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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鸡蛋中氟苯尼考残留问题较为突出，用药习惯及偏好、非法添加处方外其他药物、使用

中交叉污染、贩卖产蛋前期鸡蛋及违法违规滥用药物是造成其残留的主要原因。 为规范氟苯尼考

的使用，降低兽药残留风险，养殖主体要合理合规使用药物，定期对饲料加工车间进行清洁处理，严
格实行凭兽医处方购买使用的规定，在执业兽医指导下正确使用氟苯尼考；在监管执法方面，有关

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氟苯尼考相关的兽药残留标准，明确监管权责，在不同环节、不同主体的生产、流
通、经营、使用过程中实行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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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苯尼考，又名氟甲砜霉素，是新型动物专用

酰胺醇类抗生素，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猪、鸡及

鱼的细菌性疾病，尤其对呼吸系统感染和肠道感染

效果显著。 与同类的氯霉素和甲砜霉素相比，氟苯

尼考具有抗菌活性强、无潜在致再生障碍性贫血等

优点，是氯霉素禁用后的主要替代药物，在兽医临

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１ － ２］。 除用于疾病防治，低剂

量的氟苯尼考还具有一定的促生长效果［３］，在肉鸡

养殖场的使用率已高达 ７８％ ［４］，是国内畜禽养殖

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抗菌药物之一。 因此，氟苯尼考

在动物源性食品，尤其是鸡蛋中残留的问题也越发

突出。 为规范氟苯尼考的使用，提升鸡蛋产品的质

量安全，本文将从鸡蛋中氟苯尼考残留现状、原因

分析、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综

述，以期为相关部门监管执法的开展、鸡蛋中氟苯

尼考药物残留的质量安全标准和评定程序的研究

与制定提供参考。
１　 鸡蛋中氟苯尼考残留现状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禽蛋产品质量的

监管力度。 ２０１９ 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禽蛋产品的监督抽查中［５］，共检

出不合格禽蛋样品 １７ 个，有 ４ 个为鸡蛋中氟苯尼考

残留超标，占不合格样品总量的 ２３． ５％ （４ ／ １７），检出

的含量分别为 ０． ２５７、０． ５９２、０． ２４１、０． ２８４ μｇ ／ ｋ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 ２０１８ 年全年共发布关于

鸡蛋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通报累计 ３３ 次，其
中不合格样品 ７７ 批次，有 ４５ 批次鸡蛋因检出氟苯

尼考而判定不合格，所占比例高达 ５８． ４％ （４５ ／
７７），相应的检测值范围为 ０． ２ ～ ９３０ μｇ ／ ｋｇ，其中

０． ２ ～ １ μｇ ／ ｋｇ、１ ～ １０ μｇ ／ ｋｇ 和 １０ ～ １００ μｇ ／ ｋｇ 的样

品分别有 １３ 批次、 １０ 批 次 和 １４ 批 次， 各 占

２８ ９％ 、２２． ２％ 和 ３１． １％ ，另有 ２ 批次鸡蛋氟苯尼

考含量超过 ５００ μｇ ／ ｋｇ，分别为 ６１４ μｇ ／ ｋｇ 和 ９３０
μｇ ／ ｋｇ［６］。

２０１９ 年山东省鸡蛋风险监测结果数据显示，氟
苯尼考是鸡蛋中检出批数最多的药物，检出率约为

５％ ，检测值大多在 ０． ５ ～ １． ０ μｇ ／ ｋｇ 之间，残留量

较低［７］。 边文文等［８］ 通过对陕西省部分地区所采

集的鸡蛋样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水平进行测定

和分析后得出，氟苯尼考在鸡蛋中的安全隐患较

大，所采 ５ 个地区的 １５６ 份样品有 ７ 批次鸡蛋检出

氟苯尼考，不合格率为 ４． ５％ （７ ／ １５６）。
上述研究说明，鸡蛋中氟苯尼考残留问题较为

突出。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应继续加强鸡蛋中氟

苯尼考残留的检控。
２　 残留原因分析

２． １　 效果显著，应用广泛　 氟苯尼考抗菌谱广，主
要作用于细菌 ７０Ｓ 核糖体的 ５０Ｓ 亚基，抑制转肽

酶，使肽酶的增长受阻，抑制了肽链形成从而阻止

蛋白质的合成，起到抑菌和杀菌作用，不易与其他

药物产生交叉耐药性［９］，对革兰氏阳性菌及阴性菌

都有强大的杀灭作用，可用于预防和治疗各种细菌

性疾病。 该药对耐氯霉素和甲砜霉素的细菌仍然

敏感，对许多耐药菌株如巴氏杆菌、大肠杆菌、克雷

伯氏肺炎杆菌、伤寒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仍有疗效，且具有吸收迅速、体内分布广泛、价格低

