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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蛋鸡养殖中药物残留分析研究及监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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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6; 2. 北京海关, 北京  100026) 

摘  要: 目的  对我国蛋鸡养殖中的药物残留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监管建议。方法  采用摸底调查、监

督抽检和舆情收集的方式, 了解国内蛋鸡养殖过程中的用药情况。通过梳理本中心 5 年来鸡蛋和鸡肉的检测

数据, 从检出项目、样品及来源分析不合格情况; 通过收集舆情, 汇总国内各省近年来鸡蛋和鸡肉抽检不合格

的情况。结果  发现抗生素的使用确实广泛存在于我国蛋鸡养殖过程中, 并经由鸡蛋和鸡肉进入到消费者市

场; 监督抽检的鸡蛋和鸡肉不合格的项目主要集中在氟苯尼考、恩诺沙星、磺胺类、甲硝唑等兽药中, 检出残

留水平从小于 1 μg/kg 到上千 μg/kg 不等, 这 4 种药物均为广谱性的抗生素。结论  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发达

国家的做法, 提出 5 项监管建议, 为监管部门能及早、有效、最大限度地降低兽药经蛋鸡养殖途径产生的食品

安全风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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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upervision suggestion on drug residue in laying  
hens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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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research the drug residues in laying hens cultiv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put 

forward regulatory recommendations. Methods  Thorough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sampling and public opinion 

collection we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drug use in the process of domestic layer breeding. By combing the testing 

data of eggs and chicken in the past 5 years, the unqualified situation was analyzed from the detected items, samples 

and sources.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public opinion, the situation of unqualified eggs and chicken in recent years 

was summarized.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antibiotics was widely used in the process of laying hens cultivation 

in China, and got to the consumer market through eggs and chicken. The unqualified items of eggs and chicken under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veterinary drugs such as flufenicol, enrofloxacin, sulfonamides 

and metronidazole, and the residual levels were from less than 1 μg/kg to thousands μg/kg. The 4 kinds of drugs were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s. Conclusion  Based on our country'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learning from the practic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5 regulator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upervision 

department to reduce the food safety risks caused by veterinary drugs through layer breeding in an early,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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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ximum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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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是鸡蛋的生产和消费大国, 鸡蛋产量自 1985 年

之后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近 10 多年来产量仍持续呈现上升

趋势, 占全球总产量的 40%左右, 但鲜鸡蛋的出口量呈下

降趋势, 主要以国内消费为主, 消费规模世界第一[1‒2]。鸡

蛋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是优质蛋白质、B 族维生素的良好

来源, 还能提供一定数量的脂肪、维生素 A 和矿物质, 已

成为我国普通百姓餐桌的必备品[3‒4]。因此, 鸡蛋的食用安

全历来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近年来, 关于鸡蛋中检出药物残留, 尤其是检出抗生

素的问题频繁出现, 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消费者的担

忧, 评估蛋鸡养殖用药的风险意义凸显。本文通过收集大

量的国内外资料和舆情 [5‒7], 汇集国内蛋鸡养殖用药情  

况[8‒9], 梳理本中心 5 年来鸡蛋和鸡肉检测数据, 评估分析

可能存在的风险; 同时, 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

做法[10], 提出 5 项建议, 希望能有助于及早、有效、最大

限度地降低兽药特别是抗生素类兽药经蛋鸡养殖途径产生

的食品安全风险。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摸底 

我国的蛋鸡养殖模式主要分为 3 种: 集约化养殖、小

规模养殖和小散户经营, 养殖规模从上千只、到几万只乃

至近百万只不等[11‒12]。养殖过程中所投用的药品和疫苗制

剂有 3 个来源: 网店、生产厂家和兽药经营门店。本研究

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 调查对象为养殖场和小散户, 调查

主要内容包括养殖模式、规模、用药种类和给药方式、疫

苗接种等信息。 

1.2  市场抽检 

抽取的样品来自全国各地, 包括山东、河南、河北、

辽宁、湖南等蛋鸡主养区和鸡蛋供应大省。蛋鸡养殖企

业包括德青源、正大、华都等全国知名大企业以及湖南

芷江炎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区域规模化企业, 其产品

不仅供应国内, 还供应港澳和出口日本。此外, 还抽检了

京郊的 3 家个体养殖户。同时,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

风险点, 通过网购获取到同品牌家禽饲料和鸡蛋样品并

进行了检测。 

1.3  舆情收集 

主要收集中国农业农村部、各级市场监管局等国内蛋

鸡养殖主管部委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或对其的转载, 中国

农科院和中国农大等国家级相关科研机构以及《中国质量

报》和《中国食品工业》杂志、食品伙伴网等相关主流媒

体发布的公告、研究报告和相关信息, 以保证获取的资料

和舆情准确可信。 

2  结果与分析 

2.1  摸底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出 50 份问卷, 涵盖河北、河南、湖南、

