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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农场动物关怀组织 
HUMANE FARM ANIM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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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它的使命是通过提供可行的、可信的、适当监控的人道食品生产标准来改善农

场动物的生活，并向消费者保证认证产品符合这些标准。 

HFAC 是由动物保护组织、个人和基金会组成的联盟批准的。 

HFAC 制定了人道农场动物护理标准，为蛋鸡的饲养、处理、运输和屠宰提供

批准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科学研究、兽医建议和养殖户的实践经验。这些标准是

基于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的准则、当前的科学信息以及其他被认

可的正确对待动物的实用标准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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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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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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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和家禽生产的国

家、省市、地方及行业相关法规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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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饲料和水 

目标：蛋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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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适合其日龄，生产阶段和品种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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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饲喂足够的量以保持良好的健康； 

c. 满足它们所有营养需求的配方； 

d. 产蛋鸡必须每天可以获取钙源物质，以帮助增强骨骼强度和蛋壳质量。 

FW 2: 自由获取饲料 

a. 除非有主治兽医的要求，否则鸡只每天必须自由获取有营养的饲料。 

b. 不允许通过禁饲来进行强制换羽。 

F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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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饲料中禁止使用的物质 

a. 除蛋类外，不允许使用含有哺乳动物或禽类蛋白质源的饲料。禁止在饲料中

添加动物副产品。 

b. 禁止使用生长促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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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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新鲜的饲料 

被污染或不新鲜的饲料不得保留在料槽内。 

FW 6: 容易摄食 

为了确保鸡只可以容易获得饲料，生产者提供的采食空间为每只鸡至少： 

a. 长 5 厘米–双面直线料槽； 

b. 长 10 厘米–单面直线料槽； 

c. 外圆周长 4 厘米–圆形料槽。 

FW 7: 饲料和饮用水的位置 

a. 不管是在单层或者多层养殖系统内，所有鸡在舍内到达饲料和水的距离不得

超过 7.3 米。 

b. 必须特别注意在康复/治疗区域内针对于群体等级低以及受伤的鸡的饲料和

水的供应与分布。 

B. 水 

FW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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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当温度低于冰点时，必须准备好供应可饮用水。 

FW 9: 饮水器设置数量 

1. 钟形饮水器：100 只/个； 

当饮用水温度上升到 27℃以上或下降到 16℃以下时，水的摄入量就会下降。水摄入量的

减少会降低饲料的摄入量，从而导致重要营养物质摄入不足。不建议水温超过 38℃和低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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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乳头饮水器：12 只/个； 

3. 水槽式饮水器：1.27 厘米/只。 

FW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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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根据鸡只的大小和日龄，设置最佳的高度； 

b. 采用恰当的设计； 

c. 定期检查和维护。 

FW 11: 应急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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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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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 

目标：饲养的环境必须考虑到母鸡的福利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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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所有的笼养系统，

包括层叠笼和富集笼。大笼散养系统中不得有白天开放但晚上关闭的用于限制鸡活

动的设计。大笼散养系统中，所有的鸡必须能够在任何时间进入饲养系统的所有层

级。 

A. 建筑 

E 1: 促进动物福利设施的特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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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所有可被鸡只利用的地面面积（不包括产蛋箱和高栖架）； 

b. 最初饲养时（最初转入舍内时），鸡舍内放置的鸡只总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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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空气质量和温度目标参数； 

e. 可接受的光照水平和照明方案；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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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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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建造； 

b. 进行良好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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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3: 避免接触建筑物内有毒物质 

不得使鸡只能够接触到烟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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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电气装置 

主电压下的所有电气装置必须： 

a. 鸡只无法接触； 

b. 绝缘的； 

c. 防啮齿类动物； 

d. 正确接地； 

e. 定期检测杂散电压。 

E 5: 鸡舍和设备的设计 

鸡舍和设备的设计必须使饲养员能清楚地看到所有的鸡只。 

E 6: 不得使鸡只能够进入粪坑 

如发现有鸡只进入粪坑的情况，必须检查粪便坑的结构和内部情况： 

a. 每天至少一次检查； 

b. 每天检查的记录； 

c. 必须记录所有发生的这种情况、被移除的鸡只以及为防止该情况再次发生而

采取的措施。 

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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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或啮齿

类动物栖息的场所。 

太长的爪子更容易造成身体伤害，可能会降低鸡只的福利。如果鸡只的爪子没有充分被

磨损，HFAC 建议可以在喂料器的前端安装磨料条。 



HFAC Standards for Production of Egg Laying Hens 

7 
 

Egg Laying Hens Standards 
Last Updated October 9, 2020 

b. 如果鸡舍周围的区域被植被覆盖，那么这些植物必须进行妥善修剪保持低矮。 

B. 地面和垫料 

E 8: 地面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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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可以更有效地清洁和消毒。 

