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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14章   宰杀爬行动物获取皮、肉和其他产品

第7.14 . 1条

范围

本章提供的建议可在宰杀龟类、鳄鱼类、蜥蜴类及蛇类动物以获取皮、肉和其他产品的过程

中，保证上述动物的福利需求。

第7.14 .2条

定义

本章中定义适用于爬行动物。鉴于这些动物的特征，本章中的一些定义与术语表和第7.5章中

的定义有所不同。

在本章中：

脑脊髓刺毁法：指将探杆或探针穿过枕骨大孔（或用穿透式螺栓枪或枪弹打出的孔）进入大脑

以彻底损坏大脑的方法。

保定：指可减少或消除爬行动物自主或本能反应运动的任何可接受的物理或化学方法，有助于

将其有效致昏或宰杀。

致昏：根据本章对相关物种定义的目标，可导致爬行动物立即失去意识直到死亡的程序，或使

其在感觉不到疼痛或痛苦的情况下失去知觉的程序。

无意识：暂时或永久性破坏大脑功能所引起的无意识状态。

第7.14 .3条

总则

鉴于爬行动物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特点，选择适用的保定、致昏和宰杀方法时，应考虑不同因

素，包括爬行动物的大小、某些物种对特定方法的耐受性或不耐受性、爬行动物的抓捕操作、寻找

静脉的难易度、动物管理员的安全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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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物福利计划

宰杀爬行动物的设施应具备动物福利计划和相关程序，保证在处理爬行动物直至其死亡的所有

阶段均保持良好的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计划应根据本章相关建议（包括第7.14.6条中的标准），针对处理爬行动物的每个步骤

制定标准操作程序。此类计划还应就具体风险制定应急措施，如电力故障或其他可对爬行动物福利

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2.	 人员能力和培训

动物管理员应具备操作和移动爬行动物的必要技能，知道如何致昏并验证有效性，掌握宰杀爬

行动物的技巧，可识别不同物种及其行为，并了解执行日常任务所需的动物福利基础知识和技术

原则。

应有足够数量的工作人员，他们应训练有素并熟悉本章提供的建议及其在国家范围内的应用。

设施管理人员应确保员工均能胜任，并在工作中遵循第7.1.2条中的动物福利指导原则。

设施管理人员应确保员工在上班期间身心健康，足以完成分内的工作。

工作人员可通过正式培训或实践经验获得相关技能，并应由主管部门或其认可的独立机构进行

核实。

3.	 操作、保定、致昏和宰杀爬行动物的考虑因素

选择操作、保定、致昏和宰杀爬行动物的方法时，应考虑爬行动物的以下特征：

- 对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振动刺激的敏感性和反应性；

- 可凭借自身的敏捷性和力量逃脱人的操控和保定；

- 可通过咬伤、伤口感染、紧缠、击伤或毒液螫入对动物管理员造成重大伤害；

- 会由于体温低或代谢率低而导致行动缓慢、反应迟钝，不应将此视为静止或无意识的表现；

- 不会发声是爬行动物的典型特点，即使在高度创伤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 如保定不当，往往会出现逆呕或窒息。

第7.14 .4条

爬行动物的来源和运输

应根据国家法律（包括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法律）和国际条约，尤其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CITES），合法获取爬行动物。

爬行动物应附有可证明其来源的文件。

捕捉和运输爬行动物使用的技术不应损害人类和动物的健康、福利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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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4 .5条