山东等鸡蛋主产区和 3 种养殖模式。收回 40 份, 均为内容

完整的有效问卷。从调查回复情况看, 我国在蛋鸡养殖过

程中从育雏到产蛋为防治各种常见禽类疾病所用药物制剂

可分为 4 类: 1)营养保健类, 如维生素 C 可提高免疫力, 提

高饲料转化率; 欣达安主要成分为杨树花提取物, 有促进

组织修复和通肠保肝的功效; 壳优以 25-羟基维生素 D3 为

主要原料, 有益于改善蛋黄营养指标与蛋黄颜色等。2)预

防类, 主要是生物和中药制剂。如霉毒必脱可去除饲料中

的霉毒素; 双黄连颗粒, 针对传染性疫病、鸡痘及病毒与

细菌混合感染, 兼具预防和治疗功效等。3)治疗类, 包括中

药和西药。如管康主成分为茶树油、百里香酚可治疗鸡输

卵管炎; 锦心口服液含穿心莲、黄芩等多味中药制剂, 可

用于防治鸡大肠杆菌引发的疾病等。4)疫苗制剂类, 通过

接种疫苗, 预防禽流感、新城疫、鸡痘、鼻炎、减蛋综合

症等禽类常发疾病。养殖户所用疫苗的商品名有禽流感

H7+H5 重组苗、禽流感 H9、新支二联苗、新城疫(T7)、克

隆 3 零、新支减流和新支 H120 等[13‒15]。 

2.2  检测结果方面 

汇集梳理我中心自 2015 年 7 月—2020 年 10 月, 连续

5 年多、3566 个鸡蛋和鸡肉样品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涉及

磺胺类、硝基呋喃类、喹诺酮类、大环内脂类、四环素类

和氯霉素类等蛋鸡养殖中常用的抗生素类药物以及金刚烷

胺、利巴韦林等常用抗病毒类药物, 涵盖了调查问卷反馈

中涉及的抗菌和抗病毒药物的所有有效成分。此外, 检测

项目还包括农药、重金属和非法添加物。农药残留检测以

氟虫腈和有机氯农药为主, 重金属关注铅、镉、总汞等环

境污染物[16]。分析检测结果, 呈现以下特点:  

2.2.1  鸡蛋、鸡肉 2 类样品均检出不合格 

共采集到 2987 个生鲜鸡蛋样品, 其中不合格样品有

63 个, 不合格率约为 2.1%。最新从 3 家小散户抽取的样品

均为不合格; 新宰杀、冰鲜和冷冻鸡肉样品合计 582 个, 其

中不合格样品 16 个, 不合格率 2.7%。监控计划中鸡蛋不

合格样品检测结果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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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监控计划中鸡蛋不合格样品检测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unqualified egg samples in the monitoring plan 

样品序号 样品签收年份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项目名称 检测结果/(μg/kg) 

