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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农场动物关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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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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认证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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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生产的国家、省

市、地方及行业相关法规和标准。 

  



 

PART 2：营养、饲料和水 

目标：牲畜必须获得淡水以及经过配比或评估的日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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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牲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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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给牛饲喂的全价饲料必须： 

1. 适合其年龄和品种； 
2. 饲喂足够的量以保持良好的健康； 
3. 根据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和地理区域的建议评估或制定全价饲料以满足营

养需求。 
b. 不得将牛饲养在可能缺乏营养的环境中。 
c. 管理者必须了解农场中的营养缺乏和过量问题，并进行适当纠正。 
 
FW 2：自由获取饲料 
除非有主治兽医的要求，否则牛只必须每天自由获取有营养的饲料。 
 
FW 3：饲料记录 
a. 生产者必须有饲料成分、复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添加比例和成分的书面记录或

标签，包括饲料厂或供应商的记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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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饲料中禁止使用的物质 
a. 除牛奶和牛奶制品外，不允许使用含有哺乳动物或禽类蛋白质源的饲料。 
b. 不得对奶牛使用重组牛生长激素（rBST）。 
c. 不得给牛饲喂抗生素，包括离子载体、抗球虫药或其他能够促进生长、饲料转化

率或产奶量的物质。 
d. 抗生素只能在有执照的兽医的指导下用于个体牛的治疗（即疾病治疗）。 

 
FW 5：身体状况 
a. 对牛的饲喂必须使其在可预见的最长寿命内保持充足健康和正常的繁殖能力。 
b. 必须根据生产阶段仔细计划、监测和维护牛的体况变化。 
c. 在任何时候，动物的体况评分必须至少为 2 分。体况评分指南见附录 1。 
d. 除非需兽医治疗，否则不得运输任何体况评分少于 2 的动物或使其离开农场。 
 
 
 



 

建议牛的饲喂要达到以下体况评分： 

生长发育的青年牛：2.75-3.25； 

干奶期，产犊，青年牛产犊时：3.25-3.75 

泌乳早期(1-120 天)：2.5-3.25 

泌乳中期(120-304 天)：2.75-3.25 

泌乳晚期(350 天以上)：3.0-3.5 

 

评分 外观 体况 

1 严重营养不良（消瘦） 
棘突和横突突出，无脂肪覆盖，尾部周围深

凹，腰部凹陷。 

2 身体骨架明显 
棘突和横突突出但圆滑，有少量脂肪覆盖，尾

部周围有浅的凹陷，有部分皮下脂肪。 

3 
体况适中，骨架和覆盖度

均衡 
棘突和横突圆润，肌肉发育良好，尾部无凹

陷，腰部区域略微凹陷。 

4 身体骨架不可见 
棘突明显呈现为一条线，脂肪覆盖相当多但坚

实，感觉不到横突，尾部被脂肪包裹，腰部没

有凹陷。 

5 严重营养过剩（肥胖） 
触摸不到棘突和横突，脂肪覆盖致密而柔软，

尾部埋于厚层脂肪组织之下。 

 
FW 6：避免饲料变化 
除非在兽医的指导下，否则应尽量避免饲料类型和数量的突然变化。 
 
FW 7：纤维的提供 
a. 对于成年牛和 30 日龄以上的犊牛，必须提供含有足够纤维的饲料或草料，以供

反刍。 
b. 提供纤维的质量和长度必须能刺激反刍并防止酸中毒。 
 
FW 8：放牧 
a. 在气候允许放牧的地方，奶牛可以通过放牧获得大部分的营养需求。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定期评估牛的体况。 
 

必须注意确保放牧动物有足够的、均衡的、完善的饮食，必要时进行牧草营养分
析并估算平均干物质摄入量。 

b. 当牧草质量较差时，适宜通过饲喂优质草料和精料来维持营养需要。 



 

c. 禁止常年将牛饲养在没有户外活动场所（牧场或运动场）的奶牛养殖系统。 
d. 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所有的牛，无论在什么地方，每天都应该有 4 个小时能够

进入运动区域。 
 

FW 9：足够的饲喂空间 
a. 饲料应该放在地面或地面以上的位置。 
b. 应提供足够的饲槽空间，使牛不需要竞争饲料。 
c. 饲槽的空间必须足够，以使围栏里的大多数动物可以同时进食 

1. 必须给每头母牛或小母牛提供至少 61 厘米的饲槽空间； 
2. 必须给围栏内每头怀孕干奶牛和新产奶牛（产奶 21 天以内）提供至少 76 厘

米的饲槽空间。 
d. 必须定期推料，以确保牛能够获得所提供的饲料。 
 
FW 10：清洁的饲喂设备 
a. 饲槽必须保持清洁，并清除旧料或发霉的饲料。 
b. 自动饲料输送系统（如挤奶厅或畜栏中的颗粒料输送系统）必须： 

1. 保持清洁； 
2. 无陈旧饲料； 
3. 保持运转良好。 

 
FW 11：最大限度减少对水和饲料的污染 
饲喂和饮水设备的设计，构造，放置和维护必须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动物饲料和

水的污染。 
 

在采食区域周围的牛只站立区域不应该有高于脚踝高度的淤泥。 

 
FW 12：避免不适宜的饲料 
控制措施必须到位，以尽量减少： 
a. 牲畜接触到有毒植物和不合适的饲料。 
b. 储存的饲料被鸟类和害虫污染。 

 

B. 犊牛专用饲料 

FW 13：犊牛的饮食要求 
a. 必须给犊牛饲喂健康的全价饲料，并符合或超过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对其年

龄、体重、行为和生理需要的要求。 
b. 除非在执照兽医的指导下进行抗生素治疗（即疾病治疗），否则不得给动物使用

抗生素。 
c. 所有犊牛都必须随时都能够获得饮用水。 



 

建议给所有 3-28 日龄的犊牛每天至少提供相当于其体重 20%（荷斯坦犊牛约为
8 升）的全脂牛奶或相当的牛奶替代品。牛奶应在 16℃和 40℃之间。当环境温
度低于 10℃或高于 26℃时，牛奶供应量应增加到犊牛体重的 25%。 

 
FW 14：初乳 
a. 在出生后及出生后的头 6 个小时内尽快给予每头新生犊牛（包括公牛犊）足量的

优质初乳是至关重要的。初乳可以来自其母牛，另一头新产母牛，初乳粉或冷冻

的初乳。必须饲喂约为 2-4 升的初乳。 
 

为了预防约翰氏病的传播，强烈建议不要将多头母牛的新鲜或者冷冻初乳混合。 

 
b. 在出生后的头 12 个小时内，必须用奶瓶或食道胃管给犊牛饲喂至少约 6 升的初

乳。 
c. 在接下来的 48 小时内，犊牛每天至少应额外补充 6 升初乳/全脂牛奶（娟姗犊牛

每天 3 升），并至少分为两次喂养。 
 
FW 15：开食料、纤维和水 
a. 所有犊牛在出生后的头 5 周内，必须每天至少获得两次牛奶或代乳品。 
b. 如果用桶喂养犊牛，每头犊牛必须有一个单独的桶。 
c. 在出生 8 天后，必须给未断奶的犊牛提供适口的开食料。 
d. 必须按照生产商的说明混合牛奶替代品。 
e. 犊牛在进食足够量的开食料（至少 0.68 公斤/犊牛/天）之前不应断奶。 
f. 犊牛在 30 日龄以上时，必须每天能获取含有足够可消化纤维的饲料或草料，以

刺激其瘤胃的发育。 
 

 
 
 
FW 16：断奶 
a. 不能给在 5 周龄之前的犊牛断奶。必须通过用水稀释牛奶或在至少 5 天的时间内

减少牛奶量来逐步实现营养断奶（停止喂奶或代乳品）。 
b. 将犊牛从单独的围栏移到群养圈中的操作不应与断奶同时进行。这两种操作都会

给动物带来压力，应分开进行。 
 
FW 17：外来犊牛 
a. 外来的作为替代小母牛的犊牛，在其健康状况确定之前，不得与其他来源的犊牛

混合。 
b. 外来获得的犊牛必须安置在舒适的条件下。 
 
FW 18：群养社交 
a. 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哺乳犊牛饲养在独立的隔间内。 

