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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13章   动物福利与生猪生产体系

第7.13 . 1条

定义

商业性生猪生产体系是指以生产和销售生猪或猪肉为目的，包含生猪育种、饲养和管理等整个

或部分生产阶段的体系。

本章分别从农场管理和动物管理员层面对管理进行定义。在农场管理层面，人力资源管理规范

包括动物管理员的选择和培训，动物管理规范包括猪舍和畜牧业最佳实践、动物福利相关规定、审

计等，这些都会对动物福利产生影响。在动物管理员层面，动物管理员需具备全面的饲养技能，并

熟练掌握动物护理知识。

本章中，环境丰容是指增加环境的复杂性（如觅食机会、社交栏舍等），以促进动物的正常行

为，提供认知刺激，减少异常行为，改善动物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本章中，刻板行为是指由挫折感、反复的适应性尝试或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引起的重复性行

为，表现为一系列似乎没有明显目的或作用的异常行为。中枢神经系统在应激状态下的永久性功能障

碍可能意味着，即使以后的环境或其他处理方法（如饲喂水平、日粮组成等）发生改变，已形成的刻

板行为也可能无法消除。生猪常见的刻板行为包括空嚼、嚼石块、卷舌、磨牙、咬栏杆、舔地面等。

本章中，冷漠是指动物不再对通常会引起反应的刺激做出回应。冷漠行为是一种异常或不适应

行为，表现为活动减少、缺乏兴趣或关注（即冷漠）以及缺乏感觉或情绪（无动机）。

本章中，争斗行为是指在冲突情况下表现出的一系列行为，包括攻击、防御、顺从或逃避，具体

可表现为咬、推等接触性行为和摆出威胁的姿势等非接触性行为。攻击行为（即打斗）属于争斗行为。

本章中，“游戏行为”是指以特定的神经内分泌反应为特点，主要以娱乐为目的的行为，通常

由新颖或不可预测的刺激引起，并与探索环境有关，通过增加运动的多样性，增强动物适应意外应

激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应对意外情况。具体表现为动物在游戏中积极寻找和创造意想不到的情境，

动作比较放松，或故意将自身置于不利位置。

第7.13 .2条

范围

本章主要讨论与商业性生猪生产体系相关的福利问题，不涉及圈养野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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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3 .3条

商业性生猪生产体系

商业性生猪生产体系包括：

1.	 室内系统

在此类系统中，生猪被圈养在室内，完全依赖人类来满足其基本需求，如饲料和饮水。猪舍类

型取决于环境、气候条件和管理系统。可将猪分群饲养或单独饲养。

2.	 户外系统

在此类系统中，猪生活在户外，并能自主出入庇护所或阴凉处，但可能完全依赖人类来满足其

基本需求，如饲料和饮水。通常根据猪的生产阶段，将其饲养在围栏或牧场中。可将猪分群饲养或

单独饲养。

3.	 混合系统

指室内和室外相结合的生猪生产体系。

第7.13 .4条

福利指标（或衡量标准）

以下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尤其是基于动物健康状况的标准可作为衡量动物福利的指标。这些

指标的使用及适当阈值的选择应根据生猪管理的具体情况而定，如区域差异、猪群健康状况、生猪

品种或杂交品种、气候条件等。还应考虑可用资源和生产体系的设计。鉴于这些指标会影响动物福

利，可将其视为设计和管理效率的监测工具。

1.	 行为

猪的某些行为可以表明其福利和健康状况良好，如游戏行为和特殊的叫声。

而其他一些行为则可能表明存在动物福利和健康问题，包括突然不动，企图逃跑，饲料和水摄

入量变化，运动行为或姿势改变，躺卧的时间、姿势和方式改变，呼吸频率改变，气喘，咳嗽，颤

抖和扎堆，高声嚎叫，叫唤频次增多，争斗行为增多（包括攻击行为），刻板行为，精神萎靡或其

他异常行为等。

引发刻板行为的环境通常也会降低动物福利。虽然通常认为存在刻板行为，表明动物福利不

佳。但在某些情况下，刻板行为与应激之间的关联性很小。如果行为本身可减少潜在动机，则可部

分缓解由挫折引起的应激反应。因此，在群体中，有刻板行为的个体可能比没有刻板行为的个体更

易适应环境。然而，无论情况如何，出现刻板行为表明动物目前存在问题，或过去曾存在问题但现

已解决。与其他指标一样，将刻板行为单独作为衡量动物福利的指标时，应格外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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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病率

