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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山东省鸡蛋兽药残留情况的调研，对蛋鸡产蛋期用药情况进行了现状分析，具体

分析了蛋鸡产蛋期发病原因、用药和残留现状，探讨了影响蛋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因素和问题，并针

对性的提出了产蛋期安全用药的意见建议。 为科学、正确、合理的使用兽药，规范蛋鸡养殖环节用

药行为，降低鸡蛋中兽药残留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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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兽药残留和动物源细

菌耐药风险，给公共卫生带来了危害 ［１ － ２］。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连续 ２ 年对山东省范围内 １６ 地市的 ７１０
批鸡蛋兽药残留情况进行了风险监测，涵盖了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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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通等环节。 监测药物总体阳性率约为 ７ ０％ 。
鸡蛋作为消费者最常食用的农产品，多次检出药物

残留超标，已经引起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

视。 为科学、正确、合理的使用兽药，规范蛋鸡养殖

环节用药行为，降低鸡蛋中兽药残留风险，自 ２０１９
年起山东省畜牧兽医局依据国家有关法规发布了

《山东省关于规范蛋鸡养殖用药的公告》 ［３］ ，明确

列出了蛋鸡产蛋期禁用的 ８７ 种兽药。 同年山东

省在全国率先推行鲜鸡蛋“双证制”管理，养殖场

安全用药意识大大加强，非法用药情况得到了一

定的遏制。 为系统梳理鸡蛋兽药残留问题出现的

原因，考察了山东省内众多蛋鸡规模养殖场，以期

为畜牧管理部门提供一份科学可靠的调研报告。
１　 蛋鸡产蛋期用药情况现状

１． １　 产蛋期发病情况　 产蛋期常见病主要有感染

性疾病和非感染性疾病。 感染性疾病包括喉气管

炎、支气管炎、鼻炎、鸡痘、禽流感、新城疫、法氏囊、
大肠杆菌病、鸡球虫病等，主要为细菌、病毒和寄生

虫等病原体直接感染或继发感染。 非感染性疾病

包括产蛋困难、脂肪肝综合症、卵黄性腹膜炎、输卵

管脱垂症等，多为营养因素或管理因素所致。 目前

蛋鸡养殖初具规模，防疫工作较到位，管理工作也

有所提升，鸡痘、禽流感、新城疫、法氏囊等疾病除

偶尔的接种失败外较为罕见，但部分养殖场温湿度

控制设施不完备在季节交替时易出现喉气管炎、支
气管炎、鼻炎等呼吸道疾病。 此外，养殖场大多使

用全价饲料或自配料，产蛋困难、脂肪肝综合症、卵
黄性腹膜炎、输卵管脱垂症等疾病发生率较低，但
大多数养殖场存在粪污处理不及时、处理方法不当

和异味大等问题，大肠杆菌病、鸡球虫病等难以

避免。
１． ２　 用药情况现状　 蛋鸡场兽药使用种类及数量

与养殖模式、饲养管理、疾病发生情况直接相关。
使用较多的药物主要是针对疫病预防、禽消化道、
呼吸道和球虫感染等，主要有疫苗、抗生素、化学药

品、中兽药、驱虫剂、杀虫剂、消毒剂和饲料添加剂

等。 目前中小规模的蛋鸡场占蛋鸡养殖场总数约

５０％以上，由于受饲养管理水平、养殖环境条件等

限制，疾病发生率远高于大型养殖场，使用抗生素

的频率相对较高；规模养殖场为争取经济利益最大

化，管理上比较规范，用药上集中在疫苗、中兽药、
驱虫剂以及酶制剂或菌剂等。

调研发现各养殖场因技术水平和饲养模式差

异， 兽药使用的总费用也是千差万别，其中疫苗

是最常用药，对于规模化程度高、实行集约化饲养

的鸡舍，在 ６０ 日龄前接种疫苗较为频繁，价格为

每只鸡约 ３． ０ 元；其次是中兽药的使用，因其具有

预防、治疗疾病和提高免疫力等功效，在养殖场中

使用较多，成本每只鸡年约 ０． ５ 元。 夏季是驱虫、
杀虫剂使用较多的时期，而抗菌药物仅在发现病

鸡后集中隔离治疗过程中使用（具体用药品种如

下表 １）。

表 １　 蛋鸡产蛋期常用药物

Ｔａｂ １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ｒｕｇｓ ｆｏｒ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类别 名称