建议在给犊牛喂奶之前，对牛奶（如病牛的奶[废弃乳]）进行巴氏杀菌处理。 



 

b. 当群养哺乳犊牛时，应提供适当的设备（如人工乳头）以减少不适当的吮吸行

为。 
c. 最晚要在 8 周龄前将犊牛转到群养圈舍。 
 
FW 19：奶头喂养系统 
如果使用奶头喂养系统饲喂犊牛，奶嘴的布置必须使犊牛的颈部至少水平或略微向

上倾斜。 
 
FW 20：防止不当吮吸 
a. 对犊牛不得使用口套或对身体进行物理改变来防止吮吸。不得使用有助于断奶的

鼻环和鼻签。 
b. 鼓励使用人工乳头等替代装置。 
 

C. 水 

FW 21：水的供应 
除非有兽医指示，否则每天都必须为所有牛（包括犊牛）提供充足、清洁和新鲜的

饮用水。 
 

在炎热的天气里，为犊牛提供水可以促进降温，并有助于防止腹泻引起的脱水。 

 
FW 22：饮水设备 
a. 必须保持水槽清洁。 
b. 必须防止水源结冰。 
c. 必须每天检查自动饮水系统以确保它们正常工作。 
d. 水槽不得使垫料区域受潮/污染。必须尽可能使动物通过混凝土或其他防滑地面

接近水槽。 
e. 在牧场上，水槽周围的区域应妥善维护，以避免积聚过多的泥巴/水污。如有必

要，水槽应放置在混凝土防冲面上。 
 

水槽的高度（61厘米-76 厘米）应适合奶牛饮水。理想情况下，水温应在 16.7℃

和 27.8℃之间。 

 
FW 23：牧场饲养牛的饮水 
a. 当牛主要饲养在牧场上时，必须始终提供干净的淡水。 
b. 不建议使用天然地表水源，但如果使用，必须进行防护以避免潜在的疾病风险。 
c. 在规划牛只供水系统时，必须考虑到牛的粪便可能对河流、池塘或溪流造成的污

染。 
d. 当允许牛只使用流动或静止的水资源时，必须遵守当地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FW 24：应急供水 
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在正常供水失败时（例如在冰冻或干旱的情况下）紧急

供应适当的饮用水。 

D. 草饲系统 

目标：草饲系统的标准要求是可选择的，若牛只是草饲系统，并宣称草饲，则需要
满足以下动物福利标准。 
 
草饲计划必须精心设计，以确保动物福利并同时满足消费者的期望。人道认证是一
个以科学的标准为基础，动物福利为导向的项目。因此，所有的要求，包括草饲系
统的要求，都建立在科学信息和动物福利的基础上。 

 
 
FW 25：饮食要求 
a. 牛的饮食必须完全由草和牧草组成，并按 FW27 中所述使用允许添加饲料补充

剂。 
b. 食用天然附在牧草、草料和牧草上的种子被认为是偶然的，因此是可以接受的。

必须保存所有可能摄入的偶然成分的记录，以提供给 HFAC 检查员，或在其他

时间根据要求提供。 
c. 必须保存给牛的所有饲料（包括营养补充剂）的记录（如饲料标签或发票）。这

些记录必须列出所有成分，并保存至少两年。 
 

FW 26：禁用饲料 
a. 禁止提供谷物，谷物副产品或任何其他形式的饲料浓缩物。其中包括大麦，玉

米，燕麦，黑麦，大米，黑小麦，小麦，小米和高粱。 
b. 禁止使用尿素作为饲料。 
 
FW 27：饲料和补充剂 
a. 如果需要额外的特定营养素来维持动物的健康和身体状况，生产者必须在营养师

和/或兽医的指导下制定补充计划。如果产品需要宣称“草饲”，补充计划必须

提交 HFAC 进行批准。 
1.补充剂必须： 

a) 根据需要(如季节性)对牧草或草料的营养价值(代谢能、蛋白质等)进行分

析，确保准确补充； 
b) 适用于动物的年龄、生命阶段和品种。 

b. 如果给动物提供了除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补充剂以外禁止使用的物质以恢复其健

康，则必须将其从草饲牛群中移出，并记录迁移的情况。但是，不能为了保持患

病或身体状况较差的动物的草食状态而拒绝给予谷物或禁止使用的物质（见

FW5）。 
 



 

糖蜜、海带和苹果醋都是可以使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 

 
FW 28：放牧 
a. 断奶前，牛只必须可以持续进入牧场。 
b. 引入牧草对建立合适的瘤胃 pH 值，促进犊牛瘤胃发育至关重要。因此，犊牛需

要在断奶前和最迟在 30 日龄时获得牧草，并符合 FW15 的要求，以准备过渡到完

全草饲。 
c. 只有在动物健康或安全受到威胁，或由于潮湿或干旱条件对牧场造成损害的情况

下，才能将动物移出牧场。牛未能进入牧场的情况必须记录在案，并说明原因。 
 
FW 29：混合牧群 
a. 只要有一套识别系统来防止混淆并确保可追溯性，用于肉类或奶制品的草饲牛可

以与非草饲牛在同一农场进行管理，但非草饲泌乳牛除外。  



 

PART 3：环境 

目标:饲养牲畜的环境必须考虑到它们的福利需求，环境的设
计应保护它们免受身体不适和热不适、恐惧和痛苦，并允许它
们表达自然行为。 

A. 建筑 

E 1：设施设计 
如果要采用或考虑使用 HFAC 动物护理标准中未涵盖的管理系统、设施设计或布

局，必须先告知 HFAC 人员并与他们进行讨论，然后方可考虑进行认证。 
 
E 2：促进动物福利设施的特征记录 
对于所有建筑，与福利有关的关键点必须记录在农场日志或农场平面图上。这些必

须包括： 
1. 总建筑面积； 
2. 自由圈舍的数量和垫料区域的大小； 
3. 与年龄、体重、饲喂和饮水以及垫料区域有关的牛的最大容量。 

 
 
 
 

E 3：防止环境因素造成的伤害 
a. 在可避免的情况下，环境中的任何物体都不得对动物造成伤害。 
b. 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系统中，牛身上不得出现由于环境物体而产生的反复伤害

（伤害定义为足以形成颗粒状疤痕组织的严重损害，且在一定程度上远大于意外

碰撞和刮痕所造成的伤害）。 
 

以下情况的过度发生可能提示环境中存在问题 

慢性疤痕组织 蹄掌瘀伤 

颈部胼胝体（老茧）  软脚 

膝盖、跗关节、肿胀/骨痂 指间感染 

乳头/乳房受伤  蹄叶炎 

断尾  脓肿               淤伤    

 
E 4：牛只输送围栏 
必须特别注意牛只输送围栏： 

如果可行，应在每个建筑的入口处或附近提供这些信息。 



 

1. 地板必须由防滑材料制成或进行以降低滑倒风险为目的的维护（必要时使用

沙子、垫子或其他材料）。 
2. 地板绝对不能太粗糙以至于造成蹄损坏或太光滑而导致滑倒。 
3. 光滑的混凝土地面应该有大约 0.75-1.3 厘米的沟槽面积或用防滑涂层/带进行

处理。 
4. 输送围栏必须维护良好，没有破损的零件和锋利的边缘。 

 

建议在动物最常站立的地方使用橡胶地板，尤其是在饲料槽前，挤奶厅和挤奶厅
等候区域。 

 
E 5：限制建筑物中有毒物质的使用 
a. 除非使用具有杀虫或杀菌作用的防腐剂，否则牛或犊牛不得接触来自油漆、木材

防腐剂或消毒剂表面的有毒气体。 
b. 杂酚油不得用于动物可直接接触的物料区域。 
 
E 6：电气装置 
所有主电压下的电气装置必须： 

1. 牛只无法进入； 
2. 绝缘； 
3. 防止啮齿类动物进入； 
4. 正确接地； 
5. 定期检查； 
6. 遵守当地建筑规范。 

 
E 7：建筑物高度 
建筑物必须有足够的高度，以允许在发情期间表现出正常的爬跨行为。 
 
E 8：通道的设计 
a. 通道的设计、宽度和构造必须能让两只动物可以同时并排自由通过。 
b. 应注意尽量减少建筑物中死巷道的数量(最好没有)以避免弱势动物受到优势动物

的欺凌。 
c. 农场的通道必须维护好，以防损坏动物的蹄脚。 
 
E 9：清洁和消毒 
建筑物和围栏内的表面材料必须易于清洁、消毒或在必要时易于更换。 
 



 

