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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兽用抗菌药物减量化三年试点工作落下帷幕，上海市 ６ 家养殖场顺利通过评价，先后被

列入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达标养殖场名单。 本文以试点养殖场为调研对象，从制度建

设、环境控制、疫病防控、饲养管理、替抗方案等五个方面总结了各养殖场在抗菌药物减量化试点工

作中取得的经验及减抗成效，以期为养殖场在开展兽用抗菌药物使用减量化行动过程中提供可复

制、可操作的经验，推动建立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管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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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推进养殖业绿色健康发展，有效控

制兽药残留及动物源细菌耐药性问题，农业农村部

于 ２０１８ 年制定了《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

点工作方案（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 年）》，三年来，各地积极

推进兽用抗菌药物减量化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上海在全市范围里先后选择了

金山、崇明、奉贤、浦东新区的 ６ 家养殖场作为试点

场，畜禽品种包括生猪、蛋鸡和奶牛。 市、区两级监

管部门加强日常指导，确保养殖场按计划落实兽用

抗菌药物减量化各项工作。 根据《养殖场抗菌药物

使用减量化效果评价方法和标准》，通过养殖场基

本条件、基本制度、诊疗用药记录、减量行动试点效

果四个方面进行评价打分，以减抗效果自评和实地

复核的结果进行达标评定［１］。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本市 ６ 家试点养殖场均入选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

局公布的《全国兽用抗菌药物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

达标养殖场名单》。 本文以试点养殖场为研究对

象，从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制度建设、饲养管理、替
抗方案等五个方面总结了各养殖场的典型经验，并
展示在减抗工作中取得的成效，以期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并形成可复制、可操作的兽用抗菌药使用减

量化模式，推动建立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管理长

效机制。
１　 减抗经验

养殖过程中，“防治结合”是减少兽用抗菌药物

使用的主要原则。 “防”是做好生物安全措施，严控

养殖过程中各类病原体的输入；坚持科学养殖，保
持动物群体良好的健康状况；“治”是采用抗菌药物

与替抗方案相结合对病畜进行治疗，少用或者不用

抗菌药物，从而最终达到减少抗菌药物残留和遏制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的目的。
１． １　 制度建设

１． １． １　 建立生物安全制度　 生物安全制度主要包

括车辆、人员、物料进出管理，动物引进、消毒管理，
环境卫生、饲养员管理，免疫计划落实、病死动物剖

检及无害化处理等。
１． １． ２　 健全兽药管理制度　 兽药管理制度主要包

括兽药供应商评估制度和兽药出入库管理制度，供
应商评估制度包括不同供应商产品质量、疗效、性
价比及不良反应等评价；兽药出入管理制度包括出

入库登记、分别按流水和品种建账，凭单出入库及

凭证存档，定期盘库，盘存账物平衡，上传二维码，
抗菌药专账管理等。
１． １． ３　 完善诊断用药制度　 兽医诊断与用药制度

包括兽药岗位职责、兽医工作规范、国家制度落实

（禁用药管理、处方药管理、兽医处方管理、休药期

管理）以及规范用药相关内容。 从药物的杀菌、抑
菌原理入手，对不同药物作用效果进行比较评估，
减少药品使用种类。 如：奶牛场严格执行禁止在泌

乳牛使用土霉素的规定；干奶采用药效好的药物，
由原来二次干奶更改为一次干奶；优化治疗方案，
减少滥用抗菌药，提高治愈率，降低复发率；此外，
还要明确建立记录的岗位、环节、事件，保证记录的

准确性和真实性。
１． ２　 环境控制

１． ２． １　 科学控制舍内环境　 科学有效控制圈舍内

温度、湿度、通风及光照。 圈舍内温度管理遵循适

宜、均匀、稳定的原则。 如：鸡舍注意不同阶段蛋鸡

对温湿度的需求差异，育雏期鸡舍内温度控制在

３３ ～ ３５ ℃，产蛋鸡舍内温度控制在 ２４ ～ ２８ ℃，温差

控制在 ３ ～ ４ ℃以内。 鸡舍相对湿度设置在 ６０％ ～
７０％ ，产蛋期光照时长维持在 １５ ～ １６ ｈ，通过通风

调节舍内温度，降低相对湿度，排出鸡舍中有害气

体，控制好光照。 对于牛舍，则需要在夏季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减少牛只热应激。
１． ２． ２　 严格执行无害化程序　 及时清理病死畜禽，

