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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２０１９ 年国内兽用抗菌药物销量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按照兽用抗菌药销售量等同于

使用量的评价指标，结果发现，国内兽药使用总量为 ３７１５９． １２ 吨；其中，使用量最大的是四环素类，

占比 ３６． ５６％ ；促生长用抗菌药的用量为 １４８７１． ０５ 吨，占比 ４８． １２％ ；每吨动物产品兽用抗菌药使用

量为 １６０ ｇ。 与 ２０１８ 年相比，兽用抗菌药物使用量略有上升，每吨动物产品使用的抗菌药物量也同

比增加，这提示我国兽用抗菌药物使用管理不能放松，减抗政策需继续实施，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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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禽养殖环节兽用抗菌药物的使用对人类健康

至关重要，然而，其不合理使用加速了细菌耐药性的

蔓延。 为了有效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和发

展，世界动物卫生组织（ＯＩＥ）于 ２０１６ 年起每年发布全

球抗菌药物在动物使用的报告［１］，２０２０ 年已更新至第

４ 版［２］。 作为 ＯＩＥ 成员国，我国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了《全
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行动计划（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３］，于
２０１８ 年首次发布了我国兽用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报

告［４］。 本文对 ２０１９ 年获得国内兽药生产企业销售和

出口、外国企业进口、水产养殖的兽用抗菌药物销量数

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按照兽用抗菌药销售量等同于使

用量的评价指标，为掌握我国抗菌药物使用和细菌耐

药变化形势的实时动态、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政

策和有效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１　 方　 法　
１． １　 数据统计方式　 兽用抗菌药物生产销售量数

据由中国兽药协会收集，由国内兽药生产企业和外

国企业填报其在 ２０１９ 年度销售量和进口量。 具体

统计方法为：国内兽药企业生产的抗菌药物总量减

去对外出口的抗菌药物量，再加上从外国企业进口

的抗菌药物量。 录入数据时，片剂按万片计算录

入，液体制剂（口服液、注射液、溶液）按万升计算录

入，固体制剂（粉剂、散剂、预混剂、可溶性粉）按吨

计算录入。 饲料给药仅包括预混剂，饮水途径包括

可溶性粉剂和溶液，注射途径包括注射液、注射用

粉针等；其他给药途径主要是粉、片剂、乳房注入剂

及子宫灌注剂。
１． ２　 数据统计方法 　 根据录入的各种制剂销售

量，将固体制剂和液体制剂按含量规格，折算成纯

的药物重量（吨）。 片剂按万片折算为纯重量 ｋｇ。
注射用粉针直接加和。 复方制剂按配比分别计算

各个成分的重量并分别按单品种进行核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养殖使用的抗菌药物种类　 ２０１９ 年，我国养殖

使用的兽用抗菌药物品种有 ７４ 种，国内兽药生产企业

销售的抗菌药物 ６９ 种，其中进口 ２２ 种；制剂个数为

２３４ 个，其中国产制剂 ２１９ 个，进口制剂 ３６ 个（图 １）。
２０１９ 年养殖使用排名前三位的药物种类依次

是 β － 内酰胺类及抑制剂（１２ 种）、氟喹诺酮类和

磺胺及增效剂类（均为 １１ 种）、氨基糖苷类（８ 种）；
最少的是林可胺类、链阳菌素类和安沙霉素类，均
只有 １ 种。 从制剂数量来看，磺胺类药物制剂数量

最多，有 ４４ 个，其次是 β － 内酰胺类及抑制剂和氟

喹诺酮类，各有 ３９ 个。 单个药物制剂数量最多的

是阿莫西林，共有 ８ 个单方和复方制剂。 与 ２０１８
年相比，药物种类与制剂品种基本相当。

图 １　 ２０１９ 年我国兽用抗菌药物品种及其制剂个数情况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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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各类兽用抗菌药物的使用量　 ２０１９ 年全国养

殖使用的抗菌药物总量为 ３０９０３． ６６３ 吨。 按兽用

抗菌药物类别计，使用量排名前三位的药物种类分

别是四环素类，１１２９７． ６５ 吨，占比 ３６． ５６％ ；其次是

多肽类，３５００． ７ 吨，占比 １１． ３３％ ；第三是 β － 内酰

胺及抑制剂类，３１５４． ５３ 吨，占比 ０． ２１％ 。 最少的

是安沙霉素类，只有 ０． ０６６ 吨（图 ２）。

图 ２　 ２０１９　 年我国各类抗菌药物使用量及占比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年兽用抗菌药物的使用总量与 ２０１８ 年相

