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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用抗生素在养殖环节的使用现状与减量化替代路径
研究

李先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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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聚焦兽用抗生素在养殖环节的使用现状与减量化替代路径。阐述其使用规模、结构、目的与方式，

分析减量化替代对保障食品安全、减轻生态压力、推动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探讨生物防控、养殖管理优化、

替代品研发应用及政策市场驱动等减量化替代技术路径，并列举生猪与蛋鸡养殖场的实践案例，证明减量化替代能提

升养殖效益与产品质量，为养殖业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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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养殖业作为农业关键支柱，在保障粮食安全

与促进农民增收方面作用重大。随着养殖规模扩大与集

约化程度提高，兽用抗生素过度使用问题愈发严重，给

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及养殖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

威胁。在此背景下，探索兽用抗生素减量化替代路径迫

在眉睫。这不仅关乎动物健康与畜产品质量，更对维护

生态平衡、实现养殖业绿色转型意义深远。本文旨在深

入剖析兽用抗生素使用现状，探寻减量化替代的有效路

径，为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借鉴。

1 减量化替代对实现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养殖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养殖规

模的扩大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的过

度使用问题日益凸显，对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及养殖业

自身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兽用抗生素的减量化

替代，即通过减少抗生素在养殖环节的使用量，探索并

推广替代技术与管理模式，对于保障动物健康、提高畜

产品质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养殖业转型升级具有重

要意义[1]。它不仅能够降低动物源性食品中抗生素残留的

风险，保障消费者健康，还能减少抗生素排放对土壤、

水体等自然环境的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同时推动养殖

业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2 兽用抗生素在养殖环节的使用现状

2.1  使用规模与结构
当前，兽用抗生素在养殖业中的使用规模庞大，涉

及猪、牛、羊、禽、水产等多个养殖领域。从使用结构

来看，抗生素主要分为预防性用药和治疗性用药两大

类。预防性用药主要用于疾病高发期或特定生长阶段，

以预防疾病的发生；治疗性用药则针对已发病动物，用

于控制病情、促进康复。抗生素还常被用作饲料添加

剂，以促进动物生长、提高饲料转化率。然而这种广泛

而普遍的使用方式导致了抗生素的滥用现象，不仅增加

了养殖成本，还加剧了耐药性的产生和传播。

2.2  使用目的与方式
兽用抗生素的使用目的多样，主要包括疾病预防、

治疗、生长促进及饲料效率提升等。在实际操作中，抗生

素的使用方式也多种多样，包括口服、注射、饮水、混饲

等。然而由于养殖户对抗生素知识的缺乏、用药指导的不

足以及市场利益的驱动，抗生素的使用往往存在不规范、

不科学的问题，如超剂量使用、长期使用、联合用药不当

等，这些行为严重威胁了动物健康和食品安全。

3 兽用抗生素减量化替代的必要性

3.1  食品安全风险
抗生素残留已然成为当前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领域中

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在养殖过程中，抗生素被广泛用

于预防和治疗动物疾病、促进动物生长等方面。然而由

于部分养殖户缺乏科学用药知识，存在超剂量、超疗程

使用抗生素的情况，导致大量抗生素残留在动物体内。

当人们长期摄入这些含有抗生素残留的动物源性食品

时，抗生素会在人体内逐渐积累。人体内的细菌长期暴

露于低浓度的抗生素环境中，可能会通过基因突变等方

式产生耐药性。一旦人体患病需要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

时，这些耐药菌就可能对抗生素产生抵抗作用，使得抗

生素无法有效杀灭细菌，从而严重影响抗生素的临床治

疗效果[2]。不同的人对抗生素可能存在过敏反应，长期摄

入含有抗生素残留的食品，可能会增加过敏反应的发生

几率，如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在极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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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过量的抗生素残留还可能引发人体中毒，对人体

