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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盟经过多年对动物及动物源食品实施残留监控计划，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系统和科学的兽药残留

监控模式。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了对兽药残留的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了兽药残留监管体系。本文从欧盟兽药

残留监控部门职能分工、兽药残留法规标准、监控计划、监控特点等 4 个方面介绍欧盟兽药残留监控体系，从总体

概况、产品类别、项目监测情况等方面详细分析了 2018—2020 年欧盟动物及动物源食品中兽药残留检出情况，并

与我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做了对比，探讨了兽药残留超标产生的原因，提出风险管理建议，为我国食品安全监

管决策和兽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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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uropean Union （EU） has formeda complete，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residue monitoring pattern step by 
step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idue monitoring plan for many year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supervision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the supervision strength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cluding the division functions of EU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laws and standards 
for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monitoring plan and monitoring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sampling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a， the detection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animals and food of animal origin in EU in 
2018-2020 was analyzed in detail from the general situation， product category monitoring and project monitoring and the 
sampling inspection situation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causes of excessive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were analyzed and risk manageme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food safety 
regulatory decision-making，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standard system.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supervision

引言

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社

会稳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食品贸易的迅速发展，

食品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

各国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欧

盟经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分析技术不断发展和完善，

风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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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建立了较为健全的食品安全监控体系，不断地

更新法规、指令和决议［1］。本文通过介绍欧盟兽药

残留监控体系，对 2018—2020 年欧盟动物及动物源

食品中兽药残留进行情况分析，提出对我国兽药残

留监管的建议，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参考。

1　欧盟兽药残留监控体系

欧盟建立了健全的兽药残留监管体系，经过多

年的研究，形成统一的兽药残留标准，并指导成员

国开展兽药残留控制计划。欧盟兽药残留标准体

系建立的目的是尽量限制兽药的使用以及兽药在

动物体内的残留，以保证食品安全。兽药残留监控

已经形成一个完善的系统，截至目前，欧盟关于兽药

管理和残留监控方面的法规、指令和决议达数十个，

且该类要求也在不断修订中。

1. 1　欧盟兽药残留监控部门和职能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常设的执行机构，负责实

施欧盟条约和欧盟理事会做出的各项决定，并向

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交报告和决议草案，处

理欧盟日常事务，代表欧盟对外联系和谈判［2-5］。

欧盟的农药、兽药及化学污染物残留的主管部门

为欧盟委员会下设的健康和消费者保护总司。自

1997 年开始，成立了欧盟兽医与食品办公室，主要

是在食品安全和质量、兽医和植物健康部门内推

动有效的控制体系，为政策制定贡献力量。此外，

欧盟兽医与食品办公室负责农药、兽药和化学污

染物残留的监测工作，负责制定年度监测计划，与

各成员国相应的机构联系，督促制定各国残留监

测计划和协作制定残留监控计划 ，公布监测结

果［6-8］。详见图 1。

1. 2　欧盟兽药残留法规和标准

食品中存在未经许可的物质、兽药残留或化学

污染物，可能会对公众健康构成风险因素。为控制

食物链中这些物质的存在，限制兽药残留和保证食

品安全，欧盟立法框架规定了食品和监测计划中这

些物质允许存在的最大限量［15］。限量标准及采样

要求的标准主要有委员会第 37/2010 法规［16］、396/
2005/EU 法规［17］、1881/2006/EU 法规［18］、96/23/EC
指令［19］、97/747/EC 指令［20］等。常用的兽药残留相

关标准如下：

2377/90/EEC 法规：是关于制定动物源性食品

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的法规，也是欧盟管理兽药残

留最核心的一部法规，该法规首要目标为保证食品

的安全性，其次为允许动物源性食品在成员国之间

流动［21］。该法规将兽药分为了 4 类，分别为：最高

残留限量的物质，可以应用于食品用动物、但不需

要确定最高残留限量的物质，临时制定的最高残留

限量的兽药，禁止使用、在动物源性食品中不得检

出的物质。欧盟将上述的四类物质分别归入 2377/
90/EEC 法规的附录Ⅰ、Ⅱ、Ⅲ、Ⅳ中。近年来，欧盟

已经对 700 多种物质进行了评估，设定的最大残留

限量是控制动物源性食品药物残留的标准值，超过

该限量值就被认定为不适合人类食用。截至目前，

2377/90/EEC 法规中设定的限量是控制兽药残留

唯一可选择性的手段和措施。我国于 2002 年制定

并发布的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动物性食品中兽药

最高残留限量》［22］的总体框架、兽药种类、动物种

类、靶组织和残留限量等方面，主要是参照 2377/
90/EEC 法 规 ，少 量 参 照 国 际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

