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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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领先的动物科学家、兽医和生产者与 HFAC 合作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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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用来对农场动物及其衍生品进行认证。经过符合要求的申请

和检查，符合人道农场动物关怀标准的养殖户和牧场主可以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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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收益盈余将用于资助

消费者教育和农场动物福利研究。 
 
 

B. 福利标准使用指南 

 标准的主要目标在每个部分的开头都有描述，这些目标应满足。 

 标准中的各项要求都有编号，所有要求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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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设施。 

 方框中的内容是一些补充信息，也可能是在未来会审查的领域。 

 养殖者还应遵守影响其产品环境或安全的任何地方、州或联邦生猪生产要

求或法规，以及本州的兽医实践法案。 



 

 

PART 2：饲料和水 

目标：牲畜必须能够获得淡水，而且所用的日粮要使牲畜能够保持健康并有助于它们处
于积极的福利状态。饲料和水的分布必须保证牲畜无需过度争抢就能够进食和饮水。 

A.  饲料 

FW 1：有益健康的营养饲料 
a. 猪的饲喂应满足国家研究委员会最新版《猪的营养需求》中确定的营养要求。 
b. 给猪饲喂的饲料须有益于健康，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适合其品种、生长阶段和日龄； 
2. 足量饲喂以保持其健康； 
3. 充分满足其营养需求。 

FW 2：自由采食 
除非有主治兽医的要求，否则应保证猪只每天能够自由采食营养饲料。 

FW 3：饲料记录 
a. 生产者应有关于饲料成分、复合饲料的成分和配比，以及饲料添加剂的书面记录，

包括饲料厂或供应商的记录。 
b. 这些记录必须应要求提供给 HFAC 检查员。 

FW 4：饲料中禁止使用的物质 
a. 除牛奶和牛奶制品外，不得使用含有哺乳动物或禽类蛋白质源的饲料原料。 
b. 不得给猪只饲喂抗生素或其他有意用于促进生长、提高饲料效率或改变身体成分的物

质。 
c. 抗生素只能在兽医指导下用于个体动物的治疗（即疾病治疗）。 

FW 5：身体状况 
a. 对母猪的饲喂应使其在可预见的最长寿命内保持健康和正常的繁殖能力。 
b. 应根据生产周期仔细计划和维护母猪的体况变化。 
c. 一般来说，在任何时候，动物的体况评分都不得低于 2 分或高于 4 分。到怀孕第 70

天，母猪的体况得分应至少为 3 分。 
 

评分 外观 体况 

1 极瘦 
髋骨和脊柱非常突出；侧腹非常平坦；骨骼

结构明显。 

2 瘦 
呈管状，侧腹平坦。髋骨和脊柱轻压可触，

较容易看见。 



 

 

3 正常 
呈管状。髋骨和脊柱手掌重压可触，肉眼不

可见。 

4 肥 
触不到髋骨和脊柱；尾根被脂肪包围。体型

略凸。 

5 过肥 
髋骨和脊柱被脂肪厚厚覆盖，尾根陷入其

中。中线夹在两侧脂肪之间，稍显凹陷。 

FW 6：避免饲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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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饲喂 
所有进行限量饲喂（即，每天至少一次不喂饱）的猪应在饮食或环境上给予补充，如在

饮食中添加粗纤维，或在猪舍内添加适宜的翻寻材料（泥炭、稻草、锯末、木屑、泥

土、石头、树枝、树叶）。 

FW 8：避免争抢饲料 
a. 母猪的饲喂应避免发生欺凌。 
b. 可在地面上喂食，但地面应干燥洁净，且猪只个体的采食不受猪群内部按等级争食

行为的限制。 

FW 9：饲料易于采食 
a. 使用料槽定量饲喂时，应留有足够的采食空间（1.1 倍肩宽），以供所有猪只同时进

食。采食位是指一头猪在进食时所需的空间。 
b. 如果是自由采食： 

1. 使用干式喂料器，且每个采食位之间不设置头肩部隔离栏时，每个采食位不得多

于 6 头猪； 
2. 若设置有头肩部隔离栏，每个采食位不得多于 10 头猪； 
3. 如果饲料可能与水混合（干湿喂料器），每个采食位不得多于 14 头猪。 

c. 如果对母猪采用室内湿式饲喂，应在每个采食位间设置头肩部隔离栏。 

FW 10：喂料设备 
a. 如果不在地面或地板上喂食，喂料器应保持清洁。 
b. 喂料器或采食处不得有粪便、尿液和其他污染物。 
c. 喂料器应每天检查两次，以确保其功能正常。 
d. 喂料器应易于猪只接触，最大程度避免饲料浪费。 