E 9: 垫料 

a. 鸡舍地面必须提供（或者必须保证鸡只每天都可接触到）维护良好的疏松垫

料。 

b. 垫料必须： 

1. 具有合适的材料和颗粒大小； 

2. 优质； 

3. 易于保持干燥，易碎（不结块）的状态； 

4. 有足够的厚度以稀释粪便-鸡只的脚和羽毛不可有过多的粪便污染； 

5. 保证鸡只可以沙浴； 

6. 如有必要，每天填加新鲜的垫料； 

c. 必须持续给后备小母鸡（从破壳而出到即将产蛋，亦指雏鸡和育成鸡）提供

垫料。 

E 10: 垫料面积大小 

a. 所提供的垫料面积需足够让鸡只： 

1. 沙浴； 

母鸡通常在一天的晚些时候进行沙浴，而产蛋行为通常在早上进行。母鸡在垫料中产蛋

的潜在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避免: 

1) 限制只能在一天的下午使用垫料(例如，使用盖子), 

2) 增加垫料上方的照明，以鼓励沙浴和阻止产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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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由觅食； 

b. 对于完全使用板条或者网格地面的鸡舍系统，必须在整个系统中分布适当

的垫料区域以供鸡只觅食和沙浴，且区域的大小应允许多只鸡同时进行沙浴。 

c. 当鸡群被封闭在舍内（不管是舍内散养系统，还是舍外散养系统的季节性舍

内封闭）时，至少 15%的地面需覆盖合适的垫料。 

E 11: 干净的垫料 

a. 垫料不得变潮湿，不得感染螨虫和昆虫，或者受到其他有害污染。 

b. 湿的或被污染的垫料不得进入鸡舍。 

c. 因意外浸湿的垫料必须立即更换，并记录纠正措施。 

E 12: 垫料储存 

新鲜的垫料必须存放在室内，干净且防虫害的地方。 

E 13: 了解垫料的重要性 

a. 管理员必须了解垫料管理不当会引起的福利相关问题。 

b.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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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14: 禁止在垫料上方设置电线或横置电线 

如果用于训练目的，电线只能在抓挠区域沿着鸡舍的侧壁使用（只能用于训练

目的）。当鸡只达到 25 周龄，必须移除电线或断开电源。 

沙浴是鸡用来保持羽毛清洁和良好状态的“舒适行为”之一。鸡用腿和翅膀使材料(例

如木屑或沙子)通过羽毛，然后再抖出。保持良好的羽毛状态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保

护鸡免受伤害，并保持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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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光照 

E 15: 光照周期 

在每 24 小时内，鸡舍内的照明系统必须提供： 

a. 最少连续 8 小时的自然光或人工光照； 

b. 最少持续 6 小时黑暗或自然黑暗期。 

E 16: 光照周期的记录 

所有鸡舍的照明模式/程序必须有记录，并能够在检查时或有要求的其他时间提

供给 HFAC。 

E 17: 光照强度 

a. 日间的照明水平，无论是固定的还是可调节的，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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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内应避免使用高强度的人工光照或自然光。 

c. 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通过降低整体光照水平来控制同类相食的现象。 

d. 不允许使用单色光（如红光）。 

e. 如使用人造光，应逐步减少光照强度直至完全关闭。建议使用调光器。这样

可以让母鸡为黑暗做准备，鼓励它们使用鸡窝，减少伤害。 

环境中不同的照明有助于鼓励特定的行为发生。例如，通过增加垫料区域的光线强度，

可以鼓励鸡只觅食和沙浴。在栖架上方给予光照可以促进白天的休栖行为，但需要足够的光

线才能确保鸡在上下栖架时对方位的把握。产蛋箱内的黑暗可能有助于降低同类相食的风

险。 

在一些鸡舍系统和一些鸡品种中，当室内突然变暗时会有异常兴奋和扎推的危险。HFAC

建议逐渐减小光照强度，让鸡只为黑暗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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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活动空间 

E 18: 足够的活动自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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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它们也必须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安静地栖息或坐卧，而不会对其它鸡只造成

反复的干扰。 

E 19: 饲养密度 

地面空间容量不包括产蛋箱和高架栖木。与漏缝地板连接在一起的非高架栖木

是地面空间的一部分。 

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a. 单层的铺满垫料的鸡舍内，每只鸡只应至少有 0.14 平方米的空间进行正常

行为表达，并保证垫料可以有效稀释排泄物； 

b. 在有垫料，高架板条区域，饲喂器，饮水器和位于粪便坑/带（鸡不可进入）

之上的栖息区域的鸡舍内，每只鸡的最小空间为 0.11 平方米； 

c. 在一个多层鸡舍里，在高架栖木/平台上有饲喂器和饮水器，并且高架栖木/

平台为至少 55%的鸡提供了足够的栖息空间（考虑到 15 厘米/只鸡的线性栖木

空间），每只鸡的活动空间为最小 0.09 平方米； 

d. 在提供带有漏缝地板的可移动房屋的牧场饲养系统中，最小室内空间要求为

0.09 平方米/只鸡。 

E 20: 育成鸡的饲养密度 

a. 在 16 周内，鸡只的饲养密度不得超过 20 公斤/平方米。 

b. 饲养密度不超过 20 公斤/平方米，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1. 应为每只鸡提供足够的空间，并应根据将鸡转移到产蛋舍的年龄来调整