1 
2015 

15***248 鸡蛋 恩诺沙星 40.8 

2 15***091 ***柴鸡蛋 氟苯尼考 290.0 

3 

2017 

17***646 鸡蛋 环丙沙星 88.1 

4 17***502 鲜鸡蛋 环丙沙星 7.5 

5 17***251 鸡蛋 氟苯尼考 2.8 

6 17***872 鸡蛋 氟苯尼考 0.8 

7-1 17***442 鸡蛋 恩诺沙星 <2.0 

7-2 17***442 鸡蛋 环丙沙星 9.4 

8 17***961 鸡蛋 恩诺沙星 11.0 

9 17***252 柴鸡蛋 氟苯尼考 0.8 

10 17***506 柴鸡蛋 氟苯尼考 2.0 

11 17***578 鲜柴鸡蛋 氟苯尼考 180.0 

12 17***000 有机柴鸡蛋 氟苯尼考 1.9 

13 17***161 柴鸡蛋 氟苯尼考 130.0 

14 17***583 柴鸡蛋 氟苯尼考 0.5 

15 17***759 ***柴鸡蛋 氟苯尼考 4.3 

16 17***541 鲜柴鸡蛋 氟苯尼考 15.7 

17-1 17***808 ***柴鸡蛋 环丙沙星 14.3 

17-2 17***808 ***柴鸡蛋 恩诺沙星 46.6 

18 17***885 ***散养柴鸡蛋 氟苯尼考 0.17 

19 

2018 

18***678 柴鸡蛋 氟苯尼考 0.3 

20-1 18***884 ***绿色鸡蛋 环丙沙星 128.0 

20-2 18***884 ***绿色鸡蛋 恩诺沙星 2948.0 

20-3 18***884 ***绿色鸡蛋 氟苯尼考 103.0 

21 18***668 ***柴鸡蛋 氟苯尼考 0.3 

22 18***723 鸡蛋 氟苯尼考 0.2 

23-1 18***773 柴鸡蛋 环丙沙星 15.0 

23-2 18***773 柴鸡蛋 恩诺沙星 399.6 

24 18***877 鸡蛋 氟苯尼考 0.2 

25 18***882 鸡蛋 氟苯尼考 1.2 

26 18***885 鸡蛋 氟苯尼考 0.2 

27-1 18***929 鲜鸡蛋 环丙沙星 <4.0 

27-2 18***929 鲜鸡蛋 恩诺沙星 3.3 

28 18***938 鸡蛋 氟苯尼考 0.1 

29 18***557 鸡蛋 氟苯尼考 2.2 

30 18***729 鲜鸡蛋 氟苯尼考 0.1 

31-1 18***772 鸡蛋 环丙沙星 <4.0 

31-2 18***772 鸡蛋 恩诺沙星 14.8 

32 18***773 柴鸡蛋 氟苯尼考 0.1 

33-1 18***051 鸡蛋 环丙沙星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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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样品序号 样品签收年份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项目名称 检测结果/(μg/kg) 

33-2 

2018 

18***051 鸡蛋 恩诺沙星 695.6 

34-1 18***180 鸡蛋 环丙沙星 8 

34-2 18***180 鸡蛋 恩诺沙星 <2.0 

35 18***380 鸡蛋 氟苯尼考 0.4 

36 18***737 鸡蛋 氟苯尼考 106.0 

37 18***756 柴鸡蛋 氟苯尼考 50.0 

38 18***819 鸡蛋 氟苯尼考 1.3 

39-1 18***161 鸡蛋 环丙沙星 6.0 

39-2 18***161 鸡蛋 恩诺沙星 123.5 

40-1 18***710 鸡蛋 环丙沙星 19.0 

40-2 18***710 鸡蛋 恩诺沙星 773.7 

41 18***055 白皮鸡蛋 氟苯尼考 1.1 

42-1 18***761 鸡蛋 环丙沙星 21.0 

42-2 18***761 鸡蛋 恩诺沙星 <2.0 

43-1 18***768 鸡蛋 环丙沙星 8.0 

43-2 18***768 鸡蛋 恩诺沙星 32.1 

44-1 18***384 ***鲜鸡蛋 环丙沙星 38.0 

44-2 18***384 ***鲜鸡蛋 恩诺沙星 83.6 

45-1 18***824 鸡蛋 恩诺沙星 131.1 

45-2 18***824 鸡蛋 环丙沙星 <4.0 

46-1 

2019 

19***288 鸡蛋 恩诺沙星 <2.0 

46-2 19***288 鸡蛋 环丙沙星 44.0 

47-1 19***289 鸡蛋 恩诺沙星 <2.0 

47-2 19***289 鸡蛋 环丙沙星 33.0 

48 19***287 鸡蛋 环丙沙星 55.0 

49 19***290 鸡蛋 环丙沙星 71.0 

50 19***291 鸡蛋 环丙沙星 81.0 

51 19***513 鸡蛋 恩诺沙星 21.0 

52 19***177 柴鸡蛋 恩诺沙星 32.2 

53 19***593 鸡蛋 氟苯尼考 12.6 

54 19***806 红皮鸡蛋 恩诺沙星 59.0 

55 19***348 鸡蛋 氟苯尼考 3.4 

56 19***647 红皮鸡蛋 氟苯尼考 0.7 

57 19***038 鸡蛋 恩诺沙星 3.4 

58 19***085 鸡蛋 恩诺沙星 4.4 

59 
2020 

20***828 鸡蛋 氟苯尼考 1.8 

60 20***130 ***富硒鸡蛋 氟苯尼考 82.4 

注: 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的检测结果均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 为保护样品信息而被省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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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不合格鸡蛋样品中还包括了名

