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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户）用药的规范、相关部门监管执法的开展、鸡蛋中喹诺酮类兽药残留的质量安全标准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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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蛋作为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在居民的饮

食结构和营养需求中占据重要地位。 根据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我国全年禽蛋产量为 ３３０９ 万吨，较上年增长

５． ８％ ，禽蛋产业快速发展成效有目共睹。 然而，产

业发展过程中伴随的诸多问题也不断凸显，其中以

鸡蛋为代表的兽药残留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

关注。 喹诺酮类抗菌药是鲜鸡蛋内残留的主要兽

药之一，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结

果公布系统公布的最近 ２００ 批次不合格鸡蛋样品

为例，喹诺酮类兽药的超标率达 ２８％ （５６ ／ ２００）。

喹诺酮类药物是 ４ － 喹诺酮 － ３ － 羧酸结构化

衍生物，自 １９６２ 年 Ｇｅｏｒｇｅ Ｙ 等［１］初次合成至今，已

有四代喹诺酮类药物问世。 由于该类药物具有抗

菌谱广、抗菌作用强、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特点，

可预防并治疗畜禽和鱼类各种感染性疾病［２］，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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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用于畜牧、水产等养殖行业中。 为进一步规范喹

诺酮类抗菌药的合理使用，切实保障鸡蛋产品质量

安全，本文从鸡蛋中喹诺酮类兽药残留现状、残留

危害、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

为养殖场（户）用药的规范、相关部门监管执法的开

展、鸡蛋中喹诺酮类兽药残留的质量安全标准和评

定程序的研究与制定提供参考。

１　 鸡蛋中喹诺酮类兽药残留现状

《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２０１９）》指出，农兽

药残留不符合标准是现阶段最主要的五类食品安

全风险之一。 ２０１８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显示，

农兽药残留不符合标准占不合格样品总量的 １５．

４％ ，较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６ 年分别上升了 ４． ８ 个百分点、

９． ９ 个百分点，主要问题涉及个别禽类产品检出禁

用兽药，其中鲜蛋因检出禁用兽药的不合格率为

３． ９％ 。

２０１９ 年初，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共抽

查新鲜禽蛋 １３６０ 批次，检测项目为恩诺沙星、环丙

沙星、沙拉沙星及达氟沙星，其中 １８ 批次鸡蛋样品

检出恩诺沙星和 ／或环丙沙星，不合格率为 １． ３％ 。

同年开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禽蛋产品的

监督抽查中，检测禽蛋样品 ８８０ 个，检出不合格样

品 １８ 批次，有 ９ 批次为鸡蛋中恩诺沙星残留超标，

占总不合格样品数一半，不合格率为 １． ０％ （９ ／

８８０）。 这些数据反映了被抽查省份鸡蛋产品质量

安全总体情况良好，但喹诺酮类兽药残留问题依然

存在。

白云岗等［３］从 ２０１８ 年津冀两地的农贸市场及

超市上采集 ６２ 批次鸡蛋进行检测，共有 ４ 批次样

品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６． ４５ ％ （４ ／ ６２），其中 ３ 批次

样品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超

过限量要求，１ 批次样品检出氟苯尼考。 杨萍等［４］

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在云南省 １１ 个市区

超市、农贸市场随机抽选的 ６７ 件蛋品中，有 ２２ 件

检出甲硝唑，３ 件检出喹诺酮类药物，１ 件检出利巴

韦林，不合格率分别为 ３２． ８４％ 、４． ４８％ 及 １． ４９％ 。

按照 ２０１７ 年泰州市农（畜、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监测工作计划的要求，许燕平［５］ 在部分家禽养殖企

