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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7章   流浪犬控制
引言

本章提出的建议适用于处理流浪犬和野犬，它们给人类卫生、动物卫生和福利带来严重问题，

影响着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其中公共卫生是首要问题，包括预防人畜共患病，

特别是狂犬病，犬群管理是狂犬病控制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OIE认为，应在不给动物带来

不必要痛苦的前提下有效控制犬群数量。兽医机构应在防范人畜共患病、保障动物福利中发挥主导

作用，并应与其他公共主管部门和/或机构协作控制犬群。

第7.7 . 1条

指导原则

下述建议以第7.1章内容为基础，另有以下两项原则：

1） 加强犬主责任心可显著降低流浪犬数量和人畜共患病发病率。 

2） 由于犬的生态学与人类活动相关，有效控制犬群须与改变人类行为相结合。 

第7.7 .2条

定义

承受能力：以资源供应水平（食物、饮水、居所）和人类接受程度为基础的居住地可承受犬群

最大密度。

犬群控制计划：指以降低和/或维持流浪犬群规模为目的，并/或通过管理达到预定目标的计划

（参见第7.7.3条）。

犬主：可以不止一人，可为一个家庭或组织的成员。

第7.7 .3条

犬群控制计划的目标

犬群控制计划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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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有主犬和流浪犬的卫生和福利状况； 

2） 将流浪犬数量降至可接受的水平； 

3） 犬主责任化； 

4） 协助建立并维持狂犬病免疫或无狂犬病犬群； 

5） 降低除狂犬病外的其他人畜共患病风险； 

6） 控制对人类卫生的其他风险（如寄生虫病）； 

7） 防止危害环境和其他动物； 

8） 防止非法贸易和交易。 

第7.7 .4条

职责和权限

1.	 兽医主管部门

兽医主管部门应与政府其他主管机构和部门协作，负责动物卫生和动物福利法规的贯彻执行。

由于动物卫生和某些公共卫生工作是在兽医主管部门的管辖之下，所以，兽医主管部门应就狂犬病

和寄生虫感染（细粒棘球绦虫）等地方流行性人畜共患病的控制问题提供技术性建议，但组织和/

或监督犬群控制计划可由其他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负责。 

2.	 其他政府机构

其他政府机构的责任视管理风险和犬群控制措施的目的/性质而定。 

国家卫生部或其他公共卫生机构在处理人畜共患病中应起主导作用，且应具有立法权。

公共卫生机构可承担控制犬群、防范对人类卫生产生风险（如道路上的游荡犬、社区内发生

的犬只攻击）的责任，但该责任通常多由当地政府或国家/省/市级负责公共安全/安保的其他机构

承担。

环保部门应负责管理流浪犬危害环境问题（野犬出现在国家公园、野犬攻击野生动物或向野生

动物传播疫病等），以及因缺乏环境控制导致流浪犬数量增加而威胁人类卫生或进入服务设施等问

题。如，环保部门可采取措施，防止野犬进入垃圾场或污水排放系统。 

3.	 私营从业兽医	

私营从业兽医应给前来寻诊的犬主或操作人员提供有关犬的建议与治疗。私营从业兽医能在疫

病监测中起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一般最早发现需通报的疫病症状（如狂犬病）。

私营从业兽医应遵守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反映并报告疑似狂犬病病例或其他法定通报疫

病。在处理因忽视引发流浪犬管理不善问题方面，私营从业兽医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警方和/或

当地政府密切联系）。 

私营从业兽医作为专业人员通常参与有关犬的卫生计划工作和犬群控制措施，如体检、免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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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标识登记、收容、绝育和安乐死等。私营从业兽医与兽医主管部门之间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通过兽医专业组织（如协会）的形式进行。为此，兽医主管部门应负责为这种交流建立适合的

机制。 

4.	 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兽医机构潜在的重要合作伙伴，他们的工作有助于提高公众意识和认识，并可为

设计和有效实施犬只数量控制计划提供资源。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当地犬群和犬主信息，以及提供

