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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残留的危害及其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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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畜牧业日益趋向于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越来越多地使用兽药以保障畜禽健康生长

和畜牧业的正常发展。如果不合理的使用兽药后易造成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残留。不但影响动物

性食品的安全性，危害人体健康，而且还影响动物性食品的国际贸易，对引起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残

留的现状、原因及其危害进行探讨，提出控制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残留的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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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Harm of Animal Medicine Remainderr to Animal Material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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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dern animal husbandry tends to produce in scale-rization with intension gradually，

Using beast medicine more and more guarantees livestock—bird growth heahhly and the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regularly．If unreasonable using beast medicine easily brings about

medicine remainder in animal derived food．The animal medicine remainder affects not only the

safety and harm the people health，but als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The present situation，reason

and harm of animal medicine remainder，advancing some methods and suggestion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review，and the methods and suggestions was also pron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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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大国，2006年肉类

总产量达8 051万t，肉类产量已连续16年居世界

第一位，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肉类工业的快速发

展。兽药作为发展现代畜牧业的物质基础，在降低

畜禽的发病率与死亡率、促进动物生长、改善动物

产品品质和提高饲料利用率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如果在生产实践中，误用、滥用兽药，使得部分

畜禽产品药残超标，产品品质受到影响，从而会影

响到消费者身体健康，也成为制约养殖业可持续健

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从事食品安全的科技

工作者来说，更要提高对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问题

的认识，认真思考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提出相应的应

对措施。

1 兽药残留的分类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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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兽药残留联合立法委员会的定义，兽药残

