗，丁家波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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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布鲁氏菌病（布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一种重要的人兽共患病，该病对畜牧业和人类

健康均构成严重威胁，使用疫苗免疫是防控布病的重要措施之一。 光滑型牛种布鲁氏菌 １９（Ｓ１９）活
疫苗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广泛应用且效果良好的布病疫苗，至今为止仍是使用最广泛的疫苗之一。
本文主要从应用情况及目前研究进展两大方面对 Ｓ１９ 疫苗进行概述，以期为日后使用该疫苗预防

布鲁氏菌病提供借鉴及为疫苗研究提供思路。
［关键词］ 　 布鲁氏菌；布鲁氏菌病；Ｓ１９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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