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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农场关怀组织 
 

人道农场动物关怀组织（Humane Farm Animal Care, HFAC）是一个美国非盈利的组

织，它的使命是改善作为食物来饲养的农场动物的生活，并向消费者保证认证产品符合我

们的福利标准。 

最初，人道农场动物关怀标准是根据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发布的

RSPCA 保证项目改编的。此后，人道农场动物护理标准持续进行改进，以提供适用于全

球人道认证®项目中可食用农场动物的饲养、处理、运输和屠宰标准。科学研究、兽医建

议和养殖户的实践经验为标准的更新提供参考依据。 

畜禽管理人员需坚持以下原则，以改善动物福利： 

 提供全价营养饲料； 

 适当的环境设计； 

 重视并负责的进行计划和管理； 

 熟练，专业的，且认真负责的动物护理； 

 妥善的操作、运输和屠宰。 

 
 

  



 

 

 

人道农场动物关怀组织科学委员会 

领先的动物科学家、兽医和生产者与 HFAC 合作，制定了人道农场动物护理标准，

并继续与 HFAC 合作，不断审查有关改善农场动物生活的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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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引言 

A. 人道认证标签 

Certified Humane®项目是为了认证符合我们标准的农场动物产品而设计的。经过符合

要求的申请和检查，养殖户和牧场主将获得认证并可以使用 Certified Humane Raised and 

Handled®标志。此项目参与者每年都要接受人道农场动物关怀组织（HFAC）的检查和监

督。收取的费用包括检查和项目费用，其中包括帮助推广生产者符合 Certified Humane®

要求的产品宣传材料。 

 

B. 动物关怀标准使用指南 

 标准的主要目标在每个部分的开头都有描述，这些目标必须满足。 

 标准中的各项要求都有编号，所有要求必须满足。 

 这些标准旨在涵盖不同地理和温度区域的设施，以及使用不同系统的设施。

因此，并非这些标准中的所有章节都适用于每个设施。 

 方框中的内容是一些额外的信息，也可能是在未来会审查的领域。 

 养殖者还必须遵守任何影响其产品环境或安全的鸡蛋和家禽生产的国家、省

市、地方及行业相关法规和标准。 

  



 

 

PART 2：饲料和水 

目标：鸡只必须能够获得淡水和食物，以保持充分的健康并促进积极的福利状态。饲料
和水的分布必须确保鸡只能够在没有过度竞争的情况下进食和饮水。 
 

A. 饲料 

FW 1：营养丰富的全价饲料 
给鸡饲喂的全价日粮必须： 

1. 适合其日龄和品种特性； 
2. 饲喂足够的量以保持良好的健康； 
3. 饲料配方需满足鸡只的营养需要，并需参考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的最新

报告和地理区域的建议。 
 
FW 2：自由获取饲料 
鸡只必须每天可以自由获取有营养的饲料，但以下情况除外： 

1. 兽医的要求； 
2. 抓鸡之前（见 T6）。 

 
FW 3：可以预防健康问题的饲喂系统 
必须对营养成分和饲喂方法进行控制，以此来防止腿部畸形和其他因快速生长而引发的动

物福利问题。 
 
FW 4：饲料记录 
a. 生产者必须有饲料制造商/供应商提供的所有饲料的组成成分和营养成分的书面记录。 
b. 生产者必须在检查过程中或者有要求的其他时间向 HFAC 提供饲料记录。 
 
FW 5：饲料中禁止使用的物质 
a. 除蛋和蛋制品外，不允许使用含有哺乳动物或禽类蛋白质源的饲料。 
b. 禁止使用生长促进剂。 
c. 抗生素和抗球虫药只能用于治疗目的（疾病治疗），而且只能在兽医的指导下使用。 

 
FW 6：新鲜的饲料 
不得使用被污染或不新鲜的饲料。 
a. 贮料仓必须： 

1. 清洁； 
2. 干燥； 
3. 防虫； 
4. 维护良好。 

b. 未使用的饲料必须从贮料仓中移除并妥善处理。 
 



 

 

FW 7：容易摄食 
在所有情况下，鸡舍内必须分配足够的饲喂空间以确保鸡只可以在没有过度竞争的情况下

进食。在整个饲喂系统中，饲料的分布必须确保均匀。 
 
FW 8：饲料和饮用水的位置 
所有鸡只在舍内到达饲料和水的距离不得超过 3.96 米。 
 

B. 水 

FW 9：水的供应 
a. 鸡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干净、新鲜的饮用水，除非兽医有额外要求。 
b. 当温度低于冰点时，必须准备好供应可饮用水。 
 
FW 10：饮水器数量 
必须提供的最少饮水器数量如下： 

1. 钟形饮水器：100 只/个 
2. 乳头饮水器：10 只/个 
3. 杯形饮水器：28 只/个 

 
FW 11：饮水器的放置及设计 
为了减少水的溢洒及随后产生的垫料处理问题，饮水器必须： 

1. 根据鸡只的大小和日龄，设置最佳高度； 
2. 采用恰当的设计； 
3. 定期检查和维护。 

 
FW 12：避免水溢出 

当安装新的饮水系统时，不应使用钟形饮水器或其他开放式水槽以避免水溢出并浸湿垫

料。 
 
FW 13：紧急供水 
必须准备一种在主供水系统意外关闭的情况下，能够立即提供至少 24 小时的清洁饮用水

的方法。 



 

 

PART 3：环境 

目标：饲养的环境必须考虑到鸡只的福利需求，并在设计上保护它们免受身体和温度上
的不适、恐惧和痛苦，并允许它们表达自然行为。 

A. 建筑 

E 1：促进动物福利设施的特性记录 
对于所有独立的鸡群，必须向 HFAC 检查员提供一份报告，其中包含饲养鸡只的每所建

筑物与动物福利有关的关键要点检查表，并可以做出相应的修订。这份报告必须包含： 
1. 所有鸡只可利用的地面面积； 
2. 鸡舍内放置的鸡只总数； 
3. 所有饮水器数量，喂料器的数量或者料槽采食/水槽饮水空间； 
4. 饲喂方案； 
5. 空气质量和温度目标参数； 
6. 光照强度和照明方案； 
7. 应急预案（比如在火灾、洪水或自动设备故障及温度超出可接受限度的情况下应采

取的措施）。 
 

E 2：设施设计 

为了确保没有可能造成鸡只受伤或痛苦的尖锐边缘或突出物，舍内鸡只可以进入的区域

（包括地面）必须： 
1. 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建造； 
2. 进行良好的检查和维护； 
3. 鸡舍和设备的设计必须使饲养员能清楚地看到所有鸡只。 

 
E 3：内墙 
内壁必须光滑、通畅，由易于清洗的耐用材料建造。 
 
E 4：避免接触建筑物内有毒物质 
不得使鸡只能够接触到油烟、油漆、木材防腐剂、消毒剂或任何其他对它们有毒的物质。 

 
E 5：电气装置 
主电压下的所有电气装置必须： 

1. 鸡只无法接触； 
2. 绝缘的； 
3. 防啮齿类动物； 
4. 正确接地； 
5. 定期检测杂散电压。 
 



 

 