疫苗
马立克氏病疫苗、法氏囊病疫苗、新城疫疫
苗、禽流感疫苗、鸡痘疫苗、脑脊髓炎疫苗、喉
气管炎疫苗等。

抗菌药物
红霉素、泰乐菌素、卡那霉素、阿莫西林、氟苯
尼考、恩诺沙星、多西环素、磺胺间甲氧嘧
啶等。

中兽药
麻杏石甘散、降脂增蛋散、扶正解毒散、黄芪
多糖粉、益母草生化合剂、双黄连口服液、清
瘟解毒口服液等。

驱虫剂、杀虫剂、
消毒剂

聚维酮碘溶液、稀戊二醛溶液、地克珠利溶
液、伊维菌素阿苯达唑预混剂等。

饲料添加剂
复合酶制剂、芽孢杆菌、乳酸杆菌、粪链球菌、
酵母菌、柠檬酸、山梨酸、百里香酚、香兰素植
物精油等。

　 　 此外，酶制剂、微生态菌制剂、有机酸和中草药

添加剂作为替代抗生素促生长使用较为普遍，说明

“无抗养殖”已成为当前养殖业的共识，寻找安全有

效的替抗产品是当下研究的热点。 Ｍｅｎｇ 等［４］ 研究

发现，在育肥猪日粮中添加 ０． ２％ 丁酸梭菌和枯草

芽孢杆菌复合制剂，可显著提高育肥猪的生长性

能。 微生态制剂与中草药提取物联合使用，在促进

仔畜健康和调控生长方面也具有良好效果［５］。 本

课题组在青岛田瑞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对饲料中应

用中药提取物组、酶制剂组及对照组（未使用中药

·４７·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第 ５５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提取物和生物酶制剂）进行比较，试验结果发现中

药提取物组（黄芪提取物组）和酶制剂组（木聚糖

酶）在饲料中的添加使用，能显著提升产蛋性能，数
据分析见表 ２（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２　 中药提取物和酶制剂对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项目 对照组 中草药提取物组 生物酶制剂 Ｐ 值

平均蛋重 ／ ｇ ４７． ８５ ± ０． ３５ ４８． ５５ ± ０． ２７ ４４． ６０ ± ０． ０８ ０． ０７

平均日采
食量 ／ ｇ ８４． ６０ ± ０． ０８４ ８５． １２ ± ０． ４３ ８６． ９４ ± ０． ４１ ０． ００３

产蛋率 ／ ％ ５９． ６５ ± ２． ００ ７０． ９６ ± １． ５１ ６９． ８３ ± １． ９５ ０． ００２

料蛋比 ２． ９６ ± ０． ０１ ２． ６２ ± ０． ０１ ２． ５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０１

破损蛋率 ／ ％ ８． ７０ ± ０． １３ ８． ０７ ± ０． ４２ ７． ８１ ± ０． ０４ ０． ００４

１． ３　 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在用药规范方面，《兽药

管理条例》第 ３８ 至 ４３ 条明确规定各养殖场必须严

格按照适应症、用法用量和休药期等兽药安全使用

规定使用兽药，严格按照规定凭职业兽医师开具的

处方购买、使用处方药；禁止使用人用药、原料药，
禁止使用未经国家批准或已淘汰的兽药，禁止使用

国家规定禁用的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原农业部公告

１９３ 号、５６０ 号规定禁止使用沙丁胺醇、克仑特罗、
西马特罗、呋喃西林、呋喃妥因、呋喃唑酮、氯霉素、
金刚烷胺、金刚乙胺、阿昔洛韦、吗啉（双）胍（病毒

灵）、利巴韦林、玉米赤霉醇等；原农业部公告第

２２９２ 号、２６３８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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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乙醇、氨苯

胂酸、洛克沙胂等兽药。 在鸡蛋中兽药残留规范

中，原农业部 ２３５ 号公告及《ＧＢ ３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９ 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更是详细

规定了许多产蛋期禁用的药物，例如恩诺沙星、多
西环素、乙酰水杨酸、安普霉素和氟苯尼考等。

２０１９ 年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发布的《山东省关

于规范蛋鸡养殖用药的公告》 ［３］，明确列出了蛋鸡

产蛋期禁用的 ８７ 种兽药，包括 ３７ 种粉剂、２８ 种预

混剂、１４ 种溶液剂、８ 种片剂和颗粒剂。
近年来，随着我国畜牧养殖业集约化发展迅

速，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残留问题及耐药性问题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２０１８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兽用

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方案（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
年）》，开展兽用抗菌药物减量行动；农业农村部公

告第 １９４ 号规定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退出除中药

外的所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自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起饲料生产企业停止生产含有促生长

类药物饲料添加剂（中药除外）的商品饲料。 因此，
加快抗生素替代品研究已是大势所趋。
１． ４　 鸡蛋中兽药残留监测结果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
共抽检全省范围内 １６ 地市的 ７１０ 批鸡蛋，监测药

