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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揖摘要铱 摇 实验动物用于病原性研究越来越多袁生物安全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袁有时还会非常严重遥 近十年

来袁实验动物相关法规尧标准不断完善袁加之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进一步提高袁为保障动物实验的生物安全袁提供了

良好的控制要求遥 但是袁目前依然存在一些认识上尧操作上和管理上的问题袁如实验动物和实验用动物的使用要

求尧动物大小与饲养设备的安全控制尧福利要求与生物安全的取舍侧重等方面遥 本文就以上问题袁进行了分析袁并
提出一些观点袁以期为良好控制动物实验中的生物安全起到借鉴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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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实验动物用于病原性研究越来越多袁生物安全

问题应当引起重视遥 杂粤砸杂 之后袁生物安全相关法

规尧标准不断完善袁加之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进一

步提高袁为保障动物实验的生物安全袁提供了良好

的控制要求遥 但是袁目前依然存在一些认识上尧操
作上和管理上的问题袁如实验动物和实验用动物的

使用要求尧动物大小与饲养设备的安全控制尧福利

要求与生物安全的取舍侧重等遥 通过问题分析袁提
出一些观点袁以期为良好控制动物实验中的生物安

全起到借鉴作用遥
员摇 实验动物的生物安全特性

野标准化实验动物冶是指以科研需要为目的的尧
人工饲养的有清楚的微生物尧寄生虫学背景渊即体



内病原微生物袁寄生虫的携带 攒控制状况冤和遗传学

背景渊即品系和品种冤的实验动物遥 野人工饲养冶涉
及的环境设备因素袁野携带微生物冶和野遗传背景明

确或者来源清楚冶涉及的微生物尧寄生虫和遗传因

素袁都会直接影响实验动物质量遥
实验动物具有两大特点院一是为人类研究需要

被改变袁似像非像原种动物袁成为野病态异类冶曰二是

由于遗传改变袁原有抵抗病原的能力呈现不同程度

下降袁对病原谱系发生改变袁更易得病遥 实验动物尧
分泌物尧排泄物尧样品尧器官尧尸体等控制尧操作不当

会变成病原污染的扩大器袁造成更大范围传播袁因
此袁了解实验动物生物安全特性袁就应该首先要做

好思想准备袁注重病原防控袁防备于未然遥
实验用动物由于种类繁多袁目前尚无国家相应

标准袁病原体携带情况十分复杂袁特别是有些严重

人兽共患病病原宿主性动物严重威胁实验人员和

环境的安全袁应引起高度重视袁制定通用性实验

要求遥
圆摇 实验动物使用要求和安全保障

实验动物的使用应按国家相应的法规尧制度尧
指南和标准进行遥

普通级动物一般在普通环境或更好环境中繁

殖和使用遥 普通动物由于排除的病原种类较少袁主
要排除对人体和动物健康造成危害的人兽共患病

病原和动物烈性传染病的病原袁残留微生物尧寄生

虫对动物的干扰也较大遥 考虑到繁育环境不是十

分严格袁一些危害较大的人兽共患病和动物烈性传

染病有些要求必须免疫袁达到保护动物和使用者的

安全目的袁但同时袁干扰了动物机体免疫状态袁对实

验本身袁尤其是免疫学尧病原学研究可能造成程度

不同的影响袁因而袁国外发达国家已经不使用此类

动物遥 我国由于发展不平衡袁完全取消普通动物的

使用会造成诸多困难袁因而规定袁这类动物只适用

于教学示范袁一般不可用于科研性实验使用遥
清洁级实验动物要求在屏障环境中繁殖和使

用遥 清洁动物由于排除了对动物危害大和对科学

研究干扰大的主要病原种类袁因而袁基本上能满足

动物实验的要求遥 清洁级动物一般要求不能通过

使用疫苗的方法控制动物病原性疾病袁因为疫苗可

诱发机体不同程度的免疫反应袁影响实验结果袁尤
其是免疫学实验遥 理论上讲袁清洁及动物要求在屏

障环境中繁殖袁发生感染的几率非常低遥 考虑到我

国实际国情袁在不能提供充足 杂孕云 动物使用时袁这
类动物可被认为是低级别 杂孕云 动物袁在我国作为标

准实验动物袁可用于科研性实验使用遥