放置在育雏箱内的幼雏数目，以便为成年鸡提供足够的空间。建议，不应有超

过 20%的育成鸡的体重超过平均体量的正负 10%； 



HFAC Standards for Production of Egg Laying Hens 

11 
 

Egg Laying Hens Standards 
Last Updated October 9, 2020 

2. 当在饲养时，饲养密度（鸡只数量/平方米）的确定应遵循以下准则： 

鸡的周龄 每平方米鸡只数，或者每只鸡所占面积 

15 15 只/平方米 或者 0.067 平方米/只 

16 14 只/平方米 或者 0.072 平方米/只 

17 13 只/平方米 或者 0.079 平方米/只 

18 12 只/平方米 或者 0.085 平方米/只 

 

E 21: 活动空间记录 

为了确保不超过鸡舍最大饲养密度： 

a. 必须将每座鸡舍的平面图提供给检查员，平面图必须标明： 

1. 鸡只可用的总地面面积； 

2. 空间容量； 

3. 舍内最多可容许的鸡只数目（同 E1） 

b. 必须保存记录，以便生产者/检查员随时方便地核实活动空间。这些记录包

括： 

1. 最初饲养的鸡只数目及现有的鸡只数目； 

2. 每日死亡率； 

3. 淘汰的鸡只数目，如果知道淘汰原因的话也要记录下来。 

c. 育成鸡必须在产蛋前（大约 16 到 18 周龄）转移到产蛋鸡舍。 

E. 空气质量和热环境 

E 22: 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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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23: 通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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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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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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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过 25ppm。 

c. 每周应至少记录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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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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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记录每个鸡舍内的最高和最低温度，并提供给检查员。 

c. 在鸡只羽毛脱落的情况下，必须在寒冷的天气中给鸡只提供充足的饲料，使

鸡只吃的足够多以弥补更大的热量损失。 

F. 产蛋箱 

E 25: 产蛋箱的数量 

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a. 每 5 只鸡应配备至少一个产蛋位； 

b. 在群体产蛋系统中，每 100 只鸡应配备至少 0.8 平方米的产蛋空间。 

E 26: 产蛋箱的垫料 

a. 产蛋箱必须铺有垫料，以鼓励产蛋行为。 

在可行的情况下，还应定期自动或手动记录其他空气质量指标（如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并应要求在检查期间和有要求的其他时间将记录提供给 H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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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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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蛋箱垫料必须每周补充一次（或多或少取决于材料的类型），并根据需要

进行更换/清洁以保持健康的环境。 

G. 栖架 

E 27: 栖架——每天任何时候都需要 

鸡只必须在白天和夜晚都能使用栖架。 

a. 后备小母鸡必须从 4 周龄开始能够接触栖架，以便为进入产蛋环境做好准

备。 

b. 每只后备小母鸡必须有不少于 7.5 厘米的栖息空间。 

c. 每只母鸡必须有至少 15 厘米的栖息空间，栖息空间可以包括置于产蛋箱前

方的跳跃架。 

E 28: 栖架的类型 

a. 至少 20%的直线栖架必须高于相邻的栖架，以使鸡只能够逃避攻击者。但是

栖架的高度差设置要确保足够小以防止鸡只腿部受伤。只有栖架高度差满足不

小于 41 厘米且不大于 1 米的栖架才能被计算为栖架空间的一部分。栖架必须与

任何墙壁或天花板保持至少 20 厘米的距离。所有栖架的位置与高度设置必须允

许鸡只以不超过 45 度的角度上下栖架。所有栖架必须足够稳定，以尽量减少鸡

只受伤的风险。 

b. 当穿孔地板有结合在垫料之间或者附着在地板之上的栖架时，且满足 E29 标

准的要求，可被算入栖息空间。这样的栖架之间必须相隔 30 厘米，以使鸡只可

以轻松的同时栖息。 

E 29: 栖架的设计 

a. 在任何栖架的两侧必须有不少于 1.3 厘米的空隙，以便鸡只能够抓住栖架且

在进入产蛋期之前在产蛋箱中放置垫料（如松散的碎屑），可以鼓励即将产蛋的鸡只使

用产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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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卡住脚爪的危险。 

b. 鸡只必须能够将脚趾绕在栖架上，并以放松的姿势保持长时间的平衡。栖架

的顶部必须至少有 2.54 厘米宽（圆形栖架的直径不得小于 2.54 厘米且不大于

7.6 厘米），没有锋利的边缘。如果栖架是空心的，则需将末端覆盖。应采用防

滑材料并保持清洁和干燥。 

c. 栖架必须放置在适当的位置，以尽量减少下方鸡只被上方鸡只排泄物污染，

如果可能的话，必须放置在粪便坑或粪肥带的上方。 

H. 多层系统 

E 30: 检查 

整个系统的设计必须允许对每一个层级的鸡只进行适当的检查，并能立即接触

到任何需要清理的生病、受伤、被困或死亡的鸡。 

E 31: 人员访问 

当鸡只所在的层级高于人头部的高度时，必须提供设施（例如梯子或手推车），

以确保参与捕捉或检查过程的人员能够安全地接触所有层级。 

E 32: 层级之间的活动 

每一层必须允许鸡只在不同的层级之间自由活动，并确保鸡只可以进入每一层

的整个区域，包括每一层下面的区域。 

E 33: 系统设计 

a. 一层以上的层级必须配置粪便传送带，或者其位置的设计必须减少对下层鸡

只的粪便污染。 

与圆形栖架相比，扁平、椭圆形或蘑菇形的栖架可以减少脚掌的压力，从而降低发生溃

疡性足部皮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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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设备上的门是之前用于非笼养系统的，则必须将其完全拆除或永久固定