业中抽取 ３２ 份禽蛋样品，检测其氟喹诺酮类抗菌

药物和呋喃唑酮代谢物残留情况，只有 １ 批次样品

同时检出环丙沙星、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及达氟沙

星超标，不合格率为 ３． １％ 。 对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浙江

省温州市养殖户的禽蛋进行药物残留检测，８８ 份

鸡蛋中有 ３ 份检出药物残留，均为喹诺酮类抗菌

药，不合格率为 ３． ４１％ ，涉及的药物有恩诺沙星、氧

氟沙星及培氟沙星［６］。 ２０１７ 年浙江省杭州市动物

性食品中喹诺酮类药物残留水平评估结果显示，鸡

蛋的药物超标率达 ２２． ６％ （７ ／ ３１），检出比率最高

的药物为恩诺沙星（６８． ４％ ） ［７］。 上述研究表明，喹

诺酮类兽药残留超标是造成抽检的鸡蛋样品不合

格的主要原因，检出的 ６ 种喹诺酮类抗菌药以恩诺

沙星所占比例最高。 鸡蛋中药物残留问题依然严

峻，亟待养殖企业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治理和监

管力度。

２　 喹诺酮类兽药残留危害

２． １　 慢性毒性作用　 从实际检测数据看，喹诺酮

类兽药残留一般为微克量，对人的危害通常不会表

现为急性毒性作用，但若长期食用含有药物残留的

鸡蛋产品可能会引发胃肠道和中枢反应，影响软骨

发育（对婴幼儿及胎儿影响大），严重时还可能对肝

脏造成损害［８］。

２． ２　 引起细菌耐药性　 饲料添加、动物食品及环

境残留的抗生素会使菌群原有的耐药水平逐渐增

强、新的抗生素耐药性不断出现并进化。 研究表

明，食物链是动物细菌和人体细菌之间耐药性转移

的主要途径，当人体摄入含有与人和动物重叠的共

生菌的动物食品或通过其他途径与这些细菌发生

接触，动物携带的耐药性细菌即可与人体携带的细

菌发生相互作用，使抗生素耐药性基因水平转

移［９］。 另一方面，人类长期食用含有抗生素的食

品，将使低剂量药物在体内蓄积并最终达到稳态，

这些残留的抗生素将促使耐药菌进一步产生、进化

和转移，并对作为耐药性基因转移的细菌进行筛

选，使有耐药性的细菌得到积累，最终导致人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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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相关感染失败的频率和感染严重性的频率