E 6：周边环境 
a. 紧靠鸡舍外围的地方必须保持清洁和整齐，不得有能够作为野生鸡类或啮齿类动物栖

息的场所。 
b. 如果鸡舍周围的区域被植被覆盖，则这些植物必须进行妥善修剪并保持低矮。 
 

B. 地面和垫料 

E 7：地面设计 
鸡舍的地面必须能够进行有效的清洁和消毒，防止寄生虫和病原体的大量积聚。混凝土地

面比土地面更好，因为混凝土地面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清洁和消毒。 
 
E 8：混凝土地面 
a. 当鸡舍内地面为混凝土时，地面必须坚固、光滑。 
b. 地面上不得有明显的裂缝（任何裂缝都必须得到充分修复）。 
 
E 9：垫料 
所有鸡舍内的地面必须覆盖有垫料。鸡只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触到垫料。垫料必须： 

1. 具有合适的材料和颗粒大小； 
2. 优质（干净、干燥、无灰尘和具有吸水性）； 
3. 易保持干燥，易碎； 
4. 有足够的厚度以稀释粪便； 
5. 保证鸡只可以沙浴； 
6. 必要时除去表层垫料并填置新鲜垫料。 

 
E 10：禁止的饲养方式 
禁止笼养，或者饲养在铁网或板条地板上。 
 
E 11：垫料储存 
新鲜的垫料必须存放在室内，干净且防虫的区域。 
 
E 12：被污染的垫料 
a. 不得在鸡舍内使用潮湿、感染螨虫或受到其他有害污染的垫料。 
b. 必须及时更换湿的、被污染的或结块的垫料。 
c. 必须立即更换因意外浸湿的垫料。 
 
E 13：了解垫料的重要性 
a. 饲养员必须了解垫料管理不当会引起的福利相关问题 
b. 饲养员必须了解影响垫料状况的因素，如湿度，含氮量，通风，饲养密度和结块。 
 



 

 

鸡只接触潮湿且有含有高浓度氨的粪便的垫料会引起跗间关节和脚垫灼伤。这种灼伤会引
发疼痛，能引起细菌感染，并已被证明与跛足有关。良好的管理是防止不良垫料状况的发
生的最重要因素，并可以减少此类灼伤。 
过高浓度的氨还会引发眼部问题。 

 

C. 光照 

E 14：光照方案的设计 

鸡舍内照明方案的设计必须有利于减少鸡只腿部问题并为鸡只提供足够的休息时间。 
 
E 15：光照周期 
在每 24 小时内，鸡舍内的照明系统必须提供： 

1. 最少 8 小时的自然光或人工光照； 
2. 在每 24 小时的周期中至少连续 6 小时的黑暗期，除非自然黑暗期较短。这一要求

在饲养的前几天和屠宰前的最后三天不适用。 
 
E 16：预先批准的其他光照方案 
如果生产商希望使用其他光照方案来减少鸡只腿部问题，那么必须在使用替代光照方案之

前向 HFAC 办公室提交申请，并获得书面许可。 
 
E 17：光照周期的记录 
所有鸡舍的照明模式必须有记录，并能够在检查时或有要求的其他时间提供给 HFAC。 
 
E 18：光照强度 
a. 日间的照明水平必须在任何时候使鸡只能够看得见，并可以使人毫无困难的对鸡进行

巡视。 
b. 鸡舍内的照明系统必须进行设计和维护，使整个鸡舍的平均最小照度为 20 lux(遮阴区

域除外)。 
 
E 19：足够的光照以便检查 
必须提供充足的照明，无论是固定的还是便携式的，以便随时对鸡只进行彻底检查。 
 

D. 活动空间 

E 20：饲养密度 
足够的活动自由-所有的鸡必须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且能毫无困难地正常站立、转

身、伸展腿和翅膀。 
a. 最大饲养密度必须根据每个可用地面空间的鸡只重量来计算。 
b. 饲养密度不得超过 30 公斤/平方米。 



 

 

 
 
E 21：活动空间记录 
为了确保不超过鸡舍最大饲养密度： 

1. 必须将每座鸡舍的平面图提供给检查员，平面图必须标明： 
a) 鸡只可用的总地面面积； 
b) 每只鸡所用于的空间大小（出栏时鸡只重量也需要考虑）； 
c) 舍内最多可容许的鸡只数目。 

2. 必须保存记录，以便生产者/检查员可以随时核实饲养密度。这些记录包括： 
a) 每个鸡舍当前的鸡只数量； 
b) 每日死亡率； 
c) 淘汰的鸡只数目（包括淘汰原因）； 
d) 出栏时鸡只的平均重量。 

 

E. 热环境和通风 

E 22：空气质量 
a. 必须采取措施以确保空气污染物的浓度不会让人感到明显不适。 
b. 每 2 周应至少记录一次每个鸡舍内鸡只高度处的氨浓度，并在检查期间或有要求的其

他时间提供给 HFAC。 
c. 鸡只高度处的氨浓度不应超过 10ppm，当通风系统受到短暂的恶劣天气影响时，氨浓

度不得超过 25ppm。 
 

 
 

E 23：通风 
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机械的通风系统，必须在所有可预见的气候条件下保持空气质量参数。 

 
E 24：通风设备的维护 
a. 通风设备必须定期维护。 

b. 必须安装报警系统，在通风设备发生故障导致热环境超出可接受的范围时向管理人员

和看护人员发出通知。 

HFAC 目前正在审查最大饲养密度的要求。生产商可以展示他们以最高福利标准进行
生产的运营能力，根据鸡群死亡率、空气质量、腿部问题的发生率，鸡只足部健康以
及扑杀原因等标准，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更高的密度。反之，如果生产者不能达到预期
的福利水平，他们就必须减少饲养密度。 
 

 建议对以下空气质量指标进行监测并维持合适的标准： 
 硫化氢一般应小于 0.5 ppm，不应超过 2.5 ppm； 
 二氧化碳一般应低于 3000 ppm，不应超过 5000 ppm； 
 一氧化碳一般应低于 10 ppm，不应超过 50 ppm； 
 平均 8 小时内，粉尘一般应小于 1.7 mg/ m3(呼吸性粉尘)和 3.4 mg/ m3(总粉尘)，不

应超过 5 mg/ m3(呼吸性粉尘)和 15 mg/ m3(总粉尘)。 



 

 

 

 
 
E 25：热环境 
a. 必须采取措施确保鸡只始终处于一个舒适的环境中，以免发生冷/热应激。 
b. 通风系统和通风速度必须能使鸡只生活在适合其年龄和生长阶段的、舒适有效的环境

温度中。 
c. 尽可能使相对湿度保持在 40%至 80%之间。推荐范围是 50-75%。 
 
E 26：热环境管理 
a. 建筑物的设计必须将热应激的风险最小化。 
b. 在每个鸡舍或牧场饲养的主要休息区，必须每天记录鸡只高度处的最高和最低温度。 
c. 记录必须在检查期间或要求的其他期间提供给 HFAC。 
d. 必须尽量避免室内温度过高。 
 

 
 
