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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5章   动物屠宰

第7.5 . 1条

总则

1.	 目标

本章就确保食用动物在屠宰前、屠宰过程中直至死亡的动物福利提出建议。

这些建议适用于在屠宰厂屠宰以下家畜：牛、水牛、野牛、绵羊、山羊、骆驼、鹿、马、猪、

平胸鸟、兔和家禽。其他动物以及在屠宰厂外屠宰的所有动物，无论其养殖地点如何，均应设法确

保在运输、圈养、保定和屠宰操作中，不会对这些动物产生不必要的应激。以下建议的基本原则也

适用于这些动物。

2.	 人员

畜牧业从业人员，如从事动物卸载、驱赶、圈养、护理、保定、致昏、屠宰和放血人员等，均

在维护动物福利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屠宰厂应有充足的人员，他们需有耐心、考虑周全、具备

专业技能，并熟悉本章建议及其在其本土的应用。

专业技能可通过正规培训和/或实际经验获得，并需经主管部门或经主管部门认证的独立机构

颁发有效的证书以证明。

兽医机构和屠宰厂管理层应保证屠宰厂工作人员具备相关资质，并按照动物福利各项原则履行

工作任务。

3.	 动物行为

动物操作员应具备操作和驱赶农场家畜的经验和专业技能，熟知动物的行为特点及必要的基本

工作原则。

因种类、性别、性情、年龄、饲养和管理方式不同，动物个体或动物群体的行为有所差异。尽

管如此，家畜通常会表现出下列行为特点，需在操作和驱赶动物时加以考虑。

大多数家畜通常以群体方式生活，并本能地跟随领头动物。

不能将同一群组中容易相互伤害的动物在屠宰厂内混在一起。

在设施的设计中，应考虑某些动物有控制个体空间的需求。

人如果接近动物到一定距离时，动物就会试图逃逸。这个临界距离定义为逃逸区（图7.1），其

大小随动物种类或相同种类不同个体而异，且取决于与人接触的经历。与人密切接触的饲养动物

（如驯养动物）逃逸区较小，而散养或放养动物的逃逸区可能从1米到数米不等。动物操作员应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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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进入动物逃逸区，否则会使动物恐慌，导致动物攻击或试图逃逸。

动物操作员应利用动物肩部平衡点来驱赶动物，在平衡点的后方驱赶则动物前进，在平衡点的

前方驱赶则动物后退（图7.2）。

家畜的视角广，但前方视野有限，立体感差。这意味着动物可察觉到侧面和后方的物体和运

动，但只能判断其正前方的距离。

尽管大多数家畜嗅觉敏感，但对屠宰厂气味的反应会有所不同。操作时应考虑到会引起动物恐

惧或其他不良反应的气味。

与人类相比，家畜的听力频率范围更广，且对高频率声音更敏感。家畜往往易被持续的高频声

音或突然的响声惊吓而造成恐慌。操作动物时，应考虑动物对这类噪声的敏感性。

4.	 干扰因素及消除

设计新的装卸设施或改建现有设施时，应考虑减少潜在的干扰因素，否则会导致进场动物停

顿、突然止步或回转。以下是常见的分散动物注意力的干扰因素及消除方法：

a） 光亮金属或潮湿地面的光线反射：移走灯具或改变照明方式；

b） 斜坡、过道、致昏箱、传送带限制器入口光线暗：使用不直接对准动物眼睛的间接光照或

设置反差大的区域；

c） 人或设备在动物眼前移动：在斜坡和过道安装坚固的挡板或安装遮蔽物；

d） 过道尽头：如有可能，尽量设计成弯道或设置虚幻道；

e） 斜坡或围栏上有链条或悬挂物：移走这些物品；

f） 传送带限制器的入口地面不平或有突然凹陷：避免不平的地面或在传送带下安装坚固的地

板，使动物感觉平坦；

g） 气动设备中发出的气动噪声：安装消音器、使用液压设备或用软管将高压蒸汽排到室外；

h） 金属物体噪声：在门上或其他设备上安装橡胶垫，减少金属间的碰撞；

i） 气流从风扇或气帘吹到动物面部：改变出气口方向或设备位置。

第7.5 .2条

驱赶和操纵动物

1.	 总则

每个屠宰厂应有一份关于动物福利的详细计划，目的是在屠宰操作各个阶段保证维持良好的动物

福利水平，直到动物死亡。计划应包括动物操作过程每一步骤的标准操作程序，确保根据相关指标正

确保护动物福利。还应包括出现意外风险时的纠正措施，如电力故障或可能影响动物福利的其他情况。

将动物运输到屠宰厂时，运输方式应尽可能减少对动物卫生和福利产生负面影响，且应与OIE

动物运输建议相符（参见第7.2章和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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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原则适用于卸载动物、驱赶动物到围栏存养、赶出围栏以及驱赶到屠宰点： 

a） 到达后，应对动物情况进行评估，查看有否动物福利和卫生问题。

b） 需立即屠宰受伤或患病动物，应按照OIE建议立即进行人道宰杀。

c） 不得强迫动物以超过其正常行走的速度移动，以减少跌倒或滑倒造成的伤害。应制定一个

统计动物滑倒和跌倒次数的效能系统，用于评估是否有必要改进驱赶动物的方式和/或设施。

如果设施的设计和建造合理，动物操作员具备专业技能，99%的动物在移动时应不会跌倒。

d） 不得强迫待宰动物踩踏在其他动物身上。

e） 操作应避免造成动物伤害、不适或损伤。任何情况下，动物操作员都不能使用暴力驱赶动

物（如挤压或折断动物的尾巴，抓动物的眼睛或揪动物的耳朵）。动物操作员不可对动物

施以致伤性物体或刺激性物质，尤其是眼睛、口、耳朵、肛门生殖区或腹部等敏感部位。

禁止抛/扔动物，禁止抓尾巴、头、角、耳朵、四肢、皮、毛或羽毛举起或拖拽动物，但

可人工抓举小动物。

f） 如果使用刺棒和其他辅助工具，应遵循以下原则：

ⅰ） 对活动空间很小或没有活动空间的动物，不能用力击打或使用刺棒和其他辅助工具强

迫其移动。电击工具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使用，平常驱赶动物不能使用。电击棒的使用