的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

3.2  生态环境压力
在养殖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抗生素的大量使用正给

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养殖场中，动物摄入抗生素

后，部分抗生素会以原形或代谢产物的形式通过粪便、

尿液等途径排出体外。这些含有抗生素的排泄物若未经

有效处理直接排放到环境中，会随着雨水冲刷、地表径

流等方式进入土壤和水体。进入土壤的抗生素会改变土

壤的微生物群落结构，抑制有益微生物的生长，影响土

壤的肥力和生态功能。抗生素还会通过土壤渗透进入地

下水，对地下水水质造成污染。而进入水体的抗生素，

会对水生生物产生直接毒性作用，影响水生生物的生

长、繁殖和生存。更为严重的是，抗生素及其代谢产物

在水体和土壤中会长期残留，并通过食物链进行传递和

富集。当大型水生动物捕食小型水生动物时，抗生素会

进一步在大型水生动物体内富集。最终，人类作为食物

链的顶端消费者，会摄入含有高浓度抗生素的水生动

物，从而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3.3  养殖业可持续发展需求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

者对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消费者越来

越关注动物源性食品中抗生素残留的问题，更倾向于选

择无抗生素残留或低抗生素残留的绿色、安全食品。国

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引导养殖业向绿色、可

持续方向发展，对养殖业中的抗生素使用提出了更加严

格的限制和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养殖业面临着转型

升级的迫切需求。减量化替代兽用抗生素，推广绿色养

殖技术和管理模式，成为提高养殖业竞争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途径。通过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养殖户可

以降低养殖成本。一方面，减少了购买抗生素的费用支

出；另一方面，降低了因抗生素滥用导致的动物发病率

和死亡率，减少了因治疗疾病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减少

抗生素使用可以提高畜产品的质量。绿色、无抗生素残

留的畜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

价格和更好的市场口碑，从而增强养殖业的市场竞争

力。推广绿色养殖技术和管理模式还有助于改善养殖环

境，减少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污水等污染物对环境

的污染，提升养殖业的整体形象和社会认可度，为养殖

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 兽用抗生素减量化替代技术路径

4.1  生物防控技术
生物防控技术是现代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关键，它摒

弃传统化学药物防治方式，利用生物制剂、微生物制剂

等天然物质，通过调节动物体内微生态平衡、增强免

疫力，达到预防疾病、促进生长的目的。该技术涵盖益

生菌制剂、酶制剂、植物提取物等多个方面。益生菌如

乳酸菌、双歧杆菌等，能抑制有害菌生长，维持肠道菌

群平衡；酶制剂可促进饲料消化吸收，提高营养价值；

植物提取物如大蒜素、黄芩苷等，具有抗菌、抗病毒、

抗氧化等功效[3]。生物防控技术安全无毒、无残留、无

污染，能从根源上增强动物抵抗力，减少对抗生素的依

赖，是替代抗生素的重要途径，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符合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4.2  养殖管理优化
优化养殖管理对减少抗生素使用、实现养殖业可持

