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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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林格殷格

翰、北京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内

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东营澳亚现代牧业有限公司、

河北乐源牧业有限公司、认养一头牛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优源牧业有限公司、北京宇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忠超、黄律、徐闯、郑雪莹、支晓川、唐建安、梅力、张俊杰、王典、包小

平、贺文斌、顾宪红、刘建柱、王雅晶、张学、郭刚、张志宏、王月强、何志辉、杨振、宣红军、王保

珺、张子淇、白井岩、李佳、王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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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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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奶牛存栏500头以上的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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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6  畜禽养殖企业污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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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无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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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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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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指标开展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评分。 

6 评价指标 

6.1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指标由 10个一级指标组成，包括饲喂、饮水、农场建筑、环境、设施设备、

管理、人员管理和培训、无害化处理、运输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6.2 饲喂 

6.2.1 全价饲料应适合牛的年龄和品种，饲喂量应满足每一天营养需求，应避免饲料类型和数量的突然变

化。 

6.2.2 纤维的提供： 

a.对于成年牛和 30 日龄以上的犊牛，应提供满足其营养需要量的富含纤维的饲料或草料； 

b.提供纤维的质量和长度应能刺激反刍并防止酸中毒。 

6.2.3 牛只应每天可自由获取有营养的饲料。 

6.2.4 应提供随时可查找的饲料记录，记录可包含饲料成分、饲料关键指标数据、复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的添加比例和成分、饲料厂或供应商信息、到货随车检测报告等。 

6.2.5 饲料中不应使用物质： 

a）除牛奶和牛奶制品外，含有哺乳动物或禽类蛋白质源的饲料； 

b）重组牛生长激素（rBST）； 

c）抗生素。 

6.2.6 饲喂过程中，应根据生产阶段计划，监测和维护牛的体况变化，并可提供相应记录。 

6.2.7 农场为有机牧场，牛处于放牧阶段时： 

a）应定期评估牛体况； 

b）当牧草质量较差时，适宜通过饲喂优质草料和精料来维持营养需要； 

c）不得常年将牛饲养在没有户外活动场所（牧场或运动场）的地方； 

d）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牛每天进入运动区域的时间不得低于4 h 。 

6.2.8 应每日至少清理一次料槽或饲喂通道上的剩余饲料。 

6.2.9 应定期开展饲料中黄曲霉毒素的检测。 

6.2.10 应定期开展饲料常规指标的检测，包含水分、脂肪、蛋白等数据；定期对重点原料开展维生素B1检

测，如玉米面、豆饼粉、豆粕、DDGS等。 

6.2.9 犊牛饲喂 

6.2.9.1 在出生后及出生后的0.5 h~1 h内，给予每头新生犊牛（包括公牛犊）4 L初乳，出生后 8 h内，

应饲喂至6 L的初乳。 

6.2.9.2 开食料和纤维饲喂： 

a）犊牛出生后 63 d 内，应每天至少喂食两次牛奶或代乳粉； 

b）使用桶或奶瓶喂养时，使用一次后立即清洗再使用； 

c）出生 3 d 后，提供开食料； 



 

3 

d）犊牛采食开食料达到 1kg/犊牛/d 时，可断奶； 

e）犊牛30 日龄以上时，应每天能获取到可刺激其瘤胃发育的可消化纤维的饲料。 

6.2.9.3 5 周龄后的犊牛可逐步断奶，通过减少牛奶量来逐步实现营养断奶，停止喂奶或代乳品。 

6.2.9.4 犊牛应随时可获取饮用水。  

6.2.9.5 若使用奶头喂养系统饲喂犊牛，在饲喂时奶嘴的位置应使犊牛颈部在至少水平或略微向上倾斜。 

6.2.9.6 当群养哺乳犊牛时，应提供人工乳头等设备。 

6.3 饮水 

6.3.1 除兽医要求外，每天都应提供充足和清洁的饮用水，水质应符合NY 5027要求，可定期让第三方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 