FW 11：储存饲料的卫生状况 
为了减少鸟粪和害虫的污染，所有用于储存的料斗/料桶应加以覆盖。 



 

 

FW 12：断奶 
除非兽医确认母猪或仔猪的福利或健康会受到不利影响，否则不得在分娩后第四周前给

仔猪断奶。如果采用批次分娩，同批次仔猪的平均断奶日龄应为 28 天或更晚。 

FW 13： 教槽料饲喂 
应向 10 日龄及以后的所有仔猪提供营养适宜、可口的固体饲料，但该饲料不应被母猪

采食。 

FW 14：断奶仔猪的饲喂 
需要特别注意新断奶仔猪的饲料供应，喂料器应容易接近，且空间足以使大多数或所有

仔猪同时进食。 

B. 水 

FW 15：供水 
a. 除非主治兽医有特别指示，否则所有猪每天都应获得充足、清洁、新鲜的饮用水。 
b. 应确保饮水器（高度和流速）得到调整，让每头猪都能喝到水。 

FW 16：使用干湿喂料器时增加饮水器 
当使用干湿喂料器时（即喂料器和饮水器都在同一个采食位），应在猪舍内增加饮水

器。 

FW 17：饮水设备 
a. 饮水器应保持干净 。 
b. 应每天检查两次饮水器，以确保饮水器的性能正常。如果使用乳头式饮水器，应定

期检查是否正常工作，是否堵塞。 

FW 18：泌乳母猪的饮水器 
应随时为泌乳母猪提供清洁的饮用水。泌乳母猪使用的乳头式饮水器要求最低流速为

0.75 夸脱/分钟（0.71 升/分钟）。 

FW 19：应急供水 
应做好预案，保证在无法正常供应饮水的情况下（例如，低温冻结、干旱或当地水井资

源污染）能够应急供应适饮水。 
  



 

 

PART 3：环境 

目标：牲畜的饲养环境必须考虑到它们的福利需求，能够保护它们免受身体不适、热不
适、恐惧和痛苦，并允许它们表现自然行为。 

A. 建筑 

E 1：动物福利促进设施的特征记录 
a. 所有猪舍与动物福利相关的要点应记录在农场日志簿或农场场地平面图上。如果可

行，应在每栋建筑的入口处或入口附近展示这些要点，并进行相应的修改。 
b. 这些要点须包括： 

1. 建筑总面积； 
2. 猪只可利用的建筑面积； 
3. 当前不同日龄和体重的猪只数量，以及每头猪的采食、饮水和躺卧空间。 

E 2：设施设计 
a. 环境中不应有会对猪只造成反复损伤的物理特征。 
b. 为确保没有可能会对猪只造成伤害或痛苦的尖锐边缘或突出物，任何建筑物的内部

（包括地板和所有牲畜可以接触到的内部装置/表面）应： 
1. 精心设计和建造； 
2. 妥善维护； 
3. 定期检查。 

 

E 3：防止因养殖设施造成的伤害 
在室内和室外养殖系统中，猪只身上不应出现因其所处环境的物理特征造成的反复性损

伤(此处是指足以形成颗粒状瘢痕组织的损伤，其程度明显大于意外碰撞和擦伤)。 

E 4：限制建筑物中有毒物质的使用 
猪只不得接触油漆、木材防腐剂或消毒剂形成的有毒烟雾或表面，除非这些物质具有保

护作用，能够杀虫或杀真菌。 

E 5：电气装置 
所有电气装置应： 

1. 猪只无法接近； 
2. 绝缘性能良好； 
3. 防止啮齿动物损坏； 
4. 正确接地； 
5. 定期测试杂散电压。 

E 6：清洁和消毒 
建筑物和围栏的内表面材料应易于清洁、消毒，必要时易于更换。 



 

