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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中药的毒性与药性入手，分析兽医常用中药的毒性与耐药性风险，阐释药食同源品种

的安全性；分析中药提取物及其制剂的毒性，以及单体提取物（化合物）的耐药性风险隐患，提出避

免中药提取物安全风险的基本思路：适度提取、合理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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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药是防控动物疫病的重要农业投入品，事关

养殖安全和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促生长类药

物饲料添加剂，除中药类以外，在我国已停止生产

和应用。 为了避免片面宣传药物的“绿色”、“无残

留”，有效发挥中药在绿色养殖中的积极作用，深入

研究、客观评价兽用中药的毒性和耐药性安全风险

显得尤其重要。
１　 中药的毒性与药性

中药的毒性含义较广，既包括药物的偏性，又

包括毒副作用。 “是药三分毒”，中药毒性的本意是

指药物的偏性，利用药物的偏性纠正和影响动物机

体的阴阳平衡，其本质是药性。 西汉以前是以“毒
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 故《周礼·天官冢宰》
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明
代张景岳《类经》云：“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

者，因气味之偏也。 ……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

称为毒药，故曰毒药攻邪也。”这里所指的毒药，即
是泛指一切药物，毒性就是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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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代，《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已把毒

性看作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 《神农本草

经》谓“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

有毒无毒” ［１］。 《神农本草经》把可以攻病愈疾的

药物称为有毒，可以久服补虚的药物称为无毒，以
药物毒性的大小、有毒无毒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

品，并提出了使用毒药治病的方法：“若有毒药以疗

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 在《黄帝内经》
的七编大论中，亦有大毒、常毒、小毒等论述。 如

“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

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

其九”。 后世本草书籍在其药物性味下标明“有

毒”、“大毒”、“小毒”等记载，有的是指其毒副作用

的大小。 现行版《中国兽药典》在凡例中明确指出，
所收载药材“性味归经”项下的“有毒”、“大毒”、
“小毒”的表述，系沿用了历代本草的记载，作为临

床用药的警示性参考。
有关中药应用于动物的毒性作用，神农本草经

曾有狼毒可以杀飞鸟走兽的记载；魏晋名医别录谓

钩吻可以杀鸟兽，特生誉石及誉石两种矿物对家畜

有毒；梁陶宏景说羊吃羊踯躅的叶便踯躅而死，鸡
吃马陆便醉闷至死。 李时珍认为蓖麻子、番木鳖、
薄荷等对家畜有毒：蓖麻“或言捣膏以筋点于鹅马

六畜舌根下，即不能食，或点肛内，即下血死，其毒

可知矣”；“犬食番木鳖则死”；“世傅薄荷醉猫”。
李时珍还说马陆能毒鸡犬， 说 砒 石 能 杀 人 及

禽兽［２］。
一般来说，现代药物毒性的含义也有两方面，

一是指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比较接近，或某些治疗

量已达到中毒剂量的范围，因此治疗用药时安全系

数小；一是指毒性对机体组织器官损害剧烈，可产

生严重或不可逆的后果。 认识药物的毒性可了解

药物作用的峻缓，可有效地防止药物中毒，并按照

中医学理论，通过炮制、制剂等手段，严格控制配

伍、疗程，最大限度避免毒副作用和不良反应。
２　 兽医常用中药的毒性研究

中药毒性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之一，掌握药

物毒性强弱对于确保临床安全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在应用时要恰当选择药物并确定剂量，防止过量和