廉的特点，在畜禽养殖业中广泛应用［１０］。 有数据

显示，我国在 ２０１３ 年兽用抗菌药物的总用量为 ８． ４
万吨，其中氟苯尼考即高达 １ 万吨，排在所有兽用

抗菌药物用量的前列［１１］。
２． ２　 添加处方外其他兽用化学药物　 部分兽药生

产企业为了提高疗效，增加客户依赖度，扩大市场

占有率，常在制剂中添加疗效确切且价格相对便宜

的兽用化学药品，其中就包括氟苯尼考［１２］。 养殖

场（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持续使用这类药物，不仅

增加了食品动物饲养的不可控性，还会为动物源性

产品的药物残留超标埋下隐患。
２． ３　 交叉污染　 粉剂、预混剂是市售氟苯尼考最

常用剂型。 粉剂推荐的用法是混饮，但也有部分养

殖场将其同预混剂一样，与饲料进行混合后给药。
若饲料加工车间不及时清洁处理，搅拌机内残留的

饲料、搅拌机临近墙体吸附的粉尘都会对下次拌料

产生影响，极易造成交叉污染［１３］。
２． ４　 贩卖产蛋前期鸡蛋　 生产上往往以鸡蛋产出

体外为产蛋期开启的标记，当群体产蛋率达到 ５％
时正式开产［１４］。 但禽类在产蛋开始前，卵巢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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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卵母细胞，后者通过自身分泌合成营养物质和吸

收外源细胞（如肝脏细胞）供给的物质逐步形成小

卵黄。 按照相关规定该阶段可以对鸡使用氟苯尼

考，此时卵黄中必然会有药物残留［１４］。 根据柏雪

等建立的预测模型［１４］，在国家规定的氟苯尼考给

药剂量范围内（４０ ～ ６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ｄ － １），需休药

２１ ｄ 才不能在卵黄中检测出该药物，但在 ８ ～ １４ ｄ
之间，卵黄已逐步发育成熟，包裹蛋清、形成蛋壳产

出体外［１５］，卵黄里残留的氟苯尼考亦随之转移到

鸡蛋中。 监督抽检中有鸡蛋检出氟苯尼考或许就

与产蛋前期用药相关。
２． ５　 违法违规滥用药物　 氟苯尼考对防治鸡常见

细菌性疾病，如鸡白痢、禽霍乱、大肠杆菌病等均有

显著疗效［１６ － １７］，且相关研究表明，该药对禽霍乱的

治疗效果明显优于环丙沙星和庆大霉素［１８］，对鸡

大肠杆菌病的保护率和治愈率则明显高于硫酸阿

米卡星和头孢噻呋钠［１９］。 此外，氟苯尼考与多西

环素联合还可治疗鸡慢性呼吸道疾病［２０］ 。 出于

对氟苯尼考抗菌覆盖面广、抗菌力强、性价比高等

优势的肯定［９］ ，一些养殖场（户）为提高患病鸡群

的治愈率，无视产蛋期禁用的相关规定，仍使用氟

苯尼考作为治疗药物，甚至因急于求成而超剂量

用药，都是造成鸡蛋中药物残留的原因之一。
３　 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３． １　 未明确鸡蛋中氟苯尼考的残留限量 　 我国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ＧＢ３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９）中规定，氟苯尼考日允许摄入