有关犬的管理、收容和去势计划的专门知识，还能与兽医和有关部门一起进行犬主的责任教育。 

5.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应在其管辖范围内负责有关卫生、安全和公共事业等多项服务和计划。许多国家立法

规定了地方政府有关公共卫生、环保/卫生和检查/执行等方面的权力。 

许多国家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有关养犬的法律条例（如登记、植入芯片、免疫接种、拴

犬法、遗弃），并负责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流浪犬管理（如捕捉和收容）和解决相关问题。原则上，

这些工作应在公共和动物卫生上级主管部门（国家或州/省）的指导下进行，并在流浪犬控制工作

中常常与私营从业兽医（尤其是流浪犬去势和免疫接种计划）及非政府组织合作。无论法律框架如

何，在控制流浪犬方面，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6.	 犬主	

任何人在得到一只犬后，便立即接受承担对该犬及其后代在其有生之年的管理和照料义务，直

到将犬只转交给下一位犬主。犬主应确保犬的福利（包括行为需要），并尽可能防范传染病（如通

过免疫接种和寄生虫防治）和意外生育（如通过避孕或绝育）。犬主应确保犬只带有清楚的标识

（最好采用纹身或芯片植入等永久性标识），并遵照当地法规进行注册。犬主应采取合理手段确保犬

不脱离犬主的控制，以避免给社区和/或环境带来问题。 

第7.7 .5条

建议在制定犬群控制计划时，主管部门建立一个顾问团，成员应包括兽医、犬的生态学与行为

学专家、人畜共患病专家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地方主管部门、卫生机构/主管部门、环保机构/主管

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众）代表。顾问团的主要目的是对问题进行分析和量化、找出原因、征求公

众意见、提出短期和长期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有：

1.	 明确流浪犬的来源

a） 自由游荡的有主犬； 

b） 被主人遗弃的犬，包括有主犬未受控制而生育的幼犬； 

c） 无主犬的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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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估现有犬只数量、分布和生态状况

现有有效评估手段包括注册、群体评估以及对犬、犬主、犬舍和兽医的调查。确定环境能承受

的犬群密度的重要因素，包括食物、居所、水以及人的态度和行为。 

应制定评估整个犬群的方法，各种方法的综述见第7.7.8条。应定期用同一种方法对犬数量的发

展趋势进行评估。 

3.	 监管框架	

监管框架有助于有关部门制定有效的犬控制计划，监管框架的要素如下： 

a） 犬只注册和身份标识，以及犬主执照； 

b） 狂犬病免疫接种和针对其他人畜共患病的预防措施； 

c） 兽医措施（如手术）； 

d） 犬流动的控制（国内和国际）； 

e） 危险犬的控制； 

f） 饲养和销售的管理条例； 

g） 环境控制（如屠宰厂、垃圾场、死犬处理设施）； 

h） 有关犬收容舍的规定； 

i） 犬主和主管部门在动物福利方面的义务。 

4.	 政府部门可用的资源	

a） 人力资源； 

b） 财力资源； 

c） 技术手段； 

d） 基础设施； 

e） 合作； 

f） 公共、私营、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g） 中央、省市、地县间的合作。 

第7.7 .6条

控制措施

根据国家和当地情况可采用下述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仅使用安乐死

不是有效的控制措施，如使用应以人道方式（参见第7.7.6条第11点），并与其他措施配合进行，以

达到长期有效的控制。有关部门有必要了解人们对养犬的态度，以便制定出协力控制犬群的有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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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犬主责任心教育与立法	

鼓励犬主有责任感可降低流浪犬数量，提高犬的卫生和福利，降低对社区造成的风险。通过教

育和立法提升犬主责任感是犬群数量控制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动物福利非政府组织、