和及其输出功率应仅限于帮助驱赶动物，并且仅在动物前方有清晰道路时使用。如果

使用刺棒和其他辅助工具后动物没有反应或不移动，不应再反复使用。在这种情况

下，应查明是否有物体或其他障碍妨碍动物前进。

ⅱ） 此类工具应仅限于电池供电，且只能用于猪与大型反刍动物后躯臀部，禁止用于眼、

口、耳、肛门生殖区或腹部等敏感部位。这些工具不适用于任何年龄的马、绵羊、山

羊、犊牛或仔猪。

ⅲ） 允许使用器具包括挡板、旗子、塑料拍、塑料袋、金属响拍和鞭子（前端系有皮革或

帆布小响片的木棍），使用这些器具进行驱赶、引导动物移动，不要造成动物应激。

ⅳ） 驱赶动物不可采用造成动物痛苦的操作（包括鞭抽、脚踢、拖尾、使用鼻钳，以及压

迫眼睛、耳朵或外阴部），或使动物疼痛或难受的刺棒或辅助工具（包括大棒、尖头

木棒、金属头木棍、围栏金属线或厚皮带）。

ⅴ） 不应大声喊叫或制造噪声（如抽鞭子）来驱赶动物，这些操作会引起动物不安，导致

拥挤或跌倒。

ⅵ） 人工抓举动物时，应避免对动物造成疼痛、不适或伤害（如淤伤、骨折、脱臼）。对

于四足动物，人工抓举应仅限于幼龄动物和小体型动物。抓举方式应适合动物种类，

不能只抓举动物皮毛、羽毛、脚、颈部、耳朵、尾巴、头、角和四肢，避免造成动物

疼痛和不适，除非在动物福利或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

ⅶ） 禁止将有知觉的动物抛扔、拖拉和碰倒。

g） 应制定效能标准，用以评价这些工具的使用效果，如驱赶动物时使用电击工具的比例和屠

宰厂内动物滑倒和跌倒的比例。针对任何影响动物福利的因素，如地面过滑等，应立即进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上卷）412 原文为英文版

行调查并予以改进。除使用资源导向型测定外，还应利用结果导向型测定（如淤伤、损

害、行为和死亡率）来监测动物的福利状况。

2.	 对家禽的特别规定

运输笼箱装载密度需视天气情况而定，并注意容器内温度需适应动物品种。

装卸时需特别小心，以免笼箱夹住家禽身体某部位，导致意识清醒的家禽脱臼或骨折。此类损

伤会对动物福利、胴体及肉品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倾倒式出箱运输容器系统不利于保护活禽的动物福利。使用这些系统时，应配备可使家禽滑出

的机械装置，而不能将家禽从超过1米的高处抛下或倾倒在其他家禽身上。

如果运输系统的设计、安装或维护不当，家禽可能陷入或其翅膀或爪可能被卡在运载系统的装

置、网眼或孔洞中。在这种情况下，卸载家禽的操作员应确保轻轻将卡住的家禽取出。

应小心摞放装有家禽的屉式笼箱，以避免对家禽造成损伤。

应给家禽留有充足的空间，让每只家禽可同时卧下且不会相互压到。

骨折和/或脱臼的家禽应在挂上钩链前给予人道宰杀。

应统计到达加工厂时骨折和/或脱臼家禽的数量，以便核实。家禽的骨折或折翅百分率不得超

过2%，目标是低于1%（研究中）。

3.	 有关利用运输容器运送动物的规定

a） 应仔细操作装运动物的运输容器，不能扔、抛或推翻。机械装卸时，运输容器应尽可能保

持水平位置，放置方式应确保通风。任何情况下，运输容器的移动和存放应按照特殊标记

竖直放置。

b） 如果用软底或底部穿孔的运输容器运送动物，卸载时应特别注意避免伤害，条件允许时，

应逐个卸下动物。

c） 以运输容器运输的动物应尽快屠宰。如果哺乳动物和平胸类动物在到达屠宰厂后不能立即

屠宰，则应通过适当设施随时提供饮水。屠宰厂待宰家禽的缺水时间不超过12小时。到达

屠宰厂后12小时没有屠宰的动物，应予以饲喂，随后应以适当间隔提供适量饲料。

4.	 有关动物保定和限位的规定

a） 为维护动物福利，适用于对待致昏或不致昏直接屠宰的动物进行保定的规定包括：

ⅰ） 铺设防滑地面；

ⅱ） 避免保定设备的压力过大导致动物挣扎和吼叫；

ⅲ） 使用减少气动噪声和金属设备碰撞声音的设备；

ⅳ） 避免保定设备上有伤害动物的锋利边缘；

ⅴ） 避免保定设备抖动或突然移动。

b） 禁止对有知觉动物使用以下导致动物剧痛和应激的保定方法：

ⅰ） 悬挂和吊起动物的脚或腿（家禽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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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随意或不恰当使用致昏设备；