E 27：冷却系统 
2006 年后建造的建筑物必须安装冷却系统（如蒸发冷却垫、高压雾化器等)。 
 

F. 环境富集 

E 28：激励性环境 
必须制定措施，通过丰富环境来保持鸡舍内鸡只的活跃性。 

a. 应通过增加环境的丰富度来刺激鸡只的探索、觅食和活动行为，并尽量减少伤害性啄

食。该要求在育雏的前 10 天不适用。 

b. 管理员必须能够向 HFAC检查员证明，他们在整个饲养期间使用了安全有效的环境富

集方法。 

c. 科学研究表明，丰富的环境可以促使鸡只更加活跃，从而促进改善腿部健康，改善鸡
只的健康和福利。 

d. 下面是批准的用于环境富集的物品：斜坡、低矮的栖木、啄木块、稻草包、分散的谷

物、卷心菜、花椰菜、豆芽、花椰菜、圆管、悬挂木块。 

e. 如果垫料里有可食用的物质，鸡只就会长时间积极地进行觅食。在粗糙的、有纹理的

物质表面啄食和抓挠有助于防止喙和爪的过度生长。当给雏鸡提供扭曲的纸条时，似

乎可以让它们享受“捕捉虫子”的机会。 

鸡只实际所处的热环境(即有效环境温度)是由几个变量综合影响的，包括空气温度、
湿度、风速、周围表面温度、周围环境的隔热效果、饲养密度以及鸡只的日龄和生产
状态。所有这些因素都应该在通风系统的选择和运行中加以考虑。 

在大约 41℃的体温下鸡只状况最稳定。任何偏离这一温度的情况都会对其福利产生越
来越严重的后果，体温只要上升 4-5°C 就是致命的。 
 



 

 

f. 鸡舍内放置环境富集物品的指南：每 1000 只鸡应有：1.5 标准尺寸的稻草包、2米的

栖息空间和一个啄物(啄块、卷心菜、花椰菜、芽菜、花椰菜和木块)。 

 

 
 

G. 自由散养和牧场饲养 

 
 
E 29：户外区域 

a. 必须主要由生长的植被覆盖。必须提供粗沙砾以助于鸡只消化植物纤维。 
b. 牧场的设计和管理必须： 

1. 能够鼓励鸡群到外面活动，远离出入的小门，充分利用户外区域； 
2. 防止和/或尽可能减少植被严重退化、泥泞/湿透或破损的区域； 
3. 尽量减少可能导致疾病的病原体（例如寄生虫、细菌、病毒）的积聚； 

4. 防止鸡只接触任何有毒物质。 

c. 对于户外散养系统，户外空间的最低要求是每只鸡 0.19 平方米。 
d. 对于牧场饲养系统，户外空间的要求是每只鸡最少 10 平方米。用于种植的土地

（除草或干草外）不作为牧场饲养空间的一部分，并且必须从空间计算中排除。 
 
E 30：排水性良好的休息区域 
在鸡舍外的活动区域必须有为鸡只提供排水良好的休息区域。 
 
E 31：出口 
a. 当鸡只在户外散养和牧场饲养系统进行饲养时，必须在鸡舍周围为鸡只适当分布足够

的出口区域，以确保所有鸡只都能随时进入舍外区域。 

b. 每个出口必须不小于 46 厘米高和 91 厘米宽，以便在任何时间允许一只以上的鸡同时

通过。 

c. 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出口让鸡自由进出鸡舍。 
 

提供环境富集的可能方法包括： 
 提供干草或稻草包； 
 适合鸡只大小和重量的栖木； 
 用谷物和长切秸秆来丰富垫料； 
 悬挂的绳索，其末端的高度应在鸡只高度处； 
 对可用空间进行视觉细分(例如，使用大约 76.2 厘米宽、0.64 厘米网孔大小的垂直

塑料网板)； 
 提供活的植被。 
 

用于肉鸡生产的动物护理标准不要求鸡只一定要有户外活动区域。鸡只可以在户外活
动的自由散养和牧场饲养的系统中，以下动物护理标准必须满足。 



 

 

E 32：自由出入户外区域 

a. 自由散养的鸡只必须在 4周龄时可以进入户外，除了自然日照时间较短的情况，每天

至少要有 8小时户外时间。 

1. 在此期间，所有出口都必须开放，除非在恶劣的天气条件、疾病爆发或兽医紧急要

求的情况而不能开放。 

b. 牧场饲养的鸡只每年必须在户外活动 12 个月(季节性牧场饲养每年 6 个月)，每天至少

6 小时。在紧急情况下，鸡只可以每天 24 小时被关在固定或移动的屋舍里，但不得连

续超过 14 天。 
 
E 33：遮荫 

在温暖的月份中，必须有一个遮荫的区域并有足够的空间避免让鸡只拥挤(从而有可能使

鸡只遭受进一步的热应激)。 

 
E 34：免遭捕食者 
必须保护鸡只不受捕食者的伤害。在晚上，应该让鸡只待在鸡舍内。 
 

HFAC 没有对肉种鸡的福利标准提出相关要求。 
 

H. 雏鸡的特殊规定 

E 35：一日龄雏鸡 

a. 一日龄的雏鸡必须在合适的环境中精心饲养。 

b. 从孵化场运出的过程和处于最大饲养密度中的雏鸡必须小心饲养以避免受到热应激。 
 

E 36：育雏箱 
育雏器围栏以及围栏内部的饲喂和饮水设备的设计和构造应使雏鸡可以自由的在育雏器附

近来回走动。 
 
E 37：育雏加热器 
在放置和维护育雏加热器时必须特别小心，以确保防止： 

1. 火灾风险； 
2. 一氧化碳排放。 

 
E 38：育雏器里的喂料器和饮水器 
a. 当喂料和饮水设备为金属或塑料容器时，务必确保育雏器周围的喂料器和饮水器不会

受热。 
b. 在育雏初期，若使用自动喂料器和自动饮水器，则必须提供额外的料槽和小型饮水

器。 
 



 

 

E 39：热要求 
a. 育雏器必须悬挂在育雏区域中心上方。 
b. 育雏器下方的温度必须可以调节，以确保雏鸡处于舒适的温度环境中。 
 

 
 
E 40：随着雏鸡的成长调整育雏器 
在整个育雏期间必须对雏鸡的行为进行密切监控，并相应地调整育雏器。 
 
E 41：保持喂料器和饮水器清洁 
喂料器和饮水器需保持清洁并没有垫料。 
 
E 42：饲养者管理指南 
对于雏鸡的孵育和饲养，应遵循饲养指南中关于喂料器和饮水器的位置和数量、空间、空

气质量、通风和照明的管理要求。 

  

如有必要，在放置育雏器后的头几天，应在育雏器旁边悬挂辅助照明工具，以吸引小
鸡靠近热源，并为喂食器和饮水器提供额外的照明。 



 

 

PART 4：管理 

目标：具有同理心和负责任的管理对确保良好的动物福利至关重要。管理人员和饲养员
必须经过全面培训，在畜禽业和福利方面具有熟练的技能和胜任能力，并且对他们的系
统和所饲养的鸡只具有良好的认知。 
 

A. 管理者 

M 1：理解标准 
管理者必须确保所有饲养员： 

1. 都有一份 HFAC 现行肉鸡饲养标准； 
2. 熟知标准要求； 
3. 理解标准的内容。 

 
M 2：管理和记录 
管理者必须： 

1. 为饲养人员制定和实施合适的培训计划，定期更新情况，并提供持续专业发展的机

会： 
a) 能够证明负责肉鸡饲养的工作人员具有履行其职责所需的相关技能。当发现不

足之处时，管理者必须提供适当的培训，以确保所有的饲养人员都具备所需的

技能； 
b) 饲养员根据需要参加合适的培训。 

2. 制定计划并实施，预防/应对紧急情况，如火灾、洪水、环境控制故障或供应中断

（如食物、水、电）的措施： 
a) 在电话旁提供紧急行动计划通知，列明发现紧急情况（例如火警、洪水、电力

故障）后应采取的程序； 
b) 建筑物的入口处和电话旁张贴紧急联系电话。 

3. 确保动物健康计划（见 H2）是： 
a) 可实现的； 
b) 定期更新的； 
c) 所需的数据被适当地记录下来。 

4. 保持有关生产数据和药物使用的记录并向 HFAC 检查员提供。这些记录必须注明

日期并包括以下文件： 
a) 转入和转出的鸡只； 
b) 死亡率（应说明原因）； 
c) 淘汰情况（注明原因），并与死亡率分开记录； 
d) 饲料提供情况； 
e) 耗水量； 
f) 鸡只高度处的最高及最低温度； 
g) 通风（包括设置和任何必要的改变）； 