6.3.2 夏季饮水水温不得超过28℃，冬季饮水水温不得低于15℃。 

6.3.3 在冰冻或干旱等正常供水失败情况时应有储备用水。 

6.3.4 应在舍内设置多个饮水设施，且可满足至少15%的牛同时自由饮水。 

6.4 农场建筑 

6.4.1 基本要求 

6.4.1.1 与福利有关的关键点宜记录或标记在农场中或农场平面图上。包括但不限于： 

a）总建筑面积； 

b）运动场的数量、位置和卧床大小； 

c）牛舍分类及牛只数量。 

6.4.1.2 牛舍的空间容量应根据整体环境和牛群的年龄、性别、体重和行为需要来计算。 

6.4.1.3 应配备隔离牛舍和犊牛岛（犊牛舍）。 

6.4.1.4 建筑物和围栏内的表面材料应使用环保材料，且易于清洁、消毒或更换。 

6.4.1.5 牛身上不得出现由于农场环境物体而产生的形成颗粒状疤痕组织的伤害。 

6.4.1.6 农场所有建设不得有尖锐的边缘和突起。 

6.4.1.7 新建农场在规划场地时，宜在场地周围匹配相对应的种植面积。 

6.4.1.8 清粪通道宽度应满足清粪设备作业空间、奶牛自由上下卧床和进出采食区域时牛只通过的要求。 

        粪道应有防滑措施，如铺设橡胶垫等。 

6.4.1.9 运动场的面积不应低于 4.5m
2
/头。 

6.4.2 转群通道 

6.4.2.1 通道的设计、宽度和构造应让两头牛可同时并排通过，无直角盲区。 

6.4.2.2 通道内铺设防滑材料，定期检查维护。 

6.4.2.3 通道两侧围栏应无破损零件和锋利边缘，定期检查维护。 

6.4.3 牛舍设计 

6.4.3.1 不应拴住牛只。 

6.4.3.2 提供的空间应满足牛以下活动需求： 

a) 可自由横向运动及梳理身体； 

b) 可躺下并自由伸展四肢； 

c) 起身和转身。 

6.4.4 卧床设计 



 