B. 热环境与通风 

E 10：热环境 
环境温度不得太热或太冷而给牛只造成痛苦。附录 2 包含了泌乳期奶牛的温湿度

（THI）指数，其中包含了奶牛会受到应激的 THI 指数。 
E 11：通风 
建筑物必须有效通风，以使空气低速流动，同时避免小股气流和雨雪进入。 

C. 空气污染物 

E 12：空气质量 
a. 必须做出规定，以确保在饲养牛时，空气污染物不会达到明显令人不适的水平

（职业安全与健康要求）。 
b. 如果因为天气原因需要将牛封闭饲养一段时间，那么氨浓度不应超过 25 ppm。 
 

可吸入粉尘不得超过 10mg/m3。 

 
E 13：相对湿度 
当环境条件允许时，建筑的通风系统必须将相对湿度控制在 80%以下。 
 

其目的是提供大量空气和较高的通风率，以排除牲畜产生的湿气，并减少空气
中能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病原体的数量。 
有助于良好通风的因素包括放在正确位置的足够的进出风口，以及恰当的进出
风口高度差。 
如果遇到通风问题，应寻求专业建议。 

 
E 14：半开放圈舍 
当牛被饲养在半开放圈舍时，必须为它们提供： 

1. 有效的挡风保护； 
2. 干燥舒服的躺卧区域。 

 
E 15：遮阴 
a. 在炎热的夏季（白天温度始终高于 29.4℃），所有牛只必须能够同时进入通风良

好的阴凉区域。 
b. 如果夏季白天温度始终高于 29.4℃，则必须提供遮阳棚、风扇、喷雾/雾化系统

或其他冷却设备。 
c. 遮阳设施的设计必须能同时容纳所有动物。例如，允许动物返回建筑物或利用树

木等自然遮荫。 



 

D. 提供躺卧空间 

E 16：行动自由 
a. 除 E21 所述外，所有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 

1. 有足够的横向运动自由，能够毫不费力地自我梳理； 
2. 有足够的空间躺下并自由伸展四肢； 
3. 有足够的空间起身和转身。 

b. 禁止拴牛。 
 

E 17：卧区 
a. 饲养在干燥场地的牛必须始终能够进入排水良好或维护良好的躺卧区域，该区域

的大小足以容纳所有牛以正常的休息姿势一起躺卧。 
b. 在长时间潮湿的情况下，必须控制泥浆的深度，以避免泥浆过深或造成牛在饲料

和饮水区域来回行走困难。在躺卧、通道或者饲料和饮水区域周围不得有超过脚

蹄深度的泥浆。 
 
E 18：自由散栏饲养 
a. 在使用自由散栏饲养时，牛群大小不能超过可用自由散栏的数量。 
b. 使用自由散栏必须提供干净、干燥和舒适的垫料。 
c. 必须提供一个“闲逛”的区域。 
d. 无垫料的区域必须是板条、混凝土或堆压土，粪便必须每天至少清理一次。 
e. 板条地面不得导致牛蹄受伤。 
 

应为接近分娩的母牛提供 120％的所需空间（要求饲养密度的 80％）。 

 
E 19：散放饲养 
a. 必须根据体型大小和年龄将散放饲养的生长牛进行分组。 
b. 群养牛所需的空间必须考虑到： 

1. 是否有角； 
2. 牛群大小。 

c. 每头成熟奶牛的最小空间为 5.6 平方米，并且必须能容纳所有奶牛同时躺卧。 
d. 如果牛舍使用堆肥垫料饲养系统，必须符合下列标准: 

1. 生产者必须提供书面和可实施的计划，以保证垫料： 
a) 管理充分以防止乳腺炎和保证空气质量； 
b) 没有任何可能造成伤害的材料或物体，例如大块的岩石，砾石

或木材； 
c) 由光滑、均匀的基质组成； 
d) 高度需保持在一定水平，使牛能够轻易地进入饲料通道。因

此，垫料高度不得低于饲料通道超过 20 厘米； 



 

2. 畜栏内的气流必须均匀，以避免牛群聚集在气流较大的区域，从而导

致粪便堆积； 
3. 奶牛清洁度必须每天监测并每周记录一次。根据参考附录 5 进行正确

的卫生评分； 
4. 饲养密度必须符合 E20 的标准，并与各地区的气候变化相适应，从而

保证垫料质量。 
 
E 20：空间 
牛舍的空间容量必须根据整体环境和牛群的年龄、性别、体重和行为需要来计算，

并考虑到牛只是否有角以及牛群的大小。 
 
E 21：限制 
除非出现以下情况，否则不得限制牛的活动区域。此外，在这些情况下，除非有兽

医指导，否则牛只不得被限制超过 4 小时： 
1. 在常规检查、血液取样、兽医治疗等任何检查期间； 
2. 当喂料的时候； 
3. 被标记、清洗或称重时； 
4. 在清理设施时； 
5. 人工授精期间； 
6. 等待进入挤奶厅时； 
7. 在挤奶厅时； 
8. 等待装载运输时。 

 

E. 牛舍 

E 22：牛舍设计 
a. 禁止采用栓系饲养或系枷牛舍。 
b. 可以考虑使用带有防风林、遮阳棚的自然庇护所和安置生病/受伤的牛的治疗设

施以及犊牛舍。 
c. 所有围栏（包括出入口）必须进行充分的检查和维护。 
d.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使用电围栏，那么电围栏的设计，安装，使用和维护，

必须使牛与之接触时不会对牛只造成超过短暂不适的情况。 

经翻新的栓系饲养牛舍只可用于挤奶，HFAC 将审查和评估各个农场是否符合标
准。 

 
E 23：牛舍的管理 
a. 动物的圈舍必须有干净、干燥和舒适的垫料区域，且没有粪便或尿液的污染。 
b. 牛只必须能够以正常姿势躺下，且不会有被其他牛踩或踢到的风险。 
c. 垫料： 

1.必须提供足够的最小深度为 7.6 厘米的清洁垫料； 



 

2.当使用牛用床垫（非实心）时，可以加 2.54 厘米厚的垫料来吸收水分。 
 

如果处理得当，可以使用大多数纤维和颗粒状材料的垫料，包括长的或切碎的稻
草、干草、沙子、锯末、刨花和稻壳。无机垫料（沙子或磨碎的石灰石）可以抑
制乳腺炎病原体的繁殖。沙子垫料可能比稻草和锯末更易使奶牛感到凉爽。 

 
d. 必须使奶牛和犊牛保持清洁。 

 

如果超过 5%的牛的腹部或乳房上有粪便，就会有严重的问题。牛身上不能有来
自垫料的粪便。 

E 24：卧床的设计 
a. 卧床的构造必须能防止动物站的太靠前，而弄脏卧床的后部。 

 

推荐卧床从前到后向下有 4%的坡度。 

 
b. 奶牛必须能够轻松的以正常的方式在站立和躺卧之间变换姿势，且不会受伤。 
c. 必须提供至少 61 厘米的向前伸展的区域。 
d. 当躺卧的时候，牛只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必须在卧床上，包括跗关节和乳房。 
e. 牛卧床的设计必须使奶牛可以排成一排，并且防止干扰或伤害到旁边的奶牛。 
 
E 25：台阶的设计 
a. 在刮粪过程中，卧床和粪道之间的台阶必须能够避免泥浆被推入卧床，并且台阶

的设置必须鼓励奶牛头朝前进入隔间。 
b. 台阶的高度不得导致牛蹄震荡型损伤的发生率增加。 
 
E 26：产犊和产奶准备 
必须充分为奶牛（尤其是头胎母牛）做好产犊和随后的挤奶的准备，比如提前： 

1. 将奶牛转移到产犊前和产犊后的牛舍； 
2. 给予奶牛围产期日粮。 

 
E 27：监测引入的动物 
应严密监测被转移到既定牛群的小母牛。 
 

当牛卧床存在问题时（例如，动物拒绝使用，被卡住或只有一半身体在卧床上，
或者由于设计不良而使牛只反复受伤），必须寻求专业意见。 

 



 

F.光照 

E 28：建筑物内充足的光线 
饲养牛时，必须有足够的光线（无论是固定的还是便携式的）以随时对牛进行全面

监查。 
 
E 29：室内饲养奶牛的光照强度 
在正常的日照时间内，必须给饲养的奶牛提供与自然光强度相当的光线。 
 

G. 产犊环境 

E 30：产犊区 
奶牛必须在干净、干燥的地方产犊，并能自由饮水。 
当临近分娩时，奶牛应转移到产房区。 
饲养时，必须有足够的产犊空间，以容纳产犊奶牛的数量。 
 
E 31：产犊圈舍的设计 
当产犊奶牛被关在建筑物内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1. 必须为它们提供一个干净、干燥的垫料区域，该区域配备有约束装置和足够

