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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兽用抗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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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包括抗生素和人工合成抗菌药，它能够杀死细菌或阻止细菌生长，可用于预防和治疗细菌

性感染。用在动物身上的抗菌药就是“兽用抗菌药”，养殖场常使用的包括青霉素、头孢菌素等抗生

1素，以及氟喹诺酮类、磺胺类、喹恶林类合成抗菌药。

2我国使用的兽用抗菌药可以分为促生长和治疗两大类 ，然而自2020年农业农村部194号公告正式

实施，通过饲料添加以促进动物生长为目的的抗菌药已全面被禁止，目前只剩下用于治疗动物疾病的

3抗菌药可以被使用。

兽用抗菌药，也属于新污染物。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国办发

〔2022〕15号）中就提到：“在兽用抗菌药注册登记环节对新品种开展抗菌药物环境危害性评估。”和

“加强兽用抗菌药监督管理，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推行凭兽医处方销售使用兽用抗菌

药。”

兽用抗菌药

抗生素

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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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兽用抗菌药的
主要危害

会造成动物机体

内药物残留

    会产生耐药性菌株，

诱发“超级细菌”的出现

可造成动物机体

二重感染

无法代谢的抗生素会

以原体形式通过粪尿排出，

严重危害生态环境

会严重损害动物机体

免疫细胞的功能

会对食品贸易

造成影响 

抗生素残留对

人体具有毒副作用 

主要主要
危害危害
主要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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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兽用抗菌药使用
减量化行动”的相关政策 

为应对动物源细菌耐药挑战，提高兽用抗菌药物科学管理水平，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食品安

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农业农村部近年来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的行动方案和公告：

时间

2015年 7 月 20 日

2015年 9 月 1 日

2016年 4 月 22 日

2016年 7 月 26 日

2017年 6 月 22 日

2018年 4 月 20 日

2018年 1 月 11 日

2019年 7 月 9 日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021年 10 月 21 日

目标/内容名称

假劣兽药生产经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禁用兽药基本

动物产品（含水产品）中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保

9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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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种兽药，撤销相关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力争到 2020 年实现：畜禽产品兽药残留检测合格率超

97%。

停止硫酸黏菌素用于动物促生长。

2020 年，实现：人兽共用抗菌药物或易产生交叉耐

药性的抗菌药物作为动物促生长剂逐步退出。 畜禽水

产品兽用抗菌药物残留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7%以上。

力争通过 3 年时间……减少使用抗菌药类药物饲料添加

剂，兽用抗菌药使用量实现 “零增长”，兽药残留和动

物细菌耐药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停止在食品动物中使用喹乙醇 、氨苯胂酸、洛克沙胂等

种兽药。

退出除中药外的所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

了 21 类在食品动物中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

杜绝，

持在

过

到

3

禁止

单。

十四五”时期全国产出每吨动物产品兽用抗菌药

的使用量保持下降趋势，肉蛋奶等畜禽产品的兽药残

留监督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

确保“

《全国兽药(抗菌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

(2015-2019年)》（农质发 [ 2015 ] 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2292号》

《农业部关于促进兽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农医发 [ 2016 ] 1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2428号》

《 全 国 遏 制 动 物 源 细 菌 耐 药 性 行 动 计 划

(2017-2020)》（农医发 [ 2017 ] 22号）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方案

（2018—20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263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9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50号》

《 全 国 兽 用 抗 菌 药 使 用 减 量 化 行 动 方 案

（2021—2025年）》（农牧发 [ 2021 ] 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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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
    行动”所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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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兽用抗菌药使用量及每吨动物产品使用量的变化图（2014-2021年）

兽用抗菌药使用量（吨） 每吨动物产品使用的兽用抗菌药量（克/吨）

根据2014年以来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填报的兽用抗菌药使用量数据和2018年以来兽药公

报上所公开的兽用抗菌药使用量数据可知：我国兽用抗菌药用量在2014年达到6.9万吨，之后用量逐

步降低，至2019年略有反弹，后又平稳在3.2万吨，且我国2021年相较2014年每吨动物产品使用的兽

用抗菌药量下降超过了一半。

(1)中国兽用抗菌药使用量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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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的数据计算：近三年来兽药残留合格率一直保持在

99%以上。

(2)近年来兽药残留合格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

11-13市场监管总局：兽药残留合格率的变化图（2021-2023年）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兽药残留监控结果的数据显示：全国产地水产品（2019年-2023年）与畜禽

产品（2014年-2020年）的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蜂蜜产品（2014年-2020年）的

