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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蛋是各种可食用的鸟类的蛋（包括鸡蛋在

内）的统称。 通常意义上的禽蛋包括鸡蛋、鸭蛋、鹅
蛋、鸵鸟蛋、鹌鹑蛋等十余种，是天然食物中最理想

的蛋白质源，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营养源，也是国

际贸易中主要的动物性产品。 ２０２１ 年我国禽蛋总

产量约 ３４０９ 万吨［１］，人均消费禽蛋 ２４ 公斤，比世

界人均消费水平高 １２ 公斤［２］。 ２０２１ 年全球禽蛋贸

易总量达到 ４１５ 万吨，约为全球鸡蛋总产量的

５ １％ ，其中蛋液、蛋粉贸易量 ９０ 万吨折回鲜蛋 １６５
万吨，占鸡蛋贸易量的 ４０％ 左右［３］。 由此可见，禽
蛋的质量关乎国民身体健康，禽蛋的食品安全日益

引起全球消费者的广泛关注和相关监管部门的高

度重视。
１　 蛋禽的安全用药

１． １　 蛋鸡产蛋期兽药残留的发生及危害　 蛋鸡产

蛋期使用兽药对鸡蛋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有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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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首先，蛋黄中的脂类由肝脏形成，通过血液

循环到达卵泡中，经过 １０ 余天，卵泡中的卵黄形

成，在此期间，若摄入药物，则会在卵黄中沉积形成

残留。 其次，成熟的卵黄通过输卵管伞，进入输卵

管内，历经约 ２ ｈ 在卵黄外形成卵白，此间用药也

可导致残留产生。 最后钙化形成蛋壳，此时用药会

影响钙化过程［４］。 不同种类的药物对于鸡蛋的质

量影响也有所不同，例如：磺胺类药物、硫酸链霉素

都能使蛋鸡血钙水平下降、产蛋率下降、蛋质变差；
金霉素结合血钙，形成难溶的钙盐排出体外，阻碍

蛋壳合成，降低产蛋率；丙酸睾丸素、甲基睾丸素会

抑制母鸡排卵，甚至发生雄性变异而影响产蛋；新
斯的明、氨甲酰胆碱等拟胆碱药和巴比妥类药物，
能影响子宫的机能使产蛋提前，造成产蛋周期异

常，蛋壳变薄、下软壳蛋等；乳糖在饲料占比 １５％
以上时能明显抑制产蛋，超过 ２０％ 则生产停滞，
严重泄痢；肾上腺素可使正常母鸡推迟产蛋；呋喃

类药物抑制产蛋；氨茶碱降低产蛋率；某些球虫药

及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也会影响产蛋性能［５］ 。 由

此可见，蛋鸡产蛋期的用药必须谨慎、规范，并且

科学制定并严格执行弃蛋期的规定，以确保其食

品安全。
１． ２　 我国批准的蛋鸡产蛋期可用药物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我国农业农村部批准的除环境消毒和营养

剂外，用于禽病治疗的兽药，按有效成分计有 β －
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苯丙咪唑类、大环内酯类、
多肽类、寡糖类抗生素、磺胺类、解热镇痛类、聚醚

类、抗胆碱类、抗寄生虫类、喹诺酮类、林可胺类、
拟除虫菊酯类、祛痰类、四环素类、酰胺醇类、硝基

咪唑类、有机磷类等 １９ 类 ７５ 种，而未标明“产蛋

供人类食用的鸡在产蛋期不得使用”的药物仅有

芬苯达唑、阿苯达唑、氟苯达唑、奥苯达唑、泰妙菌

素、维吉尼亚霉素、黄霉素、氯硝柳胺、吡喹酮、氰
戊菊酯、马拉硫磷、四环素、土霉素、哌嗪、卡那霉

素等 １５ 种，其中仅有卡那霉素、芬苯达唑、土霉

素、哌嗪、泰万菌素等五种药物的部分制剂标注了

弃蛋期。

２　 禽蛋的食品安全标准

２． １　 我国现行禽蛋残留限量与新兽药注册公告中

规定的异同　 我国 ２０２０ 年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 ＧＢ ３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９）（以下简称“我国限量标准”）中，制定了氨丙