增加［９］。

２． ３　 “三致”作用　 大剂量和 ／或长时间使用喹诺

酮类药物具有致畸、致癌、致突变作用，如：萘啶酸

已被证实有干扰繁殖系统，影响光敏感性、致癌和

致突变作用［１０］；培氟沙星可使小鼠精子畸变率增

高；氧氟沙星将导致动物胎儿死亡率上升［１１］，这些

研究结果虽是在动物试验中观察得出，但应警惕药

物残留对人体所造成的影响。

３　 药物残留原因分析

３． １　 用药习惯及偏好　 目前，多数养殖场（户）主

要采用“小规模大群体”的养鸡模式，其具有鸡群密

度高、环境卫生差、防疫消毒设施不完善等特点，这

是导致鸡病多发的重要因素［１２］，使用药物防治疫

病不可避免。

由微生物感染所引起的蛋鸡传染性疾病主要

有鸡白痢沙门氏菌病、禽副伤寒、禽伤寒、大肠杆菌

病、支原体病、禽霍乱、传染性鼻炎、葡萄球菌病、弧

菌性肝炎、坏死性肠炎（梭状芽孢杆菌）等［１３］，相比

于其他可供选择的药物，如：氨苄西林、阿莫西林等

β －内酰胺类抗菌谱较窄，易发生过敏反应；四环素

类抗生素耐药严重［１４］、药物还将损伤鸡体本身并

污染周围的饲养环境［１５ － １６］；替米考星、吉他霉素等

大环内酯类应用范围小、往往需要联合用药且价格

较高的局限性，喹诺酮类抗菌药因其高效、安全、使

用方便、价格低廉的优点，深受畜禽养殖业青睐，成

为治疗蛋鸡细菌性感染的“首选”或常用药物。

３． ２　 违法违规滥用药物　 大多数养殖场（户）文化

水平较低，对禁用兽药相关信息了解较少，仅凭个

人经验随意使用，且为尽快达到治疗效果，常常违

反《兽药管理条例》，超范围、超剂量用药，致使药物

无法完全代谢而转移到禽蛋中造成兽药残留［８］。

３． ３　 质量安全意识淡薄　 部分养殖场（户）质量安

全意识淡薄，尽管知道“产蛋期”或“产蛋鸡”禁用

喹诺酮类药物［１７］，但为追求经济效益，提高患病鸡

群的治愈率，仍使用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等抗菌力

强、抗菌谱广、“性价比高”的药物。

３． ４　 隐性非法添加禁用药物　 喹诺酮类是市售兽

药产品中常见的非法添加化学药物之一［１８］，在中

兽药散剂、板蓝根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注射用青

霉素钾 ／钠、喹诺酮类制剂、磺胺类制剂、氟苯尼考、

盐酸林可霉素、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及盐酸大观霉

素盐酸林可霉素可溶性粉等兽药制剂中均有检

出［１９］。 这些生产企业在允许用药中非法添加禁用

成分，但在药品说明书中并未详细注明，致使养殖

户购买使用这些制剂时，被动使用了喹诺酮类抗菌

药，最终造成禽蛋产品中药物残留超标。

３． ５　 基层监管难度较大 　 一是基层监管人员较

少，且多为兼职，养殖主体数量多，地点分散，随时

监管有一定困难；二是监管人员业务水平不高，有

些安全隐患难以及时发现；三是违规用药方法隐

蔽，手段多样，甚至有些已经成为行业秘密，外部人

员无法察觉；四是农业执法起步晚，收集固定证据

困难，违法处罚成本较低，难以形成有效威慑。

４　 对策建议

４． １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力度　 有关部门要以蛋禽

规范用药为主要内容，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

人员、官方兽医、执业兽医等开展法律法规培训，使

其熟练掌握用药规定，指导养殖场（户）根据临床兽

医诊断，合理、有效地选择蛋鸡产蛋期允许使用的

抗微生物药［２０］，如：黏菌素、红霉素、泰乐菌素、林

可霉素、新霉素、大观霉素、土霉素 ／金霉素 ／四环

素、泰妙菌素、泰万菌素等。 同时，还要加强对基层

养殖户的科普宣传与教育，通过举办有针对性的座

谈会、科普讲堂、食品安全周等活动，普及兽药使用

规范及兽药残留危害，从源头上减少鸡蛋中喹诺酮

类药物残留的风险。

４． ２　 督导蛋禽养殖场（户）科学规范使用喹诺酮类

抗菌药　 在农业农村部第 ２７８ 号公告中规定，达氟

沙星、培氟沙星、环丙沙星、诺氟沙星、恩诺沙星、氧

氟沙星、洛美沙星产蛋鸡禁用，沙拉沙星产蛋期禁

用。 农业部第 ２２９２ 号公告进一步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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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８７·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５４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年 ４ 月 １ 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ＧＢ ３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９）替代了农

