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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湖北省蛋鸡养殖情况，更好地响应和推广兽药减量化行动，对湖北省 ９ 个地市内

的蛋鸡养殖场基本信息和用药情况进行调研。 结果表明：近几年本省蛋鸡养殖场在饲养管理和药

物使用方面有一定进步，同时也存在缺乏科学的疫病防治体系、药物使用存在风险隐患等不足，会
导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本文分析了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湖北省蛋鸡养殖的科学健

康发展，提升本省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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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绿色发展，养殖健康管理”是时代发展

下保证美好生活的重要条件。 为此，在党中央、国
务院确定农业绿色发展、质量兴农的总体要求下，
农业农村部印发《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

工作方案（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 年）》，力争通过 ３ 年时间，
实施养殖环节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

作，推广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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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是此次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

的积极响应者，于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先后确定了 ６
家蛋鸡减量化行动试点，并在 ２０１８ 年制订了《蛋鸡

无抗养殖技术规范》的湖北省地方标准，进行了全

省的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明确

将“应对微生物耐药”作为 ８ 大生物安全风险之一

进行严格管理，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势在必行。 在

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今天，消费者对蛋鸡的健康养

殖也更加重视，生产绿色、安全、无抗鸡蛋已成为社

会的普遍共识，蛋鸡无抗养殖技术是大势所趋，这
也是蛋鸡产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１］。 作为中国

畜禽大省，湖北省禽蛋产量居全国第六，２０２０ 年禽

蛋产量 １２８． ５ 万吨，其中鸡蛋产量 １１１． ７ 万吨，是
我国鸡蛋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湖北省内部分

地区蛋鸡养殖场在生产管理和用药现状方面进行

调研，并提出提升蛋鸡产品质量安全、蛋鸡养殖持

续健康发展的相关建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调研方式及内容　 对湖北省蛋鸡养殖的主产

区武汉、宜昌、襄阳、荆门、孝感、荆州、黄冈、天门和

仙桃 ９ 个地市蛋鸡养殖场在生产管理和用药现状

开展调查，共调查了蛋鸡养殖场 ２６２ 家。
１． ２　 调查方式　 主要采取现场查看、现场交流和

填写调查问卷等三种方式，并对养殖调查的信息用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 １　 生产管理情况　 调研的养殖场占地面积从

十几亩到几百亩不等，占地面积最大的园区面积

５００ 亩，养殖面积 ３５ 亩，育有 ３０ 万只蛋鸡，占地

面积最小的养殖场只有 １０ 亩，养殖最少的只有

３００ 只蛋鸡。 如表 １ 所示，统计发现，在这 ２６２
家蛋鸡养殖场中，养殖规模小于 ２ 万只的有 ４２
家，占 １６ ． ０３％ ， 超 过 １０ 万 只 的 有 ２５ 家， 占

９ ５４％ 。 养殖规模在２ 万只 － １０ 万只的最多，
有 １９５ 家，占 ７４ ． ４３％ 。

表 １　 养殖场养殖规模分布

Ｔａｂ １　 Ｓｃａ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ｓ
养殖规模 ／ 只

小于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 大于 １０００００

户数 ／ 个
占比 ／ ％

４２
１６． ０３

１９５
７４． ４３

２５
９．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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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鸡养殖品种的调查结果如表 ２ 所示，可以看

出，调研的养殖场中，养殖品种最多的是罗曼系列

（包括罗曼粉和罗曼灰），有 ７７ 家，占 ２９％ ，其次是

海兰系列 （包括海兰粉和海兰灰）， 有 ６７ 家，
占 ２５％ 。

表 ２　 蛋鸡养殖品种调查结果

Ｔａｂ 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ｂｒｅｅｄｓ ｏｆ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养殖品种

罗曼系列 海兰系列 其他品种

户数 ／ 个
占比 ／ ％

７７
２９． ４

６７
２５． ６

１１８
４５． ０

２． ２ 防疫用药现状　 疫苗的使用情况如图 １ 所示，
使用 ６ ～ ８ 种疫苗的养殖户最多，分别为 ４１ 家，６７
家和 ６３ 家。

图 １　 ２６２ 家蛋鸡养殖场使用的疫苗种类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２６２ ｆａｒｍｓ

２． ３　 兽药的使用情况　 ２６２ 家养殖户在养殖过程

中大多使用过中药，主要使用中药的品种有：清瘟

败毒散、激蛋散、扶正解毒散、板青颗粒、蛋鸡宝、荆
防败毒散等。 有 ８８ 家养殖户表示在 ８０ 日龄前使

用过相关抗菌药物，由表 ３ 可知，出现频次比较多

的为 β －内酰胺类、四环素类、氟喹诺酮类、大环内

酯类、磺胺类和酰胺醇类药物，这些都是比较常见

的抗菌药物。
２． ４　 微生态制剂使用情况　 在调研中有 １２０ 家养

殖户使用微生态制剂，所使用的微生态制剂中含有

一种菌体的占 ３５％ ， ６５％ 微生态制剂产品含有两

种及以上菌体。微生态制剂中以枯草芽孢杆菌的

表 ３　 蛋鸡 ８０ 日龄前药物使用情况

Ｔａｂ ３　 Ｄｒｕｇ 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ｙｅｒｓ ｂｅｆｏｒｅ ８０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药物种类 药物名称 出现频次

