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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调查和统计数据，对我国兽用抗菌药物生产、使用情况进行了汇总统计和分析，发

现我国畜禽养殖中存在规模化程度低、环境设施差、缺乏技术指导和宣传培训等问题，并提出了改

变经营模式、提升现代化养殖水平、加强兽用抗菌药物从生产到使用的全程监管、建立和完善兽医

服务体系、加大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力度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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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动物养殖业中，抗菌药物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１］，而由此引发的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残

留和动物源细菌耐药性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

注。 为此，２０１８ 年 ３－１１ 月，笔者开展了我国兽用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调研工作，调研组赴吉林、浙江、

山西、河北、安徽、广西、河南、四川、贵州、甘肃、内

蒙古、新疆、福建、江西、山东、辽宁和湖北等 １７ 省

（区）３０ 余家养殖企业（户）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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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先后召开了 ３０ 余次座谈会，座谈会参加人员

包括兽药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行业协会、养殖场

负责人或技术主管等相关人员。 发放调查问卷 ２１０

份，收回 ２０５ 份。 通过此次调研，调研组对我国兽

用抗菌药物使用总体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现整理分析如下。

１　 我国兽用抗菌药物的总体生产与使用情况

１．１　 兽用抗菌药物原料药、制剂的生产销售情况

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兽药实际使用量为 ４．８９ 万

吨（图 １），为 ２０１０ 年 ２．２１ 万吨的 ２ 倍多；而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８ 年我国生猪出栏量在 ８ 年中的最大波动为

１０．２％；家禽出栏量在 ８ 年中的最大波动为 １２．８％，

生猪及家禽生产总量趋于平衡（图 ２）。 由此可见，

单位畜产品使用兽药量大幅增加。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７

年我国兽用抗菌药物原料药销售量排在前 ４ 位的

分别为氟苯尼考、硫酸粘菌素、多西环素和恩诺沙

星（图 ３）。

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兽用抗菌药物实际使用量

Ｆｉｇ １　 Ａｃｔｕａｌ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 ｉ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图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生猪和家禽出栏量

Ｆｉｇ ２　 Ｐｉｇ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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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销量排在前四位的兽用抗菌药原料药销量

Ｆｉｇ ３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ｄｒｕ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ｒａｎｋ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ｐ ｆｏｕｒ ｉ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１．２　 养殖场（户）用于兽用抗菌药的费用　 调查问

卷显示，生猪养殖中的兽药费用为 ２． ６６ ～ １０４． ３５

元 ／头，中位值为 ２３．６１ 元 ／头，其中抗菌药物费用为

０．１５～３４ 元 ／头，中位值为 ６．３５ 元 ／头。 肉鸡养殖中

的兽药费用为 ０．０６ ～ ２．５ 元 ／只，中位值为 ０．５ 元 ／

只，其中抗菌药物费用为 ０．０１２ ～ ０．５８ 元 ／只，中位

值 ０．１１ 元 ／只。 蛋鸡养殖中的兽药费用为 ０．０９４ ～

１２ 元 ／只，中位值为 １．０９ 元 ／只，其中抗菌药物费用

为 ０～１．３９ 元 ／只，中位值为 ０．０９１ 元 ／只。

从调查问卷可以看出，各养殖企业用药量存在

明显差异。 批准用于蛋鸡的兽用抗菌药物较少，且

批准用于蛋鸡的也多为产蛋期禁用，因此蛋鸡用药

值得关注。

２　 养殖主体对科学使用兽药的认知情况

２．１　 对兽药基本常识的认知情况　 调查问卷数据

显示，养殖场（户）经营者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兽

药使用知识总体认知程度不高。 ２３．９％的受访者不

能准确说出本场常用药的休药期，５２．２％的受访者

不能准确识别给定药物中哪些药物是禁用药，

５９．０％的受访者不知道最大残留限量（ＭＲＬ）的概

念。 小规模养殖场的经营者多为农村留守人员，文

化程度普遍不高，对法律法规和用药知识的认知程

度低，有些地区同村中几十户均以养殖为生，其知

识主要来源于个人饲养经验，以及与经营店和同行

邻里间的交流。 尤其是新入行的养殖户，别人说哪

种药好用就买哪种药，科学用药能力较差［２］。

２．２　 兽药采购方式和来源 　 调查问卷显示，养殖

场（户）购买兽药的途径与经营模式直接相关。 目

前肉鸡经营模式多为专业养殖公司或公司＋农户形

式，兽药购买途径以养殖公司统一分发和直接从公

司指定的兽药企业或经销商购买为主，也有养殖户

偶尔从兽药店购买少量兽药作为补充。 而个体养

殖户购买兽药的途径较多，且多为同时从多个途径

购买，其中以兽药经营店和经销商为主。 本次调查

问卷显示网购兽药的比例不高，但座谈了解到很多

养殖户有过网上购买兽药的经历。

２．３　 兽药使用记录情况　 一是兽药采购、使用、储

存及处理制度不健全。 小规模养殖场大多是家庭

经营模式，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成员饲养几十头猪

或几千只鸡，全部工作均由家庭成员完成，缺少没

有相关制度。 二是用药记录制度不健全。 调查问

卷显示，５０． ２％养殖场 （户） 有详细的用药记录，

４３．４％的养殖场（户）有简单的用药记录，６．４％的养

殖场（户）没有用药记录。 规模化养殖场一般都有

·２８·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５３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用药记录，但记录填写不规范，例如记录了用药时