 

 

h) 氨气水平。 
5. 制定并实施将肉鸡运输至加工厂的计划，尽可能减少肉鸡的等待时间。 
6. 遵守所有当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M 3：饲养员能力 
管理人员在决定现有系统的空间密度和考虑扩大规模或安装更复杂的设备时，必须考虑饲

养员的能力。 
 
M 4：对生产者的投诉 
a. 要获得认证，养殖生产者必须保有用于接收、回应和记录投诉的体系。这些投诉是针

对于生产者未遵守 HFAC 标准的操作。 
b. 每当生产者收到投诉时，生产者必须： 

1. 采取适当的措施回应该投诉； 
2. 纠正产品或服务中任何影响其符合认证要求的缺陷。 

c. 生产者必须将书面记录从创建之日算起保留至少 3 年。记录必须包括以下信息： 
1. 收到的所有投诉（书面或者口头）； 
2. 生产者对于回应投诉而采取的措施。 

d. 应 HFAC 要求，这些记录必须给予提供。在生产者年度检查中，HFAC 会每年至少检

查一次这些记录。 
e. 如果另一认证机构或者该行业的政府监管方有对生产者在人道管理实践过程中进行不

利裁定（如终止或撤销认证，罚款或制裁），生产者必须通知 HFAC。 
 

B. 饲养员 

M 5：减少问题 
a. 饲养员必须了解肉鸡的正常行为，并了解健康和福利状况。 
b. 饲养员应该能够在问题的早期就意识到它，因为这可能使他们能够发现问题的原因并

及时加以纠正。 
c. 当发生动物异常行为时，必须及时通过适当改变管理方式来解决。 
 
M 6：对福利问题的认识 
饲养员必须注意福利问题，如与垫料管理不当有关的问题，如腿关节炎、脚垫损伤、胸囊

肿、呼吸和眼部问题。 
 

M 7：培训 
a. 在被要求负责肉鸡福利之前，饲养员必须经过适当的培训，并有能力： 

1. 认识常见疾病的症状，并知道何时应向兽医求诊； 
2. 识别正常行为、异常行为和恐惧的迹象； 
3. 了解鸡对环境的需求； 
4. 对鸡只的操作要温和并富有同情心。 

b. 此培训应记录在案，必须验证饲养者的能力。 



 

 

M 8：富有同情心的处理 
a. 饲养员必须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以积极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饲养动物。 
b. 饲养员还必须能够证明他们熟练于对可能造成痛苦的操作程序。 
 

C. 检查 

M 9：监控 
a. 所有的鸡只和设备每天至少要接受两次检查。 
b. 其中每天至少有一次检查必须足够彻底，以便发现患有疾病或受伤的鸡只。 
c. 必须保留检查记录。 
d. 在饲养员检查时发现的任何福利问题，必须及时妥善处理。 
 
发现在早前就应该被注意到并处理解决的严重福利问题，会被 HFAC 检查人员作为饲养员
管理疏忽的证据。 
 
M 10：鸡只生病、受伤和死亡的记录 
a. 完成检查后，必须保存病禽、伤禽和死禽的记录。 
b. 记录必须： 

1. 在检查期间和要求的其他时间提供给 HFAC； 
2. 有日期； 
3. 由负责检查的饲养员签字； 
4. 包含检查时间； 
5. 注明疾病和受伤的原因； 
6. 记录淘汰的原因。 

 

D. 操作 

M 11：温和操作 
必须制定程序和要求，并在必要时加以修改，以可避免的方式确保鸡只不会受到惊吓和害

怕。例如，在养殖区域的任何活动都必须缓慢和谨慎，以减轻鸡只的恐惧和减少可能的伤

害。 
 

E. 设备 

M 12：自动化设备 
a. 饲养员必须每天至少检查一次设备，包括自动设备，以确保没有故障。 
b. 当发现设备故障时（无论是在检查中还是在其他任何时候）： 

1. 必须及时修理； 
2. 如果不能及时修理，必须采取措施保护鸡只免受由于故障而造成的不必要的痛苦或

伤害，并且这些措施必须及时实施并一直保持到故障得以修复。 



 

 

M 13：关键警报系统 

a. 除非有自动备用系统，否则所有对鸡只福利监控至关重要的自动系统，如饮水和通风

系统，必须有警报来指示故障。 

b. 警报必须是不可关闭的。 

c. 必须每天检查警报系统，以确保它们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M 14：后备通风系统 
在通风系统出现故障时，需有额外的通风设备或装置提供足够的通风，以防止鸡只因故障

而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M 15：辅助供电设备 
a. 必须在现场配备辅助电源，辅助电源必须能够即时启用并持续为屋舍内的关键电气设

备提供 24 小时的电源。 
b. 必须按照制造商建议的频率检查电源，并且这些检查必须记录在案。 
 
M 16：设备使用 
用于家禽管理的现有或新设备，例如加热器、照明、通风（扇叶/风扇）、喂料器和饮水

器，饲养员必须： 
1. 能熟练操作设备； 
2. 证明他们进行日常维护的能力； 
3. 识别常见的故障信号； 
4. 证明掌握在发生故障时应采取的行动知识。 

 

F. 害虫和天敌 

M 17：防止害虫和天敌 
必须采取人道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肉鸡不受天敌和害虫的侵害，特别是： 

1. 对于舍内饲养系统（无舍外活动区域），必须在屋顶通风管道上方、窗户、窗帘开

口等设置隔离网或类似材料，以防止野生鸟类进入鸡舍。 
2. 包括狗和猫在内的捕食者不得进入鸡舍。 
3. 监测老鼠和苍蝇的活动： 

a. 必须对啮齿动物进行监测，当监测显示鸡舍内啮齿动物活动不可接受时，必须

使用适当的鼠类控制方法。 
b. 必须对苍蝇进行监测，当监测显示鸡舍内苍蝇活动不可接受时，必须使用适当

的控制方法。 



 

 

PART 5：健康 

目标：必须保护鸡只免受疼痛、伤害和疾病。养鸡的环境必须有利于鸡的健康。所有生
产者必须与兽医协商制定一项健康计划。 
 

A. 医疗保健实践 

H 1：选育健康的鸡 
在对鸡进行选育时，必须注意选择具有高福利性状的鸡只，避免带有不良特征的遗传品

系。 
 
H 2：动物健康计划 
a. 动物健康计划（AHP）必须在兽医的指导下制定并定期更新。 
b. 动物健康计划（AHP）必须包含： 

1. 任何疫苗接种的细节； 
2. 关于鸡群的健康治疗和其他方面信息； 
3. 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在知晓的情况下）； 
4. 鸡群生产性能可接受的最低值； 
5. 生物安全规定； 
6. 清洁及消毒政策。 

