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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欧盟考虑到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和抗生素耐药基因可能从动物到人微生物的转移，决
定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禁止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甚至还建议禁止在动物饲料中全面使用所有

的抗菌剂。 收集和整理欧盟饲料药物添加剂的禁用清单和法规，介绍欧盟禁用饲料药物添加剂的

历史及其对动物健康的影响，以期为中国饲料药物添加剂的使用和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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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自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开始允许在动物饲

料中使用抗生素。 但随后的研究发现，抗生素作为

饲料添加剂的广泛使用可促使病原菌对治疗用药

物产生耐药性，如果这些耐药微生物转移到人，可
能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的危险。 为此，１９９７ 年世界

卫生组织（ＷＨＯ） ［１］ 和 １９９８ 年欧洲联盟经济社会

委员会（ＥＳＣＥＵ） ［２］指出，在食品动物中使用抗菌剂

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理事会指令 ７０ ／ ５２４ 是欧盟

最早的关于饲料添加剂的法规，发表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强调了监管的基本原则：只有那些在本指

令中指定的添加剂才可以添加到饲料中，并且仅受

本指令所列要求的限制。 ２００３ 年欧洲议会和欧盟

理事会条例（ＥＣ）Ｎｏ １８３１ ／ ２００３ 替代 ７０ ／ ５２４，对欧

盟动物营养使用饲料添加剂要求做了详细的说明。
饲料药物添加剂是一种添加了抗生素的特殊的添

加剂，其使用条件由欧盟指令 ９０ ／ １６７ ／ ＥＥＣ 指定。
另外，指令 ２００１ ／ ８２ ／ ＥＣ 规定，任何可用于食品生

产动物的兽药必须建立最大残留限量（ＭＲＬｓ），要
考虑药物在处理过的动物食品中残留对公众健康

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基于以上法规，从饲料药物

添加剂的安全性、最大残留限量、耐药性等方面考

虑，欧盟陆续从动物饲料中允许的添加剂注册表中

删除了一些兽药。 本文将就欧盟饲料药物添加剂

禁用清单和法规进行介绍，并对禁用历史及其对动

物健康的影响进行概述。
１　 欧盟饲料和饮水中禁用兽药清单和法规

从表 １ 可以看出，欧盟对兽药的管理非常严

格，在饲料中禁止使用的兽药往往以类别来区分，
如激素类、β－兴奋剂类、硝基呋喃类、硝基咪唑类。
另外抗菌促生长剂（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
ＡＧＰｓ）全面禁止在饲料中添加使用，无论是抗菌药

还是抗球虫药，只要是促生长用途的一律禁用。 早

期禁用的兽药主要是无最大残留限量的激素类、硝
基呋喃类等，后期禁用的药物主要是基于药物对人

的安全性和细菌产生耐药性来确定的，只要是在饲

料中添加促生长类抗菌药可能增加动物源性细菌

耐药性并给人类健康带来风险，全部禁止使用，如
阿伏霉素、杆菌肽锌等。

２　 欧盟饲料药物添加剂禁用的历史

自 １９４０ 年青霉素问世以来，抗生素成为人和

动物健康的重要保障。 由于抗生素残渣或抗生素

有促进动物快速生长的作用，所以抗生素作为饲料

添加剂被广泛接受和应用。 从 １９５０ 年起就曾有数

十种抗菌促生长剂（ＡＧＰｓ）在欧盟投入使用，如四

环素、青霉素、螺旋霉素、维吉尼亚霉素、杆菌肽锌、
泰乐菌素、黄霉素和阿伏霉素等以及化学合成的喹

乙醇和卡巴氧。 伴随着抗生素类促生长剂的广泛

使用，由此带来的问题或争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主要是药物残留和耐药性问题。 为此，１９７６
年欧盟禁止在饲料中使用四环素类和青霉素类，
１９７９ 年禁止竹桃霉素在饲料中添加（Ｃａｓｔａｎｏｎ） ［３］。
１９８６ 年，瑞典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在没有充分证