留是指动物产品的任何可食部分所含兽药的母体

化合物及其代谢物，以及与兽药有关的杂质。所

以，兽药残留既包括原药，也包括药物在动物体内

的代谢产物和兽药生产中所伴生的杂质。动物性

食品是指肉(包括肝、肾等内脏)、蛋和乳及其制品

的总称。

由于兽药使用种类和品种的增加，导致动物性

食品包括肉制品、奶类、蛋类、水产品中兽药残留的

普遍存在。据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

委员会(JECFA)报告食品中的兽药残留达120种，

其中包括有常用的抗生素类、激素类、驱虫药等[2]。

我们一般将残留毒理学意义较大的兽药按其用途

可分为7类主要包括：：①抗生素类；②驱肠虫药

类；③生长促进剂类；④抗原虫药类；⑤灭锥虫药

类；⑥镇静剂类；⑦B一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断剂。其

中抗生素类属于抗微生物药物，是最主要的兽药添

加剂和兽药残留，约占药物添加剂的60％。

2兽药残留的现状

随着兽药和药物添加剂在畜禽饲养过程中的

长期大量应用，防止滥用药物具有重要意义。在西

方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十分重视兽药残留的监

控，颁布了一系列畜产品中兽药残留管理法规和限

量标准，制定了详尽的兽药残留检测方法，严格实

施对畜产品中兽药残留的监控、监督与检测。如在

2000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就制定了185种农兽

药评价和3 724个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仅食品中

农兽药残留一项就对176种药物在375种食品中规

定了2 439个农兽药残留最高限量标准。以氯霉素

残留限量为例，残留限量标准要求不断提高，已经

从以前的10 lug／kg提高到目前的0．1／-g／kg，提高

了100倍[3_4]。又如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03年5

月根据《食品卫生法》修正案，提出了与现行制度有

着本质区别的《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

度》，其中规定很多药物的最高允许残留限量比原

来降低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对没有设立限量指标

的，执行“一律标准”，即允许残留的上限为不超过

0．01 mg／kg‘5—6。。

中国虽已制定《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

量》以及《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在国内畜牧

养殖业中防止滥用抗生素和防止违法使用违禁药

物力度应加大，“瘦肉精”、安定、己烯雌酚、群勃龙

等违禁药物严禁用于预防动物疾病、促进动物生

长、增加蛋白存积改善饲料利用率等。否则会使得

畜产品中抗生素的残留问题非常突出，如含p一内酰

胺类、四环素类、磺胺类药物等抗菌类药的“有抗

奶”问题忉；猪肉中磺胺类、喹诺酮类药物残留超标

等。

3 兽药残留产生的原因

养殖环节如果用药不当是产生兽药残留的最

主要原因，产生兽药残留的主要原因大致会有以下

几个方面：

3．1滥用抗菌药物

国家规定使用的抗菌类药物添加剂有喹乙醇、

杆菌肽锌、黄霉素、恩拉霉素、金霉素、土霉素、磷酸

泰乐菌素等，并多为畜禽专用抗菌药。若滥用则可

能主要会有滥用强力霉素、红霉素、链霉素、胺苯胂

酸、呋喃唑酮、卡那霉素、新霉素、磺胺类药等，如添

加诺氟沙星、环丙沙星等。其后果之一是使细菌产

生耐药株，致使一些本来可以医治的人类疾病无法

可治；后果之二是一些抗菌药物有一定的毒性，残

留后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呋喃唑酮因为有致癌倾

向，国家已禁止使用，只用作染料。

3．2滥用抗虫药物

中国只批准用越霉素一A、潮霉素一B作添加

剂，但如果很多抗蠕虫药被使用的话，如敌百虫。

抗蠕虫药大都具有较大的毒副作用。曾经在兽医

临床上常用的广谱抗蠕虫药，苯并咪唑类和硝基呋

喃类驱虫剂，可持续残留于肝脏并对动物有潜在三

致作用。

3．3不遵守休药期

休药期是指畜禽最后一次用药到该畜禽许可

屠宰或其产品(乳、蛋)许可上市的间隔时间。如果

养殖户为追求经济利益不按休药期的要求使用标

有休药期的动物用药品及含药物的饲料添加剂，在

畜禽出栏前或在奶用畜产奶期间继续使用兽药，并

将这些畜禽产品出售造成兽药残留，如抗菌促生长

的喹乙醇预混剂休药期是35d，而在生产中不少蛋

鸡场不遵守休药期的规定，致使鸡蛋中药物残留超

标，欧盟于1999年已禁止使用该药[8。。美国FDA

一直在对导致食品残留超标的各种因素进行调查，

未能正确遵守休药期一直是重要的原因。如1970

年、1985年、1990年和1991年所占比例依次为

76％、51％、46％、54％[9]。

3．4超量用药

主要是饲料中药物添加剂超量使用。中国的

饲料及浓缩料等大多加有饲料药物添加剂。随着

集约化饲养时间的增长，常用药物的抗药性日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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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如果添加量越来越高将是十分有害的。