 
H 3：饲料质量安全保证程序 
应采用并遵循公认的质量保证程序，以控制沙门氏菌、弯曲杆菌和其他易引起饲料安全问

题的微生物。 
 
H 4：防止损伤的反复发生 
a. 不得因居住环境的物理特性（不管是舍内还是舍外以及对鸡只的各种操作）而导致经

常性伤害。 
1. 在许多鸡只身上反复出现的伤害有很大的相似性表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2. 损伤是严重到足以形成颗粒状疤痕组织或有缺陷的骨骼或关节的损伤，并且在一定

程度上显著大于由轻微的意外碰撞或划伤造成的伤害。 
b. 必须注意脚垫损伤。 
c. 如果发现此类伤害，必须制定预防措施计划。 
 
H 5：鸡群生产性能数据 
a. 必须持续监测鸡群的生产性能数据，以监测疾病或生产紊乱的发生。 
b. 如果任何鸡群生产性能参数低于可接受的最低值，必须通知兽医，并更新 AHP 以增加

解决问题的行动计划。 
 
H 6：生病和受伤动物的护理 
生病的，有开放性伤口或骨折的鸡只，必须： 



 

 

1. 进行隔离； 

2. 及时处理； 
3. 如有必要，进行人道宰杀。 

 
H 7：预防腿部问题 
a. 实施管理计划，预防鸡只患上慢性关节病或腿部畸形。 
b. 无论是因为传染还是生长异常引起腿无力和畸形都是鸡只生长过程的严重福利问题。 

出现多只明显跛足的鸡被视为不符合动物护理标准。 
c. 所有明显跛足的鸡只必须及时治疗，必要时进行人道宰杀。 
 
H 8：跛足 
a. 由于腿部问题或其他身体状况而无法进食和饮水的鸡只，必须立即从鸡群中移出，并

在必要时进行人道宰杀。 

 

 
 

 

可以通过观察鸡只的行走能力并使用步态评分系统（例如 J.P. Garner 等人提出的步态
评分系统）对鸡只进行评估。2002 年《英国家禽科学》43 期，355-363 页。 
 
对于所有步态得分超过 1 分的鸡只，应实施纠正措施计划，以解决可能的原因并缓解
问题。 
 
步态得分在 4 分或以上的鸡应该被人道屠宰。 



 

 

 
H 9：腿部问题监控记录 

a. 由于腿部异常和/或畸形而淘汰的记录必须每周进行评估，以确保问题没有增加。 

b. 当发现问题日益严重时，必须寻求兽医指导以缓解问题并防止进一步死亡。 
 
H 10：隔离患病或受伤的鸡只以进行治疗 

如果要治疗患病或受伤的鸡，则必须有设施将其与其他鸡只隔离。 
 
H 11：身体部位的切除 
HFAC 肉鸡标准不允许： 

1. 断喙； 

 
步态评分 

 
异常程度 

 
步态评分系统 

 
0 

 
无异常 

 
步伐平稳顺畅，鸡爪抬起时收拢。 

 

1 可观察到,但无法识别异
常 

鸡只走路不稳或摇晃。 但是，不清楚异常所在，或者在观察的前
20 s 中无法察觉到异常。鸡只在围栏中很容易从观察者那里跑开。
鸡爪在抬起时可能不会收拢，但其余时间步幅平稳，并且看起来无
异常。 

 

2 可识别异常，但对整体
功能影响不大 

可以在 20s 内识别引起步态异常的腿。如果在观察运动行为 20s 后
才发现有问题的腿，那么这只鸡的步态评分为 1 分。然而，这种异
常似乎对生物功能影响很小。因此，当观察者靠近鸡只或者鸡只被
有衬垫包裹的棍子轻触或轻推时，鸡只会自发逃离跑开。当在围栏
内的观察者停止移动或轻推鸡只后，如果鸡没有全速奔跑，但它会
小跑或快走或保持站立至少 15 秒。这种情况下以及分数在 0-1 的
鸡，经常被观察到用脚抓挠脸——这再次表明异常对生物功能影响
不大。(这种分数中最常见的反常现象是鸡的步伐短促且不稳定，
而且在行走的过程中鸡爪不收拢。) 

 

3 可识别异常，且损害功
能 

尽管当被接近、触摸或轻推时，鸡会离开观察者，但它不会跑，并且会在观察者停止靠近或

轻推它之后 15秒内蹲下。如果鸡在 15秒后下蹲，则其步态评分为 2分。 

   

4 严重损害功能，但仍能
行走 

当观察者接近或轻推时，鸡仍然蹲着。这一标准的评估是接近这只
鸡，如果它仍然蹲着，则轻轻地推或触摸鸡只 5 秒。鸡可能看起来
要站立，但实际上仍然蹲卧着。只观察轻推或触摸鸡只后 5 秒内鸡
只以双脚站立的情况：站起时间超过 5 秒或完全不站起的鸡只的评
分为 4，而不到 5秒或用时更短的鸡评分数为 3（如果步态良好，可
降低评分）。不过，当观察者抱起鸡只并将它以站立的姿势放下
时，鸡只可以走动但是会在行走 1-2 步之后迅速蹲下（蹲坐时经常
会出现向后倒的情况） 

 

5 完全跛足 鸡不能正常走路，但会靠跗关节拖行移动。当有人接近时，它可能
会试图站立，但无法站立。当把鸡只以站立姿势放置时，单腿或双
腿都无法移动。 



 

 

2. 趾尖去除； 
3. 去势； 
4. 磨损； 
5. 其他外科手术。 

 
H 12：死亡率的兽医学调查 
a. 如果鸡舍内的死亡率在 24 小时内超过 0.5%，必须进行兽医学调查。 
b. 较低死亡率的调查由主治兽医酌情决定。 
c. 一旦完成调查，生产者必须向 HFAC 办公室报告结果。 
 
H 13：清洁和消毒 
出栏后，必须按照动物健康计划的规定对所有鸡舍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并确认没有污染

源。 
 
H 14：转基因肉鸡 
禁止使用转基因和/或克隆的肉鸡及其后代。 
 

B. 紧急安乐死 

H 15：安乐死 
a. 每个农场都必须有针对性的紧急人道屠宰的规定，应由指定的、受过训练的、有能力

的工作人员或兽医在农场实施。 
b. 如果对如何操作有任何疑问，必须在早期咨询兽医，告知是否可以进行治疗或是否有

必要进行人道屠宰以避免痛苦。如果鸡只受到无法控制的剧痛，那么必须立即对其实

施安乐死。 
c. 允许使用下列紧急安乐死方法： 

 用手持电击设备电晕鸡只，随后立即进行断颈； 

 颈椎脱位：只有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或需杀死非常少量的鸡只。颈椎脱位必须拉伸颈

部以切断脊髓，并对主要血管造成广泛的损伤。压断脖子的工具，包括钳子或去势

钳不得使用，因为它们操作不迅速也不人道； 

 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和氩的混合物，需以可接受的浓度输送到适当的容器中。 
 
H 16：死鸡处理 
a. 在进行安乐死程序后，必须仔细检查鸡只以确保它们已经死亡。 
b. 所有死鸡必须通过特定的途径处置，或按照国标和地方法律进行处理。 
c. 离开农场后死鸡的处理： 

1. 死鸡必须按照批准的途径进行处理； 
2. 必须保存所有这类死鸡处置的途径的记录。 

d. 死鸡在农场里的处置：在农场处理死鸡时，必须保存处理方法的记录。 



 

 