续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养殖环境是基础，合理确定饲

养密度可避免动物竞争加剧和空气质量下降；改善通风

条件能排出有害气体，调节温湿度；定期消毒可杀灭病

原体，减少疾病传播。在饲养管理上，科学配方饲料能

满足动物营养需求，定时定量饲喂和保证饮水清洁可减

少疾病发生。加强动物疫病防控是核心，建立监测预警

体系，定期健康检查，及时隔离诊断和治疗患病动物，

防止疫情扩散。加强生物安全管理，控制人员和车辆进

出，能有效降低动物发病率，减少抗生素使用需求，保

障养殖业健康发展。

4.3  替代品研发与应用
研发和应用抗生素替代品，是攻克抗生素滥用难题

的关键之举。在养殖业中，这一举措正发挥着日益重要

的作用，多种替代品已成功落地应用。中草药制剂凭借

其丰富的药用成分和独特药理作用崭露头角。像黄芪、

板蓝根等常见中草药，不仅能抗菌、抗病毒，还能显著

提升动物免疫力，为动物健康筑起一道天然防线。免疫

增强剂也是重要替代品之一，维生素、微量元素、多糖

类物质等成分，能够有效调节动物免疫系统，增强其抵

抗力，使动物在面对疾病侵袭时更具应对能力。抗菌肽

则以其广谱抗菌活性脱颖而出，且不易产生耐药性，为

养殖业提供了新的抗菌选择。这些替代品各有千秋，养

殖户可根据养殖动物种类、生长阶段以及疾病类型，精

准选择合适的替代品。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型

替代品的研发前景一片光明。基因工程改造微生物、纳

米技术开发药物载体等创新技术，正为养殖业带来更多

安全、有效的替代方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抗生素替

代品将在养殖业中大放异彩，助力养殖业实现绿色、可

持续发展。

4.4  政策与市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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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市场犹如双轮驱动，为兽用抗生素减量化替

代注入强大动力。政府在监管层面需重拳出击，制定全

面且细致的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清晰划定抗生素使用

红线，明确违规处罚细则，以雷霆手段遏制滥用行为。

运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经济杠杆，为养殖户采用绿

色养殖技术提供资金支持，降低其转型成本，提升产品

市场竞争力。政府应发挥服务职能，开展针对性技术培

训和指导，普及绿色养殖知识，增强养殖户环保意识，

使其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市场方面，消费者食

品安全意识的觉醒，让无抗生素残留畜产品备受青睐，

这一消费趋势倒逼养殖户主动减少抗生素使用。企业作

为市场主体，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强化自律管理，加

大绿色养殖技术研发与应用投入，打造优质品牌形象。

通过与养殖户深度合作，构建稳定供应链，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养殖业绿色转型，迈向可持续

发展新征程。

5 兽用抗生素减量化替代的实践案例

5.1  案例一
某生猪养殖场位于我国南方地区，拥有存栏生猪数

千头。为减少抗生素使用、提高生猪品质和市场竞争

力，该养殖场积极推广生物防控技术和精准饲喂管理模

式。具体措施包括：（1）生物防控技术应用。在饲料中
添加益生菌制剂和酶制剂等生物制剂，调节生猪肠道微

生态平衡，增强机体免疫力；同时，采用植物提取物等

天然物质进行疾病预防和治疗，减少抗生素的使用量。

（2）精准饲喂管理。根据生猪的生长阶段和营养需求，
制定科学合理的饲料配方和饲喂计划；通过智能化饲喂

系统实现精准投喂和实时监控，确保生猪获得充足的营

养和健康的生长环境。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应用，该养

殖场的生猪发病率明显降低，抗生素使用量大幅减少；

同时生猪的生长速度、饲料转化率和肉质品质均得到显

著提升；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

5.2  案例二
某蛋鸡养殖场位于我国北方地区，拥有存栏蛋鸡数

万只。为应对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

以及国家对养殖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该养殖场积

极探索绿色养殖模式。具体措施包括；一是环境优化：

改善养殖环境，提高通风条件，降低氨气等有害气体浓

度；同时加强粪便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实现废弃物的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4]。二是生物防控与营养调控：

采用益生菌制剂和植物提取物等生物制剂进行疾病预防

和治疗；通过调整饲料配方和添加营养补充剂等方式满

足蛋鸡的营养需求并提高其免疫力。三是品牌建设与市

场营销：加强品牌建设力度，提高消费者对绿色鸡蛋的

认知度和接受度；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实现

绿色鸡蛋的高效流通和销售。经过几年的努力和实践应

用，该养殖场的绿色养殖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蛋鸡的

生产性能和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提升；鸡蛋的品质和安全

性得到消费者的高度认可；同时养殖场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结束语

兽用抗生素减量化替代对于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通过生物防控技术、养殖管理优

化、替代品研发应用以及政策与市场的共同驱动，养

殖业能够在减少抗生素使用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保

障食品安全与生态环境。实践案例充分证明，绿色养殖

模式不仅可行，而且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未来，应继续加大研究与实践力度，推动养殖业向

更加绿色、低碳、循环的方向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促进农民增收与生态环境保护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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