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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兽药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创新联盟、重庆国康动物福利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麦当劳中国、泰森（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太阳

谷食品（安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忠超、郑雪莹、梅力、牟颖、江瑶、袁媛、程汝佳、郑博君、刘海莹、黄威、

汪澜、刘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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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白羽肉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动物友好型农场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原则、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 

本文件适用于白羽肉鸡养殖企业采用平养养殖 (即无笼养殖) 模式的养殖场动物福利管理水平

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动物友好型农场 animal friendly farm 

    同T/CVDA 36－2024 3.1。 

3.2  

平养养殖 falt farming 

即无笼养殖，白羽肉鸡在地面上的平面式饲养方式，通常地面铺有垫料，空间相对较大，允许

动物自由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具有环境评价、用地手续、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登记证明，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4.2  2 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病、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4.3  肉鸡养殖设施设备常态化运转 1 年以上。 

4.4  农场认可并践行动物福利的基本原则。 

4.5  农场应制定动物健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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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原则 

5.1 公正客观原则 

评价工作应以现场情况、机构文件、原始记录等客观事实为依据，独立判断，不偏不倚，给出

客观公正的结论。 

5.2 全面准确原则 

评价工作能够反应养殖企业动物福利水平，从多方面角度分析，确定评价方案和指标，评价结

论应全面、准确。 

5.3 科学严谨原则 

     评价人员应具有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 

5.4 可操作原则 

 评价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养殖企业可落地执行。 

5.5 定性定量相结合 

对指标开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评分。 

6 评价指标 

6.1 饲喂 

6.1.1 饲料和饲料原料的使用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6.1.2 饲料和饲料原料可追溯，应提供饲料的组成成分和营养成分的书面记录且随时可调取检查。 

6.1.3 饲料原料有害物质及微生物指标应符合GB 13078 要求。 

6.1.4 应定期监测饲料摄入量和水消耗量，并保存相关记录。 

6.1.5 鸡只进食应可随时，并处于无应激状态下。 

6.2 饮水 

6.2.1 鸡只应随时可无障碍地获得充足、清洁的饮用水，提供的饮用水水质应符合NY 5027的要求。 

6.2.2 饮用水温度范围宜为16 ℃～27 ℃，应提供应急备用饮用水。 

6.2.3 饮水器设置数量为： 

——钟形饮水器：100 只/个； 

——乳头饮水器：12 只/个； 

——水槽式饮水器：1.3 cm/只。 

6.2.4 饮水器的放置及设计应符合以下条件： 

——根据鸡只的大小和日龄，设置最佳的高度； 

——采用恰当的设计； 

——定期检查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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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环境 

6.3.1 禽舍和设备的设计应保护禽类免受不良环境条件的影响，如季节性温度、降水以及天敌动物。 

6.3.2 肉鸡的饲养空间应能保证其自由的沙浴、理羽、进食和饮水。 

6.3.3 存栏密度应可让所有舍内肉鸡同时进食和饮水，白羽肉鸡最大饲养密度不应超过40kg/m
2
。 

6.3.4 鸡舍应有效通风，相对湿度宜控制在50%～70%。 

6.3.5 应保持舍内空气质量良好，氨气浓度宜控制在10ppm以下，不应超过25ppm。有害成份应符合

NY/T 388规定。 

6.3.6 鸡舍宜引入自然光照，并配备足够的照明设施，确保光线充足、均匀。育雏期光照强度不低

于20lux，生长期宜为10lux～20lux。  

6.3.7 鸡舍内的垫料应保持干燥、松软，定期对垫料湿度进行评估，重点关注饮水或饲喂系统附近

垫料。 

6.4  雏鸡管理 

6.4.1 雏鸡应来源于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鸡场，并由该种鸡场的种蛋孵化而来。 

