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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9章   动物福利与肉牛生产体系

第7.9 . 1条

定义

肉牛生产体系是指以从事牛肉消费为目的，涉及繁育、饲养和育肥等部分或整个环节的所有商

品牛生产体系。

第7.9 .2条

范围

本章介绍肉牛生产体系中从动物出生到育肥阶段的福利。不包括小牛肉生产。

第7.9 .3条

商业肉牛生产体系

商业肉牛生产体系包括：

1.	 集约化体系

指完全依靠人类每天提供饲料、棚舍和水等基本动物需求的圈养体系。

2.	 粗放式体系

指牛可在户外自由活动，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日粮（通过采食）、饮水和出入棚舍的体系。

3.	 半集约化体系

指集约与粗放混合的商业肉牛生产体系。可同时采用这两种养殖方式，也可根据不同气候条件

或牛的生理状态变换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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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 .4条

肉牛福利的标准或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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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衡量动物福利的指标。这些指

标的使用和适当阈值的选择应根据肉牛的具体管理情况而定，同时还应考虑到体系的设计。

1.	 行为

动物的某些行为可表明出现福利问题，如采食量减少、呼吸频率加快或气喘（通过气喘评分判

定），以及表现呆板、好斗、抑郁或其他异常行为。

2.	 患病率

患病率包括疫病、跛行、术后并发症和受伤率，超过认可的阈值便可作为衡量整个畜群动物福

利状况的直接或间接指标。了解疫病或综合征的病因对发现潜在的动物福利问题很重要。评分系

统，如跛行评分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

尸检有助于确定牛的死因。临床和尸体病理检验结果都可以用作疫病、损伤和其他可能危及动

物福利的指标。

3.	 死亡率

死亡率与患病率同样可作为衡量动物福利状况的直接或间接指标。可根据生产体系分析以往记

录的死因、频率和时空分布估算死亡率。死亡率应按年、月、日或参考生产周期内关键畜牧业活动

进行统计。

4.	 体重和身体状况变化

成长期动物体重增加可作为衡量动物卫生和福利的一项指标。身体状况不良和体重明显下降是

福利受损的一项指标。

5.	 繁殖效率

繁殖效率可作为衡量动物卫生和福利状况的一项指标。繁殖性能低可能表明存在动物福利问

题。如：

- 乏情或产后间隔期延长

- 低受胎率

- 高流产率

- 高难产率

6.	 外观特征

外观特征可作为衡量动物卫生、动物福利、管理状况的一项指标。表明动物福利可能受损的外

观特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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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体外寄生虫

- 被毛颜色或质感异常，身上粘有过多粪便、泥浆或污物

- 脱水

- 消瘦

7.	 操作反应

操作不当可能会导致牛的恐惧和痛苦。相应的指标可包括：

- 走出坡道或通道的速度

- 坡道或通道的行为记录

- 动物滑倒或摔倒的比例

- 用电击棒驱赶动物数量的比例

- 动物撞击围栏/门的比例

- 操作过程中动物受伤的比例，如断角、断腿和撕裂伤

- 保定时动物嘶叫的比例

8.	 日常手术并发症

对肉牛施行外科和非外科手术通常是为了提高动物生产性能，促进管理并保证人类安全和动物

福利。但如果操作不正确，可能破坏动物福利。此类问题的指标可包括：

- 术后感染和肿胀

- 蝇蛆病

- 死亡率

第7.9 .5条

建议

每条建议均包含根据第7.9.4条衡量指标衍生出的一系列参数，这并不排除（如适用）使用其他

措施。

1.	 生物安保和动物卫生

a） 生物安保和疫病预防

 生物安保是指一系列旨在维持畜群的特定卫生状况并防止传染性病原体进入或传播的

措施。

 生物安保计划的设计和实施应与力求达到的畜群卫生状况和现存疫病风险相适应，如涉及

OIE名录疫病，应遵循本法典的相关建议。

 这些生物安保计划应着重控制病原体主要来源和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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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牛