感染性疫病和代谢性疾病、跛行、围产期和术后并发症、损伤和其他形式疫病的发病率超过公

认的阈值，可作为衡量猪群福利状况的直接或间接指标。了解疫病或综合征的病因对于发现潜在动

物福利问题非常重要。对猪而言，乳腺炎，子宫炎，腿部和蹄部问题，母猪肩部溃疡，皮肤损伤，

呼吸、消化及生殖系统疫病都是尤为重要的健康问题。用于评估身体状况、跛行、受伤等情况的评

分系统以及在屠宰厂收集的信息均可提供额外的信息。

临床检查和宰后病理检查结果均应作为衡量疫病、受伤和其他可能影响动物福利问题的指标。

3.	 死亡率和淘汰率

死亡率和淘汰率影响生产周期的长短，与发病率一样，可作为衡量猪群内动物福利的直接或间

接指标。根据生产体系，通过分析死亡和扑杀原因及其时间和空间发生模式，获得死亡率和淘汰率

估值。如可掌握死亡率和淘汰率及其原因，应定期予以记录（如每天记录），并用于监控（如每月

或每年记录）。

尸检有助于确定死因。

4.	 体重和体况变化

生长期动物如体重变化超出预期增长率，特别是突然体重过度减轻，表明动物福利和健康状况不佳。

成年动物如体况超出可接受范围，或同群中个体动物之间差异很大，则表明可能存在动物福利

和健康问题以及繁殖效率受损。

5.	 繁殖效率

繁殖效率可作为动物福利和健康状况的指标。与特定品种或杂交品种的预期繁殖目标相比，繁

殖效率低下可能表明存在动物福利问题。

比如：

-  受胎率低；

-  流产率高；

-  子宫炎和乳腺炎；

-  产仔数较少（总产仔数）；

-  成活率低；

-  大量死胎或木乃伊胎。

6.	 体貌

体貌也可作为衡量动物福利和健康状况的指标。表明动物福利受损的体貌特征包括：

- 身体状况超出可接受的范围；

- 存在体外寄生虫；

- 被毛质地异常或脱落；

- 身上粪污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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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变色，包括晒伤；

- 肿胀、受伤或病变；

- 分泌物（如眼鼻分泌物，包括泪痕）；

- 腿足畸形；

- 姿势异常（如弓背、低头等）；

- 消瘦或脱水。

7.	 抓捕反应

抓捕不当或缺乏与人类的接触可导致猪的恐惧和不安。对人的恐惧反应可说明存在动物福利问

题。相关指标包括：

- 人与动物关系不良可表现在明显躲避抓捕人员，在被移动或与人接触时叫声异常或过度嚎叫；

- 在抓捕过程中动物滑倒或坠落；

- 在抓捕过程中受伤，如淤伤、撕裂或骨折。

8.	 跛行

猪易患多种传染性和非传染性肌肉骨骼疾病，可导致跛行和/或步态异常，使其难以获取饲料

和水，并可能产生疼痛和痛苦。肌肉骨骼问题的成因有许多，包括遗传、营养、卫生、地面质量以

及其他环境和管理因素。现有多种步态评分系统可供使用。

9.	 常见手术并发症

为便于管理，满足市场或环境要求，提高人身安全或保障动物福利，需对猪进行手术去势、断

尾、剪牙或磨牙、獠牙修剪、标识、穿鼻、修蹄等可能会带来疼痛的手术。

如手术操作不当，动物福利和健康可能会受到不必要的损害。

与手术有关的问题可表现在：

- 术后感染和肿胀；

- 术后跛行；

- 显示猪感到疼痛、恐惧或痛苦的行为；

- 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增加；

- 饲料和水的摄入量减少；

- 术后体况或体重下降。

第7.13 .5条

建议

确保猪的良好福利取决于若干管理因素，包括系统设计、环境管理和动物管理实践（如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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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饲养、适当护理等）。在任何系统中，一个或多个管理因素的缺失都可能造成严重问题。

