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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6章   为控制疫病扑杀动物

第7.6 . 1条

总则

本章就宰杀动物时确保动物死亡前的福利提出建议。

1） 所有参与动物人道宰杀的人员，应具备相关技巧和专业技能。专业技能可经正规培训和/或经

实践经验获得。

2） 必要时，操作程序应适合宰杀场所的具体情况，除强调动物福利外，还应考虑安乐死方法的伦

理问题及所需费用、操作人员安全、生物安保和环保等。

3） 决定宰杀动物后应尽快执行，并在动物宰杀前应维持正常的饲养管理。

4） 应尽量减少对动物进行操作和移动，如有必要，则应根据下述建议执行。

5） 动物保定应充分，以便根据动物福利和操作员安全要求进行有效宰杀，保定后应尽快宰杀。

6） 为控制疫病而宰杀动物时，应使用导致动物立即死亡的方法，或立即丧失意识直至死亡。如果

不能即刻丧失意识，丧失意识的过程应无刺激性或刺激程度最低，且不应导致动物焦虑、疼

痛、不适和痛苦。

7） 从动物福利角度考虑，应先宰杀幼龄动物，后宰杀老龄动物；从生物安保角度考虑，应先宰杀

感染动物，后宰杀与感染动物有接触的动物，最后宰杀余下动物。

8） 主管部门应对操作程序进行持续监控，确保动物福利、操作人员安全和生物安保方面的措施持

续有效。

9） 操作程序结束时，应对采取的做法及其对动物福利、操作人员安全和生物安保的影响做出书面

报告。

10） 这些一般原则也适用于出于其他目的动物宰杀，如自然灾害后或淘汰动物种群。

第7.6 .2条

组织结构

应制定国家级疫病控制应急计划，在计划中详细规定管理结构、疫病控制策略和操作程序，还

应强调动物福利。该计划应包括在人道宰杀动物时，确保有足够数量具备资质人员的策略。地方应

急计划应以国家计划为基础，并包含当地特有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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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控制应急计划应涉及控制动物移动中可能产生的动物福利问题。

宰杀操作应由官方兽医领导，官方兽医有权任命专家组成员，并确保专家组遵守动物福利和生

物安保标准。任命专家组成员时，官方兽医应确保成员具备所需资质。

官方兽医应负责一个或数个感染场所的所有宰杀活动，并由协调人员协助制定计划（包括信息

沟通）、操作和后勤保障，以加强有效性。

官方兽医应对所有感染场所操作人员和后勤保障提供整体指导，确保始终遵守OIE动物福利和

动物卫生建议。

每个感染场所应有专家组开展工作，专家组由组长领导，并由官方兽医负责。专家组成员应具

备资质并能顺利完成工作，某些情况下，可能要求专家组人员履行多种职责。每个专家组应有一名

兽医或随时能获得兽医的建议。

关于与宰杀动物的福利问题相关的主要人员、职责和所需的专业技能，参见第7.6.3条。

第7.6 .3条

专家组的责任和专业技能

1.	 组长

a） 责任

ⅰ） 制定对整个感染场所的操作措施；

ⅱ） 确定并提出动物福利、操作人员安全和生物安保方面的要求；

ⅲ） 简要介绍并组织和管理小组人员，根据国家规章和本章建议对养殖场的相关动物进行

人道宰杀；

ⅳ） 确定所需的后勤物资；

ⅴ） 监控操作以确保动物福利、操作人员安全和生物安保符合要求；

ⅵ） 向上级汇报进展和出现的问题；

ⅶ） 宰杀工作结束后，提供书面报告，陈述采取的做法及其对动物福利、操作人员安全和

生物安保产生的影响。

b） 专业技能

ⅰ） 了解正常的动物饲养规范；

ⅱ） 了解动物福利和在宰杀过程中涉及的动物行为、解剖和生理等方面的因素； 

ⅲ） 具备养殖场管理技能并及时汇报结果；

ⅳ） 了解农场主、专家组成员和公众的心理；

ⅴ） 有效沟通能力；

ⅵ） 了解操作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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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兽医

a） 责任

ⅰ） 确定和监督实施最恰当的宰杀方法，确保避免造成动物疼痛和痛苦；

ⅱ） 确定和实施动物福利方面的其他要求，包括宰杀顺序；

ⅲ） 确保在实施宰杀程序后，由具备资质的人员适时对动物进行死亡确认； 

ⅳ） 监督生物安保程序，减少疫病在养殖场内和向外传播的风险；

ⅴ） 持续监控动物福利和生物安保程序；

ⅵ） 宰杀工作完成后，与专家组长一起准备书面报告，陈述采取的做法及其对动物福利的

影响。

b） 专业技能

ⅰ） 评价动物福利的能力，尤其是评价致昏和宰杀效率以及纠正错误的能力；

ⅱ） 评价生物安保风险的能力。

3.	 动物操作员

a） 责任

ⅰ） 检查评估现场设施的适用性；

ⅱ） 必要时，设计和建造临时动物操作设施；

ⅲ） 驱赶和保定动物；

ⅳ） 持续监控动物福利和生物安保程序。

b） 专业技能

ⅰ） 紧急情况或封闭环境下的动物操作能力；

ⅱ） 了解生物安保和封闭预防原则。

4.	 动物宰杀人员

a） 责任

 通过有效致昏和宰杀，确保人道宰杀动物。

b） 专业技能

ⅰ） 按照规章要求，需具有使用必要设备的执照；

ⅱ） 使用和维护相关设备的能力；

ⅲ） 应用各种技术的能力；

ⅳ） 评估致昏和宰杀有效性的能力。

5.	 动物尸体处理人员

a） 责任

 确保对动物尸体进行有效处理，不能妨碍宰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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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专业技能