（CAC），同时借鉴欧盟的风险分析和评价标准，目前

注：2002 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发布 178/2002/EC 号法规 [9]，对食品法律的一般原则和要求做了规定，决定成立欧盟食品安全机构，职责为

收集风险信息、承担食品风险分析和评价工作，并为欧盟主管部门提供咨询；欧盟委员会负责向公众提供关于成员国官方控制成果的年度

报告 [10-14]

图 1　欧盟兽药残留监控部门和职能概况

Figure 1　Overview of EU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control departments and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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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布的 GB 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23］已替代农业部公告

〔2002〕235 号。

2001/82/EC 指令：欧盟为进一步规范兽药管

理，2001 年 11 月 6 日发布该指令，新增了对准备上

市的兽医药品、药品制剂、预先制备的兽医药品或

用于加药饲料的预混剂及兽医生物制品的严格审

核和批准，目的是保护公众健康，打破成员国之间

的兽药贸易阻碍，规范兽药审批程序［24］。

96/22/EC 指令：规定了没有经过评价的物质

和列入 2377/90/EEC 附录Ⅳ中禁止使用的物质种

类，主要为激素类（如雌激素、雄激素、孕激素等）、β-

兴奋剂类（克伦特罗、沙丁胺醇、喜马特罗等）和甲

状腺素类药物（甲巯咪唑、普萘洛尔等）［25］。

96/23/EC 指令：主要目的为对禁用物质和批

准物质的不正确使用进行有效统一监测的控制体

系，从而减少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协调各成员

国对兽药残留的控制。

1. 3　欧盟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欧盟管理的动物及动物源食品中兽药残留监

测分为日常监督监测和跟踪强制监测。日常监督

监测是对任意生产者、运输者等没有特定怀疑的产

品进行采样监测，同时对易出现残留超标等特殊关

注的产品进行检测；跟踪强制监测是对曾经出现超

标情况的产品和受到怀疑的产品进行的一种强制

性跟踪检查［26-28］。

1. 4　欧盟兽药残留监控特点

欧盟兽药残留监控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食品和动物饲料生产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必须遵守相关法规条例，减少风险，对食品安全负

首要责任。欧盟食品法律体系明确了成员国在执

行法律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建立有健全的监

控部门，着力建立整个欧盟范围内协调一致的控制

体系，包括建立国家管理机构运行标准、执行文件

程序、制定国家控制计划等［29-32］。

在制定兽药限量方面，欧盟有着系统的残留监

控法律法规制定制度，严格控制药物的使用，并对

舆情收集和日常监控中发现的兽药风险，及时做出

风险评估，并发布标准。

在兽药残留监控方面，具有科学的计划、标准、

取样程序和样品处理程序，取样按照 96/23/EC 指

令和 97/747/EC 决议中规定的采样频率要求，96/
23/EC 指令中要求欧盟成员国根据该指令附录Ⅲ和

Ⅳ中规定的采样策略和采样频率要求，针对该指令附

录Ⅰ和Ⅱ中列明的具体残留物质组实施国家残留监

测计划，并要求成员国必须在次年 3 月 31 日之前

（包括 3 月 31 日）提交其监测数据及相应控制措施。

自 2018 年以来，由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负责汇总

这些数据，并由成员国公布计划的实施成果。欧盟

委员会负责向公众提供关于成员国官方控制成果

的年度报告。

2　欧盟兽药残留监控概况

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公布的 2018—
2020 年欧盟食品中兽药残留年度报告［33-35］，该报告

