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第 ５６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５１ ／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２８０． ２０２２． １０． ０２

关于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的探索与实践

崔生玲，张 雯，邵 倩，白庚辛，马春芳，杨 奇∗

（宁夏回族自治区兽药饲料监察所，宁夏 银川 ７５００１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 － １２８０ （２０２２） １０ － ０００８ － ０４　 ［中图分类号］Ｓ８５１． ６６

［摘　 要］ 　 宁夏以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环节全链条监管、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技术体系建立、养殖

场生物安全体系构建、减抗替抗产品推广应用、示范点带动等重点工作为切入点，强化质量保障，重

视创新驱动，构建“政府 ＋企业”产学研合作机制，不断促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形成了一套“监

管到位、技术保障、企业尽责、用药减量”的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技术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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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农业农村部制定《兽用抗菌药使用减

量化行动试点工作方案》，宁夏认真贯彻落实减抗

措施，积极遴选上报 ６ 家试点规模养殖场参与行

动，全面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帮助规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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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顺利通过国家减量化评价验收，截止 ２０２１ 年

底，我区 ３ 家试点养殖场获得“兽用抗菌药使用减

量化行动试点达标单位”称号，通过率 ５０％ ，取得

了较好的工作成效，为进一步保障全区畜禽产品的

质量安全、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性加剧、助力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　 创新兽药监管方式，确保兽药质量安全

１． １ 　 严把兽药源头质量关，确保生产企业“产好

药” 　 宁夏兽药生产企业监管重点围绕“少而精”
工作思路，实施“寓监管于服务，服务中监管”的理

念，在全面加强兽药生产企业日常监督管理、监督

抽检、飞行检查的基础上，按照当前“放管服”的要

求创新性、多举措地做好企业管理和服务，落实兽

药质量安全源头控制，全力确保兽药生产企业“产
好药”。 在连续多年兽药产品质量抽检中，宁夏企

业生产的兽药产品没有出现一例不合格通报，宁夏

生产的兽药产品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质量信誉。
自新版兽药 ＧＭＰ 公布实施以来，为全力推进新版

兽药 ＧＭＰ 的贯彻落实，宁夏及时组织举办新版兽

药 ＧＭＰ 培训班，对政策和法规要求进行了深入的

解读，培训学员覆盖全区兽药生产企业和市县兽药

监管工作人员，有效提高了相关人员的政策执行和

贯彻能力；宁夏兽药监管技术人员多次深入兽药生

产企业进行实地考察，督导和帮助企业进行仪器设

备改造升级、生产工艺改进、管理水平提升，对企业

质检人员实施“一对一专题带教”培训，确保申请企

业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 １００％通过新版兽药 ＧＭＰ
检查验收，全区兽药行业质量安全水平提档升级。
实行兽药生产企业量化分级监督管理，采取记分制

的方式对兽药生产企业的违法违规情形的严重程

度和质量管理的隐患进行分级，一个记分周期为 １２
个月，依据记分结果确定该企业兽药生产质量管理

信誉等级，并作为兽药生产企业信誉记录的重要内

容，通过量化分级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有效提高

了全区兽药生产企业质量管理和守法依规生产管

理水平。
１． ２ 　 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确保经营环节“卖好

药” 　 宁夏兽药饲料监察所以问题为导向，以兽药

追溯为基础，以兽药质量监管为目的，从更贴近区

域特色，服务于当地兽药监管，服务于兽药检测，更
好地做好国家兽药信息追溯管理延伸工作的角度

出发，研发创建宁夏兽药信息化监管平台，建立本

地服务器，既与国家兽药追溯系统互联互通，又能

实时储存本地兽药企业上传的数据，再于网络空闲

时间将数据传输至国家兽药追溯系统，规避了集中

传输造成的通道拥堵问题，提升了传输速率，特别

设计开发兽药经营企业手机应用软件，方便操作人

员随时随地进行药品的出入库和销售登记，通讯及

时，数据传输快捷，目前已在全区兽药经营企业全

面推广应用，逐步实现兽药“质量全程追溯、数据便

携统计、实时动态监管、风险智能预警”的高效监管

目标，全面保障流通市场“卖好药”。
１． ３　 重视兽药使用管理，推动养殖环节“用好药”
　 制定推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兽药使用质量管理规

范》，严禁养殖环节的饲料违法添加、违规、非法用

药等情况的发生，防止过度、乱用、滥用兽药；严格

执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动物及动物产品休药期承诺

书管理办法》，并在广泛征集专家教授、养殖企业、
官方兽医、兽药监管人员等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根
据宁夏地区养殖业发展形势需求对《办法》进行修

订，确保《办法》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同时，加强宣

传培训，提高养殖企业、定点屠宰企业休药期管理

主体责任意识，强化官方兽医监管责任，严把动物

产品检验检疫关，确保用药期和休药期内的动物及

动物产品不被用于食品消费，实现畜禽养殖、动物

检疫、屠宰监管环节责任链的有效衔接和可追溯管

理，对不规范使用抗菌药、不真实完整记录兽药使

用记录、使用违禁兽药等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确保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积极探索在试点养殖场开

展兽药使用追溯管理，为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

动试点养殖场在养殖企业子平台建立账号，拟于试

点实施兽药使用环节追溯管理；进一步完善宁夏兽

药信息化监管平台执业兽医注册登记，以驻场执业

兽医为信息采集抓手，建立驻场兽医账号，以兽医

管理为抓手助力兽药使用监管。
１． ４　 夯实制度基础，促进规范管理　 及时修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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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范性文件，提高行政法规的适应性，宁夏兽药