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则在92.7%-99.45%之间浮动。

*未能在农业农村部的官方网站上找到2014-2018年全国产地水产品的兽药残留合格率

*未能在农业农村部的官方网站上找到2021-2023年畜禽及蜂蜜产品的兽药残留合格率

14-29农业农村部 :  全国产地水产、畜禽及蜂蜜产品兽药残留合格率的变化图（2014-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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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3%

99.81%

2021年 2022年 2023年上半年

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合格率 99.50% 99.10% 99.90% 99.90% 99.20%

畜禽产品兽药残留合格率 99.96% 99.92% 99.88% 99.72% 100% 99.71% 99.49%

蜂蜜产品兽药残留合格率 94.40% 92.70% 94.80% 98.40% 98.24% 99.45% 94.00%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上半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上半
88%

90%

92%

94%

96%

98%

100%

102%

兽药残留合格率

100%

90%

80%

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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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社会组织的观察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

益事业发展中心的无毒先

锋团队，对近年来市场监

督管理局抽检的数据进行

分析，挑选出超标频次较

多的食品类别及其所含兽

用抗菌药的种类，并将所

购买的样品（主要选自在

电商平台上销量排名靠前

的产品），送至具有资质

的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进

行检测。

样品

名称

样品数量
（批次）

检测内容 残留标志物 检测结果 相关标准

鸡蛋 10

氟苯尼考
氟苯尼考与氟

苯尼考胺之和
未检出

GB 3165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

限量》规定，氟苯尼考在家禽蛋中最大残留限量为10μg/kg。

恩诺沙星
恩诺沙星与环

丙沙星之和
未检出

GB 3165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

限量》规定，恩诺沙星在家禽蛋中最大残留限量为10μg/kg。

甲硝唑 未检出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规定，甲硝唑允许作治疗用，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

鸡肉 10

恩诺沙星
恩诺沙星与环

丙沙星之和
未检出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规定，恩诺沙星在家禽肌肉中最大残留限量为 100μg/kg。

呋喃唑酮
呋喃唑酮代谢

物
未检出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250 号》规定，呋喃唑酮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

用的药品。

*尼卡巴嗪

（注：抗球虫

药，不属于抗

菌药）

4,4-二硝基均

二苯脲

检出率为40％

但都在合格的

范围内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规定，尼卡巴嗪在 鸡的肌肉中最大残留限量为 200μg/kg。

河虾 10

呋喃西林
呋喃西林代谢

物
未检出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规定，呋喃西林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

用的药品。

恩诺沙星

以恩诺沙星与

环丙沙星之和

计

未检出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规定，在其他动物（牛、羊、猪、兔、家禽、鱼除外）肌肉中最

大残留限量为 100μg/kg。

生鲜

黑鱼

（片）

10

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 未检出

《农业部公告 第 2292 号》规定，在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氧氟沙星 。

GB 3165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

限量》规定，氧氟沙星在鱼（皮 +肉）中最大残留限量为2μg/kg。

恩诺沙星

以恩诺沙星与

环丙沙星之和

计

检出率为90％

但都在合格

的范围内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规定，恩诺沙星在鱼 （皮+肉）中最大残留限量为100μg/kg。

呋喃西林
呋喃西林代谢

物
未检出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250 号》规定，呋喃西林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

用的药品。

呋喃唑酮
呋喃唑酮代谢

物
未检出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250 号》规定，呋喃唑酮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

用的药品。

* 孔雀石绿

（注：三苯甲

烷类化学物 ，

不属于抗菌

药）

未检出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250 号》规定，孔雀石绿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

用的药品

猪肉 10 磺胺类 兽药原形之和 未检出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规

定，在所有食品动物的肌肉、脂肪中最大残留限量为 100μg/kg。

花甲 18 氯霉素 未检出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250 号》规定，氯霉素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

的药品

蜂蜜 10

诺氟沙星 未检出

《农业部公告 第 2292 号》规定，在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诺氟沙星 。

GB 3165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

限量》规定，诺氟沙星在蜂蜜中最大残留限量为5μg/kg。

甲硝唑 未检出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规

定，甲硝唑为允许作治疗用，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的兽药 。

呋喃西林
呋喃西林代谢

物
未检出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250 号》规定，呋喃西林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

用的药品。

（1）检测结果

100%%%
兽药残留合格率

检测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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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不足之处

目前，益生菌、功能性寡糖、酶制剂、抗菌肽、酸化剂、噬菌体、中草药及提取物是业内学者较

51-54为认可的饲用抗菌药替代物，但其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1）不完美的替代物