6.4.2 引进的雏鸡应具有检疫证明。 

6.4.3 孵化场应制定雏鸡处置、淘汰、分性别和注射疫苗等程序文件，每年度开展培训并记录。 

6.4.4 孵化场应制定应急预案，应记录孵化房监测情况和孵化器控制情况。 

6.4.5 雏鸡出壳后应放入干净清洁的雏鸡筐内，在 24 h内送至目的地，异地运输不超过 48 h。每次

运输后，重复使用的雏鸡筐应保持清洁、干燥、洁净。 

6.4.6 运输车内应通风换气，保证供氧充足，车内温度宜保持在 21℃～26℃。 

6.4.7 鸡苗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信息：到场日期、入雏数量、品种、运输车辆信息、运输公司

名称、孵化场。 

6.5  饲养管理 

6.5.1 农场内肉鸡养殖应采用平养模式，饲养期间农场内肉鸡饲养宜采用"全进全出"的管理要求。 

6.5.2 不应饲养除肉鸡以外的禽类。 

6.5.3 针对非垫料环境的平养模式，最晚于不超过7日龄时，应提供不同形式的环境富集物(如垫料

盒、栖木/栖架、沙浴池、啄食物、玩具等），重复使用的富集物应彻底清洁消毒。  

6.5.4 定期检查鸡舍，清理死亡鸡只，检查时重点关注肉鸡叫声、步态和腿部健康情况，并做好记

录。 

6.5.5 应每天对鸡舍进行卫生检查，保持鸡场环境、设施整洁卫生。  

6.5.6 肉鸡每一批次养殖之间宜间隔 10天以上，具体可根据禽群的健康状况、天气情况、更换鸡粪、

完全清理以及降低禽类健康风险的做法和技术进行调整。在缩短之前，必须与兽医、技术服务人员

或管理人员确认并进行书面记录。 

6.5.7每批养殖结束后，鸡舍应清理垫料（鸡粪）并彻底清洗消毒，包括舍内设备，水槽，料仓、地

面等。 

6.5.8应制定鸡舍清洗消毒程序规定清洗消毒流程及频率、使用的化学药物及剂量的程序性文件。每

次清洗消毒步骤的记录应保留并保存，包括但不限于清洗消毒日期，消毒剂产品及使用浓度。 

6.5.9应提供明确的可评估清洗消毒有效性的环境微生物监控记录。 

6.5.10 每批结束后应有空栏期。空栏期时间由农场规模，疾病水平及鸡舍质量等决定。现场清洗消

毒后应至少空栏 7天后进鸡。 

6.5.11 无法正常获得饲料和水以及不能正常生长和发育的肉鸡，应及时进行人道安乐死处置。处置

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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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颅和第一颈椎交界处迅速脱位。不得使用工具压碎颈椎。 

——使用 CO2或其他批准气体致昏。 

6.6  生物安全和疫病防控 

6.6.1 农场应建立生物安全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工作人员出入农场和来访者控制、进出农场车辆

及其装载饲料管理、物料运输、鸡苗运输、运鸡车管理、设备的清洁消毒和控制、死亡和淘汰鸡只

无害化处理、垫料无害化处理、虫鼠害控制、空栏时期的鸡舍室内外清洁消毒、空栏期环境设施控

制、鸡只饮水卫生控制及污水处理、饲料管理、防止交叉污染和药物安全使用要求、应急处置等。 

6.6.2 农场应按照制定的生物安全程序进行管理，并及时记录相关文件。 

6.6.3 应制定免疫程序，保留疫苗和治疗药物使用记录 2 年以上，并应按照标签条件要求存储疫苗

和药物。 

6.6.4 不应有任何形式的促生长目的使用抗生素及无任何疾病征兆的预防性抗生素使用。 

6.6.5 治疗疾病时，应按照允许剂量使用抗生素，并遵守停药期规定，出栏时进行必要的残留检测，

确保药物残留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6.6.6 进鸡舍前所有用品具、车辆及人员应消毒。 

6.6.7 运输鸡粪便的车辆不应在养殖场（小区）间交叉使用。 

6.7  人员培训和管理 

6.7.1 农场内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年龄和健康要求均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6.7.2 所有与活禽接触的工作人员应至少每年接受一次关于肉鸡行为，健康异常和福利基础知识的