业农村部公告第 ２３５ 号相关部分，也明确了产蛋期

禁用的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有达氟沙星、恩诺沙星

（残留标志物：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沙拉沙

星、二氟沙星、氟甲喹、噁喹酸等 ６ 种。 只有充分理

解并掌握上述规定，且结合蛋鸡的生理特点、发病

症状等，合理选择和使用药物，才能进一步避免药

物残留的产生。

４． ３　 完善喹诺酮类兽药残留检测标准及限量规定

鉴于各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涉及鸡蛋中喹诺

酮类兽药残留的项目都比较少，目前也仅限于达氟

沙星、二氟沙星、 恩诺沙星、 沙拉沙星、 噁喹酸

等［２３］，无法适应现有工作需求，建议有关部门在开

展我国鸡蛋中喹诺酮类兽药残留风险评估的同时，

加快制定科学全面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残留标准，

开发并完善鸡蛋中喹诺酮类兽药残留检测技术，进

一步推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

限量及相关检测标准的制（修）订工作［２２］，降低鸡

蛋中药物残留发生风险，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和农业经济的稳态发展。

４． ４　 多措并举，强化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药

行为　 各级监管部门可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对所

管辖区域内的蛋禽养殖场（户）进行全面排查，摸清

底数，逐一登记，将监管责任落实到单位、网格和个

人。 在监督排查、抽查过程中，要同时查验养殖场

（户）用药。 一旦发现有养殖场（户）违法滥用恩诺

沙星、诺氟沙星等药物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并将

其列入“黑名单”，实施重点监管。

５　 小　 结

喹诺酮类兽药残留是当前影响禽蛋产品质量

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

对禽蛋产品质量的监管力度。 在农业农村部印发

的《２０２０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要点》中要求，重

点整治禽蛋中使用禁用、停用药物问题。 为减少鸡

蛋中喹诺酮类兽药残留，有关部门已积极采取措

施，多方联合，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药行为，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值得关注的是，农业

农村部《２０２０ 年畜牧兽医工作要点》中强调，持续

实施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开展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

化行动试点。 “减抗” ［２３］将是养殖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这要求我们进一步规范蛋鸡养殖模式、普及疫

病防治措施、提升综合配套技术， 减少抗菌药

使用［２４］。

参考文献：
［１］ 　 Ｌｅｓｈｅｒ Ｇ Ｙ， Ｆｒｏｅｌｉｃｈ Ｅ Ｊ， Ｇｒｕｅｔｔ Ｍ Ｄ， ｅｔ ａｌ． １，８ － ｎａｐｈｔｈｙｒｉ⁃

ｄｉｎ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Ａ 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ｇｅｎ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６２， ５（５）：

１０６３ － １０６５．

［２］ 　 仇玉洁，李晓月，李博恩，等． 水产品中氟喹诺酮类药物残留

检测技术研究进展［Ｊ］ ． 湖南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 １１８．

Ｑｉｕ Ｙ Ｊ， Ｌｉ Ｘ Ｙ， Ｌｉ Ｂ Ｅ，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ｏｒｏ⁃

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Ｊ］ ． Ｈｕ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 １１８．

［３］ 　 白云岗，高志斌，赵培贺，等． 常见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残留

监测结果分析 ［ Ｊ］ ． 食品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９，４９ （ １７ ）：１８３

－ １８６．

Ｂａｉ Ｙ Ｇ， Ｇａｏ Ｚ Ｂ， Ｚｈａｏ Ｐ Ｈ， ｅｔ 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ｎｉｍａｌ －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ｏｏｄｓ［Ｊ］ ．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４９（１７）：１８３ － １８６．

［４］ 　 杨 萍，刘 阳，徐丹先，等． ２０１６ 年云南省部分地区鸡蛋中兽

药及禁用药物残留监测结果分析［ Ｊ］ ．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

报，２０１７，８（１０）：３８５４ － ３８５７．

Ｙａｎｇ Ｐ， Ｌｉｕ Ｙ， Ｘｕ Ｄ Ｘ，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ａｎｄ ｂａｎｎｅｄ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ｅｇｇ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Ｙｕｎ⁃

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６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０１７，８（１０）：３８５４ － ３８５７．

［５］ 　 许燕平． 泰州市猪肉、禽肉、禽蛋和生鲜牛乳中常见抗菌药物

残留的监测［Ｄ］． 扬州大学，２０１８．

Ｘｕ Ｙ Ｐ．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ｐｏｒｋ，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ｅｇｇ ａｎｄ ｍｉｌｋ ｉｎ Ｔａｉｚｈｏｕ ［ Ｄ ］．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８．