ⅲ） 以机械固定动物的腿脚（捆拴家禽和鸵鸟除外）作为主要的保定方法；

ⅳ） 为了固定动物而打断腿、割断肌腱或弄瞎眼睛；

ⅴ） 使用匕首或刀切断动物脊髓，或使用电流保定动物，除非致昏。

第7.5 .3条

待宰栏设计和建造

1.	 一般原则

待宰栏的设计和建造应可容纳一定数量的动物，符合屠宰厂的屠宰量，不影响动物福利。

为尽可能顺利而有效地操作而不给动物造成伤害和过度应激，待宰栏的设计和建造应利用动物

的行为特点，并确保不会过度侵入动物的逃逸区，使动物能朝要求的方向自由运动。下列建议有利

于达到这一目的。

2.	 待宰栏设计

a） 待宰栏的设计应保证动物从卸载到屠宰点单向移动，且经过的急拐弯角数量应最少。

b） 在家畜屠宰厂，围栏、通道和过道的设置方式应方便可随时对动物进行检查，适当时候将

患病或受伤动物移走，并提供单独围栏。

c） 每个动物应有站立和躺卧的空间，动物被限制到围栏中时应能转身，除非出于安全考虑而

限制动物活动（如暴躁的公牛）。为避免福利问题，暴躁动物在运抵屠宰厂后应立即屠宰。

待宰栏应为拟接收的动物提供充足的容纳空间。应随时给动物提供饮水，给水方式要适合

动物种类。水槽的设计和安装应减少被动物粪便污染的风险，避免引入造成动物淤伤和伤

害的风险，且不能妨碍动物移动。

d） 围栏设计应能使尽可能多的动物靠墙站立和躺卧。提供食槽时，食槽数量和喂食空间应充

足，使所有取食动物都能够获得饲料。食槽不能妨碍动物移动。

e） 使用系绳、链条或个体限位栏时，其设计应能避免造成动物受伤或不适，使动物能够站

立、躺卧，并可获得提供的饲料和饮水。

f） 通道和过道应为直线型或平缓弯曲，并适合动物种类。通道和过道应有坚固的侧板，在使

用双路过道时，中间侧板应使并行的动物能相互看见。猪和绵羊的通道应足够宽阔，使两

头或多头动物能够尽可能并排行走。在通道狭窄的地方，应防止动物拥挤。

g） 动物操作员应站在弯曲过道或通道的内侧，充分利用动物绕过外来物体的天性。如果使用

单向门，则设计时应考虑避免造成动物淤伤。过道地面应比较平坦，如果有一定坡度，应

注意使动物能够自由通过，避免伤害。

h） 在屠宰量大的屠宰厂，待宰栏与通往致昏或屠宰点的过道之间应设有地面平坦、围栏坚固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上卷）414 原文为英文版

的等待栏，确保动物能不间断地到达致昏或屠宰点，避免动物操作员从存养栏紧急驱赶动

物。等待栏最好呈环形，总之，其设计要能够避免动物拥堵或踩踏。

i） 车辆平板和卸载区高度不同或有间隙时，应使用斜坡或升降机来装卸动物，卸载斜坡的设

计和建造应能水平或以最小坡度卸载动物。应提供侧面保护设施，以防动物逃逸或跌落。

斜坡应能排水，并铺设可调整的防滑地面，使动物能够有序走出车辆，避免不适或伤害。

3.	 待宰栏建造

a） 应建造待宰栏并进行维护，以保护动物免受恶劣天气影响，应使用坚固结实的材料，如水

泥和防腐处理金属材料，表面应易于清洁。要避免伤害动物的锋利边角或突出物。

b） 地面应排水良好和防滑，不能对动物蹄/脚造成伤害。必要时，地面应隔热或适当铺撒垫

料。排水地漏应安装在围栏或通道边，而不在动物通道上。避免地面、墙或门的色彩、样

式、质地等的多变不连贯，避免引起动物突然止步不前。

c） 待宰栏应提供充足照明，但要避免刺眼的光线和阴影，防止造成动物恐慌或影响动物移

动。可充分利用动物倾向于从黑暗区域移向光亮区域这一特点，提供可调式照明。

d） 待宰栏应通风良好，确保废气（如氨气）不会聚集，且尽量减少气流直接吹到动物身体

上。通风系统应适合天气条件和存养动物数量。

e） 应保证动物免受过大或潜在的噪声干扰，如避免使用气压或液压设备，使用适当的橡胶垫

减少金属设备噪声或减少噪声向动物存养/屠宰区域的传播。

f） 当动物存养在没有天然遮蔽物或阴凉的露天围栏时，应确保动物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

第7.5 .4条

待宰栏内动物的护理

待宰栏内动物护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尽可能将已建群的动物放在一起，每个动物应有足够的空间站立、躺卧、转身。分开相互打斗

的动物。

2） 使用系绳、链条或个体限位栏时，应使动物可以站立、躺卧而不造成伤害或不适。

3） 使用垫料时，应保持垫料清洁，尽量降低对动物卫生和安全的风险。垫料用量应充足，以防动

物被粪便污染。

4） 应确保动物在围栏中安全，防止其逃逸或受到天敌的威胁。

5） 动物到达之后，应随时提供充足的饮水，除非立即屠宰。

6） 待宰时间应尽量缩短，不应超过12小时。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则应根据动物种类，在动物到达

时和到达后按适当间隔时间提供适量饲料。未断奶动物应尽快屠宰。

7） 为防止热应激，应对高温敏感的动物，尤其是猪和家禽，通过喷水、风扇或其他适当方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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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使用喷水时，应注意喷水会降低动物（尤其是家禽）温度调节能力。同样，应注意低温或