培训。 

6.7.3 所有接触药品和疫苗等保管和使用相关的人员应接受正确保存和使用知识的培训，保证使用

效果和用药安全。 

6.7.4 所有处理活禽的工作人员应每年接受一次基于标准操作程序或特定岗位技能的培训，在其所

负责工作的具体地点（孵化场、肉鸡农场、捕捉和运输、屠宰场）所有涉及活禽的处置及管理工作

应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动物应激和伤害的方式完成。 

6.7.5 应记录每位工作人员培训情况，包括培训方式（课堂、在线等）以及工作人员接受培训的内

容和培训负责人。 

6.7.6 农场中不应出现动物虐待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a) 用棍棒、电棍或其他物体戳入肉鸡敏感部位，如眼睛、鼻孔、嘴巴、耳朵或肛门，为诊

断收集血液除外； 

b）切断腿脚、翅膀、剥皮或割开有知觉的肉鸡； 

c）恶意使用设备导致肉鸡骨折、窒息或死亡； 

d）拖拽、打击、踢击或投掷肉鸡； 

e）用任何物体打击肉鸡。 

6.7.7 建立农场档案管理程序，所有涉及环节的记录应保存2年以上。 

6.8  捕捉和运输 

6.8.1 捕捉过程中发现的受伤或生病的肉鸡不得装载，并进行人道处理。 

6.8.2 农场应制定开展肉鸡捕捉、处理和运输的培训计划。每年开展 1次。 

6.8.3 应采用腿部捕捉方式进行肉鸡搬运，不应使用提起翅膀或颈部方式，也不能抛掷。 

6.8.4 每次捕捉时，应观察并记录装载最少 5个笼子的过程。 

6.8.5 肉鸡装载设备（鸡笼等）应选择大小合适并保持其良好运行状态，定期评估鸡笼状况，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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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出现大洞、破损、门丢失或破损（非弯曲）时不得使用。 

6.8.6 每个禽舍开始捕捉前的停水时间不得超过 1h，到屠宰前饲料停供时间不得超过 12 h，从捕捉

到屠宰的时间不应超过 12 h。 

6.8.7 应控制鸡笼的装载密度，应保证鸡只可在鸡笼内正常躺卧而不会出现任何叠加现象。 

6.9  产业可持续发展 

6.9.1 水资源消耗 

应制定并实施水资源使用管理措施，如农场与水资源的相互影响、用于确定水资源相关影响的

方法、处理水资源相关影响的方式、企业的水资源使用目标等。 

6.9.2 物料消耗 

应制定并实施物料使用管理措施，如物料对于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物料管理。 

6.9.3 能源消耗 

应制定并实施能源使用管理措施，如能源对于运营的影响，主要能源类型，能源的获取方式；

能源管理；工作人员节能意识及行动等。 

6.9.4 其他自然资源消耗 

应说明农场活动、产品和服务对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情况，如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

海洋资源。 

6.9.5 废水 

应制定并实施废水管理措施，如废水排放许可证；排污口的申报、标识；废水污染物的种类、

来源、贮存、流向、检测；废水防治设施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如废水处理设备等。 

6.9.6 温室气体 

应列出排放温室气体相关生产运营活动和排放的温室气体类型，纳入考量的气体包括但不限于

CO2、CH4和N2O。 

6.9.7 固体废物 

6.9.7.1 应建立无害废物信息管理制度，如无害废物排污许可证；无害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

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 

6.9.7.2 无害废物的全过程进行监控和信息化管理。 

6.9.8 减排管理 

农场可制定碳排放监测方案，收集生产活动数据，计算不同环节碳排放量。 

6.9.9 员工健康与安全 

每年应定期开展职业安全风险防护培训，并保证培训覆盖率为100%。 

6.9.10 产品安全与质量政策 

可披露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保障、质量改善等方面政策，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检测、质量管理认证

机制，产品与服务的健康安全风险排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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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1 供应商的选择与管理 