养犬俱乐部、私营从业兽医和兽医组织间的通力协作，将有助于兽医主管部门建立并维护犬群控制

计划。 

犬主责任心教育（有主犬及其仔犬）应强调以下方面： 

a） 培养良好习惯与进行护理的重要性，确保犬只及仔犬的福利，特别应通过社交和精心训

练，使犬适应环境； 

b） 犬只注册登记和标识（参见第7.7.6条第2点）；  

c） 疫病预防特别是人畜共患病，如在狂犬病流行区定期进行免疫接种； 

d） 防止犬对社区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包括粪便和噪声污染、咬伤或交通事故、对人或

其他犬、野生动物、家畜、其他伴侣动物的伤害；

e） 控制犬的繁殖。 

增强犬主责任心可结合立法、公众意识、犬主教育等手段，并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同时为促

进犬主建立责任意识，应提供各种资源便利，如兽医、标识和注册服务，以及人畜共患病控制措施等。 

2.	 注册和标识（执照）

有主犬的注册和标识是主管部门控制犬群数量工作的核心，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向犬主和饲养者

发放执照。注册和标识可作为提高犬主责任心的重点事项，而且这些工作常常与动物卫生计划，如

进行狂犬病强制免疫和动物溯源相关。 

利用动物注册中央数据库可便于执法和帮助失主找回动物。为鼓励绝育、控制犬只繁殖，可采

用注册费优惠方式。 

3.	 繁殖控制

控制犬只繁殖可避免幼犬意外出生，有助于保持对犬的需求与犬群数量之间的平衡。为达到优

化利用资源，建议重点控制繁殖力强、最可能增加流浪犬数量的犬只繁殖。繁殖控制需要兽医直接

对每只动物进行手术，为满足需求可能需要私营从业兽医和公共兽医部门的参与。政府或其他组织

可以出资补贴绝育计划，以示鼓励。控制繁殖是犬主的基本责任，应纳入犬主责任意识教育中（参

见第7.7.6条第1点）。犬繁殖的控制方法有： 

a） 外科绝育； 

b） 化学绝育； 

c） 化学避孕； 

d） 隔离发情期母犬和未绝育公犬。 

外科绝育应在加以麻醉和止痛处理的条件下由兽医完成。 

控制繁殖应使用质量安全可靠和有效的化学品或药品，并根据生产商和主管部门的规定使用。

使用化学绝育品和避孕药前必须完成相关研究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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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移动和处理	

主管部门应收容未被直接监督的犬只并核查犬主，人道的对犬只进行捕捉、运输和处理。

主管部门应对此制定法规并进行培训，以规范这些活动。捕捉时需尽量避免施加暴力，注意使

用人道化的设备，不应使用未加护套的金属环捕捉。 

5.	 捕捉和交还失主、移往新居或释放	

主管部门有责任规定收容（设施）和犬管理至少应达到的标准，规定足以找到失主的合理收容

期限，并进行适当的狂犬病观察。 

a） 收容设施至少需达到的标准有： 

ⅰ） 选址：应有排水系统和水、电等必备条件，同时还应考虑环境因素，如噪声和污染等；

ⅱ） 犬舍的大小、设计和密度应考虑犬只活动所需的空间；

ⅲ） 包括隔离和检疫设施在内的疫病控制措施。 

b） 饲养管理应保证： 

ⅰ） 水质良好和营养食物； 

ⅱ） 定期清扫卫生； 

ⅲ） 例行检查； 

ⅳ） 卫生监测和兽医治疗； 

ⅴ） 有关移往新居（收养）、绝育和安乐死的政策和程序；

ⅵ） 对操作人员进行安全和正确处理犬方面的培训； 

ⅶ） 保持记录和向主管部门报告。 

在某一社区捕捉到的犬可送还失主或由新犬主领养，这是向犬主宣传责任意识和动物良好卫生

护理（包括狂犬病免疫接种）的一个机会。在领养前对犬进行绝育可作为控制犬群数量的一个措

施。应评估新犬主是否适宜收养，以及犬主与收养的动物是否能够相容。领养成效可能会因犬主有

限和难以找到合适的动物而受到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在给捕捉到的犬只提供医疗护理（包括狂犬病免疫接种）和绝育手术后再放回