［６］ 　 金叶舟，柯建赛，金大春，等．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浙江省温州市猪

肉及禽类产品药物残留状况调查［ Ｊ］ ． 中国动物检疫，２０１８，

３５（０８）：３２ － ３５．

Ｊｉｎ Ｙ Ｚ， Ｋｅ Ｊ Ｓ， Ｊｉｎ Ｄ Ｃ，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ｉｎ ｐ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ｗｅ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９７·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５４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 ｔｏ ２０１７［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ｐｅｃ⁃

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３５（０８）：３２ － ３５．

［７］ 　 刘少颖，黄希汇，胡柯君，等． 杭州市动物性食品中喹诺酮类

抗生素残留水平及安全性评价 ［ Ｊ］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２０１８，２８（１８）：２２８０ － ２２８２．

Ｌｉｕ Ｓ Ｙ， Ｈｕａｎｇ Ｘ Ｈ， Ｈｕ Ｋ Ｊ，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ｆｏｏｄ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８

（１８）：２２８０ － ２２８２．

［８］ 　 陈月明． 我国禽蛋产品药物残留现状与控制［Ｊ］ ． 中国动物检

疫，２０１７，３４（４）：３２ － ３５．

Ｃｈｅｎ Ｙ 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ｅｇ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ａ［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３４（４）：３２ － ３５．

［９］ 　 崔泽林，郭晓奎． 食物链中抗生素耐药性基因的转移［ Ｊ］ ． 中

国微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３（００１）：８９ － ９２．

Ｃｕｉ Ｚ Ｌ， Ｇｕｏ Ｘ Ｋ．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ｆｏｏｄ ｃｈａｉｎ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２３

（００１）：８９ － ９２．

［１０］ 施杏芬，陆国林． 兽用喹诺酮类药物残留的危害及对策［ Ｊ］ ．

中国动物检疫，２００８（０９）：１９ － ２０．

Ｓｉ Ｘ Ｆ， Ｌｕ Ｇ Ｌ． Ｔｈｅ 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８

（０９）：１９ － ２０．

［１１］ 唐雪莲，佟恒敏． 喹诺酮类药物研究进展及在兽医临床的应

用问题［Ｊ］ ． 黑龙江畜牧兽医，２００１（０３）：２４ － ２６．

Ｔａｎｇ Ｘ Ｌ， Ｔｏｎｇ Ｈ Ｍ．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ｃｌｉｎ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ｎｉ⁃

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１（０３）：２４ － ２６．

［１２］ 王长青． 东台市蛋鸡兽药使用现状和残留分析及控制对策研

究［Ｄ］． 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０６．

Ｗａｎｇ Ｃ Ｑ．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ｕｇ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ｌａ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ａｉ ｃｉｔｙ［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

［１３］ 林文利，王贵波． 常见鸡细菌病的传播方式及易感特点［ Ｊ］ ．

中国畜禽种业，２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８３ － １８４．

Ｌｉｎ Ｗ Ｌ， Ｗａｎｇ Ｇ Ｂ．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２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８３ － １８４．

［１４］ 牛建宁，崔恩慧，唐 攀，等． 鸡源致病性大肠杆菌对四环素类

抗生素耐药性及耐药基因检测［ Ｊ］ ． 西北农业学报，２０１４，２３

（１１）：３５ － ３９．

Ｎｉｕ Ｊ Ｎ， Ｃｕｉ Ｅ Ｈ， Ｔａｎｇ Ｐ，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ｔｏ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Ｊ］ ．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Ｂｏｒｅ⁃

ａｌｉ －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２３（１１）：３５ － ３９．

［１５］ Ｋüｈｎｅ Ｍ， Ｗｅｇｍａｎｎｓ， Ｋｏｂｅ Ａ， ｅｔ ａｌ．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ｂｏｎｅｓ ｏｆ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ｅ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Ｊ］ ．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００，１１ （３）：