应制定并实施原材料选择标准，并制定原材料与设施设备供应中断防范与应急预案。 

6.9.12 应对公共危机 

当发生公共危机后，应披露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和灾害事件的政策和具体措施。 

6.9.13 应急风险管理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描述应急风险管理： 

a）应急风险管理体系，包括应急风险评估、应急程序、应急预案、应急资源状况等； 

b）重大公共危机和灾害事件应对预案。 

6.9.14 信息披露实施 

包括但不限于描述企业信息披露的组织、制度、程序、责任、企业信息披露的内容、渠道、及

时性等情况。 

7   评价要求 

7.1 评价指标 

等级评价指标由 9 个一级指标组成，包括饲喂、饮水、环境、雏鸡管理、饲养管理、生物安全

与疫病防控、人员管理和培训、捕捉和运输、产业可持续发展。一级指标内的各项要求为二级指标，

见附录 A。 

7.2 评价赋分 

7.2.1  二级指标细分为一票否决项、关键项、一般项和鼓励项。 

7.2.2  一票否决项不赋分，其他二级指标赋分要求为：关键项为 3分，一般项为 1分，鼓励项 0.5

分。 

7.2.3 关键项和一般项的条款要求完全符合的给满分，未完全符合但达到一半以上要求的给一半分

数，完全不符合或部分符合达不到一半以上要求的不给分，详细评分要求见附录 A和附录 B。 

7.3 评价方法 

评价机构应采取实地检查、资料核查、随机抽查、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开展评价工作。 

每年对已获证农场抽查比例宜在 3%-5%之间。 

8   评价结果 

8.1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用高级和标准级表示。 

8.2  总分/应得分大于80%，评为高级。 

8.3  总分/应得分大于70%，评为标准级。 

8.4  评价结果 2 年有效。 

8.5  经第三方评估，认定为动物友好型农场后发放的标识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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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白羽肉鸡指标 

A.1  规定了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白羽肉鸡指标见表 A.1。 

A.1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白羽肉鸡指标 

序号 评价内容 得分 备注 

1 饲喂   

 

 

 

 

 

 

 

 

 

 

 

 

 

 

 

 

 

 

 

 

 

 

 

 

2 饮水   

3 环境   

4 雏鸡管理   

5 饲养管理   

6 生物安全和疫病防控   

7 人员管理和培训   

8 捕捉和运输   

9 行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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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评分要求 