蓄积中毒；严格毒药的炮制工艺，以降低毒性，并注

意配伍禁忌。
２． １　 毒性药材

２． １． １　 兽医常用的毒性药材　 兽医常用的“有大

毒”的药材有：川乌、马钱子、天仙子、巴豆、巴豆霜、
红粉、草乌、钩吻、斑蝥等；另有“有毒”药材 ３０ 余

种，如山豆根、甘遂、仙茅、白附子、洋金花、狼毒、商
陆、蟾酥等；有“小毒”药材 ２０ 余种，如川楝子、凤仙

透骨草、水蛭、红大戟、苦杏仁、草乌叶，绵马贯众、
榜嘎、辣蓼等。 见表 １。

表 １　 兽医常用药材毒性记载［３］

Ｔａｂ １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３］

兽用药材 毒性记载

川乌、马钱子、天仙子、巴豆、巴豆霜、红粉、草乌、钩
吻、斑蝥

有大毒

了哥王、土荆皮、大风子、山豆根、千金子、制川乌、天
南星、木鳖子、甘遂、仙茅、白附子、白果、白硇砂、半
夏、朱砂、全蝎、芫花、苍耳子、附子、苦楝皮、金钱白花
蛇、京大戟、制草乌、牵牛子、轻粉、香加皮、胆矾、洋金
花、狼毒、常山、商陆、硫磺、雄黄、蜈蚣、罂粟壳、藜芦、
蟾酥

有毒

土鳖虫、川楝子、小叶莲、凤仙透骨草、水蛭、艾叶、北
豆根、红大戟、两面针、吴茱萸、苦木、苦杏仁、草乌叶、
南鹤虱、鸦胆子、重楼、急性子、蛇床子、猪牙皂、绵马
贯众、蒺藜、榜嘎、辣蓼、鹤虱

有小毒

２． １． ２　 不同动物的中药毒性有差异 　 中药的品

种、质量，以及中药的炮制、配伍、药证对应、剂量、
疗程等因素是中药毒性产生的外因，动物机体的体

质因素是中药毒性产生的内因，外因通过内因发挥

作用［４］。 中药除对动物和人的毒性存在一定差异

外，对不同种属动物来说毒性也是不同的，如巴豆

又称“肥鼠子”；钩吻对牛、羊、猪毒性较小，但对马、
禽类有大毒；酊剂、含乙醇的流浸膏剂适用于畜禽

动物，但用于犬、猫极易出现呕吐等中毒反应。
２． １． ３ 　 现代临床研究的启示　 现代临床上，出现

了大量中药中毒报告，仅单味药引起中毒就达上百

种之多，其中植物药九十多种，动物药及矿物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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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种。 中药产生毒性的主要原因是用量过大或

时间过长，文献记载为小毒、微毒，甚至无毒的中

药，使用不当同样也会产生中毒。 以马兜铃酸引发

的肾毒性为例，马兜铃酸天然存在于马兜铃、关木

通等马兜铃科植物中，相关中药主要用于治疗风

湿、痛风等多种病症，并广泛地应用在减肥和减轻

经期症状上。 长期服用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或中

成药，即使停药，在数年后仍可导致慢性肾功能不

全甚至肾衰竭，肾盂、输尿管、膀胱移行细胞癌的发

生率明显增加。 ２００３ 年，ＷＨＯ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将马兜铃酸列为“一类致癌物”。 我国医药领域已

禁用含马兜铃酸较高的关木通、广防己、青木香等

药材。 兽医临床虽未禁用相关药材，但也要严格掌

握用药的适应症及剂量与疗程，慎用含马兜铃酸的

药材。
２． ２　 避免毒性风险的措施

２． ２． １ 　 炮制去毒　 在长期实践基础上，中药形成

了系统的炮制规范。 通过水制、火制、水火共制或

加辅料炮制，能够有效减轻或消除药物毒性作用。
乌头含有剧毒的乌头碱，遇水或加热容易水解成毒

性较小的乌头原碱，而疗效与乌头碱相似；斑蝥所

含斑蝥素高温时易升华，采用炒制法可减轻对皮肤

粘膜的刺激作用；马钱子所含士的宁通过炒制受热

分解，含量下降，从而降低毒性；巴豆去油制霜，可
降低毒性，缓和泻下作用。 炮制对于保证中药质量

和安全、提高疗效，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２． ２． ２　 避免配伍禁忌 　 “相须、相使、相畏、相恶、
相杀、相反”是中医临床总结的中药配伍经验，其中