第7.13.6条到第7.13.27条提供了适用于生猪生产体系的建议。

第7.13.6条到第7.13.24条的每项建议中都包含一组源自第7.13.4条的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

准），也可酌情使用其他适合的指标。

第7.13 .6条

人员培训

应安排数量充足的人员负责生猪饲养，且均需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保证动物福利和健康。

所有相关人员均应根据其职责接受正规培训或具备实践经验，了解并掌握有关动物处理、营

养、繁殖管理技术、行为、生物安保、疫病症状、不良动物福利指标（如应激、疼痛和不适）及其

缓解措施的知识和技能。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抓捕反应，体貌，行为，体重和体况变化，繁殖效率，跛行，

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常见手术并发症。

第7.13 .7条

抓捕和检查

对抓捕和照顾猪持积极态度的动物管理员可为动物福利带来积极影响，可体现在动物很快就会

与人接近、逃逸距离较短、愿与人类互动等方面。

如猪完全依赖人类，则应每天至少检查一次，提供饲料和水以满足其基本需求，并确认潜在的

动物福利和健康问题。

应增加对某些动物的检查次数，如分娩母猪，新生仔猪，刚断奶仔猪，刚混群的母猪和后备母

猪，患病、受伤或表现出咬尾等异常行为的猪等。

对于患病或受伤的猪，应由胜任的动物管理员尽快给予适当治疗，如无法治疗，则应寻求兽医

的帮助。

有关抓捕猪的建议也可参见第7.3章。只有当其他方法无效，且动物能自行移动和逃离时，才

可使用会引起疼痛和痛苦的操作辅助装置（如电刺棒）。应避免使用电刺棒（参见第7.3.8条第3点），

且不得对同一头猪反复使用，不得用于乳房、面部、眼、鼻、耳、肛门生殖器区域等敏感部位。动

物管理员应注意猪出现应激反应的迹象，并懂得何时应减轻压力（如给猪更多时间和空间），以降

低受伤风险。

应尽可能避免将猪暴露于突然的运动、强噪声或视觉差异变化之下，以防产生应激和恐惧反

应。不应对猪进行不当或具有攻击性的抓捕行为，如脚踢、抛扔或踩踏猪，抓住或拖拽猪腿、猪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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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猪尾等。对于在抓捕过程中出现不安迹象的猪，应立即给予适当照料。

只在必要时对猪进行保定，且只应使用维护良好的适当保定装置。

精心设计并定期维护相关设施可有助于抓捕工作。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体貌，行为，体重和体况变化，抓捕反应，繁殖效率，跛行，

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

第7.13 .8条

可带来疼痛的手术

可对猪进行外科去势、断尾、剪牙或磨牙、獠牙修剪、标识、穿鼻等手术。这些手术只能由

训练有素的人员在必要时进行，旨在便于管理、满足市场或环境要求、提高人身安全或保障动物

福利。

这些手术往往会引起疼痛，应以尽量减少动物疼痛、不安和痛苦的方式进行。

为提高与这些手术相关的动物福利，可遵循国际公认的3R原则，即：替代，如饲养非去势或经

免疫去势的公猪，以取代手术去势；减少，如仅在必要时进行断尾和剪牙；优化，如在兽医的建议

或监督下使用镇痛剂或麻醉剂。

如无麻醉和长效镇痛，不应进行卵巢切除术。现已研制出可有效抑制猪卵巢功能并具有可逆性

的免疫产品。应鼓励通过免疫来预防发情，避免实施卵巢切除术。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常见手术并发症，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异常行为，体