 

B. 热环境和通风 

E 7：热环境 
a. 应对环境进行保温，避免动物忍受寒冷或炎热。 
b. 推荐的温度范围： 
 

重量  温度范围 
Lb 磅 Kg 千克  °F 华氏度 °C 摄氏度 
7-33 3-15  79-90 26-32 

33-77 15-35  64-79 18-26 
77-154 35-70  59-77 15-25 

154-220 70-100  50-77 10-25 
> 220 > 100  50-77 10-25 

哺乳母猪   59-79 15-26 
窝仔   90 32 

 

E 8：通风 
湿度高以及出现冷凝和贼风易使猪只患呼吸道疾病，建筑物的有效通风对于避免形成此

种环境至关重要。  
 

恰当的通风设计可以让猪只所处高度上方的空气自由流通，避免猪只所处高
度出现贼风。 

E 9：空气质量 
a. 应制定应对措施，确保猪舍内的空气污染物不会达到人可明显观察到猪只出现不

适的水平。 

可吸入粉尘不得超过 5 mg/m3。 

b. 氨浓度应低于 10 ppm，且除非出现短暂恶劣天气使通风受到影响，氨浓度至多

不得超过 25 ppm。猪只水平的氨浓度应至少每两周记录一次。在检查或其他时

间，这些记录须应要求提供给人道农场动物关怀组织。 

E 10：减少热应激 
夏季，应制定应对措施，保护猪只免受热应激影响（例如，让猪只在水里打滚、提供遮

荫处，或使用蒸发冷却器、滴头、冷却垫、喷雾器和/或风扇）。 



 

 

C. 躺卧区域/地面 

E 11：躺卧区域 
a. 室内饲养的猪只应在可躺卧区域饲养或随时可进入躺卧区域(见 E14)，该躺卧区应

当： 
1. 为实心结构（即没有栅孔）； 
2. 有足够的垫料以避免不适 
3. 修成斜面以供排水，或铺设足够的垫料以提供干燥的表面。 

b. 室外系统中饲养的猪应能够进入舒适、干燥的可躺卧区域。躺卧区域面积应足够

大，能够容纳所有猪只同时躺下。在恶劣天气下（如雨、雪、寒冷天气），躺卧区

域还应有覆盖物料，并且有防风设施，能够尽量减少风寒。 

E 12：配种栏 
a. 配种栏的全部地面区域应保持干燥，或铺设有足够的垫料，以便配种时猪只能够稳

定站立。 
b. 畜栏应足够大，以便诱情和配种。 

D. 空间供应量 

E 13：总建筑面积 
提供给猪只的总建筑面积必须不小于其最小躺卧面积的 1.5 倍 

E 14：生长猪的躺卧空间 
生长猪的最小躺卧面积和总空间供应量如下所示： 
 

活重  躺卧面积  总面积 

(千克)  (磅)   (平方米) 
 

(平方英尺)   (平方米)  (平方英尺)  

0 22  .27 2.9  .41 4.5 
20 44  .37 4.0  .56 6.0 
30 66  .43 4.6  .65 7.0 
40 88  .43 4.6  .65 7.0 
50 110  .0.49 5.29  .93 10 
60 132  .61 6.61  .93 10 
70 154  .62 6.66  .93 10 
80 176  .62 6.66  .93 10 
90 198  .62 6.66  .93 10 

100 220  .62 6.66  .93 10 
110 242  .62 6.7  .93 10 
120   264+  .75 8.04  1.1 12 



 

 