·２·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第 ５６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设立冷库存放病死畜禽，并及时运送至无害化中心

进行处理，降低动物发病风险。 加强畜禽粪便处理，
畜禽粪便运送至指定地点进行堆肥，发酵处理制作

成有机肥，提升粪便利用率，避免对环境造成危害。
１． ２． ３　 严格消毒防疫管控　 养殖场入口处设消毒

池，进行门禁消毒，并定期更换池内消毒液，场区内

加强环境消毒防疫。 饲养人员进入生产区需进行

沐浴、更衣与消毒。 如：牛场每周固定三次全场喷

雾消毒，夏季适当增加次数，牛卧床每周三次消毒

（石灰、氯制剂等交替使用）。 母猪及保育舍每周消

毒两次以上，鸡舍生产区每周消毒一次。
１． ３　 疫病防控

１． ３． １　 加强生物安全保障　 生物安全是疫病防控

的第一道防线。 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主要包括养

殖场外部安全和养殖场内部安全两部分，既要防止

养殖场外病原体进入，又要防止病原体在养殖场内

的传播扩散。 主要措施有对养殖场内外环境进行

消毒，包括环境、饮水、车辆与人员，严格限制外来

人员与车辆；保持场区干净整洁；倡导自繁自养，必
要引种时对引种动物采取隔离措施；控制生物传播

媒介，对野生动物、啮齿动物、昆虫等采取防控措

施，杜绝一切可能的传染源。
１． ３． ２　 加强免疫接种管理　 疫苗采购前应对供应

商进行评估，保证疫苗安全可靠，并在适宜的条件

下贮存，确保疫苗的有效性；结合养殖场生产实际

制订免疫程序，严格控制接种剂量，免疫器械严格

消毒，免疫后做好相关记录，定期进行抗体检测，落
实常年补免措施；做好强制性免疫病种的接种工

作，如：口蹄疫、布鲁氏菌病、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１． ３． ３　 加强疾病预警监测　 对畜禽健康状况进行

实时监测，并结合实验室检测手段检测抗体与病原，
及时发现病畜。 如奶牛场使用牧场管理系统进行牛

只疾病预警，通过每日两次的系统查看，及时揭发并

确诊疾病类型，并根据疾病类型进行针对性治疗，减
少不必要药物的使用［２］。 其中计步器及电导率的数

据对隐性乳腺炎进行精准、高效的识别［３］。
１． ４　 饲养管理

１． ４． １　 注重饲料配方调整　 饲料配方调整又可分

为饲料成分调整和成分比例调整两个方面。 在调

整饲料成分比例时，既要考虑饲料成分的产出效率

也要考虑饲料配方的成本［４］。 可根据畜禽种类、生
长阶段的不同需求进行饲料配方调整，科学合理搭

配精料与粗饲料，保证生长所需要的能量。 如：随
着蛋鸡日龄增加，适当降低豆粕的含量，以降低鸡

蛋重量增加的速度，提高产蛋后期蛋壳质量；干奶

期适当提高粗饲料的比例；犊牛 ４ 月龄后增加青贮

饲料等。
１． ４． ２ 　 注重动物福利保障　 重视动物福利，不仅

是为了让动物生活的舒适，确保畜禽享有动物福

利，同时也是为了能提高畜禽的生产性能，从而带

动经济效益的增长。 畜禽养殖要保证舍内通风良

好，光照充足；舍内地面和垫料安全高效；噪音小；
日粮与饮水安全高效；有专门的隔离饲养间；畜禽

运输通道符合要求，合理安排养殖密度。 如在牛床

安装橡胶垫，保证垫料厚度，提高牛床舒适度。 栓

式牧场根据牛只密度及牛床位置进行饲养。
１． ５　 替抗方案

１． ５． １　 应用安全兽用益生菌制剂　 益生菌能调节

动物肠道微生态平衡、提高免疫力、抵抗病原菌、提
高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具有无毒无害、绿色安全、
无污染等多种优点［５］。 应用益生菌可降低家禽的

