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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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辽宁省教育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朋朋宠物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雨田、田长永、王艳立、朱源、韩周、王心竹、张利、陶妍、孙伟品、谷思

燚、万玲、代宏静。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教育厅（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46-1号），联系电话：024-86896846。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联系电话：

0417-7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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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训导职业技能等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犬训导职业技能等级的基本要求、职业技能划分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境内职业院校和赛事犬、宠物犬、工作犬相关单位犬训导职业人员的技能培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犬训导 canine training

借助特定的工具、设备和语言，训练和培养宠物犬的行为习惯，使其完成指定的动作和任务。

3.2

行为判读 behavior interpretation

依据犬特征性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尾部动作及吠叫声音等进行宠物犬行为和心理的分析。

3.3

社会化训练 socialized training

通过训练使犬减少或消除应激性行为，使其与人和其他动物和谐相处。

3.4

群体表演项目 group performance project

由多条犬配合展示或多个简单表演节目组合而形成的表演性训练项目。

4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4.1 总则

犬训导职业技能主要面向赛事犬、宠物犬、工作犬训练以及训导项目管理等工作领域，职业技能等

级由低到高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4.2 初级

完成犬的科学饲养管理和基础科目训练，掌握犬的生理及行为特点，进行常规训导项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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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级

制定并执行训导方案，培养犬完成指定工作任务，对犬主人进行有效指导。

4.4 高级

制定个性化的训导方案，完成犬工作能力的提升训练和复杂环境下的行为训导，满足犬主人多元化

需求。

5 基本要求

5.1 职业素养

5.1.1 有正确的职业认知，了解对应岗位的工作内容，能制定个性化职业成长规划。

5.1.2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能按照技术规范和流程完成工作。

5.1.3 有明确的安全防护意识，能采取恰当措施保护自身安全。

5.1.4 能判别潜在的安全隐患，保证犬在各项操作中的安全。

5.1.5 能独立完成环境的清洁、整理与消毒。

5.1.6 具有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具有“关爱动物、重视生命”的动物福利意识。

5.1.7 具有吃苦耐劳、务实肯干、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

5.2 基础知识

5.2.1 掌握常见犬的品种特征、生活史、生活习性。

5.2.2 掌握犬的解剖结构及生理功能。

5.2.3 掌握犬的营养需求以及营养缺乏和过剩的主要症状。

5.2.4 掌握犬遗传相关的生物学知识。

5.2.5 掌握犬学习方式及条件反射建立的过程。

5.2.6 了解犬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和常见症状。

5.2.7 掌握犬常见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控知识。

5.2.8 掌握各项犬类赛事的比赛内容及评分标准。

5.2.9 掌握犬不良行为的类型、原因、纠正方法。

6 职业技能要求（初级）

6.1 犬饲养管理

6.1.1 主粮选择

6.1.1.1 能按照犬日粮的营养特点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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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能根据犬品种和年龄选择犬粮。