E 15：经产母猪和后备母猪的空间供应量 
提供给经产母猪的总建筑面积最小应为 3.5m2/头，提供给头胎和二胎母猪的总面积最小

应为 2.5 m2/头。特殊情况下，经人道农场动物关怀组织检查人员同意，可稍作修改（对

于不同品种和遗传系的猪）。躺卧区面积应至少等于猪只体长的平方，经产母猪至少为

大约 1.5 m2/头，头胎和二胎母猪为 1 m2/头。（分娩空间要求见 E23） 

E 16：公猪栏 
成年公猪栏的尺寸应能让公猪轻松转身并完全伸展躺卧。 

E 17：高温条件下的空间供应量 
在高温条件下可能需要额外的空间，供猪只分开躺卧。同时，使用通风系统或其他热缓

解系统（滴头、喷雾器、冷却垫、蒸发冷却器、水中打滚），将猪的温度保持在可接受

的范围内。 

E 18：行动自由 
猪只应能够随时没有困难地自由转身。禁止使用限制猪转身的单个限位栏（病猪栏除

外）和拴绳。 

E 19：空间限制 
除下列情况外，即使是在必要的最短时间内，也不得对猪实行严密的空间限制或约束：  

1. 为兽医用途进行检查、常规测试、血液取样、治疗或手术期间； 
2. 在特定场合饲喂猪只时； 
3. 标记、清洗或称重时； 
4. 清理猪舍时； 
5. 人工授精期间； 
6. 等待装运时。 

E 20：猪只分群 
a. 猪只应在稳定的群组内饲养，尽量避免混群。 
b. 在猪只生长期间可进一步分小组饲养。 

E 21：防止攻击行为 
应提供让动物安稳进食而不受其他动物过度干扰的设施。 

E 22：减轻攻击行为 
a. 如果已经出现猪只打斗并造成伤害的情况，应制定计划，写入动物健康计划

（AHP；见 H1），并予以实施以防止进一步伤害。 
b. 作为防止打斗致伤的潜在方法，该计划应解决以下问题： 

1. 环境富集； 
2. 降低饲养密度； 
3. 改变饲喂方式。 

c. 应特别注意分群饲养的经产母猪和后备母猪。 



 

 

E. 分娩系统 

E 23：分娩区 
a. 母猪应被安置在铺有垫料（例如稻草）并且可以翻身的产仔环境中。 
b. 分娩前大约 48 小时，须提供足量的筑窝材料，并且材料的类型要能让母猪进行自然

的筑窝行为。锯末和沙子不能作为母猪的筑窝材料。 
c. 不允许使用传统的直而窄的分娩栏。 
d. 已被认可的分娩系统，如倾斜分娩栏和带棚屋的室外牧草地，均可替代传统的分娩

限位栏。 
e. 分娩栏尺寸至少应为 1.8×2.4 m。 
f. 首选 3m × 3m 的分娩栏，因为它们可以为母猪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但是当使用这

种尺寸或更大的围栏时，应为仔猪提供保护区。保护区至少应为 0.8 m2，且需进行

加热。此外，应沿栏壁设置护栏，以防止母猪躺下时将仔猪挤压在栏壁上。护栏应

与栏壁间隔 20cm-25cm，离地 20cm-25cm。 

E 24：分娩前 
a. 在仔猪出生之前，母猪应被安置在干净舒适的产房里。 
b. 看护人员应具备分娩技术方面的经验和能力。 

E 25：分娩后 
a. 母猪分娩后应在分娩区饲养至少 28 天 
b. 除非兽医确认母猪或仔猪的福利或健康会受到不利影响，否则分娩后第四周之前不

得给仔猪断奶，即每批仔猪的平均吃奶时长为 28 天或更长。 

E 26：适合仔猪生长的环境 
a. 产房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母猪挤压到仔猪。 
b. 应补充热源，保持适宜仔猪的温度。 
 

由于普遍实行分批分娩，同一周内出生的仔猪会一起断奶，如果该批次的仔
猪平均在 28 日龄时断奶，则一些仔猪为 25-27 日龄，一些为 29-31 日龄。仔
猪断奶日龄越早，出现福利问题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对于所有在 28 日龄
前（即 25 -27 日龄）断奶的仔猪，需要更细致的管理和营养系统。 

 

F. 环境富集 

E 27：环境刺激 
a. 猪天生好奇，会表现出积极的翻拱行为。须确保猪只随时可以获取稻草或其他合适

的材料，如木屑、锯末或泥炭，以表达翻拱、刨食、啃咬和咀嚼行为。 
b. 给猪只提供其他可摆弄的材料，如链条、球和绳索等。 



 

 