在打开位置。 

E 34: 舍内垫料 

鸡只必须能够在任何时候进入所需的最小垫料区域（总地面面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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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牧场饲养和自由散养标准 

目标：产蛋母鸡的饲养标准不要求鸡只必须在牧场或者舍外散养。但因为这种

饲养方式可能有益于提高动物福利，所以是被鼓励采用的。当产蛋母鸡在牧场或者

舍外散养时，必须符合下列定义和标准。 

A. 牧场饲养系统 

除了本手册中的其他适用标准外，还应满足以下标准的要求。 

R 1: 牧场区域 

a. 必须主要由生长的植被覆盖。必须提供粗沙砾以助于消化鸡只采食的植物纤

维。 

b. 牧场的设计和管理必须： 

1. 能够鼓励鸡群到外面觅食，远离凹坑，充分利用牧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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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场饲养：是指成年鸡群在一年 12 个月里，散养在一个覆盖植被的外部区域的饲养系统。 

鸡只可以从固定的或移动的屋舍出口进入牧场，屋舍可以设有遮檐。它们晚上进入到舍内，

以防被捕食者捕食，但禁止连续 14天以上全天 24小时被关在舍内。牧场饲养的动物护理标

准要求每 1000 只鸡至少需要 1公顷的户外空间。 

季节性牧场饲养：在牧场可使用的季节，放牧的鸡只必须一直在舍外散养，而且外面的温度

要适宜，不影响动物福利。只有在外界温度低于冰点(0℃)，或者积雨妨碍鸡只在牧场的自

由活动的情况下，鸡只可以全天 24 小时呆在舍内，不进入牧场。放牧饲养的空间标准都是

一样的，并且必须满足本指南中的所有其他标准。 

舍外散养：是指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成年鸡只被饲养在舍内，但每天可以进入露天的户外

区域的一种饲养方式。舍外散养的动物饲养标准要求，每只鸡的舍外空间最低是 0.19 平方

米。此外，必须满足所有其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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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止鸡只接触任何有毒物质。 

c. 室外空间的最低要求是 1 公顷/1000 只鸡只。用于种植的土地（除草或干草

外）不作为牧场增加空间的一部分，并且必须从空间计算中排除。 

d. 从牧场围栏到最近的固定或移动屋舍的门的最大距离不得超过 366 米。 

e. 牧场必须定期轮换使用，以防止土地被污染和剥蚀，并使其从使用中恢复。

必须制定书面的轮牧计划。书面的轮牧计划必须随申请书一起提交。 

f. 水温不得低于 10 ℃或大于 38 ℃。 

g. 鸡只每年必须在户外 12 个月，每天至少 6 小时。在紧急情况下，母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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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提供遮荫，覆盖物和沙浴的区域： 

1. 必须有足够的排水良好、阴凉的地方供鸡只在户外休息且不拥挤在一起； 

2. 必须在整个牧场上分布灌木，树木或人造结构等遮盖物，以减少鸡只对

空中捕食者的恐惧反应，并鼓励它们进入牧场； 

3. 牧场区域必须有适合沙浴的疏松物质。 

R 2: 鸡舍 

a. 所有牧场饲养的鸡只必须有固定或移动的鸡舍，使它们保持干燥，挡风以及

防御捕食者。 

b. 必须在鸡舍周围为鸡只适当分布足够的出口区域（（即在房屋一侧每 15 米

至少有一个出口）），以确保所有鸡只都能随时进入舍外区域。每个出口区域必

须允许一只以上的鸡同时通过。 

c. 出口必须至少 46 厘米高和 53 厘米宽。 

d. 因为鸡喜欢在晚上栖息，并且可能需要在晚上把鸡只关在舍内以保护它们不

受捕食者或恶劣天气的伤害，所以在舍内必须根据标准（E27-E29）提供栖息空

间。 

牧场管理计划必须每年制定、实施和更新。计划包括:草场轮作；如何预防和/或管理浸

泡/泥泞/破损严重的地方；如何减少寄生虫的积聚或疾病的发生；提供及适当分配天然及人

造的遮荫/遮蔽物及遮盖物；排水系统的改善，以防止形成水浸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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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鸡舍必须符合本手册其他部分的标准。在鸡只必须被关在舍内超过 24 小时