貌，体重和体况变化。

第7.13 .9条

喂饲料和水

在任何管理系统中，猪所需的饲料和营养元素数量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气候、营养成分和日

粮质量，以及猪的年龄、性别、遗传特性、体型、生理状态（如处于妊娠、哺乳、生长期等）、健

康状况、生长速度、先前饲养水平、活动和锻炼水平等。

应每天向所有猪提供数量充足、质量过关的饲料和营养元素，使每头猪能够：

- 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

- 满足生理需求；且

- 满足对觅食和采食行为的需求。

给猪喂饲料和水时，应防止过度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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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饲喂能尽量减少胃溃疡的日粮（如增加粗纤维或减少粗蛋白质）。

应保证所有猪都能获得足够的饮用水，以满足其生理需求，并保证饮水中不含有损健康的污染

物。饮水器的水流量应根据猪的年龄和生产阶段以及环境条件设定。

在户外系统中，猪可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择食。放养密度应与天然食物资源相当。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体重和体况变化，体貌（如消瘦、脱水等），行为（如在喂食

和饮水处的争斗行为、咬尾等异常行为），死亡率和淘汰率，发病率。

第7.13 . 10条

环境丰容

应为猪提供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环境，并配备可供猪操控的材料，可刺激其认知，促进正常行

为，如探索、觅食（包括翻拱、啃咬和咀嚼饲料之外的物质）、彼此间互动等，还可减少异常行为

（如咬尾、咬耳、咬腿、咬腹、假空嚼、咬栏杆、冷漠行为等），并改善猪的身心状态。

应为猪提供丰容物，通过改善物理和社会环境，提高动物福利，例如：

- 提供数量充足的适当材料，满足猪对探索、觅食（可食用材料）、啃咬（可咀嚼材料）、翻拱

（可探究材料）和操控材料的需要；材料的新颖性也非常重要，以保持猪的兴趣；

- 社交丰容，包括群养或保证单独饲养的猪能与其他猪进行视觉、嗅觉和听觉接触；

- 与人类的良好互动，如与积极事件相关的定期直接身体接触，视情况可包括喂食、抚摸、揉

搓、抓挠、说话等。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体貌（受伤），行为（刻板行为、咬尾），体重和体况变化，

抓捕反应，繁殖效率，跛行，死亡率和淘汰率，发病率。

第7.13 . 1 1条

预防异常行为

在生猪生产中，可通过适当的管理方法，预防或减少一定数量的异常行为。

许多问题由多种因素导致。为尽量减少这些问题，需检查整个环境和若干管理因素。可减少某

些异常行为的管理程序包括：

1） 为尽量减少口部刻板行为（如咬栏杆、空嚼、过量饮水等），可进行环境丰容，并增加日粮中

的纤维含量或提供粗饲料，以增加进食时间和饱腹感；

2） 为减少咬尾行为，可提供适当的丰容材料和充足的日粮（以免猪缺乏矿物质或必需氨基酸），

避免高密度饲养，防止猪为获得饲料、饮水等资源发生争斗。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包括动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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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如品种、遗传、性别等）、社交环境（如群体大小、动物混群等）、总体健康状况、热舒适

度和空气质量等；

3） 为减少拱腹和咬耳，可推迟仔猪断奶日龄，并在断奶前向其提供饲料，以避免饮食突然改变所

带来的应激反应；

4） 为减少咬食外阴，可尽量减少对饲料、饮水等资源的竞争，并缩小猪群规模。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体貌（受伤），行为（异常行为），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

繁殖效率，体重和体况变化。

第7.13 . 12条

猪舍（包括户外生产体系）

计划建造新的养猪场或改造现有设施时，应在设计阶段向专业人士寻求有关动物福利和卫生的

建议。

猪舍及配套设施的设计和建造，以及此后的定期检查和维护，均应注意降低猪受伤、感染和应

激风险。应采取安全、有效和人道的饲养管理和移动方法。如猪可能暴露于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则