ⅱ） 其他动物

ⅲ） 人

ⅳ） 设备

ⅴ） 运输工具

ⅵ） 空气

ⅶ） 供水

ⅷ） 饲料

 衡量标准：患病率、死亡率、繁殖效率、体重和体况变化。

b） 动物卫生管理

 动物卫生管理是指为优化牛的身体、行为卫生和福利而设计的系统，其中包括预防、治疗

和控制牛群疫病和状况，如疫病、受伤、死亡率和医疗记录。

 应具备一个预防、治疗和控制疫病和身体状况的有效方案，该方案应与具备资质的兽医制

定的方案相一致。

 饲养员应注意牛不健康或痛苦的各种征象，如减少采食和饮水、体重和身体状况的变化、

行为变化和异常的外观特征。

 动物管理员需对疫病或痛苦发生风险较高的牛进行更频繁的检查。如果他们无法消除造成

动物卫生状况不佳或痛苦的原因，或怀疑出现需申报的疫病，则应征求具有专业知识和经

验，如兽医或其他资质人员的意见。

 应由专业人员并根据兽医或其他专家的意见对牛进行免疫接种和其他治疗。

 动物管理员应具有识别和处理无法行动牛的经验，也应有处理慢性病或受伤牛的经验。

 无法行动牛应随时都可获取饮水，并且至少每天得到一次饲料。除非绝对必须治疗或诊断

外，不应运输或移动这些牛。移动时应小心，避免拖动或过度抬举。

 对于不经帮助无法站立并拒绝进食的牛，如果治疗无效且恢复无望，应按照第7.5 章施行

人道宰杀。

 衡量标准：患病率、死亡率、繁殖效率、行为、外观特征、体重变化和身体状况。

2.	 环境

a） 热环境

 虽然牛可以适应较大的环境温度跨度，尤其是品种的选择已考虑到特定条件，但气温的突

然波动可能导致热应激或冷应激。

ⅰ） 热应激

 牛发生热应激的风险受环境因素影响：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和风速，以及动物本身条

件影响：品种、年龄、身体状况、代谢率和被毛的颜色与密度。

 动物管理员应意识到热应激对牛的风险。如果预计气温能产生热应激，应中断日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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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动。如果热应激风险非常高，动物管理员应实施紧急行动计划，包括降低饲养密

度、提供遮阴、自由饮水，并通过洒水湿透被毛降温。

 衡量标准：行为（包括记录喘息和呼吸频率）、患病率、死亡率。

ⅱ） 冷应激

 极端天气条件对牛的福利构成严重风险时应提供相应保护，特别是对新生牛、小牛以

及其他生理损害牛。可提供天然或人造的防护结构。

 动物管理员应确保牛在冷应激期间能获得足够的饲料和饮水。在极端寒冷的天气条件

下，动物管理员应实施紧急行动计划，提供牛舍、适合的饲料和饮水。

 衡量标准：死亡率、外观特征、行为（包括姿势异常、颤抖和拥挤）。

b） 照明

 如果牛被关闭无法获得自然光线，为保证其卫生和福利，应根据自然周期提供照明，从而

促进其行为自然，并便于对牛进行检查。

 衡量标准：行为、患病率、外观特征。

c） 空气质量

 良好的空气质量是保护牛卫生和福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空气质量与空气的组成相关（如气

体、粉尘和微生物），并深受管理条件影响，特别是集约化管理系统。空气成分受装运密

度、个体大小、地面、牛床、废弃物管理、牛舍设计和通风系统等影响。

 通风良好有利于有效散热，防止密闭单元内氨气和废气滞留，通风不良是产生呼吸道功能

不良和疫病的风险因素。在关闭牛舍中，氨气不应超过25毫克/米3。

 衡量标准：患病率、行为、死亡率、体重变化和身体状况。

d） 噪声

 牛能适应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噪声，但应尽可能避免让牛突然暴露于噪声环境或高强度噪声