PART 6：运输 

目标：必须设计和管理动物运输系统，以确保不会造成鸡只不必要的痛苦或不适。鸡只
的运输和搬运必须保持在绝对的最低限度。从事运输工作的人员必须接受全面的培训，
并有能力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A. 出栏 

T 1：装载前剔除不合格的鸡 
a. 在装载前，饲养员必须检查鸡群并剔除不合格的鸡只。 

b. 在装载前明显不合格的鸡只不得运输，必须立即执行安乐死。 
 
T 2：出栏前的准备 

a. 在捕捉鸡只之前，所有喂料器、饮水器和其他障碍物都必须抬高或移出鸡舍，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擦伤的风险。 

b. 通往鸡舍的通道必须经过适当的设计和维护，以保证运输车辆的安全通过。 

c. 鸡舍的门和通道必须足够大，以保证鸡只的安全转移。 

d. 车辆必须尽可能停在靠近需要出栏的鸡舍的区域。 
 

T 3：培训 

管理者必须确保所有参与抓捕和运输鸡只的人员都经过适当的培训并能胜任工作。 
 
T 4：提供操作说明 

a. 管理者必须与处理人员、运输人员和抓捕人员沟通，以确定要运输的鸡只数量和鸡只

重量。 

b. 管理者必须确定运输过程中的鸡群密度。 

c. 管理者必须为抓捕人员准备完整而详细的书面指导： 
1. 所有抓捕人员必须有一份操作说明； 
2. 抓捕人员清楚自己的职责。 

 
T 5：出栏过程中福利问题的监控 
必须指定一名抓捕员负责监督、监测和维持出栏和鸡只装载至运输车辆过程中较高的动物

福利标准。 
 
T 6：足够的时间进行富有同情心的处理 
抓捕人员绝不能把抓捕速度置于鸡只福利之上。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妥善处理鸡只。 
 



 

 

T 7：足够的通风 
a. 在装车前，未被抓捕的鸡只高度处必须有足够的通风。 
b. 装载过程中，必须采取措施保护鸡只免受以下情况影响： 

1. 恶劣天气环境； 
2. 热源； 
3. 结冰。 

 
T 8：减轻不必要的痛苦 
a. 在抓捕过程中，不能让鸡只长时间遭受： 

1. 饥饿； 
2. 干渴； 
3. 休息剥夺。 

b. 在抓捕人员开始抓捕之前，必须给所有鸡只提供饮水。必须给未被抓捕的鸡只提供饮

水，可以通过定时降低饮水器的高度来供水。 
c. 在接受处理之前，不得停止饲喂超过 12 小时。 
d. 在抓捕鸡只之前，所有喂料器、饮水器和其他障碍物都必须抬高或移出鸡舍，最大限

度地减少擦伤的风险。 
e. 鸡舍的门和通道必须足够大，以保证鸡只的安全转移。 
 
T 9：抓鸡 
a. 捕捉必须在低光照下进行，以减少鸡的应激反应。 
b. 鸡必须一只一只的抓，并握住鸡只的双脚。 
c. 一只手不能同时抓超过三只鸡。 

 

最好是一次只抓一只鸡，并小心地使鸡头部朝上。如果一次性抓多只鸡，必须
要小心，确保抓鸡的时候鸡只不会痛苦或受伤，并且抓鸡的距离要保持最小。 

 
T 10：防止拥挤 
a. 在抓鸡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措施防止鸡只拥挤。 
b. 当发生拥挤时，必须停止抓捕，当鸡只安静地散开，平静后再继续抓捕。 
 
T 11：出栏期间运输车辆的通道 
a. 通往鸡舍的通道必须经过充分的设计和维护，以保证运输车辆的安全通行。 
b. 车辆必须尽可能停在靠近需要出栏的鸡舍的区域。 
 

集装箱式运输系统 
 

建议使用集装箱式运输系统，与固定板条箱运输系统相比，集装箱式运输系统
可以提高家禽福利。目前，许多养殖者使用固定板条箱系统。当使用这些系统

时，可以敦促运输商考虑投资集装箱式运输系统。 



 

 

 
T 12：使用集装箱运输系统 

a. 在开始抓鸡前，负责监督抓鸡和装载的人员必须确保集装箱式周转筐： 

1. 深度大于 26 厘米且顶部完全开放； 

2. 通风良好，能确保鸡只不受恶劣气候影响； 

3. 彻底清洁； 
4. 维护良好； 

5. 没有尖锐边缘或突出物可能会对鸡只造成伤害。 

b. 鸡只必须放在鸡舍的周转筐内。 

c. 抓捕员一次只能放一只鸡到周转筐内。 

d. 鸡必须小心地放进周转筐内——鸡不能被抛进去或扔进去。 

e. 装载时，一只手抓住鸡的腿，另一只手要支撑鸡的胸部；不能只抓着鸡的翅膀或脖

子。 
f. 在炎热天气(超过 25°C)运输鸡只时，必须降低装载密度。 
g. 当每个周转筐装载完毕时，必须小心关闭，以确保鸡的头、翅膀或腿不会被夹住。 
h. 周转筐必须小心地从鸡舍中拿出并确保不会对鸡只造成伤害。 
 
 

固定板条箱运输系统 
 
 
T 13：使用固定板条箱运输系统 

a. 负责监督抓鸡和装载的人员必须确保固定板条箱： 

1. 通风良好，能确保鸡只不受恶劣气候影响； 

2. 彻底清洁； 
3. 维护良好； 
4. 门可以关闭； 

5. 没有尖锐边缘或突出物可能会对鸡只造成伤害。 

b. 必须为抓鸡人员提供设施，以确保他们能够将鸡只从易于接触所有板条箱的位置装载

到车辆上（例如，装载平台或台阶）。 
c. 抓鸡人员将鸡只装载到车辆上时，不得将其抬起超过抓鸡人员头部的高度。 

d. 鸡只必须小心装入固定的板条箱中，不能把鸡扔进板条箱里。 
e. 装载时，一只手抓住鸡的腿，另一只手要支撑鸡的胸部，不能只抓着鸡的翅膀或脖

子。一次抓捕一只鸡。 
f. 在炎热天气(超过 25°C)运输鸡只时，必须降低装载密度。 
g. 每个固定板条箱的底部必须能够防止粪便落到下面的鸡身上，但不能妨碍板条箱内部

的通风。 



 

 

h. 负责监督抓鸡和装载的人员必须确保每个板条箱的门都被牢固地扣紧，所有鸡只的翅

膀、头部或腿都不会被卡在门上或板条箱的其他部位。 
 

与传统的人工抓捕相比，机械捕捉鸡只已被证明具有一些福利优势。考虑使用
机械抓捕系统的申请者在使用该系统前必须通知 HFAC，并取得书面许可后方
可使用机械捕捉系统。 

B. 运输 

T 14：可以胜任的员工 
负责肉鸡运输的人员必须能够证明他们在以下方面的能力： 

1. 操作鸡只； 
2. 恰当装载； 
3. 运输过程中保持适合鸡只的热环境； 
4. 安全驾驶； 
5. 遵循紧急程序。 

 
T 15：运输过程中死亡率的调查 
a. 生产者必须及时调查在连续三个月期间运输死亡率(任何单一来源的鸡)超过 0.3%的情

况。 
b. 在查明死亡原因后，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鸡只死亡、受伤或痛苦的进一步发生。 
c. 在检查过程中，这些记录必须提供给 HFAC 的检查员。 
 