β － 内酰胺类

青霉素 １１

阿莫西林 ４０

氨苄西林 １

氨苄青霉素 ２

头孢类 １７

四环素类

土霉素 ９

四环素 ６

多西环素 ６

氟喹诺酮类

恩诺沙星 ５

沙拉沙星 ２

环丙沙星 １

大环内酯类

泰乐菌素 ４

红霉素 １

替米考星 １

阿奇霉素 ６

伊维菌素 １

林可酰胺类
林可霉素 ３

克林霉素 ３

氨基糖苷类

大观霉素 ２

硫酸新霉素 ７

硫酸卡那霉素 １

磺胺类 磺胺类 １４

酰胺醇类 氟苯尼考 １１

环状脂肽类 达托霉素 １

双萜烯类 泰妙菌素 １

最多，其他依次是粪肠球菌、丁酸梭菌、地衣芽孢杆

菌、酵母菌和嗜酸乳杆菌，具体比例见图 ２。
３　 分析与讨论

３． １　 养殖品种与规模　 蛋鸡品种的选择直接关系

到养殖场的经济效益和长远发展。 而蛋鸡保持较

高的生产性能是获得高经济效益的关键［２］。 我国

蛋鸡育种起步相对较晚，所以前期蛋种鸡比较依赖

国外引进，如罗曼和海兰，是目前大部分养殖场的

养殖品种［３］。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蛋鸡行业长期

的“小规模大群体”饲养模式将逐渐被淘汰，蛋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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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养殖场微生态制剂使用情况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ｆａｒｍｓ

业适度规模化发展是大势所趋，预估未来 ５ ～ １０ 年

蛋鸡养殖存栏 １ 万只以下的养鸡场，将逐步退出蛋

鸡养殖行业，而中等规模养殖场将成为主流，存栏

２ 万 ～ １０ 万只鸡的养殖场将成为未来鸡蛋来源的

主要提供者，养殖户应根据形势适时调整养殖

规模。

３． ２　 疫苗免疫程序方面　 此次调研的所有蛋鸡场

都使用了疫苗。 疫苗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４］。 郭志成［５］ 的实验证明了球虫