中，以防止应激和恐惧反应（如惊逃）。风扇、送料机械或其他室内外设备的设计、放置、

操作和维护应合理，尽量减少噪声。

 衡量标准：行为。

e） 营养

 对肉牛的营养需求已有明确规定。饲料的能量、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是决定生

长、饲料转化率、繁殖效率和牛肉成分的主要因素。

 牛饲料应营养均衡，饲料量和质量应根据牛的生理需要决定。如果出现极端气候，粗放饲

养的牛可能会一时无法获得所需营养，此时动物管理员应确保营养不良期不会太长，如果

动物福利受到威胁应有应对措施。

 动物管理员应掌握体况知识，且不应使牛的体况下降到超出可接受的范围。如果不能补充

饲料，应采取屠宰、出售、迁移或人道宰杀等措施以避免饥饿。

 饲料和饲料原料应质量良好，可以满足营养需要。如可能，应检测饲料及饲料原料中是否

含有对动物卫生不利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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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约化生产体系中，牛食用的典型日粮含有高比例的谷物（玉米、高粱、大麦、谷物副产

品）和比例较小的粗饲料（干草、稻草、青贮饲料、外壳等）。对育肥牛来说，日粮中粗

饲料不足可导致异常口腔行为，如卷舌。随着日粮中粮食比例的增加，牛消化失调的相对

风险也随之增加。动物管理员应了解牛的个体大小、年龄、天气、日粮成分、饲料突然改

变会造成消化功能紊乱，并有其他不良后果（酸中毒、臌胀、肝脓肿、蹄叶炎）。动物管

理员适当时应就日粮配方和饲喂方案咨询牛营养学家的意见。

 动物管理员应熟悉各自地区内集约化和粗放生产体系可能存在的微量营养元素缺乏或过剩

问题，并在必要时给以适当补充。

 为满足牛的生理需求，应给牛提供充足可口且不含危害牛卫生的有害的饮水。

 衡量标准：死亡率、患病率、行为、体重变化和身体状况、繁殖效率。

f） 地面、牛床、休息区和户外场所

 在各种生产体系中，牛都需要有排水良好、舒适的地方休息，空间必须充足，保证牛群中

的所有牛可同时躺卧休息。

 集约化生产体系中，小围栏地面的维护对牛福利有重大影响。凡是不适合休息的地区（如积

水、粪便堆积）都不应达到危及福利的程度，并且污泥不得将牛能够使用的地面全部覆盖。

 应保持围栏的斜坡，使水可以从地槽排出，以防积水。

 需要时，应清洗围栏，且至少应在每个生产周期后进行清洗。

 如果牛养在漏缝地板上，则板条和缝隙宽度应与牛蹄大小相适应，以防止牛受伤。在任何

可能的地方，漏缝地板上的牛都有权使用牛床。

 牛床使用稻草或其他垫料时，应保持干燥和舒适，可供牛躺卧。

 混凝土过道的表面应开槽或适当的纹理，便于牛的移动。

 衡量标准：患病率（如跛行、褥疮）、行为、体重变化和身体状况、外貌。

g） 社会环境

 牛的管理应考虑到社会环境，确保动物福利，特别是在集约化体系条件下。产生问题的原

因包括：争斗和爬跨、混养小母牛和阉牛、同一围栏饲养不同大小和年龄的牛、高密度、

给料机空间不足、水源不足、与公牛混养。

 所有体系中牛的管理都应考虑群组内牛的社会行为。动物管理员应了解不同群内动物的等

级地位，并关注同群内幼龄、老龄、体型太大或太小的动物，掌握欺凌和过度爬跨行为等

情况。动物管理员应了解动物之间尤其是混群后打斗增加的风险。应将那些遭受过度打斗

或爬跨的牛移出群。

 因为有受伤的危险，不应将有角牛和无角牛混群。

 应提供足够的围栏，尽量减少不当混群可能造成的任何动物福利问题。

 衡量标准：行为、外观特征、体重变化和身体状况、患病率和死亡率。

h） 饲养密度

 高饲养密度可能增加受伤的风险，并对生长速度、饲料效率和行为（如运动、休息、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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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饮水）产生不利影响。