T 16：运输时间的限制 
a. 从开始装载到完成卸载的运输时间不得超过 10 小时。 
b. 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运输顺利完成，不会出现不必要的延误： 

1. 驾驶员必须意识到任何潜在的交通问题； 

2. 驾驶员必须计划他们的行程，尽量缩短时间。 

c. 负责抓捕和装载鸡只的人必须与加工厂沟通清楚，并密切合作，以最大程度减少鸡只

在运输到加工厂后在车辆上花费的时间。 
 
T 17：减少噪音 
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必须将所有来源的噪音水平降至最低。 
 
T 18：避免热应激 

a. 如果有必要停止驾驶载有鸡只的运输车，驾驶员必须采取措施避免鸡只受到热应激。

在炎热的天气中，提供冷却通风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保持车辆行驶。 

b. 当环境高温或高湿度对鸡构成威胁时，抓捕、装载和运输会造成特别的热应激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必须提前制定计划并采取适当措施来减少此类风险。计划必须

包括每天收到的预测温度的气象预报。 



 

 

c. 天气炎热时，必须在晚上或一天之中最凉快的时间段运输鸡。 

d. 如果要在炎热的天气中运输饲养在带有隧道通风设施的房屋中的鸡，可能需要使鸡只

预先适应较高的温度。预适应计划必须在实施前提交给 HFAC办公室批准。 
 
T 19：通风 

a. 运输车辆必须配备合适的窗帘，并可由单个操作员打开/关闭。 

b. 当天气炎热时，应该空出一个中央通道（不应放置鸡/托盘），以增加通风。 
c. 车辆必须配备风扇驱动的通风设备。 

 

现在已经有可以用于监测运输车辆上的温度和湿度的技术。这使得驾驶员可以
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维持鸡只的理想环境。我们鼓励使用这种设备。人道农场动
物保护组织将跟进这类技术的发展，并审核其使用情况，以便将其纳入审核标
准。 

 
T 20：极端天气遮避处 

必要时，必须提供遮挡极端天气(包括运输期间的寒冷和雨水)的设施，如窗帘或面板。 



 

 

PART 7：加工处理 

目标：所有处理系统的设计和管理必须能够避免造成鸡只不必要的痛苦或不适。屠宰前
对鸡只的操作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参与屠宰的人员必须经过充分的培训，并有能力履
行职责。 
 

A. 检查 

P 1：监测鸡只状态 
a. 为了协助监测鸡只在农场的福利情况，必须在加工厂对鸡只进行例行评估，并在检查

期间或在其他需要时向人道农场动物关怀检查员提供记录。 

b. 这种监测应包括对以下方面的评估和记录： 

1. 到达时鸡只死亡数量(DOA’s)； 
2. 鸡只足部健康状况，例如脚垫炎的发病率； 

3. 跗间关节灼伤/胸部水疱疹的发病率。 

c. 所有运输托盘在到达屠宰场时必须检查，以确定鸡只是否受到伤害或冷/热应激。 

d. 必须采取及时的措施以防止鸡只痛苦，并确保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e. 任何被发现受伤或受到冷/热应激的鸡只都必须及时、人道地宰杀。 
 

B. 培训 

P 2：实施动物福利政策 

a. 管理者必须制定并实施一项涉及加工程序的动物福利政策。其中必须包括以下方面的

书面说明： 

1. 在加工厂动物福利的维护； 
2. 工作人员的职责和义务； 

3. 应急程序。 

b. 必须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动物福利政策审核和更新。 
 
P 3：动物福利干事 

a. 管理人员必须指派至少一名训练有素的动物福利干事，负责在处理过程中执行动物福

利政策。 

b. 动物福利干事必须每天进行频繁检查，以确保鸡只在屠宰过程中被有效地击昏和失去

知觉。 

c. 如果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则动物福利干事必须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P 4：对员工进行处理过程培训 

a. 管理人员必须与动物福利干事一起，为所有处理和屠宰鸡只的员工制定和实施培训计
划。 

b. 他们必须确保对员工进行适当的培训以执行并能够胜任其职责。 

c. 培训活动应有记录。 
 

许多加工厂在屠宰前的处理区和屠宰场都安装了闭路电视（CCTV）监视器。这
使得屠宰场内负责动物福利的人员能够确保维持动物护理标准。因此人道农场
动物关怀组织建议安装闭路电视系统。 

 

C. 等候区 

P 5：等候区的人道处理 

a. 鸡在到达加工厂后应立即被放置在环境可控的等候区内。 
b. 处理设施中所有等待屠宰的鸡只都应： 

1. 避免受到阳光直射和恶劣天气的影响，例如风、雨、冰雹、雪； 

2. 应通风良好(包括定期监测和维护等候区以及鸡只装载区的温度和湿度)； 

3. 如果发现鸡只遭受痛苦，应立即人道宰杀。 

c. 等候区必须减少照明。 
 

P 6：减少等待时间 

a. 所有鸡只在抵达加工厂后必须尽快屠宰。 

b. 屠宰必须发生在： 

1. 不超过鸡只停用饲料时间后的 12 小时内； 

2. 在鸡只到达工厂的 4小时内屠宰。 

c. 鸡只一旦抵达宰杀地点，不得再被转移至其它地点屠宰。 
 

P 7：紧急故障 
必须有备用设备，如发电机，以备紧急故障时使用。 
 
P 8：从固定的板条箱车上卸下鸡只 
从固定的板条箱车上卸下鸡只时： 

1. 必须为工作人员提供能够进入每一层板条箱的设施或设备。 

2. 从板条箱中移出鸡只时必须小心。 
 
P 9：监测鸡只状态 

a. 所有运输托盘或固定的板条箱在到达加工厂时必须检查，以确定鸡只是否受到伤害或

冷/热应激。 



 

 

b.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止鸡只痛苦，并确保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c. 任何被发现受伤或受到冷/热应激的鸡只都必须及时、人道地宰杀。 
 
P 10：记录并报告伤亡情况 
a. 在从同一个农场进行下一次鸡只运输前，本次运输的所有的鸡只伤亡情况必须记录，

并向动物福利干事和农场管理员报告。 

b. 在检查期间和其他需要时，必须提供人道农场动物护理记录。 

D. 吊挂 

P 11：员工培训 
吊挂线的员工必须经过充足的培训，以采用无伤害的方式操作鸡只。 
 
P 12：人员充足 
加工工厂的经理必须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人员在吊挂线工作，以保证细心和尽职的

操作。 
 
P 13：吊挂处理程序 

a. 在吊挂鸡只时，必须使用以下方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疼痛： 

1. 合适尺寸和型号的挂钩； 
2. 适当的屠宰流水线速度。 

b. 鸡的两条腿必须都被吊在挂钩上，并且每条腿要被挂在单独的挂钩上。 
 

P 14：应将鸡放在适当位置致晕 
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鸡在到达致晕水槽前拍翼或抬起头部，例如： 

1. 使用挡胸板； 

2. 窗帘； 

3. 减少噪音； 

4. 降低光强度； 

5. 将手放在鸡背上使鸡平静； 

6. 在鸡只吊挂区和致晕区之间避免拐弯。 

 

P 15：防止逃脱 

a. 必须注意确保鸡只不会从等候区逃脱或从吊挂线掉落。 

b. 当发现逃脱散落的鸡时，必须： 

1. 及时送至吊挂区； 

2. 如果受伤，及时进行人道处理并从屠宰线剔除。 
 
P 16：鸡只吊挂时间限制 

在致晕前，鸡只吊挂时间不得超过 90 秒。 
 



 

