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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物源农产品是人体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然而，动物源农产品中兽药残留已逐渐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食品安全热点问

题之一。本研究分别从动物源产品和兽药类别、畜类产品限量值、禽类产品限量值、水产品限量值以及禁用兽药比较了我国最新的兽

药残留限量标准 GB 31650-2019 与 CAC 标准 CX/MRL2-2018。研究表明，我国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涉及 94 种兽药品种及 1548 个限量

值，在数量上已全面超过 CAC 标准。但在兽药品种方面与 CAC 标准还存在差异，其中 CAC 规定限量的 4 种畜用兽药和 3 种渔用兽

药兽药品种没有列入 GB 31650 标准清单，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该类兽药在我国的使用现状调查与风险评估，推进与国际标准的接轨。

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我国最新的兽药残留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差距，推动完善我国动物源性农产品中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体系，也可为我

国兽药的生产和安全使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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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l-deriv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protein for human consumption. However,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animal-deriv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hot issues of food safety. In this study, China's latest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limit standard GB 31650-2019 and CAC standard CX/MRL2-2018 were compared from the categories of animal derived products and 

veterinary drugs, the limit values of livestock products, poultry products, aquatic products and banned veterinary drug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94 kinds of veterinary drugs and 1548 residue limit values were involved in the standard of GB 31650-2019, which exceeded the CAC standard 

CX/MRL2-2018 in quantit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in the categories of veterinary drugs between GB 31650-2019 and 

CX/MRL2-2018, of which four and three veterinary drugs for livestock product and aquatic product prescribed by CX/MRL2-2018 are not 

listed in GB 31650-2019.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vestigation of usage and risk assessment of these veterinary drugs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gap between GB 

31650-2019 and CX/MRL2-2018,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limit system for animal-deriv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oduction and safe use of veterinary drug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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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

消费结构已由温饱向营养健康转变[1]。畜禽产品和水

产品等动物源农产品作为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其消

费量近年来增长迅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

国肉类产量达到 7758 万 t，家禽出栏量超 130 亿只，

水产品总产量 6480 万 t[2]。另外，我国每年还从国外

进口大量猪肉、牛羊肉补充消费市场的不足[3,4]。兽药

是养殖业重要的投入品，兽药的规范使用是维持动物

健康的重要保障，在促进养殖业稳定可持续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合理的兽药使用通过食

物链带来的人体健康风险隐患也不容忽视。动物源农

产品中药物残留特别是抗生素残留已经成为消费者关

注的食品安全热点问题之一[5,6]。世界各国为解决动物

源农产品中的兽药残留问题，不断开展兽药残留对人

体健康风险评估[7-9]，扩大兽药残留限量标准的覆盖范

围，并且标准限量值也日趋严格[10,11]。 
我国近年来在动物源性农产品药物残留标准化方

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针对动物源农产品中兽药（含

渔药）的使用及残留限量发布了相关部文公告及国家

标准，国内也有许多关于农产品中兽药残留的法律法

规及质量标准研究报导[12-14]。然而，自 GB 31650-2019
发布以来，类似的标准研究只针对某一类产品，缺乏

对我国兽药残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水平全面的比对分

析[15,16]。本文通过对 GB 31650-2019 和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CAC）关于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发展历程进行