应设置庇护棚舍，以避免热应激和晒伤。

应设置隔离猪栏或区域，用于隔离、处理和监测发病、受伤或表现异常行为的猪。某些猪可能

需要单独饲养。在这种情况下，应满足其所有需要。例如，躺卧、跛行或严重受伤的猪可能需要增

加垫料或更换地面，水和饲料应放在猪可及的范围内。

在室内系统中，正常情况下不应长期拴系生猪。

在不同类型的猪舍系统中，均可在动物福利和卫生方面取得良好成果。生产体系的设计和管理

对于保证动物福利和卫生至关重要。

母猪和后备母猪与其他猪一样都喜群居，因此，最好将妊娠期母猪和后备母猪放在猪群里一同

饲养。公猪可能需要在单独围栏内饲养。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体貌（受伤），行为，体重和体况变化，抓捕反应，繁殖效

率，跛行、死亡率和淘汰率，发病率。

第7.13 . 13条

空间需求

空间需求管理应考虑到躺卧、站立、进食、排泄等不同区域。饲养密度不应对猪的正常行为和

躺卧时间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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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不足及分配不当会增加应激、受伤等情况，并影响生长速度、饲料效率、繁殖和某些行为

（如运动、休息、进食、饮水、争斗和异常行为等）。

1.	 群养

分配给猪群的地面空间会与许多因素相互作用（如温度、湿度、地面类型、饲喂系统等），会

影响动物福利。应保证所有猪能同时躺下、站立及自由活动。应将躺卧区和排泄区分隔开。应提供

足够空间，使动物能获得饲料和水，并可躲避具有攻击性的动物。

群居系统应提供足够的空间和障碍物，使动物能躲避潜在的攻击者。

如观察到异常的攻击行为，则应采取纠正措施，如增加空间容量、尽可能提供障碍物或将攻击

性较强的猪单独饲养。

基于猪的指标（或衡量标准）：体重和体况下降或变化，争斗和异常行为增加（如咬尾），受

伤，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体貌（如皮肤上粪便过多）。

2.	 单设围栏

只有在必要时才为猪单设围栏，并应提供足够的空间，使其能站立、转身、以自然体位舒适地

躺卧，还应设置单独的排泄、躺卧和进食区域。

基于猪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异常行为（刻板行为）增加，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体貌

（如皮肤上粪便过多、损伤等）。

3.	 猪栏和产仔箱

用于饲喂、人工授精和妊娠的猪栏以及产仔箱的大小应适当，使猪能够：

- 以自然体位站立，不会接触到猪栏或箱体左右两侧；

- 以自然体位站立，不会接触到猪栏或箱体顶部；

- 站立时不会同时接触到猪栏或箱体前后两端；

- 除了仅用于喂食的猪栏外，猪应可舒适地侧卧，不会打扰邻近的猪或被其他猪咬伤。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体貌（如伤害），异常行为（刻板行为）增多，繁殖效率，跛

行，死亡率和淘汰率，发病率（如仔猪）。

第7.13 . 14条

地面、垫料和休息区

在所有生产体系中，均需安排排水良好、干燥舒适的休息区。为防止热应激，可使用洒水装置

或喷雾器。

在室内生产体系中，地面管理会对猪的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应在必要时清洁地面、垫料、休息

区和舍外场地，以确保良好的卫生状况和舒适度，并将患病和受伤风险降至最低。粪便积聚过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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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不适合猪休息。

地面设计应可尽量减少猪滑倒和跌倒，促进蹄部健康，并降低蹄部受伤风险。

如猪舍系统包括漏粪板区域，则板条和间隙宽度应与猪蹄尺寸相适应，以防受伤。

漏粪板的坡度应能保证水顺利排出，不应有积水。

在户外系统中，应将猪在不同围场或牧场之间轮流饲养，以确保良好的卫生条件，并将疫病风

险降至最低。

如提供垫料或橡胶垫，应予以适当维护，为猪提供干净、干燥和舒适的躺卧区域。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体貌（如损伤、皮肤上存在粪便、滑囊炎等），跛行，发病率