捕获地点或附近，在对流浪犬较为宽容且无法避免流浪犬的社区，这种方法比较容易接受。  但这种

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在法律禁止遗弃犬的国家或地区，这种做法可能属违法行为。由于将流

浪犬放回到当地社区让其继续游荡，由此引发的问题，如噪声、粪便污染、咬伤和交通事故等将无

法得到解决。在一个有养犬习惯的社区，如果将犬绝育后再放回到社区里，可能会产生鼓励人们遗

弃不想要的犬的风险。如果社区有许多有主犬，以绝育和培养犬主责任意识作为实施犬群控制工作

的重点可能较为合适。  

建议在采用这种方法前首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评估经济成本、养犬对文化习俗和公众安全的

影响，以及在疫病控制和动物福利方面的益处和对社会潜在的有利影响。

c） 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ⅰ） 提高社区对相关计划的认识，确保获得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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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采用人道的方法捕捉、运输、收容犬只； 

ⅲ） 正规的外科手术、麻醉、止痛以及术后护理； 

ⅳ） 疫病控制可能包括大规模的免疫接种（如狂犬病）、治疗、疫病检测（如利什曼原虫

病），随后进行适当治疗或安乐死； 

ⅴ） 可用行为观察评估犬只是否适宜放回，如果不适宜放回或领养，应考虑安乐死； 

ⅵ） 永久性标识（如纹身或微芯片）可表明该动物是否已绝育，进行个体标识还可以追溯

免疫接种和治疗史，以及负责进行“主人身份”标识的机构或部门。可见的身份证明

（如颈环）也可避免不必要的捕捉； 

ⅶ） 应尽量将犬只送到最接近其被抓捕的地方；

ⅷ） 应对犬放回后的福利状况进行监测，如需要，应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有时如在社区

捕获的犬只过多或不适合领养，实施安乐死是唯一的选择时，则应按照主管部门的规

定执行（参看第7.7.6条第11点）。 

6.	 环境控制

应采取措施防止流浪犬从垃圾场和屠宰厂等获得食物，应使用防止动物进入的垃圾容器。 

这一举措应与其他减少犬只数量的方法配合，以避免产生动物福利问题。 

7.	 控制国际流动（出口/进口）

第8.14章提供了关于犬只国际流动方面的建议和有关狂犬病的规定。 

8.	 控制国内流动（如拴犬法规、活动限制）

在国内实施犬只流动控制措施通常出于下列原因：

a） 在国内出现狂犬病时进行控制；

b） 保障公众安全； 

c） 在一个地方实行流浪犬控制项目时，则是为保障该地“有主犬”的安全； 

d） 保护野生动物和家畜。

为鼓励人们发现流浪犬时通告主管部门，必须具备有法律授权并配备足够的组织、行政、人员

和资源的国家或地方设施。 

9.	 犬只销售条例

应鼓励饲养者和经销商组建或加入协会。这些协会应致力于鼓励饲养和销售身体健康的犬只，

因为不健康的犬只可能容易遭到遗弃而成为流浪犬，并应鼓励饲养者和经销商向所有新犬主提供饲

养管理指导。规范商业犬饲养者和经销商的条例应包括犬舍、食物、饮水、垫料、适当运动、兽医

护理和疫病控制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并规定对它们进行定期检查，包括兽医检查。 

10.	 减少咬伤事件

教育犬主及明确犬主的责任是减少犬咬伤最有效的手段。应根据第7.7.6条第1点所述犬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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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进行教育，同时应设立法律机制，使主管部门能够通过罚款或其他方式处理不负责任的犬