基于的数据来自欧洲食品安全局数据库，是基于欧

盟成员国开展官方控制计划的数据，涉及激素、β-受

体激动剂、禁用物质及其他兽药。对今后有针对性

地制定监测计划奠定了基础。

2. 1　总体概况

根据 96/23/EC 指令，纳入监测范围的样品取

自动物和动物源性初级产品（活体动物及其排泄

物、体液和组织、动物产品、动物饲料和饮用水），按

照欧洲食品安全局 FoodEx2 分类法对样品进行分

类，同时记录采样所在国、采样日期和原产国信息。

欧盟监测计划分为目标性样品抽样、疑似产品抽

样、进口产品抽样和其他抽样。本文将针对目标性

样品抽样进行分析和研究。

2018 年欧盟通报 28 个成员国参加兽药残留监

控计划，共提交 354 517 份目标样品，检出 1 059 份

不符合规定的样本，不合格率为 0. 30%；2019 年通

报 27 个成员国（马耳他没有及时提交 2019 年的监

测数据，相关信息未纳入报告）参加兽药残留监控计

划，共提交 368 594 份目标样品，检出 1 191 份不符

合规定的样本，不合格率为 0. 32%；2020 年通报 27
个成员国参加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共提交 331 789 份

目标样品，检出 888 份不符合规定的样本，不合格率

为 0. 27%。需要注意的是，因 2020 年新冠疫情原

因，造成目标样品量下降。详见表 1。

2. 2　各产品类别监测情况

2018—2020 年监控的 12 大类产品中，野生动

物的不合格率连续三年最高，分别为 5. 22%、5. 20%
和 6. 73%。野生动物、绵羊和山羊、奶等 3 类产品

不合格率呈上升趋势；水产品、猪和禽类等 3 类产

表 1　2018—2020 年欧盟通报动物及动物源性

产品整体概况

Table 1　General Situation of animals and products of animal 
origin in the EU Communication in 2018—2020

年份

2018
2019
2020
合计

分析数量/份

354 517
368 594
331 789

1 054 900

不合格样品/份

1 059
1 191

888
3 138

不合格率/%
0.30
0.32
0.27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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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合格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详见表 2 和图 2。
2. 3　各兽药残留监测情况

欧盟监测计划将兽药分为两组，A 组为具有合

成代谢作用的物质和未经批准的物质，这一组分为

六类，包括二苯乙烯及其衍生物、抗甲状腺药物、类

固醇、间苯二酸内酯、β-激动剂、禁用物质等，分别以

A1、A2、A3、A4、A5、A6 表示。

B 组为兽药和其他污染物，这一组分为 3 类，包

括抗菌物质（含磺胺类、喹诺酮类）、其他兽药、其他

化合物和环境污染物，分别以 B1、B2、B3 表示；其中

其他兽药包括驱虫药、抗球虫药、氨基甲酸酯和拟

除虫菊酯、镇静剂、非甾体抗炎药、其他药理活性物

质等，分别以 B2a、B2b、B2c、B2d、B2e、B2f 表示。

从结果整体来看，与 2018 年和 2019 年相比，

2020 年抗甲状腺药物（A2）、类固醇（A3）和间苯二

酸内酯（A4）不合格率降低。禁用物质（A6），2020
年的不合格率高于 2019 年，但低于 2018 年。与

2018 年和 2019 年相比，驱虫药（B2a）不合格率有所

下降。二苯乙烯和衍生物（A1）、β-激动剂（A5）、抗

菌物质（B1）和抗球虫（B2b）未发现明显变化。详

见表 3。

2. 4　禁用物质监测情况

公众对禁用物质监测关注度比较高，因此该部

分对禁用物质检出情况详细分析。欧盟监测的禁

用物质（A6）组包括 37/2010/EU 法规中列明的无法

确定最大残留限量的禁用物质，不允许将这些物质

用于食品动物。在 2018—2020 年监测中，牛奶和

猪中连续三年检出氯霉素不合格，蛋类、家禽、绵羊

和山羊、水产品、牛和蜂蜜中也有多种禁用药物，如

羟基甲硝唑、甲硝唑、灭滴灵、硝基呋喃酮等。详

见表 4。

3　我国与欧盟兽药抽检情况比较

近年来，我国一直重视食品中兽药残留的抽

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监督抽检和风险监

测计划［36］，其中，动物源性食品如畜禽肉及其副产

品、肉制品、水产品、水产制品、蛋及蛋制品和乳制

品等食品中均覆盖兽药类项目，涉及禁用药物、限

用兽药、兽药残留等，根据现行有效的标准如 GB 
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

残留限量》、GB 31650. 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农业农村部相关

图 2　2018—2020 年欧盟通报动物及动物源性产品监测概况

Figure 2　Overview of notified monitoring of animals and products of animalorigin in the EU in 2018—2020

表 2　2018—2020 年欧盟通报动物及动物源性产品监测概况

Table 2　Overview of notified monitoring of animals and products of animalorigin in the EU in 2018-2020
产品类别

