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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肉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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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肉牛养殖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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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18596 畜禽养殖企业污物排放标准

NY/T 815 肉牛饲养标准

NY/T 2967 种牛场建设标准

NY/T 116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动物友好型农场 animal friendly farm

在动物饲养全过程中关注动物健康并践行动物福利的养殖场。

4 基本要求

4.1 参加评价的养殖企业生产运营符合现有法律法规要求。

4.2 农场认可并践行动物福利的基本原则。

4.3 过去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

5 评价原则

5.1 公正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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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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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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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科学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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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养殖企可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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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构成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指标由8个一级指标组成，包括牛舍、环境、饲料和饮水、管理、运输、

动物健康、生物安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指标——肉牛，见附录 A。

6.2 牛舍

6.2.1 牛舍建设选址与建设条件、建筑与结构、场区规划布局应满足NY/T 2967的要求。

6.2.2 牛舍围栏建造及其材料不得造成牛只伤害，不的妨碍新鲜空气流通。

6.2.3 牛舍内通道的宽度宜便于两头成年牛自由通过，不少于2 m。

6.2.4 水槽和料槽、门闩、门锁设计和安装位置应避免伤到牛群。

6.2.5 光滑的混凝土地板应有开槽或用防滑涂层处理。

6.2.6 牛群的躺卧区域应排水良好，地面保持干燥。

6.2.7 牛舍内应设有躺卧休息区和运动区。牛舍空间面积与牛的饲养密度要求见表1。

表1 饲养密度

动物体重（kg） 躺卧区最小面积（㎡） 运动场最小面积（㎡）
每只动物的

最小总面积（㎡）

<100 1.5 1.8 3.3

101-109 2.5 2.5 5.0

200-299 2.5 2.5 5.0

300-399 3.5 2.5 6.0

400-499 4.5 2.5 7.0

500-599 5.5 2.5 8.0

600-699 6.0 2.5 8.5

700-799 6.5 2.5 9.0

>800 7.0 3.0 10.0

6.3 环境

6.3.1 温湿度

6.3.1.1 应采取措施保护牛免受冷热应激。

6.3.1.2 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相对环境湿度应控制在 80%以下。



3

6.3.2 空气质量

6.3.2.1 应考虑品种耐受性、年龄、气候条件，采用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

6.3.2.2 应至少每季度一次感官或使用仪器对氨、灰尘进行评估。

6.3.2.3 可使用感官法评估氨/粉尘，见表 2，评价结果为 2 分和 3 分表明氨和粉尘过多，应及时采取

措施改善空气质量。

表2 氨气和灰尘感官评估

得分 描述

0 零：气味和灰尘不明显，易于呼吸。

1 微弱：气味和灰尘不明显，可以轻松咳嗽。

2 中度：气味和灰尘明显；眼睛流泪和/或咳嗽。

3 强烈：气味和灰尘刺激；眼睛和/或嘴巴刺痛，以及/或过度咳嗽/打喷嚏。

6.3.2.4 当使用仪器来评估空气质量时，舍内环境氨不得超过 25 ppm，粉尘不得超过 10 mg/m
3
。

6.3.3 照明

6.3.3.1 牛舍应采光良好，透光构件保持清洁；

6.3.3.2 密闭式牛舍应有采光设施，或人工补充光源，在白天时间应达到200 Lx的照明水平。

6.3.4 其它

6.3.4.1 饲养环境噪音应低于75dB，避免持续嘈杂。

6.3.4.2 牛舍应采取灭蚊蝇措施。

6.4 饲料和饮水

6.4.1 饲料

6.4.1.1 饲料营养标准应符合NY/T 815 要求。

6.4.1.2 天气变化或牛群运输前不应变更饲料或牧草。

6.4.1.3 饲料中不应添加乳和乳制品以外的动物源性成分。

6.4.1.4 进食胆怯的牛只，应调出并进行单独饲喂。

6.4.1.5 食槽内陈旧或变质饲料应及时清理。

6.4.1.6 除健康检查需要外，牛群应实现自由采食，需考虑动物的年龄、体重以及动物生长、运动

和极端天气等相关的营养需求，停料或禁食时间不应超过48 h。

6.4.2 饮水

6.4.2.1 牛群饮用水应符合 GB 5749 要求，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水质检测。

6.4.2.2 除健康检查、诊疗活动需要外，牛群应随时喝到充足的饮用水，断水时间不应超过24 h。

6.4.2.3 应及时清洗水槽，保持水槽内无饲料残渣、无污物、无苔藓等。

6.4.2.4 应有应对水源紧缺或极端天气状态下的备用饮水方案。

6.5 管理

6.5.1 饲养管理

6.5.1.1 应根据牛只大小和年龄进行分群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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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2 应避免在整个或部分饲养期间将牛拴养。