 处理人员应具备使用和维护设备的专业技能，并针对不同动物种类应用不同的技术。

6.	 农场主/拥有者/管理者

a） 责任

 必要时提供帮助。

b） 专业技能

 了解其所有的动物及其生活环境。

第7.6 .4条

规划人道屠宰动物时的注意事项

在已感染养殖场需开展许多工作，包括人道宰杀动物。专家组组长应制定一份现场人道屠宰实

施计划，内容包括：

1） 减少对动物的移动和操作处理；

2） 在现场宰杀动物。在某些情况下，需将动物转移到他处宰杀。在屠宰厂宰杀动物时，应遵守本

法典第7.5章关于动物屠宰的建议；

3） 宰杀动物的种类、数量、年龄、体型大小、宰杀顺序；

4） 宰杀动物的方法和成本；

5） 养殖场的房舍、饲养管理、位置和进入农场的道路；

6） 宰杀动物所需设备的可用性和有效性，以及使用这些设备宰杀一定数量动物所需时间；

7） 在养殖场宰杀动物的辅助设备，包括可能需带进养殖场并在宰杀工作结束后带走的任何附加

设施；

8） 生物安保和环境问题；

9） 执行宰杀工作人员的卫生和安全；

10） 可能涉及的任何法律问题，如可能使用禁用兽药或毒药，或宰杀过程可能会影响环境；

11） 附近其他养殖场的动物；

12） 动物尸体移动、处置和销毁的可行性。

为尽量减少宰杀对动物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宰杀计划应考虑实施宰杀程序（屠宰地点和屠宰

方法的选择）各步骤和限制动物移动的各项措施。

操作处理和宰杀动物人员的能力和专业技能。

制定宰杀计划时，有必要选择始终可靠的方法，确保快速地实施人道宰杀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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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 .5条