的情况下，如果需要做任何补充以满足规定的标准，必须在书面应急计划中加

以说明。 

B. 季节性放牧 

1. 必须符合所有标准。 

2. 当鸡只由于天气原因被关在舍内时，必须有记录这类情况发生的日期、天数

和当天的温度。这些记录必须提供给 HFAC 检查员。 

C. 自由散养系统 

除本手册规定的其他适用标准外，下列各项标准适用于本系统。 

R 3: 散养区域 

a. 散养舍外场地必须： 

1. 尽可能覆盖植被：地面覆盖物，如砾石、稻草、护根物或沙子，都是在

无法种植植物时可使用的材料，必须提供粗砂砾以助于消化鸡只进食的植物纤

维； 

2. 经过恰当的设计和积极的管理，尽可能减少散养区域被损坏、污染或沥

涝； 

3. 设法避免可能导致疾病的病原体（如寄生虫、细菌、病毒）的积聚； 

4. 防止母鸡接触任何有毒物质或植物。 

b. 舍外无遮盖，面积不宜少于 0.19 平方米/只鸡。用于种植的土地（草地或干

草除外）不得作为散养空间，必须排除在空间计算之外。 

c. 鸡只从舍外围栏到鸡舍最近的出入口的最大距离不得超过 366 米。 

d. 必须采取轮牧或其他控制疾病的措施，以减少寄生虫或病原体在牧场聚集的

在移动鸡舍中，产蛋空间可以不严格符合 E25 的要求，但前提是没有地面产蛋，没有对

产蛋空间的竞争，而且鸡只的福利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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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对于鸡只可以进入舍外的饲养系统，必须有书面的寄生虫防控计划。 

e. 除恶劣天气或因兽医要求或紧急情况外，日间必须提供最少 6 小时的舍外

活动时间。 

f. 遮荫： 

1. 在舍外必须设有排水良好的遮荫处供所有鸡只舒适的且不拥挤的休息

区域； 

2. 必须在整个舍外散养区域分布覆盖物如灌木、树木或人造结构，以减少

鸡只对空中捕食者的恐惧反应，并鼓励它们使用该区域。 

R 4: 鸡舍 

a. 鸡舍必须可以使所有鸡只进入，以使鸡只保持干燥，为鸡只挡风以及防御捕

食者，此外，鸡舍必须符合本手册其他部分的要求。 

b. 必须在屋舍周围为鸡只适当分布足够的出口区域（即在房屋一侧每 15 米至

少有一个出口），以确保所有鸡只都能随时进入室外区域。每个出口区域必须允

许一只以上的鸡同时通过。 

c. 出口的高度不得少于 46 厘米，宽度不应小于 53 厘米。 

  

必须每年制定、实施和更新自由散养管理计划。计划包括：舍外散养区域的轮换使用；

如何预防和管理沥涝/泥泞/破损的区域；如何尽可能减少寄生虫的积聚或疾病的发生；提供

及适当分配天然和人造的遮荫/遮蔽物及遮盖物；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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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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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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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具有良好的认知。 

A. 管理者 

M 1: 理解标准 

管理者必须确保： 

a. 所有的饲养员都有一份现行蛋鸡饲养标准； 

b. 管理者和饲养员都熟知标准要求； 

c. 管理者和饲养员都理解标准的内容。 

M 2: 管理和记录 

管理者必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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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能够证明负责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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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制定和实施计划，以及预防/应对紧急情况，如火灾、水灾、环境控制故障或

供应中断（如食物、水、电）的措施： 

1. 在电话旁提供紧急行动通知计划，列明发现紧急情况（例如火警、水灾、

电力故障）后应采取的程序； 

2. 建筑物的入口和电话旁张贴紧急联系电话。 

d. 确保动物健康计划（见 H1）是： 

1. 可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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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期更新的； 

3. 所需的数据被适当地记录下来。 

e. 保持有关生产数据和药物和疫苗使用的记录并向 HFAC 检查员提供。这些

记录必须注明日期并包括以下文件： 

1. 转入和转出的鸡只； 

2. 产蛋情况； 

3. 死亡率（如知道，应说明原因）； 

4. 淘汰情况（注明原因并与死亡率分开记录）； 

5. 饲料消耗； 

6. 耗水量（如果可能的话，每个鸡舍都应该安装水表）； 

7. 最高及最低温度； 

8. 通风（包括设置和任何必要的改变）； 

9. 氨气水平。 

M 3: 饲养员的能力 

管理人员在决定现有系统的空间余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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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回应该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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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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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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养员必须了解产蛋母鸡的正常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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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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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损伤和胸囊肿）。 

b. 饲养员必须了解影响垫料状况的因素（例如，湿度、室内氨积聚、含氮量、

通风和饲养密度）。 

c. 饲养员必须了解发生骨折的风险（例如，骨脆性、鸡龄、捕捉、营养、从高

处跳下时摔伤）。 

M 7: 培训 

a. 在被要求负责畜禽福利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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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采取适当的治疗； 

2. 识别正常行为、异常行为和恐惧的迹象； 

3. 了解鸡对环境的需要； 

4. 对鸡只的操作要温和并富有同情心； 

5. 必要时对鸡实施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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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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安乐死）的操作程序。 

C. 检查 

M 9: 监控 

a. 所有的鸡只每天至少要接受两次检查，检查的过程会识别出所有生病、受伤、

被困或行为异常的鸡。 

b. 在饲养员检查时发现的任何福利问题，必须及时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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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检查期间和有要求的其他时间提供给 HFAC； 

2. 由农场检查人员签字； 

3. 包含检查时间； 

4. 注意疾病和受伤的原因； 

5. 记录淘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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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过度拥挤/窒息。 

发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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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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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设备 