为“绿色鸡蛋”和“有机鸡蛋”的样品, 更是说明了违规使用

兽药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2.2.2  超标项目集中 

不合格鸡蛋样品主要是因为被检出氟苯尼考、恩诺沙

星和环丙沙星 3 种药物残留, 其他检测项目未见异常; 不

合格的鸡肉样品, 除了 1 个普通鸡肉样品中检出致泻大肠

埃希氏菌外, 其余均为乌鸡肉样品, 检出残留量超标的药

物有环丙沙星、呋喃西林代谢物、氧氟沙星、甲氧苄啶、

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 

2.2.3  不合格样品来源广泛 

不合格的鸡蛋样品来自北京、河北、湖北、辽宁、河

南等几乎所有被监控计划覆盖的地区, 涉及的生产企业以

集约化养殖为主, 其中包括某些知名企业下属生产企业。

另外, 还涉及小散户和号称生态养殖的企业。2020 年 10

月, 本中心从北京郊区 3 家小散户抽取的 3 份鸡蛋样品均

为不合格。 

不合格的鸡肉样品则集中于乌鸡肉, 来自河北和山

东两省的禽肉加工企业。其他省份的样品未检出不合格。 

2.2.4  产生药物残留的原因分析 

鸡蛋和鸡肉样品检测结果为不合格或超标, 可能有

以下 3 个方面的原因: (1)养殖企业在饲料中添加了超量抗

生素防治疾病, 饲养中进入蛋鸡体内并传递至鸡蛋中; (2)

对蛋鸡的疾病治疗中使用, 但未能严格遵守休药期, 积累

在蛋鸡体内, 进而传递至鸡蛋中; (3)直接在产蛋期违规投

用。综上可知, 蛋鸡饲养和产蛋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可能成

为抗生素药物进入鸡蛋的途径, 因而成为监管漏洞。 

2.3  近年资料与舆情 

近年来鸡蛋抽检不合格的情况在海南、河北、河南、

湖南、山东等各鸡蛋主产区均有发生。涉及的项目多为恩

诺沙星和氟苯尼考, 其次是磺胺类, 检出的残留水平从几

个 μg/kg 到上千 μg/kg 不等[17]。 

2017 年 8 月, 海南通报 4 批次鸡蛋不合格, 主要为氟

苯尼考、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的检出。2018 年 4 月, 河南

省发布 1 批鸡蛋中检出恩诺沙星(159 μg/kg)。2018 年 6 月, 

湖南公布 1 批农家土鸡蛋检出氟苯尼考。2019 年 12 月, 辽

宁发布 1 批次笨鸡蛋中检出氟苯尼考(4.44 μg/kg)。2020 年

5 月, 河北公布 1 批次鸡蛋中检出氟苯尼考; 1 批次红壳鸡

蛋中检出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2020

年 6 月 , 河南通报 3 批超市出售鸡蛋被检出氟苯尼考

(0.3~0.7 μg/kg 之间)。2020 年, 山东先后发布临沂市 2 批

鸡蛋中检出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 分

别为 34.5 μg/kg 和 128 μg/kg); 东营市 1 批鸡蛋中检出氟苯

尼考 (0.33 μg/kg); 淄博市 1 批鸡蛋中检出氟虫腈超标   

(20 μg/kg); 聊城市鲜鸡蛋、济宁市鲜鸡蛋、日照市笨鸡蛋, 

均检出磺胺类(1.78 μg/kg 至 1736.63 μg/kg)药物残留。此外, 

德州市 1 批生鸡肉检出甲硝唑(2.3 μg/kg)。 

2.4  法规与限量 

我国与鸡蛋安全和蛋鸡养殖用药相关的法律法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

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农业部《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