饲料监察所在农业农村部兽药 ＧＳＰ 原则性规定的

基础上，本着“质量第一，服务产业，简化便捷，便于

操作，逐步提高”的原则，综合考虑了近年来新发布

的部令、公告有关规定和要求，同时充分吸收了

《ＧＳＰ 细则》实施以来广大兽药经营企业和各级兽

药监管机构反映的意见建议，及时修订了《宁夏回

族自治区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实施细则》，进一

步推进全区兽药经营行业规范化管理。 加强兽药

使用环节制度建设，及时修订《宁夏动物及动物产

品休药期承诺书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进一步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性规范、公告等制度建设，为
兽药使用监管提供制度支撑。
２　 加强科研合作，做好技术支撑

２． １　 提升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技术水平　 对 ６
家试点规模养殖开展动物源细菌耐药性跟踪监测，
建立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技术体系，提高耐药性

检测效率和速率，为开展宁夏地区耐药性现状普查

奠定了基础；建立宁夏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菌株

库，保藏菌株 ２０００ 余株，为全面摸清宁夏地区动物

源细菌耐药性现状，掌握动物源细菌耐药谱和耐药

率做好资源储备；分类制定《不同动物不同阶段抗

菌药物使用分级一览表》，实现药物使用的分级预

警，为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政策的制定和工

作推进提供基础依据，为养殖场科学合理使用兽用

抗菌药，开展针对性、靶向性的治疗提供技术支撑，
能够有效防止无效、过度用药情况的发生，遏制动

物源细菌耐药性的进一步恶化发展；建立宁夏动物

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药敏信息数据库，数据搭载在宁

夏兽药信息化监管平台，拟对养殖企业和诊疗机构

开放，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加强技术服务和推广，培
训企业技术人员，使其掌握应用耐药性监测技术手

段，实现自主开展检验检测，从而扩大检测覆盖面，
助推全区养殖企业动物源细菌耐药性防控技术的

提升，为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性发展储备力量。
２． ２　 加强抗菌药替代品宣传及推广应用　 全面饲

料禁抗和养殖限抗后，兽药饲料生产企业纷纷将关

注点放在了微生态制剂、酶制剂、中草药制剂、酸化

剂等抗生素替代品的研究上，随之而生的产品也越

来越多。 作为新兴起来的兽用疾病治疗和预防产

品，抗菌药替代品的功能作用和安全性等尚没有深

入的研究和报道，各抗生素替代品的应用大部分都

在刚刚起步阶段，质量更是五花八门、参差不齐，养
殖场户在想要应用时无从取舍，所以当前非常有必

要对市面上流行的抗生素替代品进行筛选和效果

评价，建立一套可操作性强、能复制推广的抗生素

替代品评价技术标准，对抗生素替代品进行分类分

级，方便养殖企业根据需求使用；近几年，国家大力

实施高素质农民人才培育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

程，培养了一批基层技术人才，应充分挖掘这部分

农业使用人才的潜在作用，通过科技特派员、专家、
乡村兽医、基层工作者等群体开展技术服务指导，
加大抗生素替代品宣传和引导，能够有效提高养殖

企业替抗产品使用的积极性和使用效果。
２． ３　 推动养殖场构建生物安全防控技术体系　 落

实企业动物疫病防控主体责任，加强生物安全体系

建设，从养殖企业的厂区选址布局、功能区域设计、
消毒防疫、饲养管理等多方面考虑，评估各因素对

养殖场生物安全的影响程度，严格落实好生物安全

防控措施，从根本上减少病原的产生和传播、阻断

病原传入途径、保护好动物，减少动物发病，降低抗

菌药物的使用量。
３　 抓好试点创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３． １　 试点养殖场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技术指导　 制

定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明确各级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责任，加强对辖区畜牧养殖企业的情

况摸底调查，全面掌握全区规模养殖场基本情况，
筛选主动自愿参加减抗、科学饲养管理水平高、技
术人员配备齐全、组织机构健全的规模养殖场作为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试点单位；充分挖掘基层兽

医技术人员，例如乡村兽医、执业兽医、农村土专家

等人才，组建减抗技术服务团队，与试点养殖场结

成对子，实行一对一专项对接，组织专题培训，让技

术服务团队成员掌握减抗的政策、技术模式、操作

步骤，再由技术服务团队成员通过一对一的技术指

导将科学合理用药、替抗产品应用、生物安全体系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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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等技术推广到养殖企业，形成层层传导、逐级

辐射的减抗推进模式。
３． ２　 善于总结经验，广泛宣传引导 　 加强好的经

验做法的宣传。 借助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采样、
兽药监管工作调研指导、“我为群众办实事”等下基

层活动，向养殖场发放 《国家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

化行动典型案例汇编》推广和借鉴其他省份的先进

做法和管理模式，印制张贴兽用抗菌药安全使用挂

图、兽药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引导企业树立

科学用药的意识；积极引导养殖条件较好、管理水

平高的规模养殖场参与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

动，并组织开展效果评价，筛选出好的技术模式，总
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应用的地方减量化技术。
３． ３　 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逐步推进减抗行动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

案（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因地制宜地施行梯度推进的方

式，逐步扩大试点养殖场覆盖面，分层次建立试点

养殖场、减抗示范点，让更多的养殖企业看到兽用

抗菌药使用减量化取得的实效及其所带来的的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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