E 28：减少异常行为 
a. 当猪出现伤害其他猪的异常行为（例如，啃咬尾巴、侧腹、耳朵或外阴）时，应立

即给予其他刺激，鼓励它们翻寻或做其他无害行为。 
b. 当此类事件发生时，饲养员须采取措施改善/消除问题。 
c. 应在农场记录中记录每个事件以及采取的措施。 
 

可以通过每天补充翻寻材料、每周至少撒布两次整粒谷物或饲料颗粒，或者
通过维持翻寻行为来打消动物做出异常行为的动机，避免/减少刻板行为或异
常行为。在日粮中添加粗饲料也可以减少限制饲喂的动物在进食前后出现异
常行为。 

 
d. 如果在某猪栏中反复出现异常行为： 

1. 应向兽医咨询关于调整和丰富环境的方案。 
2. 应立即实施该方案。 
3. 继续执行该方案，直到解决问题。 

E 29：隔离 
a. 猪栏的位置或建造方式不得将任何猪与其他猪的视野、声音或气味隔绝开，但因检

疫而隔离的情况除外。 
b. 患病或受伤的猪可在咨询兽医后暂时隔离治疗。 

G. 光照 

E 30：建筑物内光线充足 
室内养猪时，应有足够的照明（无论是采用固定照明还是便携式照明），以便随时对猪

进行彻底检查。 

E 31：光照强度和光照周期 
自然光照时间内，在室内饲养的猪只所在区域，猪只眼睛高度的光照强度至少为 50 lux
（明亮到足以让正常视力的人毫无困难地阅读标准新闻纸上的内容）。 

H. 户外猪舍 

E 32：越冬猪舍 
对于冬季粗放式养殖的猪只，应提供防风防雨的庇护场所，该庇护场所须满足以下条

件： 
1. 有足够的空间，可容纳所有的猪同时躺下； 
2. 有供应充足的干燥垫料。 



 

 

E 33：避暑猪舍 
a. 夏季，猪会面临热应激和晒伤的风险，应提供遮荫区域，且该区域空间足够大，能

够满足以下条件： 
1. 可容纳所有的猪同时躺下； 
2. 如果猪只愿意，可彼此分开躺卧。 

b. 须提供可打滚降温的场地，以及滴水或洒水装置。 
c. 设置户外猪舍和规划动物饲养密度时，须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境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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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须经过全面培训，熟练
掌握畜牧业和动物福利方面的技能，并对饲养系统和所照料的牲畜具有良好的应用知
识。须提供可预测的猪只日常管理流程。 

A. 管理人员 

M 1：理解标准 
管理人员应确保： 

1. 所有饲养员人手一份现行版本的 HFAC《动物护理标准：猪》； 
2. 管理人员和饲养员熟悉本标准； 
3. 管理人员和饲养员理解自己所应进行的工作。 

M 2：管理和记录 
管理人员应： 

1. 为饲养员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培训计划，定期更新，并提供持续专业发展的机会； 
2. 制定并实施应对火灾、洪水或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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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话附近放置一份应急行动计划，突出标明发现紧急情况（如火灾、洪水或停

电）时应遵循的流程； 
4. 确保动物健康计划（见 H1）得到实施和定期更新，并适当记录所需数据； 
5. 维护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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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进出生猪的记录文件，以及药品使用的类型和数量； 
6. D 制定和实施运输计划，包括动物标识方法（见 M9），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等待

时间和对猪重新分群； 
7. 为受伤猪只制定紧急安乐死计划。 

M 3：对经营者的投诉 
a. 要获得认证，企业须维护用于接收、回应和记录有关该企业未遵守 HFAC 标准的投

诉的系统。 
b. 经营者收到投诉时应： 

1. 采取合理措施回应投诉； 
2. 纠正产品或服务中致其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任何缺陷。 

c. 自记录创建之日起，企业应保存书面记录至少 3 年。记录应包含以下信息： 
1. 收到的所有投诉（书面或口头）； 
2. 经营者为回应投诉而采取的措施。 

d. 这些记录须应要求提供给 HFAC。HFAC 将每年至少审查这些记录一次，该审查将

在企业的年度检查期间进行。 



 

 

e. 如果一家企业通过了有机注册，而另一家认证机构或监管有机产业的政府项目对该

企业做出了对其有机状态不利的裁决（如暂停营业或撤销认证、罚款或制裁），则

该企业应通知 HFAC。 

B. 饲养员 

M 4：缓解问题 
饲养员须了解其责任区内猪只容易出现福利问题的时间、环境和条件，并且必须能够证

明其具有识别和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M 5：培训 
a. 在负责牲畜福利之前，应针对饲养员的具体责任内容进行适当的培训。所有饲养员