第7.6.6条到第7.6.18条中所描述的宰杀方法一览表（表7.10）

这些方法的描述按机械类、电气类及气体类排序，而不是从动物福利优劣角度排序。

表7.10  宰杀方法

物种 年龄范围 方法 保定
措施不当引起的 

动物福利问题
参考章节

牛

所有年龄段 枪击 不需要 非致命的创伤 第7.6.6条

除初生犊牛外

的所有年龄段

致昏枪穿透式致昏，随后脊

髓刺毁或放血
需要

无效致昏，非致命的创伤，

死亡前恢复意识
第7.6.7条

成年牛 非穿透式致昏，然后放血 需要 无效致昏，死亡前恢复意识 第7.6.8条

犊牛 两步法电击 需要
无效致昏后心脏停止跳动造

成疼痛
第7.6.10条

犊牛 一步法电击（方法1） 需要 无效致昏 第7.6.11条

所有年龄段 注射巴比妥酸盐和其他药物 需要 非致死剂量，注射部位疼痛 第7.6.15条

山羊

和 

绵羊

所有年龄段 枪击 不需要 非致命的创伤 第7.6.6条

除新生羔羊外

的所有年龄段

致昏枪穿透式致昏，随后脊

髓刺毁或放血
需要

无效致昏，非致命的创伤，

死亡前恢复意识
第7.6.7条

除新生羔羊外

的所有年龄段
非穿透式致昏，然后放血 需要 无效致昏，死亡前恢复意识 第7.6.8条

初生羔羊 非穿透式致昏 需要 非致命的创伤 第7.6.8条

所有年龄段 两步法电击 需要
无效致昏后，心脏停止跳动

造成疼痛
第7.6.10条

所有年龄段 一步法电击（方法1） 需要 无效致昏 第7.6.11条

初生羔羊 二氧化碳/空气混合物 需要 失去意识过程慢，刺激动物 第7.6.12条

初生羔羊
氮气或惰性气体与二氧化碳

混合物
需要 失去意识过程慢，刺激动物 第7.6.13条

初生羔羊 氮气或惰性气体 需要 失去意识过程慢 第7.6.14条

所有年龄段 注射巴比妥酸盐和其他药物 需要 非致死剂量，注射部位疼痛 第7.6.15条

猪

所有年龄段 枪击 不需要 非致命的创伤 第7.6.6条

除新生仔猪外

的所有年龄段

致昏枪穿透式致昏，随后脑

脊髓刺毁或放血
需要

无效致昏，非致命的创伤，

死亡前恢复意识
第7.6.7条

新生仔猪 非穿透式致昏 需要 非致命的创伤 第7.6.8条

所有年龄段 两步法电击 需要

无效致昏后心脏停止跳动造

成疼痛。对于仔猪身体和头小

的严重不合适夹具的设计

第7.6.10条

所有年龄段 一步法电击（方法1） 需要 无效致昏 第7.6.11 条

新生仔猪 二氧化碳/ 空气混合物 需要 失去意识过程慢，刺激动物 第7.6.12 条



第7篇  动物福利 431原文为英文版

物种 年龄范围 方法 保定
措施不当引起的 

动物福利问题
参考章节

猪

新生仔猪
氮气或惰性气体与二氧化碳

混合物
需要

失去意识过程慢，刺激动物

产生
第7.6.13条

新生仔猪 氮气或惰性气体 需要 失去意识过程慢 第7.6.14条

所有年龄段 注射巴比妥酸盐和其他药物 需要 非致死剂量，注射部位疼痛 第7.6.15条

家禽

成年家禽 穿透式和非穿透式致昏 需要
无效致昏，非致命的创伤，

死亡前恢复意识
第7.6.8条

1 日 龄 雏 禽 和

蛋禽
水浴致昏 不需要 非致命的创伤，不立即致死 第7.6.9条

成年禽 一步法电击（方法2） 需要 无效致昏 第7.6.11条

成年禽
一步法电击，随后宰杀（方

法3）
需要 无效致昏，死亡前恢复意识 第7.6.11条

所有年龄段

二氧化碳/空气混合物

方法1

方法2

需要

不需要
失去意识过程慢，刺激动物 第7.6.12条

所有年龄段
氮气或惰性气体与二氧化碳

混合物
需要 失去意识过程慢，刺激动物 第7.6.13条

所有年龄段 氮气或惰性气体 需要 失去意识过程慢 第7.6.14条

所有年龄段 注射巴比妥酸盐和其他药物 需要 非致死剂量，注射部位疼痛 第7.6.15条

所有年龄段 断颈 不需要 第7.6.17条1）

所有年龄段 斩首 不需要 第7.6.17条2）

成年禽
向饲料或饮水中添加麻醉药

物，然后采用适当的宰杀方法
不需要 无效或失去意识慢 第7.6.16条

马科

动物

所有年龄段 枪击 不需要 非致命的创伤 第7.6.6条

除新生幼畜外

的所有年龄段

致昏枪穿透式致昏，随后脑

脊髓刺毁或放血
需要

无效致昏，非致命的创伤，

死亡前恢复意识
第7.6.7条

所有年龄段 注射巴比妥酸盐和其他药物 需要 非致死剂量，注射部位疼痛 第7.6.15条

第7.6 .6条

枪击

1.	 引言

a） 枪击是指用猎枪、步枪、手枪或特制人道宰杀枪支射杀动物。

b） 最常用的近距离枪械包括：

ⅰ） 人道射杀器（特制/改制的单发武器）； 

ⅱ） 猎枪（12、16、20、28和0.410口径）；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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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步枪（0.22边火）；

ⅳ） 手枪（0.32～0.45口径）

c） 最常用的远距离枪械为步枪（0.22，0.243，0.270 和0.308口径）。

d） 远距离枪击应瞄准并穿透动物头骨或颈部上方的软组织，产生不可逆转的脑震荡导致死

亡，该操作应由受过良好训练、具备专业技能的射手完成。

2.	 有效使用须知

a） 射手操作时应考虑周围的人员安全，所有参与人员应佩戴适当的听力和视力保护设备。

b） 射手应确保动物不会移动并处于正确位置，瞄准目标，射击距离应尽量短（猎枪5～50厘

米），但枪筒不得接触动物头部。

c） 根据动物的种类、年龄和体型大小，使用合适的弹药、口径和子弹类型。最理想是命中后

弹丸能充分扩散，并在头颅内释放能量。

d）枪击后应检查动物，确认脑干反射消失。

3.	 优点

a） 若使用得当，枪击是一种快速有效的宰杀方法；

b） 枪击只需很简单保定或不需保定，经过良好训练并具备专业技能的射手可远距离射杀动物；

c） 这种方法适用于在开阔空间宰杀焦躁动物。

4.	 缺点

a） 对操作区内的人员和其他动物存在一定的危险；

b） 存在非致命伤害的可能性；

c） 脑组织被破坏可能妨碍某些疫病的诊断；

d） 体液泄漏可能会有生物安保风险；

e） 法律可能禁止或限制使用这种宰杀方法；

f） 具备专业技能的操作人员较少。

5.	 结论

这种方法适用于牛、绵羊、山羊、猪和马科动物，包括在开阔空间的大型动物。

第7.6 .7条

穿透式致昏

1.	 引言

穿透式致昏枪以压缩空气或空心弹驱动，没有子弹。

致昏枪应瞄准动物头颅，穿透动物大脑皮层和中脑。枪栓对头颅的冲击力使动物失去意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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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穿透大脑造成的物理损伤可导致动物死亡，但应在致昏后，尽快实施脑脊髓刺毁或放血以确保动

物死亡。穿透式致昏家禽可立即损毁头骨和大脑并致其死亡。这一方法的详细描述见本法典第7.5章。

2.	 有效使用须知

a） 空心弹和压缩空气驱动的致昏枪，枪栓的速度和长度应适于不同种类和类型的动物，并应

按照说明书操作。

b） 致昏枪应经常清洁和维护，确保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c） 应至少准备2支致昏枪以防过热，并应准备备用致昏枪以防无效射击。

d） 应对动物进行保定，至少应在使用空心弹时将动物圈在围栏中，使用空气压缩枪时则将动

物圈在过道内。

e） 操作人员应确保能接近动物的头部。

f） 操作人员应以正确的角度用枪栓打击动物头骨的最佳位置。

g） 为确保动物死亡，致昏后应尽快实行脑脊髓刺毁或放血。

h） 动物致昏后需持续监控直到死亡，确保脑干反射消失。

3.	 优点

a） 空心弹型动力致昏枪便于移动，可避免移动动物。

b） 此方法可使动物立即且持续失去意识。

4.	 缺点

a） 致昏枪维护不好、走火、瞄准位置和方向不准确可能会影响动物福利。

b） 致昏后动物抽搐可能会导致脑脊髓刺毁困难或危险。

c） 此方法难以适用于焦躁动物。

d） 重复使用致昏枪可能会致其过热。

e） 体液泄漏可能导致生物安保风险。

f） 脑组织的破坏可能会妨碍诊断某些疫病。

5.	 结论

这种方法与脑脊髓刺毁或放血结合适用于家禽、牛、绵羊、山羊、猪和马科动物（新生仔畜

除外）。

第7.6 .8条

非穿透式致昏

1.	 引言

非穿透式致昏枪由压缩空气或空心弹驱动，没有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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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昏枪应放在头骨前面，产生的冲击力使牛（仅成年牛）、绵羊、山羊和猪等动物失去意识，