宰杀程序的选择

宰杀爬行动物可先致昏后宰杀或直接宰杀。如选择致昏，则应在动物意识恢复前将其宰杀。

影响宰杀方法选择的因素包括：

- 爬行动物的种类和体格大小；

- 宰杀过程中限制爬行动物移动的保定程度；

- 有效执行宰杀程序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水平；

- 操作员的安全；

- 动物加工步骤和产品用途的相关要求；

- 如使用药物，需考虑药物的可获得性、许可证问题和使用要求、可能的人类虐待风险以及对

产品其他用途的潜在影响，如用于爬行动物、其他动物或人类的消费等；

- 确保设备保持正常工作状态的能力。

宰杀过程：

- 应尽量减少爬行动物的焦虑、恐惧、应激反应和痛苦；

- 应适合爬行动物的种类、体格大小、年龄和健康状况；

- 应可靠并可重复操作；

- 可先致昏（根据第7.14.2条）后宰杀或采用直接宰杀法；

- 如选择先致昏爬行动物，则应在其意识丧失时宰杀。

经济或成本因素可能会影响致昏或宰杀方法的选择，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均不应损害爬行动

物的福利，也不应违反本章所述标准。

第7.14 .6条

评估爬行动物致昏和宰杀结果的指标（或衡量标准）

以下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可用于评估动物福利状况。这些指标及其阈值的使用应根

据致昏和宰杀爬行动物的方法而定。这些指标可作为审查监测方法及其管理的工具，这两者均可影

响动物福利。

衡量致昏和宰杀方法的有效性可采用多种标准，以验证动物丧失意识或死亡，但如有下列任意

一种反应，足以怀疑动物尚未丧失意识：

- 瞳孔对光或移动物体有反应；

- 对物体或运动有眼动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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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眼睑的动物对碰触角膜有眨眼或瞬膜眨动反应；

- 有眼睑的动物有自发性眼睑张开或闭合反应；

- 有意识的防御反应；

- 舌动；

- 下颌肌肉紧张（鳄鱼除外）。

如无上述反应，可通过确认下列功能丧失推断动物已死亡：

- 对向头部施加的刺激无反应，表明大脑活动停止；

- 呼吸；

- 心跳（有心跳并不意味着爬行动物依然活着，但心跳停止可表明动物已死亡）。不应将心跳

停止视为动物死亡的唯一指标。

第7.14 .7条

物理保定

致昏和宰杀爬行动物前，通常需通过物理保定来限制动物的活动，以提高操作精确性。鉴于爬

行动物身体和行为特征，需特别注意此类动物的保定操作。

为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物理保定，保定方法：

- 应可避免动物因设备或人员施力过大而受伤；

- 应可快速固定动物，以免其过度或长时间挣扎；

- 应可避免所有会导致动物疼痛或受伤的其他危险；

- 应避免从脚、腿、尾或头部悬吊动物；

- 不应只固定动物身体的某一部位（如头部或颈部），而任由其余部位过度活动；

- 保定动物口部时，应确保可通过鼻孔自由呼吸；

- 移动动物时，应确保其身体获得充分支撑；

- 应避免将拴住或捆绑爬行动物的腿或脚作为唯一的约束方法。如需采用此类方法，不应对动

物造成伤害或疼痛。

为保证动物福利不应采取以下程序或做法：

- 出于保定或其他原因，造成任何不必要的伤害，如断脊髓、断肢、断腿腱、导致失明等；

- 牵拉或用探针试探动物的敏感部位，验证某些反射（如泄殖腔反射）除外。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过度挣扎，过度移动，过度喊叫，创伤和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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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4 .8条

致昏和宰杀方法引言

致昏可有助于宰杀爬行动物。致昏方法可直接导致爬行动物在丧失意识后死亡，如动物未死

亡，则需采取额外的宰杀步骤。

致昏方法应符合以下条件：

- 与爬行动物的种类、体格大小、年龄和健康状况相适应；

- 可靠并可重复操作；

- 可尽量减少爬行动物的躁动、应激反应和疼痛；

- 根据第7.14.7条，避免或尽量减少动物保定；

- 可导致动物立即丧失意识，或感觉不到疼痛和痛苦直至意识丧失，且这种无意识状态一直持

续到动物死亡；

- 如爬行动物被致昏后未死亡，则应在其无意识期间使用适当方法宰杀。

应按照制造商的建议，正确维护和操作致昏设备，尤其应考虑到动物的种类和体格大小。设备

维护应由设施管理部门负责，并应在主管部门或相关授权机构的监督下进行。如采用的主要致昏

方法不能如第7.14.6条所述使动物丧失意识，则应根据本条，立即采用备用的致昏或宰杀方法（第

7.14.9条到7.14.16条）。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如第7.14.6条所述立即丧失意识或死亡。