１７５ － １８０．

［１６］ 凌文翠，范玉梅，方瑶瑶，等． 京津冀地区畜禽养殖业抗生素

污染现状分析 ［ Ｊ］ ． 环境工程技术学报，２０１８，８ （０４ ）：３９０

－ ３９７．

Ｌｉｎｇ Ｗ Ｃ， Ｆａｎ Ｙ Ｍ， Ｆａｎｇ Ｙ Ｙ，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Ｔｉａｎｊｉｎ － 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８

（０４）：３９０ － ３９７．

［１７］ 张苏珍，王益军，贺 燕，等． 禽蛋产业中兽药使用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建议［Ｊ］ ． 安徽农学通报，２０１９，２５（１２）：１１４ － １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Ｓ Ｚ， Ｗａｎｇ Ｙ Ｊ， Ｌｕ Ｙ，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ｇ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９，２５（１２）：１１４ － １１５．

［１８］ 蒋海芬，韦励平，韦俏娜． 兽药中非法添加物检测新技术的应

用［Ｊ］ ． 广西畜牧兽医，２０１６，３２（０２）：１０９ － １１０．

Ｊｉａｎｇ Ｈ Ｆ， Ｗｅｉ Ｌ Ｐ， Ｗｅｉ Ｑ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Ｊ］ ．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６，３２

（０２）：１０９ － １１０．

［１９］ 李树纲，金录胜，汪 洋，等． 我国兽药处方外非法添加物质现

状分析［Ｊ］ ． 甘肃畜牧兽医，２０１６，４６（１５）：２４ － ２７．

Ｌｉ Ｓ Ｇ， Ｊｉｎ Ｌ Ｓ， Ｗ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Ｇａｎｓｕ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４６（１５）：２４ － ２７．

［２０］ 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

最大残留限量： ＧＢ ３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９ ［Ｓ ／ ＯＬ］． ２０１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ｆｏｒ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ｆｏｏｄｓ： ＧＢ ３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９ ［Ｓ ／ ＯＬ］． ２０１９．

［２１］ 杨 杰，黄文锋，陈创钦，等． 国内外禽蛋类产品兽药残留限量

标准比对分析［Ｊ］ ． 中国家禽，２０１８，４０（２３）：１ － ４．

Ｙａｎｇ Ｊ， Ｈｕａｎｇ Ｗ Ｆ， Ｃｈｅｎ Ｃ Ｑ，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ｍｉ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ｅｇｇ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０８·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５４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Ｊ］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ｕｌｔｒｙ，２０１８，４０（２３）：１ － ４．

［２２］ 张凯华，臧明伍，王守伟，等． 国内外禽蛋农（兽）药残留限量

标准对比研究［Ｊ］ ． 世界农业，２０１６（０１）：１４１ － １４４．

Ｚｈａｎｇ Ｋ Ｈ， Ｚａｎｇ Ｍ Ｗ， Ｗａｎｇ Ｓ Ｗ，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ｍｉ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ｅｇｇ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Ｊ］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１６（０１）：１４１

－ １４４．

［２３］ 杨 宁． 蛋鸡产业要从增量发展转向提质增效［Ｊ］ ． 甘肃畜牧兽

医，２０１７，４７（０２）：２４ － ２５．

Ｙａｎｇ 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Ｊ］ ． Ｇａｎｓｕ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４７（０２）：２４ － ２５．

［２４］ 陈佳静，张冬冬，赖兴富，等． 常用抗生素在鸡体内消除和鸡

蛋中残留的规律研究进展［ Ｊ］ ． 中国家禽，２０２０，４２ （３）：８２

－ ９１．

Ｃｈｅｎ Ｊ Ｊ，Ｚｈａｎｇ Ｄ Ｄ，Ｌａｉ Ｘ Ｆ，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

ｉｃ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ｉｎ ｅｇｇ［ Ｊ］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ｕｌｔｒｙ，

２０２０，４２（３）：８２ － ９１．

（编 辑：陈 希）

·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