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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儿童抗生素与肥胖
l 复旦大学研究课题组从2010年起着手设计研究方法。从2012年起，每年收集江浙沪

三地学龄儿童尿样约1500人份，采集工作持续到2014年，其间探索并建立了尿样中
多种抗生素的高通量检测方法。

l 对采集的江浙沪地区儿童尿样进行分析，发现江浙沪儿童体内普遍存在兽用抗生素，
而儿童时期就暴露在多种抗生素环境中，可能是导致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之一。

l 18种抗生素在尿中均有检出，检出频率为0.4%-19.6%，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一种
以上抗生素在尿中被发现的频率为58.3%，至少2种及以上抗生素发现的频率为26.7%，
抗生素类别在尿中同时发现的频率为23.5%；一份尿中最多同时能检测出4类6种抗生
素；尿中抗生素总浓度之和在0.1-20ug/ml的尿样占47.8%，部分尿样抗生素浓度超
过1000ug/ml。研究还从儿童体内检测出临床已经停用多年，但在环境和食品中经常
发现的抗生素含量。



中科院抗生素污染图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应光国课题组发布的一项研究结

果表明，2013年中国抗生素使

用量16.2万吨抗生素，约占世界

用量的一半，其中52%为兽用，

48%为人用，超过5万吨抗生素

被排放进入水土环境中。
《环境科学与技术》



从限抗到禁抗的行业禁抗历程
l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细菌耐药性问题，2016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制定了

“同一健康 共同应对抗菌药物耐药行动策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HO/FAO/OIE）三方共同制定的“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要

求，参考OIE重要抗菌药物使用标准和指南制定法规，逐步停止将抗菌药物用作促

生长剂。

l 在全球共同应对抗菌药物耐药行动策略下，农业农村部启动了减少使用兽用抗菌药

物的行动计划，2015年发布《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

2017年发布《全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行动计划（2017–2020年）》，明确

2020年，人兽共用抗菌药物或易产生交叉耐药性的抗菌药物作为动物促生长剂逐步

退出。



从限抗到禁抗的行业禁抗历程
l 自2015年起，农业农村部多次发布公告，分批禁用数十种原料抗生素：

l 2015年9月7日，原农业部发布的公告第2292号规定：自2015年12月31日起，停止生产用于食品动物

的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4种原料药的各种盐、酯及其各种制剂；自2016年12月31

日起，停止经营、使用用于食品动物的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4种原料药的各种盐、

酯及其各种制剂。

l 2016年7月26日，原农业部发布的公告第2428号规定：停止硫酸黏菌素用于动物促生长。

l 2017年10月20日，原农业部发布的公告第2583号规定：禁止非泼罗尼及相关制剂用于食品动物

l 2018年2月20日，原农业部发布的公告第2638号规定：自2018年5月1日起，停止生产喹乙醇、氨苯胂

酸、洛克沙胂等3种兽药的原料药及各种制剂，相关企业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自2019年5月1

日起，停止经营、使用喹乙醇、氨苯胂酸、洛克沙胂等3种兽药的原料药及各种制剂。

l 2019年7月9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公告第194号，提出全面禁抗。



第一次污染公报（2010）

l 畜禽养殖业的COD和氨氮排放量

l 分别为1268.26万吨和71.73万吨。

l 占农业源COD和氨氮排放量的95.8%和78.1%。

l 占全国COD和氨氮排放量的41.9%和41.5%。



第二次污染公报（2017，单位：万吨）

水污染物排放量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全国 2143.98 96.34 304.14 31.54

农业源 1067.13 21.62 141.49 21.20

畜禽养殖业 1000.53 11.09 59.63 11.97

畜禽规模养殖场 604.83 7.50 37.00 8.04



Comparisons of heavymetal input inventory in agricultural 
soils in North and South China: A review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召开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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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发布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中共十八大召开

畜牧业是主要污染源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关系6亿多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关系农村能源革命，
关系能不能不断改善土壤地力、治理好农业面源污染，