据的情况下， 规定畜禽饲 料 中 全 面 禁 用 饲 用

ＡＧＰ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准使用 ＡＧＰｓ 的国家

（Ｗｉｅｒｕｐ） ［４］。 １９９５ 年丹麦和挪威，１９９６ 年德国、
１９９７ 年欧盟其他成员国禁止阿伏霉素。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丹麦和芬兰分别禁止使用维吉尼亚霉素和螺旋

霉素饲料添加剂。 随后，丹麦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在畜

禽饲料中全面禁用 ＡＧＰｓ，抗生素只限于按处方用

于治疗动物疾病。 考虑到泰乐菌素可以共选择出

大环内酯类耐药基因 ｅｒｍＢ 与 ｖａｎＡ，导致糖肽类耐

药肠球菌的持续存在，因此，在饲料中禁用泰乐菌

素和红霉素（２８２１ ／ ９８ ／ ＥＣ，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１９９８ 年专家委员会的报告支持，“按哥本哈根

的建议，欧盟从 １９９９ 年起开始采取行动，已经有一

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同意在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

逐步（但最终完全）限制所有 ＡＧＰｓ 的使用。 在这

方面，第一个欧盟立法禁止使用 ＡＧＰｓ 于 ２００３ 年引

入（法规 １８３１ ／ ２００３ ／ ＥＣ），并且 ２００６ 年完成了禁止

最后四种 ＡＧＰｓ（莫能菌素，盐霉素，阿维拉霉素和

黄霉素）使用的立法。”科学执行委员会（ ＳＳＣ）在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的意见中指出，应重视作生长促

进剂的抗菌剂的使用，对被列入或可能被列入用作

人药或兽药的类别 （即：对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可

能产生选择性的交叉耐药性的危害），这类抗菌剂

的使用应尽快逐步停止，并且最终彻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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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欧盟禁用兽药和饲料药物添加剂清单和法规

Ｔａｂ １　 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ｆｅ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编号 禁用化合物名称 禁用年份 禁用动物与用途 禁用理由 禁用法规或参考文献

１ 氯霉素 （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及其
盐、酯（包括琥珀氯霉素）及制剂

１９９０ 所有食品动物，
所有用途

防止动物用药对人健康产
生危害如引起再生障碍性
贫血
无最大残留限量

２３７７ ／ ９０ ／ ＥＣ

２

硝基呋喃类（Ｎｉｔｒｏｆｕｒａｎｓ）：呋喃
唑酮（ Ｆｕｒａｎｚｏｌｉｄｏｎｅ）、呋喃它酮
（Ｆｕｒａｌｔａｄｏｎｅ ）、 呋 喃 苯 烯 酸 钠
（Ｎｉｆｕｒｓｔｙｒｅｎａｔｅ ｓｏｄｉｕｍ）及制剂

１９９０ 所有食品动物，
所有用途

无最大残留限量 ２３７７ ／ ９０ ／ ＥＣ

３

硝基咪唑类（Ｎｉｔｒｏ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ｓ）：甲
硝唑（Ｍｅｔ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地美硝唑
（ Ｄｉｍｅｔｒｉｄａｚｏｌｅ ）、 罗 硝 唑
（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及其盐、酯及制剂

１９９０ 所有食品动物
具有致畸、致突变和致癌作
用；
无最大残留限量

２３７７ ／ ９０ ／ ＥＣ

４ 氨苯砜（Ｄａｐｓｏｎｅ）及制剂 １９９０ 所有食品动物，
所有用途

无最大残留限量 ２３７７ ／ ９０ ／ ＥＣ

５ 马兜铃（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ｓｐｐ．） 属药
物及其制剂，如关木通、广防已