4 

6.4.4.1 奶牛应能够轻松的以正常的方式在站立和躺卧之间变换姿势，且不会受伤。 

6.4.4.2 躺卧时，牛只起卧正常，不受限制。 

6.4.4.3 卧床从前到后向下有 4%的坡度。 

6.4.4.4 卧床垫料最小深度应为 10cm。 

6.4.4.5 牛卧床设计应使奶牛可以排成一排，且防止干扰或伤害到旁边的奶牛。 

6.4.4.6 卧床台阶的设计如下： 

 a) 在刮粪过程中，卧床和粪道之间的台阶应能够避免泥浆被推入卧床，并且台阶的设置应鼓励奶

牛头朝前进入隔间。 

b) 台阶的高度不得导致脊髓震荡损伤的发生率增加。 

6.4.5 犊牛岛或犊牛舍 

6.4.5.1 犊牛岛或独立围栏建设要求如下： 

a) 犊牛岛或独立围栏的尺寸应与动物的年龄、大小和品种相适应； 

b) 犊牛可自由站立，转身，躺下，休息和自我梳理； 

c) 犊牛岛或围栏的设置应使犊牛能够看到和听到相邻的其他犊牛； 

d) 犊牛岛或围栏应放置在有遮挡的地方,并配备遮阳网或保温措施； 

e) 犊牛岛或围栏应充分通风以除去过多的湿气，氨气和冷凝水，同时消除小股气流并保持恒定的

空气流通； 

f) 犊牛岛或围栏应放置可自由排水的基座或者地面上； 

g) 应由易于清洁和消毒的材料制成。 

6.4.5.2 犊牛躺卧区域要求如下： 

a) 可随时进出； 

b) 提供舒适、干净、干燥的垫料区域，以避免不适； 

c) 根据需要设置倾斜角度以助于排水。 

6.4.5.3 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犊牛岛可提供一个户外运动环境。 

6.4.6 饲喂区域 

6.4.6.1 饲料应该放在地面或地面以上的位置，撒料区域； 

6.4.6.2 应提供足够的饲槽空间，牛可以自由采食； 

6.4.6.3 应给每头母牛或小母牛提供至少 61 cm的饲槽空间； 

6.4.6.4 应给围栏内每头怀孕干奶牛和新产奶牛（产奶 21 天以内）提供至少 76 cm的饲槽空间。 

6.4.7 挤奶厅 

6.4.7.1 挤奶厅通道和大门的设计和操作不得妨碍奶牛的活动。 

6.4.7.2 地板应由防滑材料制成，并定期进行防滑维护，如铺设橡胶垫等。 

6.4.7.3 若为光滑的混凝土地面应有沟槽或用防滑涂层/带进行处理； 

6.4.7.4 通道和围栏应定期维护，无破损零件和锋利边缘。 

6.5 环境 

6.5.1 犊牛舍温度范围宜控制在14℃~20℃，青年牛舍温度范围宜控制在8℃~20℃，泌乳牛舍温度范围宜控

制在8℃~18℃。 

6.5.2 应将场内粉尘水平、温度、空气相对湿度和气体浓度保持在对牛无害的范围内，牛舍内可吸入粉尘

不得超过 10 mg/m
3
，氨气浓度犊牛 ≤5 ppm，成年牛≤15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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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白天应提供与自然光强度相当的光线。 

6.6 农场设备设施 

6.6.1 主电压下的电气装置要求如下： 

a) 牛只无法进入； 

b) 绝缘； 

c) 防止啮齿类动物进入； 

d) 正确接地； 

e) 定期检查； 

6.6.2 挤奶机使用要求如下： 

a) 定期检查奶杯内衬，及时更换损坏/粗糙的内衬； 

b) 确保正确的脉动频率和正确的释放/挤压比； 

c) 真空调节器应正常工作，防止真空波动。 

6.6.3 农场应配备保温、降温、遮阳、挡风及通风设施设备。 

6.6.4 饲喂和饮水设备要求如下： 

a）设计，构造，放置和维护不应造成动物饲料和水的污染。 

b）水槽高度宜在61cm~76cm， 

c）定期进行水槽清洁。 

d）应配备防止水源结冰设施。 

e）可配备恒温饮水槽 

6.6.5 在操作闸门和捕捉设备时，应减少噪音或安装降噪装置。 

6.6.6 定期检查、修复或更换损坏设施。 

6.7 管理 

6.7.1 牛舍管理 

6.7.1.1 卧床应干净、干燥，且没有粪便或尿液的污染。 

6.7.1.2 应定期观察奶牛和犊牛身体清洁度，并做好的记录，腹部或乳房上有粪便的牛不得超过 5%。 

6.7.1.3 根据气候变化，宜使用润肤剂或药浴方式保养奶牛乳房区域。 

6.7.2 产犊管理 

6.7.2.1 青年围产牛在产犊前最后 4周，经产牛仔在产犊前最后 3周时，应将待产奶牛转移到围产牛舍。 

6.7.2.2 围产牛舍内应有干净、干燥的垫料区域，有自然光线强度的照明。 

6.7.2.3 待产母牛可自由饮水，并饲喂围产期日粮。 

6.7.2.4 临近分娩时，将奶牛转移到产犊牛舍，产犊后转移至产犊后牛舍做挤奶准备。 

6.7.2.5 配备对难产母牛进行干预和治疗的接产、助产及保定架等辅助设施和设备，对难产牛和产道损伤

牛可行使用抗炎药进行疼痛管理。   

6.7.3 犊牛管理 

6.7.2.1 应将哺乳犊牛饲养在独立隔间内，并定期清洁和消毒。 

6.7.2.2 应为犊牛提供保温施设。 

6.7.2.3 不应将犊牛饲养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应提供自然光或人工光，人工光光照强度同自然光照，且

光照时间不得低于7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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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4 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可为犊牛提供一个户外运动区域。 

6.7.2.5 满足断奶条件的犊牛应及时移出犊牛岛,将犊牛从单独的围栏移到群养圈中的操作不应与断奶同

时进行. 