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

最严环保措施：上不封顶，按日计罚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推进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
国办发〔2017〕48号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

这场疫情启示我们，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人类

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着只讲索取不讲

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

去。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

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绿色   低碳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
（二）畜牧业减排降碳。推广

精准饲喂技术，推进品种改良，

提高畜禽单产水平和饲料报酬，

降低反刍动物肠道甲烷排放强

度。提升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

利用水平，减少畜禽粪污管理

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
l （三）畜禽低碳减排行动。

Ø 推动畜牧业绿色低碳发展，以畜禽规模养殖场为重点，推广低蛋白日

粮、全株青贮等技术和高产低排放畜禽品种，改进畜禽饲养管理，实

施精准饲喂，降低单位畜禽产品肠道甲烷排放强度。

Ø 改进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推广粪污密闭处理、气体收集利用或处

理等技术，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探索实施畜禽粪污养分平衡管

理，提高畜禽粪污处理水平，降低畜禽粪污管理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

放。



关于公布饲料中豆粕减量替代典型案例的通知
8家企业2021年共减少豆粕使用量408万吨

农业农村部召开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工作推进视频会，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粮食节约行动的决策部署。



聚焦“提效减量”推进豆粕减量替代倡议书
推进豆粕减量替代，是保障饲料粮供给安全、促进饲料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事关粮食安全大

局。为此，我们倡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大食物观，充分认识豆粕减量替代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

二、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实施饲料精准营养和精细加工，合理应用合成氨基酸，降低日粮粗蛋白水平。

三、充分挖掘非常规饲料资源，开发优质安全的蛋白原料新来源。

四、发挥大型农牧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和广大养殖场户转变观念，营造豆粕减量替代良

好氛围。

五、积极参与中国自主饲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建设，推动基础数据共享共用，提高全行业原料利用效

率，促进全行业提质增效。

倡议人（排名不分先后）：

全国畜牧总站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中国畜牧业协会 中国奶业协会



绿色发展行动



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团体标准
猪配合饲料平均蛋白水平下调1.5

个百分点，将生产1千克猪肉的蛋

白质消耗从0.45千克降至0.39千克，

降幅达13%；蛋鸡、肉鸡配合饲料

蛋白水平降低约1个百分点。新标

准在全行业全面推行后，养殖业豆

粕年消耗量有望降低约1100万吨，

带动减少大豆需求约1400万吨。



学习影响很深刻

八个清醒认识，十项对策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  说假话不脸红



不要只想赚钱



绿色发展——重点是氮与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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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饲料中豆粕减量替代典型案例的通知

l 低蛋白氨基酸平衡日粮技术。额外补充赖氨酸、苏

氨酸、蛋氨酸、色氨酸和缬氨酸等限制性氨基酸。

l 杂粮杂粕型多元化日粮技术。合理选用纤维素酶、

B-葡聚糖酶、蛋白酶等添加剂,采取生物发酵等原料

预处理工艺 。

l 饲料精准配方高效加工技术。建立原料精准营养价

值数据库，精准制定饲料配方；优化调整饲料粉碎

粒度、膨化温度等加工参数。



低碳发展——重点是甲烷与二氧化碳

l 二氧化碳来自猪的呼吸

l 甲烷来自猪的粪便发酵

l 猪不能不养，但可以少养

l 粪便可以不发酵，发酵后就要收集利用



如何少养猪

l 提高母猪年供仔猪数，降低母猪饲养量

l 实施人工受精，降低公猪饲养量

l 提高肉猪单体供肉量，降低饲养总量



基于绿色低碳的生猪发展
l 饲养高效品种：饲料使用效率高、繁殖能力高

l 使用高效饲料：《猪营养需要量》（GB/T 39235 - 2020）

l 实施精准饲喂：适度限饲提高饲料报酬

l 降低粪污排放：源头减水、干清粪

l 科学处理粪污：降低甲烷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