概述，同时结合两者限量标准之间的比较分析，总结

出我国新的动物源性农产品药物残留限量标准的国际

水平，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动物源性农产

品中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体系，也可为我国兽药的生产

和安全使用提供借鉴。 

1  我国与 CAC 动物源农产品兽药残留限量标

准概况 

1.1  我国兽药残留标准 

我国兽药残留限量标准经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

阶段 早是由原农业部于 1994 年以部文的形式颁布

的试行版《动物性食品中兽药 高残留限量》，并分别

在 1997 年、1999 年、2002 年进行了更新，该限量仅

涉及 45 种兽药，限量项数与国外标准相比存在较大差

距。为加强兽药残留监控工作，保证动物性食品卫生

安全，根据《兽药管理条例》规定，农业部组织对《动

物性食品中兽药 高残留限量》进行了修订，并于

2002 年 12 月 24 日以 235 号公告发布[17]，这是我国兽

药残留限量标准的第二阶段。该公告大量吸收转化了

CAC、欧盟等国际标准，将兽药分为四类：一是允许

使用且不需要制定 高残留限量的药物；二是 94 种可

用于食品动物但需要制定 高残留限量的兽药，涉及

限量值 1548 个；三是可用于食品动物但不允许检出的

兽药；四是禁止用于所有食品动物的药物。 
为了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全国兽药

残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了国家食品安全兽药残留

限量标准的修订工作，并于 2019 年 9 月 6 日首次以正

式标准文本的形式由农业农村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 大残留限量》[18]，

替代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动物性食品中兽药 高残

留限量》相关部分，这标志着我国兽药残留标准工作

进入崭新阶段。该标准已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规定了 267 种（类）兽药在畜禽产品、水产品、蜂产

品中的 2191 项残留限量及使用要求，基本解决了当前

评价动物性食品“限量标准不全”的问题。该标准对

CAC 标准的采纳率达 90%以上，但不包括禁止用于食

用动物，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的兽药。动物源性

食品禁止药物及化合物仍以公告形式发布，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19]等。 

1.2  CAC标准 

CAC 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与世界卫生组

织（WHO）于 1962 年共同建立的以保障消费者健康

和确保食品贸易公平的政府间组织，是政府间有关食

品管理法规标准问题的协调机构[12,20]。CAC 兽药残留

限量标准是由国际食品法典兽药残留委员会

（CCRVDF）审议通过 FAO/WHO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

家委员会（JECFA）提出的兽药残留评价数据后制定

完成，它是各国进行食品安全管理、食品生产经营以

及国际国际贸易参考的仲裁依据和重要标准[21]。为保

障标准制定的公平性和科学性，CAC 规定兽药残留限

量标准不应受到来自政府或兽药公司的影响，必须由

来自各国的独立身份科学家进行研制。CCRVDF 会议

发布兽药 高残留限量草案，后在 CAC 大会上讨论

通过，成为 终的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法规。CAC 标准

相对科学公正，通过分析历届 CCRVDF 会议公布的限

量标准草案制定和修订报告，CAC 没有盲目制定大量

兽药残留限量标准，重点关注抗寄生虫药、抗生素等

兽药的残留限量问题。目前，CAC 兽药标准已更新至

2018 年 7 月 第 41 届 CAC 会 议 通 过 版 本

CX/MRL2-2018《食品中兽药残留的 大残留限量和

风险管控建议》[22]。该版本中共涉及 79 种兽药，其



现代食品科技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 Vol.38, No.5 

272 

中 3 种兽药（17-β雌二醇、猪生长激素、黄体酮）为

不需要制定限量，13 种为禁用兽药，另外 63 种兽药

规定了 623 项残留限量。 

2  我国与CAC兽药残留标准比对分析 

2.1  产品和兽药分类 

GB 31650 和 CAC 标准关于产品类别与靶组织基

本一致，产品种类大致分为牛、绵羊/山羊、马、猪、

鹿、兔、禽类（鸡/火鸡、鸭、鹌鹑）、鱼（鳍鱼、草

虾、三文鱼、鲑鱼），靶组织分别为肌肉、脂肪、肝、

肾、奶、蛋等。CAC 对兽药功能分类有驱虫剂、抗微

生物药物制剂、镇定剂、β 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受

体激动剂、杀虫剂、糖皮质类固醇、抗原虫剂、杀锥

虫剂、生产助剂、杀寄生虫剂、抗菌剂、生长促进剂

等，以抗寄生虫药，即杀虫药、抗原虫药、抗蠕虫药

为主，其次是抗生素及化学合成抗菌药，另外对极个

别同化类激素、精神类药品也规定了 大残留限量值。

而 GB 31650 对兽药功能的分类更为细致，如抗生素

类细分为 β-内酰胺类抗生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寡

糖类抗生素、多肽类抗生素、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四

环素类抗生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林可胺类抗生素等。目前，我国兽药残留限量规定的