或使家禽、新生的绵羊、山羊和猪死亡。枪击后应尽快放血以确保动物死亡。

2.	 有效使用须知

a） 空心弹和压缩空气驱动的致昏枪，枪栓的速度应适于不同种类和类型的动物，并应根据说

明书操作。

b） 枪栓应经常清洁和维护，确保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c） 应至少准备2支致昏枪以防过热，并应准备备用致昏枪以防无效射击。

d） 应对动物进行保定，至少应在使用空心弹时将哺乳动物圈在围栏中。使用压缩空气致昏枪

时，则将动物圈在过道内。禽鸟则应用锥形体、挂钩链、漏斗栏或用手保定。

e） 操作人员应确保能接近动物的头部。

f） 操作人员应以正确的角度用致昏枪打击动物头骨的最佳位置。

g） 为确保非新生哺乳动物死亡，致昏后应尽快放血。

h） 动物致昏后要持续监控直到死亡，确认脑干反射消失。

3.	 优点

a） 此方法可使动物立即失去意识，导致家禽和新生仔畜死亡。

b） 致昏枪携带方便，可避免移动动物。

4.	 缺点

a） 由于非新生哺乳动物能很快恢复意识，因此，致昏后要尽快放血。

b） 蛋鸡必须从笼中取出，大多数禽鸟需要保定。

c） 致昏枪维护不好、走火、瞄准位置和方向不准确可能会影响动物福利。

d） 致昏后动物抽搐可能会导致脑脊髓刺毁困难或危险。

e） 难以适用于焦躁动物；这类动物应在宰杀程序前服用镇静剂。

f） 重复使用致昏枪可能会致其过热。

g） 出血可能导致生物安保风险。

5.	 结论

这种方法适用于宰杀禽和新生绵羊、山羊和体重不超过10千克的猪。

第7.6 .9条

水浴致昏

1.	 引言

水浴致昏使用带有转动刀片或突出物的机械设备，可使1日龄雏禽和胚蛋立即裂碎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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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

a） 水浴致昏需要专业设备，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b） 传送禽鸟的速度不应使设备发生堵塞、禽鸟从刀片上回弹或在水浴致昏前窒息。

3.	 优点

a） 可立即致死。

b） 可快速大批量宰杀。

4.	 缺点

a） 需要专业设备。

b） 水浴致昏可能会有生物安保或人类卫生风险。

c） 清洗设备可能会成为污染源。

5.	 结论

这种方法适用于宰杀1日龄雏禽和胚蛋。

第7.6 . 10条

两步法电击

1.	 引言

这种方法是用剪刀钳致昏，先电击头部，然后立即电击心脏。

对头部施以足够的电流，导致“强直/痉挛”型癫痫并失去知觉。一旦动物失去意识，第二步

的电流使动物腹部快速抽搐（心跳停止）并死亡。第二步骤（使用低频电流穿过心脏）电流应仅用

于昏迷动物，以防造成剧痛。

2.	 有效使用须知

a） 致昏控制设备应产生低频电流（正弦交流电，50赫兹）和最低电压，要求如下（表7.11）：

表7.11  致昏控制设备要求

动物 最低电压（伏） 最低电流（安）

牛 220 1.5 

绵羊 220 1.0 

6 周龄以上猪 220 1.3 

6 周龄以内猪 125 0.5 

b） 操作员应穿戴适当的防护服（包括橡皮手套和靴子）。

c） 应保定动物，至少应在靠近电源、可自由站立的围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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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需要两人操作，一人操作电极，一人控制动物位置以便实施第二步电击。

e） 应使用剪刀型致昏钳，位置应能覆盖整个大脑，通电至少3秒。然后立即将电极置于覆盖

动物心脏的位置，通电至少3秒。

f） 电极应定期清洁，并在使用后清洁，以防接触不良。

g） 致昏后，应持续监控动物直至其死亡，确认脑干反射消失。

h） 整个致昏期间，电极应紧贴接触部位，保持适当压力直到动物完全昏迷。

3.	 优点

a） 第二步的致昏电流可减少致昏后动物的痉挛，因此，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猪。

b） 无创技术，降低生物安保风险。

4.	 缺点

a） 需要稳定的电源。

b） 电极需放置在正确的位置，方可产生有效致昏和死亡。

c） 大部分致昏控制设备在高压致昏前使用阻抗分析仪作为低压转换设备；对于未剪毛的绵

羊，会因接触阻抗太大而不能转换成高电压（尤其是在第二步骤）。

d） 该程序需要消耗体力，可能会导致操作人员的疲劳和放错电极位置。

5.	 结论

此方法适用于犊牛、绵羊、山羊，特别适用于1周龄以上的猪。

第7.6 . 1 1条

一步法电击

1.	 方法1

方法1主要是以充足的电流一次性击中头部和背部，动物被致昏的同时心脏停止跳动。如果电

流充足，同时覆盖大脑和心脏，动物将不会苏醒。

a） 有效使用须知

ⅰ） 致昏控制设备应产生低频（30～60赫兹）、低压（250伏）电流（带电有效值）。

ⅱ） 操作员应穿戴适当的防护服（包括橡胶手套和靴子）。

ⅲ） 应将动物单个保定在靠近电源的位置，因为电极一直和动物保持接触是有效致昏的必

要条件。

ⅳ） 后部电极应放置在背部，心脏上方或后方，前部电极应放置在眼睛前部，通电时间至

少3秒。

ⅴ） 电极应定期清洁，并在使用后清洁，以防接触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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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电击绵羊时，可用水或生理盐水提高电击效果。