的“相反”是需要避免的易产生或增强毒性或副作

用的配伍禁忌，主要体现在“十八反”：甘草反甘遂、
京大戟、海藻、芫花；乌头反贝母、瓜蒌、半夏、白蔹、
白芨；藜芦反人参、沙参、丹参、玄参、苦参、细辛、芍
药。 此外还有影响药性的“十九畏”配伍禁忌：硫黄

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
丁香畏郁金，川乌、草乌畏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

畏石脂，人参畏五灵脂。 虽然历代本草医籍中记载

的十八反中药数量有所不同，也有医案或研究证实

了个别反药 ／畏药配伍的合理性，但十八反十九畏

仍然是中药配伍避免相畏相杀的基本遵循，可以有

效地避免中药配伍的毒性风险。
２． ２． ３ 　 辨证论治，掌握剂量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

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也是防止临床中药

毒副反应的重要措施，有些药物虽有大毒，但辩证

准确，亦可发挥其疗效。 如马钱子治疗风湿痹症，
土鳖虫破血逐淤等均是如此。 若随意滥用药物，也
会对动物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 西方有句古老的

格言“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ｄｏｓｅ ｍａｋｅｓ ａ ｐｏｉｓｏｎ（只有剂量才会产

生毒药）”，如果剂量太大，大多数有效药物都是有

毒的。 为确保安全，要科学掌握用药剂量，有毒中

药一般应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至较大剂量；如
果要长时间使用某一药物，必须持续密切关注，以
防蓄积中毒。
３　 药食同源品种的安全性

药食同源物质或品种在我国发展历史悠久，据
考证，其理论最早出现于《黄帝内经》，后世本草又

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完善，至唐代出现我国现存

最早的食疗专著———《食疗本草》。 从古至今，药食

同源品种不仅应用于人类疾病治疗与保健，在动物

疾病及养殖方面亦有广泛应用。
据《周礼·天官》记载，医分疾（普通病）医、疡

（外科）医、食医（食疗）和兽医。 治兽疡，则采用

“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 能

“据病之所宜，以五谷养之”，即能依病之所需，配合

食疗法［５］。
唐代《食疗本草》对“多汁祠料”育肥优越性已

有充分认识，如冬瓜，“取瓜一颗，和桐叶与猪食之，
一冬天不要与诸食物，自然不饥，长三、四倍也”。

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不但收录大量的兽医

用药，还对家畜家禽的生态和生理，以及繁殖都有

系统的描述，对羊麻、茺蔚、谷精草、钩吻、牛妳藤、
苜蓿、苋、橡实、木天蓼、原蚕沙、蜉蝣、马陆、仙茅等

家畜家禽饲料也有明确的记载。
我国农业农村部目前规定了 １１７ 种天然植物

可以直接作为饲料原料使用，且包括经过水提或醇

提的粗提物［６ － ８］，大部分为药食同源（或称药饲同

源）品种，安全性风险低，替抗前景广阔［９］，可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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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广应用。
此类品种需要注意防范外源性污染物的风险，

或称有害残留物，即农药残留、重金属及有害元素、
生物毒素等［１０］。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及多个国

家相关组织已明确规定此类污染物的最大残留限

量标准（ＭＲＬｓ） ［１１］。 《中国兽药典》（２０２０ 年版，二
部）也明确了中药中典型外源性有害污染物的检测

方法，最大残留限量值以及初步风险评估方法等。
４　 兽用中药提取物应用风险评估

随着中药产业化发展，中药提取物的应用越来

越普遍。 通过水煎法、水醇法、醇水法或其他提取

分离纯化方法得到的各类中药提取物，体现出不同

的药性和毒性。
与剂量大容易产生毒性类似，植物提取的活性

成分纯度与毒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如金鸡纳树

皮临床安全性较好，金鸡纳树皮制得的金鸡纳霜活

性成分含量提高，在部分对奎宁敏感的患者身上会

出现轻度副反应，提取为单体奎宁时，如过量使用

则会产生剧毒［１２］。
４． １　 毒性风险分析　 近年来，兽用中药提取物的研

究得到快速发展，农业农村部批准的中药提取物及其

制剂，表现出良好的临床安全性。 有关品种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１ 年新批准兽用中药提取物及其制剂