药物种类，以我国登记注册的兽药品种为主，对于国

外登记注册的兽药品种涉及很少。 

2.2  畜类产品兽药残留限量比对 

畜类产品包括牛、羊（山羊、绵羊）、猪、鹿、马、

兔等。GB 31650 规定畜类产品中残留限量的兽药有

95 种，其中牛相关的兽药 73 种，羊相关的兽药 53 种，

猪相关的兽药 65 种，鹿相关的兽药 16 种，兔相关的

兽药 20 种，马相关兽药 21 种。CAC 规定畜产品中兽

药残留限量的农药有 48 种，其中牛相关的兽药 47 种，

羊相关的兽药 27 个，猪相关的兽药 31 个，鹿相关的

兽药 3 个，兔相关的兽药 5 个，马相关的兽药 5 个。

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对每类畜产品规定兽药残留数量

均远多于 CAC 标准。 

表1 GB 31650与 CX/MRL2相同的畜类产品兽药残留限量 

Table 1 The same veterinary drugs and Residue limit values for livestock products in GB 31650 and CX/MRL2 

兽药名称 
残留限量(同时适用于 GB 31650 和 CX/MRL2)

兽药名称 
残留限量(同时适用于 GB 31650 和 CX/MRL2)

肌肉 脂肪 肝 肾 奶 肌肉 脂肪 肝 肾 奶 

阿苯达唑 100a 100a 5000a 5000a 100b 三氮脒 500b - 12000b 6000b 150b

阿维拉霉素 200d,e 200d,e 300d,e 200d,e - 乙酰氨基 
阿维菌素 

100b 250b 2000b 300b 20b 

氮哌酮 60d 60d 100d 100d - 非班太尔/芬苯

达唑/奥芬达唑
100b,c,d,g 100b,c,d,g 500b,c,d,g 100b,c,d,g 100b,c

青霉素/ 
普鲁卡因青霉素 

50b,d 50b,d 50b,d 50b,d - 氟佐隆 200b 7000b 500b 500b - 

卡拉洛尔 5d 5d 25d 25d - 氟苯达唑 10b - 10b - - 

头孢噻呋 1000b,d 2000b,d 2000b,d 6000b,d 100b 庆大霉素 100b,d 100b,d 2000b,d 5000b,d 200b

土霉素/ 
金霉素/四环素 

200b,c,d - 600b,c,d 1200b,c,d 100b,c 咪多卡 300b 50b 1500b 2000b 50b 

黏菌素 150b,c,d,e 150b,c,d,e 150b,c,d,e 200b,c,d,e 50b,c 氮氨菲啶 100b 100b 500b 1000b 100b

氟氯氰菊酯 20b 200b 20b 20b 20b 左旋咪唑 10b,c,d 10b,c,d 100b,c,d 10b,c,d - 

三氟氯氰菊酯 20b,d,f 400b,d,f 20b,d;50f 20b,d,f 30b 莫能菌素 10b,c 100b,c 100b;20c 10b,c 2b 

氯氰菊酯 50b,f 1000b,f 50b,f 50b,f 100b 甲基盐霉素 15b,d 50b,d 50b,d 15b,d - 

溴氰菊酯 30b,c 500b,c 50b,c 50b,c 30b 辛硫磷 50c,d 400c,d 50c,d 50c,d - 

地塞米松 1b,d,g - 1b,d,g 2b,d,g 1b 吡利霉素 100b 100b 1000b 400b 200b

地克珠利 500e,f 1000e,f 3000e,f 2000e,f - 大观霉素 500b,c,d 2000b,c,d 2000b,c,d 5000b,c,d 200b

地昔尼尔 150f 200f 125f 125f - 螺旋霉素 200b,d 300b,d 600b,d 300b,d 200b

链霉素/ 
双氢链霉素 

600b,c,d 600b,c,d 600b,c,d 1200b,c,d 200b,c 噻苯达唑 100b,c,d 100b,c,d 100b,c,d 100b,c,d 100b,c,d

注：a：所有畜类动物；b：牛；c：羊；d：猪；e：兔；f：绵羊；g：马；h：山羊；i：鹿。 



现代食品科技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 Vol.38, No.5 

273 

表2 GB 31650与 CX/MRL2不同的畜类产品兽药残留限量 

Table 2 The different veterinary drugs and residue limit values for livestock products in GB 31650 and CX/MRL 