的照明，以便在必要时安全地照料奶牛和它们的犊牛； 
2. 必须提供饲料和水； 
3. 奶牛在产犊前最后 3 周时，必须与其它牛只或者其它牲畜分开。 

 
E 32：环境条件 
建筑物的保温、供暖和通风必须确保空气循环、粉尘水平、温度、空气相对湿度和

气体浓度保持在对犊牛无害的范围内。 
 
E 33：易于清洁的表面 
产犊和病牛圈舍的内表面必须采用易于清洁的材料。材料表面应光滑且不透水。 
 

H.挤奶厅 

E 34：挤奶厅卫生 
挤奶厅必须实行最高卫生标准，以减少感染风险： 

1. 奶牛在挤奶时必须保持清洁，尤其要注意乳房和乳头。 
2. 进入挤奶厅时，牛的乳房、乳头和腹部应干净、干燥且无溃疡。 
3. 挤奶厅工作人员在对奶头进行操作时必须用干净的双手： 

a) 应考虑使用干净的橡胶手套； 
b) 应使用一次性乳房清洁布。 



 

4. 所有乳腺炎病例必须及时治疗，并纠正潜在的诱发因素。 
5. 当乳腺炎发病率在 2 个月的时间里超过目标值时，必须识别所涉及的特定微

生物。 
6. 应将有乳腺炎的奶牛进行标记，并排在最后进行挤奶，挤出的奶可以丢弃或

进行巴氏杀菌。或者，也可以用一个单独的挤奶器和盛奶桶。 
7. 必须对牛群牛奶体细胞计数，乳腺炎的个别临床病例和乳房灌注疗法的使用

进行监测和记录。必须保留所有使用药物的记录并遵守停药时间。 
8. 挤奶机械必须妥善维护。 
9. 所有乳头必须用经批准的乳头消毒剂处理。当乳头干燥、皲裂或开裂时，必

须使用润肤剂。 
10. 挤奶完成后，必须鼓励母牛站立约半小时，届时乳头管括约肌可以闭合。 
11. 必须采取措施使奶牛乳腺炎的风险/发生率降至最低。 

 
E 35：挤奶机 
a. 必须至少每 6 个月进行一次挤奶机测试。 
b. 必须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来确保挤奶机的正确使用和功能维护： 

1. 避免挤奶不到位和过度挤奶； 
2. 选择合适的奶杯内衬； 
3. 每天检查奶杯内衬，更换损坏/粗糙的内衬； 
4. 根据制造商的建议更换衬垫； 
5. 确保正确的脉动频率和正确的释放/挤压比； 
6. 真空调节器必须正常工作，防止真空波动。 

 

I. 乳制品 

E 36：乳制品要求 
乳制品必须符合地方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 
 

J. 公牛圈舍 

E 37：公牛圈舍管理 
a. 公牛圈舍的位置必须能让公牛看到其他牛并接触到其他牛的声音和气味，以及常

规的农场活动。 
b. 农场工作人员每天至少要走访公牛圈舍一次。 
 
E 38：公牛圈舍设计 
a. 一头正常体重的成年公牛的提供垫料的躺卧区域不得少于 13.4 平方米（3.7m * 

3.7m）。 
b. 对于体型大的公牛，每 60 公斤的重量，躺卧面积不得小于 0.8 平方米。 



 

c. 每头成年公牛的运动区域面积不得小于 28 平方米。 
d. 牛只交配的区域必须有防滑的地面以防止牛在交配的过程中打滑或摔倒。 
e. 公牛圈舍的设计必须保证饲养员的安全，必须提供适当的限制设施和逃生路线。 
 

K. 操作设施 

E 39：通道 
a. 通道和大门的设计和操作不得妨碍奶牛的活动。 
b. 在操作闸门和捕捉设备时，必须尽一切努力减少噪音，因为噪音可能使动物产生

不适。 
c. 如果设备发出的噪音能使动物产生不适，则必须安装降噪装置。 
d. 地板必须防滑。 
 

L. 有关犊牛的具体事宜 

E40：奶犊牛 
禁止在农场杀死或安乐死健康的公牛和头胎小母牛。 
 
E 41：用于受到应激的犊牛的设施 
a. 管理人员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预防和解决犊牛体温过低的情况。 
b. 虽然健康的青年犊牛能够忍受低温，但新生动物、被运输或禁食的犊牛以及生病

的犊牛尤其容易产生体温过低的情况。必须将犊牛安置在通风良好的建筑物内，

使用厚而干燥的垫料，避免气流并补充热量，从而使产生低体温的情况和其它应

激降到最低。 
 
E 42：隔离犊牛 
当犊牛有很高的传染病风险时，必须考虑按照兽医的建议将犊牛隔离一段时间。 
 
E 43：犊牛的光照要求 
a. 不能将犊牛饲养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 
b. 为了满足犊牛的行为和生理需要，必须提供适当的自然光或人工光。如果是人工

光，则其光照时间必须至少等同于自然光照时间（通常在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之

间）。 
c. 此外，必须提供足够强的照明设备（固定式或便携式），以便随时检查犊牛。 
 
E 44：隔离犊牛圈舍的位置 
用于单独隔离的犊牛围栏的摆放和位置必须确保每头犊牛都有机会看到和听到其他

犊牛。 
 



 

建议将 2 周龄内的犊牛群养或成对饲养。犊牛是群居动物，群养可以为它们提供
社交和表达自然行为的机会。在群养圈舍中，行动和锻炼的自由也得到了加强。 

 
E 45：户外活动 
断奶后，必须将周龄相近的并且大小相当的犊牛一起群养，并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

让它们定期进入户外区域。 

M. 犊牛岛 

E 46：犊牛岛或独立围栏 
a. 犊牛岛或独立围栏的尺寸必须与动物的年龄、大小和品种相适应。 
b. 不得使用单独的围栏或犊牛岛来饲养 8 周龄以上的犊牛。 
c. 犊牛必须没有障碍地站立，转身，躺下，休息和自我梳理。 
d. 禁止用绳索拴住犊牛。 
e. 犊牛必须随时都能进入如下的躺卧区域： 

1. 地面坚实(即无穿孔或板条)； 
2. 提供舒适、干净、干燥的垫料区域，以避免不适； 
3. 根据需要设置倾斜角度以助于排水。 

f. 犊牛岛里必须有足够的垫料，并避免小股气流，保持犊牛的清洁。 
 

如果超过 5%的犊牛腹部沾染泥土，那么问题很严重。必须有垫料且不得使泥土
沾染到犊牛身上。 

 
g. 犊牛岛或围栏的设置必须使犊牛能够看到和听到相邻的其他犊牛。 
h. 犊牛岛或围栏的材料必须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热应激和大范围的温度波动。 
i. 犊牛岛或围栏必须充分通风以除去过多的湿气，氨气和冷凝水，同时消除小股气

流并保持恒定的空气流通。 
j. 犊牛岛或围栏必须放置在一个可以自由排水的基座上，必要时可固定在地面上，

以防止在大风中移动。 
k. 犊牛岛或围栏必须放置在有遮挡的地方，以远离恶劣的天气。 
l. 犊牛岛或围栏必须由易于清洁和消毒的材料制成。 
m. 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必须提供一个户外运动区。 



 

PART 4:管理 

目标：高度关怀和负责任的管理对动物福利至关重要。管理人
员和饲养人员必须经过全面培训，掌握畜牧业和福利方面的技
能和能力，并对饲养系统和所照料的牲畜有良好的工作知识。 
 

A. 管理者 

M 1：农场计划 
所有记录、检查表、健康计划、应急计划、农场病虫害控制计划、书面标准操作和

应急程序、政策和出版物必须提供给 HFAC 检查员。 
 
M 2：标准的理解 
管理者必须确保： 

1. 所有饲养员都有一份 HFAC 的奶牛护理标准； 
2. 他们自己和饲养员都熟悉该标准； 
3. 他们自己和饲养员都理解该标准。 

 
M 3：管理和记录 
管理者必须： 

1. 为饲养员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培训计划，定期更新并提供继续专业发展的机

会。生产者/经理必须能够确保饲养员具有相关和必要的技能来履行职责，并

在必要时参加适当的培训。 
2. 制定和实施应对火灾、水灾或物资中断等紧急情况的计划和预防措施，并在

电话旁和建筑物入口张贴紧急联系电话号码。 
3. 提供一份应急行动计划，强调发现紧急情况（如火灾、洪水或停电）时应遵

循的程序，该程序必须位于易于获得的位置，其中必须包括： 
a) 发现此类紧急情况时应遵循的程序； 
b) 供消防部门使用的水源； 
c) 地址、地图（GPS）参考和/或邮政编码，以便轻松定位。 