１９９０ 所有动物，
治疗

无最大残留限量 ２３７７ ／ ９０ ／ ＥＣ

６ 氯仿（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 １９９０ 所有食品动物，
消毒

无最大残留限量 ２３７７ ／ ９０ ／ ＥＣ

７ 氯丙嗪（Ｃｈｌｏｒｐｒｏｍａｚｉｎｅ） １９９０ 所有食品动物，
促生长

无最大残留限量 ２３７７ ／ ９０ ／ ＥＣ

８ 秋水仙碱（Ｃｏｌｃｈｉｃｉｎｅ） １９９０ 所有食品动物，
治疗

无最大残留限量 ２３７７ ／ ９０ ／ ＥＣ

９

β－兴奋剂类（β－Ａｇｏｎｉｓｔｓ）：克仑
特罗 （ Ｃｌｅｎｂｕｔｅｒｏｌ ）、 沙 丁 胺 醇
（Ｓａｌｂｕｔａｍｏｌ）、西马特罗（Ｃｉｍａｔ⁃
ｅｒｏｌ）及其盐、酯、制剂

１９９６ 所有食品动物，
所有用途

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并影
响动物源食品质量

９６ ／ ２２ ／ ＥＣ 附录ⅡＢ 组

１０
激素 样 类： 玉 米 赤 霉 醇 （ Ｚｅｒ⁃
ａｎｏｌ）、群勃龙 （ Ｔｒｅｎｂｏｌｏｎｅ）、醋
酸甲孕酮（Ｍｅｎｇｅｓｔｒｏｌ）及制剂

１９９６ 所有食品动物，
促生长

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并影
响动物源食品质量

９６ ／ ２２ ／ ＥＣ 附录Ⅲ

１１

二苯乙烯类（ Ｓｔｉｌｂｅｎｅｓ）：己烯雌
酚（Ｄｉｅｔｈｙｌｓｔｉｌｂｅｓｔｒｏｌ）、睾酮（Ｔｅｓ⁃
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 雌 二 醇 （ Ｏ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
１７β）及其盐、酯及制剂

１９９６ 所有食品动物，
促生长

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并影
响动物源食品质量

９６ ／ ２２ ／ ＥＣ 附录ⅡＡ 组

１２
抗甲状腺类（ Ｔｈｙ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ｓ）：甲硫
咪 唑 （ Ｔｈｉａｍａｚｏｌ ）、 普 萘 洛 尔
（Ｐｒｏｐｒａｎｏｌｏｌ）

１９９６ 所有食品动物
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并影
响动物源食品质量

９６ ／ ２２ ／ ＥＣ 附录ⅡＡ 组

１３ 阿伏霉素（Ａｖｏｐａｒｃｉｎ） １９９７ 所有食品动物
人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归
咎于阿伏霉素做促生长剂，
ｖａｎＡ 基因介导耐药性

６ ／ ９７ ／ ＥＣ
（从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１ 日起）

１４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ｓ
（四环素类） １９７６ 猪禽，促生长 选择耐药性

Ｃａｓｔａｎｏｎ， ２００７［３］

（从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

１５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ｓ
（青霉素类） １９７６ 猪禽，促生长 选择耐药性

Ｃａｓｔａｎｏｎ， ２００７ ［３］

（从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

１６ Ｏｌｅａｎｄｏｍｙｃｉｎ
（竹桃霉素） １９７９ 猪禽，促生长 选择耐药性

Ｃａｓｔａｎｏｎ， ２００７［３］

（从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

１７ 卡巴氧
（Ｃａｒｂａｄｏｘ） １９９９ 猪禽，促生长

卡巴氧对啮齿动物具有基
因毒性和致癌作用，对人、
操作者和动物本身存在严
重潜在危害的可能

２７８８ ／ ９８ ／ ＥＣ
（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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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禁用化合物名称 禁用年份 禁用动物与用途 禁用理由 禁用法规或参考文献