B.1 一票否决项 

B.1.1 未全部采用平养模式。 

B.1.2 故意的虐待动物，在抓鸡和运输过程中虐待鸡只导致受伤、应激和惊吓。 

B.1.3 使用未经批准的安乐死方法。 

B.1.4 使用或支持童工。 

B.1.5 使用未经注册和国家许可的抗生素或药品,兽药施用记录表明没有完全符合兽医处方药品及

用量（除了非处方药，例如维生素），或兽医超出处方药标签所规定的剂量和范围开具处方签。 

B.1.6 未设置生物安全程序。 

B.2 评分细则 

评分细则见表B.1。 

B.1 评分细则 

序 号 评价指标 评价指南 分值 得分 

1 饲料和饲料原料的使用应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查看饲料进货记录，调阅饲料和

饲料原料的生产厂家信息，确认

和相关法规的符合性。 

1  

2 饲料和饲料原料可追溯，应有饲料的组成成

分和营养成分的书面记录且随时可调取检

查。 

调阅饲料的组成成分和营养成分

的书面记录，同时比对饲料槽饲

喂饲料与记录一致性。 

1  

3 饲料原料有害物质及微生物指标应符合GB 

13078 要求。 

调阅饲料原料有害物质及微生物

指标检测报告，确认与国标的符

合性。若饲料厂不能提供相应检

测报告，养殖场应根据各省饲料

监管部门要求采样送检，送检报

告留存作为记录。 

3  

4 应定期监测饲料摄入量和水消耗量，并保存

相关记录。 

调阅饲料摄入量和水消耗量监测

记录。 

1  

5 鸡只进食应可随时，并处于无应激状态下。 观察鸡只进食情况。 1  

6 鸡只应随时可无障碍地获得充足、清洁的饮

用水，提供的饮用水水质应符合NY 5027的

要求。 

1）查看饮水器洁净情况和饮水器

内水质洁净情况； 

2）查看饮用水水质报告（每年一

次），与标准的符合性。 

3  

7 饮用水温度范围宜为16 ℃～27 ℃，应提供

急备用饮用水。 

查看养殖场是否备有应急饮用

水， 

抽查日常饮用水温度监控记录。 

3  

8 饮水器设置数量为： 

——钟形饮水器：100 只/个； 

——乳头饮水器：12 只/个； 

查看三个鸡舍内鸡只数量和饮水

器的类型和数量，是否能够匹配。 

3  



 

 
9 

——水槽式饮水器：1.3 cm/只。 

9 饮水器的放置及设计应符合以下条件： 

——根据鸡只的大小和日龄，设置最佳的

高度； 

——采用恰当的设计； 

——定期检查和维护。 

查看饮水器检查、清洁和维护计

划及记录； 

现场观察饮水器的设计是否合

理，并观察其放置高度是否与鸡

只大小匹配。 

1  

10 禽舍和设备的设计应保护禽类免受不良环

境条件的影响，如季节性温度、降水以及天

敌动物。 

查看禽舍和设备的设计情况； 

现场观察周围环境。 

1  

11 肉鸡的饲养空间应能保证其自由的沙浴、理

羽、进食和饮水。 

查看肉鸡的饲养空间和鸡只状

态； 

现场观察肉鸡的活动情况。 

3  

12 存栏密度应可让所有舍内肉鸡同时进食和

饮水，白羽肉鸡最大饲养密度不应超过

40kg/m2。 

验证肉鸡饲养密度； 

现场观察肉鸡进食和饮水情况。 

3  

13 鸡舍应有效通风，相对湿度宜控制在50%～

70%。 

抽查日常鸡舍湿度监控记录； 

通风装置的清洁、维护和保养情

况。 

3  

14 应保持舍内空气质量良好，氨气浓度宜控制

在10ppm以下，不得超过25ppm。有害成份应

符合NY/T 388规定。 

抽查鸡舍日常氨气监控记录，以

及定期的空气检测报告，若现场

有监测设备的，查看实时氨气浓

度。 

3 

 

 

 

 

15 鸡舍宜引入自然光照，并配备足够的照明设

施，确保光线充足、均匀。育雏期光照强度

不低于20lux，生长期宜为10lux～20lux。  

现场验证鸡舍内光照是否符合标

准要求； 

抽查日常光照强度监控记录。 

3  

16 鸡舍内的垫料应保持干燥、松软，定期对垫

料湿度进行评估，重点关注饮水或饲喂系统

附近垫料。 

查看鸡舍内垫料情况并调阅垫料

更换记录。提供定期对垫料进行

评估的记录 

3  

17  雏鸡应来源于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种鸡场，并由该种鸡场的种蛋孵化而

来。 

 

调取雏鸡来源场相关资质证明。 

 

1  

18 引进的雏鸡应具有检疫证明。 调取雏鸡检疫证明。 1  

19 孵化场应制定雏鸡处置、淘汰、分性别和注

射疫苗等程序文件，每年度开展培训并记

录。 

调阅孵化场相应程序文件及雏鸡

淘汰和处置等记录、查看培训记

录。 

1  

20 孵化场应制定应急预案，应记录孵化房监测

情况和孵化器控制情况。 

调阅孵化场应急预案，孵化房监

测和孵化器控制记录。 

1  

21 雏鸡出壳后应放入干净清洁的雏鸡筐内，在

24 h内送至目的地，异地运输不超过48 h。

每次运输后，重复使用的雏鸡筐应保持清

洁、干燥、洁净。 

现场检查雏鸡筐清洁程度； 

查看运输记录，核查运输时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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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输车内应通风换气，保证供氧充足，车内