量为 ０ ～ ３ μｇ ／ ｋｇ 体重，家禽肌肉、皮肤 ＋ 脂肪、肝
脏和肾脏中残留限量分别为 １００、２００、２５００ 和

７５０ μｇ ／ ｋｇ［２１］ ，与欧盟和美国相当［２２］ ，但未对鸡蛋

的残留限量作出规定，仅由家禽产蛋期禁用氟苯

尼考来进行规范。 监管过程中，相关部门往往将

“产蛋期禁用” 理解为鸡蛋中不得检测出氟苯

尼考。
３． ２　 对产蛋期的理解存在歧义　 现有标准对产蛋

期缺少具体规定。 生产中对产蛋期的理解一般以

鸡蛋排出体外为产蛋期开启的时间，而这一时间往

往滞后于鸡蛋实际在鸡体内开始形成的时间，这就

导致养殖场（户）即使严格按照产蛋期禁用的规定

执行，成鸡早期所产的鸡蛋中仍可能残留少量氟苯

尼考的现象发生。
３． ３　 标准检测方法不全面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ＧＢ ３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９）中

规定氟苯尼考最高残留限量以氟苯尼考与主要代

谢产物氟苯尼考胺之和计算［２１］，但《动物源性食品

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 （ ＧＢ ／ Ｔ ２２３３８ －
２００８）只适用于畜禽副产品中氟甲砜霉素残留的定

性确证和定量测定［２３］，《鸡蛋中氟苯尼考的残留测

定———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法 》 （ ＤＢ３４ ／ Ｔ １３７６ －
２０１１） ［２４］、《禽蛋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液

相色谱法》 （ＤＢ３７ ／ Ｔ ３１１８ － ２０１８） ［２５］ 等地方标准

也只适用于鸡蛋中氟苯尼考药物残留量的检测，
而《出口动物源食品中甲砜霉素、氟甲砜霉素和氟

苯尼考胺残留量的测定液相色谱 － 质谱 ／质谱法》
（ＳＮ ／ Ｔ １８６５ － ２０１６）只适用于猪肉、鸡肉、鱼、虾、
猪肝、猪肾、肠衣、蜂蜜和牛奶中甲砜霉素、氟甲砜

霉素和氟苯尼考胺测定［２６］ 。 目前，尚缺乏能在鸡

蛋中同时检出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的标准

方法。
４　 对策建议

４． １　 完善氟苯尼考兽药残留标准及限量规定　 从

标准的术语和定义来看，家禽产蛋期禁用的规定并

不能与最高残留限量的规定相提并论。 目前，氟苯

尼考在家禽食品中有明确最高残留限量标准的靶

组织只限于肌肉、皮肤 ＋ 脂肪、肝脏和肾脏，而对禽

蛋中到底是不得检出还是有限量规定则语焉不详。
但从实际的检测结果来看，大多数检出氟苯尼考残

留的鸡蛋，其量值较低［６ － ７］，若以 ５００ μｇ ／ ｋｇ 浓度为

例进行计算，不考虑其他膳食中氟苯尼考的摄入，
６０ ｋｇ 体重成年人需每天吃 ５ ～ ６ 个这样的鸡蛋，摄
入的氟苯尼考才会达到日允许摄入量的上限，而事

实上，每日食用如此大量鸡蛋的情况很难出现。 因

此，还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鸡蛋中氟苯尼

考的残留限量，只要其检测值不高于所参照的鸡组

织体中的最高残留限量值且符合日允许摄入量的

区间值，建议可属合格鸡蛋［２７］。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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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增设休药期或弃蛋期　 增加的休药期的规定