4. 确保动物健康计划（见 H1）得到实施和定期更新，并恰当记录所需数据。 
5. 保存并向 HFAC 检查员提供生产数据和药物使用的记录。这些记录必须包括

农场所有进出库存的文件，以及所用药品的类型和数量。 
6. 确保被淘汰的牛适合被运输到最终目的地。 

 
M 4：缓解问题 
a. 管理者必须了解牲畜容易遭受福利问题的时间和环境。 
b. 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有识别和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M 5：管理实践对动物福利的影响 
a. 管理者必须能够了解这些福利问题，包括产犊、注射、口服给药、去角、打识别

标签、去势、蹄脚修剪、繁殖程序和去除多余乳头等。 
b. 他们还必须了解与育种有关的福利问题，特别是选择合适的公牛、精液和用于小

母牛的胚胎。 
 

M 6：培训 
a. 在承担牲畜福利责任之前，员工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或拥有与其工作职责相适应

的足够经验： 
1. 能够识别正常行为、异常行为和恐惧的迹象； 
2. 能够识别常见疾病的症状，并知道何时寻求帮助； 
3. 掌握身况评分的基本知识。 

b. 此外，任何奶牛牧民或管理者必须经过适当的培训，或具有与其职责范围相适应

的经验，并能够证明有能力实现上述目标和以下目标： 
1. 了解适合牛的营养需求； 
2. 了解正常脚蹄的解剖功能及其护理和治疗； 
3. 了解正常乳头和乳房的解剖功能； 
4. 了解产犊知识及新生犊牛的护理； 
5. 了解牛育种和遗传学的基本原理； 
6. 了解如何保持挤奶厅良好的卫生和挤奶机妥善维护的要求。 

c. 应向员工（包括临时和兼职员工）提供正式或在职培训。 
 
M 7：富有同情心的处理 
a. 管理者必须能够表现出以积极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处理动物的能力。 
b. 管理人员必须能够证明他们熟练掌握可能引起动物不适的程序(例如注射、修剪

蹄部、去角、阉割和打标)。 
 
M 8：向运营者投诉 
a. 要获得认证，运营机构必须维护用于接收，回应和记录指控该运营机构未遵守

HFAC 标准的投诉系统。 
b. 当运营者收到投诉时，必须： 

1. 采取适当措施回应投诉； 
2. 纠正任何能影响他们与认证要求符合性的产品或服务的缺陷。 

c. 自记录创建之日起，书面记录必须由运营部门保存至少 3 年。记录必须包含以下

信息： 
1. 所有收到的投诉(书面或口头)； 
2. 操作者对投诉所采取的行动。 

d. 如有要求，这些记录必须提供给 HFAC。HFAC 将在年度检查期间至少每年审查

一次这些记录。 



 

e. 如果农场经营获得“有机”或“自然”认证，则经营者必须通知 HFAC 所收到的由另

一认证机构或管理该行业的政府部门对该运营状态相关的不利裁定（例如，中止

或撤销证书，罚款或制裁）。 

投诉日志仅用于记录有人向生产商投诉其遵守 HFAC 标准的情况。 

B. 操作 

M 9：安静操作 
对动物的操作必须小心，并尽可能减少动物的应激。在移动牲畜时，必须考虑设施

设计和周围环境。饲养员应努力以缓慢、舒适的速度移动牛只，避免通过大声喊叫

使牛只移动或以可能造成伤害的方式打击牛。 
 
M 10：预测动物应激因素 
饲养员必须接受培训以了解牛可能受到的应激源；了解牛对其他牛、对人类以及对

奇怪的噪音、景象、声音和气味的反应。 
 

 
 
M 11：在通道里的操作 
a. 除非领头牛的出口或前进道路畅通，否则不得驱赶牛只。 
b. 禁止驱赶动物或者使动物沿着小巷、通道或者出入口奔跑。 
 
M 12：柔和的操作 
a. 棍棒和旗子可作为柔和操作的辅助工具，即作为手臂的延伸。 
b. 棍棒不能用来打牛。 
c. 禁止通过尾巴，皮肤，耳朵或四肢拉动或抬起动物。 
d. 剧烈的扭尾（如顶举）会导致尾巴断裂，尤其是在幼小动物身上，这是被禁止

的。 
e. 只能通过抬起，引领行走或其他运输工具来移动犊牛；严禁拉扯或拖动犊牛。 
f. 禁止使用电棒。 
 
M 13：设备 
必须设置一个牛只操作设施，包括收集牛只系统和约束装置，适用于待管理牲畜的

类型、环境和数量。 
 

在移动奶牛时必须考虑到他们的以下行为特征： 
他们的视野很广，如果看到移动的物体，即使是在很远的距离，也可能会受到惊
吓。 
他们听力很灵敏，所以他们不能受到很大的噪音影响。 
他们是群居动物，如有可能，不应被孤立。 



 

M 14：产犊辅助工具 
a. 产犊辅助工具只能用于辅助分娩，而不能用于尽可能的加快犊牛生产。 
b. 在使用任何类型的产犊辅助工具之前，必须对母牛进行检查，以确保在可以合理

预期自然分娩的情况下，犊牛的大小不会对母牛或犊牛造成过度的痛苦。 
 
M 15：浸脐 
必须尽快给刚出生的犊牛肚脐浸润有效的消毒液。 
 
M 16：快速诊断和治疗 
a. 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对任何患病动物进行快速和适当的诊断/治疗。 
b. 如果动物没有反应，必须考虑安乐死。 
c. 除非动物能够独立行走，否则任何动物都不能离开农场或被运送。 

 
M 17：不能行走的动物 
a. 所有不能行走的动物必须立即接受治疗或安乐死 
b. 奶牛场必须配备适当的设备（如吊索或挽具、滑车、前端有铲斗的装载机、浮箱

或滑船）来移动受伤或不能行走的动物。无论在躺着的动物身上使用何种类型的

起重装置，都必须注意不要给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疼痛。 
c. 禁止用链条吊装、拖拽以及在无全身支撑的情况下抬起。禁止其他可能造成进一

步物理损伤的操作方式。 
d.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允许短期的使用臀围起重钳作为辅助。 

1. 使用臀围起重钳时，必须全程看护牛只。 
e. 在必要时可以用后腿套来防止牛只失去活动能力。不可以运输需要使用后腿套才

能行走的牛只。 
f. 必须为所有不能行走和受伤的动物提供厚的垫料，安全的站立区域，可以避开不

利天气的庇护场所以及可获取的水和饲料。 
g. 如果不能行走的动物恢复的预后很差，则必须尽早在农场对动物实施安乐死。 
 

有关可以采用的移动不能行走牛只的方法，请参阅美国肉类协会指南（可查阅
http://www.animalhandling.org/producers/guidelines_audits) 

 

C. 识别 

M 18：识别设备 
a. 如果采用颈带、尾带、耳标或腿带进行牛只识别，则必须小心安装并按要求调

整，以避免不必要的疼痛。 
b. 禁止使用任何类型的面部烙印。 
c. 禁止切耳（除非地方或者国家相关部门要求进行健康检测）。 
d. 禁止在脸部或颈部切割一块皮肤并使皮肤下摆以及切割耳朵 
 



 

M 19:标记 
因用于识别和其他目的对牛进行标记时，必须由训练有素的合格操作员小心操作，

以避免在标记时以及随后给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研究表明，虽然热烙记和冷冻烙记的过程都能导致痛苦，但有迹象表明，冷冻烙
记的痛苦可能较小。 

 
M 20：临时标记 
用于临时标记的方法必须是无毒的（例如，蜡笔、油漆和专为牲畜研制的粉笔标

记）。 
 

D.设备 

M 21：设备的使用 
安装影响动物福利的设备时，管理人员必须能够： 

1. 具有正确操作设备的能力； 
2. 具有对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的能力； 
3. 识别常见故障迹象； 
4. 具有在发生故障时所要执行的操作的知识。 
 

M 22：自动设备 
所有自动设备必须由仓库管理员或其他有资质人员进行彻底检查，每天至少检查一

次，以确保无缺陷。当自动设备发现缺陷时： 
1. 应及时纠正； 
2. 如果纠正不可行，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必须一直持续到缺陷得到纠正），以