温度骤变对动物构成的风险。

8） 围栏区域应照明良好，不晃眼，让动物能够辨明方向。夜晚光度应暗一些，但应充足，以便于

检查动物。柔和的光线（比如蓝光）有助于使围栏中的家禽保持安静。

9） 至少每天早晚分别检查一次围栏内动物的卫生状况，应由兽医或在兽医负责下由具备专业技能

的人员，如动物操作员进行检查。患病、虚弱、受伤或有明显不适症状的动物应加以隔离，兽

医应立即提出治疗或人道宰杀的建议。

10） 泌乳动物应尽快屠宰。泌乳动物在乳房膨胀明显时应挤奶，以降低不适。

11） 运输途中或围栏中生产动物的应尽快屠宰，或提供适当哺乳条件，确保母畜和仔畜福利。正常

情况下，临产动物一般应禁止运输。

12） 有角或獠牙等能伤害其他动物的动物如果有打斗倾向，应单独隔离。

13） 应保护待宰家禽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并提供充足通风。

14） 对装在运输容器中的家禽，到达时要进行检查。堆放运输容器时，应留出足够空间，以便检查

家禽，易于空气流通。

15） 在某些情况下，为避免温度和湿度升高，可采用强制通风或其他降温系统。应按适当的间隔监

测温度和湿度。

关于不同动物类型的操作建议详见第7.5.5条到第7.5.9条。

第7.5 .5条

孕期动物屠宰时胎儿的管理

正常情况下，处于孕期最后10%时间内的动物既不能运输也不能屠宰。如需屠宰，动物操作员

应确保能对母畜进行单独管理，并实施以下程序。在任何情况下，屠宰过程中都应维护母畜和胎儿

的福利。

母畜被断颈或开胸之后5分钟内，不能从子宫内取出胎儿，以确保胎儿失去意识。

在此阶段胎儿通常会有心跳和胎动，但仅在胎儿有了呼吸后才会牵涉到动物保护问题。

如果从子宫内取出成熟的活胎，则应避免其肺部吸入空气（比如用钳子夹住气管）。

孕期动物屠宰后，如果不需摘取子宫、胎盘、胎儿组织（包括胎血），则整个胎儿应保留在子

宫内直至胎儿死亡。如果需要摘取子宫、胎盘、胎儿组织，且具备条件时，则母畜断颈或开胸后至

少15～20分钟方可取出胎儿。

如对胎儿是否死亡存有疑问，可使用适当尺寸的致昏枪或钝物击打胎儿头部进行宰杀。

上述建议不涉及胎儿救助。胎儿救助是指在剖开母畜内脏，发现胎儿仍然活着时对胎儿的救助。

商业屠宰中不能实施胎儿救助，否则会导致新生胎儿严重的福利问题，包括救助前缺氧造成的大脑

功能损伤、未发育成熟导致呼吸功能不全和体温调节障碍，以及因缺少初乳造成感染率升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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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 .6条

操作和保定方法及相关动物福利问题一览表（表7.3）

表7.3  操作和保定方法及相关动物福利问题

动物状况 具体程序 具体目的 动物福利相关问题 动物福利关键要素 适用动物

不
保
定

动物群

群装运输容

器
气体致昏

具体程序仅适于气体致

昏

动物操作员专业

技能；设施质量；

装运密度

猪、家禽

野外 枪击
未能对准目标或枪击部

位不当，未能一枪击毙

操作人员专业技

能
鹿

群致昏围栏 头部电致昏
动物乱动，妨碍使用手

动电击或机械致昏方法

待宰栏和致昏点

操作人员专业技能

猪、绵羊、山

羊、犊牛

单个动物
致 昏 围 栏 /

箱

电击和机械

性致昏方法

动物装载；致昏方法的

准确性、地面过滑和动物

摔倒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

牛、水牛、绵

羊 、 山 羊 、 马 、

猪 、 鹿 、 骆 驼 、

平胸鸟

保
定
方
法

头部保定，

直立

缰 绳 / 头 套 /

笼头

致昏枪；枪

击

适于经过缰绳拴系训练

的动物；未经训练动物产

生应激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

牛 、 水 牛 、

马、骆驼

头部保定，

直立
颈珈

致昏枪；头

部电致昏；枪

击；不致昏直

接屠宰

装载以及抓住颈部时会

产生应激；长时间固定，

角会产生应激；不适于快

速流水线，由于光滑地板

和过大压力造成的动物挣

扎和跌倒

设备；动物操作

人员专业技能；快

速致昏或屠宰
牛

腿部保定

一 条 腿 关

节弯曲处固定

（ 其 余 三 条 腿

站立）

致昏枪；枪

击

不 能 有 效 控 制 动 物 运

动；未能对准目标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

种猪（公猪和

母猪）

直立保定 固定喙
致昏枪；头

部电致昏
抓捕应激

动物操作人员数

量充足，具备专业

技能

鸵鸟

直立保定
头部保定在

电致昏箱内
头部电致昏 抓捕和固定时的应激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
鸵鸟

人工保持身

体直立
人工保定

致昏枪；头

部电致昏；不

致昏直接屠宰

抓捕和保定应激；致昏/

屠宰准确性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

绵 羊 、 山 羊 、

犊 牛 、 平 胸 鸟 、

小骆驼、家禽

机械保持身

体直立

机 械 夹 住 /

挤压/V形保定

器（固定）

致昏枪；电

致昏；不致昏

直接屠宰

动物装载和用力强迫；

压力过大

设 备 合 理 设 计 ，

正常运行

牛、水牛、绵

羊 、 山 羊 、 鹿 、

猪、鸵鸟

人工或机械

侧面保定

保 定 器 / 支

架/挤压

不致昏直接

屠宰
保定应激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

绵 羊 、 山 羊 、

犊牛、骆驼、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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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状况 具体程序 具体目的 动物福利相关问题 动物福利关键要素 适用动物