发病率，提高家禽成活率及产蛋率［６］。 如在禽类日

粮中添加枯草芽孢杆菌及嗜酸乳杆菌，以增强鸡群

的免疫力，减少应激反应，降低鸡群的发病率。 在

猪饲料中按 ２００ ｇ ／ ｔ 添加复合益生菌（含枯草芽孢

杆菌、酵母菌及乳酸菌）来提高提猪群免力，从而减

少疾病的发生。
１． ５． ２　 研发新型“无抗”饲料配方　 以提高畜禽免

疫力、肠道健康以及采食量为目的，开发饲料添加

剂和发酵饲料产品。 如通过提升大米、面粉及玉米

等原料的熟化度，来提高动物的消化率；采用植物

精油与酸化剂组合方案，可促进动物采食和消化吸

收率，改善肠道健康；采用发酵和酶解蛋白原料来

提升产品适口性，降低原料抗营养因子，提升消

化率。
１． ５． ３　 应用绿色新型生物酶制剂　 溶葡萄球菌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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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ｓｏｓｔａｐｈｉｎ，ＬＳＰ） 是 １９６４ 年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 等首次从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ｉｍｕｌａｎｓ 培养基中发现的一种生物

酶制剂［７］，可快速杀死细菌，其独特的杀菌机制不

易诱导产生耐药菌株［８］。 重组溶葡萄球菌酶为蛋

白类抗菌药，通过特异性裂解细胞壁，从而直接破

坏细胞壁的完整性并使菌体裂解死亡，首次将“生
物杀菌”的概念应用于动物生产［９］。 母猪和奶牛上

的临床应用结果表明，动物持续使用重组溶葡萄球

菌酶可有效防控动物子宫内膜炎和乳房炎，提高动

物繁殖性能，提升奶牛产奶量。 因此，该类产品成

为推进减抗养殖中取代部分抗生素和化学消毒剂

的理想药物。 如使用莱索菲重组溶葡萄球菌酶代

替百福他治疗奶牛子宫内膜炎，配种后受胎率为

４５． ８％ ，与抗菌药物治疗效果相似，但可以避免有

抗奶的产生。 重组溶葡萄球菌酶对预防和治疗母

猪子宫内膜炎也有显著的效果［１０］。
１． ５． ４　 常见疾病新型治疗模式　 新生犊牛腹泻是

一种常见、病因复杂的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１１］，而犊牛腹泻直接死因是脱水和能量不足。
黎玉琼等报道了使用电解质盐结合抗菌药的方法治