3．5不按有关标签的规定

《兽药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标签必须写明兽药

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量等。如果有些兽药企业为了

逃避报批，在产品中添加一些化学物质，但不在标

签中进行说明，将会造成用户盲目用药，这些违规

做法均可造成兽药残留超标。

3．6屠宰前用药

屠宰前使用兽药来掩饰有病畜禽的临床症状，

以逃避宰前检验，这也是造成肉食畜产品兽药残留

的原因。

4 兽药残留的危害

长期食用兽药残留过高的食品会引起人体的

多种急慢性中毒作用，诱导产生耐药菌株，引起变

态反应以及三致(致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常用

的兽药及危害有以下几种。

4．1引起毒性反应

若一次摄入残留物的量过大，会出现急性中毒

反应，因食用残留有盐酸克伦特罗的猪肉可导致食

物中毒。人长期摄入含兽药残留的动物性食品后

药物不断在体内蓄积，当浓度达到一定量后就对人

体产生毒性作用m]。如链霉素对听神经有明显的

毒性作用能造成耳聋，对过敏胎儿更为严重，具有

肾毒性。又如磺胺类药物可引起肾损害，特别是乙

酰化磺胺在酸性尿中溶解度降低，析出结晶后损害

肾脏。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兽药残留以磺胺最

为严重。从2000年起，中国将动物肝中磺胺类药

物残留作为重点监控内容。

4．2诱导产生耐药菌株

兽药残留在动物性食品中的浓度很低，但人类

的病原菌在长期接触这些低浓度药物后，容易产生

耐药性菌株，使得人类疾病的治疗效果受到极大影

响。另外，用作畜禽促生长剂用的抗菌药物，低剂

量使用时也易使某些细菌产生抗药性，并且细菌的

耐药基因可以与人群中细菌、动物群中细菌、生态

系统中细菌互相传递，由此可导致产生耐药致病

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样一旦细菌的耐药

性传递给人类，就会出现用抗生素无法控制人类细

菌感染性疾病的情况口¨。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仅

1992年全美就有13300名患者死于抗生素耐药性

细菌感染【1 2|。

4．3引起过敏反应

经常食用一些含低剂量抗菌药物的食品还能

使易感个体出现过敏反应，其药物包括青霉素、四

环素、磺胺类药物及某些氨基糖甙类抗生素等，这

些药物具有抗原性，刺激机体内抗菌素抗体的形

成，造成过敏反应，严重者可引起休克、喉头水肿呼

吸困难等严重症状。呋喃类药物也会引起胃肠反

应和过敏反应，表现为以周围神经炎、嗜酸性红细

胞增多为特征的过敏反应。磺胺类药物的过敏反

应表现为皮炎、白细胞减少、溶血性贫血和药热、青

霉素药物引起的变态反应，轻者表现为接触性皮炎

和皮肤反应，严重者表现为致死性过敏休克。据统

计，对青霉素有过敏反应的人约为0．7％～10％，过

敏休克的人达0．004％t0．015％。

4．4引起“三致”作用

“三致”作用即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当人

们长期食用三致作用药物残留的动物性食品时，药

物在人体内不断蓄积，最终可引起基因突变或染色

体畸变而造成对人群的潜在危害，最典型的是雌激

素、硝基呋喃类、砷制剂等违禁药物，都已被证明具

有致癌作用。还有苯丙咪唑类抗蠕虫药，能抑制细

胞活性，具有潜在的致突变性和致畸性。近来发现

一些抗生素也具有“三致”作用，如四环素类、氨基

糖甙类和B一内酰胺类等抗生素均被怀疑具有“三

致”作用E13J。

4．5引起激素样作用

人经常食用含低剂量激素残留的食品，或不断

接触和摄入动物体内的内源性激素，就会干扰人体

内的激素平衡，产生一系列激素样作用。据研究发

现，威胁人类生殖系统的化学物质称作“环境激

素”，它通过饮水、饲料可以进入到动物体内或直接

污染动物源食品，当人摄入了这些被污染的食品后

它就蓄积在脂肪组织，然后通过胎盘传递给胎儿。

故人的生殖系统障碍，发育异常及某些癌症如乳房

癌、睾丸癌等与“环境激素”有关。

4．6污染生态环境

兽药残留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兽药对环

境的释放程度及释放速度。有的抗生素在肉制品

降解速度缓慢．如链霉素加热也不会丧失活性．有

的抗生素降解产物比自体的毒性更大．如四环素的

溶血及肝毒作用。动物养殖生产中滥用兽药、药物

添加剂会导致其动物的排泄物．动物产品加工的废

弃物未经无害化处理就排放于自然界中，使得有毒

有害物质持续性蓄积，从而导致环境受到严重污

染，最后导致对人类的危害。

4．7影响畜牧业发展

中国是畜禽产品生产大国，加入WTO使我国

畜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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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残留往往是引发国际贸易中非贸易性技术壁

垒障碍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仅会给中国造成巨大

经济损失，而且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也会受到严重冲

击。如美国以我国输美猪肉、牛肉兽药残留含量高

达不到其标准为由限制输入，从1997年以来，我国

的猪肉、牛肉几乎不能进入美国市场。2000年7

月，欧盟从我国出口的虾仁中检出氯霉素，由于动

物性食品中兽药残留超标，2002年1月31日，欧盟

全面禁止进口中国虾、兔和禽肉等动物性食品[1“。

5 畜产品兽药残留的控制措施

5．1加强兽药残留监控、完善兽药残留监控体系

加快国家、部、省三级兽药残留监控机构的建

立，实施国家残留监控计划，加大监控力度，严把检

验检疫关，畜牧兽医行政部门要严格执行《兽药管

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有关规

章、规定，规范企业生产和经营行为，严防兽药残留

超标的产品进入市场，对超标者给予销毁和处罚，

促使畜禽产品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使兽药残留

超标的产品无销路、无市场，迫使广大养殖场户科

学合理使用兽药、遵守休药期的规定，从而控制兽

药残留。同时还要依据我国目前现实存在问题，根

据国际兽疫局规定的《国际动物卫生法典》和《oie

诊断试验和疫苗标准手册》以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制定食品添加剂、兽药、农残、污染物的限量标

准和准则制订相关法律规定，完善动物性食品安全

法规，把兽药监控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和国际接轨。

5．2 完善饲料、肉制品及动物代谢物中兽药的检

测方法

标准的检测方法是开展兽药残留监测以及监

督的前提，应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尽快研制出快

速、准确、简便的检测方法，加大筛选兽药残留的试

剂盒的研究和开发力度。地方残留监控机构要积

极创造条件，依照国际标准，建立和完善药物残留

监控体系，做好药物残留的监控工作。如目前列入

国家863计划的用于兽药残留检测的生物芯片，即

“兽药残留蛋白质免疫芯片检测系统”，在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研制成功，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监测

肉类中兽药残留的生物芯片系统，它能够在几分钟

内检测出肉类中的兽药残留量。

5．3预防畜禽发生疾病，要坚持“预防为主”的原

则

使用科学的免疫程序、用药程序、消毒程序、病

畜禽处理程序。搞好消毒、驱虫等工作。科学养

殖、用药，确保畜禽及其产品健康安全、无残留。一

旦畜禽发病，要及早淘汰病畜禽。发生传染病时要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隔离、扑杀等措施，以防疫

情扩散。使用安全无毒药物，要坚持治疗为辅的原

则，在冶疗过程中，要做到合理。科学用药，对症适

度用药。只能使用通过认证的兽药和饲料厂生产

的产品，避免产生药物残留和中毒等不良反应。

5．4食品企业采取严格管理体系

食品企业严格按照GMP、HACCP等管理体

系，建立良好的肉品原料供应基地，控制好生产的

每一道环节，把好质量关。在强化广大畜禽养殖和

食品加工人员对人兽共用药物使用范围、剂量、休

药期等管理意识的同时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发动

广大兽医卫检和食品卫生监督人员开展技术服务，

食品企业需要采用良好的管理规范，利用HACCP

管理体系杜绝有药残的肉源作为加工原料投入市

场，生产出卫生安全的动物源性食品，防患于未

然‘15l。

6 结 语

总之，加入wTo后，中国畜禽产品的出口面临

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如不能很好地控制兽药残

留，畜禽产品的出口贸易将是困难重重。所以食品

企业应该建立可靠的原料基地，确保原料来源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另外，中国的兽药残留监控工作起

步较晚，中国对兽药残留监控、保证畜产品安全需

制订更加有力完善的措施，为动物和动物性食品中

的兽药残留监控提供先进、精确、灵敏的分析手段。

兽药残留监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政

府、管理部门和监测检疫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广大民

众的支持，提高畜产品质量，确保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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