6.7.2.6 外来犊牛应先隔离饲养，待确认健康状况后混群。 

6.7.4 挤奶厅管理 

6.7.4.1 无明显粪尿，每次挤奶后清洗冲洗挤奶厅。 

6.7.4.2 进入挤奶厅时，牛的乳房、乳头和腹部应保持干净、干燥且无溃疡；挤奶时乳房何乳头部位应保

持清洁。 

6.7.4.3 奶牛进入挤奶厅时，工作人员应按奶牛行进速度引导进厅，不应殴打、使用赶牛器或棍棒。 

6.7.4.4 挤奶厅工作人员在对奶头进行操作时应佩戴干净的手套，可使用一次性乳房清洁布。 

6.7.4.5 所有乳头应用经批准的乳头消毒剂处理。当乳头干燥、皲裂或开裂时，应使用润肤剂。 

6.7.4.6 发现患乳腺炎的母牛不得挤奶，进行标记后移出挤奶厅。 

6.7.4.7 挤奶厅噪音不应高于80bp，氨气浓度≤15 ppm。 

6.7.5 健康管理 

6.7.5.1 应制定动物健康计划，包括但不限于： 

a）营养计划； 

b）疫苗接种计划； 

c）寄生虫防治； 

d）生物安全和传染病方案； 

e）跛足预防/足部护理程序； 

f）乳腺炎防治方案； 

g）处理不能行走动物(倒下牛)的程序； 

h）牛只淘汰和紧急情况下的科学处置。 

6.7.5.2 应持续监测牛群的表现，当发现牛只存在代谢紊乱（低钙血症、低镁血症、酮症、皱胃移位、椎

板炎、肿胀、酸中毒）、肠道症状、乳房炎症、呼吸道症状等疾病，以及难产、重复性身体伤害、跛足、

不能行走等问题时，第一时间告知兽医。 

6.7.5.3 应遵守兽药使用的相关规定，由符合资质的人员决定兽药的使用。 

6.7.5.4 应记录和保存所有治疗、牛只突然死亡、牛场疾病爆发和科学处置的情况。保存并提供生产数据

和药物使用的记录。 

6.7.5.5 应将生病和受伤的牛只移至隔离舍进行治疗和护理，为隔离的泌乳牛提供挤奶设施。 

6.7.5.6 犊牛出现腹泻表现后，应及时补充电解质。 

6.7.5.7 其它来源的牛引入前，应采取隔离、接种疫苗、疾病治疗等措施。 

6.7.5.8 发现牛只出现异常行为时应采取措施直至问题解决并记录相关情况。 

6.7.5.9 异常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a）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用身体重复磨蹭除牛体刷的物体； 

b）卷舌/吞气症； 

c）啃咬围栏； 

d）异食癖（舔食/咀嚼固体物体）； 

e）吃土/沙/泥； 

f）吮吸肚脐； 

g）吮吸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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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喝尿。 