M 12: 设备 

a. 饲养员必须每天至少检查一次设备，包括自动设备，以确保没有缺陷。 

b. 当发现故障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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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通风系统 

自动通风系统必须包含： 

a. 警报器，能确切警告通风系统故障（即使在主电源中断的情况下，警报器也

必须运行）； 

b. 在正常/主要通风系统出现故障时，需有额外的通风设备或装置 （不论是否

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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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辅助供电设备 

a. 对于对维持动物福利至关重要的电气设备的屋舍，必须在现场配备辅助电源

或能够迅速租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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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设备使用 

饲养员必须： 

a. 能熟练操作设备（如加热器、照明、通风、扇叶/风扇）； 

b. 证明他们进行日常维护的能力； 

c. 识别常见的故障信号； 

d. 证明掌握在发生故障时应采取的行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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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害虫和天敌 

M 16: 防止害虫和捕食者 

必须采取人道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蛋鸡不受捕食者和害虫的侵害，特别是： 

a. 必须在屋顶通风管道、窗户等上方用网或类似材料，以防止野生鸟类进入鸡

舍； 

b. 包括狗和猫在内的捕食者不得进入鸡舍，必须有能力在夜间将鸡只围在一个

防捕食区域内； 

c. 必须清除鸡舍外可能为害虫提供庇护场所的植被和杂物，建议在鸡舍周围设

额外的物理屏障，如沙砾，以阻止啮齿动物和土壤传播的寄生虫。 

M 17: 监测老鼠和苍蝇的活动 

a. 必须对啮齿动物进行监测并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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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的苍蝇控制方法。 

F. 清洁和消毒 

M 18: 补栏前进行清洁和消毒 

重新引入雏鸡或产蛋鸡之前，必须对饲养场所和设备进行彻底的消毒和清洁。 

 

户外的活动区域可以用一个网状的栅栏围起来，这个栅栏网格的尺寸小到足以把捕食者

挡在外面。在晚上，建议将鸡只饲养在鸡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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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健康 

目标：必须保护母鸡免受疼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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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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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鸡群健康的治疗和其他方面的信息； 

3. 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包括淘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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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确保食品安全 

必须采用和遵循公认的质量保证程序，以控制引起食品安全问题的微生物。 

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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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注意脚垫损伤和爪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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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发现此类伤害，必须制定预防措施计划。 

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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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制定可行方案以解决

问题。 

c. 必须特别注意下列情况： 

1. 同类相食； 

2. 明显的羽毛损失； 

3. 鸡螨感染； 

4. 骨折和龙骨变形； 

5. 被困。 

H 5: 生病和受伤动物的护理 

生病的，和有开放性伤口或骨折的以及从通风口逃脱的鸡只，必须： 

a. 隔离； 

b. 及时处理； 

c. 如有必要，进行人道宰杀。 

H 6: 身体部位的切除 

a. 不允许去喙（过度断喙），参考附件 2。 

b. 在容易发生同类相食情况的鸡群中，为了预防同类相食的发生可在 10 天或

在无笼蛋鸡饲养系统中，存在着同类相食的风险。因被啄而致死的鸡只的痛苦是难以想

象的，同类相食一旦发生可能很快在鸡群中蔓延。目前正在不断重新评估断喙的必要性，并

将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进行全面的综述。一旦同类相食的原因和预防方法被确定，生产

者将被要求逐步禁止对鸡只进行断喙。HFAC 注意到一种喙部修剪的替代方法，如红外线技

术，它可以减少修剪过程中造成的疼痛且能提高操作的准确性，从而可能改善动物福利。HFAC

将查阅这项技术的最新研究结果，以确定一种最合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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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小的时候进行断喙。 

1. 只有经过培训和合格的操作人员使用批准的设备才能进行断喙； 

2. 只可以去除上颌骨的尖端部分，以限制母鸡撕裂肉的能力，而不抑制采

食、地面啄食或梳理； 

3. 可以采用像热处理的方法使下颌骨停止生长，但不去除喙的任何部分，

以避免以后喙在生长过程中变形。 

c. 趾尖切除、磨损、去势和其他手术改变都是不允许的。 

H 7: 禁止使用用具阻止同类相食 

禁止使用旨在阻止同类相食的人造工具（如附在鸡只嘴或鼻孔上的眼罩或隐形

眼镜）。 

H 8: 选育健康的鸡 

在对鸡进行选育时，必须注意避免带有不良特征的遗传品系，特别是攻击性、

抱窝、骨脆性、兴奋性、同类相食和啄羽倾向。 

H 9: 禁止使用转基因和/或克隆的蛋鸡及其后代 

H 10: 禁止通过禁食来强制换羽 

B. 紧急安乐死 

H 11: 安乐死 

a. 每个农场都必须有规定，对于生病或受伤的鸡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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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人道安乐死。 

b. 如果对如何进行操作有任何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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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以避免痛苦。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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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允许使用下列紧急安乐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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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手持电击设备电晕鸡只，随后立即进行断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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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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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胴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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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胴体必须通过特定的途径处置，或者根据国标和地方法律进行处理。 

c. 离开农场后胴体的处理： 

1. 胴体必须按照国标和地方法律通过批准的途径进行处理； 

2. 必须保存所有这类胴体处置的途径的记录。 

d. 胴体在农场里的处置： 

1. 在农场处理胴体时，必须保存处理方法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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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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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规模扑杀 