啉等 １６ 种兽药在禽蛋中的残留限量。 其中，部分

兽药在注册公告批准的说明书注意事项中标注了

“产蛋供人食用的鸡在产蛋期不得使用”，例如：氨
丙啉、杆菌肽、黏菌素、红霉素、林可霉素、新霉素、
金霉素、大观霉素、泰乐菌素、泰万菌素等；有些兽

药尚未被配准用于禽，如溴氰菊酯；有些兽药已被

停用于所有食品动物，如氨苯砷酸 ／洛克沙胂。 在

兽药残留检测结果判定中，上述药物应不得检出。
仅有土霉素、四环素、芬苯达唑、氟苯达唑、哌嗪和

泰妙菌素在产蛋期可以使用。 我国限量标准中还

规定了阿莫西林等 ２６ 种药物产蛋期不得使用，与
新兽药注册公告相关内容一致；在允许使用但不得

检出的 ８ 种药物中，潮霉素 Ｂ、苯甲酸雌二醇、苯丙

酸诺龙、氯丙嗪、甲硝唑、丙酸睾酮、地西泮（安定）
等 ７ 种药物，未批准用于家禽，地美硝唑批准用于

鸡但产蛋期不得使用。
可以在蛋鸡产蛋期使用的药物中，仅有阿苯达

唑、氟苯达唑、泰妙菌素、哌嗪有限量规定。 可见，
我国限量标准中有关禽蛋的规定与新兽药注册和

进口兽药注册中的有关规定有所出入，有待进一步

完善和统一。
２． ２　 部分国家、地区、组织关于禽蛋的限量规定　
随着国内外对禽蛋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全
球各国、地区和相关组织对禽蛋中药物的最大残留

限量均作出了规定，现以部分国家和地区关于禽蛋

中药物最大残留限量（表 １）为例可以看出，由于各

国国情、政策、技术水平等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对

于蛋类同种药物的最大残留限量规定也有所不同，
因此，在进行蛋类国际贸易时，应严把食品安全关，
使得进口蛋类产品满足我国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的

标准要求，同时，也确保出口蛋类产品能够满足其

他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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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部分国家、地区、组织关于禽蛋的限量规定（单位 μｇ ／ ｇ）

Ｔａｂ 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ｅｇｇｓ （ｕｎｉｔ μｇ ／ ｇ）

药物名称 中国 ＣＡＣ［７］ 欧盟［８］ 美国［９］ 澳新［１０］ 加拿大［１１］

ＤＬ － 赖氨酸 － 乙酰水杨酸 蛋鸡不得使用

阿莫西林［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蛋 １０

阿司匹林［６］ 产蛋期禁用

阿维拉霉素［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阿昔洛韦［１５］ 废止标准

阿扎格列纳法林 蛋鸡不得使用

安眠酮 ［１２］ 禁用

安普霉素［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氨苯砜［１２］ 禁用

氨苯砷酸 ／ 洛克沙胂［６］［１４］ ［６］鸡火鸡蛋 ５００
［１４］停用

氨苄西林［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氨丙啉［６］ 鸡和火鸡蛋 ４０００ 蛋黄 ８０００
全蛋 ４０００ 蛋 ４０００ 蛋 ７０００

巴龙霉素 禽蛋 ２００

苯丙酸诺龙［６］ 允用不得检出

苯甲酸雌二醇［６］ 允用不得检出

苯氧甲基青霉素 禽蛋 ２５

苯唑西林［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吡啶基醋酸汞 ［１２］ 禁用

苄星青霉素 蛋鸡不得使用

丙酸睾酮［６］ 允用不得检出

潮霉素 Ｂ［６］ 允用不得检出

醋酸汞［１２］ 禁用

醋酸美仑孕酮［１２］ 禁用

达氟沙星

达氟沙星［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大观霉素［６］ 鸡蛋 ２０００ 鸡蛋 ２０００ 蛋鸡不得使用

地克珠利［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地美硝唑［６］ 允用不得检出 不得用

地西泮（安定）［６］ 允用不得检出

丁喹酯
蛋黄 ５００
全蛋 ２００

毒杀芬（氯化烯）［１２］ 　 禁用

多菌灵 蛋 １０

多西环素［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噁喹酸［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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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药物名称 中国 ＣＡＣ［７］ 欧盟［８］ 美国［９］ 澳新［１０］ 加拿大［１１］

恩诺沙星［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二苯乙烯 不得用

二氟沙星 ［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二嗪农 蛋 ５０

非诺特罗［１２］ 禁用

芬苯达唑［６］ 家禽 － 蛋 １３００ 禽蛋 １３００ 鸡蛋 １８００ 蛋 ２０００

呋喃苯烯酸钠［１２］ 禁用

呋喃丹（克百威）［１２］ 禁用

呋喃它酮［１２］ 禁用

呋喃妥因［１２］ 禁用

呋喃西林［１２］ 禁用 不得用

呋喃唑酮［１２］ 禁用 不得用

氟苯达唑［６］ 家禽蛋 ４００ 家禽蛋 ４００ 禽蛋 ４００

氟苯尼考［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氟甲喹［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蛋 ２０