保护牲畜不因缺陷而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M 23：自动通风设备 
当自动设备包括通风系统时，该系统必须包含： 

1. 一种警报器，能够在该系统发生故障时发出足够的警报，即使在该系统的主

要电力供应发生故障的情况下，该警报器仍可以工作。 
2. 在通风系统发生故障时，必须有额外设备或通风设施提供足够通风（不论是

否自动），以防止牲畜因故障而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E. 检查 

M 24：监控 
管理者必须每天检查牲畜和牲畜所依赖的设备。 
  



 

F. 农场的狗 

M 25：农场狗的管理 
a. 狗（包括工作犬）必须经过适当的训练，不得对牛只造成伤害或痛苦，并且必须

始终处于被控制状态。 
b. 禁止狗进入挤奶厅内。 
 



 

PART 5:畜群健康 

目标：饲养牲畜的环境必须有利于动物健康。所有生产者必须
咨询兽医制定健康计划。 

A. 医疗健康实践 

H 1：动物健康计划 
a. 必须咨询兽医起草动物健康计划（AHP），并定期更新。 
b. AHP（农场计划的一部分）必须包括以下细节： 

1. 营养计划； 
2. 疫苗接种计划； 
3. 寄生虫防治； 
4. 生物安全和传染病方案，包括对总体畜群表现的耐受限制； 
5. 跛足预防/足部护理程序； 
6. 乳腺炎防治方案； 
7. 处理不能行走动物(倒下牛)的程序； 
8. 牛只淘汰和紧急情况下的安乐死。 

c. 必须保存所执行的所有医疗/动物健康程序的记录。 
 
H 2：缓解健康问题 
所有突然死亡、疾病爆发和安乐死都必须记录在案，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调查（咨

询兽医）。调查以及任何后续调查的结果均应予以记录。 
 
H 3：健康监测 
a. 必须持续监测牛群的表现，包括：生产疾病、传染病和因牛舍/饲养/操作而造成

的伤害。 
 代谢紊乱（低钙血症、低镁血症、酮症、皱胃移位、椎板炎、肿胀、

酸中毒） 

 败血症 

 肠炎 

 产犊问题 

 重复性身体伤害 

 跛足 

 犊牛腹泻 

 乳腺炎 

 呼吸道疾病 

 体况 



 

 不能行走的动物 

b. 如果任何牛群的表现参数超出生产者和他们的兽医所确定的容许限度，必须通知

兽医，并调整管理方法，以设法解决问题。 
 
H 4：隔离围栏 
a. 必须对生病和受伤的动物进行隔离和护理。 
b. 任何患病或受伤的牛必须立即接受治疗，并在需要时征求兽医意见。如有必要，

必须对这些动物实施安乐死。 
 

在某些情况下，隔离是不可行的，或者可能扰乱牛群的社会等级，或者给动物造
成额外的应激。应该对隔离的好处和缺点加以权衡，特别是对于容易处理的轻微
疾病或伤害。 

 
c. 病牛栏的大小必须适合动物的年龄、大小和品种： 

1. 动物必须能够站立、转身、躺下、休息和不受阻碍地自我梳理； 
2. 除非兽医另有指示，否则水、饲料和庇护所必须随时可获得。 

d. 水和饲料也必须随时提供给不能行走的动物，即使它们没有被关在病牛栏里。 
e. 必须将生病和受伤动物所在的病牛栏内的尿液和粪便加以清理，以免传染给其他

牲畜。 
f. 围栏的构造必须便于表面的有效清洁和消毒，并易于将畜体从该区域移走。 
g. 必须为隔离的泌乳牛提供挤奶设施。 
 
H 5：引入的动物的管理 
根据 AHP（或标准操作程序或其他书面说明），在将其它来源的动物引入牛群之

前，在必要时必须对其进行隔离，接种疫苗和/或适当的疾病治疗，寄生虫侵扰或其

他与健康相关的问题。 
 
H 6：缓解行为问题 
如果在任何圈舍里发现异常行为反复出现并抑制了动物的正常功能，必须与农场兽

医商定一个整改计划并实施，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H 7：控制寄生虫和捕食者 

a. 如动物健康计划中规定的，必须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来预防或控制外部

和内部的寄生虫。 
b. 在制定和实施农场病虫害和捕食者控制计划时，必须包括物理排除方法并清

除牲畜附近可能有助于害虫和捕食者存在的因素。 
 

 
 
H 8：蹄足护理 - 防止跛行 
a. 必须密切注意牛蹄的状况。必须至少每年一次或根据合格的修蹄师的要求检查所

有牛的牛蹄是否有异常磨损、感染或过度生长的迹象。 
b. 生产者必须掌握预防急性蹄病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传统的足浴、海绵浴或个体

喷雾疗法。 
c. 动物健康计划（AHP）中必须涉及预防性蹄类护理措施。 
d. 每年至少检查一次每只动物蹄的状况和跛行。 
e. 为了评估牛群跛行的状况，应每半年进行一次运动评分并记录。请参阅附录 3，

运动评分表。HFAC 检查员将检查牛群评分记录。 
 

 
 

 
 
 

异常行为包括： 

 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用身体重复磨蹭物体（除了针对于因为此目的而
设计的牛体刷的磨蹭）； 

 卷舌/吞气症； 

 啃咬围栏； 

 异食癖（舔食/咀嚼固体物体）； 

 吃土/沙/泥； 

 吮吸肚脐； 

 吮吸耳朵； 

 喝尿 

对病虫害和捕食者进行物理排斥和阻止的方法包括： 
 修建/维护围栏，以排除相关病虫害/捕食者 
 移除牲畜饲养场周围区域的遮蔽物/覆盖物（如杂草） 
 清除/保护明显的食物来源 
 维护/保护建筑物免受害虫和天敌的侵害 

哺乳期奶牛的跛行率应低于 5%。评分时，如果奶牛使用 ZinPro 运动评分表
（附录 3）获得 3 分、4 分或 5 分，则应将其视为跛行。 



 

 
 
H 9：干奶期 
至少要有 60 天的干奶期。 

 
H 10：身体的物理改变 
a. 疼痛管理必须包括药物使用或化学干预措施。因此，疼痛管理必须多于且不能仅

限于饲养员的实践技能。治疗疼痛的药物（包括剂量和给药途径）必须与兽医一

起选择。除了药物本身的使用说明以外，兽医可以根据动物的年龄和品种来给出

药物的用量和用法。 
b. 根据人道农场动物护理标准，唯一允许的潜在可能造成伤害的饲养程序（兽医出

于治疗目的所做的除外）如下： 
1. 直到育龄期，才可以使用疼痛管理方法去除多余的乳头。 
2. 出生 3 周内可以通过烙铁法去角且必须使用疼痛管理。 

a) 可以由熟练的工作人员对 7 日龄内的犊牛使用去角膏去角，并且必须进行

疼痛管理； 

涂抹去角膏时要格外小心：必须剪去角基部的毛，膏体必须只涂抹在角上并充分
抹匀，此外必须在角周围涂抹一圈凡士林，以防止膏体移动。不建议在潮湿条件
下使用去角膏去角。 

b) 禁止采用下列去角方式： 
1. 锯切； 
2. 绑扎； 
3. 线切； 
4. 其他不以去角芽或去角为目的而设计的方法。 

c) 给成熟的牛去角必须： 
1. 只能由兽医操作； 
2. 采用镇静、局部麻醉和抗炎药相结合的方法； 
3. 不是常规程序。 

生产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减少牛群跛行的发生： 
 尽量减少在混凝土地面上的时间。除了增加在干燥的牧草上的停留时

间外，还可以考虑垫料和堆肥场。 
 保持所有行走区域清洁、干燥和无泥浆。 
 确保牛棚宽敞舒适，使奶牛在圈舍里可以躺卧，并且能够毫无阻碍地

起身和躺下。 
 平衡饲料配比以防止亚临床瘤胃酸中毒,并做好料槽管理，经常进行

推料以使牛只容易获得饲料。 
 避免一次性饲喂大量精料。 
 每天多次提供新鲜饲料。 
 根据专家（如生产者的兽医和营养师）的意见，制定跛行预防策略。 

 



 