1. 在规模扑杀之前，必须由每个鸡舍的生产者/农场经理制定规模扑杀计

划（DAP）。每次鸡只规模扑杀后，必须由生产者/农场经理或指定的主管和捕捉

领队审核并签字。 

2. DAP 必须包括：屋舍设计、捕捉计划、运输安排（从开始装载到装载完

成的运输时间必须少于 10 小时）和规模扑杀后的记录。 

3. 这些记录必须提供给 HFAC 检查员。 

4. 捕捉人员绝不能把抓捕的速度至于鸡只福利之上。 

5. 在捕捉人员开始抓捕之前，必须给所有鸡只提供饮水。 

 

 

 

 

 

Certified Humane®项目是针对于从鸡只出生到最终屠宰的全过程。我们认识到，

目前这并不总是可行的，因为许多蛋鸡生产者将鸡送到不同的地方，不是所有的都

送去屠宰场，有些被卖到活禽市场。除非对屠宰场进行审核，否则肉类不能以

Certified Humane 标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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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鸡群中同类相食的管理 

 
我们收到了一些鸡蛋生产商关于同类相食的问题。在咨询了我们科学委员会的

蛋鸡专家，特别是 Ruth Newberry 博士之后，我们很高兴为您提供以下信息，以帮

助您处理鸡群中的同类相食行为。这些建议大部分都被纳入了现有的 HFAC 蛋鸡动

物护理标准。但是，这里提供了更多的背景资料。 

 

同类相食： 

同类相食是指一个个体食用同一物种的其他个体的组织的行为，是家禽中常见

的问题。在产蛋的母鸡中，同类相食可能会指向不同的目标，比如蛋或者羽毛。最

严重的福利问题来自于对同类的啄食并撕裂皮肤，以及啄食内脏器官。严重啄食尾

部羽毛，会导致出血，并刺激进一步的啄食。意外伤害导致的出血也可以刺激同类

相食的行为。泄殖腔啄食是最严重和致命的一种形式，啄食泄殖腔会导致肠道外露

并被进食。这种行为通常发生在即将开产的时候。 

 

断喙： 

为了减少或消除同类相食的行为，一些饲养者会在 5-7 周的时候再次进行断喙，

因为早期断喙后（小于 10 天），喙会继续生长。 

在出壳 10 天后进行断喙会引起额外的疼痛。 

因此，HFAC 动物护理标准不允许对超过 10 天的鸡进行断喙。虽然断喙可以减

少对同舍鸡群伤害的机率，但这并不能消除啄其他个体的动机。 

 

照明： 

鸟类需要良好的能见度才能进行羽毛啄食，而同类相食的现象随着光线强度的

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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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永久昏暗或单色的灯光下饲养雏鸡，或者给母鸡戴上彩色隐形眼镜或遮

目镜这些以减少光线的方式来控制同类相食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视力障碍与眼部疾

病，死亡率上升和生产力下降有关。 

此外，当鸡群被饲养在昏暗的灯光下时，为了每天对鸡只和设备进行检查，需

要提高光照强度，这种做法可能会激发同类相食。 

同类相食是出乎意料的、不可预测的，在所有类型的饲养系统中都有同类相食

的报道，包括舍内散养、大笼饲养和自由放养系统。但是，研究已经确定了几个影

响鸡进行同类相食的动机和机会的风险因素。 

目前的研究正致力于选育那些不易趋向于同类相食的遗传品系，然而，这些研

究的实际结果在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在农场上看到。结合房屋设计特点和饲养技术，

进行行为上的控制可能是最有效的。 

以下是一些基于科学研究的关于如何减少或消除同类相食现象的建议。应注意，

这些因素中有一些是预防性的，应尽可能将其纳入饲养实践中： 

1. 直到母鸡至少长到 20 周大的时候才开始刺激开产 

在鸡群中，由于同类相食而导致的死亡率增加通常始于性成熟时期。推迟到 20

周以后才开始产蛋可以减少同类相食的风险。 

2. 提供有吸引力的觅食材料 

孵化后的前四周，如果不提供垫料可能会增加产蛋鸡同类相食的风险。 

饲养雏鸡时不使用垫料或者使用缺乏有吸引力的垫料（如木屑），会增加啄羽和

同类相食的风险。 

啄同舍鸡只的行为可能代表在没有足够的地面觅食物质的情况下发生的地面啄

食转嫁行为。 

保持垫料干燥。在垫料上方使用悬挂的钟式饮水器，会导致垫料潮湿，使垫料

不再适合作为觅食的材料，由此增加同类相食的风险。 

当给雏鸡提供捆在一起的长秸秆而不是短稻草，用聚苯乙烯块而不是聚苯乙烯

珠粒时，同类相食的现象就会减少。 

3. 满足营养需求 

同类相食与营养缺乏有关，包括矿物质，蛋白质和能量，特别是低钠日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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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一生产阶段的饲料都在变化，应确保营养成分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任何能减少