野生动物

养殖动物

蜂蜜

绵羊和山羊

马

牛

蛋

奶

水产品

兔

猪

禽类

合计

不合格率

2018 年

5.22%（93/1 781）
2.51%（40/1 594）
1.54%（56/3 645）
0.67%（107/15 927）
0.73%（23/3 137）
0.32%（322/100 784）
0.47%（51/10 924）
0.14%（27/19 059）
0.45%（29/6 482）
0.42%（7/1 654）
0.20%（236/120 434）
0.10%（68/69 096）
0.30%（1 059/354 517）

2019 年

5.20%（127/2 443）
4.68%（55/1 175）
1.86%（73/3 926）
0.72%（132/18 257）
0.77%（25/3 248）
0.41%（433/106 651）
0.25%（29/11 444）
0.21%（41/19 107）
0.28%（19/6 759）
0.13%（2/1 552）
0.18%（222/120 944）
0.05%（33/73 088）
0.32%（1 191/368 594）

2020 年

6.73%（152/2 257）
1.87%（24/1 283）
1.42%（47/3 301）
0.75%（79/10 465）
0.64%（17/2 640）
0.31%（296/94 421）
0.28%（31/11 215）
0.22%（41/18 869）
0.21%（17/8 177）
0.20%（3/1 495）
0.14%（157/115 818）
0.04%（24/61 848）
0.27%（888/331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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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非食用物质名单等相关文件进行判定。我国

抽检根据任务组织方的不同，将任务类别分为国

抽、省抽、市抽和县抽等［37］。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上发布的监

督抽检公告［38-40］，共通报兽药不合格样品，其中鲜蛋

中检出禁用物质氟苯尼考、氧氟沙星、金刚烷胺，畜

禽肉及副产品中检出禁用药物金刚烷胺、氯霉素、

呋喃代谢物等以及兽药残留恩诺沙星、磺胺类等，

水产品中检出兽药残留恩诺沙星、地西泮、磺胺类

等。详见表 5。

从抽检结果看，我国和欧盟在日常监测中均检

出过磺胺类、呋喃类不合格，我国检出 β-激动剂盐

酸克伦特罗，但欧盟中未检出该类物质不合格产

品。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和欧盟均在肉中检出禁用

药物氯霉素，氯霉素屡禁不止的问题需引起持续关

注。欧盟通报的抗甲状腺药物、类固醇类，我国未

通报不合格，未通报的原因可能为未检出不合格，

也可能为我国未列入抽检。

从我国近年来的抽检监测情况看，在抽检监测

计划制定、兽药残留监控范围、抽检地区等形成体

系并不断改进和完善，逐渐成熟，科学性、合理性和

实效性不断提高，也为我国动物源性食品的出口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国内未建立统一的监管体

系，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均采用不

同的体系，对兽药残留进行监管，需加强信息沟通、

交流和共享；在抽检时存在检验周期长、高通量定

性检测和快速筛选技术未得到广泛的应用等问题。

4　产生兽药残留不合格的原因

使用兽药对减少畜禽动物生病、促进畜禽养殖

表 4　2018—2020 年欧盟动物及动物源食品检出禁用药物情况

Table 4　Detection of banned drugs in animals and food of animal origin in the EU in 2018—2020
产品种类

牛奶

猪

蛋类

家禽

绵羊和山羊

水产品

牛

蜂蜜

2018 年

氯霉素

氯霉素

氯霉素

氯霉素、呋喃它酮代谢物、灭滴灵

半氨基脲

氯霉素

氯霉素

氯霉素、呋喃唑酮代谢物、灭滴灵

2019 年

氯霉素

氯霉素、羟基甲硝唑、甲硝唑

—

氯霉素

—

地美曲唑

地美曲唑、半氨基脲

甲硝唑

2020 年

氯霉素、

氯霉素、羟基甲硝唑、灭滴灵、半氨基脲

羟基甲硝唑、灭滴灵

灭滴灵、硝基呋喃酮

半氨基脲

—

—

—

表 3　2018—2020 年欧盟各兽药残留监测概况

Table 3　Overview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monitoring in the EU in 2018—2020
化合物分组