不是从停止给药到鸡蛋许可上市的间隔时间［２８］，
而是产蛋期之前的一个拟制期间。 陈大伟等［２９］ 研

究发现，在按照拌料投喂氟苯尼考，给药剂量 １ ｇ ／
ｋｇ，连续拌料喂药 ５ ｄ 的方式下，开产前 ２３ ｄ 使用

氟苯尼考，开产后所产鸡蛋对成人和婴儿都是安全

的，与前述柏雪等［１４］ 提出的在国家规定的给药剂

量范围内，卵黄中未检出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需

休药 ２１ ｄ 的结论基本一致。 因此，可以在鸡蛋产

蛋期开启前一个月停用氟苯尼考，以减少鸡蛋残留

风险，便于生产者贯彻执行。 设置弃蛋期的目的则

在于，在鸡蛋开产前仍不得不使用氟苯尼考时，可
以把从开始到结束用药之后一段时间内产的鸡蛋

弃去，以防止残留氟苯尼考的鸡蛋流入市场。
４． ３　 加强兽用处方药监管，发挥执业兽医的指导

作用　 氟苯尼考为兽用处方药，要严格按照《兽用

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凭兽医处方笺购买

和使用，并妥善保存相应的处方笺和购销记录，方
便查验。 加强兽用处方药监管，一方面是保证生

产者购买的药品来源正规，质量可靠，一旦发生

质量安全问题，便于追溯、取证；另一方面是充

分发挥执业兽医的指导作用，根据药敏试验选择

有效的抗菌药物，按照规定的剂量和疗程使用，
并叮嘱氟苯尼考用药的注意事项，减少养殖场

（户）凭自己的经验自行购买，随意用药的情况

发生。
４． ４　 规范标准的制修订程序，加快新标准的颁布

速度　 兽药残留标准繁多，根据标准类别可分为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进出口标准及地方标准等，由于

制定标准的部门不完全相同，难免出现部分标准相

互重叠、难以统一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对其加以

整合，减少检测者在标准选择上的困惑，减轻检验

工作量［３０］。 同时，还应当跟踪评价已发布的兽药

残留标准，建立定期评估验证制度，对不适用于实

际工作情况的标准要及时修订，并加快新标准的颁

布速度。
４． ５　 抓好源头、多措并举，切实强化监管责任　 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可通过补贴奖励扶持，推进养殖

场（户）改建新建养殖场所，促进基层养殖经营方

式的转变［３１］ ；组织养殖技术培训班，突出强调安

全合理用药，提升养殖户业务能力，督导蛋禽养殖

场（户）科学规范用药，落实兽药休药期规定，深
化农产品安全意识［３２］ ；采取“拉网式排查”、“网

格化监管”等全覆盖的方式，监督养殖场（户）建

立并完善养殖档案、进药用药记录，检查兽药库存

情况，及时发现安全风险隐患；强化执法力度，对
使用违禁药物、不执行安全休药期的蛋禽养殖场

（户），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 《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严肃查处，有效

惩治违法行为，提高核查处置效果，起到警示和震

慑作用。
此外，还可依托大型病死动物无害化集中处理

厂，将用药期生产的不合格鸡蛋产品纳入病死动物

无害化处理范围，统一收集，集中处理，适当补贴，
并鼓励兽药科研机构研制高效低毒的兽药品种，利
用科技手段，消除药物残留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

影响［３２］。
５　 小　 结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鸡蛋生产和消费的国

家，鸡蛋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 一 以

上［３３］ ，保障鸡蛋产品质量安全具有深远且重要的

意义。 通过近年监督抽检结果可知，氟苯尼考在

鸡蛋中残留的问题较为突出，其膳食暴露风险虽

然不高，消费者虽不必对此过分担心，但此现象背

后的企业生产、养殖中存在的问题仍需引起警惕

和重视。 减少鸡蛋中氟苯尼考残留需要多方协

调、通力合作，在生产养殖方面，要合理合规使用

药物，定期对饲料加工车间进行清洁处理；在兽用

处方药管理方面，要严格实行凭兽医处方购买和

使用的规定，在执业兽医指导下正确使用氟苯尼

考；在监管执法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氟苯尼考相关

的兽药残留标准，明确监管权责，在不同环节、不
同主体的生产、流通、经营、使用过程中实行有效

监管。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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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 － ｏｒｉｇｉｎ ｆｏｏｄ［Ｊ］ ．

Ｆａ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１９（１１）： ５９ － ６１．

［９］ 　 张春辉， 邢广旭， 胡骁飞， 等． 动物专用药物氟苯尼考的研

究进展［Ｊ］ ． 中兽医医药杂志， ２０１９， ３８（０５）： ９５ － ９８．

Ｚｈａｎｇ Ｃ Ｈ， Ｘｉｎｇ Ｇ Ｘ， Ｈｕ Ｘ Ｆ，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ｒｕｇ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９， ３８（０５）： ９５ － ９８．

［１０］ 相昌国． 氟苯尼考在动物疾病治疗上的应用［ Ｊ］ ． 山东畜牧

兽医， ２０１２， ３３（０７）： ５２．

Ｘｉａｎｇ Ｃ 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 ．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２， ３３（０７）： ５２．

［１１］ Ｚｈａｎｇ Ｑ Ｑ， Ｙｉｎｇ Ｇ Ｇ， Ｐａｎ Ｃ 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ｔ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４９（１１）： ６７７２ － ６７８２．