间，但没有记录休药期；有些抗菌药物只记录了商

品名，没有记录通用名，因此无法判断到底使用了

哪些抗菌药物。 还有一些养殖场的用药记录不完

整，兽药购买、使用和处置记录无法对应。 三是处

方药制度未能得到有效实施。 处方药制度得到有

效实施的前提是要有具有执业兽医资格的兽医，而

现阶段基层执业兽医数量少、比例低［３］，使得处方

药制度不能落到实处。

２．４　 兽药使用的技术指导情况　 本次调研数据显

示，２０５ 家养殖场中 １３０ 家养殖场配有专职兽医，占

６３．４％，个别大型养殖场的专职兽医不只一名，且学

历高，技术能力较强。 在所统计的 ３００ 名专职兽医

中，高中学历占 １８．３％，大专学历占 ４２．７％，本科学

历占 ３２．７％，硕士学历占 ６．３％。 其中获得执业兽医

资格的有 １０２ 人，占 ４９．８％，获得助理执业兽医资

格的有 ３８ 人，占 １８．５％，主要集中在大型养殖场。

３　 兽用抗菌药物使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１　 规模化程度低是兽药规范使用的短板　 在所

调查的 ５９ 家生猪养殖场中，出栏 １００ 头以上的占

６３．０％；４１ 家肉鸡养殖场中，出栏 ５０００ 只以上的占

４９．６％；５３ 家蛋鸡养殖场中，存栏 １０００ 只以上的占

４０．７％。 规模化程度低的养殖场饲养人员整体素质

不高，养殖场基础实施薄弱，生物安全意识较差，动

物疫病防控措施不到位，动物发病率较高，从而导

致将大量抗菌药物添加到饲料或饮水长期预防性

用药。

３．２　 环境设施差，极易引发各种疾病 　 一是生物

安全意识薄弱。 人员自由出入，养殖场入口没有设

置符合要求的人员车辆消毒设施。 人流、物流通道

混用，洁净物品和废弃物通道混用。 二是动物疫病

防控措施不到位。 无防鼠、防蚊蝇措施，全靠消毒

剂和兽药抵抗蚊蝇。 部分猪场、鸡场虽然采用封闭

饲养，但畜舍内通风换气设施差，极易引发疾病。

同时，未按照相关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发病率显

著上升。 三是粪污处理设施和手段落后，动物尸体

处理设施不完备。 有的养殖场虽然有污水处理设

施和沼气池，但容积小，处理能力不足，与粪污生产

量不匹配。 许多小型养殖场没有采取最基本的干

湿分离措施，排洪沟与排污沟不分，增加了废水排

放量。 个别养殖场对发病动物尸体不采取任何生

物安全处理措施，随意堆放，造成细菌和病毒的

传播。

３．３　 饲料中添加药物的问题　 一是商品饲料标签

中药物饲料添加剂成分与实际检测结果不一致。

部分省级兽药饲料监察机构开展了饲料中添加兽

药的风险监测，监测发现，部分商品饲料中添加了

药物饲料添加剂，但在标签中没有标识。 同时，有

些标签上标识添加了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中并

未检出相关药物成分。 有些商品饲料标签上标识

添加了药物饲料添加剂，也可以检出相关药物成

分，但含量不符合要求，有的检出含量未达到标识

量，而有的检出含量为标识量的 ２ 倍甚至更高。 二

是商品饲料中超适用动物范围添加药物饲料添加

剂。 《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中明确规定了各

种药物适用的动物种类，但部分养殖场随意将药物

饲料添加剂用于适用范围之外的动物品种。 三是

养殖场直接向饲料中添加兽用原料药。 个别养殖

场贪图方便和价格低廉，直接向饲料中添加兽用原

料药。 原料药与制剂对动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均

有很大差异，并且没有针对原料药制定休药期，给

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带来较大隐患。

３．４　 缺乏技术指导和宣传培训　 一是执业兽医缺

乏。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全国共有 ７．３ 万人取得执业兽医

师资格，乡级行政区划单位 ３９８８８ 个，平均每个乡

不到两名兽医。 但实际情况是已取得执业兽医师

资格的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他

们虽然基础知识扎实，但缺乏实践经验。 此外，由

于工作条件和待遇等原因，这些毕业生更多地进入

了宠物医疗服务队伍或其他相关行业，真正在基层

开展兽医服务工作的人员很少，而目前奋战在基层

的兽医服务人员仍以乡村兽医为主，而在很多偏远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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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就连乡村兽医都十分匮乏。 二是乡村兽医能