保
定
方
法

向上机械保

定

机械腿（固

定的）

不 致 昏 直

接屠宰；电致

昏；致昏枪

动物装载和用力强迫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

牛、绵羊、山

羊、猪

人工或机械

直立保定 
固定翅膀 电致昏 致昏前施以过高电压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
鸵鸟

保
定
和\

或
传
送
方
法

机械直立

V 形保定器

电致昏；致

昏枪；不致昏

直接屠宰

动物装载和用力强迫；

压力过大；保定器与动物

尺寸不匹配

设 备 合 理 设 计 ，

正常运行

牛、犊牛、绵

羊、山羊、猪

机 械 腿 - 捆

扎保定器（移

动的）

电致昏；致

昏枪；不致昏

直接屠宰

动物装载和用力强迫；

保定器与动物尺寸不匹配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设施合理

设计与布局

牛、犊牛、绵

羊、山羊、猪

平 床 / 板 ；

从运输容器倒

入传送带上

电致昏前将

家禽倒挂；气

体致昏

倒 入 时 造 成 应 激 和 受

伤；倾倒有意识家禽的高

度；家禽骨折和脱臼

设 备 合 理 设 计 ，

正常运行
家禽

悬挂和/或倒

挂

家禽挂钩
电致昏；不

致昏直接屠宰

倒挂应激；束缚腿骨造

成疼痛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设备合理

设计，正常运行

家禽

锥形装置

头 部 电 致

昏 ； 致 昏 枪 ；

不致昏直接屠

宰

倒挂应激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设备合理

设计，正常运行

家禽

直立保定 机械夹腿 头部电致昏 鸵鸟抵抗保定应激

具备资质的动物

操作人员；设备合

理设计，正常运行

鸵鸟

倒
挂
保
定

旋转箱

固 定 夹 板

（ 如 温 伯 格 围

栏）

不致昏直接

屠宰

倒挂应激；抵抗保定应

激；长时间保定，吸入血

液和食物，保定时间应尽

量短

设 备 合 理 设 计 ，

正常运行
牛

弹性夹板
不致昏直接

屠宰

倒挂应激；抵抗保定应

激；长时间保定；最好使

用侧面固定的旋转箱。保

定时间应尽量短

设 备 合 理 设 计 ，

正常运行
牛

身
体
保
定

抓住/ 缚住

人工

机 械 致 昏 ；

不致昏直接屠

宰

抵抗保定应激；动物性

情；淤伤；保定时间要尽

量短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

绵 羊 、 山 羊 、

犊 牛 、 小 骆 驼 、

猪

绳索固定

机械致昏方

法；不致昏直

接屠宰

抵抗保定应激；长时间

保定，动物性情；淤伤；

保定时间要尽量短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
牛、骆驼

腿
部
保
定

绑住3～4条

腿

机械致昏方

法；不致昏直

接屠宰

抵抗保定应激；长时间

保定，动物性情；淤伤；

保定时间要尽量短

动物操作人员专

业技能

绵 羊 、 山 羊 、

小骆驼、猪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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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 .7条

致昏方法

1.	 总则

屠宰厂的管理责任主要包括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所用致昏方法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以及设备维

护，主管部门应予以定期检查。

执行致昏的操作人员应经过适当的培训且能胜任，并确保：

a） 动物适当保定；

b） 保定动物需尽快致昏；

c） 依照厂家说明书正确维护和操作致昏设备，尤其需按照有关动物种类和大小的说明；

d） 正确使用设备；

e） 致昏动物需尽快放血（屠宰）；

f） 屠宰可能延迟时，不能提前致昏动物；

g） 如主要致昏方法失败，应立即使用备用致昏设备。如能提供可进行人工检查的区域及简单

的干预方法，如致昏棒或家禽的断颈操作，可以避免一些潜在的福利问题。

另外，操作人员应能辨认动物是否正确致昏，并采取适当措施。

2.	 机械致昏

通常使用机械设备对准动物头部前方，并与头部骨骼表面垂直。各种机械致昏方法详见第7.6

章和第7.6.6条、第7.6.7条和第7.6.8条。

使用机械设备正确致昏的迹象如下：

a） 动物立即瘫倒在地，并不挣扎站立；

b） 射击后，动物的身体和肌肉立即强直（僵硬）；

c） 正常节律性呼吸停止；且

d） 眼睑张开，眼睛直视前方，不会转动。

对家禽可使用以弹筒、压缩空气或压缩弹簧为动力的致昏棒。最佳致昏位置位于头顶，垂直射

入。按生产厂商说明使用屠宰棒，可击碎家禽头盖骨及脑，立即将其致死。

3.	 电致昏

a） 一般原则

 电击设备的使用应根据以下原则：

 电极的设计与制造应合理，定期进行维护和清洗，以确保最佳电流强度，遵守使用说明。

电极位置应确保电击大脑，除非动物已被致昏，否则，不允许电流避开大脑操作。不允许

仅在两腿之间使用电流的致昏方法。

 另外，如果需要同时使心脏停止跳动，则应在电击大脑后立即电击心脏，前提是确保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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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充分致昏，或电极同时覆盖大脑和心脏。