采食量的因素（例如，炎热的天气、饮水的减少、由于饮食或环境改变而产生的陌

生感、饲料污染、新鸡只的引入、有捕食者的危险或其他引起恐惧的刺激、疾病）

都会增加营养不足的风险。 

4. 提供小颗粒饲料 

如果用粉状饲料而不是颗粒饲料，或者用碎屑而不是大颗粒饲料喂养母鸡，同

类相食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可能是因为母鸡吃等量的小颗粒饲料需要更长的时间）。 

据观察，以不溶性纤维含量高的饲料喂养的母鸡，其因同类相食的死亡率比以

商业饲料喂养的母鸡低（可能是因为这些鸡需要采食更长的时间，以满足它们的能

量需求）。 

分阶段饲喂涉及随着鸡龄的增长，从营养丰富的日粮到营养稀释的日粮的变化。

如果鸡只不太喜欢采食稀释的日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频繁的日粮变化与商业鸡

群中泄殖腔啄食行为的增加有关。 

5. 尽量减少鸡只学习同类相食的机会 

鸡舍的设计应以防止意外受伤出血，任何受伤的或死亡的鸡只应该立即从鸡群

中移除。 

6. 为所有鸡只提供足够的所需资源 

被啄鸡只往往比鸡群中的其它鸡只体重更轻。据报道，不充足的料槽空间和同

类相食之间存在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群体生长不均匀造成的。 

与其它鸡只相比，由于体重过轻、疾病、流血、受伤、被困或羽毛受损等原因

的那些看起来不太健康的鸡只更能引起被同类啄食。 

在体重均匀、身体状况健康和羽毛质量高的群体中，同类相食的风险较低。 

7. 提供足够高的栖架来为地面上的鸡只提供避难区 

在育雏、育成和成年期，提供栖架可以降低同类相食的风险。在 4 周龄时提供

栖架，可在母鸡成年后，降低泄殖腔啄食的风险。 

栖架为母鸡提供了避免或逃脱同类相食攻击的机会。 

如果在饲养早期就给鸡只提供栖架，栖架作为避难所的有效性就会增加。 

还建议对鸡只进行训练，以确保它们使用栖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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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栖架对防止同类相食有效，栖架高度距离地面应在 40 厘米或以上，以

防止地面的鸡啄栖架上的鸡。但是，栖木又不能太高，否则鸡只从栖架上跳下落地

时可能会受伤。 

8. 提供产蛋箱可以降低鸡只产蛋时泄殖腔被啄食 

提供封闭和相对黑暗的产蛋箱，而不是开放或提供补充照明的场所。 

如果泄殖腔在产蛋时暴露并可见，这会诱发鸡只对其进行啄食。 

 

 
 
 
 
 
 
 
 
 
 
 
 
 
 
 
 

本文件中的信息摘自 R.C. Newberry 在 2004 年由 CAB International 出版的《蛋鸡

的福利》（Ed. G.C. Perry）中的第 22 章“同类相食”。本章的完整 PDF 版本，包括

所有提到的研究的科学参考文献，可按要求提供给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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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断喙评分—黄羽鸡 

 

0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没有断喙 
 
 
  

1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只在孵化场红外断喙 
 断喙清晰可见 
 上下喙均匀 

  

2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超过 3/4 的喙保留 
 上下喙均匀 

 

3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还剩下超过 1/2 的喙 
 上喙和下喙有较小区

别 
 

4 

 
如果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 至 1/4 的喙保留 
 食物阻塞鼻孔 
 上下喙不等 
 小神经瘤 

 

5 

 
如果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剩下不到 1/4 喙 
 上下喙严重不等 
 豌豆大小的神经瘤 
 喙部严重开裂或损伤 

  

步骤： 对每个鸡舍的 20 只鸡进行评分并计算平均值。平均评分为 2.25 分或更低的

分数是可以接受的。评分为 3 分或更高时，则必须与负责断喙的工作人员或公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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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解决问题。 

断喙评分—白羽鸡 

 

0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没有断喙 

 

 

1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只在孵化场红外断喙 
 断喙清晰可见 
 上下喙均匀 

  

2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超过 3/4 的喙保留 
 上下喙均匀 

 

3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还剩下超过 1/2 的喙 
 上喙和下喙有较小区

别  

4 

 
如果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2 至 1/4 的喙保留 
 食物阻塞鼻孔 
 上下喙不等 
 小神经瘤  

5 

 
如果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剩下不到 1/4 喙 
 上下喙严重不等 
 豌豆大小的神经瘤 
 喙部严重开裂或损伤 

  
步骤： 对每个鸡舍的 20 只鸡进行评分并计算平均值。平均评分为 2.25 分或更低的

分数是可以接受的。评分为 3 分或更高时，则必须与负责断喙的工作人员或公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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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解决问题。 

附件 3 

栖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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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屋舍类型

 

牧场: 10平方米/只

全年户外活动

散养：最小0.19平方米/只

户外-天气允许时

网上平养-0.11平方米/只 舍内散养-0.14平方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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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内散养鸡在产蛋箱前 舍内大笼/多层散养系统
（0.09平方米/只）

舍内散养鸡只在冬季温室内 冬季温室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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