１８ 喹乙醇
（Ｏｌａｑｕｉｎｄｏｘ） １９９９ 猪禽，促生长

喹乙醇对啮齿动物具有基
因毒性和致瘤作用，对人、
操作者和动物本身存在严
重潜在危害的可能

２７８８ ／ ９８ ／ ＥＣ
（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１９ 杆菌肽锌
（Ｂａｃｉｔｒａｃｉｎ ｚｉｎｃ） １９９９ 禁止饲料添加促

生长，治疗可用
选择耐药性

２８２１ ／ ９８ ／ ＥＣ
（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２０ 螺旋霉素
（Ｓｐｉｒａｍｙｃｉｎ） １９９９ 禁止饲料添加促

生长，治疗可用
选择耐药性

２８２１ ／ ９８ ／ ＥＣ
（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２１ 维吉尼亚霉素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ｍｙｃｉｎ） １９９９ 禁止饲料添加促

生长，治疗可用
选择耐药性

２８２１ ／ ９８ ／ ＥＣ
（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２２ 泰乐菌素
（Ｔｙｌｏｓｉｎ） １９９９ 禁止饲料添加促

生长，治疗可用

选择耐药性；泰乐菌素可以
共选择出大环内酯类耐药
基因 ｅｒｍＢ 与 ｖａｎＡ，导致糖
肽类耐药肠球菌的持续存在

２８２１ ／ ９８ ／ ＥＣ
（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２３ 氯羟吡啶
（Ｍｅｔｉｃｌｏｐｉｄｏｌ） ２００２ 禽，抗球虫病