 电致昏设备不能作为引导、驱赶、保定或固定动物的方式，禁止在致昏或屠宰前对动物实

施电击。

 用电击设备致昏动物前，应通过适当的电阻和代用物来测试，确保输出电量足以致昏

动物。

 电击设备上应配备监测器，显示电压（实际有效值）和电流（实际有效值），至少每年进

行一次校准。

 可采取适当措施，如在接触点剪毛或弄湿皮肤，减少皮肤阻抗，便于有效致昏。

 致昏设备应与动物种类相适宜，应为电致昏设备提供充足的电力，确保持续输出下表推荐

的最低电流强度。

 任何情况下，电击开始后1秒内应达到最低电流，至少维持1～3秒，并按照操作说明书操

作。表7.4列出了头部致昏的最低电流强度。

表7.4  不同动物头部致昏的最低电流强度

动物种类 头部致昏的最低电流强度（安培）

牛 1.5 

犊牛（6月龄以内） 1.0 

猪 1.25 

绵羊和山羊 1.0 

羔羊 0.7 

鸵鸟 0.4 

b） 禽鸟水浴电击

 铰链不能有明显弯曲和陡峭坡度，铰链应尽量短以保证移动速度，确保禽鸟到达水浴池时

位置正确。可有效使用胸部安慰器来减少翅膀的震动并镇定禽鸟。为确保禽鸟能平静进入

浴池而不扇动翅膀，以避免提前受到电击，铰链与水浴池入口的角度、水浴池入口和水浴

池溢水排水口的设计都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禽鸟悬挂在移动链条上时，应采取措施确保禽鸟在致昏设备口不振动翅膀。应保证禽鸟正

确地固定在铰链上，但不能对腿部施加过大压力。铰链尺寸应与禽鸟腿骨（跗跖骨）尺寸

相宜。

 禽鸟双腿都应挂在铰链上。

 脱臼、断腿和断翅的禽鸟应以人道方式宰杀，而不应挂在铰链上。

 应尽可能缩短致昏前在铰链上的吊挂时间。任何情况下，挂链和致昏之间的间隔不应超出

1分钟。

 家禽水浴池要足够大和足够深，适合屠宰禽鸟的种类。水浴池高度应可调整，以确保能浸

没每只禽鸟头部。电极长度应与水浴池长度相同。水深应浸没到禽的翅膀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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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浴池应正确设计与使用，确保铰链通过水面上方时一直与接地胶棒接触。

 水浴池的控制盒应配备电表，以显示通过禽鸟的电流总量。

 使用铰链挂钩时，最好在吊挂禽鸟前将铰链和鸡腿接触点充分湿润。为增加水的导电性，

建议必要时可在水中加盐，定期加盐以保持水浴池浓度恒定。

 使用水浴池可分群致昏禽鸟，不同禽鸟阻抗不同。应调整电压，根据下表每只禽鸟的电流

要求，乘以同时在水浴池中禽鸟总数。下表数值在使用50赫兹交流电时可达到满意效果。

 通电时间应至少为4秒。

 可使用令人满意的较低电流，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确保禽鸟立即昏迷，并一直持续到因失

血或心脏停止而死亡。如果电流频率高，则应提高电流强度。

 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尚有意识或活禽没有进入烫池。

 使用未配备致昏和放血防故障装置的自动系统时，应有人工备用系统，确保在水浴池或自

动断颈机漏掉的禽鸟能被致昏并立即屠宰，在进入烫池前死亡。

 为了减少没有被有效通过击打脖子而致昏禽鸟的数量，应采取措施确保小的禽鸟不在较大

的禽鸟身上行走，这些小禽鸟单独致昏。水浴池的高度应根据禽鸟的大小来调整，确保小

禽鸟翅膀根部沉浸在水浴池中。

 水浴致昏设备应安装能显示和记录电关键参数细节的装置。

 使用50赫兹的交流电时致昏家禽的最低电流强度见表7.5：

表7.5  使用50赫兹的交流电时致昏家禽的最低电流强度

动物种类 电流（毫安/只）

肉鸡 100 

蛋鸡（淘汰鸡） 100 

火鸡 150 

鸭、鹅 130 

使用高频电流时致昏家禽的最低电流强度见表7.6：

表7.6  使用高频电流时致昏家禽的最低电流强度

频率（Hz）
最低电流（毫安/只）

鸡 火鸡

50～200 100 250

200～400 150 400

400～1 500 200 400

4.	 气体致昏（研究中）

a） 二氧化碳致昏猪

 二氧化碳致昏的体积浓度最好为90%，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于80%。进入致昏室后，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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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将动物传送到气体浓度最高点，直到动物死亡或昏迷，并持续到放血致死。理想情况

下，猪应在该浓度二氧化碳环境暴露3分钟。动物从气体致昏室运出后应立即放血。

 任何情况下，气体的浓度应确保尽可能降低动物昏迷前的所有应激反应。

 二氧化碳致昏室和传送设备应合理设计、建造和维护，避免给动物造成伤害或不必要的应

激。致昏室内的动物密度应避免造成动物堆积。

 传送装置和致昏室内要有充足的光照，使动物能观察到周围环境，如有可能，应能相互

看到。

 使用致昏室时，应能进入检查，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接近动物。

 致昏室应配备连续测量并显示记录致昏点二氧化碳浓度和暴露时间的装置，并配备二氧化

碳低于要求浓度时可清晰看到、听到的报警系统。

 致昏室出口位置应配备紧急致昏设备，用于可能未完全昏迷的猪。

b） 惰性混合气体致昏猪

 吸入高浓度二氧化碳会导致动物厌恶和不适，因此，正在开发非刺激性混合气体。

 这些混合气体包括：

ⅰ） 氧气浓度不超过2%的氩、氮或其他惰性气体；或

ⅱ） 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30%，二氧化碳、氩、氮或其他惰性气体混合气体中氧浓度不超