［１２］ 熊 玥， 宋慧敏， 石慧慧， 等． 当前兽药非法添加现象与防控

对策［Ｊ］ ． 中国兽医杂志， ２０２０， ５６（０８）： １０１ － １０４．

Ｘｉｏｎｇ Ｙ， Ｓｏｎｇ Ｈ Ｍ， Ｓｈｉ Ｈ Ｈ， 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０， ５６

（０８）： １０１ － １０４．

［１３］ 潘汉江， 朱立达， 施汉忠， 等． 鸡蛋抗生素残留的原因分析

［Ｊ］ ． 浙江畜牧兽医， ２０１９， ４４（０６）： ５０ ＋ ４９．

Ｐａｎ Ｈ Ｊ， Ｚｈｕ Ｌ Ｄ， Ｓｈｉ Ｈ Ｚ， ｅｔ 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ｅｇｇｓ ［ Ｊ ］ ．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９， ４４（０６）： ５０ ＋ ４９．

［１４］ 柏 雪， 陈 宇， 赵立军， 等． 氟苯尼考在鸡蛋和蛋鸡组织中的

残留规律及预测模型建立［ Ｊ ／ ＯＬ］． 食品科学：１ － １４［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６］．

ｈｔｔｐ：∥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２２０６． ｔｓ．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 １５２８．

１０９． ｈｔｍｌ． Ｂａｉ Ｘ， Ｃｈｅｎ Ｙ， Ｚｈａｏ Ｌ Ｊ，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ｉｎ ｅｇｇ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Ｊ ／ ＯＬ］．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 － １４［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６ ］． ｈｔｔｐ：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２２０６． ｔｓ．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 １５２８． １０９． ｈｔｍｌ．

［１５］ 杨 宁． 家禽生产学［Ｍ］．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２０ － ２１．

Ｙａｎｇ Ｎ．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２０ － ２１．

［１６］ 李亚男， 杨 帆， 王 丹 ． 氟苯尼考的药效学及其对禽源致

病菌的治疗作用［ Ｊ］ ． 广东畜牧兽医科技， ２０１５， ４０（１） ：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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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４ ．

Ｌｉ Ｙ Ｎ， Ｙａｎｇ Ｆ， Ｗａｎｇ 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ｏｒｉｇｉｎ［Ｊ］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 ４０

（１）： １ － ４．

［１７］ 梁梦颖． 鸡常见病的症状与防治措施［ Ｊ］ ． 湖北畜牧兽医，

２０２０， ４１（１１）： ２３ － ２４．

Ｌｉａｎｇ Ｍ Ｙ．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Ｊ］ ． Ｈｕｂｅ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０， ４１（１１）： ２３ － ２４．

［１８］ 杨 文． 氟苯尼考治疗鸡巴氏杆菌病的临床观察［Ｊ］ ． 内江科

技， ２００３， ５： ２１．

Ｙａｎｇ Ｗ．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ｆｅｎｉｃ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ｐａｓｔｅｕｒｅｌｌｏｓｉｓ［Ｊ］ ． Ｎｅｉｊｉａ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５： ２１．

［１９］ 王自然， 阮明华 ． 氟苯尼考琥珀酸钠对人工诱发鸡大肠

杆菌病的疗效观察 ［ Ｊ］ ． 中国畜牧兽医， ２０１０， ３７ （ ４ ） ：

２１２ － ２１４ ．

Ｗａｎｇ Ｚ Ｒ， Ｒｕａｎ Ｍ 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ｄｉｕｍ ｆｌｕｆｅｎｉｃｏｌ ｓｕｃｃｉｎａｔｅ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ｌｉｂａｃｉｌｌｏ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０， ３７

（４）： ２１２ － ２１４．

［２０］ 王海花， 曹素芳， 张桂云， 等． 复方氟苯尼考对实验性鸡慢

性呼吸道疾病的疗效试验 ［ Ｊ］ ． 中国兽医杂志， ２００８， ４４

（６）： ６１ － ６２．

Ｗａｎｇ Ｈ Ｈ， Ｃａｏ Ｓ Ｆ， Ｚｈａｎｇ Ｇ Ｙ，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ｌｕｆｅｎｉｃｏｌ 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８， ４４