化合物清单》和《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

品种目录》的规定等。依据这些法律法规, 我国针对兽药

特别是抗生素类药物在食用动物养殖的使用方面已出台了

一系列的标准和公告, 并不断补充完善。涉及蛋鸡养殖用

药安全的标准、公告有 GB 270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鲜(冻)畜、禽产品》《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发布在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洛美

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4 种兽药的决定》(农

业部公告第 2292 号)、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1—2018《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百草枯等 43 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等。

这些法规和标准不仅是各类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开展日常检

测工作的结果判定依据, 也成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

农业农村部每年开展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所抽取样品的检测结果判定依据。除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还有一些与蛋鸡健康养殖紧密相关行业和地方标准 , 如

NY 5041—2001《无公害食品 蛋鸡饲养兽医防疫准则》、

DB 53/T 560《蛋鸡健康养殖》等, 不仅对兽药也包括疫苗

制剂在蛋鸡养殖中的使用进行了严格规范。 

依据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

留限量》的相关要求和 GB 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规定[18], 氟苯尼考和恩诺

沙星(最大残留限量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可用于

牛、羊、猪、兔、禽等食用畜禽及其他动物, 但在产蛋鸡

中禁用, 即鸡蛋中不得检出; 针对鸡肉也有严格的残留限

量规定 , 如硝基呋喃、氧氟沙星为不得检出 , 甲氧苄啶  

50 μg/kg、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为 100 μg/kg 等[19]。 

3  结论与建议 

3.1  健全鸡蛋供应链安全监管体系 

从蛋鸡的饲料生产、育雏到产蛋期, 从鸡蛋收集到包

装、运输至销售, 乃至消费者, 应构建更加完备的安全监

管体系: 1)持续对生产不合格鸡蛋的企业进行抽检。不仅应

保持对市场在售鸡蛋, 更要对生产不合格鸡蛋的企业持续

监控, 在抽检中列为重点关注对象。2)增加风险监测中的

监测项目。鸡蛋抽检中氟苯尼考残留问题严重, 但实际上, 

氟苯尼考的残留不仅有原型药物, 而且还有代谢物形式, 

其主要代谢产物为氟苯尼考胺[20‒21]。GB 31650—2019 中

也将氟苯尼考胺列为氟苯尼考的残留标示物。因此, 应同



第 12 期 云  环, 等: 我国蛋鸡养殖中药物残留分析研究及监管建议 5077 
 
 
 
 
 

时对氟苯尼考胺进行监测。3)加大抽查力度, 对无商标的

鸡蛋进行重点抽查。目前市面上不少鸡蛋并非大型企业

养殖, 而是由小型养殖户或散户生产, 他们的养殖技术、

场地、资金均存在不足或限制。为防止蛋鸡发病, 他们往

往在饲料中添加违禁药物或根本不知道是禁用药, 进而

导致鸡蛋中含有违禁药物残留, 因此应加大对此类鸡蛋

的抽查力度。 

3.2  进一步夯实企业自律责任 

鸡蛋生产者必须为问题鸡蛋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民

事法律方面的责任, 对其追究责任, 对违规企业加大加严

惩罚力度。纵观国内外的经验做法, 唯有企业自律、养殖

人员遵纪守法才是长期可持续地杜绝滥用兽药尤其是滥用

抗生素类药物的可行之道。 

3.3  建立并落实可追溯机制 

蛋鸡养殖场必须提供证明材料, 说明其饲料等生产

原料从哪里获得, 所产鸡蛋运送到哪里去了, 为鸡蛋制作

身份证, 即可追溯编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或反之, 沿着

供应链和消费链可追溯。可追溯机制也是发现和处理食品

安全突发事件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最强的原则。 

3.4  加强养殖场兽药使用的统筹管理 

应由专人统筹养殖场兽药使用及管理, 减少不规范

投用对鸡蛋安全造成的潜在风险。对于蛋鸡养殖企业来讲, 

开展健康养殖的研究、示范和推广, 将有助于发展更广阔

的市场空间。 

3.5  坚持透明的风险沟通原则 

各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都建有政务公开栏目, 将

食品抽检不合格信息公布, 告知消费者。公开、透明, 实

施全社会监督, 这是一项很有效的监督措施, 应持之以恒

和定期实施。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食品安全问题将会

越来越被重视, 对禽蛋质量的要求会不断提高。这也要求

我国的蛋鸡生产企业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方式生产出能同

时符合国内和国际标准的鸡蛋, 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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