A：具有合成代谢作用的

物质和未经批准的物质

B：其他兽药及污染物

编号

A1
A2
A3
A4
A5
A6
B1
B2a
B2b
B2c
B2d
B2e
B2f

兽药类型

二苯乙烯及其衍生物

抗甲状腺药物

类固醇

间苯二酸内酯

β-激动剂

禁用物质

抗菌物质（包括磺胺类、喹诺酮类）

驱虫药

抗球虫药

氨基甲酸酯和拟除虫菊酯

镇静剂

非甾体抗炎药

其他药理活性物质

不合格率（不合格份/总份）

2018 年

0.00%（0/23 964）
0.51%（44/8 558）
0.36%（152/42 494）
0.15%（29/19 685）
0.01%（4/33 165）
0.03%（28/99 936）
0.17%（179/105 389）
0.13%（42/31 163）
0.16%（59/36 785）
0.02%（2/12 619）
0.00%（0/10 016）
0.19%（40/20 747）
0.06%（19/30 328）

2019 年

0.00%（0/25 909）
0.58%（57/9 908）
0.55%（244/44 297）
0.11%（25/22 422）
0.00%（0/36 698）
0.01%（15/106 882）
0.14%（150/104 367）
0.11%（36/31 463）
0.05%（21/38 793）
0.00%（0/13 236）
0.00%（0/9 718）
0.19%（46/24 387）
0.06%（18/31725）

2020 年

0.00%（0/21 867）
0.34%（35/10 215）
0.15%（57/38 642）
0.04%（7/19 250）
0.00%（1/34 624）
0.02%（15/96 123）
0.14%（127/93 920）
0.05%（16/31 653）
0.07%（25/34 619）
0.00%（0/10 505）
0.00%（0/8 435）
0.23%（50/21 884）
0.07%（19/28 533）

表 5　我国动物性食用农产品兽药抽检情况

Table 5　Sampling and Inspection of Veterinary Drugs in Animal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项目分类

禁用药物

兽药残留

食品类别

鲜蛋

畜禽肉及副产品

水产品

蜂产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鲜蛋

水产品

不合格项目

氟苯尼考、氧氟沙星、金刚烷胺

金刚烷胺、氯霉素、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诺氟沙星、五氯酚酸钠、盐酸克伦特罗、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

氯霉素、呋喃西林代谢物、孔雀石绿、呋喃唑酮代谢物、氧氟沙星、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

诺氟沙星

恩诺沙星、磺胺类、尼卡巴嗪残留标志物、多西环素、替米考星、土霉素、氯丙嗪、甲氧苄啶、喹乙醇代谢物

恩诺沙星、甲硝唑

恩诺沙星、地西泮、磺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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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高肉品质量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41-43］，合理使用兽药可以有效促进养殖行业的发

展，但是，由于错误使用兽药和饲料药物添加剂，导

致动物性产品中兽药超标。动物体内有害物质残

留不仅影响了生态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更给人们

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兽药不合格的原因

主要有：一是不遵守休药期。在养殖过程中，养殖

户购买药物用于预防或控制动物病情，在治疗效果

差时，可能会加大药量或直接放弃治疗，售卖至屠

宰场，从而使相关兽药不合格产品流通到市场［44-45］。

二是乱用、滥用药物。部分养殖户在养殖的过程

中，可能会添加一些激素、催生长药物，以获得最大

经济效益［46-47］。三是故意使用违禁药物。在监测工

作中发现存在一些养殖户使用禁用药物的情况，需

进一步加强饲养环节中药物的使用管理和控制［48］。

四是环境污染残留。环境中存在难以降解的农药

和兽药，动物食用含有药物的作物后，会在体内残

留和堆积［49］。

5　对我国兽药残留监管的启示及建议

欧盟及时公开和发布兽药残留监控结果，这对

提升监管效能、维护消费者信心、促进产业向好发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50-52］。食品安全在全世界关

注度均较高，开展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

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兽药残留与动物源食品安

全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决定了管理体系建设将是一

项长期的、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科

学的管理体制、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健康的市场环境

等有效配合才能实现。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兽药监

控方面处于“分段监管”的现状，即农业农村部、市

场监管局分环节把控，监控结果尚未完全实现公开

化、透明化，因此，完善兽药残留监管体制，加强各

部门间的合作交流，吸取欧盟监控产品和项目的循

环监管优势，制定科学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监控计

划，合理把控抽样数量和抽样代表性，突出重点，对

风险等级较高的产品进行专项监管，同时，加强对

监控结果的分析，更好的服务监管，提升监管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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