ⅶ） 致昏和宰杀有效性，应以查证脑干反射是否消失为准。

b） 优点

ⅰ） 方法1可同时致昏和宰杀。

ⅱ） 减少致昏后的抽搐，尤其适用于猪。

ⅲ） 只需一人即可完成。

ⅳ） 无创技术，降低生物安保风险。

c） 缺点

ⅰ） 方法1需要动物单个保定设备。

ⅱ） 电极应放置在正确位置方可产生有效致昏和宰杀。

ⅲ） 方法1需要稳定的电源。

d） 结论

 方法1适用于犊牛、绵羊、山羊和1周龄以上的猪。

2.	 方法2

方法2是将禽倒挂在铰链上，以带电水浴致昏宰杀。带电水和接地的铰链之间通过电流，当充

足的电流通过时，禽鸟被同时致昏和宰杀。

a） 有效使用须知

ⅰ） 需要移动式水浴致昏池和短环型流水线。

ⅱ） 致昏和宰杀家禽时，应使用低频电流（50～60赫兹），并维持至少3秒。

ⅲ） 需要人工将家禽从笼子、禽舍或庭院取出，倒挂在铰链上，传送至水浴池，并将头部

完全淹没。

ⅳ） 致昏和宰杀未经打湿的家禽，要求最低电流为：

- 鹌鹑，100毫安/只；

- 鸡，160毫安/只；

- 鸭、鹅，200毫安/只；

- 火鸡，250毫安/只。

对打湿的禽鸟则需较高电流。

ⅴ） 致昏和宰杀的有效性应以查证脑干反射消失为准。

b） 优点

ⅰ） 方法2可同时致昏和宰杀。

ⅱ） 能可靠有效地致昏和宰杀大批量禽鸟。

ⅲ） 无创技术，降低生物安保危险。

c）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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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方法2需稳定的电源。

ⅱ） 需将禽鸟抓获、浸水并倒挂在铰链上。

d） 结论

 方法2适用于宰杀大批量家禽。

3.	 方法3

方法3是以充足的电流一次性击中家禽头部，位置应覆盖大脑，导致禽鸟昏迷，然后用第7.6.17

条的方法宰杀。

a） 有效使用须知

ⅰ） 致昏控制设备应产生充足电流（鸭，大于600毫安/只；禽鸟，大于300毫安/只）。

ⅱ） 应穿戴适当的防护服（包括橡胶手套和靴子）。

ⅲ） 应将禽鸟保定，至少应人工使禽鸟靠近电源。

ⅳ） 电极应定期清洁，并在使用后清洁，以防接触不良。

ⅴ） 致昏后应持续监控直至死亡，并确认脑干反射消失。

b） 优点

 无创技术（与颈椎折断法联合使用时），降低生物安保风险。

c） 缺点

ⅰ） 方法3需要稳定的电源，不适合大规模操作。

ⅱ） 电极应放置在正确的位置方可产生有效致昏。

ⅲ） 禽鸟需单只保定。

ⅳ） 致昏后应立即宰杀。

d） 结论

 方法3适用于小批量家禽。

第7.6 . 12条

二氧化碳与空气混合气体

1.	 引言

气体宰杀方法是将动物暴露在预先准备好的混合气体中，可将动物放在充满气体的容器或设备

中（方法1），或将装有禽鸟的运载舱或板条箱放入气密容器中，然后充入混合气体（方法2），或将

气体充入禽舍中（方法3）。应尽量使用方法3，因为方法3可避免人工移动活禽造成的福利问题。虽

然方法2需抓取并将禽鸟装入板条箱中，但总体上比方法1更利于家禽福利，因为这种方法降低了家

禽窒息、闷死的风险。

吸入二氧化碳会导致呼吸性和代谢性酸中毒，降低脑脊液和神经细胞的酸碱值，从而导致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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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暴露时间长则导致死亡。吸入二氧化碳不会使家禽立即失去知觉，因此，从动物福利角度出

发，应重点考虑吸入过程中含高浓度二氧化碳混合气体的刺激性和引发的呼吸障碍问题。

2.	 方法1

将动物置于充满气体的容器或设备中。

a） 有效使用须知

ⅰ） 容器或设备应能维持一定的气体浓度，并能准确测量。

ⅱ） 将单个动物或小群动物置于充满气体的容器或设备中时，这些设备的设计、建造和维

护应注意避免给动物造成伤害，且操作人员可以观察到器具内的动物。

ⅲ） 动物也可以先进入低浓度气体（低浓度气体没有刺激性），然后增加气体浓度，使动

物处于高浓度气体中直到确实死亡。

ⅳ） 操作人员应确保每批动物有充足的时间死亡，然后再将下一批动物引入容器和设

备中。

ⅴ） 容器或设备内不能过于拥挤，应采取措施避免动物相互堆积造成窒息。

b） 优点

ⅰ） 二氧化碳容易获取。

ⅱ） 应用方法简单。

ⅲ） 可事先计算所需气体量。

ⅳ） 室外操作，所以，可在每次操作完毕后，打开门快速排放出气体，不损害操作人员的

卫生和安全。

ⅴ） 抓禽员对抓捕工作熟练，设备为工业常用设备。

ⅵ） 金属容器便于清洁和消毒。

c） 缺点

ⅰ） 容器或设备应设计合理。

ⅱ） 高浓度二氧化碳的有害性。

ⅲ） 不会立即失去知觉。

ⅳ） 过于拥挤会产生窒息风险。

ⅴ） 动物在容器或设备中，难于判定动物是否死亡。

d） 结论

 方法1适用于家禽、新生的绵羊、山羊和猪。

3.	 方法2

此方法是将装禽鸟的板条箱或器具放入气密容器中，然后通入气体。如下所示气密容器装置

（CGU）通常有一个气密室，可以容纳数个板条箱或一个载禽容器。气密室内设有气体管道与扩散

装置，并装有消音器，消音器通过气体分配和调节装置与气罐相连。气密室顶部设有一开口，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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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时，空气可从此处排出。

CGU的操作步骤如下：（a）将气密容器放置于水平、坚固、开阔的地面上；（b）将气瓶与气

密容器连接；（c）装入禽鸟；（d）将门关闭并检查密封性；（e）向气密容器内充入气体，直到其

上部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45%；（f）静候一段时间，待禽鸟失去意识，直至死亡；（g）打开门，将