氟雷拉纳 禽蛋 １３００

氟氯氰菊酯 蛋 １０

杆菌肽［６］ 家禽蛋 ５００ 蛋 ５００

癸氧喹酯 鸡蛋 ２０００

红霉素［６］ 鸡蛋 ５０ 鸡蛋 ５０ 禽蛋 １５０ 鸡和火鸡蛋 ２５

环丙氨嗪 蛋 ２００

黄霉素 蛋 ２０

磺胺二甲嘧啶［６］ 产蛋期禁用

磺胺类［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吉他霉素 蛋 ２００

己二烯雌酚［１２］ 禁用

己烷雌酚［１２］ 禁用

己烯雌酚［１２］ 禁用

甲砜霉素［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甲基睾丸酮［１２］ 禁用

甲硝唑［６］ 允用不得检出 不得用

甲氧苄啶［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甲紫 不得用

金刚烷胺［１５］ 废止标准

金刚乙胺［１５］ 废止标准

土霉素 ／ 金霉素 ／ 四环素［６］ 家禽蛋 ４００ 家禽蛋 ４００ 禽蛋 ２００ 金霉素 鸡蛋 ４００ 金霉素
蛋 ２００

土霉素
蛋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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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药物名称 中国 ＣＡＣ［７］ 欧盟［８］ 美国［９］ 澳新［１０］ 加拿大［１１］

酒石酸锑钾［１２］ 禁用

卡巴匹林钙 蛋鸡不得使用

卡巴氧及其盐、酯 ［１２］ 禁用 不得用

卡那霉素［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克仑特罗［１２］ 禁用

孔雀石绿［１２］ 禁用 不得用

喹乙醇［１４］ 停用 不得用

拉沙洛西 禽蛋 １５０ 蛋 ５０

莱克多巴胺［１２］ 禁用

利巴韦林［１５］ 废止标准

林丹［１２］ 禁用

林可霉素［６］ 鸡蛋 ５０ 禽蛋 ５０ 蛋 ２００

卵传铁蛋白 蛋鸡不得使用

罗硝达唑 不得用

螺旋霉素 蛋鸡不得使用

洛克沙胂［１４］ 停用

洛美沙星［１３］ 停用

洛硝达唑［１２］ 禁用

氯丙那林［１２］ 禁用

氯丙嗪［６］ 允用不得检出 不得用

氯化亚汞［１２］ 禁用

氯霉素及其盐、酯 ［１２］ 禁用 不得用

氯氰菊酯 蛋 ５０

氯硝柳胺 蛋 １０

氯唑西林［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马拉硫磷 蛋 １０００

吗啉（双）胍［１５］ 废止标准

尼卡巴嗪 蛋 ３００

黏菌素［６］ 鸡蛋 ３００ 鸡蛋 ３００ 禽蛋 ３００

诺氟沙星［１３］ 停用

哌嗪［６］ 鸡 － 蛋 ２０００ 鸡蛋 ２０００

培氟沙星［１３］ 停用

喷布特［１２］ 禁用

青霉素 ／ 普鲁卡因青霉素［６］ 产蛋期禁用

青霉素 Ｇ 蛋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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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药物名称 中国 ＣＡＣ［７］ 欧盟［８］ 美国［９］ 澳新［１０］ 加拿大［１１］

氰戊菊酯 蛋 ２０

群勃龙［１２］ 禁用

三氟氯氰菊酯 蛋 ２０

杀虫脒（克死螨）［１２］ 禁用

沙丁胺醇［１２］ 禁用

沙拉沙星［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双氯青霉素 蛋鸡不得使用

水杨酸钠 蛋鸡不得使用

泰乐菌素［６］ 鸡蛋 ３００ 鸡蛋 ３００ 禽蛋 ２００ 蛋 ２００

泰妙菌素［６］ 鸡蛋 １０００ 鸡蛋 １０００

泰万菌素［６］ 家禽蛋 ２００ 禽蛋 ２００

特布他林［１２］ 禁用

替米考星［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替硝唑［１２］ 禁用

托曲珠利［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妥布特罗［１２］ 禁用

万古霉素及其盐、酯 ［１２］ 禁用

维吉尼亚霉素 蛋鸡不得使用

五氯酚酸钠［１２］ 禁用

西马特罗［１２］ 禁用

硝呋烯腙［１２］ 禁用

硝基酚钠［１２］ 禁用

硝酸亚汞［１２］ 禁用

辛硫磷 禽蛋 ６０

新霉素［６］ 蛋 ５００ 鸡蛋 ５００ 禽蛋 ５００ 蛋 ５００ 蛋 ５００

溴己新 蛋鸡不得使用

溴氰菊酯［６］ 鸡蛋 ３０ 鸡蛋 ３０ 蛋 １０

氧氟沙星［１３］ 停用

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 蛋鸡不得使用

乙酰水杨酸钠 蛋鸡不得使用

异丙硝唑 不得用

玉米赤霉醇［１２］ 禁用

锥虫砷胺［１２］ 禁用

左旋咪唑［６］ 产蛋期禁用 蛋鸡不得使用 蛋 １０００

　 ④来源于农业部公告第 ２６３８ 号⑤来源于农业部公告第 ５６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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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我国发布的禽蛋药物残留检测方法标准　 残