兽药名称 
GB 31650 残留限量 CAC 残留限量 

肌肉 脂肪 肝 肾 奶 肌肉 脂肪 肝 肾 奶 

阿维菌素 20c 100b; 
50c 

100b; 
25c 

50b; 
20c - - 100b 100b 50b - 

阿莫西林 50a 50a 50a 50a 4a 50b,c,d 50b,c,d 50b,c,d 50b,c,d 50b,c

氯氰碘柳胺 1000b; 
1500c 

3000b; 
2000c 

1000b; 
1500c 

3000b;
5000c 45b,c 1000b;

1500c 
3000b;
2000c 

1000b; 
1500c 

3000b; 
5000c - 

达氟沙星 200b,c; 
100d 100b,c,d 400b,c; 

50d 
400b,c; 
200d 30b,c 200b; 

100d 100b,d 400b; 
50d 

400b; 
200d 30b 

多拉菌素 
10b; 
40c; 
5d 

150b,c,d 100b,c,d 30b,d; 
60c 15b 10b; 

5d 150b,d 100b,d 30b,d 15b 

红霉素 200a 200a 200a 200a 40a - - - - - 

氟甲喹 500b,c,d 1000b,c,d 500b,c,d 3000b,c,d 50b,c 500b,c,d 1000b,c,d 500b,c,d 3000b,c,d - 

伊维菌素 30b,c,d 100b,c,d 100b,c,d 30b,c,d 10b 30b 100b,c,d 100b,c,d 30b 10b 

拉沙洛西 - - 700b,e; 
1000c - - - - - - - 

林可霉素 100b,c; 
200d 

50b,c; 
100d 500b,c,d 1500b,c,d 150b,c 200d 100d 500d 1500d 150b

莫昔克丁 20b,i; 
50h 500b,h,i 100b,h,i 50b,h,i 40b,h 20b,i;50h 500b,h,i 100b,h,i 50b,h,i - 

新霉素 500a 500a 5500a 9000a 1500a 500b,d,f,h 500b,d,f,h 500b,d,f,h 10000b,d,f,h 1500b

磺胺类 100a 100a 100a 100a 100b,c 100a 100a 100a 100a 25b 

替米考星 100b,c,d 100b,c,d 1000b,c; 
1500d 

300b,c; 
1000d 50b,c 100b,d,f 100b,d,f 1000b,f; 

1500d 
300b,f; 
1000h - 

敌百虫 50b 50b 50b 50b 50b - - - - 50b 

三氯苯达唑 250b;200c 100b,c 850b; 
300c 

400b; 
200c 10b,c 250b; 

200c 100b,c 850b; 
300c 

400b; 
200c - 

泰乐菌素 100b,d 100b,d 100b,d 100b,d 100b 100b,c,d 100b,d 100b,c,d 100b,c,d 100b

注：a：所有畜类动物；b：牛；c：羊；d：猪；e：兔；f：绵羊；g：马；h：山羊；i：鹿。 

GB 31650 与 CAC 标准相比较，共有 32 种兽药无

论是适用动物种类、靶组织还是残留限量值两者都是

完全一致（表 1）。还有 18 种兽药在适用动物种类、

靶组织或者限量值方面存在差异（表 2），其中兽药适

用动物种类和靶组织差异较多，限量值差异较少。如

GB 31650 关于动物肝脏中新霉素限量（5500 μg/kg）
远高于 CAC 标准的 500 μg/kg，对于该类产品的出口

企业应特别引起重视，避免在对外贸易过程中被认定

为兽药残留超标。双甲脒在原农业部 235 公告标准中

为禁止使用农药，而在 GB 31650 修订为允许使用，

但规定了 大残留限量。另外，克伦特罗、盐酸莱克

多巴胺、醋酸美仑孕酮等 3 种属于我国禁用的 β-兴奋

剂类药物，在 CAC 标准中仍有较高的限量值。而喹

乙醇在 CAC 为禁用药物，GB 31650 却对猪肉和猪肝

有较高的限量值。莫奈太尔、得曲恩特、去甲雄三烯

醇酮、玉米赤霉醇等 4 种兽药仅在 CAC 有限量规定，

而多达 49 种兽药仅在 GB 31650 中有限量（表 3）。 

2.3  禽类产品兽药残留限量比对 

禽类产品包括鸡、鸭、鹌鹑、火鸡等。GB 31650
规定禽类产品中残留限量的兽药有 63 种，其中适用于

鸡的兽药 63 种，适用于火鸡的兽药 47 种，适用于其

他家禽的兽药 32 种。CAC 规定禽类产品中兽药残留

限量的农药有 25 种，其中鸡相关的兽药 25 种，火鸡

相关的兽药 14 种，鹌鹑相关的兽药 9 种，鸭相关的兽

药 7 种。与 CAC 标准相比较，GB 31650 囊括了 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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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所有禽类产品兽药种类，其中有 20 种兽药无论