无特定病原体级动物渊杂孕云冤要求在屏障或隔离

环境中繁殖和使用遥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动物实

验的要求遥 同时要求不能通过使用疫苗的方法控

制动物病原性疾病袁因而排除了因疫苗诱发的免疫

反应而影响实验结果袁基本实现了野实验动物应该

处于尧保持病原不可触及的机体状态冶要求遥 理论

上讲袁杂孕云 动物要求在屏障或隔离环境中繁殖袁发生

病原污染的几率非常低遥 这类动物是较理想的实

验动物袁通常作为标准实验动物用于广泛科研使用遥
无菌级实验动物体外尧体内不存在任何实验室

方法可检测到的外源性活性生物体遥 无菌动物要

求在隔离环境中繁殖和使用袁空气尧饲料尧饮水经过

严格的消毒灭菌处理维持无菌环境遥 由于来源困

难袁目前尚未有用该类动物的系统病原研究应用遥
实验用动物的使用原则上应有人兽共患病检

测和控制袁使用中应视为野生物体危险源冶动物袁必
须加强生物安全防护措施遥
猿摇 实验动物病原体检测和检疫

使用的实验动物或实验用动物应经过质量监

测袁检疫合格袁来源明确遥 动物实验之前应了解拟

使用动物可能的携带尧感染病原曰动物必须排除人

兽共患病病原污染袁并做好防控遥 实验室应动态监

控实验动物污染或携带微生物状况袁及时了解实验

动物健康状态袁并采取一定综合措施保证实验动物

安全遥 实验动物病原体检测和检疫强调院渊员冤实验

动物饲养必须控制在叶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标准曳
要求的饲养条件内袁将污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曰渊圆冤
必须按照叶实验动物摇 微生物学等级及监测曳和叶实
验动物 微生物学检测方法曳两部分内容进行定期检

测监控曰渊猿冤应采取相应卫生检疫尧生物安全及管理

要求对不合格尧不健康实验动物进行相应处理袁确
保使用的实验动物质量合格遥

微生物检测标准和指标是实验动物微生物质

量控制的依据袁具体检测要求及项目袁包括动物的

外观指标尧病原菌指标和病毒指标袁同时要求寄生

虫检测同步进行遥 动物健康外观指标是指实验动

物可以通过临床观察到的外观健康状况袁如活动尧
精神尧食欲等有无异常曰头部尧眼睛尧耳朵尧皮肤尧四
肢尧尾巴尧被毛等是否出现损伤尧异常曰分泌物尧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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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是否正常遥 实验动物要求外观必须健康尧无异

常袁实验室检测合格遥 为确保生物安全袁必须使用

合格的实验动物用于实验遥
实验用动物应参照类似要求或国家现有相关

法规尧标准等进行检测和检疫袁最大程度上限定病

原微生物的污染和扩散遥
源摇 实验动物种类尧病原种类和防护要求

实验动物体型不同袁饲养设施尧设备环境及安

全控制存在客观差异遥 小型动物小鼠尧大鼠尧地鼠

和豚鼠等饲养设备如 陨灾悦尧隔离器等条件较好袁一般

易于控制遥 中型动物兔尧犬尧猴等受到体型尧特性等

限制袁应尽量做到有效控制遥 大型动物羊尧牛尧马等

实验用动物尚无国家微生物尧寄生虫等检测标准袁
实验应按相关要求进行遥

病原感染性动物实验的设施尧设备要求及人员

防护取决于病原种类袁即病原的烈性程度遥 高致病

性的一尧二类病原要求在 粤月杂蕴鄄猿 或 粤月杂蕴鄄源 高等级

实验室中进行遥 动物饲养应控制在能有效隔离保

护的设备或环境内袁如 陨灾悦尧隔离器尧单向流饲养柜尧
特定实验室等遥 三类病原感染性动物实验应采用

陨灾悦 或同类饲养设备进行饲养曰四类病原应严格控

制实验环境袁有条件或必要时应采用 陨灾悦 饲养遥 动

物密度不可过高袁饮水须经灭菌处理遥 动物的移动

应做到每个环节实行有效防护袁避免病原污染环境遥
缘摇 动物实验的安全操作和控制

在进行动物实验中袁应该重点注意三方面内

容院一是正确选择实验动物袁对所用动物必须了解

其整体概况袁特别是微生物携带情况尧免疫情况曰二
是保证动物应享有的福利袁在使用动物进行实验研

究时袁尽量避免给动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或伤害遥
痛苦和伤害往往使动物活动增加尧暴露增大袁增加