6.1.2 宠物饲喂

6.1.2.1 能科学饲喂犬。

6.1.2.2 能正确对饲喂器具和饲喂环境进行消毒。

6.1.3 犬繁殖

6.1.3.1 能识别常见的30种犬的品种（见附录A）。

6.1.3.2 能对犬进行发情鉴定。

6.1.3.3 能判断犬是否妊娠。

6.1.4 驱虫与免疫

6.1.4.1 能按照免疫程序定期免疫。

6.1.4.2 能按照驱虫程序定期驱虫。

6.2 赛事犬训练

6.2.1 行为判读

6.2.1.1 能正确识别犬头部及肢体语言。

6.2.1.2 能正确识别犬叫声的含义。

6.2.1.3 能正确识别犬社交行为的含义。

6.2.1.4 能根据犬行为测试和表现，正确判断犬的神经类型。

6.2.2 工具使用

6.2.2.1 能根据具体情况正确使用牵引工具。

6.2.2.2 能根据训练需要正确选择、使用训练玩具。

6.2.2.3 能在训练中正确使用响片。

6.2.3 亲和关系建立

6.2.3.1 能建立与犬的亲和关系。

6.2.3.2 能在训练中运用亲和关系。

6.2.3.3 能正确进行犬的注意力训练。

6.3 宠物犬训练

6.3.1 服从训练

6.3.1.1 能完成配合佩戴项圈、口笼、牵犬绳等养犬工具的操作。

6.3.1.2 能完成定时定点饮食训练和定点排便训练。

6.3.1.3 能完成适应犬笼的训练。

6.3.1.4 能完成呼名及召回训练。

6.3.1.5 能完成犬配合美容、医疗等操作的训练。

6.3.2 不良行为纠正

6.3.2.1 能完成随地大小便行为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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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能完成扑人行为纠正。

6.3.2.3 能完成随地捡食行为纠正。

6.3.2.4 能完成啃咬破坏行为纠正。

6.3.2.5 能完成挖掘行为纠正。

6.4 工作犬训练

6.4.1 警用犬训练

6.4.1.1 能够对受训警犬从行为、心理、体况等方面进行评估。

6.4.1.2 能够正确使用警用训犬工具。

6.4.1.3 能够进行警犬坐、卧、立、前来等科目训练。

6.4.2 导盲犬训练

6.4.2.1 会筛选家庭寄养幼犬并指导主人与犬建立主从关系。

6.4.2.2 能够对家庭寄养幼犬进行稳定性、适用性、服从性的训练。

6.4.2.3 能定期对幼犬进行家庭生活训练评估。

6.4.3 检疫犬训练

6.4.3.1 能够选择符合条件的受训犬。

6.4.3.2 能培养受训犬搜索物品的能力。

6.4.3.3 能培养犬建立单一目标气味的条件反射。

7 职业技能要求（中级）

7.1 犬饲养管理

7.1.1 主粮选择

7.1.1.1 能根据宠物的营养状况和生理阶段选择犬粮。

7.1.1.2 能评价犬粮的营养价值。

7.1.2 宠物饲喂

7.1.2.1 能针对犬健康状况制定科学的饲喂方案。

7.1.2.2 能指导犬主人进行犬健康管理。

7.1.3 犬繁殖

7.1.3.1 能确定发情犬的交配期。

7.1.3.2 能判断犬妊娠的不同阶段及健康状况。

7.1.3.3 能护理妊娠犬。

7.1.4 选种选育

7.1.4.1 能制定繁殖计划。

7.1.4.2 能选择健康种犬并引导犬自然交配。

7.2 赛事犬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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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行为判读