不符合 ７０ ／ ５２４ ／ ＥＣ 的要求
没有 毒 理 学 和 残 留 试 验
数据

２２０５ ／ ２００１ ／ ＥＣ
（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起）

２４ 苄氧喹甲酯
（Ｍｅｈｔｙｌｂｅｎｚｏｑｕａｔｅ） ２００２ 禽，抗球虫病

不符合 ７０ ／ ５２４ ／ ＥＣ 的要求
没有 毒 理 学 和 残 留 试 验
数据

２２０５ ／ ２００１ ／ ＥＣ
（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起）

２５ 氨丙啉
（Ａｍｐｒｏｌｉｕｍ） ２００２ 禽，抗球虫病

不符合 ７０ ／ ５２４ ／ ＥＣ 的要求
没有 毒 理 学 和 残 留 试 验
数据

２２０５ ／ ２００１ ／ ＥＣ
（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起）

２６ 乙氧酰胺苯甲酯
（Ｅｔｈｏｐａｂａｔｅ） ２００２ 禽，抗球虫病

不符合 ７０ ／ ５２４ ／ ＥＣ 的要求
没有 毒 理 学 和 残 留 试 验
数据

２２０５ ／ ２００１ ／ ＥＣ
（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起）

２７ 地美硝唑
（Ｄｉｍｅｔｒｉｄａｚｏｌｅ） ２００２ 禽，抗球虫病

不符合 ７０ ／ ５２４ ／ ＥＣ 的要求
没有 毒 理 学 和 残 留 试 验
数据

２３７７ ／ ９０ ／ ＥＣ；
２２０５ ／ ２００１ ／ ＥＣ

（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起）

２８ 尼卡巴嗪
（Ｎｉｃａｒｂａｚｉｎ） ２００２ 禽，抗球虫病

不符合 ７０ ／ ５２４ ／ ＥＣ 的要求
没有 毒 理 学 和 残 留 试 验
数据

２２０５ ／ ２００１ ／ ＥＣ
（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起）

２９ 二氟沙星
（Ｄｉ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２００４ 口服溶液，用于治疗鸡

和火鸡敏感菌感染
因商业原因自愿撤销

２００４ ／ ０３ ／ ０２ 禁用
ＥＭＥＡ ／ ＣＶＭＰ ／ ０２１ ／ ０４

３０ 阿维拉霉素
（Ａｖｉｌａｍｙｃｉｎ） ２００６ 禁止饲料添加促

生长，治疗可用
选择耐药性 １８３１ ／ ２００３ ／ ＥＣ

３１ 黄霉素
（Ｆｌａｖｏｍｙｃｉｎ） ２００６ 禁止饲料添加促生长 选择耐药性 １８３１ ／ ２００３ ／ ＥＣ

３２ 莫能菌素
（Ｍｏｎｅｎｓｉｎ） ２００６ 禁止饲料添加促生长 选择耐药性 １８３１ ／ ２００３ ／ ＥＣ

３３ 盐霉素
（Ｓａｌｉｎｏｍｙｃｉｎ） ２００６ 禁止饲料添加促生长 选择耐药性 １８３１ ／ ２００３ ／ ＥＣ

科学执行委员会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和 １１ 日发表

的对抗菌剂耐药性的第二个意见指出，需要有足够

的时间使替代产品取代这类抗菌剂：“逐步停用的

程序必须合理规划和协调，因为急躁的做法有可能

导致对动物健康产生影响。”这样一来，有必要确定

一个日期，在此日期之后现仍然准许作为生长促进

剂使用的抗生素将被禁用，同时允许有足够的时间

以开发替代这些抗生素的产品。 还必须制定条款，
以禁止再批准其他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
在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被逐步停用的框架内，为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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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对动物健康保护达到高水平，要求欧洲食品安

全管理局在 ２００５ 年以前负责审查关于替代物质以

及管理、饲养和卫生等替代方法的研究开发进展

情况。

（ＥＣ）１８３１ ／ ２００３ 号法规提到，“除抗球虫剂或

组织滴虫抑制剂以外，抗生素不得批准为饲料添加

剂。” 在其“第 １１ 款 逐步停用”中明确规定，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除了抗球虫剂和组织滴虫抑制剂，

抗生素仍可以销售并作为添加剂；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作为饲料添加剂的抗生素将从注册表中删除。