生物安全风险遥 三是在使用动物进行感染性病原

研究时袁必须保护好实验人员和周围环境袁防止感

染和污染遥 所以要求实验人员必须了解动物实验

的原则和要求遥
动物实验不同于体外实验袁任何对动物带来的

不良操作袁都会影响实验结果或造成生物危害遥 要

求所有从事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人员袁包括临时

实验人员袁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生物安全专业培

训袁考试合格袁并取得上岗证后袁才能进行动物实

验遥 动物实验的安全控制要求实验人员应该具有

良好的动物实验的能力袁包括动物饲养能力尧对动

物认知能力尧操作能力尧信息采集能力尧分析能力尧
关护能力尧设施设备掌握能力和生物安全防护能

力遥 具备了这些能力袁才能完成良好的动物实验袁
同时保证实验中的生物安全遥

动物实验不可避免要进行病原感染性实验袁也
是感染性动物模型制备的基础遥 比如艾滋病动物

模型要用到猴袁流感病毒要感染小鼠尧雪貂曰结核模

型动物有小鼠尧豚鼠和猴等曰肝炎模型动物有树枸尧
转基因小鼠尧土拨鼠等遥 做这些感染性实验既要了

解病原的危害袁也要了解动物感染后的危害袁和可

能的生物安全风险袁操作中要提高控制能力袁降低

风险遥
动物活体检测尧外科手术尧活体采样尧解剖取材

等技能更是要求人员能够熟练掌握遥 必须经过严

格培训袁才能实际应用遥 能力袁是安全的保证遥
远摇 动物实验的生物安全和福利尧伦理审查

动物实验单位应设立生物安全委员会和实验

动物使用管理委员会袁负责咨询尧指导尧评估尧监督

实验室的动物生物安全活动相关事宜以及动物实

验活动安全管理遥 一般实验人员往往注重动物实

验本身袁不太关注或不够专业懂得动物福利尧伦理

和生物安全要求遥 因此袁国际上提倡成立动物实验

福利尧伦理委员会袁负责审查动物实验袁对每个环节

把关遥
动物实验福利尧伦理审查的基本原则是兼顾动

物福利和人员利益袁在综合评估动物所受的伤害和

使用动物的必要性基础上进行科学审查遥 涉及动

物保护尧动物福利尧伦理尧科学需要尧生物安全等各

方面内容遥 遵循动物保护原则袁禁止无意义滥养尧
滥用尧滥杀实验动物袁制止没有科学意义和社会价

值或不必要的动物实验遥
动物福利原则强调保证实验动物的权利遥 伦

理原则袁既要考虑动物的利益袁善待动物袁又要保证

实验动物项目的科学性遥 生物安全原则提倡要保

证实验人员和环境的安全遥
动物实验方案审查的内容应该包括院 实验人员

是否符合操作要求曰设施设备是否符合动物要求曰
饲料尧垫料尧饮水是否符合动物要求曰动物运输是否

符合要求曰实验方案是否符合动物福利要求曰动物

处置是否符合伦理规范曰动物处死是否符合安乐死

原则曰动物尸体处理是否符合无害化环保要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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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遥 这些方面袁都要有生物安全作为保障遥
舒适措施渊环境丰荣冤院福利提倡提供必要的玩

具袁特别是犬尧猴遥 有条件时可以给动物增加音乐

和色彩环境袁对于中大型实验动物实验会产生较好

效果遥 尽量保证恒温恒湿尧通风换气尧噪声尧光照度

等的合理袁同时袁设置必要的活动场地遥 但这些要

求袁增加了生物污染的范围袁应该注意玩具等的消

毒灭菌遥 高等级病原动物实验时袁应以生物安全为

第一要素袁可减少或不提供玩具等遥 中型以上动物

在病原感染实验时袁不宜提倡配合性训练袁应麻醉

后再进行操作遥
苑摇 无脊椎动物实验室要求

无脊椎动物由于个体小袁活动力强袁易于藏匿

并携带病原体广泛尧难于控制等特点袁实验室应能

有效控制动物本身的危害或可能从事病原感染的

双重危害遥 应具备良好的防护装备尧技术和功能袁
能有效控制动物的逃逸尧扩散尧藏匿等活动遥 特别

是从事节肢动物渊尤其是可飞行尧快爬或跳跃的昆

虫冤的实验活动袁应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院配备适用

的捕虫器尧灭虫剂和喷雾式杀虫装置遥 安装防节肢

动物逃逸的纱网曰设制冷温装置可以通过减低温度

及时降低动物的活动能力曰配备适用于放置装蜱尧
螨容器的油碟曰具备操作已感染或潜在感染的节肢

动物的低温盘等一系列措施袁防止动物失控遥 应配

备消毒尧灭菌设备和技术袁能对所有实验后废弃动

物尧尸体尧废物进行彻底消毒尧灭菌处理曰人员应根

据动物种类危害和病原危害袁以及风险评估结果采

取相应防护水平遥

简摇 讯

叶中国实验动物学报曳继续获得野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冶资助

叶中国实验动物学报曳获得 圆园员缘 耀 圆园员苑 年野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 原 学术质量提升项目冶资助袁这
是本刊继 圆园员猿 耀 圆园员源 年野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冶之后第 圆 次获得该项目资助遥

野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冶由中国科协组织袁目的是提升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核心竞争

力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袁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袁发挥科技期刊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重

要支撑作用遥 圆园员缘 耀 圆园员苑 年为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第 源 期遥
叶中国实验动物学报曳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袁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尧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

研究所主办的国家级学术刊物遥 是我国医学实验动物科学领域唯一的学报级期刊遥 本刊创刊于 员怨怨猿 年袁创
刊以来袁及时地反映了我国实验动物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袁为本学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遥 设有研

究论著尧研究快报尧综述尧进展尧平台建设等栏目遥
主要刊载有关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理论专著尧科研成果论文尧科学实验新方法尧新材料尧实验动物新

资源开发尧新的动物品系的培育和应用以及与实验动物有关的其他学科的科学论述遥
我刊获得的野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冶资助袁将进一步促进期刊的传播与发展袁并推动我刊对生物医药

的支持作用袁对于提高公众对实验动物的认知尧增强实验动物福利尧促进我国实验动物技术的发展袁向世界

展示我国实验动物科学的创新研究袁都具有重要意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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