7.2.1.1 能通过犬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预判行为表现。

7.2.1.2 能通过对犬的神经类型判别，决定训练中的刺激强度。

7.2.2 工具使用

7.2.2.1 能根据训练需要正确选择、使用诱导物和奖励物。

7.2.2.2 能够在犬运动过程中正确使用牵引绳控制运动路线和速度。

7.2.3 赛制分析

7.2.3.1 能够牢记比赛流程。

7.2.3.2 能够完成比赛项目的规定动作。

7.2.3.3 能够掌握参赛犬只品种标准及比赛评审标准。

7.2.4 社会化训练

7.2.4.1 能够训练犬接受陌生人正确的触摸。

7.2.4.2 能够训练犬适应各种交通工具长途运输。

7.2.4.3 能够训练犬适应比赛场地的复杂环境（声音、照明、其他犬只干扰等）。

7.3 宠物犬训练

7.3.1 服从训练

7.3.1.1 能完成宠物犬坐、卧、立训练。

7.3.1.2 能完成宠物犬站立、坐立、随行训练。

7.3.1.3 能完成宠物犬的延缓训练。

7.3.2 不良行为纠正

7.3.2.1 能完成宠物犬攻击行为的纠正。

7.3.2.2 能完成宠物犬吠叫行为纠正。

7.3.2.3 能完成宠物犬护食行为纠正。

7.3.2.4 能完成宠物犬暴冲行为纠正。

7.4 工作犬训练

7.4.1 警用犬训练

7.4.1.1 能够进行迹线气味追踪训练。

7.4.1.2 能够进行室内搜物、搜捕训练。

7.4.1.3 能够进行警犬基础巡逻能力的训练。

7.4.1.4 能够进行守候式警戒训练和吠叫报警训练。

7.4.2 导盲犬训练

7.4.2.1 能完成导盲犬等待、停止、方向转换等服从项目的训练，并建立相应口令的条件反射。

7.4.2.2 能完成导盲犬直线行走、靠边行走、快慢行走等基本行走项目的训练，并建立相应口令的条件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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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3 能完成导盲犬障碍绕行、危险环境禁行等基本安全项目的训练，并建立相应口令的条件反射。

7.4.2.4 能完成导盲犬过马路、乘电梯、出入复杂环境等综合能力的训练，并建立相应口令的条件反射。

7.4.3 检疫犬训练

7.4.3.1 能规范犬对目标气味的报警形式。

7.4.3.2 能培养犬建立混合目标气味的条件反射。

7.4.3.3 能培养犬在封闭物品中搜索禁止携带入境物。训练犬在40个无干扰气味的箱包中对9种单一目

标气味做出报警反应。

7.4.3.4 训练犬在30个放有多种单一目标气味的箱包中对9种目标气味做出报警反应。

7.4.4 表演犬训练

7.4.4.1 能够训练犬完成站立、敬礼、坐立、转圈、鞠躬等独立表演项目。

7.4.4.2 能够训练犬完成握手、跳手、跳腿、空中接食等与训导人员互动表演的项目。

7.4.4.3 能训练犬完成2个群体表演项目。

7.5 训导项目管理

7.5.1 项目开发

7.5.1.1 会利用大数据了解市场动态。

7.5.1.2 能根据犬主人的需要制定犬训练方案。

7.5.2 项目推广

7.5.2.1 能与犬主人进行有效沟通。

7.5.2.2 能为犬主人讲解项目执行方案。

7.5.2.3 能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维护训导项目相关的线上交流平台。

8 职业技能要求（高级）

8.1 宠物饲养管理

8.1.1 营养配餐

8.1.1.1 能根据犬的营养需要自制犬用鲜粮。

8.1.1.2 能指导犬主人科学合理的制作和使用宠物鲜粮。

8.1.2 营养调控

8.1.2.1 能根据宠物体况进行食品和保健品的选择与搭配。

8.1.2.2 能指导犬主人对患病宠物进行营养管理。

8.1.3 犬繁殖

8.1.3.1 能完成分娩雌犬的护理。

8.1.3.2 能完成初生犬的护理。

8.1.3.3 掌握人工授精技术。

8.1.4 选种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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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1 能评价和鉴赏常见品种的犬。