Ｔａｂ 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１）
品种名称 类别 批准时间

博落回提取物 二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博落回散 二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人参茎叶总皂苷颗粒 三类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香菇多糖 二类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香菇多糖粉 二类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茯苓多糖散 三类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女贞子提取物散 三类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博普总碱 二类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博普总碱散 二类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益母草提取物散 三类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白头翁皂苷提取物 二类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白头翁皂苷提取物注射液 二类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以下例举博落回提取物、香菇多糖、博普总碱、
白头翁皂苷提取物等及其制剂。
４． １． １　 博落回提取物及制剂　 博落回提取物来源

于罂粟科植物博落回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
Ｒ． Ｂｒ． 。 含血根碱（Ｃ２０Ｈ１４ＮＯ４）和白屈菜红碱（Ｃ２１

Ｈ１８ＮＯ４）总量不少于 ６０． ０％ ，其中血根碱不少于

４０． ０％ 。
博落回散由博落回提取物加工制成的散剂，含

血根碱和白屈菜红碱总量不少于 ２． ２５％ ，其中血根

碱不少于 １． ５％ 。 博落回散具有抗菌消炎，开胃，促
生长功能；用于促进猪鸡生长。 博落回散允许长期

添加使用，采用混饲给药，每 １ ｋｇ 饲料中，猪用 ２０ ～
５０ ｍｇ，仔鸡用 ３０ ～ ５０ ｍｇ，成年鸡用 ２０ ～ ３０ ｍｇ，安
全性良好。
４． １． ２ 　 博普总碱及制剂 　 博普总碱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ｏｐｉｎｅ Ａｌｋｏｌｏｉｄｓ）来源于罂粟科植

物博落回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 Ｒ． Ｂｒ． 的果实。
博普总碱含原阿片碱和别隐品碱的总量不少于

５０ ０％ ，其中原阿片碱不少于 ３５． ０％ 。
博普总碱散由博普总碱与淀粉配制而成，含原

阿片碱（Ｃ２０Ｈ１９ＮＯ５）和别隐品碱（Ｃ２１Ｈ２ ３ＮＯ５）的总

量不少于 １． ５％ ，其中原阿片碱不少于 １． ０％ 。 具

有抗炎功能，用于治疗鸡大肠杆菌病引起的腹泻。
博普总碱散采用混饲给药，每 １ ｋｇ 饲料，鸡 ０． ４ ｇ，
连用 ７ ｄ。

有研究表明，博落回总碱的 ＬＤ５０为 １６５７ ｍｇ ／ ｋｇ，
其 ９５％可信区间为 １１７１． １３ ～ ２３４４． ９９ ｍｇ ／ ｋｇ。 博落

回总碱按毒性分级标准属于大毒性［１３］。
中药资源与中兽药创新团队研究认为，博落回

散和博普总碱散中 ４ 种主要生物碱及其 ２ 种主要

代谢物（二氢血根碱、二氢白屈菜红碱）具有良好的

生物学活性和低毒性，代谢速度快，残留量低且消

除较快等特点。 但以上生物碱在动物体内的吸收

过程较复杂，组织分布和排泄情况有待更系统的

研究［１４］。
４． １． ３　 香菇多糖及制剂　 香菇多糖（Ｌｅｎｔｉｎａｎ）来源

于侧耳科真菌香菇 Ｌｅｎｔｉｎｕｌａ ｅｄｏｄｅ（ｓ Ｂｅｒｋ． ） ｐｅｇｌｅｒ
的干燥子实体，香菇多糖含量以无水葡萄糖计，不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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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５８％ 。
香菇多糖粉由香菇多糖与甘露醇制成，含