过2%。

 暴露在混合气体中的时间应足够长，以确保猪在放血或心脏停止死亡前不会苏醒。

c） 气体致昏家禽

 气体致昏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有意识的家禽在水浴致昏和屠宰系统内的疼痛和不适。因此，

气体致昏仅适用于板条箱内和传送带系统上的禽鸟。混合气体应不刺激家禽。

 对运输容器或板条箱内的活禽，应逐步升高二氧化碳浓度，直至正确致昏。放血过程中不

应有禽鸟苏醒。

 在运输容器中将家禽气体致昏，可避免加工厂的活禽操作以及电致昏时产生的问题。在传

送带上将家禽气体致昏，可避免水浴池电致昏时产生的问题。

 应使用运输板条箱或传送带将活禽运进气体致昏室。

 以下气体程序已成功用于鸡和火鸡，但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家禽。任何情况下，都应对程序

进行合理设计，确保所有动物能被正确致昏且不会造成痛苦。家禽气体致昏关键注意事项

如下：

- 确保系统的入口和过道平滑，可使板条箱或禽鸟顺利通过；

- 避免板条箱或传送带上禽鸟拥挤；

- 操作过程中，持续监控并维持气体浓度；

- 应安装视、听警报器，在气体浓度与动物种类不适宜时报警；

- 校准气体控制系统，并保持记录以便核对；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上卷）422 原文为英文版

- 确保混合气体中暴露时间足够长，以避免苏醒；

- 监控苏醒迹象并采取处理措施：

- 确保血管切断，使无意识家禽死亡；

- 确保所有禽鸟在进入烫毛池前死亡；

- 制定应急程序，以防系统发生故障。

ⅰ） 用于家禽致昏的气体混合物包括： 

- 暴露于40%二氧化碳、30%氧气和30%氮气的混合物中至少2分钟，然后暴露于含

80%二氧化碳的空气中至少1分钟；或

- 暴露于任何比例混合的氩、氮或其他惰性气体与空气和二氧化碳的混合物，其中二

氧化碳的体积浓度不超过30%，残余氧气的体积浓度不超过2%，至少2分钟；或

- 暴露于氩、氮、其他惰性气体或这些气体与空气的任何混合物，其中残余氧气的最

大体积浓度不超过2%，至少2分钟；或

- 暴露于至少含55%二氧化碳的空气中，至少2分钟；或

- 暴露于含30%二氧化碳的空气中至少1 分钟，然后暴露于至少含60%二氧化碳的空

气中至少1分钟。

ⅱ） 保证使用的有效性，应做到：

- 气体注入致昏室前，应在室温下将压缩气体气化，以防止任何热冲击。任何情况

下，冻结温度的固体气体都不能进入致昏室。

- 应将混合气体湿化。

- 应监测和显示致昏室内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浓度，确保禽鸟缺氧。

任何情况下，暴露于气体混合物的禽鸟不应苏醒，必要时可延长暴露时间。

5.	 放血

从动物福利角度出发，使用可逆方法致昏的动物应立即放血。从致昏到放血的最长间隔取决于致

昏方法、动物种类和放血方法（断颈或开胸）。因此，屠宰厂操作人员应根据这些因素确定从致昏到

放血的最长间隔，确保动物在放血期间不会苏醒。在任何情况下，均应遵守以下时间限制（表7.7）：

表7.7  不同致昏方法下从致昏到放血的最长时间间隔

致昏方法 从致昏到放血的最长时间间隔

电击，非穿透性致昏 20秒

二氧化碳致昏 60秒（离开致昏室后）

动物放血应采取割断双侧颈动脉或其致命血管（如胸腔穿刺）的方法。但当致昏方法导致心脏

停止跳动时，从动物福利角度出发，没有必要切断这些血管。

在整个放血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可观察、检查并接近动物。任何有苏醒迹象的动物应再次致昏。

切断动物血管后30秒内，不能对动物胴体实施烫毛或脱毛程序，直到动物脑干反射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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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 .8条