8.1.4.2 能评价宠物的繁殖能力，选择优良品种繁育。

8.1.4.3 能制定科学系统的育种计划。

8.2 赛事犬训练

8.2.1 比赛项目训练

8.2.1.1 能训练犬完成标准赛场直线、圆周、三角形等审查路线的运动。

8.2.1.2 能完成犬的站姿训练，并训练犬保持静态及接受摆位。

8.2.1.3 能训练犬接受陌生人的抚摸及牙齿审查。

8.2.2 比赛行为规范

8.2.2.1 能够展现赛场文明礼仪。

8.2.2.2 能够在比赛过程中控制犬的行为规范。

8.2.2.3 能够与其他牵犬师文明交流。

8.2.3 比赛技巧训练

8.2.3.1 能够与裁判正常沟通，了解裁判意图。

8.2.3.2 能够在复杂情况下，使用诱导物吸引犬的注意力并提高犬的兴奋性。

8.2.3.3 能够对赛场突发情况进行紧急处理。

8.3 宠物犬训练

8.3.1 服从训练

8.3.1.1 能根据宠物主人需求，制定并执行合适的训练计划。

8.3.1.2 能全面剖析训练效果，及时调整方案、修正计划。

8.3.1.3 能指导犬主人居家有效执行计划。

8.3.1.4 能指导犬主人有效保持和巩固训练效果。

8.3.2 不良行为纠正

8.3.2.1 能根据犬的具体情况和犬主人的要求制定并执行不良行为纠正的训练计划。

8.3.2.2 能与犬主人沟通训练进度并调整方案。

8.3.2.3 能指导犬主人有效执行居家行为纠正计划。

8.3.2.4 能协助完成行为纠正效果的巩固。

8.4 工作犬训练

8.4.1 警用犬训练

8.4.1.1 能够进行未知迹线追踪、陈旧迹线追踪和不同条件追踪能力训练。

8.4.1.2 能够进行5 km迹线气味追踪训练，完成对气味和人的鉴别训练。

8.4.1.3 能够进行室外搜捕、搜物能力训练，训练犬在1500 m2 区域，15 min内连续积极兴奋地搜索出

2~3物品。

8.4.1.4 能够进行拴系警戒、活动式警戒等训练项目。

8.4.2 导盲犬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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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1 能够指导使用者与导盲犬进行共同训练。

8.4.2.2 能够在导盲犬服从性降低、家庭生活习惯变差和导盲能力退化时，对导盲犬进行复训。

8.4.2.3 能判断导盲犬是否达到退役的条件。

8.4.2.4 能够建立并管理导盲犬档案。

8.4.3 检疫犬训练

8.4.3.1 能训练受训犬完成复杂环境下对12种目标气味做出报警反应。

8.4.3.2 能训练受训犬在复杂环境下保持兴奋性，从20 min逐渐延长到 40 min。
8.4.3.3 训练犬在40个放有混合目标气味、多种单一目标气味和非目标气味的箱包中对12种目标气味做

出报警反应。

8.4.4 表演犬训练

8.4.4.1 能够训练犬完成滑板、投篮、跳绳、叼篮子、跳环等运动性的独立表演项目。

8.4.4.2 能够训练犬完成空中接飞盘、算数、吠叫、舞蹈等与训导人员互动表演的项目。

8.4.4.3 能够训练犬完成5个群体表演项目。

8.5 训导项目管理

8.5.1 项目开发

8.5.1.1 能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开发宠物文化、宠物娱乐、宠物社交等宠物行为展示项目。

8.5.1.2 能根据犬主人的需要制定特制项目方案。

8.5.1.3 能开发线上互动交流项目。

8.5.2 项目推广

8.5.2.1 能利用互联网技术制定项目推广方案。

8.5.2.2 能为犬训导项目做专业的宣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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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表A.1 常见犬品种名称

序号 品种名称 序号 品种名称

1 西施犬 2 玛尔济斯犬

3 贵宾犬 4 八哥犬

5 北京犬 6 吉娃娃犬

7 法国斗牛犬 8 卷毛比熊犬

9 古代英国牧羊犬 10 德国博美犬

11 松狮犬 12 边境牧羊犬

13 德国牧羊犬 14 杜宾犬

15 罗威纳犬 16 伯恩山犬

17 牛头㹴犬 18 沙皮犬

19 雪纳瑞犬 20 杰克罗素㹴犬

21 刚毛猎狐㹴犬 22 萨摩耶犬

23 凯利蓝㹴犬 24 西高地白㹴犬

25 波士顿㹴犬 26 贝灵顿㹴犬

27 约克夏㹴犬 28 西施犬

29 西伯利亚哈士奇犬 30 金毛寻回猎犬

31 阿拉斯加雪橇犬 32 柴犬

33 秋田犬 34 英国可卡犬

35 比格犬 36 美国可卡犬

37 拉布拉多寻回猎犬 38 喜乐蒂牧羊犬

39 中国冠毛犬 40 大丹犬

41 大麦町犬 42 惠比特犬

43 阿根廷杜高犬 44 西藏獒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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