气体排到外面空气中；（h）移出禽鸟；（i）检查每一层内是否还有活禽；（j）人道宰杀存活禽鸟；

（k）适当处置尸体。

a） 有效使用CGU须知

ⅰ） 将禽鸟轻轻抓出，放到适当大小的板条箱或容器中，确保箱中禽鸟密度可使其躺卧。

ⅱ） 将装满禽鸟的板条箱或容器放入气密容器中，在操作人员准备注入气体前才可将气密

容器的门关闭。

ⅲ） 确保将气密容器的门锁好并注入气体，直到板条箱上部的二氧化碳浓度至少达到45%。

ⅳ） 应使用气量表，确保二氧化碳达到并维持适当浓度，直到确认禽鸟已死。

ⅴ） 打开气密容器门之前，禽鸟应有充足的时间暴露于二氧化碳中并死亡。如果没有可

视窗口直接观察禽鸟，则可站在气密容器近处靠听觉判断禽鸟是否停止鸣叫和拍打

翅膀，推测是否失去意识并死亡。将板条箱或容器从气密容器中取出，放在自然环

境中。

ⅵ） 需对每个板条箱或容器进行检查，确认禽鸟已死亡。瞳孔放大、无呼吸则表明已死亡。

ⅶ） 对未死禽鸟应实施人道宰杀。

ⅷ） 鸭和鹅对二氧化碳适应性较强，因此，浓度至少应达80%且延长暴露时间直至死亡。

b） 优点

ⅰ） 注入气体安静、快速，可降低禽鸟的骚动和干扰。

ⅱ） 逐渐加大二氧化碳浓度，可降低对禽鸟失去意识前的伤害。

ⅲ） 用板条箱或容器装运禽鸟减少了装卸工作量。在鸡舍抓捕家禽时，应由经过培训、有

经验的抓禽人员操作。

ⅳ） 可用机械搬运，将装禽容器装入CGU中，舱门封闭后立即快速注入致命的混合气体。

ⅴ） 二氧化碳容易获取。

ⅵ） 与方法1相比，禽鸟可均匀地暴露于二氧化碳中，不会相互拥挤窒息。

ⅶ） 可事先计算所需气体量。

ⅷ） 室外操作，每次操作完毕打开舱门可迅速排出气体，不损害操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ⅸ） 抓禽员对抓捕工作熟悉，设备为工业常用设备。

ⅹ） 金属容器便于清洁和消毒。

c） 缺点

ⅰ） 需要经过培训的操作人员、抓禽员、装运容器及叉车。不过，合适的设备及坚硬表面

的区域通常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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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抓禽速度。

ⅲ） 无可视窗口时，很难通过视觉判断内部禽鸟是否死亡。但可靠听觉判断是否停止鸣叫

和拍打翅膀推测是否死亡。

d） 结论

ⅰ） 方法2适用于多种不同养禽体系，但需要具备必要的设备和容器运输车辆。

ⅱ） 应将禽鸟装入气密容器或器具中，密闭舱门，快速注入规定浓度气体，如高于40%的

二氧化碳。禽鸟在此环境中直至确认死亡。

ⅲ） 方法2适用于家禽、新生的绵羊、山羊及猪。但二氧化碳可导致动物在失去意识前有

一段时间不适。

4.	 方法3

将气体充入禽舍中。

a） 有效使用须知

ⅰ） 充入二氧化碳前，应将禽舍密封以便控制气体浓度。应尽量缩短关门密闭后到充入气

体这段时间，以免舍内过热。

如装有强制通风系统，则只有在充入气体前才可关闭。

根据情况，可能需要关闭禽舍主要的供水系统，将水排干，以避免水管冻结爆裂。

应将料槽和水槽移开，以免妨碍气体充入并对禽造成伤害。

ⅱ） 气体输送管或进气管的位置要合适，以防禽被高压冷气直接击中。可能需要用围网、

丝网或类似的有孔材料分隔禽舍，将禽与进气管之间保持20米左右的距离。

ⅲ） 应逐渐向禽舍充入二氧化碳，以便所有的禽鸟均暴露于浓度超过40%的气体中，直到

死亡；可能需要喷雾器以防冻结。

ⅳ） 应使用设备准确测量禽舍顶部的气体浓度。

b） 优点

ⅰ） 就地充气免除人工移动活禽。

ⅱ） 二氧化碳容易获取。

ⅲ） 逐渐增加二氧化碳浓度，可降低动物昏迷过程造成的伤害。

c） 缺点

ⅰ） 在某些禽舍中，难以根据规定的气体浓度确定气体用量。

ⅱ） 难以判断禽舍中动物是否死亡。

 充入禽舍的液态二氧化碳温度极低，形成的固态二氧化碳（干冰）可能会对动物福利造成

影响。

d） 结论

 方法3适用于封闭环境饲养的家禽。此法经改进也可用于宰杀猪。然而，二氧化碳可能使

动物在失去意识前产生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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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 . 13条

氮气或惰性气体与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

1.	 引言

二氧化碳可与氮气或惰性气体（如氩）以不同比例混合，动物吸入这种混合气体后产生缺氧并伴

发高碳酸血症，在氧浓度＜2%时即死亡，氧浓度＜5%造成鸡死亡。用二氧化碳与氮气或惰性气体混

合气体进行宰杀时，可用第7.6.12条介绍的方法1和方法2。二氧化碳与氮气或惰性气体混合气体宰杀

整室家禽的试验尚未进行，因为将这些气体大量混合比较复杂。然而，这些混合气体不会导致立即昏

迷，充入时含高浓度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具有刺激性，引发呼吸道不适，导致严重的动物福利问题。

含低浓度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对猪和禽的刺激似乎不大。因此，可以将氮或氩与小于30%二氧

化碳和小于2%氧气混合，宰杀家禽、新生的绵羊、山羊和猪。

2.	 方法1

将动物放到充满气体的容器或器具中。

a） 有效使用须知

ⅰ） 容器或器具应能维持规定的气体浓度，且在宰杀过程中能准确测量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