（如呼吸紊乱、生殖道感染等）。

第7.13 . 15条

空气质量

良好的空气质量和通风对猪的福利和健康都很重要，可降低发生呼吸道不适、疫病和异常行为

的风险。动物粪便分解过程中会产生灰尘、毒素、微生物和有毒气体（包括氨、硫化氢和甲烷），

这在室内系统中是一个大问题。

在密闭的室内系统中，空气质量受管理实践和建筑设计的影响很大。空气成分主要受饲养密

度、生猪大小、地面、垫料、废弃物管理、建筑设计和通风系统的影响。

适当通风（对于幼猪而言，最好无气流）不仅有助于猪的有效散热，也可防止猪舍中灰尘和废

气（如氨、硫化氢及粪便产生的废气）积聚。密闭猪舍中的氨浓度不应超过25毫克/米3。如果在猪

的体高处空气质量令人感到不适，则对猪而言很可能也有问题。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体貌（鼻或眼分泌物），行为（特

别是呼吸频率、咳嗽和咬尾），体重和体况变化。

第7.13 . 16条

热环境

虽然猪可适应多种热环境，尤其是在预期条件下在适当猪舍中饲养适合的品种，但温度的突然

波动会导致猪产生热应激或冷应激。

1.	 热应激

热应激是生猪生产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可导致猪严重不适、增重明显放缓、生育能力下降或猝死。

猪的热应激风险受环境因素影响，包括气温、太阳辐射、相对湿度、风速、通风率、饲养密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上卷）528 原文为英文版

度、户外可供猪使用的遮阳处或泥坑等，还与猪自身因素有关，包括品种、年龄和身体状况。

在给定温度下，猪体重越重，越易发生热应激。

动物管理员应意识到热应激对猪的危害，并了解与温度和湿度相关的阈值，以便及时采取行

动。如热应激风险过高，动物管理员应实施紧急行动计划，应首先考虑增加供水，其他措施包括在

室外提供遮阳或泥坑，放置风扇，降低饲养密度，安装基于水的冷却系统（如洒水或喷雾）等。此

外，根据当地条件，还可提供空调冷却系统。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行为（饲料和水的摄入量、呼吸频率、气喘、躺卧的姿势和

分布模式、争斗行为等），体貌（皮肤表面粪便和晒伤），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繁殖效率。

2.	 冷应激

当天气条件可能损害猪的福利时，尤其是对新生仔猪、幼猪以及生理上比较虚弱的猪（如病

猪），应提供防寒保护，包括进行隔热保温、增加垫料、提供热垫或暖灯、在户外提供天然或人造

遮蔽处等。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体貌（毛发直立），行为（尤其是

异常姿势、颤抖和扎堆），体重和体况变化。

第7.13 . 17条

噪声

应避免猪突然或长时间暴露于较大噪声中，以免增加猪的攻击性，引起应激或恐惧反应。应合

理建造、放置、操作和维护通风扇、喂料机及其他室内或室外设备，尽可能降低所产生的噪声。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行为（如逃避、叫声异常或过度等），体貌（如受伤），繁殖

效率，体重和体况变化。

第7.13 . 18条

照明

在室内系统中，照明应能让所有猪看到其同伴，用眼睛观察周围环境并正常行动，还能让工作

人员清楚看到室内的猪，对其进行适当检查。照明制度应防止猪发生健康和行为问题，照明应遵循

24小时节奏，包括足够长的不间断明暗时段，明暗时段最好均不少于6小时。

应适当安排人造光源的位置，以免引起猪的不适。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行为（运动行为），发病率，繁殖效率，体貌（受伤），体重

和体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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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3 . 19条

分娩和哺乳

分娩前母猪和后备母猪需一定时间适应分娩区域，如可能，应在分娩前至少一天提供筑巢材

料。预产期来临前，应经常观察母猪和后备母猪。由于一些母猪在分娩期间可能需要帮助，因此，

分娩区域应有足够的空间，并应配备称职的工作人员。

应为仔猪提供舒适、温暖的场所，并对其提供保护。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死亡率和淘汰率（仔猪、母猪和后备母猪），发病率（子宫炎