主。实施强制性登记和标识计划将有利于此类法律机制的有效实施。幼龄儿童被犬咬伤的风险最

高。实践证明，加强有效控制犬行为的公众教育可以有效减少咬伤事件，应予以鼓励。有关部门在

制定犬安全教育计划时，应征求犬行为学专家的意见。

11.	 安乐死

施行安乐死应遵守本法典提出的一般原则，强调使用最实用、快速、人道的及确保操作员安全

的方法。无论使用方法如何，应由熟练操作人员实施，以尽量减少动物的紧张、焦虑和疼痛。

表7.12简要分析安乐死的各种方法。

关于犬安乐死的注意事项：

a） 保定

 如果因治疗或安乐死需要对犬进行保定，应充分考虑操作员的安全和动物福利。为保障动

物福利，有些安乐死方法须配合使用镇静剂或麻醉剂。  

b） 特殊设备

 执行安乐死需要特殊设备时（如气室），系统应专门为此目的而设计，并定期进行维护，

确保操作员安全和动物福利。

c） 为保障动物福利，以下的方法、程序和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ⅰ） 化学方法

- 乙甲丁酰胺+美贝铵+丁卡因，不配合使用镇静剂或不采用静脉注射

- 水合氯醛 

- 氧化亚氮：可与其他吸入剂一起使用，以加速麻醉，但单独使用不能起到麻醉犬只

的作用 

- 乙醚 

- 氯仿

- 氰化物 

- 士的宁 

- 神经肌肉阻断剂（尼古丁、硫酸镁、氯化钾以及所有箭毒制剂）：单独使用时，在

失去知觉前出现呼吸停止，犬会感到疼痛 

- 福尔马林 

- 家居保洁产品和溶剂 

ⅱ） 机械方法

- 对有意识的动物使用空气栓塞法

- 焚烧 

- 对有意识的动物使用放血法 

- 减压：体腔内气体膨胀会引起剧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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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溺水 

- 低体温，快速冷冻

- 致昏：致昏不是一种安乐死的方法，致昏后必须使用确保动物死亡的方法 

- 陷阱宰杀

- 将有知觉的动物电击致死

由于新生动物和呼吸功能受损或低血压状态的成年动物对缺氧有耐受性，因此，不应使用

低氧方法（如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氮气和氩气）施行安乐死。此类方法不应用于2月龄以下