ⅱ） 将单个动物或小群体置于充满气体的容器或器具中时，这些容器或器具设备的设计、

建造和维护应避免给动物造成伤害，且操作人员可以观察设备内动物的状态。

ⅲ） 容器中充满规定气体浓度（氧气浓度小于2%）时，将动物引入容器中并维持气体浓

度直到动物死亡。

ⅳ） 操作人员应确保每批动物死亡时间充足，然后再将下批动物引入容器或器具中。

ⅴ） 容器或器具内不能过于拥挤，应采取措施避免动物相互堆积造成窒息。

b） 优点

 低浓度二氧化碳对动物刺激很小，与氮气和惰性气体混合使用，会很快导致昏迷。

c） 缺点

ⅰ） 需要容器或器具的设计合理。

ⅱ） 动物在容器内，难以判断动物是否死亡。

ⅲ） 不会立即导致昏迷。

ⅳ） 宰杀操作时间长。

d） 结论

 此方法适用于家禽、新生的绵羊、山羊和猪。

3.	 方法2

此方法是将装放禽的板条箱或器具放入容器中，然后充入气体。气密容器装置（CGU）通常包

括一个气密室，可以容纳数个板条箱或一个容器。气密室内设有气体管道及扩散装置，并装有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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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消音器通过气体分配和调节装置与气罐相连。气密室顶部设计有一开口，充入气体时，空气可

从开口排出。

CGU的操作步骤如下：（a）将气密容器放置于平坦、坚固、开阔的地面上；（b）将气瓶与气密

容器连接；（c）将禽装入其中；（d）关门并检查密封性；（e）向气密容器内充入气体，直到其上部的

氧气浓度低于2%；（f）静候一段时间，待禽失去意识，直至死亡；（g）开门将气体排到外面空气中；

（h）移走禽器具；（i）检查每一层内是否还有活禽；（j）人道宰杀幸存活禽；（k）适当处置尸体。

a） 有效使用CGU须知

ⅰ） 将禽轻轻抓出，放到适当大小的板条箱或容器中，确保箱中禽的密度可使其躺卧。

ⅱ） 将装满禽的板条箱或容器放入CGU 中，在操作人员准备充入气体前才能将CGU的门关闭。

ⅲ） 确保将CGU的门锁好并充入气体，直到容器上部的氧气浓度低于2%。

ⅳ） 应使用气量表，确保并维持氧气浓度低于2%，直到确认禽已死亡。

ⅴ） 确保打开气密容器之前，禽有充足的时间暴露致死。如果没有可视窗直接观察禽的死

亡，则可靠近气密容器靠听觉判断动物是否停止鸣叫和拍打翅膀，推测禽是否失去意

识并死亡。将板条箱或容器从CGU 中取出，放在自然环境中。

ⅵ） 需对每个板条箱或容器进行检查，以确保禽已死亡。瞳孔放大、无呼吸则表明已死亡。

ⅶ） 对未死禽应实施人道宰杀。

ⅷ） 鸭和鹅对20%二氧化碳和80%氮气或氩气的混合气体适应性弱。

b） 优点

ⅰ） 安静、快速地注入混合气体可降低禽的骚动和干扰。

ⅱ） 用板条箱或其他容器装运禽减少了装卸工作量。应由经过培训、有经验的抓禽人员进

行抓捕操作。

ⅲ） 可将装禽容器通过机械装载到CGU 中，关门封闭后立即快速注入致命的混合气体。

ⅳ） 20%二氧化碳和80%氩气混合气体来自灌装焊接用气体，容易获取。

ⅴ） 与方法1相比，禽更均匀地暴露于二氧化碳中，而且不会相互拥挤窒息。

ⅵ） 两个CGU可以串联同时使用，每小时处理量可达4 000 只鸡。

ⅶ） 容易算出所需气体量。

ⅷ） 室外操作，每次操作完毕打开舱门可迅速排出气体，不损害操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ⅸ） 抓禽员对抓捕工作熟悉，设备为工业常用设备。

ⅹ） 金属容器方便清洁和消毒。

c） 缺点

ⅰ） 需要经过培训的操作人员、抓禽员、装运容器及叉车。不过，容易找到合适设备及地

面坚硬的合适区域。

ⅱ） 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抓禽速度和是否能获得混合气体。

ⅲ） 无可视窗口时，很难通过视觉判断舱内的禽鸟是否死亡。但可靠听觉判断是否停止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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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和拍打翅膀推测禽是否死亡。

ⅳ） 可用CGU宰杀中小型农场的家禽，如一个农场可宰杀2.5万只鸡。

d） 结论

ⅰ） 方法2适用于禽、新生的绵羊、山羊及猪。

ⅱ） 方法2适用于多种养禽体系，但需要具备必要的设备和容器运输车辆。

ⅲ） 应将禽装入容器或器具中，关门密闭，快速充入混合气体。残余氧气浓度应保持低于

2%，直到确认禽鸟死亡。

第7.6 . 14条

氮气或惰性气体

1.	 引言

这种方法是将动物放到充满氮气或如氩气的惰性气体容器或器具中。通过对气体进行控制，导

致动物缺氧而昏迷和死亡。

研究发现，缺氧对猪和禽刺激不大，昏迷前不会导致任何呼吸不适的迹象。

2.	 有效使用须知

a） 容器或器具应能维持规定的气体浓度，能准确测量氧气浓度。

b） 把单个动物或小群体置于充满气体的容器或器具中时，这些容器或器具设备的设计、建造

和维护应避免给动物造成伤害，且操作人员可以观察内部的动物。

c） 容器或器具中气体浓度达到要求（氧气浓度小于2%）时，引入动物并维持气体浓度，直

到动物死亡。

d） 操作人员应确保每批动物死亡时间充足，然后再引入下批动物。

e） 容器或器具内不能过于拥挤，应采取措施避免动物相互堆积造成窒息。

3.	 优点

动物不能感觉到氮气或惰性气体，这种方法导致的缺氧不会给动物造成伤害。

4.	 缺点

a） 容器或器具应设计合理。

b） 动物在容器中时，难以判断动物是否死亡。

c） 不会立即导致昏迷。

d） 宰杀操作时间长。

5.	 结论

此方法适用于家禽和新生的绵羊、山羊和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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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 . 15条