和乳腺炎），行为（不安和乱咬），繁殖效率，体貌（受伤）。

第7.13 .20条

断奶

断奶对母猪和仔猪均可产生应激，因此，需正确管理。与断奶相关问题通常与仔猪的体型大小

和生理成熟度有关。

应将断奶仔猪移入已消毒的干净猪舍中，与母猪分开饲养，尽量降低母猪将疫病传播给仔猪的

风险。

除非兽医为控制疫病传播而另有建议，否则，仔猪应在3周龄或更大一点时断奶。早期断奶需

要实行良好的仔猪管理和营养措施。

将断奶延迟至4周龄或更久对仔猪有益，如改善肠道免疫力、减少腹泻、减少抗菌剂的使用等。

无论年龄大小，体重较轻的断奶仔猪都需额外护理，可专设围栏分小组饲养，待其状况允许后

移至普通育仔区。

刚断奶的仔猪易感染疫病，因此，需执行高标准的卫生规范，并保证适当饮食。仔猪断奶区域

应保持干净、干燥和温暖。

在断奶后2周内，应仔细监测所有刚断奶仔猪，以尽早发现健康问题或异常的应激迹象。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死亡率和淘汰率（仔猪），发病率（如呼吸系统疫病、腹泻

等），行为（拱腹和咬耳），体貌（受伤），体重和体况变化。

第7.13 .21条

混群

将彼此不熟悉的猪混群，会因建立优势等级而导致争斗，因此，应尽量避免将不同来源的猪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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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如需混群，应实施可减少攻击行为的措施。混群后应观察猪群，如争斗攻击性较强或持续时间

较长，则应进行干预，以尽量减少应激反应和伤害。

可防止过度争斗和受伤的措施包括：

- 提供额外空间和防滑地面；

- 在混群之前喂食；

- 在混群区域的地面上喂食；

- 在混群区域放置稻草或其他适当的丰容材料；

- 为猪创造逃避和躲藏的条件，如设置可挡住视线的障碍物；

- 尽可能混合已彼此熟悉的猪；

- 尽快将断奶后的仔猪混群；

- 避免将1头或少量动物引入一个已形成的大型猪群中。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行为（争斗），体貌（受伤），体

重和体况变化，繁殖效率。

第7.13 .22条

遗传选种

为特定地点或生产体系选择品种或杂交品种时，除生产率和增长率以外，还应考虑动物福利和

卫生问题。

选择性育种可有利于提高猪的福利，如改善母猪的母性行为，仔猪的生存能力、脾性、对应激

和疫病的抵抗力，减少咬尾和攻击性行为等。将与社会行为相关的遗传特征纳入育种计划也可减少

不利的社会互动，加强积极的社会互动，并可能对群养动物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体貌，行为（如母性行为和争斗行为），体重和体况变化，抓

捕反应，繁殖效率，跛行，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

第7.13 .23条

免受食肉动物和害虫的侵害

在室外和组合系统中，应保护猪免受食肉动物的侵害。

如可行，还应保护猪免受害虫的侵害，如过多的苍蝇和蚊子。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行为，体貌（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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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3 .24条

生物安保和动物卫生（生物安保和疫病预防）

应根据力求达到的最佳猪群卫生状况、可用资源、基础设施及当前疫病风险，设计、实施和维

护生物安保计划。如涉及OIE名录疫病，则应遵循本法典的相关建议。

生物安保计划应着重控制病原体传播的主要来源和途径，包括：

- 在猪群中引入猪，特别是不同来源的猪；

- 精液；

- 其他家畜、野生动物和害虫；

- 人员，包括其卫生习惯；

- 设备，包括车辆、工具和装置；

- 空气、水、饲料和垫料；

- 废弃物，包括粪便、垃圾和死亡动物。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繁殖效率，体重和体况变化，体