应能够： 
1. 识别猪只的正常行为、异常行为和恐惧的迹象； 
2. 识别常见疾病的迹象，了解预防和控制措施，并知道何时寻求兽医帮助； 
3. 了解猪只体况评分； 
4. 了解猪只正常蹄部的功能解剖、护理和治疗； 
5. 了解猪只分娩和新生仔猪的护理； 
6. 了解人性化地移动和装载猪只的方法； 
7. 了解人道安乐死的方法。 

M 6：富有同情心的处理 
a. 饲养员须能够以积极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处理动物。 
b. 饲养员还须证明他们熟练掌握可能造成猪只痛苦的操作（例如注射、剪牙和阉

割）。 

C. 接触 

M 7：频繁接触 
饲养员应经常小心抚触猪只，以减少恐惧，改善福利和管理。 

M 8：轻柔处理 
a. 应轻柔而稳定地接触猪只，避免猪只不必要的痛苦或应激。 
b. 不得抓住猪只的尾巴、耳朵或四肢拉拽它们。 
c. 禁止使用电棒，除非动物或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时，电棒可作为最后的手段。如紧急

使用了电棒，应在农场记录中详细说明。 
d. 移动猪只时可以使用赶猪拍和赶猪板，但不得用力击打动物以致在动物身上产生伤

痕或擦伤。 



 

 

D. 标识 

M 9：标识方法 
a. 如有必要对猪只做永久性标识，可使用耳标、印标和刺青的方式。 
b. 这些操作应由训练有素、称职的饲养员使用维护良好的仪器进行。 
c. 禁止将剪耳作为常规标识方法。如果需要剪耳，须告知 HFAC 理由。 

E.设备 

M 10：设备使用 
a. 如安装有影响动物福利的设备，设备管理员应能够： 

1. 证明其操作设备的能力； 
2. 证明其进行日常维护的能力； 
3. 识别常见的故障迹象； 
4. 了解发生故障时所要执行的操作； 
5. 了解并根据需要使用防护设备（见《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细则》）。 

M 11：自动设备 
a. 所有自动设备应必须由饲养员或其他有资质的人员进行彻底检查，每天至少检查一

次，以确保无缺陷。 
b. 当自动设备发现缺陷时： 

1. 应及时修复； 
2. 如果无法修复，应立即采取措施（且必须一直持续到缺陷得到修复），以保护牲

畜不因该缺陷而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或应激。 

M 12：自动通风设备 
当自动设备包括通风系统时，该系统应包含： 

1. 能够在该系统发生故障时发出适当警报的警报器，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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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备用设备或通风方式提供足够通风（不论是否自

动），以防止牲畜因该故障而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F. 检查 

M 13：监测 
饲养员每天应至少检查两次其管理的牲畜和相关设备，并记录观察结果和采取的行动。 
饲养员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种动物福利问题都应立即得到妥善处理。 

饲养员应在日常检查中注意到并及时处理严重的福利问题，否则人道农场动物关怀组织
检查员会将其视为饲养员玩忽职守的证据。  



 

 

PART 5：健康 

目标：饲养家畜的环境应有利于动物健康。所有生产者制定健康计划时应咨询兽医。 

A. 医疗健康实践 

H 1：动物健康计划 
a. 所有生猪养殖单元均应咨询兽医，制定书面的动物健康计划（AHP），并定期更

新。 
b. AHP 应包括： 

1. 疫苗接种详案； 
2. 关于治疗和猪群健康其他方面的信息； 
3. 已知发病和死亡原因； 
4. 猪群总体性能的可接受范围； 
5. 生物安全措施; 
6. 清洁和消毒政策。 

H 2：健康认证计划 
所有生猪养殖单元应登记旋毛虫病和弓形体病健康认证状况，并获得无伪狂犬病和无布

鲁氏菌病认证。 

H 3：健康问题缓解措施 
a. 所有猝死、暴发疾病和人道宰杀的不健康猪只，都应： 

1. 记录在案； 
2. 向兽医报告； 
3. 适当调查； 
4. 记录结果和措施。 

b. 必须遵守所有国家和地方的健康和疾病监测要求。 

H 4：监控猪群性能数据 
a. 应持续监控猪群性能数据，以及时发现疾病或生产障碍的迹象。 
b. 如果任何猪群性能参数低于动物健康计划中确定的可接受范围，应通知兽医并修订