也即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欧盟禁止黄霉素、阿维拉

霉素、盐霉素和莫能菌素这最后四种抗生素作为促

生长饲料添加剂使用，从法律上全面禁止促生长类

抗生素在饲料中的使用。 为了响应禁抗行动，欧洲

某些畜牧发达国家（如荷兰），已经开始了更严格的

现场处方用药的减量措施，比如荷兰行业协会规定

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开始，不再允许饲料企业为养殖

场定制加药饲料，对注册兽医师的年用药量进行记

录、统计和评分，通过立法等强制手段，逐步减少抗

生素总体用量。

３　 欧盟禁用饲料药物添加剂的影响

３．１　 积极影响　 （ＥＣ）１８３１ ／ ２００３ 号法规对欧洲畜

牧生产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逐步淘汰 ＡＧＰｓ

导致抗生素消耗大幅减少，细菌耐药水平下降。 欧

洲饲料中禁止添加抗菌促生长剂后，抗生素用量在

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分别减少了 ６５％，４７％，

４０％和 ２７％，动物细菌抗生素耐药性的流行率也明

显低于欧盟其他国家 ［５］。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 年间，丹麦每

公斤猪抗菌药物消耗量下降了 ５０％以上，猪长期生

产力也提高了 ［６］。 一项针对丹麦、挪威和瑞典的

研究显示，除了丹麦的仔猪，该禁令并没有导致每

只动物更多地使用治疗性抗菌剂 ［７］，禁用 ＡＧＰｓ ５，

６ 个月后从瑞士猪粪便中分离的肠球菌对大环内酯

类、林可酰胺类和四环素的耐药性明显降低 ［８］。

尽管欧洲 ＡＧＰｓ 禁止使用后动物细菌感染性疾病

增加，相应地用于食品动物的治疗性抗生素的使用

显著增加，但动物中总的抗生素使用量减少［９］。

２００１ 年 Ｗｉｅｒｕｐ 也指出，在瑞典，由于禁令加上着重

于疾病预防和正确使用抗菌剂，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期间

动物抗菌药物总使用量减少了约 ５５％，并且抗菌素

耐药流行率保持较低水平［４］。 从 １９９６ 年到 ２００８

年，丹麦的肉鸡和猪粪便中万古霉素耐药屎肠球菌

在减少使用阿伏霉素后显著减少 ［１０］。 因此，人们

认为，减少使用阿伏霉素不仅可以显著减少携带

ＡＧＰｓ 耐药肠球菌的食品生产动物的数量，而且可

以减少携带对几种人医临床上重要的抗菌药物耐

药基因的宿主数量。 同时丹麦肉鸡屎肠球菌对大

环内酯类抗生素，特别是既用于治疗也用作 ＡＧＰ

的泰乐菌素的耐药性降低，而且对阿维拉霉素的耐

药性也降低 ［１１］。 这导致农场动物对其他 ＡＧＰｓ 的

耐药性总体下降，各国从人类分离的细菌对这些物

质的耐药性总体下降。

禁止生长促进剂的使用结合良好的农场卫生

环境，在饲料中不连续使用抗生素也可以使家禽饲

养获得良好和有竞争力的生产结果 ［１２］。 此外，非

抗菌物质作为与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替代物，包

括酶 ［１３］、益生元和益生菌 ［１４］或酸化饮食 ［１５］得到

了更广泛的开发和应用。

３．２ 　 不利影响 　 在瑞典，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禁止

ＡＧＰｓ 导致仔猪断奶后腹泻明显增加 ［１６］。 Ｃａｓｅｗｅｌｌ

等认为，继 １９８６ 年瑞典禁止所有的促生长抗菌剂

用于食品动物，１９９７ 年欧盟禁止使用阿伏霉素，

１９９９ 年禁止使用杆菌肽、螺旋霉素、泰乐菌素和维

吉尼亚霉素大约 ３ 年后，尽管食品动物感染性疾病

和治疗用抗菌药的量增加了，导致动物总体使用抗

生素的量减少了，但人粪便中的获得性耐药肠球菌

的分离率并没有减少 ［９］。 他们指出，欧洲万古霉

素耐药肠球菌（ＶＲＥ）感染人类的病例增加可能与

万古霉素用于治疗人体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ＭＲＳＡ）的使用增加有关。 他们认为，这些禁

用的 ＡＧＰｓ 具有重要的预防活性，如果撤销这些药

物的使用，会使动物健康变得恶化，如由大肠杆菌

和细胞内劳森菌引起的早期断奶仔猪的腹泻，体重

减轻和死亡率增加，以及由梭菌引起的肉鸡坏死性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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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炎。 一篇出版物［１７］ 也提供证据表明，在没有阿

伏霉素选择性压力存在下，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

（ＶＲＥ）可能仍然存在于动物环境中。 他们在使用

更灵敏的定性分离程序时，发现在停止使用阿伏霉

素后，仍然可以分离出 ＶＲＥ。 ２０１１ 年瑞典兽用抗菌

素耐药性监测报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２０１０ 年，

从瑞典七个屠宰加工场超过 ９９％的肉鸡中收集了

２００ 份盲肠内容物样品，其中 ６８ 份样品分离出具有

可转移头孢噻肟抗性的大肠杆菌，１２ 株为 ＣＴＸ－Ｍ－

１ 基因型，５６ 株为 ＣＭＹ－２ 型。 而 ２００７ 年瑞典的监

测计划显示 ２９６ 株肉鸡来源的头孢噻肟抗性大肠

杆菌中有 ３ 株为 ＣＭＹ－２ 基因型［１８］。 事实上，在瑞

典，头孢菌素类抗菌药并不用于肉鸡，因此，携带

ＣＴＸ－Ｍ－１ 和 ＣＭＹ－２ 基因型大肠杆菌的发生与动

物中使用这类抗菌剂的选择压力无关。 这种耐药

性增加的现象同样发生在空肠弯曲杆菌中。 与过

去几年相比，２０１０ 年自瑞典屠宰场收集的肉鸡盲肠

内容物中分离的空肠弯曲菌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

药性有显著增加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２％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１％）。 但将其解释为通过使用抗菌药物选择耐药