 饲养密度应以不影响牛的正常行为为适，这包括自由躺卧而无损伤的风险，栏内自由走

动，能获得饲料和水。此外，还不应对增重和躺卧持续时间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动物出现

异常行为，应采取降低饲养密度等措施。

 在粗放系统中，饲养密度应与可用的饲料量相适应。

 衡量标准：行为、患病率、死亡率、体重变化和身体状况、外观特征。

i） 捕食防范

 应尽力防范牛被捕食。

 衡量标准：死亡率、患病率（受伤率）、行为、外观特征。

3.	 管理

a） 遗传选择

 为某一特定地点或生产体系选择一个品种或亚种时，除了生产力外，还应考虑动物卫生和

福利，包括营养需求、体外寄生虫抵抗力及耐热力。

 在同一品种中应进行遗传选择繁殖，用以获得具有卫生和福利特征的动物后代，这些特征

包括母性本能、容易产犊、出生体重、产奶能力、体型和个性。

 衡量标准：患病率、死亡率、行为、外观特征、繁殖效率。

b） 繁殖管理

 难产可能是肉牛的一个福利风险。小母牛在身体没有完全成熟，不能保证生产时母牛和新

生牛的卫生和福利时，不能用于繁殖。公牛的体型大小对小牛具有高度遗传性，从而对母

牛产犊的难易有重大影响。因此，选择公牛应考虑母牛的成熟度和体型大小。如母牛和犊

牛的福利风险可能增加，则不应对小母牛和奶牛进行胚胎移植、人工授精或配种。

 应做好奶牛和小母牛的孕期管理，不可太肥或太瘦。过度肥胖会增加难产风险，体重过度

增减都会增加母牛在怀孕后期和产后代谢紊乱风险。

 如可能，应监控临产奶牛和小母牛。一旦观察到产仔困难，应尽快安排具备专业技能的动

物管理员予以协助。

 衡量标准：患病率（难产发生率）、死亡率（母牛和犊牛）、繁殖效率。

c） 初乳

 初乳质量、小牛出生多久后摄入初乳和摄入量对于小牛获得足够的免疫力至关重要。

 在可能的情况下，动物管理员应确保犊牛在出生后24小时内吃上初乳。

 衡量标准：死亡率、患病率、体重变化。

d） 断奶

 在本章中，断奶是指犊牛从牛奶食物过渡到纤维日粮。在肉牛生产中，断奶是犊牛生活中

的艰难时期。

 只有当犊牛的反刍消化系统发育成熟足以维持生长和福利时，才可断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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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采用不同的断奶措施，其中包括突然将母牛与犊牛分开、用栅栏隔开，以及在犊牛鼻子

上安放阻止吃奶装置。

 如果犊牛突然断奶后紧接着出现，如运输等另外的应激源，此时犊牛患病风险将增加，应

给予特殊护理。

 如有必要，肉牛生产者应就如何根据饲养品种和生产体系决定适当的断奶时间和方法等问

题，征求专家的意见。

 衡量标准：患病率、死亡率、行为、外观特征、体重变化和体况。

e） 兽医外科手术引起的疼痛

 出于生产率、动物卫生和福利以及人类安全的需要，经常会对牛施行一些可能引起疼痛的

外科手术。手术应尽可能避免给动物带来痛苦和应激，应在动物生命早期考虑实施此类手

术，并在兽医监督或建议下使用麻醉剂或镇痛剂。

 与外科手术相关的提高动物福利方法有：停止实施这类手术，通过管理策略解决目前手术

才能满足的需要；培育不需要这类手术的品种；或用经过验证可提高动物福利的非外科手

术替代方法。

 此类手术包括去势、去角、卵巢摘除、断尾、标识等。

ⅰ） 去势

 对肉牛去势是许多肉牛生产体系采取的措施，用以减少动物之间相互攻击，保护人员

安全，避免牛群中意外怀孕风险，提高生产效率。

 对必须去势的肉牛，生产者应寻求兽医指导，以便根据肉牛的种类和生产体系确定去

势的最佳方法和时间。

 肉牛去势方法包括手术摘除睾丸、无血去势、击碎精索法。

 在实际操作中，公牛去势应在3月龄内，如超过这个年龄，也应尽早在最佳时间内，

使用引起疼痛轻的方法进行。

 肉牛生产者应寻求兽医的指导，选择对肉牛无痛或麻醉去势的方法与时机，特别是对

大龄牛。

 操作员应受过专门训练，掌握去势方法，并能够识别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ⅱ） 去角（包括断角术）