比有所增加，增幅为 ３． ７９％ 。 其中，２０１９ 年多肽类

和截短侧耳素类的使用量增幅最大，比上一年分别

增加了 １７３７、 １１４３ 吨， 增幅分别为 ９８． ４９％ 和

１８５ ６７％ ；使用量明显下降的是四环素类，使用量

减少了 ２３６７ 吨，降幅为 １７． ３２％ 。 其余种类的抗菌

药物使用量变化不大（图 ３）。

２． ３　 按使用途径分类情况　 ２０１９ 年我国动物养殖

中使用的抗菌药物以混饲给药为主，总量为１９１０２． ７９

吨，占比 ６１． ８１％；饮水给药的总量为 ５４５１． ５６ 吨，占比

１７． ６４％；注射给药的总量为３４９２． ６５ 吨，占比１１． ３０％；

其他途径给药的２８５６． ６６吨，占比 ９． ２４％。

与 ２０１８ 年相比，２０１９ 年我国动物养殖中抗菌

药物给药途径以及其占比相当（图 ４）。

２． ４　 按使用目的分类情况　 ２０１９ 年我国动物养殖

中使用的抗菌药物可分为促生长和治疗两大类，其

中，用于促生长的兽用抗菌药物用量为 １４８７１． ０５
吨，占比 ４８． １２％ 。 在促生长抗菌药物中，金霉素、
土霉素、杆菌肽和吉他霉素的使用量均超过 １０００
吨（表 １）。

表 １　 促生长抗菌药物产品及使用量（吨）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ｔ）
促生长抗菌药物 使用量 占比

金霉素 ５３９２． １０４ １７． ４５％

土霉素 ４５０２． ８２３ １４． ５７％

杆菌肽 ２８３７． ２４７ ９． １８％

吉他霉素 １１６９． ５８３ ３． ７８％

维吉尼亚霉素 ３６６． ０６３ １． １８％

恩拉霉素 ２４６． ８５５ ０． ８０％

黄霉素 １６５． ９４７ ０． ５４％

那西肽 １３７． ２５９ ０． ４４％

阿维拉霉素 ５３． １７０ ０． １７％

合计 １４８７１． ０５ ４８．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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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我国各类抗菌药物使用量比较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８ ａｎｄ ２０１９

图 ４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我国兽用抗菌药物按使用途径分类的比例构成情况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ｂｙ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９

　 　 与 ２０１８ 年相比，２０１９ 年我国促生长用抗菌药物

使用量减少了 ６０９ 吨，降幅为 ３． ９％。 其中，金霉素

的使用量减少了 ２６７１ 吨，降幅为 ３３． １３％（图 ５）。
２． ５　 与往年相比兽用抗菌药物使用量变化趋势　 兽

用抗菌药物的使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以 ２０１８ 年

下降幅度最大，２０１９ 年使用量略有增加（表 ２）。

２． ６　 每吨动物产品使用抗菌药物变化趋势　 根据

我国畜牧兽医年鉴和水产统计年报，２０１９ 年我国畜禽

肉产量 ７７５８ 万吨，蛋产量 ３３０８ 万吨，奶产量 ３２０１ 万

吨，水产品产量 ５０７９ 万吨，总计动物产品产量为 １９３４８
万吨。 ２０１９ 年各类抗菌药物总使用量 ３０９０３ 吨，据此

测算每吨动物产品使用的抗菌药物量为 １６０ ｇ。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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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５ 年以来兽用抗菌药物使用量（吨）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 （ ｔ）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总使用量 ５２１１８． ７ ４４１８５． ８ ４１９６７ ２９７７４． １ ３０９０３． ７

环比上一年（％ ） － １５． ２２％ －５． ０２％ －２９． ０５％ ３． ７９％

图 ５　 ２０１８ 与 ２０１９ 年我国各种促生长使用抗菌药物使用量比较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８ ａｎｄ ２０１９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我国每吨动物产品使用抗菌

药物的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１９ 年略有上升，
显示出我国科学使用兽用抗菌药物水平有所提高

（图 ６）。 与欧盟一些国家 ２０１７ 年数据相比［５］ ，与
波兰基本相当，好于塞浦路斯、意大利、西班牙、匈
牙利。

图 ６　 ２０１４ 年以来，每吨动物产品使用抗菌药物量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ｅｒ ｔ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３　 讨　 论

我国实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性行动计划和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取得初步成效，兽用抗

菌药物管理水平有所提升。 本研究数据来自我国

兽药企业和外国企业向我国兽药协会填报的兽用

抗菌药物销售情况，实际使用情况和销售情况有一

定差距。 为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迫切需要

在养殖环节建立兽用抗菌药物使用监测系统，针对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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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别动物进行统计，进一步完善统计工作。 另

外，研究数据仅包括中国大陆，未统计港澳台。
按照农业农村部第 １９４ 号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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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前已生产、进口的相应兽药产品

可流通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这也要求应继续加

强对促生长用抗菌药物监管，确保相关政策落实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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