可采用无角公牛配种以避免去角。 

 
3. 强烈建议，如果对公牛犊去势，应在尽可能早的年龄进行： 

a) 在犊牛不超过 7 日龄，可以通过使用绷带(橡胶圈)完成去势； 
b) 在 7 天到 6 个月之间，像“自锁扎带”或“E-Z 绑扎”的其他绑扎方法，只能

在进行疼痛管理的情况下时使用； 
c) 6 个月大的犊牛可以进行外科手术去势、去势器或精索压碎（去势钳）去

势，并且必须进行疼痛管理； 
d) 6 个月以上公牛的外科去势必须由兽医操作，并进行疼痛管理和出血控

制。 
4. 禁止断尾。可以略微修剪尾巴。 
5. 禁止切耳（除非地方或国家相关部门要求进行健康检测）。 
6. 禁止在脸部或颈部切割一块皮肤并使皮肤下摆以及切割耳朵。 

c. 所有这些做法都必须由受过训练的合格的工作人员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

上述的操作程序： 
1. 不得在患病动物身上进行； 
2. 只能使用适当的、维护良好的设备进行。 

 

有关疼痛管理方法的信息，请参见附录 4。 

 
H 11：药物必须： 
a. 标识清晰； 
b. 按照标签说明存储； 
c. 存放在安全的仓库里，避免动物和未经授权的人进入； 
d. 与食品生产区（包括挤奶厅）分开； 
e. 必须指定负责管理药品储存的人员，并且该人员必须保存适当的记录，以便进行

库存管控。 
f. 在中国使用的任何药物都必须获得在中国使用的许可。 
 
H 12：引产 
引产不能作为常规的管理程序，但可以在个别奶牛上应用。 
 
H 13：超声检测妊娠 
进行直肠超声妊娠检测的非兽医人员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 
 
H 14：禁止使用转基因和克隆牛及其后代。 
 



 

B. 动物伤亡 

H 15：安乐死 
a. 每个农场都必须为受伤牛提供及时和人道的安乐死。这可以在农场里由一个指定

的、受过训练的、称职的农场工作人员、屠宰工或兽医来完成。动物健康计划

(AHP)中必须规定每个年龄组动物将采用的安乐死方法。 
b. 如果对如何进行有任何疑问，必须在早期阶段咨询兽医是否有可能进行治疗或是

否需要人道屠宰以防止痛苦。如果动物处于无法控制的剧烈疼痛中，则必须立即

对其实施安乐死。 
c. 此处所述的任何内容均无意阻止对任何患病或受伤的动物进行及时诊断和适当治

疗。 
 

关于安乐死的 AVMA 指南的副本可在 HFAC 网站标准部分获得
www.certifiedhumane.org。 

 
H 16：畜体处理 
a. 畜体的处理必须符合地方和国家的要求和法规。 
b. 畜体的处置必须及时，并采用尽量减少对环境影响和防止传染病或病原体传播的

程序。 
 



 

PART 6:运输 

目标：动物运输系统的设计和管理必须确保牲畜不会遭受不必
要的痛苦或不适。必须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于牲畜的运输和操作
处理。参与运输的人员必须经过全面培训，有能力实施所要求
的任务。 
 
T 1：装载设备 
a. 装载设备： 

1. 应提供不超过 25%坡度的坡道； 
2. 必须干净； 
3. 必须光线充足。 

b. 装载坡道和尾板都必须装有防止奶牛打滑和摔倒的装置。 
c. 坡道应防滑。 

必须考虑提供一个照明良好的装卸区或坡道，使动物能够以水平或轻微的坡度直
接走入和走出运输车。 

 
T 2：通道 
a. 巷道和出入口的设计和操作必须不妨碍奶牛的活动。 
b. 在操作闸门和捕获设备时，必须尽一切努力减少噪音，因为噪音可能使动物产生

不适。 
c. 如果设备发出的噪音能使动物产生不适，必须安装降噪装置。 
 
T 3：运输人员 
a. 负责牛只运输的人员必须具有在装卸牛时以及在运输途中处理牛的能力。 
b. 动物操作员必须了解可能的应激源，以及牛对其他牛、对人类以及对奇怪的噪

音、景象、声音和气味的反应。 

在移动奶牛时必须考虑他们的以下行为特征： 
他们的视野很宽，如果看到移动的物体，即使是在很远的距离，也可能
会受到惊吓。 
他们有敏锐的听觉，因此不应受到噪音的影响。 
它们是群居动物，如有可能，不应被隔离。 

 
T 4：通道处理 
a. 除非领头牛的出口或前进道路畅通，否则不得驱赶牛。 
b. 禁止驱赶动物，或者使动物沿着小巷、通道或出入口奔跑。 
 



 

T 5：柔和的操作 
a. 棍棒和旗子可作为柔和操作的辅助工具，即作为手臂的延伸。 
b. 棍棒不能用来打牛。 
c. 不得通过尾巴、皮肤、耳朵或四肢拉起或举起动物。 
d. 强烈的扭尾（如顶举）会导致尾巴折断，尤其是在幼年动物身上，这是禁止的。 
e. 只能通过抬起，引领行走或其他运输工具来移动犊牛；严禁拉扯或拖动犊牛。 
f. 禁止使用电棒。 
 
T 6：运输前的饲料和水 
a. 包括犊牛在内的所有牛只在运输之前都必须一直有饮用水。 
b. 包括犊牛在内的所有牛只，一直到被装载到卡车上之前 5 个小时都必须能获得食

物。 
 
T 7：运输时间 
a. 任何目的的运输时间必须在运输者和生产商以及屠宰场之间进行规划（如适

用），以尽量减少牛的运输和等待时间。 
b. 动物运输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 
 
注：如果在距离农场 8 小时的路程内没有合适的屠宰厂（根据我们的标准检查和批
准使用的），可以考虑放宽此标准。 
 
T 8：运输记录 
生产者必须保存动物被运输离开农场的记录，包括： 
a. 运输时间； 
b. 运输动物的数量及其目的地； 
c. 运输公司； 
d. 运输车辆类型（禁止船舶运输）。 
 
T 9：伤亡动物运输 
a) 生病或受伤的可行走的动物只能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被运输： 

a. 被带去做兽医治疗，或者是被带到最近的地方进行人道屠宰； 
b. 如果所述动物适合装载、运输和卸载（可以独立行走）。 

b) 除非接受兽医治疗，否则不得运输 BCS 小于 2 的动物或使其离开农场。 
 
 
 



 

PART 7：加工 

A. 可追溯 

P 1：加工系统（将牛奶进一步加工成乳制品，如牛奶、黄油、奶酪、酸奶、冰淇淋

等） 
a. 所有经过 Certified Humane®认证的农场的牛奶进行进一步加工的加工系统必须由

HFAC 进行可追溯性检查，以确保： 
1. 没有与未经认证的牛奶或奶制品混合； 
2. Certified Humane®认证标识仅用于 Certified Humane®认证农场的牛奶和奶制

品； 
b. 处理系统的标准包含在 HFAC 计划/政策手册中，可在

www.certifiedhumanechina.org 进行查询。 
 

 

PART 8：屠宰 

A. 屠宰程序 

S 1：对于希望将奶牛认证为 Certified Humane®以供牛肉销售的奶牛场，必须满足以

下要求： 
a. 屠宰厂必须符合美国肉类协会（NAMI）的指导方针（由 Temple Grandin 博士撰

写）。NAMI 指南可在 www.certifiedhumane.org 的标准部分进行查询。 
b. 屠宰厂必须由 HFAC 的检查员进行检查，以验证是否符合 NAMI 指南。 
c. HFAC 还将对屠宰厂的可追溯性进行审核，以确保所有标有 Certified Humane®认

证标识的产品均来自 Certified Humane®认证的农场。 
 

S 2：对于不需要将奶牛认证为 Certified Humane®以供牛肉销售的奶牛场，只有其牛

奶和奶制品可以使用 Certified Humane®标签。 
一旦奶牛被农场主出售并离开农场，他们就不再是获得认证的奶牛，HFAC 无权跟

踪或监测这些牛。  



 

PART 9：附录 

附录 1：体况评分指南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兽医医学分校 

 
 
首先了解一下身体各个部位的通用名称，这些在体况评分的系统方法中将被提及。

请注意，设计的这个评分系统是要站在动物的后方进行的。另外，您可能不得不放

弃旧的 BCS 系统，因为评分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一旦采用了这种方法，即使有

几个不同的人进行评分，也将获得可重复的 BCS。 

 
short ribs 短肋骨  sacral ligament 骶韧带 pins 销骨  

thurl 髋关节 hooks 钩骨 tailhead ligament 尾根韧带



 