温度应保持在21℃～26℃。 

查看车内温度监控记录。 3  

 鸡苗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信息：到场日

期、入雏数量、品种、运输车辆信息、运输

公司名称、孵化场等。 

调阅鸡苗记录情况。 

 

1  

24 不应饲养除肉鸡以外的禽类。 查看其他禽类养殖的情况。 1  

25 针对非垫料环境的平养模式，最晚于不超过

7日龄时，提供不同形式的环境富集物(如垫

料盒、栖木/栖架、沙浴池、啄食物、玩具

等），重复使用的富集物应彻底清洁消毒。  

检查是否提供环境富集物，重复

使用的富集物的洁净情况，查看

清洁消毒记录。 

3  

26 定期检查鸡舍，清理死亡鸡只，检查时重点

关注肉鸡叫声、步态和腿部健康情况，并做

好记录。 

调阅记录，并查看鸡只健康情况。 3  

27 应每天对鸡舍进行卫生检查，保持鸡场环

境、设施整洁卫生。  

调阅卫生检查记录，查看鸡舍卫

生情况。 

1  

28 肉鸡每一批次养殖之间宜间隔10天以上，具

体可根据禽群的健康状况、天气情况、更换

鸡粪、完全清理以及降低禽类健康风险的做

法和技术进行调整。在缩短之前，必须与兽

医、技术服务人员或管理人员确认并进行书

面记录。 

调阅鸡只养殖记录； 

确认是否存在不同批次肉鸡养殖

间隔缩短的情况，若有，查看相

应记录。 

1  

29 每批养殖结束后，鸡舍应清理垫料（鸡粪）

并彻底清洗消毒，包括舍内设备，水槽，料

仓、地面等。 

调阅记录，问询工作人员，并查

看鸡舍环境及设备设施卫生情

况。 

1  

30 应制定鸡舍清洗消毒程序规定清洗消毒流

程及频率、使用的化学药物及剂量的程序性

文件。每次清洗消毒步骤的记录应保留并保

存，包括但不限于清洗消毒日期，消毒剂产

品及使用浓度。 

查看清洗消毒程序； 

调阅记录，问询工作人员。 

1  

31 应提供明确的可评估清洗消毒有效性的环

境微生物监控记录。 

查看清洗消毒后微生物指标监控

记录，要监控的微生物种类如菌

落总数、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 

3  

32 每批结束后应有空栏期。空栏期时间由农场

规模，疾病水平及鸡舍质量等决定。现场清

洗消毒后应至少空栏7天后进鸡。 

调阅记录，问询工作人员。 3  

33 无法正常获得饲料和水以及不能正常生长

和发育的肉鸡，应及时进行人道安乐死处

置。处置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在头颅和第一颈椎交界处迅速脱位。不

得使用工具压碎颈椎。 

——使用CO2或其他批准气体致昏。 

调阅相关记录，问询工作人员。 3  

34 农场应建立生物安全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调阅相关程序文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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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出入农场和来访者控制、进出农场

车辆及其装载饲料管理、物料运输、鸡苗运

输、运鸡车管理、设备的清洁消毒和控制、

死亡和淘汰鸡只无害化处理、垫料无害化处

理、虫鼠害控制、空栏时期的鸡舍室内外清

洁消毒、空栏期环境设施控制、鸡只饮水卫

生控制及污水处理、饲料管理、防止交叉污

染和药物安全使用要求、应急处置等。 

6.7  人员培训和管理 

6.7.1  

35 农场应按照制定的生物安全程序进行管理，

并及时记录相关文件。 

   

36 应制定免疫程序，保留疫苗和治疗药物使用

记录2年以上，并应按照标签条件要求存储

疫苗和药物。 

调阅相关记录，查看免疫程序和

计划，以及疫苗和药品储存情况。  

3  

37 不应有任何形式的促生长目的使用抗生素

及无任何疾病征兆的预防性抗生素使用。 

调阅治疗药物取用记录和疾病治

疗记录。 

3  

38 治疗疾病时，应按照允许剂量使用抗生素，

并遵守停药期规定，出栏时进行必要的残留

检测，确保药物残留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调阅疾病治疗和药残检测记录，

检查药房；查看残留检测报告。 

1  

39 进鸡舍前所有用品具、车辆及人员应消毒。 

 