物包括内酰胺类、氟喹诺酮类、磺胺类、四环素类、
大环内酯类、酰胺醇类等 ３３ 种药物，并包含部分动

物禁用物质（金刚烷胺等）及人用药品（阿奇霉素

等）。 总体阳性率约为 ７． ０％ 。 检出药物主要为氟

苯尼考，氟喹诺酮类，磺胺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

类、林可霉素药物也有检出。 其中氟苯尼考检出率

为 ３． １％ ，最高检出值 ３０． ３ μｇ ／ ｋｇ；恩诺沙星、环丙

沙星检出率为 ２． ０％ ，最高检出值 １００ μｇ ／ ｋｇ 以上；
磺胺氯吡嗪钠、磺胺间甲氧嘧啶检出率为 １ ５％ ，最
高检出值达到了 ３００ μｇ ／ ｋｇ 以上。 未检出洛美沙

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等在食品动物中

停止使用的药物，未检出金刚烷胺、阿奇霉素等人

用药品。
２　 产蛋期用药存在的问题

２． １　 违规用药的情况仍然存在　 违法用药以氟苯

尼考最为突出，由于氟苯尼考制剂价格低廉，抗菌

作用广谱口服吸收迅速，分布广泛，半衰期长，血药

浓度高，血药维持时间长，在出现细菌性疾病时，法
律意识淡薄的养殖场户会选择使用。 氟苯尼考属

于产蛋期禁用药物，育成期可做为治疗使用，但氟

苯尼考化学性质稳定，半衰期长，在机体内消除干

净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有时育成后期使用后很容易

造成产蛋期的鸡蛋中带有残留。 当鸡蛋中检出氟

苯尼考时是产蛋期违规使用还是育成期使用引起

的残留很难界定，基层执法部门在执法时往往存在

一定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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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度禽蛋风险监测结果

Ｆｉｇ １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ｇｇ ｒｉｓｋ ｉｎ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的使用也是较为突出的，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属于氟喹诺酮类抗生素，能与

细菌 ＤＮＡ 回旋酶亚基 Ａ 结合，从而抑制了酶的切

割与连接功能，阻止了细菌 ＤＮＡ 的复制，而呈现抗

菌作用，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对革兰氏阴性菌有很

强的杀灭作用，对革兰氏阳性菌也有良好的抗菌作

用，口服吸收好，血药浓度高且稳定，能广泛分布于

组织中。 氟喹诺酮类药物残留超标除引起胃肠道

反应外还可影响骨骼发育，尤其是对婴幼儿影响较

大，因此也属于产蛋期禁用的药物。

此外，多种抗菌药物联合使用的情况也较为突

出，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风险监测发现同时检测出 ２ 种及

以上抗菌药物的批次占总阳性率的 ３７． ５％ ，多种抗

菌药物联合使用可能与细菌耐药性增加有关。 细

菌耐药性又称抗药性，系指细菌对于抗菌药物作用

的耐受性，耐药性一旦产生，药物的作用就明显下

降。 当长期应用某种抗菌药物时就会出现占多数

的敏感菌株不断被杀灭，耐药菌株大量繁殖并代替

敏感菌株的情况，使细菌对该种药物的耐药率不断

升高。 由于抗菌药物作用机理的不同，当细菌对某

种药物产生耐药性的时候，换另外一种类型的抗菌

药物往往能够起到作用。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发现的典

型联合用药是磺胺类与林可霉素联用，氟苯尼考与

多西环素、恩诺沙星联合使用。

２． ２　 饲料添加剂中非法添加药物的情况仍然存在

宣称具有预防或者治疗作用的饲料添加剂往往是非

法添加化学药物的重灾区，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问政

山东》栏目，曝光了某非法饲料生产企业在饲料添加

剂中添加恩诺沙星，致使威海一养殖场的鸡蛋大批

量被检出恩诺沙星残留的恶性事件，同类情况近年

来在我省济南、日照和烟台等市均有查出，这些饲料

添加剂大多采用商品名，外包装虚假宣传较为严重，

暗示或明确宣称具有预防或者治疗作用。

２． ３　 部分中药制剂及中药提取物以饲料原料的形

式出售　 中药“药饲同源”的存在使得部分非法厂

家将未获得批准文号的中药制剂及中药提取物以

饲料原料的形式大肆出售，部分养殖户由于缺乏专

业知识，误将此种“饲料原料”等同于兽药使用。 添

加过量中草药会导致蛋鸡产蛋率的下降，这可能是

由于过量的中草药导致机体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

卵泡中的芳香化酶活性下降，诱发卵泡发生了闭

锁，最终产蛋率下降［６］。 在部分中草药研究中还发

现了与激素结构类似的生物活性物质，发挥类似于

激素调节的作用，从而有效调节机体的生产性能。

此外黄芪、党参、茯苓、芡实、制首乌等中草药还具

有补中益气、益精补血的功效，也可以有效提高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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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的产蛋性能［７］。 目前，作为饲料原料的中药产品