 
先从侧面看一下骨盆区域。检查从钩骨到髋关节，再到销骨的线条。 
对于髋关节的线条做出判断，这是介于 3.0 或以下与 3.25 或以上的评分之间的分界

点。如果线条形成一个平坦的 V字形，那么 BCS≤3.0； 

从牛的后面进行观察： 

 如果钩骨是圆形的 BCS = 3.0； 

 如果钩骨有棱角 BCS < 2.75。再看一下销骨，如果销骨有填充 BCS = 2.75。 

如果销骨没有脂肪填充 BCS <2.50； 

 再看一下短肋骨。随着脂肪覆盖物的消失，再短肋骨的顶部寻找波纹，如果在

短肋骨的尖端和脊椎之间的 1/2 处可见波纹 BCS = 2.25。如果从短肋骨尖端到

脊柱的 3/4 处可见波纹 BCS = 2.0。如果髋关节明显并且可见齿状脊椎 BCS < 

2.0； 

 如果髋关节平坦 BCS > 4.0。如果短肋骨的尖端隐约可见 BCS = 4.25。如果髋

关节平坦并且销骨被脂肪填埋 BCS = 4.5。如果钩骨隐约可见 BCS = 4.75。如

果所有的骨突出都圆润 BCS = 5.0。



 

 
如果线条形成一个镰刀状的平坦的 U字形，那么考虑 BCS≥3.25。 

从牛的后面进行观察： 

 如果可以看到骶韧带和尾根韧带 BCS = 3.25； 

 如果骶韧带可见，尾根韧带隐约可见 BCS = 3.50； 

 如果骶韧带隐约可见，尾根韧带不可见 BCS = 3.75； 

 如果骶韧带和尾根韧带均不可见 BCS = 4.0。



 

附录 2：针对于泌乳奶牛的温湿指数 

 
 

轻微热应激：呼吸率超过 60 BPM，产奶量开始下降，可检测到繁殖率下降，直肠温度超过

38.5℃。 
中等热应激：呼吸率超过 75BPM，直肠温度超过 39ºC。 

严重热应激：呼吸率超过 85BPM，直肠温度超过 40ºC。 

重度热应激：呼吸率 120-140BPM，直肠温度超过 41ºC。 

 
  



 

附录 3：运动评分 

 
 



 

附录 4：疼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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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割和去角可以引起疼痛，但却是必要的饲养程序。阉割对于减少与公牛的攻击性和爬跨行为有关

的牛只伤害是必要的，也可防止遗传性较差的雄性的错配。为了避免对动物和人类造成伤害，需要

进行去角。并不是所有的牛都有角，但在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中，那些有角的牛很快就会意识到它

们比遇到的其它同类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关于阉割和去角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应该实施这些程

序，而是我们应该如何以一种将动物的痛苦最小化的方式来执行它们。 

严格遵守牛肉、乳制品和青年乳牛肉标准中列出的程序将最大限度地减少与这些重要管理实践相关

的疼痛和不适。然而，当出现需要实施局部麻醉以外的疼痛管理的情况时，认证 Certified Humane 项
目的参与者应该认识到以下几点。 

目前还没有一种标记可用于控制牛疼痛的药物。例如，氟尼辛葡胺(Banamine)是一种非甾体药物，标

签上标明对牛有退热(退热)和抗炎活性，但它不是一种止痛药(能够减轻疼痛)。此外，根据标签说

明，氟尼辛葡胺仅用于静脉注射。在 1996 年通过的动物药物使用澄清法案 (AMDUCA)之前，将其用

于治疗牛的疼痛或通过静脉注射以外的其他途径，都是非法的。AMDUCA 修订了联邦食品、药品和

化妆品法案，在有效的兽医-客户-病患关系的背景下，在有执照的兽医的命令下，允许超出标签说明

的药物使用。这是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在美国使用氟尼辛葡胺或美洛昔康或任何其他没

有特别标明用于牛或用于此目的(即 ELDU)的止痛药物需要严格遵守 AMDUCA 的规定，其中包括以

下条款: 

标签外用药(ELDU): 

 仅允许由兽医或在其监督下使用。 
 仅允许用于 FDA 批准的动物和人类药物。 
 需要有效的兽医/客户/患者关系作为所有 ELDU 的先决条件。 
 仅用于治疗目的（当动物健康受到威胁时）。不适用于将药品用于生产目的。 
 规则适用于剂型药物和水中给药。禁止在饲料中采用 ELDU 的方式。 
 如果产生违规的食品残留或任何可能对公众健康造成风险的残留，则不允许使用。 
 FDA 对特定 ELDU 的禁令排除了此类使用。 

如果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则允许进行 ELDU，前提是按照以下要求保存治疗动物的准确记录： 

此外，需要对 ELDU 进行严格的记录： 

 能够识别动物，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 
 动物种类。 
 接受治疗的动物数量。 
 正在治疗的病情。 
 药物和有效成分的确定名称。 
 处方或使用剂量。 
 治疗时间。 



 

 对于肉、奶、蛋或动物源性食品的指定撤回、扣留或丢弃时间（如适用）。 
 记录保存 2 年。 
 FDA 可以使用这些记录来评估对公众健康的风险。 

最后，当药物以 ELDU 方式使用时，瓶子或药物容器必须在标签上包括以下信息: 

 开处方兽医的姓名和地址。 
 确定药物名称。 
 任何指定的使用说明，包括动物或牛群、羊群、围栏、批次或其他群体的类别/物种或标识；

剂量频率和给药途径；以及治疗持续时间。 
 任何警告性声明。 
 指定的肉类、牛奶、鸡蛋或任何其他食物的撤回、扣留或丢弃时间。 

总之，阉割和去角是引起牛的不适的健康管理程序。首要目标应该是在可行的最早的年龄进行。在

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这些步骤可能需要在年长的犊牛中进行，应考虑选择疼痛管理。使用未经批准

的药物必须遵守 AMDUCA 的规定。据报道，以 0.45 mg/lb (1 mg/kg)的剂量口服美洛昔康片是一种为

牛提供镇痛的经济有效的方法。在获准使用美洛昔康的欧洲国家，对于肉用牛推荐 15 天的休药期，

奶牛要有 5 天的休药时间。在手术后，氟尼辛葡胺作为一种抗炎药可提供有限的镇痛作用。重要的

是，如果用于减轻炎症，必须静脉注射，否则将构成 ELDU。通过肌肉注射途径使用氟尼新葡胺会对

注射部位的组织造成严重损害，并可能显著改变肉牛和奶牛的停药时间。考虑 ELDU 的人员应与其

兽医密切合作，以获得在牲畜中安全和适当使用药物的适当指导。 

Coetzee JF.  Recommendations for Castration and Dehorning of Cattl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ovine Practitioners, 2010, 43:40-45.   

Coetzee JF, KuKanich B, Mosher R, Allen PS.  Pharmacokinetics of intravenous and oral meloxicam in 
ruminant calves. 2009.  Vet Ther 10:E1-E8.   

Heinrich A, Duffield TF, Lissemore KD, Squires EJ, Millman ST.  The impact of meloxicam on postsurgical 
stress associated with cautery dehorning.  2009.  J Dairy Sci, 92:540-547. 

 
 
 
 
 
 



 

奶牛护理和处理实施规程： 
重点问题的科学研究综述 
2009.03 
 
手术过程中和手术后的疼痛缓解 
结论： 
1.所有的手术都可能产生疼痛。 
2.包括止痛药和麻醉剂在内的综合治疗可以大大减轻这种疼痛。 
 
在农场动物身上使用止痛剂的比例较低，原因包括担心药物残留、立法、成本、传

统以及缺乏对其使用的了解(Stafford等人，2006年)。 
 
在进行外科手术、减少或预防痛觉过敏、痛觉超敏或发烧时，先发性镇痛优于反应

性镇痛。通常通过结合作用于不同途径的多种药物来提供最有效的镇痛作用。 例
如，在难产的情况下，使用含有局麻药和甲苯噻嗪的硬膜外药物，与全身性非甾体

类抗炎药（NSAID）结合，可提供适当的镇痛作用（Hudson等，2008）。 
 
非甾体抗炎药（NSAIDs）（氟尼新、葡甲胺、甲苯磺胺酸、酮洛芬、卡普洛芬和美

洛昔康）适用于可能与牛疼痛相关的疾病，包括呼吸系统疾病、乳腺炎、围产期炎

性疾病（如子宫炎）和炎性肢体病变（如关节病、足底溃疡和白线病）（Barrett 
2004）。创伤性伤害和生理状态（例如分娩）也可能会导致动物疼痛，外科手术程

序（例如剖腹手术，足部手术，去势，去角）也将引起动物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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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卫生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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