动物，除非是为了使其失去知觉，而且随后立即采用其他致死方法。击脑、断颈只在紧急情况

下用于非常小的新生犬。 

使用机械方法的操作员应受过良好训练，确保操作正确和人道。击脑或断颈后应立即放血。

d） 死亡确认

无论使用何种安乐死方法，在最终处理或脱离监视之前，应进行死亡确认。如果动物没有

死亡，应采用另一种安乐死方法。

e） 尸体处理

处置尸体应遵从相关法律规定，并重视尸体残余物的风险。焚烧一般是处理尸体最安全的方式。

表7.12  犬只安乐死方法简介

安乐死 

方法 

类别 

具体方法 
动物福利 
相关问题 

动物福利 
关键要素 

操作员安全 
注意事项 

优点 缺点 

化学 

制剂 

注射 

巴比妥类 

需 正 确 保 定 。

缓 慢 腹 腔 注 射 ，

可 能 有 刺 激 性 ，

心内注射疼痛 

建 议 使 用 静 脉

注 射 。 使 用 腹 腔

注 射 时 ， 可 将 溶

液 稀 释 或 配 合 使

用 局 麻 剂 。 心 内

注 射 由 具 备 专 业

技 能 的 操 作 员 对

失 去 意 识 的 犬 只

执行 

需 正 确 保

定 。 在 兽 医

监 督 下 ， 由

经 过 训 练 的

人员实施

操 作 快 慢 根

据注射剂量、浓

度、途径和速度

而定。巴比妥类

药物致死缓慢，

对动物造成的不

适最小，同时与

其他致死药相比

也较便宜 

动 物 尸 体 内 残

留 药 物 可 能 导 致

食 尸 动 物 麻 醉 或

死亡 

乙 甲 丁 酰

胺 ＋美贝铵＋

丁卡因 

如 注 射 过 快 ，

在失去意识之前，

会造成肌肉麻痹 

使 用 较 慢 且 有

镇 静 作 用 的 静 脉

注射

需 正 确 保

定 。 在 兽 医

监 督 下 ， 由

经 过 训 练 的

人员实施 

成本较低
在某些国家无法

获得或无权使用

超 剂 量 麻

醉 剂 （ 硫 喷

妥 钠 或 心 律

平） 

药 量 不 足 会 引

起苏醒

足 够 剂 量 ， 静

脉注射

需 正 确 保

定 。 在 兽 医

监 督 下 ， 由

经 过 训 练 的

人员实施

快速操作通常

可减轻动物的不

适

需要剂量较大

（成本高）

氯 化 钾
钾是心脏毒素，

如 不 用 麻 醉 剂 ，

会引起剧痛 

仅 对 麻 醉 过 的

动 物 使 用 ， 静 脉

注射

需 由 经 过

训 练 的 人 员

实施

容易获得，无

需兽医监管

需 预 先 麻 醉

（成本和供应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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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 