（６）： ６１ － ６２．

［２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

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

最大残留限量： ＧＢ３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９［Ｓ ／ ＯＬ］． ２０１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ｆｏｒ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ｆｏｏｄｓ： ＧＢ３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９［Ｓ ／ ＯＬ］． ２０１９．

［２２］ 王霓霓． 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食品中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Ｍ］．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７８３．

Ｗａｎｇ Ｎ Ｎ． Ｌｉｍｉｔｓ ｆｏｒ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ｆ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７８３．

［２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动物源性食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

ＧＢ ／ Ｔ ２２３３８ － ２００８［Ｓ ／ ＯＬ］． ２００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ｓ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ＧＢ ／ Ｔ ２２３３８ － ２００８［Ｓ ／ ＯＬ］． ２００８．

［２４］ 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鸡蛋中氟苯尼考的残留测定———高

效液相色谱法： ＤＢ ３４ ／ Ｔ１３７６ － ２０１１［Ｓ ／ ＯＬ］． ２０１１．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ｅｇｇｓ ｂｙ ＨＰＬ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Ｂ ３４ ／ Ｔ１３７６ － ２０１１［Ｓ ／ ＯＬ］． ２０１１．

［２５］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禽蛋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的测

定———液相色谱法： ＤＢ ３７ ／ Ｔ３１１８ － ２０１８ ［Ｓ ／ ＯＬ］．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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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 Ｔ３１１８ － ２０１８ ［Ｓ ／ ＯＬ］． ２０１８．

［２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 出 口 动 物

源食品中甲砜霉素、氟甲砜霉素和氟苯尼考胺残留量的

测定 液 相 色 谱 － 质 谱 ／ 质 谱 法： ＳＮ ／ Ｔ １８６５ － ２０１６

［ Ｓ ／ ＯＬ］ ． 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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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５ － ２０１６［Ｓ ／ ＯＬ］． ２０１６．

［２７］ 曾文远． 销售含氟苯尼考鸡蛋行为性质的判定［ Ｊ］ ． 中国食

品药品监管， ２０２１（０１）： ９０ － ９８．

Ｚｅｎｇ Ｗ Ｙ．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ｇｇ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ｏｄ ＆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２１（０１）： ９０ － ９８．

［２８］ 赵文贵． 从强化兽药休药期着手确保动物食品安全［ Ｊ］ ． 畜

牧兽医科技信息， ２０１８（１０）： ６．

Ｚｈａｏ Ｗ Ｇ．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ｆｏｏｄ ｂ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８（１０）： ６．

［２９］ 陈大伟， 赵 敏， 刘茵茵， 等． 氟苯尼考在产蛋前期鸡蛋中的

残留规律及膳食暴露评估 ［ Ｊ］ ．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２０２０， １１（２４）： ９４８７ － ９４９５．

Ｃｈｅｎ Ｄ Ｗ， Ｚｈａｏ Ｍ， Ｌｉｕ Ｙ Ｙ，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ｉｎ ｅｇ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０２０， １１

（２４）： ９４８７ － ９４９５．

［３０］ 陈 玲， 朱焕星， 高迎春， 等． 浅谈我国兽药残留标准存在的

问题及建议［Ｊ］ ． 山东畜牧兽医， ２０１２， ３３（０７）： ７２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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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２， ３３（０７）： ７２ － ７３．

［３１］ 张苏珍， 王益军， 贺 燕， 等． 禽蛋产业中兽药使用存在的问

题及 对 策 建 议 ［ Ｊ ］ ． 安 徽 农 学 通 报， ２０１９， ２５ （ １２ ）：

１１４ － １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Ｓ Ｚ， Ｗａｎｇ Ｙ Ｊ， Ｌｕ Ｙ，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ｇ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Ｊ］ ．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９， ２５ （ １２ ） ：

１１４ － １１５ ．

［３２］ 陈月明． 我国禽蛋产品药物残留现状与控制［ Ｊ］ ． 中国动物

检疫， ２０１７， ３４（０４）： ３２ － ３５．

Ｃｈｅｎ Ｙ 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ｅｇ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３４（４）： ３２ －

３５．

［３３］ 堵鹤明． 我国鸡蛋价格波动及传导机制研究［Ｄ］． 河北经贸

大学，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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