药物注射

1.	 引言

高剂量注射麻醉药物和镇静药物，可抑制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导致昏迷和死亡。实践中通常将

巴比妥酸盐和其他药物联合使用。

2.	 有效使用须知

a） 使用剂量和方法应能导致快速昏迷，然后死亡。

b） 某些动物可能需要预先镇静。

c） 最好是静脉注射，但有时尤其是药物无刺激性时，可腹腔或肌内注射。

d） 应先保定动物，然后进行注射。

e） 应监控动物，确认脑干反射消失。

f） 操作人员应该接受麻醉技术的培训和知识。

3.	 优点

a） 此方法适用于所有种类动物。

b） 可使动物安静死亡。

4.	 缺点

a） 注射前可能需要保定或镇静。

b） 某些药物混合使用或注射方法可能会产生疼痛，因此，仅用于昏迷动物。

c） 法律或有关技能和培训规定可能限制兽医使用某些药物。

d） 污染的尸体可能对其他野生或家养动物产生风险。

5.	 结论

此方法适用于小批量宰杀牛、绵羊、山羊、猪、马科动物和家禽。

第7.6 . 16条

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麻醉剂

1.	 引言

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麻醉药物可用于宰杀禽舍中的家禽。仅被麻醉的家禽还需要用其他方法宰

杀，如断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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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使用须知

a） 快速摄入足量的麻醉剂方可有效。

b） 限饲或限水可以确保家禽摄入足量的麻醉剂。

c） 如果家禽仅被麻醉，则应实施宰杀（见第7.6.17条）。

3.	 优点

a） 家禽被麻醉前，不需进行任何处理。

b） 当有大量发病动物时，该方法具备一定的生物安保优势。

4.	 缺点

a） 开放环境实施这一方法时，非目标动物可能会饲用添加过药物的饲料和饮水。

b） 不能调控摄入的剂量，因此，效果可能会不同。

c） 因生病或药物不良气味，动物可能拒绝摄入含药的饲料或饮水。

d） 该方法可能需要后续宰杀措施。

e） 在准备和提供饲料或饮水、处理未食用的饲料/饮水和污染的尸体时，应谨慎。

5.	 结论

该方法适用于大量宰杀禽舍中的家禽，但需备用方法宰杀那些被麻醉但未死亡的家禽。

第7.6 . 17条

断颈和斩首

1.	 断颈（人工和机械）

a） 引言

 昏迷家禽可用人工或机械断颈（拉伸脖子）宰杀。这种方法因呼吸停止和/或脑部缺血使

大脑缺氧，导致动物死亡。

 如宰杀数量少，没有其他宰杀方法，可用断颈法宰杀有知觉且体重小于3 千克的家禽。

 宰杀时，切断颈部血管，立即将其致死。

b） 有效使用须知

ⅰ） 宰杀应以人工或机械拉伸禽颈部，切断脊髓，造成脊髓严重损伤。

ⅱ） 操作人员应体力充沛并掌握技术，定时休息，以确保宰杀效果稳定可靠。

ⅲ） 应对禽持续监控直到死亡，确认脑干反射消失。

c） 优点

ⅰ） 无创宰杀方法。

ⅱ） 宰杀小型鸟时，可人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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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缺点

ⅰ） 操作人员易疲劳。

ⅱ） 难以用于宰杀较大的禽。

ⅲ） 人道宰杀需要经过培训的人员来执行。

ⅳ） 操作家禽时应考虑人员健康和安全问题。

ⅴ） 操作时会给禽带来额外的应激。

2.	 斩首

a） 引言

 此方法用闸刀或刀具斩首，使脑部缺血而死亡。

b） 有效使用须知

应维持设备的良好工作状态。

c） 优点

此技术有效且无需监控。

d） 缺点

ⅰ） 工作区域会被体液污染，增加生物安保的风险。

ⅱ） 如果没有立即昏迷，会使动物产生疼痛。

第7.6 . 18条

脑脊髓刺毁和放血

1.	 脑脊髓刺毁

a） 引言

 该方法适于宰杀已被穿透性致昏枪致昏但未立即死亡的动物，通过枪栓孔将杆或棒注入动

物大脑和脊髓上部区域，造成物理破坏。

b） 有效使用须知

ⅰ） 应具备用于刺毁的杆或棒。

ⅱ） 应靠近动物头部，通过头骨刺入大脑。

ⅲ） 应持续监控动物直到死亡，确认脑干反射消失。

c） 优点

 该技术可使动物立即死亡。

d） 缺点

ⅰ） 动物抽搐可能导致刺毁延迟或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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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工作区域会被体液污染，增加生物安保风险。

2.	 放血

a） 引言

 放血是通过切断动物颈部或胸部主要血管，导致血压快速降低，造成动物脑部缺血死亡。

b） 有效使用须知

ⅰ） 应有锋利的刀具。

ⅱ） 靠近动物颈部或胸部。

ⅲ） 应持续监控动物直到死亡，确认脑干反射消失。

c） 优点

 此方法对宰杀有效致昏后无法进行脊髓刺毁的动物非常有效。

d） 缺点

ⅰ） 动物抽搐可能导致放血延迟或无效。

ⅱ） 工作区域会被体液污染，增加生物安保风险。

注：于2005年首次通过，于2016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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