貌（病症）。

1.	 动物卫生管理

动物卫生管理旨在优化猪群的福利和卫生状况，包括预防、治疗和控制可影响猪群的疫病和病

症（特别是呼吸道、生殖道和肠道疫病）。

应与兽医协商，制定有效的疫病和病症预防及治疗方案，应包括生物安保和检疫规程、替代动

物的适应过程、免疫接种、良好的初乳管理、生产数据记录（如母猪数量、每头母猪的年产仔量、

饲料转化率和断奶时体重等）、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以及药物治疗等。应由动物管理员负责随

时更新。定期监测生产记录有助于饲养管理，可迅速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应酌情对寄生虫（如体内寄生虫、体外寄生虫和原生动物）、昆虫和啮齿类动物等实施监测、

控制和治疗计划。

跛行可能对猪产生不利影响。动物管理员应监测蹄部和腿部状况，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避

免发生跛行。

动物管理员应了解猪在感染疫病、感到疼痛或痛苦时表现出的早期症状（如咳嗽、流产、腹

泻、运动行为变化或精神萎靡等），以及非特异性体征（如减少饲料和水的摄入量、体重和体况变

化、行为改变、外观异常等）。

动物管理员需更频繁地检查风险较高的猪，如怀疑存在疫病，或无法解决引发疫病、疼痛或痛

苦的根源，则应酌情咨询接受过专业培训或有相关经验的人员（如兽医或其他有资质的人员）。

除必要的治疗、康复或诊断需要外，不得运输或移动无法走动的猪。必须移动时应格外谨慎，

避免拖曳或举起猪，以免造成疼痛、痛苦或加重伤害。

动物管理员应有能力根据第7.3章的相关建议评估猪是否适合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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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疫病或受伤的猪，如治疗无效、无法治疗、不可能康复（如无法独自站立、拒绝进食和饮

水）或无法缓解剧烈疼痛，应按照第7.6章的规定，尽快施行人道宰杀。

基于动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发病率，死亡率和淘汰率，繁殖效率，行为（精神萎靡），跛

行，体貌（受伤），体重和体况变化。

2.	 疫病暴发应急计划

应急计划应涵盖疫病暴发时的农场管理措施，如适用，还应与国家计划和兽医机构提出的建议

相一致。

第7.13 .25条

应急计划

电力、供水或饲料供应系统故障将影响动物福利，因此，生产者应针对此类突发事件，制定应

急计划，可包括故障警报系统、备用发电机、关键服务供应商联系方式、农场储水能力、供水机构

信息、农场饲料贮存、饲料供应商相关信息等。

紧急事件的预防措施应基于投入而非结果。应定期检查警报和备用系统。

应将应急计划记录在案，并传达给所有责任方。

第7.13 .26条

灾害管理

应制定计划以尽量减少和减轻地震、火灾、洪水、暴风雪、飓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此类计划

可包括制定疏散程序、确定高处地段、维持应急饲料和用水贮存，以及在必要时缩减猪群和进行人

道宰杀。

应将人道宰杀患病或受伤的猪纳入灾害管理计划，并在执行时遵循第7.6章的建议。

应急计划参见第7.13.25条。

第7.13 .27条

人道宰杀

不应任由患病或受伤的猪不必要地拖延下去，而应及时诊断，以确定是否进行治疗或人道

宰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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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具备相应能力的合格人员决定是否进行人道宰杀并予以执行。

可接受的人道宰杀方法详见本法典第7.6章。

养殖场应有成文的人道宰杀程序和必要设备。工作人员应接受针对各种猪的人道宰杀程序

培训。

人道宰杀的原因包括：

- 猪严重消瘦、非常虚弱、已经或有可能无法走动；

- 严重受伤或无法走动，无法站立，拒绝进食或饮水，或治疗无效；

- 治疗失败且病情迅速恶化；

- 剧痛且无法缓解；

- 多关节感染，体重逐渐减轻；

- 仔猪早产，存活可能性小，或有先天性缺陷；

- 作为灾害管理计划的一部分。

注：于2018年首次通过，于2019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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