方法 

类别 

具体方法 
动物福利 
相关问题 

动物福利 
关键要素 

操作员安全 
注意事项 

优点 缺点 

机械

法 

枪击 

如果枪法不准，

只 伤 到 犬 只 可 能

会 残 忍 。 犬 只 也

可能逃逸

操 作 员 专 业 经

验 丰富是关键

有 损 伤 操

作 员 和 旁 观

者的风险

不必处理或抓

捕犬只

可 能 无 法 用 脑

组织进行狂犬病诊

断。可能伤及旁观

者。法律限制使用

枪支

击 穿 枪

（ 见 前 述 ），

如 有 必 要 ，

随 即 进 行 脑

脊 髓 刺 毁 ，

以确保死亡

如果击穿不准，

仅 伤 及 犬 只 ， 可

能不人道

操 作 员 专 业 经

验丰富是关键

动 物 应 保

定 。 必 须 由

经 验 丰 富 的

操作员进行

操 作 员 没 有

风险（见枪击），

除非接触患狂犬

病犬只脑组织

可 能 无 法 用 脑

组 织 进 行 狂 犬 病

诊 断 。 可 能 伤 及

旁 观 者 。 法 律 限

制 使 用 枪 支 。 可

能 因 场 面 令 人 目

不 忍 睹 而 引 起 反

对

放血 
血 容 量 低 会 引

起犬只焦虑

只 适 用 于 已 失

去意识的动物

使 用 尖 锐

利 器 对 操 作

员有危险

所需工具简单

需 使 动 物 失 去

意 识 。 可 能 因 场

面 令 人 目 不 忍 睹

而引起反对

气体

法 

 一氧化碳 

一 氧 化 碳 浓 度

低 时 不 能 致 死 ，

而且会引起痛苦。

可 能 出 现 的 痛 苦

症 状 （ 抽 搐 、 嚎

叫和反抗）

应 使 用 气 瓶 式

压 缩 一 氧 化 碳 ，

维 持 并 监 测 足 够

的 浓 度 。 汽 油 引

擎 的 烟 雾 具 有 刺

激 性 ， 不 建 议 使

用此类一氧化碳

对 操 作 员

非 常 危 险 ，

一 氧 化 碳 无

味 ， 高 浓 度

可 引 起 急 性

中 毒 ， 低 浓

度 可 导 致 慢

性中毒

一 氧 化 碳 浓

度 为  4 %～ 6 %
时，犬会很快死

亡。无味，无刺

激性。浓度低于

10%时，不易燃

或爆炸

二氧化碳 

二 氧 化 碳 为 有

害 气 体 。 浓 度 不

足 时 ， 不 致 死 但

会 引 起 痛 苦 。 二

氧化碳比空气重，

如 果 气 室 未 完 全

充 满 ， 犬 可 抬 头

避 免 吸 入 。 关 于

适 当 浓 度 和 动 物

福利的研究甚少

只 能 使 用 浓 缩

二 氧 化 碳 罐 ， 因

为 可 以 监 控 和 调

节浓度

使 用 设 计

合理的设备，

对 操 作 员 的

危险最小

二 氧 化 碳 的

浓度正确，不会

燃烧或爆炸，可

快速麻醉。成本

低，有市售浓缩

气体可用

几 分 钟 内 丧 失

知 觉 ， 但 致 死 时

间 较 长 。 动 物 在

意 识 丧 失 前 可 能

痛苦

惰 性 气 体

（ 氮 气 、 氩

气） 

失 去 意 识 前 ，

低 氧 血 症 和 通 气

刺激会引发痛苦。

犬 死 亡 前 氧 气 浓

度 略 有 升 高 （ 高

于或等于6%）可

使其立即恢复

浓 度 应 高 于 

98%，快速获得并

予 以 维 持 。 使 用

合理设计的设备

使 用 合 理

设计的设备，

对 操 作 员 的

危险最小

有市售浓缩气

体可利用。惰性

气体无味，不易

燃或爆炸

成 本 高 。 动 物

福 利 方 面 的 信 息

较少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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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 

方法 

类别 

具体方法 
动物福利 
相关问题 

动物福利 
关键要素 

操作员安全 
注意事项 

优点 缺点 

电击

法
电击

失 去 意 识 前 会

出 现 心 颤 ， 引 起

剧 痛 。 电 击 时 ，

四肢、头颈僵直，

也 会 引 起 疼 痛 。

如 果 电 流 不 足 ，

则不会奏效

电 击 致 死 只 能

用 于 失 去 知 觉 的

犬 只 。 为 此 ， 可

先 用 麻 醉 或 电 致

昏 方 法 （ 电 击 大

脑 ， 瞬 间 致 昏 ）

使 犬 失 去 知 觉 。

应 将 电 极 放 置 在

头 骨 两 侧 ， 电 流

通 过 大 脑 ， 方 可

有 效 致 昏 。 然 后

电 击 心 脏 致 死 。

应 有 合 适 的 设 备

和 经 过 训 练 的 操

作员

对 操 作 员

可能有危险，

应 使 用 保 护

装 置 （ 靴 子

和手套） 

成本低 

需 预 先 使 动 物

失 去 知 觉 。 可 能

因 场 面 令 人 目 不

忍睹而引起反对

第7.7 .7条

犬群控制计划的监控与评估	

1） 监控和评估可将重要指标与初始评估阶段测出的基础数据进行比较（参见第7.7.5条）。

进行监控和评估的三个主要原因是： 

a） 总结各项行动的成功与不足，以提高绩效； 

b） 检查工作，证明控制计划达到预期目标； 

c） 一旦方法得以标准化，便可比较不同地点与情况下所采用策略取得的成果。 

2） 监控是一个连续过程，可以对照目标核查控制计划的进展情况，并随时进行调整。评估则是一

种定期检查，通常在特定阶段进行，以检查控制计划是否获得预期成果。监控和评估程序涉及

测量能够反映控制计划不同阶段情况的各项指标。选择合适的指标要求控制计划目标明确，选

定的指标应能体现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为此，应有统一规范的方法，便于对不同评估的结论

以及不同项目的绩效进行比较。指标可以是直接测定目标地区发生的变化（如公共场所的流浪

犬数量），或测定反映目标地区变化的间接指标。  

3） 监控与评估的因素通常包括：

a） 犬群规模，根据有主或无主以及活动是否受限制等情况划分亚群（如自由游荡与受犬主控制）；

b） 目标犬群福利（如动物卫生条件状况评估，皮肤状况、受伤或肢残情况）以及计划执行后

的情况（如果对犬进行直接干预处理，则处理后应监督犬的福利）；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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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畜共患病在动物与人群中的患病率，如狂犬病； 