 有角肉牛一般需要去角，以减少动物受伤和皮革受损，保证人员安全，减少对设施的

损坏，方便运输和操作。如可行并根据生产体系，以选择无角牛饲养为佳。

 对必须去角的肉牛，生产者应寻求兽医指导，以便根据肉牛的种类和生产体系确定去

角的最佳方法和时间。

 在实际操作中，应在牛角刚生长出角芽时去角，或超出这个年龄后可以去角的最佳时

期去角。这是因为在角芽时去角对组织创伤较少，且此时角尚未与颅骨接合。

 角芽期去角（或断角术）方法包括刀除、热灼或用化学药膏烧灼。

 对已长出的牛角，去角方法是沿着角基部紧贴颅骨切掉或锯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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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牛生产者应寻求兽医的指导，选择无痛或麻醉去角的方法与时机，特别是对牛角比

较结实的大龄牛。

 操作员应受过专门训练，掌握去角方法，并能够识别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ⅲ） 卵巢摘除

 在具备散养条件的牛场，为防止不必要的怀孕，有时需要切除小母牛的卵巢。手术应

由兽医或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操作。肉牛生产者应寻求兽医的指导，选择无痛或麻醉

进行卵巢摘除的方法与时机，鼓励使用镇痛或麻醉技术。

ⅳ） 断尾

 为防止肉牛在限位期间牛尾巴末梢发生坏疽，将实施断尾。研究表明，增加每头动

物所占空间和使用合适的垫料能有效预防牛尾末梢坏疽，因此，不建议对肉牛进行

断尾。

ⅴ） 标识

 从动物福利角度而言，对肉牛进行永久性标识的最佳方法有：耳标、耳槽、纹身、冷

冻烙印、无线射频识别系统（RFID）。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要求或只能采用热铁烙

印作为永久的标识方法。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则应由经验丰富的操作员使用合适的设

备迅速完成。应根据第4.2章建立标识系统。

 衡量标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患病率、行为、外观特征、体重变化和体况。

f） 操作和检查

 应根据肉牛生产体系和肉牛卫生和福利风险，定期进行检查。对集约化农牧系统，每天应

至少检查一次。

 对某些动物进行频繁检查更为有益，如新生犊牛、怀孕后期的奶牛、刚断奶的犊牛、正经

历环境压力和经受兽医外科手术疼痛的牛。

 动物管理员应有能力辨别出肉牛卫生、生病和福利的相关临床表现及症状。动物管理员数

量应充足，充分保证肉牛的卫生和福利。

 发现肉牛生病或受伤时，应由具备专业技能并有丰富经验的动物管理员尽早进行适当治

疗。如果动物管理员无法提供合适的治疗，则应向兽医求助。

 如果动物情况表明预后较差，治愈可能性很小，应尽快进行人道宰杀。关于牛的人道宰杀

方法，参见第7.6.5条。

 有关OIE对牛的操控方法建议，参见第7.5章。

 将肉牛从粗放场地赶进操控设施中时，应缓慢安静地驱赶，不超过最慢的牛行走速度。应

考虑天气条件，不应在极热或极冷的天气集群。不应在驱赶中对牛造成恐慌。如集群和操

控处置会使牛产生应激，应将操作程序结合起来一次完成，避免对牛进行多次处置。如操

作本身不会造成应激，则应将程序分期完成，避免因操作过多而增加牛的应激反应。

 训练有素的犬可以有效帮助驱赶牛群。牛可适应不同的视觉环境，但应尽量避免牛处于突

然或持续的运动或视觉反差环境中，避免牛产生应激或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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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使用电制动工具。