２ ５％香菇多糖。 香菇多糖粉具有扶正补虚功能；
用于提高鸡对新城疫疫苗的免疫应答。 香菇多糖

粉采用饮水给药，混饮，每 １Ｌ 水中，鸡用 ０． ５ ｇ，连
用 ３ 日，安全性有保障。
４． １． ４　 益母草提取物制剂　 益母草提取物散由益

母草提取制备而成，含盐酸水苏碱（Ｃ７ Ｈ１３ ＮＯ２ ·
ＨＣｌ）不少于 １． ５％ 。 具有活血化瘀功能；用于蛋鸡

产蛋后期的产蛋率下降。 益母草提取物散采用混

饲给药，每 １ Ｋｇ 饲料，蛋鸡用 ０． ５ ｇ，产蛋后期连续

添加使用，安全性高。
４． １． ５　 白头翁皂苷提取物及制剂　 白头翁皂苷提

取物来源于毛茛科植物白头翁 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ｌ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ｇｅ． ） Ｒｅｇｅｌ 的干燥根。 含白头翁皂苷 Ｂ４（Ｃ５９Ｈ９６

Ｏ２６） ６０． ０％ ～７０． ０％ 。
白头翁皂苷提取物注射液含白头翁皂苷 Ｂ４

（Ｃ５９Ｈ９６Ｏ２６）３ ～ ３． ５％ 。 具有清热解毒，抗炎功能；
用于治疗奶牛临床型乳房炎。 白头翁皂苷提取物

注射 液 采 用 肌 内 注 射， 每 １ ｋｇ 体 重， 奶 牛 用

０． ０５ ｍＬ， 每日一次，连用 ５ ～ ７ ｄ，有较高的安

全性。
４． ２　 耐药性风险隐患　 耐药性形成机制与药物成

分单一及长期低剂量使用有直接关系。 很多中药

成分复杂，单味药也是多靶点药物，抗药性增长相

对较慢。 相对来讲，提取成分越单一，耐药性风险

越高。
青蒿素是一种安全性良好的抗疟药物，然而，

青蒿素在治疗疟疾的过程中已产生耐药性。 后续

开发的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等青蒿素类

药物虽具有速效、低毒等特点，但耐药性问题难以

解决。 青蒿琥酯在兽医领域用作抗原虫药，２０２０ 年

已发现针对青蒿琥酯的抗药性疟原虫［１５］。
我国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常山抗疟。

１９６７ 年，美国人工合成氢溴酸常山酮（Ｈａｌｏｆｕｇｉｎｏｎｅ
Ｈｙｄｒｏｂｒｏｍｉｄｅ）成功，由于氢溴酸常山酮具有广谱抗

球虫的作用，毒副作用小，与其他抗球虫药无交叉

耐药性，被广泛用来预防和治疗球虫病。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氢溴酸常山酮预混剂进入我国兽药市场，
成为我国用量较大的抗球虫药物。 ２０２０ 年，我国成