力水平需要提升。 乡村兽医是指尚未取得执业兽

医资格，经登记在乡村从事动物诊疗服务活动的人

员，分布在广大农村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 乡村

兽医人员来源复杂，既有原乡镇兽医站的改制人

员，也有部分饲料厂、种畜场的技术服务人员，同

时，老兽医的学徒、部分农校毕业的学生、部分有经

验的养殖户也进入该行业。 目前政府开展的技术

培训基本针对防疫员，乡村兽医由于缺乏进修和技

术更新，知识严重老化，甚至出现兽医不会看新病

的问题。 三是宣传培训不到位。 问卷调查显示，

５７．０％的养殖场（户）曾参加过各级政府组织的培

训，４３．０％的养殖场（户）从未接受过政府组织的任

何培训。 很多养殖场（户）从兽药生产企业和电视

上获得兽药使用知识。 目前，各级政府对乡村兽医

和养殖场（户）经营者的用药知识培训投入不足，目

前尚无专项资金支持。 在科学合理使用兽药方面

的技术培训教材和师资配备等也没有计划安排。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针对抗菌药物使用与管理出台

了很多新的管理制度和规定，但宣贯培训尚未到

位，这些制度和规定真正传导到基层养殖场（户）还

有一段距离。

４　 兽用抗菌药物使用的对策建议

４．１　 改变经营模式，提升现代化养殖水平 　 从调

查问卷结果可以看出，购买兽药的途径、获得兽药

使用知识的途径、购买兽药的费用、执业兽医作用

的发挥、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控制程度都与生产经营

模式直接相关。 规模化养殖企业人员队伍相对全

面和专业，涵盖兽药检测、疫病诊断、用药指导、产

品检测等多个方面，可以从源头上控制兽药来源，

确保兽药质量。 根据诊断结果提出最为适当的给

药方案，最大限度做到科学合理用药。 同时督促养

殖场（户）认真落实休药期，有效保障食品的安全

性。 规模化和现代化养殖模式在养殖环境、生物安

全防护、养殖密度等方面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动

物发病，进而减少用药。 因此，提高规模化、现代化

养殖水平是解决兽药使用问题的根本出路。

４．２　 加强兽用抗菌药物的全程监管　 积极推行畜

禽产品、饲料和兽药三位一体，饲料生产企业、兽药

生产企业、兽药经营企业、养殖集团、养殖场（户）全

链条联合监管模式。 一是对兽药生产企业严格按

照 ＧＭＰ 管理，严厉打击在非 ＧＭＰ 车间生产、黑窝

点代加工的行为，同时严防此类假劣兽药通过网络

平台流向市场［４］。 二是对饲料生产企业加强药物

饲料添加剂使用的管理，严厉打击超剂量、超范围

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的行为。 三是对兽药经营企

业严格按照 ＧＳＰ 管理，严厉打击经营来路不明的产

品。 四是加强兽用抗菌药物使用环节的监管，建立

和完善兽药使用记录制度，通过抗菌药物使用减量

化行动试点工作探索有效的监管方式。 充分利用

现有的兽药追溯体系，在兽药生产企业、兽药经营

企业全面实行后，尽快向兽药使用环节推行，确保

兽用抗菌药物从出厂到用于动物可全程追溯。

４．３　 建立和完善兽医服务体系 　 要转变观念，破

除政府部门包打天下的观念，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

律的动物防疫技术服务体系。 加快建立政府、行业

协会、养殖龙头企业、兽药生产经营企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协同推进的动物防疫

技术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科学使用兽药水平。 政府

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制定标准、规则以及相关产业政

策；行业协会重在行业自律和产业发展；养殖龙头

企业重在示范引领；兽药生产企业在保证产品质量

的基础上，也承担着指导兽药科学使用和收集不良

反应信息的职责；兽药经营企业也须从“坐商”向上

门提供技术服务转变。 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要不

断更新知识，提高能力水平，鼓励建立以执业兽医、

乡村兽医为主体的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面向签约

养殖场（户）提供一条龙式或菜单式兽医服务，从根

本上解决科学合理使用兽药的问题。

４．４　 加大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力度　 一是要加大

对兽药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公开和宣传力度，

如：禁用兽药清单、休药期规定等，要在相关网站予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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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开和实时更新。 二是建立执业兽医和乡村兽

医继续教育等知识更新培训机制，不断提高兽医服

务养殖业的能力，进而提高科学用药水平。 三是实

施养殖场（户）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培训计划。 政

府部门要制定符合当地养殖需求的培训计划，通过

购买服务或委托的形式对养殖场（户）开展层次分

明、重点突出、切合需求、多措并举的宣传培训。 四

是充分发挥各级技术推广机构、行业协会、社会化

服务组织、兽药生产经营企业的作用，针对当地养

殖企业开展技术推广、培训和指导，全面提升科学

用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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