健康计划，以尝试解决问题。 

H 5：管理引入的动物 
a. 从其他地方引入的替代猪只应在入群前进行隔离检疫和/或适当治疗。 
b. 替代猪只的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布鲁氏菌病和伪狂犬病检测结果须为阴

性。 

H 6：治疗生病和受伤猪只 
a. 应规定对生病和受伤猪只进行隔离和治疗。所有受伤、生病或遭受痛苦的猪只应： 



 

 

1. 隔离； 
2. 及时治疗（包括在需要时寻求兽医治疗） 
3. 如有必要，根据美国养猪从业者协会和美国国家猪肉生产者委员会的安乐死指

南，人道地杀死此类猪只。 
b. 病栏内生病和受伤猪只的尿液和粪便应单独处理，以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 
c. 猪栏的构造应便于对其表面有效清洁和消毒，且便于移出死猪。 

H 7：控制寄生虫 
应采取一切实际措施来预防或控制外部和内部寄生虫感染。 

H 8：蹄部保健 
a. 应密切关注蹄部状况，定期检查蹄部是否有异常磨损、过度生长或感染的迹象。 
b. 健康计划中应包括处理跛行和蹄部问题的行动方案。 

H 9：造成身体损伤的操作 
a. 动物关怀标准仅允许采取下列可能造成身体损伤的饲养操作（兽医出于治疗目的采

取的操作除外）： 
禁止将切除新生仔猪犬齿尖锐部分作为常规操作。进行这一操作时，应向 HFAC 工

作人员提交书面申请，并阐明福利方面的理由，工作人员将审核这些材料，如有必

要，会前往该单元探访。材料中应包括以下实例的数量： 
面部损伤 
乳房损伤 
以及出现此类损伤的猪只数量。 
1.  如果剪牙操作得到许可，新生仔猪的犬齿尖应在出生后 4 小时内尽早切除。如

果是病弱仔猪，则在出生后 3 天内进行。剪牙后，牙齿表面应完整光滑。 
a) 剪牙只能由训练有素的合格人员进行。  
b) 最多只能切除犬齿的前三分之一。 
c) 剪牙后，牙齿表面应完整光滑。 
d) 磨牙比剪牙更可取，因为这样不太可能折断牙齿或切除太多的牙齿。 

2. 禁止将剪耳法作为常规标识方法。耳标、印标和刺青是允许的。 
3. 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允许断尾操作，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常规操作也只能剪断

最少量的尾部。如果存在咬尾风险，应采取其他措施防止咬尾，如丰富环境或降

低饲养密度。如果兽医建议进行断尾，应在允许断尾之前通知 HFAC，工作人员

将审查断尾方法和猪只年龄，以及该操作的合理性。审查后，HFAC 将通知生产

商作出最终决定。 
4. 允许阉割公猪，但仔公猪应在 7 日龄内阉割，出于疾病原因阉割 7 日龄以上的公

猪时，应使用麻醉剂和术后镇痛剂。阉割应使用消毒过的设备。 

科学数据表明，在阉割过程中和阉割之后，仔公猪会出现疼痛关联行为。疼痛和不适持续长
达 24 小时，为了缓解这种疼痛，我们一直在审查有关阉割前在睾丸内注射麻醉剂的研究。
然而，在仔细审查文献和可用数据后，我们认为现有方案还不能在农场实施。目前处于研究
中的免疫阉割研究和实验性止痛方案都很有前景。我们将继续审查这些研究，一旦对农场仔



 

 