致昏方法及相关动物福利问题一览表（表7.8）

表7.8  致昏方法及相关动物福利问题

方法 具体方法
动物福利 

相关问题

动物福利 

关键要素
动物 备注

机械

致昏

枪击
未能对准目标，弹

道不合适

操 作 员 能 力 ， 实

现第一枪直接杀死

牛 、 犊 牛 、 水

牛 、 鹿 、 马 、 猪

（公猪和母猪）

个人安全

致昏枪-穿透
未能对准目标，速

度和直径不对

操 作 员 专 业 技 能

和设备维护；保定；

准确度

牛 、 犊 牛 、 水

牛 、 绵 羊 、 山 羊 、

鹿 、 马 、 猪 、 骆

驼、平胸鸟、家禽

（不适于疑似传染性

海绵状脑病采样）应有

备用致昏枪，以防无效

射击

致昏枪-非穿透

未能对准目标；速

度和直径不对；失败

率可能高于穿透式致

昏枪

正 确 操 作 和 维 护

设 备 ； 保 定 ； 准 确

度

牛 、 犊 牛 、 绵

羊 、 山 羊 、 鹿 、

猪 、 骆 驼 、 平 胸

鸟、家禽

不建议将这些设备用

于小公牛和头骨厚的动

物。仅在没有其他方法

时才用于牛和绵羊

人工撞击
未能对准目标；力

量不够；工具的大小

操作员专业技能；

保 定 ； 准 确 度 ； 不

建议作为常用方法

年幼或小型哺乳

动物、鸵鸟和家禽

机 械 致 昏 可 能 更 可

靠；用人工致昏时，应

能对中央头骨一次致昏

电致

昏

可采用下列两种方

式实施两步法操作：

1.头部通电，然后

头部到胸部通电；

2.头部通电，然后

胸部通电

实施致昏操作前意

外电击；电极位置；

动 物 清 醒 时 给 予 电

流；电流和电压不对

正 确 操 作 和 维 护

设 备 ； 保 定 ； 准 确

度

牛 、 犊 牛 、 绵

羊、山羊和猪、平

胸鸟和家禽

第一次电击时，禁止

使用对头部反复电击或

电流短时间内（＜1秒）

通过头或头-腿的方法

可采用下列三种方

式实施一步法操作：

1.头部通电；

2.头部到身体通电；

3.头到腿通电

实 施 致 昏 操 作 前

意外电击；电流和电

压不对；电极位置不

对；动物苏醒

正 确 操 作 和 维 护

设 备 ； 保 定 ； 准 确

度

牛 、 犊 牛 、 绵

羊、山羊、猪、平

胸鸟、家禽

水浴

保定；实施致昏操

作前意外电击；电流

和电压不对；动物苏

醒

正 确 操 作 和 维 护

设备维护
家禽

气体

致昏

二氧化碳空气/氧气

混合物；二氧化碳和

惰性气体混合物

高浓度二氧化碳刺

激；呼吸系统不适；

暴露不充分

浓 度 ； 暴 露 的 时

间 ； 设 备 的 设 计 、

维 护 和 操 作 ； 密 度

管理

猪、禽

惰性气体 动物苏醒

浓 度 ； 暴 露 的 时

间 ； 设 备 的 设 计 、

维 护 和 操 作 ； 密 度

管理

猪、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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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 .9条

屠宰方法及其相关动物福利问题一览表（表7.9）

表7.9  屠宰方法及其相关动物福利问题

屠宰方法 具体方法 动物福利相关问题 主要要求 动物 备注

不致昏切断

颈部血管放血

从正面完

全切断喉咙

未能切断双侧颈动脉；

切断动脉发生闭塞；切

断时及之后疼痛

操 作 员 专 业 技 能 精

湛 ； 刀 刃 锋 利 ， 刀 体

长，足以使刀尖穿透切

口露在外面；刀尖不用

于切割；断喉时，切口

不应在刀的上部闭合

牛 、 水 牛 、

马 、 骆 驼 、 绵

羊 、 山 羊 、 家

禽、平胸鸟

放血完成前不进行任

何操作（如哺乳动物放

血至少30秒）；放血后

不移除血凝块以免动物

痛苦

致昏放血

从正面完

全切断喉咙

未能切断双侧颈动脉；

切断动脉发生闭塞；切

断时及之后疼痛

刀刃锋利，刀体长，

足以使刀尖穿透切口露

在外面；刀尖不用于切

割；断喉时，切口不应

在刀的上部闭合

牛 、 水 牛 、

马 、 骆 驼 、 绵

羊、山羊

断 喉 后 ，

切开前颈

无效致昏；未能切断

双 侧 动 脉 ； 血 流 不 畅 ；

可逆性致昏，延迟切断

快速、准确切断

骆驼、绵羊、

山 羊 、 家 禽 、

平胸鸟

断喉

无效致昏；未能切断

双 侧 动 脉 ； 血 流 不 畅 ；

可逆性致昏，延迟切断

快速、准确切断

骆驼、绵羊、

山 羊 、 家 禽 、

平胸鸟

胸部刺穿

主要动脉或

管形刀刺穿

心脏

无效致昏；刺穿伤口

不充分；刀具长度不够；

可逆性致昏，延迟刺穿

快速、准确刺穿
牛 、 绵 羊 、

山羊、猪

切开颈部

皮肤后切断

颈部血管

无效致昏；刺穿伤口

不充分；刀具长度不够；

可逆性致昏，延迟切断

快速、准确切断血管 牛

自动机械

切断

无效致昏；未能切断

或切断点错误；可逆性

致昏后苏醒

设备的设计、维护和

操作；切断的准确度；

人工备用系统

家禽

人工切断

一侧颈部

无效致昏；可逆性致

昏后苏醒

确保前期致昏不可逆

转
家禽

注意：未经致昏屠宰

时，失去意识过程缓慢

口腔剪切
无效致昏；可逆性致

昏后苏醒

确保前期致昏不可逆

转
家禽

注意：未经致昏屠宰

时，失去意识过程缓慢

其他不致昏

的方法

锋利刀具

斩首

不立即失去意识造成

疼痛

绵羊、山羊、

家禽

此方法仅适用于锡克

法（Jhatka）屠宰

人工断颈

并斩首

不立即失去意识造成

疼痛；难适用于大体型

家禽屠宰

断颈应当向一个方向

拉断脊髓
家禽

颈椎折断法操作应当

向一个方向拉断脊髓。

仅用于少量屠宰小家禽

水浴电致昏

后心搏停止

内脏放血 诱发心脏停搏 鹌鹑

断颈放血 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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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 . 10条

动物福利领域不能接受的方法、程序或操作

1） 使用电保定方法或通过断腿、断跟腱或刺毁脊髓（如使用刺毁器或匕首）而使动物不能活动的

保定方法会给动物造成疼痛和应激，这些方法不能用于任何动物。

2） 两腿间一次电击的方法不产生致昏效果，不得用于任何动物。

3） 未经前期致昏通过刺穿眼窝或颅骨的方法切断动物脊髓的屠宰方法不得用于任何动物。

注：于2005年首次通过，于2016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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