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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鸡的人道屠宰:目的与意义
方法总结，福利考量与政策建议

引言

近年来，在全球食品供应链中，无论是食品行业、消费者口碑和媒体宣传方面，

屠宰方法都备受关注。本文将介绍有关肉鸡人道屠宰的信息，包括美国行业内使

用的主要屠宰方法的概述，以及对企业动物福利政策的

建议。

肉鸡的主要屠宰方法

1.电击致昏

水槽电麻：

水槽电麻是是美国家禽屠宰的主要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肉鸡被人工从运输箱中

取出，然后用金属挂钩倒挂在移动的生产线上。挂在挂钩上后，这些鸡就会通过

一个通电的水槽装置。电流通过鸡的身体向上流过金属挂钩，理想情况下，会产

生心脏骤停并使鸡失去意识，导致不可逆转的昏迷。1

原则上，电击致昏是较为人道的屠宰方法；然而，此类系统也存在严重的福利问

题。这说明我们有必要向更高福利的屠宰方式转变，如进行控制气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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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问题:

 有效电击(低电频、高电流)的电参数也会导致肌肉上出现血斑、瘀伤和骨折，

所有这些情况都会降低鸡肉胴体的价值。电击导致的肉质问题是由于电流实

时造成的强肌肉收缩。因此，为减少肉质问题，通常电击时采用高电频、

低电流--但这会导致了更多鸡只被无效致昏的情况。无效致昏的鸡通常在随

后包括放血和浸烫的（屠宰）处理阶段是清醒的。2

 其他的问题还有每只鸡受到电击的一致性。当几只鸡同时经过电麻水槽时，

每只鸡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电阻。3 若传递给每只鸡的电参数不足时，就可

能会在放血时增加鸡恢复意识的风险，或使鸡只虽已瘫痪但仍有意识。

 如果翅膀在头部之前接触到水槽，鸡只则会在电麻前触电遭受疼痛。

 研究证实，所需要的人工处理、倒挂和挂钩都会导致鸡只严重的疼痛和应激。

2. 控制气体致昏系统（CAS）

控制气体系统将鸡暴露在一个室内密闭的受控混合气体环境中。这是一种致昏屠

宰系统；换句话说，如果操作得当，鸡只不会在放血之前或放血期间恢复意识。

此种屠宰方式的另一个显著的优势是，鸡在整个过程中都呆在运输箱里，避免了

额外的活体处理--包括引起鸡只高度紧张的倾倒、倒置和挂钩过程。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会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导致呼吸停止，还会阻断氧气的供应。在大多

数控制气体系统中，二氧化碳的主要使用方式有两种：多阶段系统是将鸡连续暴

露于含 40%二氧化碳的气体混合物中致昏，后将它们暴露于更高浓度的二氧化

碳(>55%)中致其死亡；另一种方法是使用二氧化碳(最高 30%)和其他气体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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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惰性气体，有时使用氧气）以减少气体对鸡只的不良刺激程度。5

不推荐使用单阶段二氧化碳系统(将鸡只置于同一浓度的气体中)。因为在此系统

中，鸡只表现出更多的不安和更严重的抽搐(因此会增加受伤的可能性）。6，7

惰性气体：

这里所使用的惰性气体包括氩和氮。这些惰性气体是无毒的，对鸡没有不良刺激

的气体。鸡将会因缺氧而死亡。确保屠宰可靠的操作规定气体必须保持在最高浓

度为 2%的氧气中，这种方法比二氧化碳系统需要更长的时间将鸡杀死。然而，

由于气体对鸡没有不良刺激（不被鸡只所厌恶，不产生不良反应），惰性气体被

认为是比二氧化碳法产生更小的鸡只应激的方法。8 人们认为该屠宰方法的福利

水平更好，相比二氧化碳法，人们较少使用惰性气体系统，因为这些气体更昂贵，

并且在鸡只失去意识后的一段时间内，鸡会出现剧烈拍打翅膀的现象，这会对胴

体造成更多的损伤。

低气压致昏系统(LAPS)：

该方法的工作原理是逐渐将空气(因此也包括氧气)从鸡舍中排出。现有的福利方

面的研究表明，低气压致昏系统（LAPS）可与其他控制气体系统（CAS）类似。

然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鸡只在 LAPS 过程开始和无意识开始之间是否

经历了显著的疼痛或痛苦。9 自 2011 年以来，美国一直在使用一种商业规模的

LAPS 系统，每小时可处理 21,600 只单只重量达 4 公斤的肉鸡。10

福利问题：

使用浓度不足的二氧化碳，或不使用多阶段系统会导致二氧化碳产生不良刺激性。

 低浓度的二氧化碳会令鸡不适，在高浓度时不适感会大幅增强。当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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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达到 30%或更多时，二氧化碳造成的不适感（不良反应）会非常严重。

 LAPS 系统中，动物会表现出平均达 20 秒左右的痛苦（摇头、气喘、跳跃）。

与使用二氧化碳或惰性气体的 CAS 系统相比，在 LAPS 系统中动物失去意识

所需的时间更长。11

针对肉鸡的人道屠宰给企业的几点建议：
1. 所有肉用动物都应被人道屠宰。相比其他方法，肉鸡屠宰应优先采用二氧化

碳或惰性气体的控制气体致昏。应淘汰传统的水槽电麻致昏法。

2. 在屠宰前不通过电麻而放血致死动物不是一种人道的屠宰方法。企业的动物

福利政策应该规定，其供应链中所有的肉类都应来自于屠宰前经过电麻致昏处理

的动物。

3. 所有屠宰系统应配备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方案。这包括：

 建立和使用涉及活体动物工作的一套标准操作程序（SOPs）;

 活体动物工作相关人员的有效培训；

 在屠宰场中设立“动物福利负责人”岗位。此岗位负责动物福利标准操作流

程的监控、保证相关操作按要求实施，并在要求未执行时或出现其它问题时

采取补救措施；

 在活体处理区域使用闭路电视，有效监控操作环节；

 积极管理并有效评估屠宰时的福利结果。

4. 针对控制气体系统（CAS）：

 为了消除动物恢复意识的风险，应采取一种致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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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二氧化碳系统，建议采用多阶段系统。即开始时将鸡只置于浓度最

高达 40%的二氧化碳中致昏，然后再置于浓度更高的二氧化碳中使其死亡。

 应设计（适宜的）控制气体系统，使鸡只能够停留在室内的运输箱中，无需

在屠宰场进行任何额外的活体处理。

 控制气体系统的设计应使操作者能够观察到箱中的鸡只，以对鸡只可能出现

的不良反应进行监控。

更多信息请见：compassioninfoodbusiness.com (英文)或 ciwf.cn（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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