疗犊牛腹泻可以取得较好效果［１２］。 在实际应用中，
应根据犊牛腹泻等级制定治疗方案，对于轻度腹泻，
补充电解质盐即可，对于中度及重度腹泻，则应采取

电解质盐联合抗菌药物联合治疗。 如按 １０ ｇ ／次剂

量添加电解质盐达可，部分牛只无需抗生素治疗基

本能够治愈，犊牛饲养成活率达 ９５％以上，犊牛日增

重由 ７２０ ｇ 上升到 ８００ ｇ 左右。
１． ５． ５ 　 中兽药保健与治疗　 在当前动物养殖中，
中兽药研发力度不断加大，中西结合的模式也不断

探索。 在动物养殖过程中，使用中兽药能够有效促

进动物生长发育，提高生产性能，并可提高肉食类

的动物肌肉中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提高肉的品

质［１３］。 使用中药与抗菌药物轮换用药方案，可以

较大幅度降低抗菌药物的用量。 如母猪分娩后使

用鱼腥草注射液和黄芪多糖注射液进行保健，每头

母猪肌内注射鱼腥草 ２０ ｍＬ，黄芪多糖 ２０ ｍＬ 以助

产后恢复。 使用玉屏风颗粒和多维进行母猪群体

保健，向母猪饲料中添加玉屏风（４ ｇ ／头）与多维

（５ ｇ ／头），以提高母猪的抵抗力，减少母猪的环境

应激。 使用黄苓解毒散治疗保育及产房仔猪拉稀，
饲料中的添加量为 ５ ～ １０ ｇ ／ ｋｇ。
２　 减抗成效

２． １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农业农

村部畜牧兽医局印发的《养殖场兽用抗菌药使用减

量化效果评价方法和标准（试行）》规定，兽用抗菌

药物使用量的计算方式为按制剂折合成原料药使

用量。 通过汇总本市 ６ 家试点养殖场猪、鸡、奶牛

场兽用抗菌药物的总用量及肉、蛋、奶产品总量计

算，减抗前后每吨动物产品兽用抗菌药使用量均有

所下降，减抗前后单位动物产品用药量同比降幅在

１０％ ～５４％ ，由此可见本市试点养殖场抗菌药减量

使用取得较好成效，具体数据见表 １。

表 １　 减抗前后动物产品产量和兽用抗菌药使用情况

Ｔａｂ １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减抗前 Ｂｅｆｏｒｅ 减抗后 Ａｆｔｅｒ

肉 ｍｅａｔ 蛋 ｅｇｇ 奶 ｍｉｌｋ 肉 ｍｅａｔ 蛋 ｅｇｇ 奶 ｍｉｌｋ

动物产品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 ５５９７． ３３ ６４１８． ７ ３７７２１ ６９４６． ３５ ５８１７． １４ ３８０２７
抗菌药使用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ｕｓｅｄ（ｋｇ） ６８０． ６８ ４６． ０２ ２０８． ９４ ４４６． ３８ １９． １１ １９１． ３５

每吨动物产品兽用抗菌药使用量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ｐｅｒ ｔｏｎ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ｇ ／ ｔ） １２１． ６１ ７． １７ ５． ５４ ６４． ２６ ３． ２９ ５． ０３

２． ２　 社会效益　 农业农村部《兽用抗菌药使用减

量化行动试点工作方案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 中指出，
“力争通过 ３ 年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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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养殖场通过不断推进兽用抗菌药物规范

化、减量化使用，使得基层养殖与管理人员充分认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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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了抗菌药物减量化使用的必要性，每吨动物产

品兽用抗菌药使用量均有所下降。 通过抗菌药物

残留监测及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抗菌药物兽药

残留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减量化行动对遏制动

物源细菌耐药问题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２． ３　 生产效益 　 经过三年的实践，通过提高饲养

管理水平、优化生物安全方案、加强常规免疫及抗

体监测、执行抗菌药使用方案、选用兽用抗菌药替

代品等技术，提高了猪群整体健康程度。 猪场内的

细菌性疾病和病毒性疾病发病率明显降低。 尤其

是冬季仔猪腹泻和育肥猪呼吸道疾病有了很大的

改善，减抗后猪群死淘率由 ９． ２％下降至 ７． １％ ，发
病率降低了 ２０％ ；蛋鸡产蛋率维持减抗前的水平；
奶牛乳房炎由 ４． ２％ 下降至 ４． ０％ ，成乳牛死淘率

由 ４３％下降至 ３６％ 。
２． ４　 经济效益　 猪场兽用抗菌药物使用减少量为

１９３． ８５３ ｋｇ，节省用药成本 ２３． ２６ 万元，除去增加的

发酵豆粕的养殖成本，“减抗”后一年实际节省成本

为 ８． ７７ 万元。 奶牛场使用替抗方案治疗子宫内膜

炎后，按照奶牛每日产奶 ３０ ｋｇ ／头、生奶 ４． ６ 元 ／ ｋｇ、
弃奶期 ５ ｄ 进行测算，每头牛只可减少生奶损失

６９０ 元。 鸡场实施减抗养殖后，全年经济效益约提

升 ８． ９％ 。 所有批次蛋品中均未检出抗菌药残留、
违禁物质与细菌。
３　 总结与展望

三年兽用抗菌药物使用减量化行动取得初步

成效，但是，在养殖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养殖水平参

差不齐、缺乏技术指导等问题［１５］。 针对这些问题，
后续应继续加强畜牧兽医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并
提供抗菌药物使用精准培训。 ２０２１ 年上海市农业

农村委印发了《上海市兽用抗菌药物使用减量化行

动方案（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文件指出到 ２０２５ 年末，全
市 ５０％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实施养殖减抗行动，并进

一步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兽药安全使用制度，做到

规范科学用药，有效控制动物源性细菌耐药和畜产

品中兽药残留问题。
养殖过程抗菌药物的使用应注意以下几点：兽

用抗菌药物减量化行动的持续推进需要多措并举，

通过强化兽用抗菌药全链条监管、加强兽用抗菌药

物使用风险控制、支持兽用抗菌药物替代产品应

用、加强兽用抗菌药物使用减量化技术指导服务、
构建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激励机制等措施，扎实

稳步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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