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在瑞典喹诺酮类药物很少用

于肉鸡生产 ［１８］。

尽管如上所述早期确实有很多文献报道了

ＡＧＰｓ 禁用后抗菌药使用量减少 ［５，７，９］，最近也有相

关报道 ［１９］，但禁令后更多的数据表明荷兰所关注

的家畜多重耐药性并没有 下 降 ［２０］。 ２０１１ 年

Ｇｅｅｎｅｎ 等研究发现，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丹麦撤销抗菌促

生长剂用于牛、肉鸡和育肥猪，以及 １９９９ 年禁止在

断奶仔猪中使用后，在这些动物中使用某些治疗性

抗菌药，特别是猪四环素的使用量在随后的 ２ 年中

有实质性地增加，相应地，四环素类药物的耐药性

也增加 ［２１］。 在欧洲四环素被认为是超级耐药菌

ＬＡ － ＭＲＳＡ ＳＴ３９８ 在牛群中传播的一个重要因

素［２２］。 禁止使用抗生素生长促进剂对食品动物生

产成本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丹麦，每头猪从出生

到屠宰的生产成本增加了大约 １．０ 欧元，猪生产商

之间差异很大。 而在肉鸡生产中，禁令对动物健康

和福利或生产经济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５］。 事实

上，治疗性抗菌剂的使用量只是在近几年才有所下

降，但是欧盟某些药物如大环内酯类、氨基糖苷类

预混剂在治疗各种动物肠道疾病和猪肺炎时使用

周期长达 ３～４ 周的现状［２３］ 说明，ＡＧＰｓ 禁用对耐药

的影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并不容易阐述清楚。

有学者指出，事实上，抗菌促生长剂的使用选

择出的耐药肠球菌和弯曲杆菌对人类健康的风险

很小，而其使用对人类健康的益处在很大程度上被

忽视，甚至遭到更多的指责 ［２４］。 禁用抗菌促生长

剂还会导致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不健康的动物，

包括具有亚临床感染症状但仍作为食品的动物，其

胴体比健康动物更有可能产生粪便污染。 粪便污

染的增加伴随着细菌污染的增加，这种污染可能通

过食物链转移到人，尽管有足够的卫生和彻底的烹

饪可望解决这一问题，但这种转移方式导致人感染

的现象并不罕见。 目前由于 ＡＧＰｓ 的确切作用机

制尚且未知，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估撤销 ＡＧＰｓ

引起的后果还需论证。

４　 展　 望

总而言之，饲料中是否全面禁用抗生素以及欧

盟饲料中禁用抗菌促生长剂这项禁令与对人类和

动物健康的影响间的争论仍在继续。 尽管辩论双

方各执一词，但动物科学家和兽医们必须面对禁令

带来的挑战，并努力将这些挑战转变成机会。 最

近，中国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公布的药物饲料添

加剂退出计划（征求意见稿）中指出，２０２０ 年起将

退出除中药外的所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品

种，对既有促生长又有防治用途的品种，修订产品

质量标准，删除促生长用途，仅保留防治用途。 这

份征求意见稿跟欧盟的规定相一致，并没有要求在

动物养殖过程中全面禁止抗菌药的使用，也没有禁

止兽药在商品饲料中添加使用，具有科学性和合理

性。 但同时我国的生猪和肉鸡养殖依然是中小规

模占绝大比率，猪（鸡）舍设计的合理性、环境卫生

状况以及管理水平等参差不齐，需要不断完善相配

套的符合中国养殖现状的技术服务体系，确保不出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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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的食品安全问题或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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