留检测方法标准是确保禽蛋食品安全重要的技术

支持，也体现了一个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和水

平。 需要制定禽蛋药物残留检测方法标准的药物

包括我国允许用于蛋鸡产蛋期且需要制定 ＭＲＬ 的

药物、蛋鸡产蛋期不得使用的药物、禁用停用的药

物、其他国家和组织有 ＭＲＬ 规定的药物等。 目前，
我国兽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包括新兽药注册公告

试行标准在内，共发布了 ４４６ 项，其中适用范围涉

及到禽蛋的有 ３５ 项，能够检测四环素类、杀虫剂

类、有机磷农药、抗甲状腺类、硝基呋喃类、氟喹诺

酮类、β －内酰胺类、性激素类、糖皮质激素类、雷索

酸内酯类、磺胺类以及泰万菌素、泰乐菌素、大观霉

素、尼卡巴嗪、环丙氨嗪和三聚氰胺、林可霉素、克
林霉素、金刚烷胺、氯羟吡啶、氯霉素等单个药物，
远远满足不了国内禽蛋食品安全监管和禽蛋产品

国际贸易中食品安全检测的要求。
３　 我国禽蛋产品中药物残留现状

３． １　 我国生鲜蛋残留超标药物种类繁杂　 据不完

全统计，近几年的生鲜禽蛋残留检测中先后发现硝

基咪唑类、抗病毒类、磺胺类、喹诺酮类、β － 内酰胺

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喹乙醇代谢物、酰胺醇

类、截短侧耳素类、糖皮质激素类、苯丙咪唑类、抗
寄生虫类、聚醚类、硝基呋喃代谢物类等多类药物

超标，大多数为禁用、停用或蛋鸡产蛋期不得使用

的药物。 从中反映出在蛋禽养殖过程中滥用药、不
规范用药的状况频发。
３． ２　 小众禽蛋残留超标率高 　 以鸡蛋、鸭蛋和鹌

鹑蛋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的近几年禽蛋产品兽药残

留检测结果显示，鸭蛋、鹌鹑蛋等小众禽蛋的药物

残留超标率明显高于鸡蛋。 反映出小众禽蛋在生

产过程中的用药规范意识和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

待提高。
４　 关于生鲜禽蛋中食品安全问题的思考

４． １　 制定可靠统一的禽蛋相关残留标准　 以药物

在我国是否批准使用为线索，按照允许使用无需制

定 ＭＲＬ、允许使用需要制定禽蛋 ＭＲＬ、允许使用在

禽蛋中不得检出、产蛋供人类食用的禽产蛋期不得

使用、禁用或停用于所有食品动物的药物进行划

分，参考其他国家和组织对于禽蛋 ＭＬＲ 的规定，梳
理出我国需要进行食品安全监管的药物品种，制定

出科学可行配套的定性和定量的残留检测方法标

准；允许使用且需要制定 ＭＲＬ 和弃蛋期的药物品

种，在试验数据的基础上，科学地制定出适合我国

国情的禽蛋 ＭＲＬ 和弃蛋期。 实现兽药注册和使用

各阶段相关标准的统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禽蛋药物

残留检测手段，坚固国际贸易食品安全技术壁垒。
４． ２　 加强科学养殖和规范安全用药的宣贯力度　
通过各种方式增强蛋禽养殖环节，尤其是中小企业

和个体养殖户科学养殖和安全用药意识，严格控制

养殖密度，优化养殖环境，遵守休药期和弃蛋期，从
源头解决滥用和违规用药问题。
４． ３　 加强禽蛋食品安全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检验检测执行部门应从如何

真实反映禽蛋食品安全现状出发，进一步优化抽样

程序，确保抽取样品的随机性、普遍性和代表性，为
禽蛋的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有效

的科学依据。
４． ４　 加强开发无残留或低残留新兽药　 优先选择

使用生物制剂、中兽药，鼓励科研院所积极组织开

发研制见效快且动物机体不易吸收、半衰期短的无

残留或低残留的新兽药，尝试动员养殖企业优先选

择使用安全有效、环境污染较小的生物制剂和中兽

药。 从根源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禽蛋作为人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营养源，国际

贸易中主要的动物性产品，其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得

到全球各有关部门的重视。 蛋禽因饲养时间长、产
蛋消耗大，患病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在蛋禽饲养过

程中合理规范地使用兽药，严格执行兽药使用的各

项规定，是禽蛋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全球消

费者食品安全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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