替代物 作用 局限性

益生菌 益生菌为活的微生物，具有降低腹泻率、调节肠道内环境

稳态、增强肠道健康、提高抗应激能力等功效。

目前，双歧杆菌、乳酸菌、酵母菌和芽孢杆菌等益生菌添

加剂被认为有提高猪平均日增重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及改

善肉品质等多种作用，从而被广泛应用。

益生菌在动物胃中存活率低，在饲料加工、运输和储存

过程容易失活。

使用益生菌菌株可能会导致某些肠道菌群产生耐药性。

部分益生菌具有抵抗微生物和抗生素的免疫基因和耐

药基因，可通过水平基因转移的方式，将该类基因传递

给病原菌，诱导病原菌产生耐药性。

功能性寡糖 功能性寡糖具有调节菌群结构、改善肠道健康、增强免疫

平衡等积极功效。

功能性寡糖表还可改善动物生长性能，提高抗病能力，降

低病死率。

由于功能性寡糖能够促进肠道微生物发酵，当摄入过多

时会造成动物胀气、腹泻等肠功能紊乱症。

酶制剂 酶制剂对提高营养物质的吸收有着显著作用，也可以通过

间接地改善肠道内的内环境稳定从而调整机体的免疫系统。

植酸酶、蛋白酶、淀粉酶等外源性消化酶能够提高幼龄动

物对饲料的消化能力，促进机体生长发育。

酶制剂对肠道内的微生物代谢规律，复合酶制剂相互作

用规律以及降解速率的调控不清楚。

抗菌肽 抗菌肽是一类具有抗菌活性的多肽物质，如天蚕素、防御

素、蛙皮素、蜂毒素等，其具有热稳定性强 、水溶性好及

广谱抗菌性强的特点 ，是生物天然免疫系统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仔猪的研究中发现 ，大肠杆菌素、天蚕素、防御素等抗

菌肽有良好的促生长效果 ，末重、平均日增重以及饲料转

化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抗菌肽是蛋白类物质，容易引起机体的过敏反应。

抗菌肽活性会受原材料的年份、批次以及物种来源的影

响。

有些抗菌肽没有良好的稳定性，存在作用时间短或者毒

性太强等缺点。

酸化剂 酸化剂具有调节畜禽肠道pH，提高饲料的适口性等多种

优点。

在母猪饲料中添加酸化剂可以提高采食量，改善母猪的肠

道菌群结构，促进仔猪生长。

酸化剂容易被饲料中的碱性物质中和，还会影响维生素

和矿物质的吸收。

酸化剂没有进入小肠就被消化吸收，是酸化剂在畜禽应

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噬菌体 噬菌体可以缓解鼠伤寒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引起的腹泻，

降低双歧杆菌属、乳酸杆菌属、大肠杆菌属以及盲肠梭菌

属的数目。

在仔猪的研究中发现 ，噬菌体可以提高断奶头数 、断奶体

重、平均日增重及饲料转化率 ，并通过改变肠形态促进仔

猪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对pH、温度较为敏感，此外其靶向性和合理添加量也有

待探讨。

中草药及提取物 中草药及提取物在动物体内具有提高采食量、抗氧化、抗

菌、免疫刺激、改善肠道形态、调节微生物菌群、减少肠

道有毒物质产生等多种作用。

在妊娠母猪饲料中添加中草药添加剂可以提升仔猪出生

体重、窝产仔数，降低木乃伊胎数和死胎数。

中药组分复杂，且其生物学功能受地理、环境、制作工艺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给临床应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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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虽然部分兽用抗菌药，如氯霉素、呋喃唑酮等已被农业农村部列为食品动物中禁用/停用的药品，

但在电商平台上仍存在少许售卖。

（2）电商平台存在违规销售的兽用抗菌药

ｂ.在电商平台上所售卖的兽用抗菌素，存在未完全披露/虚假披露兽药批准文号、经营许可证、兽药

GMP证号及兽药二维码的情况。

第三方社会组织观察第三方社会组织观察第三方社会组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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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建议

从第三方社会组织的观察来看，农业农村部近年来在兽用抗菌药减量与残留物超标的问题上，都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电商平台在对食物中兽药残留物超标问题的管理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只是兽

55药在网络销售监管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漏洞，以下是相关的一些行动建议 ：

制定《兽药网络销售管理办法》，明确兽药网络销售的准入标准、审批程序及监管措施。

制定《禁止网络经营兽药产品目录》，划定可以实施兽药网络销售的产品范围，将国家禁

停用兽药列入到目录中。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要求商家披露真实、有效的兽药批准文号、兽药GMP证号、经营许可证、及兽药二维码，

并验证其真实有效性。

电商平台

购买前，可在国家兽药基础数据库（http://vdts.ivdc.org.cn:8081/cx/）或“国家兽药综合

查询”APP上，核验相关兽药批准文号、兽药GMP证号及兽药二维码的真实、有效性。

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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