技术标准要求不够明确，缺乏对产品标签标识的规

范，一些企业在产品标识上夸大和虚假宣传产品，
混淆了天然植物饲料原料与中兽药产品的界限。
２． ４　 部分养殖场对生物安全和科学用药的重视程

度不够　 山东省目前蛋鸡养殖业仍以中小规模养

殖户为主体，饲养隔离化程度不高，蛋鸡在产蛋鸡

期易出现感染症状，在没有弄清病原的情况下直接

饲喂抗生素，可能导致药物不对症，增加鸡蛋中抗

菌药残留的风险，促进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３　 提高产蛋期安全用药的对策

保证鸡蛋质量安全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既有饲

养管理的问题，也有饲料、兽药等投入品质量以及

饲养过程中使用药物的问题等诸多方面。
３． １　 加大对养殖场（户）用药安全宣传，提高科学

用药的自觉性 　 积极开展安全用药宣传和培训活

动，让养殖场（户）深度了解兽药法规政策，规范其

用药行为。 要求养殖户密切关注抗菌药物使用新

要求，切实依法依规生产经营。 树立 “未病先防，
有病早治，预防用药”及用药以中兽药为主的理念，
发生细菌性疾病时先要及时了解患病鸡群的病情

和病因，通过剖检病鸡和实验室病原学诊断对鸡病

进行确诊［８］。 严格按规程足量按疗程用药。 要在

兽医指导下正确诊断、科学分析致病菌，并根据其

敏感度选药，严格遵守禁限用药及停药期规定。 同

时，政府管理部门也要从源头抓起，严格规范兽药

企业生产；加强兽药经营环节的监督检查，实行兽

药经营告知和可追溯制度；不定时检查养殖场养殖

档案和药物使用情况。 加大对市场上鸡蛋的监督

抽检力度，一旦查出问题要依法从严处置，倒逼养

殖场（户）规范用药。
３． ２　 加强对饲料非法添加药物检查，开展专项整

治　 央视 ３． １５ 等媒体多次报道过饲料中非法添加

药物的情况，足见其严重性。 在案件处理中还发

现，部分养殖场是在不知情非法添加的情况下使用

饲料添加剂，导致鸡蛋中兽药残留超标的，由于饲

料添加剂普遍缺少追溯系统，案件查处困难大，

加之部分饲料主管部门不作为，使得问题雪上加

霜。 因此，加大饲料添加剂的质量监督，对其标签、
说明书进行严格审查和规范，并对饲料中非法添加

药物开展专项整治，是解决残留超标问题的有效

途径。
３． ３　 选种和前期管理　 选种时，要求蛋鸡养殖户

在引进雏鸡时多比较、多了解，特别要在无病和高

生产性能两者之间均衡［９］。 严格执行程式化免疫。
这是预防重大疫病的前提，特别要强调的是高致病

性禽流感等灭活疫苗需依规定的间隔免疫。
３． ４ 　 加快抗生素绿色替代品研究，推动抗菌药物

减量化　 中兽药散剂因制备工艺简单、毒副作用低

和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点在临床中使用日益广泛，
但传统散剂存在起效慢、疗效长和剂型单一等问

题，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蛋鸡集约化养殖要求，且
非法添加抗菌药物情况较为严重，据中国兽医药品

监察所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统计的不合格中药散剂中非

法添加占 ３３． ３％ ［１０］。 因此，应加大中兽药现代化

研究投入，开发出一批疗效显著、质量稳定可控、安
全优质的中兽药，同时把疫病防控的关键环节前

移，大力推广使用中药提取物、植物精油和酶制剂

等新型饲料添加剂，增强蛋鸡机体免疫力。
３． ５ 　 着力打造现代化蛋鸡企业样板，促进行业转

型升级　 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兽用抗菌药使

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办医〔２０１８〕１３
号）要求［１１］，着力打造一批以现代化生态养殖模式

管理，实施分阶段、全进全出现代化蛋鸡企业样板，
进而以点带面，带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４　 小　 结

近年来，随着减抗替抗活动的持续推进，无抗

养殖已成为现代畜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经之

路，也是保证食品安全以及人类健康的必然方向。
当前，蛋鸡的无抗养殖已势在必行，但由于长期以

来养殖场（户）对应用抗生素的依赖，且受地域条

件、管理水平、疫病差异等因素影响，无抗养殖效果

不尽相同，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减抗、无抗仍需要全

行业的共同努力和探索创新。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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