是适用动物种类、靶组织还是残留限量值两者都是完

全一致（表 4），仅有 5 种兽药在适用动物种类、靶组

织或者限量值方面存在差异（表 5），另外还有 38 种

兽药仅在 GB 31650 中有限量规定（表 3）。总体而言，

GB 31650 在禽类产品兽药残留限量种类和覆盖范围

内均远多于 CAC 标准。 

表3 仅在GB 31650或 CX/MRL2有残留限量的兽药 

Table 3 Veterinary drugs with residue limits in GB 31650 or CX/MRL2 only 

产品类别 仅 GB 31650 有限量的兽药 
仅 CX/MRL2 

有限量的兽药 

畜类产品 

双甲脒、氨苄西林、氨丙啉、安普霉素、氨苯胂酸/洛克沙胂、杆菌肽、倍他米松、 

头孢氨苄、头孢喹肟、克拉维酸、氯羟吡啶、氯唑西林、环丙氨嗪、癸氧喹酯、 

越霉素 A、二嗪农、敌敌畏、二氟沙星、二硝托胺、多西环素、恩诺沙星、倍硫磷、 

氰戊菊酯、氟苯尼考、醋酸氟孕酮、氟氯苯氰菊酯、氟胺氰菊酯、常山酮、卡那霉素、 

吉他霉素、马拉硫磷、甲苯咪唑、安乃近、硝碘酚腈、喹乙醇、苯唑西林、 

奥苯达唑、噁喹酸、哌嗪、巴胺磷、碘醚柳胺、磺胺类（磺胺二甲咪啶除外）、 

甲砜霉素、泰妙菌素、托曲珠利、甲氧苄啶、泰万菌素、维吉尼亚霉素 

莫奈太尔、得曲恩特、

去甲雄三烯醇酮、 

玉米赤霉醇 

禽类产品 

阿莫西林、氨苄西林、氨丙啉、氨苯胂酸/洛克沙胂、杆菌肽、氯羟吡啶、氯唑西林、 

环丙氨嗪、癸氧喹酯、越霉素 A、二氟沙星、二硝托胺、多西环素、恩诺沙星、 

乙氧酰胺苯甲酯、非班太尔/芬苯达唑/奥芬达唑、倍硫磷、氟苯尼考、氟胺氰菊酯、 

庆大霉素、常山酮、卡那霉素、吉他霉素、马度米星胺、马拉硫磷、苯唑西林、 

噁喹酸、哌嗪、氯苯胍、盐霉素、赛杜霉素、磺胺类（磺胺二甲咪啶除外）、 

甲砜霉素、泰妙菌素、托曲珠利、甲氧苄啶、泰万菌素、维吉尼亚霉素 

- 

水产品 
青霉素/普鲁卡因青霉素、氯唑西林、氯氰菊酯、达氟沙星、二氟沙星、多西环素、 

恩诺沙星、红霉素、氟苯尼考、氟胺氰菊酯、林可霉素、新霉素、苯唑西林、噁喹酸、 
沙拉沙星、磺胺类、甲砜霉、甲氧苄啶 

因灭汀、虱螨脲、氟苯

脲 

表4 GB 31650与 CX/MRL2相同的禽类产品兽药残留限量 

Table 4 The same veterinary drugs and Residue limit values for poultry products in GB 31650 and CX/MRL2 

兽药名称 
GB 31650 残留限量 

兽药名称 
CAC 残留限量 

肌肉 脂肪 肝 肾 蛋 肌肉 脂肪 肝 肾 蛋 

阿苯达唑 100a 100a 5000a 5000a - 左旋咪唑 10a 10a 100a 10a - 

阿维拉霉素 200b,c 200b,c 300b,c 200b,c - 莫能菌素 10b,c,e 100b,c,e 10b,c,e 10b,c,e - 

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 200a  600a 1200a 400a 甲基盐霉素 15b 50b 50b 15b - 