6.7.5.10 防止跛行要求如下： 

a）应每年至少2次修蹄，定期观察牛蹄状况，出现异常磨损、感染或过度生长情况时治疗性修蹄。 

b）应制定合理传染性蹄病预防和控制方案，定期进行蹄浴。 

c）应每半年进行一次运动评分并记录。 

d）跛行牛应及时移出，确诊后治疗。 

6.7.6 乳腺炎管理 

6.7.6.1 应将有乳腺炎的奶牛进行标记，移出进行治疗。 

6.7.6.2应对牛群牛奶体细胞计数，乳腺炎的个别临床病例和乳房灌注疗法的使用进行监测和记录。应保留

所有使用药物的记录并遵守停药时间。 

6.7.6.3 挤奶完成后，可鼓励母牛站立 0.5小时。 

6.7.6.4 应定期使用药浴。 

6.7.6.5 应有42d~60d以上的干奶期。 

6.7.7 疼痛管理 

6.7.7.1 疼痛管理应包括药物使用或化学干预措施。 

6.7.7.2 断奶前1周可使用疼痛管理方法去除多余的乳头。 

6.7.7.3 去角前对犊牛做局部麻醉并使用抗炎药做长期疼痛管理。 

6.7.7.4 不应断尾和切耳。 

6.8 工作人员管理和培训  

6.8.1 农场管理人员 

6.8.1.1 应制定培训计划并定期实施为场内工作人员开展培训或提供培训机会。 

6.8.1.2 应制定和实施应对火灾、水灾或物资中断等紧急情况的计划、标准操作和预防措施，并在电话旁

和建筑物入口张贴紧急联系电话号码。 

6.8.1.3 应制定保存场内所有健康计划、应急计划、标准操作和应急程序等记录的要求，并定期检查工作

人员执行情况。 

6.8.2 农场工作人员 

6.8.2.1 应定期接受培训。 

6.8.2.2 掌握的工作内容可参考附录A。 

6.8.2.3 应熟练掌握可引起动物不适的注射、修剪蹄部、去角、阉割和打标等操作。 

6.8.2.4 棍棒不应用来打牛，不应使用电棒，棍棒和旗子应作为辅助工具。 

6.8.2.5 应通过抬起，引领行走或其他运输工具来移动犊牛，严禁拉扯或拖动犊牛。 

6.8.2.6 不应通过尾巴，皮肤，耳朵或四肢拉动或抬起牛，不应剧烈的扭尾移动牛时速度应缓慢，不应大

声喊叫或击打驱使牛移动。 

6.8.2.7 不应驱赶牛或者使牛沿着小巷、通道或者出入口奔跑。 

6.9 无害化处理 

6.9.1 农场应制定对受伤牛只进行科学处置的规定。 

6.9.2 粪污处理和污染防治应符合NY/T 116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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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污水、污物的排放应符合 GB 18596 的要求。 

6.9.4 在牛群诊疗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的的处置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6.10运输 

6.10.1  搬运、装载、卸载 

6.10.1.1 应尽量避免在极端天气进行牛运输。 

6.10.1.2 输出地或者输入地存在传染病暴发情况，不得运输。 

6.10.1.3 应尽量减少牛混群（大小不一致）装载，伤病的牛不应进行装载运输。 

6.10.1.4 司机应平稳驾驶运输车辆。 

6.10.1.5 牛到达目的地后应 1h内卸载，并在卸载过程中观察牛只健康情况，并做好记录。 

6.10.1.6 装卸牛可引导牛自行走入或走出运输车辆，不应大声喊叫或击打驱使牛移动。。 

6.10.1.7 宜采取水平方式装卸牛，装卸坡道宜平缓，不宜超过 20°，且配防滑地面和安全围栏。 

 

6.10.2  运输工具 

6.10.2.1 运输牛的车辆应有防晒遮雨的顶棚，地板应有防滑措施。 

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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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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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2.4 运输工具各部分构造应易于清洁和消毒。 

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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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2.6 运输时，应附带牛只日龄、繁殖、防疫疾病等记录。 

6.11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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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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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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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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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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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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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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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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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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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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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建立供应商准入制度，考核供应物料合规性。 

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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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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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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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采用 10个一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估，总分 100分，见附录 B。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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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用标准级和高级表示。 

8.2 综合评分得分（含） 80 分以上，评为高级。 

8.3 综合评分得分（含） 70 分以上，评为标准级。 

8.4 评价结果 3年有效。 



 

1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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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性） 

农场工作人员工作内容 

A.1 了解牛可能受到的应激源，了解牛对其他牛、对人类以及对奇怪的噪音、景象、声音和气味的反应。 

A.2 能够识别正常行为、异常行为和恐惧的迹象。 

A.3 能够识别常见疾病的症状，并知道何时寻求帮助。 

A.4 掌握身况评分的基本知识。 

A.5 了解适合牛的营养需求。 

A.6 了解正常牛脚蹄的解剖功能及其护理和治疗。 

A.7 了解正常乳头和乳房的解剖功能。 

A.8 了解产犊知识及新生犊牛的护理。 

A.9 了解牛育种和遗传学的基本原理。 

A.10 了解如何保持挤奶厅良好的卫生和挤奶机妥善维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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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奶牛指标 

B.1  规定了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奶牛指标见表 B.1。 

B.1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奶牛指标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记录 得分 

1 饲料 16    

2 饮水 4    

3 农场建筑 15    

4 环境 5    

5 设施设备 5    

6 管理 25    

7 人员管理和培训 15    

8 无害化处理 5    

9 运输 5    

10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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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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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