6.5.1.3 除了对牛只开展检查、采血、兽医治疗、标记、洗涤或称重期间，以及清理畜舍和等待装

载运输外，不应对牛只实行空间限制或约束。

6.5.1.4 牛舍每天至少 2 次巡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立即处理。

6.5.1.5 应做好料槽、水槽、围栏和排水管附近区域的管理维护。

6.5.1.6 除了兽医要求单独隔离管理外，应群体饲养。

6.5.1.7 宜提供环境富集设施，牛可表现自然行为。

6.5.2 去势

6.5.2.1 牛只去势尽量在 6 月龄内完成，在断奶前首次合群时进行去势最佳，以减少出血、疼痛及

应激。

6.5.2.2 去势应优先采用减轻牛只疼痛的方法，若采用外科手术法应选用无菌锋利的手术刀，并采

取止痛措施。

6.5.2.3 成年牛采用外科手术去势时应做好术前麻醉。

6.5.2.4去势后应做好密切观察，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治疗。

6.5.2.5 去势应由专业兽医人员实施。

6.5.3 去角

6.5.3.1 在犊牛阶段进行牛角的去除，应完全去除角生发组织，防止角再生。具体方法如下：

a) 7 d-15 d 犊牛宜采用药物去角，在角芽的基部周围涂上一圈凡士林，防止去角膏流下

损伤眼睛。

b) 15 d-70 d 犊牛宜采用烧烙去角，做好镇痛和局部麻醉处理。

c) 60 d-180 d 犊牛宜采用去角刀机械去角，做好镇痛和局部麻醉处理。

6.5.3.2 若角已附着在头骨上，角内血管变粗，应采取去尖操作，避免流血过多、应激过大、伤口

感染等。

6.5.3.3 6 月龄以上应去角尖，可不做镇痛处理。

6.5.3.4 去角后 10 d 内，应每天检查伤口，如有感染应立即治疗。

6.5.4 标识

6.5.4.1 动物标识方法应选择对牛只应激小、损伤轻的方式，不应将剪耳作为常规标识方法和使用

化学蚀刻烙印。

6.5.4.2 不应在牛只应激或异常状态下佩戴标识，操作过程中动作应缓慢轻柔。

6.5.4.3 应选择不引起牛不适的位置佩戴标识。

6.5.4.4 佩戴标识后 7 d 内，每天观察佩戴处是否发生感染，如有感染立即治疗。

6.5.4.5 应由有经验的人员进行标识佩戴操作。

6.5.5 人员管理

6.5.5.1 管理员

6.5.5.1.1 牛场管理员应接受有关动物福利知识的培训，掌握动物健康和福利方面的专业知识，了

解本标准的具体内容，且能在其管理过程中熟练运用。

6.5.5.1.2 制定和实施应急预案，以应对紧急情况，包括火灾、洪水、风暴破坏、环境控制系统中

断或供应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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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1.3 对员工开展动物健康和福利相关内容培训。

6.5.5.2 工作人员

6.5.5.2.1 了解影响牛只福利的因素。

6.5.5.2.2 了解牛的营养状况、身体状况、运动能力。

6.5.5.2.3 识别正常行为、异常行为和恐惧的情况。

6.5.5.2.4 应熟练操作设施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识别出常见的故障并报修。

6.5.5.2.5 移动、检查、诊疗牛只时应动作轻缓。

6.6.5.2.6 牛群驱赶时应安静柔和，驱赶用具宜采用由藤条、皮带、塑料或纤维制成，不应采用金

属、木制尖桩、水管等。

6.5.6 设施设备管理

6.5.6.1 应每天对所有设备至少进行1次巡查。若发现设备出现异常，应立即采取措施纠正，以保护

牛只因设备异常而引起不必要的痛苦。

6.5.6.2 电器装置具有良好的防护等级，安装时应防止牛只接近和啮齿类动物的啃咬，配备并定期

检测安全保护装置。

6.5.6.3 自动加料和饮水系统应保持正常运行。

6.6 运输

6.6.1 搬运、装载、卸载

6.6.1.1 应尽量避免在极端天气进行牛运输。

6.6.1.2 运送人员应具备运输牛的经验，并接受过基本兽医知识、伤病牛管理和动物福利有关知识

培训。运送人员应对牛在运输过程中的状况进行有效监控。

6.6.1.3 应尽量减少牛混群装载，伤病的牛不应进行装载运输。

6.6.1.4 司机应平稳驾驶运输车辆，避免剧烈颠簸引起牛只不适。

6.6.1.5 牛到达目的地后应及时卸载。

6.6.1.6 装卸牛的过程应以最小的外力实施，尽可能引导牛自行走入或走出运输车辆，不得采取粗

暴的方式驱赶。

6.6.1.7 应使用适当的装卸设备，尽可能采取水平方式装卸牛。无法避免的坡道应尽量平缓（坡度

不宜超过 20 °），应采取防滑的措施及安全围栏。

6.6.2 运输工具

6.6.2.1 运输牛的车辆应有防晒遮雨的顶棚，地板应有防滑措施。

6.6.2.2 运输牛的车辆应保证牛可自然站立，并且顶部有通风的空间。牛头部最高点距顶棚至少保

留：小牛为 10 cm，成年牛为 20 cm。

6.6.2.3 运输车辆所有与牛接触的表面、装载坡台和护栏等，不应存在可能造成牛伤害的锋利边缘

或突起物。

6.6.2.4 运输工具各部分构造应易于清洁和消毒。

6.6.2.5 运输车辆应有一定的防护措施，避免牛摔倒或其他行为可能引起的伤害。

6.7 动物健康

6.7.1 制定并实施动物健康计划，包括不限于免疫程序、消毒制度、驱虫计划、诊疗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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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兽医人员应熟悉牛只健康不佳或不安的征兆，并能采取有效措施。