黏菌素 150b,c 150b,c 150b,c 200b,c 150b 尼卡巴嗪 200b 200b 200b 200b - 

溴氰菊酯 30a 500a 50a 50a 30a 沙拉沙星 10b,c 20b,c 80b,c 80b,c - 

地克珠利 500a 1000a 2000a 3000a - 替米考星 
150b;

100c 250b,c 
2400b; 

1400c 

600b;

1200c - 

链霉素/双氢链霉素 600a 600a 600a 1000a - 大观霉素 500b 2000b 2000b 5000b 2000b

红霉素 100b,c 100b,c 100b,c 100b,c 50b 螺旋霉素 200b 300b 600b 800b - 

氟苯达唑 200a - 500a - 400a 磺胺二甲嘧啶 100a 100a 100a 100a - 

氟甲喹 500a 1000a 500a 3000a - 泰乐菌素 100b,c 100b,c 100b,c 100b,c 300b,c

注：a：所有家禽；b：鸡；c：火鸡；d：山鸡；e：鹌鹑；f：鸭。 

2.4  水产品兽药残留限量比对 

GB 31950 对水产品的兽药残留主要针对鱼，只有

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规定了虾的限量。CAC 标准对

水产品的分类有鱼、鳍鱼、三文鱼、鳟鱼、草虾，也

不包含贝类等水产品。GB 31650 规定了水产品中兽药

残留限量的兽药有 25 种，CAC 标准仅规定了 10 种具

有残留限量的兽药。从数量上看，中国制定的兽药在

水产品中的MRL标准数量是CAC制定相关标准数量

的 2.4 倍。在 7 种 GB 31650 和 CAC 标准均有限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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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兽药中（表 6），阿苯达唑、磺胺二甲嘧啶、阿莫西

林、氨苄西林的限量值与 GB 31650 一致，土霉素/金
霉素/四环素在 GB 31650 中是以单个或组合残留计，

而在 CAC 标准中仅以土霉素计；溴氰菊酯和氟甲喹

在国内标准适用于所有鱼类，而在 CAC 标准中仅适

用于三文鱼或鳟鱼。因灭汀、虱螨脲、氟苯脲等 3 种

兽药仅在 CAC 标准中有限量值，而多达 18 种兽药仅

在 GB 31650 有限量值（表 3）。 
表5 GB 31650与 CX/MRL2不同的禽类产品兽药残留限量 

Table 5 The different veterinary drugs and Residue limit values for poultry products in GB 31650 and CX/MRL2 

兽药名称 
GB 31650 残留限量 CAC 残留限量 

肌肉 脂肪 肝 肾 蛋 肌肉 脂肪 肝 肾 奶 

青霉素/普鲁卡因青霉素* 50a - 50a 50a - 50b - 50b 50b - 

达氟沙星 200a 100a 400a 400a - 200b 100b 400b 400b - 

拉沙洛西 - 1200b;400c 400b,c - - 400b,c,d,e 600b,c,d,e 1200b,c,d,e 600b,c,d,e - 

林可霉素 200a 100a 500a 500a 50b 200b 100b 500b 500b - 

新霉素 500a 500a 5500a 9000a 500a 500b,e,f 500b,e,f 500b,e,f 10000b,e,f 500b,e,f

注：a：所有家禽；b：鸡；c：火鸡；d：山鸡；e：鹌鹑；f：鸭；*在 CX/MRL2 中仅适用于普鲁卡因青霉素。 

与原农业部第 235 号公告相比，GB 31650 进一步

加强了对国际标准的采纳，如将土霉素/金霉素/四环

素由原来的限量值 100 mg/kg 修订为 200 mg/kg，与

CAC 标准一致[22]，噁喹酸由原来限量值 300 mg/kg 修

订为 100 mg/kg，与欧盟标准一致[23]。尽管我国在水

产品中设定限量值的兽药种类已经多于 CAC 标准，

但仍有少量水产品中允许使用的国标兽药还没有制定

限量值[24]。 
表6 GB 31650与 CX/MRL2在水产品中共有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比