疫苗能很好地保护鸡蛋不受当地强毒球虫的侵害，

免疫保护率达 ９９． ６７％ 。 卞红星［６］ 的实验证明了

鸡大肠杆菌疫苗有助于降低蛋鸡的死淘率，提升生

产效益。 毛以智［７］ 比较了两种禽流感疫苗不同免

疫程序对蛋鸡免疫的效果，发现了两种疫苗不同免

疫程序均能在一定时间内达到保护效果，且单次免

疫效果没有加强免疫、混合免疫的效果好。 为了预

防蛋鸡某些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就必须有计划地

进行免疫接种，而免疫接种只有按照合理的免疫程

序进行，才能更好地发挥疫苗的免疫作用，使家禽

获得强的免疫力，从而减少和降低规模养殖的疾病

风险。

３． ３　 兽药的使用方面　 调研中大部分养殖场表示

基本不使用抗生素类药物，而 ８０ 日龄内使用的抗

菌药物主要为 β －内酰胺类、四环素类和磺胺类药

物，用于预防和治疗雏鸡的肠道和呼吸道疾病。 而

产蛋期不能使用抗菌药物，通常使用中药和微生态

制剂［８ － １０］，能起到预防疾病和提高生产性能和免疫

功能的作用［１１ － １３］。 湖北省对蛋鸡养殖过程中投入

品的使用很重视，省地方标准《蛋鸡无抗养殖技术

规范》明确规定了兽药使用遵循的原则：蛋鸡 ８０ 日

龄后不使用抗生素或化学合成的兽药对蛋鸡进行

预防或治疗，同时禁止使用以促生长为目的的抗菌

药物、抗寄生虫药物、激素或其他生长促进剂，推荐

使用微生态制剂结合可饲用天然植物和中兽药制

剂等进行防治。 调研中发现养殖户在产蛋期管理

得当，并交替使用中药和微生态制剂，鸡就基本不

生病了。
４　 存在的问题

调研过程中发现，大部分蛋鸡养殖场饲养管理

做得较好，但也有部分蛋鸡养殖企业存在以下的

问题：
４． １ 　 饲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科学的疫病防

治体系　 部分小型养殖场没有意识到科学饲养的

重要性，缺乏科学系统的饲养设备，平时的饲养管

理中存在着疏忽大意。 没有建立统一完善的疫病

防治体系，对疫病防治意识相对薄弱，免疫程序不

够合理，免疫过程可能存在着随意性，部分疫苗使

用不当，导致免疫效果较低，一旦疫情发生，就很难

收场。 在少数养殖场，并未配备专门的兽医工作

者，对于疫病的诊疗，养殖场通过自己的经验解决，
或者是向兽药、饲料经销店甚至是生产企业寻求

帮助。
４． ２　 药物使用存在风险隐患　 调查过程中发现在

药物、添加剂以及消毒剂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风

险隐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养殖户缺

乏判断合格兽药产品的能力，使用假劣兽药或者不

按说明书使用兽药，无视兽药作用、给药途径、适用

范围随意给药，如蛋鸡养殖中使用一些用法用量不

包含禽类的中兽药。 二是对一些中兽药和添加剂

的使用存在着盲目性，一些兽药披着添加剂的外

衣，养殖户无法识别。 三是药物混用的问题。 当一

种中药制剂或添加剂效果有限，不能满足需求时，
就会使用几种中药制剂或者添加剂，忽视了中药配

伍原则和不同药物之间的协同和拮抗作用。 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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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微生态制剂并未标明产品活菌指标，无法保证

产品质量，且有的产品含有 ５ 种活菌体，多种菌体

一起使用是否合理，有待考证。 五是引水和饮水环

节存在监管盲区。 养殖场采用水线饮水，也是使用

药物、添加剂、消毒剂的方式，风险有二个：一是水

源安全的不确定性，二是缺乏对水线加药环节的监

管监测。 六是药物台账管理不到位。 药物、消毒剂

不按规定分区存放，产蛋鸡和后备蛋鸡共用药物消

毒剂库房，甚至混用台账药物使用记录，或者缺乏

用药记录、消毒记录和免疫记录。
４． ３　 法律意识薄弱 　 虽然《兽药管理条例》第 ６２
条、６３ 条、６８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３〕１２ 号）明确了违法使用兽

药的责任。 但仍有少数养殖户对于兽药的使用缺

乏必要的安全意识和法制意识，可能存在乱用、滥
用问题，或发生因不清楚禁用药物名单而违规使用

国家禁用兽药的情况。 有时候为了达到防治疫病

的目的，或抱着侥幸的心态，出现无视《兽药管理条

例》中关于兽药休药期规定，随意使用药物的情况。
５　 对策和建议

５． １　 制定科学免疫程序　 相关部门应考虑病原积

累、饲养密度、流行病实况、鸡的品种、饲养周期、养
殖习惯、季节气温变化、人的经验、设施设备水准等

差异，制定符合本地疫情的适用方案。 同时养殖场

还需要配备执业兽医工作者，这对整体的免疫程序

设计、抗体监测以及后续的疾病诊疗都具有重要

意义。
５． ２　 建立严格的投入品管理制度　 一是从正规渠

道购买兽药。 养殖户可以通过正规兽药 ＧＭＰ 生产

企业和兽药 ＧＳＰ 经营企业购买兽药，避免在网上购

买或通过游击推销贩子购买兽药。 二是规范兽药

库房管理。 兽药库房的环境应符合兽药贮藏要求。
三是不滥用药物。 避免同时使用多种抗菌药物；避
免凭经验随意搭配药物；避免不考虑药物之间的协

同和拮抗作用同时使用多种中药，不购买中含西药

成分的中药产品。 四是购买正规企业生产，且有正

规标准标识的微生态制剂，才能保证其产品质量。

五是加强养殖档案的记录管理。 对生产和防疫各

环节应如实记录，包括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使用

记录、免疫记录、消毒记录、诊疗记录、病死鸡无害

化处理的完整记录。
５． ３ 　 加强对养殖场饮水系统的安全监管，对水源

和水线消毒环节进行监测 　 在鸡舍安装水质监测

设备，保证鸡舍用水清洁和无污染，对蛋鸡场环境

和带鸡消毒及饮水线消毒建立消毒程序，并对消毒

进行评价。
５． ４ 　 加强宣传工作，做好对养殖企业的技术指导

　 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三微一端”对养殖户进行法

律法规的宣传和技术服务指导，指导养殖户使用

“国家兽药综合查询”ＡＰＰ，提高他们判断合格兽药

产品的能力；定期组织蛋鸡养殖户培训，帮助企业

建立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理念，和从源头上减少抗

生素的使用观念。
５． ５　 建立健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网络信息化监管

体系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网络信息化监管体系中

包含畜禽产品来源、企业资质、饲养管理情况、用药

情况、政府检疫结果、生产加工、销售流向、成品信

息等所有环节信息和内容，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

题，均可查询和追溯。 信息化系统的透明性也反过

来能督促所有人来重视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通过此次调研发现，虽然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

了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任重道远，但是相关部

门的努力已经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减量化行动试

点工作是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点，希望能通过减量

化行动试点的“榜样” “先锋”力量，最终实现提高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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