查看具体实施情况并问询工作人

员。 

1  

40 运输鸡粪便的车辆不应在养殖场（小区）间

交叉使用。 

查看车辆情况、问询工作人员。 1  

41 农场内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年龄和健康要

求均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查看员工健康体检情况 1  

42 所有与活禽接触的工作人员应至少每年接

受一次关于肉鸡行为，健康异常和福利基础

知识的培训。 

调阅培训计划、培训记录并随机

询问农场工作人员，查看培训效

果验证方式有效性。 

3  

43 所有接触药品和疫苗等保管和使用相关的

人员应接受正确保存和使用知识的培训，保

证使用效果和用药安全。 

调阅培训记录并随机询问相关农

场工作人员，查看培训效果验证

方式有效性。 

3  

44 所有处理活禽的工作人员应每年接受一次

基于标准操作程序或特定岗位技能的培训，

在其所负责工作的具体地点（孵化场、肉鸡

农场、捕捉和运输、屠宰场）所有涉及活禽

的处置及管理工作应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

动物应激和伤害的方式完成。 

调阅培训记录并随机询问相关农

场工作人员，查看培训效果验证

方式有效性。 

3  

45  应记录每位工作人员培训情况，包括培训

方式（课堂、在线等）以及工作人员接受培

训的内容和培训负责人。 

调阅培训记录并随机询问相关农

场工作人员，查看培训效果验证

方式有效性。 

1  

46 农场中不得出现动物虐待行为，包括但不限 现场观察工作人员的现场操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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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a) 用棍棒、电棍或其他物体戳入肉鸡敏感

部位，如眼睛、鼻孔、嘴巴、耳朵或肛门，

为诊断收集血液除外； 

b）切断腿脚、翅膀、剥皮或割开有知觉的

肉鸡； 

c）恶意使用设备导致肉鸡骨折、窒息或死

亡； 

d）拖拽、打击、踢击或投掷肉鸡； 

e）用任何物体打击肉鸡。 

检查鸡只身体情况，判断是否有

动物虐待行为。 

47 捕捉过程中发现的受伤或生病的肉鸡不得

装载，并进行人道处理。 

观察捕捉现场操作情况、问询工

作人员； 

查看相关记录。 

1  

48 农场应制定开展肉鸡捕捉、处理和运输的培

训计划。每年开展1次。 

调阅培训记录并随机询问农场工

作人员，查看培训效果验证方式

有效性。 

1  

49 应采用腿部捕捉方式进行肉鸡搬运，不应使

用提起翅膀或颈部方式，也不能抛掷。 

观察工作人员搬运方式。 3  

50 每次捕捉时，应观察并记录装载最少5个笼

子的过程。 

查看并记录。 1  

51 肉鸡装载设备（鸡笼等）应选择大小合适并

保持其良好运行状态，定期评估鸡笼状况，

发现笼出现大洞、破损、门丢失或破损（非

弯曲）时不得使用。 

检查搬运方式、装置设备的运行

状况；查看鸡笼的完好状况。 

1  

52 每个禽舍开始捕捉前的停水时间不得超过

1h，到屠宰前饲料停供时间不得超过12 h，

从捕捉到屠宰的时间不应超过12 h。 

查看相关记录，确认停水和停食

时间、以及捕捉到屠宰的时间。 

3  

53 应控制鸡笼的装载密度，应保证鸡只可在鸡

笼内正常躺卧而不会出现任何叠加现象。 

现场观察鸡笼装载情况、询问工

作人员。 

3  

54 产业可持续发展 根据标准中列出的符合项计算分

数，每个符合项0.5分。 

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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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动物友好型农场标识 

C.1 动物友好型农场使用标识见图 C.1。 

 

 

图 C.1 动物友好型农场标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