 

P 17：检查板条箱 
必须检查所有板条箱，以确保没有鸡只遗留其中。 
 

E. 致晕 

P 18：致晕设备 

可采用以下致晕设备： 
1. 电水浴； 
2. 含有带电金属栅格或金属棒的干燥触电器； 

3. 手持式电击棒。 
 
P 19：未电晕鸡只视野处理 

a. 未被电晕的鸡不应看到已被宰杀的鸡。 
b. 通往电击设备的线路必须变暗。 
 
P 20：电水浴致晕 

当使用电水浴致晕方法时： 
1. 带电水浴槽的高度必须根据鸡只大小和数量设置。特别是，必须将高度设置为使所

有鸡的头部都能与电水浴有效接触。 
2. 当鸡被电流致晕或致死时，必须在断颈之前使用足以使所有鸡丧失知觉的电流。 

3. 用于致晕或致死的带电水浴槽必须有足够的空间和深度，并且水不能溢出槽口。电

致晕槽内的电极范围应覆盖整个水浴槽。 
4. 带电水浴槽的设计和设置必须防止鸡只在电击前受到冲击。 

5. 带电水浴槽必须装有电流表，以准确监测鸡只通过水浴槽时的电流。 
 
P 21：电动手持式电击棒 

当使用电动手持式电击棒时： 
1. 鸡只必须被限制在锥形桶内或被吊挂在吊挂上； 

2. 鸡只在被束缚后必须立即将其致晕； 

3. 必须确保将电击设备安装在最佳位置（即牢固地安装在眼睛与耳朵之间的任一侧头

部）； 
4. 所使用的电流必须足以使鸡只立即失去知觉； 

5. 必须持续使用电击设备直到扑翼停止为止（或者如果使用锥形桶，则应持续电击直

到腿部变硬并伸展开）； 

6. 必须快速从颈部的腹侧切断颈，以确保两个颈动脉都被切断。 
 

P 22：维护及监测设备 
a. 所有电击和放血设备必须： 

1. 定期维护； 
2. 经常清洗； 

3. 每天检查以确保其正常工作。 



 

 

b. 任何问题都必须： 

1. 向动物福利干事报告；  

2. 及时纠正。 
 
P 23：处理不可避免的延误情况 
必须制定应急计划，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延误以及无法对鸡只进行处理的情况。

具体来说，如果屠宰流水线停止超过 3分钟，则必须移走吊挂区到屠宰区之间的鸡，并且

必须人道宰杀已被击晕的鸡。 
 
P 24：检查离开致晕设备的鸡 
a. 必须检查所有离开致晕设备的鸡，以确保它们已被有效击晕或致死。 

b. 未被击晕的鸡只在进入烫槽前必须被人道地屠宰。 
c. 员工必须接受培训，可以识别有效的致晕情况。 
 

检查鸡是否被低电压有效击晕的最可靠指标是电痉挛。同时鸡只会有以下特征： 

 颈部拱起，头部垂直；眼睛处于睁开状态； 

 翅膀紧贴着身体； 

 腿部僵硬，身体持续快速颤抖。 

当致晕引起心脏骤停时，电痉挛的状况持续时间较短，也不太明显。紧随其后的

是： 

 身体完全无力； 

 无呼吸； 

 瞬膜反射丧失； 

 瞳孔散大； 

 对掐拧鸡冠无反应。 

 

F. 气体控制系统 

HFAC 认为通过控制气体（气体控制系统（CAS）或气体致死系统（CAK））来杀死鸡只
的手段可以提供许多福利，例如减少人工操作并避免吊挂活鸡。但是，有一些人道问题仍
然没有解决，比如适当混合气体的使用以及何时鸡只会出现意识不清。在通过科学研究调
查这些问题（包括在不同气体浓度下意识的丧失）之前，HFAC 要求所有使用气体控制系
统（CAS）操作的工厂均应提交其完整方案，以供科学委员会审查。气体控制系统
（CAS）的设计必须使鸡只致死，决不能用作致晕处理。 
 

当处理过程使用或打算使用气体作为宰杀方式时，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P 25：正确的指导 
所有使用气体作为屠宰方式的人员都必须获得正确的指导： 

a. 气体控制系统（CAS）的操作方法； 
b. 用大气冲走含有其他气体的气体控制系统（CAS）的程序； 
c. 有关从气体控制系统（CAS）中撤离鸡只的程序。 
  

 
P 26：混合气体供应 

如果使用的气体类型不止一种，则在将气体供应到气体控制系统（CAS）之前，必须将其

彻底混合。 
 
P 27：每日检查 

在处理开始之前，必须始终进行每日检查，以确保有足够的气体供应以杀死所有鸡只。 

 

P 28：气体监测仪/传感器 

气体浓度和气体输送必须通过传感器进行持续监控，传感器必须： 

a. 安装在设备的不同位置； 
b. 标记清楚并易于识别； 
c. 与声光报警系统相连； 

d. 应根据制造商的建议定期校准，并使用已经认证的校准气体，以确保维持正确的气

体浓度。校准的记录文件必须提供给人道农场动物护理检查员。 
 
P 29：进入系统之前 

a. 鸡只在进入气体控制系统（CAS）之前不得接触任何混合气体。入口处必须安装适当

的设备，如抽气泵，以确保鸡只进入系统前不会接触到其他气体。 

b. 在确定正确的气体浓度之前，鸡只不得进入该系统。该过程必须实现自动化控制。 
 

P 30：确保人道屠宰 

a. 鸡只必须呆在经批准的混合气体中，直到死亡。 
b. 在离开气体控制系统（CAS）时，必须立即检查所有鸡只以检查其是否死亡。 
c. 如果发现任何鸡只在离开气体控制系统（CAS）时还存活，则应必须立即进行人道宰

杀。所有鸡只在经混合致死气体处理之后又恢复意识的情况必须记录在案。 
 
P 31：受伤原因 
离开气体控制系统（CAS）时，必须对鸡进行检查以发现在系统内可能造成的任何受伤迹

象。如果发现损伤或受伤： 
a. 必须调查造成损伤的原因，以确定其发生位置和发生方式； 
b. 如果受伤发生在鸡只仍处于清醒状态时： 

1.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问题； 
2. 记录在纠正措施日志中。 



 

 

 
P 32：应急计划以应对故障或延误 

a. 万一发生意外故障，必须有备用的人道屠宰方法，并随时准备使用以能够处理剩余待

宰鸡只。 
b. 必须编写应急计划并将其提供给人道农场动物关怀检查员，该计划应包括，为避免长

期延误，鸡只仍在气体控制系统（CAS）中时发生故障而采取措施的详细信息。 
 

G. 放血 

P 33：切断血管 
a. 颈动脉和颈静脉必须在腹侧有效切断。 

b. 必要时，必须由指定的工作人员检查该切口，且必须给其足够的时间以手动方式切断

血管。 
 
P 34：致晕到断颈时间间隔 

致晕和断颈之间的时间不得超过 10 秒。 
 
P 35：进入烫槽前检查 

a. 在进入烫槽前，工作人员必须能够接近所有鸡只，以便工作人员能够处理任何有知觉

恢复迹象的鸡。 
b. 在进入烫槽前，必须先检查鸡只是否已经死亡。 
 
P 36：断颈到进入烫槽或拔毛 

切断脖子上的主要血管至少 90 秒后，才能将鸡浸入烫槽或进行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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