第7.14 .9条

电致昏（仅适用于鳄鱼）

电致昏法是以适当频率在一定的时间内向大脑持续施加一定的电流，使动物立即丧失意识，并

一直持续至死亡。

关于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前提下有效使用电致昏的建议如下：

- 设备及其使用程序应经过主管部门或相关授权机构的批准；

- 设备应能向大脑施加足够的电流；

- 设备应在使用前经过科学验证、测试和校准，并按照规定进行维护；

- 应采用所需的最小用电参数（电流、电压和频率）。对于同一物种，这些参数可因个体动物

的体格大小、年龄、体重等而异；

- 应尽量缩短施加电流的时长。对于同一物种，持续时间可因个体动物的体格大小、年龄、体

重等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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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致昏有效后，应立即按照第7.14.10条到7.14.16条规定宰杀爬行动物，以免其恢复意识；

- 为了对爬行动物准确应用电极，应将其有效保定；

- 应根据爬行动物的种类、体格大小和类型选择电致昏设备；

- 应按照制造商的建议，正确清洁、维护和存放设备。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如第7.14.6条所述立即丧失意识。

第7.14 . 10条

穿透式致昏枪

该方法通过致昏枪冲击和穿透动物脑部，使动物丧失意识并对其大脑造成严重损害。致昏枪产

生的冲击力和对大脑造成的物理损伤应能立即导致动物丧失意识和死亡。如动物未死亡，则需根据

第7.14.10条到第7.14.16条，立即采取其他宰杀方法以确保动物死亡。

关于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前提下有效使用穿透式致昏枪的建议如下：

- 应有效保定爬行动物；

- 致昏枪应正确安放在动物头部，以保证枪栓穿透动物大脑；

- 枪栓的重量、长度、直径和形状应适宜；

- 应确定管壳或压缩空气的规格，以保证枪栓速度准确；

- 应根据爬行动物的种类、体格大小和类型，选择设备和电荷；

- 应按照制造商的建议，正确清洁、维护和存放设备。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如第7.14.6条所述立即丧失意识或死亡。

第7.14 . 1 1条

非穿透式致昏枪

穿透式和非穿透式致昏法均利用冲击力的基本原理。非穿透式致昏法又称为“震荡性致昏”，

利用脑震荡导致动物丧失意识和死亡。如在施加冲击后动物没有死亡，则应根据第7.14.10条到第

7.14.16条，立即采用其他宰杀方法以确保动物死亡。

关于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前提下有效使用非穿透式致昏枪的建议如下：

- 应有效保定爬行动物；

- 致昏枪应正确安放在动物头部，以保证将能量以最佳方式传递到动物大脑；

- 枪栓的重量、直径和形状应与动物颅骨和大脑的解剖结构相适应；

- 应根据爬行动物的种类、体格大小和类型，正确选择、维护和调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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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确定管壳或压缩空气的规格，保证枪栓速度准确；

- 应根据爬行动物的种类、体格大小和类型，选择设备和电荷；

- 应按照制造商的建议，正确清洁、维护和存放设备。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如第7.14.6条所述立即丧失意识或死亡。

第7.14 . 12条

头部击打

可手动击打动物头部以引起脑震荡。震荡状态通常伴随意识突然丧失和相关反射丧失。为诱发

动物丧失意识，动物脑部应受到足以破坏其神经功能的击打力，强度击打会导致动物死亡。如击打

后动物没有死亡，则应根据第7.14.10条到第7.14.16条，立即采取其他宰杀方法以确保动物死亡。需

注意的是，由于不同物种之间存在解剖学差异（如鳄鱼脑壳厚度等），头部击打法可能不易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应优先使用其他致昏和宰杀方法。