较 

Table 6 Comparison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limit values for 

aquatic products in GB 31650 and CX/MRL2 

兽药品种 靶组织 
残留限量 

GB 31650-2019 CAC

阿苯达唑 肌肉 100a 100a

阿莫西林 皮+肉 50b 50b 

氨苄西林 皮+肉 50b 50b 

溴氰菊酯 皮+肉 30b 30e 

氟甲喹 皮+肉 500b 500f

土霉素/金霉素 
/四环素* 

皮+肉 200b 200b

肌肉 200c 200d

磺胺二甲嘧啶 肌肉 100a 100a

注：a：所有水产品；b：鱼；c：虾；d：草虾；e：三文

鱼；f：鳟鱼；*在 CX/MRL2 中仅适用于土霉素。 

2.5  禁用（不得检出）兽药种类比对 

我国的禁用兽药清单均以农业（农村）部公告形

式发布。截至目前，先后发布了农业部公告第 176 号、

第 193 号、第 235 号、第 560 号、第 1519 号、第 2292
号、第 2638 号和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其中，农

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

品，共列出了 21 种（类）禁用药品清单，代替了原农

业部公告第 193 号、235 号和 560 号。而农业部公告

第176号和第1519号为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

用的物质。另外，在 GB 31650 还规定了 9 种允许治

疗用，但不得检出的兽药。总体来看，我国禁用或不

得检出的兽药种类达到近百种。 
CAC 标准中仅规定 13 种（类）禁用兽药分别为

卡巴氧、氯霉素、氯丙嗪、地美硝唑、呋喃唑酮、甲

紫、异丙硝唑、孔雀石绿、甲硝唑、呋喃西林、喹乙

醇、洛硝达唑及二苯乙烯类。CAC 规定的禁用兽药除

二苯乙烯类（己烯雌酚除外）外，均在中国禁用兽药

的范围内。 

3  问题与建议 

3.1  我国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更新频率有待进一步加

快。在 GB 31650 发布之前，我国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一直为 2002 年的原农业部第 235 号公告，缺乏动态跟

踪与定期修订。今后需要加强对兽药特别是我国批准

使用但尚未制定标准的兽药，开展跟踪研究，并定期

开展标准修订工作。建议对我国现有标准进行一次全

面系统的评估，按照科学规划、重点突破、循序推进

的原则，不断加大兽药残留标准制修订力度，积极推

进兽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可借鉴 GB 2762[25]、GB 
2763[26]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经验做法，对 GB 31650
每 2~3 年修订一次， 长不超过 5 年。 
3.2  我国兽药残留标准的覆盖范围有待更加全面。尽

管 GB 31650 兽药残留参数已经多于 CAC 标准，但是

大部分为国内生产中使用较多的及明确禁用的兽药品

种，对国外生产使用且有限量标准的兽药很少涉及，

这为进口动物源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留下了漏洞，

也不利于我国产品对外出口[27,28]。建议在国内相关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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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产品开展风险评估之前，先行引用国外限量标准，

制定与国外接轨的兽药残留限量规定，完善标准覆盖

范围。 
3.3  我国兽药残留科学风险评估有待加强[29,30]。由于

我国兽药残留标准工作起步较晚，前期基础数据积累

少，缺乏利用风险评估对兽药做出合理、科学的安全

评价，兽药残留限量标准起初制定大部分是引用 CAC
或部分发达国家限量值，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

国情。这种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标准体系存在

的根本性问题。因此，需要遵照国际通行做法加强兽

药残留基础研究工作，积极开展风险评估等科学方法

的应用，广泛征求行业、专家、消费者、社会公众、

相关机构的意见，确保限量标准更适应我国的社会经

济、国情。 
3.4  对兽药安全使用的监管有待加强。我国现行的兽

药残留限量 GB 31650 基本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另

外我国还以部文的形式规定了近百种禁用兽药（或不

得检出）名录，但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过程中

发现，兽药残留超标、禁用兽药的非法使用仍然时有

发生，是我国动物源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隐患，也

严重打击了居民消费信心[31]。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兽

药安全使用的监管，加大标准宣传贯彻力度，提高生

产主体的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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