d） 犬主责任制，包括评估犬主对其责任的理解与相关态度，以及行为发生转变的证据。 

4） 现有许多信息资源可以用于监控和评估，包括： 

a） 当地社区反馈（如通过结构化的问卷调查或开放式调查）； 

b） 专业人员的记录和建议（如兽医、医生、执法机构、动物训练员等）；

c） 针对动物的措施（如对动物群体规模和福利状况进行直接调查）。

5） 应对照预算认真记录各项行动的支出，以评估监控和评估计划的投入（成本）与成果（效益）。

第7.7 .8条

关于估测犬群规模方法的概述

应估测犬群规模，以制定有效管理犬群、控制人畜共患病计划，并监测其成果。但设计有效的

管理计划，仅有群体规模的数据尚且不够，还须包含其他信息，如对有主犬的控制程度、无主犬的

来源及可接近性等。 

“有主”一词可以指在有关部门注册的犬，也可包括未注册但受到一定程度监管、有栖息之地

并有人照料的犬。有主犬或受到良好监督并时刻受链带限制，或在某些时段进行某些活动时不受监

督。无人申明负责的无主犬也可以被社区接受和宽容，人们可以提供食物和保护。有时，人们称这

样的犬为“社区犬”或“邻居犬”，但对调查者而言，很难确定一只自由游荡的犬是否有主人。

选择犬群规模的评测方法取决于有主犬和无主犬的比例，但一般难以判断。犬群中有主犬的比

例较大，通过查阅注册记录或进行入户调查即可。通过这些调查，可以确定某地有主犬的数量以及

犬群与人群的比例。此外，应将犬只繁殖、数量统计、提供照料、人畜共患病预防及咬伤事件频率

等问题列入调查范围。应采用规范的调查原则。 

如无主犬的比例很高或难以估测，则应采取试验性的方法，可借用野生动物数量研究的生物学

方法。犬只一般白天活动且人可接近，可以直接观察并应用标识重捕技术，但必须考虑到一些障碍

和限制因素。首先，近距离接触会增加人畜共患病传播的风险；其次，这种方法工作量相对较大，

且需要了解犬群统计学和生物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此方法很难应用到大面积地区。应考虑到犬的

分布不是随机的，犬群并非静止不动，个体犬的流动性相当大。 

在规定区域内，直接计算看到的犬是获得犬群规模信息最简单的方法，但该方法的可行性与外

界环境以及犬和人类的活动模式有关，而且因时间、季节、食物、栖所（树荫下）与干扰等因素影

响而发生改变。在特定地区和特定时间，通过对可见犬只反复进行标准化清点可显示出犬群的发展

趋势。对相对小且封闭区域的犬群，直接计数最为可靠，如在村庄可根据外表识别每只犬。 

使用标识重捕技术的方法通常更为可靠，但需符合一定数量的先决条件才能产生可靠的结果。

调查期间的犬死亡率、迁出和进入应为最低，并应合理考虑加入一些计算校正。 

因此，本章建议的调查程序应在犬群密度较高时期进行。调查地点的范围与大小应能尽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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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区域犬只出入活动带来的影响。为了减小统计数据的变化，调查应在几天内完成，最多不超过

2周。此外，应保证所有犬机会均等地统计。调查犬群时，这一条件不大可能满足，因为其可见性

取决于是否有犬主和受控程度。因此，建议调查者明确其采用的观察方法所覆盖犬群总量的比例，

还应重视将此部分调查犬与入户调查的有主犬调查重叠的比例。

估算犬群规模可使用两种方法。如有可能，应在几天之内，对规定地区用可见标识给大量犬做

标记，如用易于识别的项圈或染料标记。在调查期间，捕捉（标记）工作应持续不断地进行。然后

将每天标记的犬数量计入标记犬总量，这样便可推算出调查区域犬的总量。标识重捕法在野生动物

数量调查中使用较为广泛，犬被标记后放回犬群，接下来将犬群作为直接观察的样本，并将标记过

和未标记犬只数量进行记录。用最初标记过并放回的犬只数量乘以之后观察到的犬只数量，再除以

之后观察到的带标记犬数量，便可估算出犬群规模。 

鉴于犬群规模庞大，难以对整个国家、省/市进行彻底评估，所以，有必要应用上述方法进

行区域抽样评估。应根据常规选择样本区域，这样获得的数据才能用于推测更大区域范围内犬群

数量。

注：于2009年首次通过，于2011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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