6.7.3 应为牛群每年至少安排一次兽医健康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体况、体态、疫病情况，健康检查

内容见附录B。
6.7.4 出现不可逆转的疫病时或其他健康问题，应由专业人员对牛只采取致晕后再进行无害化处

理。

6.7.5 若有工作犬应接受适当的训练，确保处于可控状态，不会对牛造成伤害。

6.7.6 应定期检查蹄部是否有异常磨损、过度生长或感染的迹象，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采取措施。

6.7.7 应制定跛行检查计划，牛只若出现跛行，应及时隔离、诊疗。

6.8 生物安全

6.8.1 所有病死牛处理应符合《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的要求。

6.8.2 粪污处理应符合 NY/T 1168 的要求。污水、污物的排放应符合 GB 18596 的要求。

6.9.3 在牛群诊疗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的的处置应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要求。

6.9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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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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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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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制定温室气体减

排管理方针。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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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 产品安全与质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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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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 供应商的选择与管理

应制定并实施原材料选择标准，并制定原材料与产成品供应中断防范与应急预案。

6.9.10 应对公共危机

应披露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和灾害事件的政策、措施和具体贡献成果。

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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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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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等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信息披露的内容、渠道、及时性等情况。

7 评价方法

等级评价采取综合加权评分方式，各级指标设置相应的权重，各指标加权综合评分总分为 100

分,二级指标下设具体评价要求的分值，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奶牛指标见附录 A。

评价机构的应采取实地检查、资料核查、随机抽查等多种方式开展评价工作。

8 评价结果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用一级、二级和三级表示。从一级到三级表示动物福利水平从高到低。

综合评分得分（含）80分以上，评为一级。

综合评分得分（含）70以上，评为二级。

综合评分得分（含）60以上，评为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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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奶牛指标

A.1 规定了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奶牛指标见表 A.1。

A.1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肉牛指标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记录 得分

1 牛舍 15

2 环境 15

3 饲料和饮水 15

4 管理 10

5 运输 10

6 动物健康 20

7 生物安全 10

8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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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肉牛健康检查内容

B.1 总体外观

B.1.1 观察整体结构：肉牛的体型、肌肉线条和骨骼结构是否匀称，有无畸形或异常生长现象。

B.1.2 检查皮肤状况：皮肤是否光滑、有无创伤、皮肤病等。

B.1.3 观察行为表现：牛的活力、步态、叫声等方面，判断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B.1.4 观察精神状态：是否对外界刺激反应正常，是否有狂躁不安的表现。

B.2 毛色与质地

B.2.1 观察毛色是否均匀：肉牛的毛色应均匀一致，无异常色泽。

B.2.2 检查毛质是否光滑：用手触摸牛的皮肤，判断毛质是否光滑，有无脱毛、掉毛现象。

B.2.3 检查疾病及营养不良的表现。

B.3 肌肉发育

B.3.1 观察肌肉分布情况：肌肉在身体各部位的分布是否均匀。

B.3.2 检查肌肉紧实度：通过触摸和观察，判断肌肉的紧实度和弹性。

B.4 骨骼发育

B.4.1 观察整体骨骼结构：骨骼的长度、粗细和形状是否正常。

B.4.2 检查关节灵活度：观察关节活动是否灵活，有无僵硬或异常弯曲现象。

B.4.3 检查有无畸形或异常生长现象。

B.5 膘情与脂肪含量

B.5.1 观察脂肪分布情况：脂肪在身体各部位的分布是否均匀。

B.5.2 检查皮下脂肪厚度：通过触摸和观察，判断皮下脂肪的厚度和弹性。

B.6 呼吸系统

B.6.1 观察呼吸频率和深度：正常呼吸频率和深度是健康的重要指标。

B.6.2 检查鼻孔是否通畅：鼻孔通畅无分泌物是呼吸系统健康的标志。

B.6.3 检查有无呼吸困难或异常声音：呼吸困难或异常声音可能是呼吸道疾病的表现。

B.7 循环系统

B.7.1 观察心率和血压变化：正常的心率和血压是循环系统健康的标志。

B.7.2 检查四肢温度是否一致：四肢温度一致是血液循环良好的表现。

B.7.3 检查有无循环障碍症状：如四肢冰冷、脉搏微弱等。

B.8 消化系统

B.8.1 观察食欲和饮水情况：食欲和饮水状况是消化系统健康的标志。

B.8.2 检查排泄物性状是否正常：正常排泄物无异味、颜色正常。

B.8.3 检查有无消化系统疾病症状：如腹泻、便秘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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