猪福利有积极净效益的方法被研发出来，我们就会修订标准。在一些国家，生产者根本不阉
割公猪，并在公猪进入初情期之前（通常在五月龄之前），将公猪出栏。 

    
5. 公猪长獠牙的修剪只能由主治兽医或其他训练有素的合格人员进行，并且能确保

其他动物的安全和保护饲养员免受伤害。 
6. 禁止戴鼻环。 

b. 所有这些操作都应以最大限度减少猪痛苦的方式进行，并由兽医或训练有素的合格

人员进行。 

B. 伤猪处理 

H 10：安乐死 
a. 每个农场都应立即制定对受伤猪只进行人道屠宰或安乐死的规定，由指定的、训练

有素的合格工作人员或执证兽医在场内实施。美国国家猪肉委员会安乐死指南中列

出的操作均是可接受操作；这些操作应该张贴在每栋饲养猪只的建筑上。 
b. 如果对如何操作有任何疑问，应在早期阶段咨询兽医，是否有可能进行治疗，或者

是否需要实施人道宰杀以减少痛苦。如果动物处于无法控制的剧烈疼痛中，那么应

立即对其实施人道安乐死。 

H 11：死猪处理 
a. 场外处理： 

1. 所有死猪处理应按照美国农业部或其他政府部门批准的设施或程序进行。 
2. 应记录所有死猪处理的场地名称。 

b. 场内死猪处理：场内掩埋或堆肥必须遵守国家和当地的环境法律法规。 



 

 

PART 6：运输 

目标：动物运输系统的设计和管理应确保家畜不会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或不适。应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于家畜的运输和操作处理。参与运输的人员应经过全面培训，有能力完成所
要求的任务。 

A. 运输前准备 

T 1：饲料和水 
a. 在运输点，猪只应能够饮水。 
b. 建议运输前禁食，以防止运输过程中猪只呕吐。 
c. 应在装猪前至少 4 小时内停止饲喂，但屠宰前禁食不应超过 18 小时。 

除了生产者和饲养员之外，负责运输猪只的人员，例如家畜搬运工，应已经完成了某种
形式的福利和搬运培训课程，例如美国国家猪肉委员会的卡车司机质量保证课程。 

T2： 禁止运送生病或受伤猪只，下列情况除外：使猪只接受兽医治疗，将猪只送至最

近的可供人道屠宰的地方，或者所述动物适于装卸和运输。 

T3：生猪搬运工应接受培训以具备下列能力： 
a. 了解猪只可能受到的应激因素； 
b. 了解猪只对其他猪的反应； 
c. 了解猪只对人的反应； 
d. 了解猪只对陌生声音、景象、声音和气味的反应。 

T4：如果猪有以下行为特征，在运输时应予以考虑： 
a. 这些猪有良好的全方位视野，但在远处看不清楚，某些品种猪只的视野会被

耳朵阻挡。 
b. 这些猪不像其他猪那样倾向于相互追随。 
c. 这些猪有很好的嗅觉。 
d. 这些猪有良好的听力。 

  



 

 

搬运/装卸 

T5：在搬运操作过程中须有木板，并在必要时将之作为搬运的辅助工具。 

T6：禁止出现和使用电棒。 

T7：除非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并且装载空间足以容纳猪只，否则不得移动或装载猪

只。 

T8：如果需要为装卸设备提供坡道，倾斜/下降的角度不应超过 20%（11.3 度）。 

T9：装载坡道和尾板都应能够防止猪掉下来或滑倒。 
在某些情况下，用杂物/稻草覆盖装载坡道和尾板可能有助于防止滑倒。 

T10：猪应尽可能在接近饲养点的地方屠宰。 

T11：运输时间应由屠宰场、运输商和生产商协定，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猪只的运输和等

待时间。 
a. 猪只到达屠宰场或农场后应立即卸载。 
b. 禁止船舶运输。 
c. 猪只运输不得超过八小时。 

 
注：如果农场 8 小时车程内没有屠宰厂（根据我们的标准检验并批准使用），可以考虑

忽略此条规定。 
 
 
  



 

 

PART 7：屠宰 

A. 屠宰程序 

S 1：减少宰前运输 
家畜屠宰前应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 

S 2：专业人员 
参与屠宰的人员应经过全面培训，有能力完成所要求的任务。 

S.3：屠宰要求 
所有屠宰系统的设计和管理应确保家畜不会经历不必要的痛苦或不适。生产者应选择遵

循美国肉类协会（AMI）猪只加工指南的加工商。屠宰加工商将由人道农场动物关怀组

织检查员根据 AMI 指南 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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