功合成氢溴酸常山酮并完成二类新兽药注册。 随

着氢溴酸常山酮更加广泛的应用，其耐药性风险应

得到进一步关注。
４． ３　 风险防范措施　 长期的实践经验证明，中药

的配伍使用是不易产生耐药性的重要原因。 研究

表明，通过消除细菌的耐药质粒或降低细菌耐药质

粒中耐药基因的表达，中药可以提高耐药细菌对抗

生素的敏感性，达到降低或消除细菌的耐药性的目

的。 而中药复方对细菌耐药质粒的消除率高于单

味中药，如黄连解毒汤对大肠杆菌耐药质粒的消除

率显著高于黄连［１６］。 针对抗疟药耐药性，医药临

床一般采用更换配伍药，或增加一种配伍药物，通
过两种配伍药物提供相互保护，以防止耐药性的传

播。 如 ＷＨＯ 建议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不作为单药用

于疟疾的治疗，青蒿琥酯加四环素、多西环素或克

林霉素治疗严重疟疾成为推荐方案［１７］。
适度提取、合理使用，是保证药效、避免毒性和

耐药性的有效手段。 一些科学家把植物纯粹看作

是新化合物的来源，用来开发现代药物。 但是，既
然已经从这些植物中分离并开发出高效的化合物

作为药物的同时，为什么金鸡纳霜和青蒿仍然被用

作草药？ 研究表明，金鸡纳树皮粗提物，尽管成分

不同，在治疗间日疟和恶性疟方面与奎宁一样有

效，而且在恶性疟进化出对奎宁的耐药性的地区可

能确实更有效。 青蒿素 Ａ 可以抗疟疾，但是药材青

蒿 ／植物黄花蒿里的其他 ２０ 种过氧基团，如青蒿

素 Ｂ，能增强青蒿素 Ａ 的抗疟效果。 目前，国内外

专家普遍认为，除了容易获得、耐受性更好、副作用

更少以外，以上草药及其粗提物是天然的组合，含
有多种活性成分，可以延缓耐药性的发展。

兽用中药，尤其是中药提取物的毒性残留与耐

药性风险监控，是一项崭新的命题，也是中药现代

化不可逾越的一道关口。 我国开展上市药风险评

估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中药尚未建立完善的风险

评估研究相关的技术规范［１８］。 如何在确保目标药

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毒性；特别是促进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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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长领域，要在“有效性”、“减少毒性”和“避免

耐药性”三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需要通过长期

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
５　 结　 语

在中药国际化的进程中，必须阐明中兽医理论

基础上的兽用中药的毒性及残留和耐药性风险可

控性，并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兽用中药毒性残留与

耐药性风险，讲好中药故事。
既要按照中兽医理论合理使用毒性药物，“以

毒攻毒”，让毒性中药更好地为临床服务，又要密切

关注中药提取物的发展，掌握好提取物尤其是单体

提取物的有效性和毒性的界限，最大限度地保证用

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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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李 艳， 项丽玲， 郭 晖， 等． 机体因素在中药毒性发生中的地

位［Ｊ］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２０１９， ２５（６）：１８９ － １９５．

Ｌｉ Ｙ， Ｘｉａｎｇ Ｌ Ｌ， Ｇｕｏ 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ｅ． ２０１９， ２５ （６）：１８９

－ １９５．

［５］ 　 于 船，牛家藩． 中兽医学史简编 ［Ｍ］．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９３．

Ｙｕ Ｃ， Ｎｉｕ Ｊ Ｐ．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 Ｓｈａｎ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１７７３ 号． 饲料原料目录［Ｚ］．

２０１２． ６． １．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 Ｒ． Ｃｈｉｎａ（Ｎｏ． １７７３）［Ｚ］．

２０１２． ６． １．

［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２０３８ 号． 饲料原料目录修订

列表［Ｚ］． ２０１３． １２． １９．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 Ｒ．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３８）［Ｚ］． ２０１３． １２． １９．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０ 年公告第 ３５６ 号． 对《饲料

原料目录》和《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２０１３）》进行增补［Ｚ］．

２０２０． １１． １６．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 Ｒ．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３５６）［Ｚ］． ２０２０． １１． １６．

［９］ 　 印遇龙， 杨 哲． 天然植物替代饲用促生长抗生素的研究与展

望［Ｊ］ ． 饲料工业． ２０２０． ４１（２４）：１ － ７．

Ｙｉｎ Ｙ Ｌ， Ｙａｎｇ Ｚ．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ｓｕｂ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 ｉｎ ｆｅｅｄ［ Ｊ］ ． Ｆｅ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２０． ４１（２４）：１ － ７．