关于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前提下有效使用头部击打法的建议如下：

- 应有效保定爬行动物；

- 应正确击打，使动物脑部受到足够强烈的击打力；

- 击打工具的尺寸和重量应适宜，以保证产生的冲击力足以引发脑震荡；

- 应根据爬行动物的种类、体格大小和类型选择设备和方法。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如第7.14.6条所述立即丧失意识或死亡。

第7.14 . 13条

枪击

将子弹射入动物脑部可立即导致丧失意识和死亡。枪击爬行动物的心脏或颈部不会立即使其

失去意识，因此，这些部位不宜作为枪击部位。如枪击后动物没有死亡，则应根据第7.14.10条到第

7.14.16条，立即采取其他宰杀方法以确保动物死亡。

需考虑到射程内人员的安全问题，不应手动保定爬行动物。

关于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前提下有效使用枪击的建议如下：

- 应准确瞄准动物脑部；

- 选定的枪械和弹丸应与爬行动物的种类、体格大小和类型相适应；

- 应按照制造商的建议，正确清洁和存放设备。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如第7.14.6条所述立即丧失意识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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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4 . 14条

脑脊髓刺毁法

脑脊髓刺毁法为辅助性方法，通过损坏脑组织来确保动物死亡。使用该方法时，将探杆或探针

穿过枕骨大孔（或用穿透式致昏枪或枪弹打出的孔）插入脑部，随后以离心圆周运动至少快速转动

4次，以确保损坏脑组织。

关于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前提下有效使用脑脊髓刺毁法的建议如下：

- 脑脊髓刺毁法仅能用于无意识的爬行动物；

- 探杆或探针的运动应能确保最大限度地破坏脑组织。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如第7.14.6条所述确认死亡。

第7.14 . 15条

断头法或断脊髓法

可使用利器（如断头台、斧头或刀）切割动物颈部（头骨和第一颈椎间）斩下动物头部。但某

些种类的爬行动物因其解剖学特点而无法使用断头法。采用断脊髓法则无需将动物头部与颈部完全

分离。某些爬行动物在断头或断脊髓后一个多小时内还会保持清醒，因此，仅可对致昏后无意识的

爬行动物施行断头或断脊髓法，随后须立即损毁其脑部组织。

关于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前提下有效使用断头法或断脊髓法的建议如下：

- 断头法或断脊髓法应仅用于无意识的爬行动物；

- 断头或断脊髓后，应立即采用物理方法毁损脑部组织，如立即挤压大脑或施行脑脊髓刺

毁法。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如第7.14.6条所述确认死亡。

第7.14 . 16条

化学药剂

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可使用一些化学药剂对爬行动物进行保定或宰杀。使用这些药剂时，

应由兽医或兽医辅助人员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监督。如动物在给药后没有死亡，则应根据第

7.14.10条到第7.14.16条，采取其他宰杀方法以确保动物死亡。

化学药剂的有效性因爬行动物的代谢率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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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前提下有效使用化学药剂的建议如下：

- 为便于给药，确保使用适当的物理保定；

- 确保使用的化学药剂和剂量适合爬行动物的种类和体格大小；

- 确保使用途径适合爬行动物。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如第7.14.6条所述确认死亡。

第7.14 . 17条

致昏和宰杀爬行动物不可使用的方法

由于爬行动物特定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征，除第7.14.10条到第7.14.16条所述方法外，不得使用

其他任何方法。不可接受的方法举例如下：

- 放血；

- 冷冻或冷却；

- 加热或煮沸；

- 窒息或溺水；

- 使用压缩气体或液体使动物膨胀；

- 活体掏内脏或剥皮；

- 使用收缩带诱发心脏骤停；

- 吸入窒息性气体，如二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或氮气（N2）；

- 使用神经肌肉阻滞药物；

- 颈脱位。

注：于2019年首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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