 衡量标准：操作反应、患病率、死亡率、行为、繁殖效率、体重变化和体况评分。

g） 人员训练

 所有负责肉牛饲养管理的人员应具备所需专业技能，并应了解养牛业、牛的行为、生物安

保、疫病症状和不良动物福利迹象，如应激、疼痛和不适，以及缓解方法。

 可通过正规培训或实践经验获得专业技能。

 衡量标准：操作反应、患病率、死亡率、行为、繁殖效率、体重变化和体况评分。

h） 紧急计划

 电、水和饲料供应系统发生故障都会危害动物福利，牛肉生产者应有解决这些系统故障的

应急计划。计划可包括：自动故障检测报警设备、备用发电机、便捷维修服务、储水能

力、便捷运水服务、就地贮存足够的饲料和替代饲料。

 应制定应急计划，以减轻自然灾害或极端气候条件，如热应激、干旱、暴风雪和洪水的影

响。对患病或受伤的牛实行人道宰杀程序也是紧急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干旱季节应尽早制

定动物管理决策，包括考虑减少牛的数量。应急计划还应包括农场在面临紧急疫情暴发时

的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应符合国家的规定和兽医机构的建议。

i） 农场位置、建筑和设备

 肉牛场应位于有利于牛的卫生、福利和生产效率的合适地理位置。

 所有设施的建造、维护和运作均应尽量减少牛的福利风险。

 仅尽量避免使用引起牛损伤、疼痛或痛苦的操作和限制牛的设备。

 无论是集约化还是粗放式生产体系，都应给牛提供足够的空间，保证牛的舒适和社会活动。

 被拴起来的牛至少应该能够躺下，如果拴在户外，可转身行走。

 在集约化生产体系中，给料机应足够大，使牛能够获得足够的饲料，并应保持清洁，不含

变质、发霉、酸腐、结块、味道不好的饲料，还应保证牛随时有饮水。

 建筑内地面应有适当的排水设施，应考虑牛棚、通道和斜坡的防滑，防止牛滑倒受伤。

 通道、斜坡和围栏应无锋利的边缘和突起，避免损伤牛。

 过道和大门应设计合理，操作时要避免妨碍牛的运动。应避免光滑地面。地面可用沟纹混

凝土、金属栅板（不尖锐）、橡胶垫或厚沙层来防止牛滑倒和跌倒。安静操作是减少牛滑

倒的关键。打开大门和门钩时，应尽量减少噪声，因为噪声会导致牛痛苦。

 使用液压、气动和手动保定设备时，应根据牛的大小进行适当调整，液压与气动保定设备

应具有限压装置，以防伤害牛。对工作部件定期清洗和维护是确保系统正常工作的关键，

并可保护牛的安全。

 牛舍设施使用的机电设备对牛应是安全的。

 为了防控牛体外寄生虫，有时需对肉牛进行药浴。药浴设备应设计合理，操作时应尽量减

少牛的拥挤，防止牛受伤、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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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场装载牛时，应根据第7.2章、第7.3章和第7.4章的要求进行。

 衡量标准：操作反应、患病率、死亡率、行为、体重变化和体况评分、外观特征、跛行。

j） 人道宰杀

 对患病和受伤的牛应及时做出诊断，确定应进行人道宰杀还是给予治疗。

 应由具备专业技能的人员决定是否对动物进行人道宰杀并执行。

 人道宰杀的原因包括：

ⅰ） 严重消瘦、极度虚弱、不能走动或垂危的牛； 

ⅱ） 不能站立行走、拒绝采食和饮水、对治疗没有反应； 

ⅲ） 药物治疗无效且病情迅速恶化；

ⅳ） 剧烈导致虚弱的疼痛；

ⅴ） 开放性骨折；

ⅵ） 脊柱受伤；

ⅶ） 中枢神经系统疫病；且

ⅷ） 多处关节感染且伴有渐进性体重减轻。

 关于人道宰杀肉牛的方法，参见第7.6.5条。

注：于2012年首次通过，于2013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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