［１０］ 左甜甜，王 莹，张 磊，等． 中药中外源性有害残留物安全风险

评估技术指导原则［ Ｊ］ ． 药物分析杂志，２０１９，３９（１０）：１９０２

－ １９０７．

Ｚｕｏ Ｔ Ｔ，Ｗａｎｇ Ｙ，Ｚｈａｎｇ Ｌ，ｅｔ 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９，３９（１０）：１９０２ － １９０７．

［１１］ 隋 鸣， 孔丹丹， 丁淑敏，等． 中药中外源性污染物的健康风险

评估 研 究 进 展 ［ Ｊ ］ ． 中 国 中 药 杂 志， ２０２１， ４６ （ ２１ ）：

５５９３ － ５５９９．

Ｓｕｉ Ｍ， Ｋｏｎｇ Ｄ Ｄ， Ｄｉｎｇ Ｓ Ｍ， 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Ｊ］ ． ２０２１，４６ （２１）：

５５９３ － ５５９９．

［１２］ Ｗｉｌｌｃｏｘ Ｍｅｒｌ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ｙｔ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ｌａｒｉａ［Ｒ ／ ＯＬ］． Ｐｌａｎｔａ Ｍｅｄｉｃａ

７７：６６２ － ６７１． （２０１１ － ０１ － ０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ｔｈｉｅｍｅ － ｃｏｎ⁃

ｎｅｃｔ． ｃｏｍ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 ｈｔｍｌ ／ １０． １０５５ ／ ｓ － ００３０ － １２５０５４８

［１３］ 王 超，朱艳华，阎雪莹，等． 博落回总碱半数致死量测定［ Ｊ］ ．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２０１０，１９（１７）：１４．

Ｗａｎｇ Ｃ， Ｚｈｕ Ｙ Ｈ， Ｙａｎ Ｘ Ｙ，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ａｌｆ ｌｅｔｈａｌ ｄｏｓｅ ｏｆ Ｍａ⁃

ｃｌｅａｙ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ｏｔａｌ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２０１０，１９（１７）：１４．

［１４］ 徐嘉欣，刘梦婷，张民达，等． 博落回生物活性物质药理学研

究进展［Ｊ］ ． 饲料工业，２０２１，４２（１４）：５９ － ６４．

Ｘｕ Ｊ Ｘ， Ｌｉｕ Ｍ Ｔ， Ｚｈａｎｇ Ｍ Ｄ，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Ｊ］ ． Ｆｅ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２１，４２（１４）：５９ － ６４．

［１５］ 环球科学． 非 洲 首 次 发 现 抗 青 蒿 素 疟 疾 突 变 ［ Ｒ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ｎｉｎ －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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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ｌａｒｉａ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Ｒ ／ ＯＬ］．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２）． ｈｔ⁃

ｔｐｓ：∥ ｈｕａｎｑｉｕｋｅｘｕｅ． ｃｏｍ ／ ａ ／ ｑｉａｎｙａｎ ／ ｓｈｅｎｇｗｕ ＿ ＿ ｙｉｘｕｅ ／ ２０２０ ／

０９０２ ／ ３０３５１． ｈｔｍｌ

［１６］ 马 驰． 不同中药对 ３ 种细菌耐药质粒的消除作用研究［Ｄ］．

雅安：四川农业大学， ２０１１．

Ｍａ 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 －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ｃｕ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 Ｙａ 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

［１７］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ｌａｒ⁃

ｉａ［Ｍ］．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

［１８］ 余学庆，谢雁鸣，王永炎． 关于中药上市后的风险评估与风险

管理的思考［Ｊ］ ． ２０１２，３７（２）：２６２ － ２６４．

Ｙｕ Ｘ Ｑ，Ｘｉｅ Ｙ Ｍ，Ｗａｎｇ Ｙ Ｙ．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ｔ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Ｊ ］ ．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 Ｊ］ ． ２０１２，３７ （２ ）：

２６２ － ２６４．

（编 辑：陈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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