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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医院实验动物福利保障工作的初步探讨

余　 飞，钱丽萍，沙莉莉∗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摘要】 　 在医学研究中，实验动物常被用作研究对象，而动物福利和良好的科研结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医院环境下，培养科研人员树立保护动物福利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尝试结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近年来在实验动物福利与伦理审查工作的实际，对医院动物实验的重要性、维护实验动物福利的意义、如何开展

福利伦理审查工作等进行初步的探讨，旨在为医院科研人员做好实验动物福利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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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科学研究水平是现代化医院发展和进步

的核心竞争力，也反映了一个医院的内涵和发展潜

力。 而在此过程中医学动物实验是不可或缺且极

为重要的一部分，实验动物为疾病的预防、诊断和

治疗，新药研发等提供了实验材料，为医学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医院对科研投入的增加，很多

大型三甲综合性医院都建立了动物实验中心，方便

院内人员开展动物实验。 在医院内部进行动物实

验的主要有两类人员：一是本院医生，二是本院医

生在相关高校担任导师所招收的研究生。 他们均

不是动物学相关专业人员，缺乏实验动物福利伦理

相关教育，在实验过程中容易造成对实验动物的伤



害，给动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因此，在医院环境

下，培养实验人员树立动物福利的观念、了解实验

动物福利的含义、认识实验动物的重要性等，对保

障动物的各项福利具有重要意义。

１　 实验动物福利的含义

第一个关于动物福利的定义是由 Ｂｒａｍｂｅｌｌ 委
员会于 １９６５ 年公布的关于动物的最低标准，被称为

“五大自由”：ａ） 免于饥渴、营养不良的自由；ｂ） 免

于不适的自由；ｃ） 免于疼痛、伤害和疾病的自由；ｄ）
表达正常行为的自由； ｅ） 免于恐惧和痛苦的自

由［１］。 实验动物福利除了包含以上 ５ 项基本自由

外，其核心内容是 ３Ｒ 原则，即在动物实验中遵循替

代 （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减 少 （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 和 优 化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的原则。 替代是指避免使用动物的方

法，包括绝对替代品（即用无生命的物品如计算机

系统取代动物）和相对替代品（即用进化程度低等

的脊椎动物取代高等脊椎动物）。 减少是指使用较

少的动物获取相对等的信息或在用给定数量的动

物获得最大信息（在不增加动物疼痛的情况下）。
优化是指对饲养管理和动物实验程序进行改善来

达到增进动物福利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疼痛

和痛苦［２］。 多年来，３Ｒ 已成为实施实验动物福利伦

理的核心，为国际上科研工作者在决定研究和设计

人性化动物科研时所广泛接受。

２　 医院实验动物工作的重要性

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预防与治疗人类疾病，
保障人民健康，这主要是通过临床研究和实验室研

究两个基本途径实现的，而这些研究的完成均离不

开实验动物［３］。 新的药品经过一系列体外实验证

实其药效及无毒后，最终还需经过整体动物实验的

验证，方能应用于人体；临床上很多疾病潜伏期或

病程很长，研究周期也拖得很长，采用动物，复制动

物疾病模型可以大大缩短其潜伏期或病程；还有一

些临床平时不易遇到的疾病，应用动物实验可以随

时进行研究，使人们得以对这些疾病有深入的认

识，例如烈性传染病、毒气中毒等；在医学科研中采

用动物实验，可以把很多人体上非常复杂的问题简

单化，可以进行各种因素的细微探讨，而这是临床

研究难于做到的。 另外医学上许多重大的发现均

和实验动物紧密相关，如传染病病原发现、预防接

种、抗生素、麻醉剂、激素的使用、脏器移植等都离

不开动物实验，它对发展医学科学和增进人类健康

功不可没。

动物实验的应用促进了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
解决了许多以往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和重大理论

问题，它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和临床观察一样，是医

学科学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和基本途

径［３］。 但医学动物实验为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

疗，新药研发及生命科学研究等方面奠定基础的同

时也给动物带来了痛苦、伤害甚至死亡。 所以，我
们必需认真严肃地对待实验动物的生命，充分考虑

实验动物的福利伦理需要，使生物医学研究与实验

动物福利伦理学协调发展。

３　 医院科研人员维护实验动物福利的意义

医院科研人员维护实验动物福利对保证实验动

物质量和提高科研结果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合格

的实验动物是保证动物实验结果准确的前提条件，而
动物福利则是提高医学实验动物质量的源动力。 许

多研究表明，生存环境、营养状况、麻醉及护理手段等

与福利相关的因素都会显著影响所获得的实验数据，
进而对整个研究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如，温
度异常会导致实验动物代谢紊乱及抵抗力下降甚至

死亡［４］；湿度过高，微生物易于繁殖，饲料、垫料容易

霉变；湿度过低，易致灰尘飞扬，引起动物呼吸道疾

病；照明和噪声则会显著影响动物的视觉及繁殖功

能，从而影响相关研究的开展； 而笼具的材质、垫料

种类等均会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种属和品系的生理

功能［５］；生活环境的丰富化情况，会影响实验动物的

情绪，进而影响其健康［６］。
因此，如何保证动物福利，不仅是动物自身的

需要，也是保证实验结果科学、可靠、准确、可信的

基本要求。 科研人员仅在没有可适用的选择以及

当实验的意义超过了动物承受的痛苦时方可开展

动物实验，并在整个实验期间保障动物福利并尽量

减少动物的不适和痛苦［７］。

４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开展维护实验动

物福利伦理工作的措施、成效及启示

４ １　 加强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工作

４ １ １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工作的开展

南京鼓楼医院成立了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根
据《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

导性意见》、《江苏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制定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实验

动物伦理委员会章程》，伦理委员会根据章程指示

对在医院内部开展涉及动物实验的每一个研究项

目均进行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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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组织机构：南京鼓楼医院成立了实验动物

管理委员会，在分管院长的领导下指导、规划、监督

和协调全院实验动物管理工作。 该委员会下设实

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成员主要包括兽医、实验

动物管理人员、护理学专业人员、麻醉学专业人员、
专业科研人员、公众代表、律师等，具体负责审查全

院实验动物相关研究项目，维护实验动物权益和福

利，检查实验动物设施，规范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和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等。
（２）研究项目的审查程序：全院各科实验人员

在开展涉及实验动物饲养与使用的研究项目前，必
须向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经初步审查通

过后再向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申请伦理审查，伦理

审查通过后方可进入动物实验中心开展实验。 初

步审查主要审查该课题的经费来源与余额，是否征

得经费负责人同意，确认实验人员身份、使用的动

物品种品系，实验过程中是否涉及有毒有害物质

等。 初步审查通过后，实验人员向实验动物福利伦

理委员会提出伦理审查申请，申请书包括以下内容：
① 实验项目名称，实验目的和内容概述（特点、

意义及必要性）；
② 项目负责人、执行人的姓名，合作研究单位

负责人，实验动物岗位证书编号，实验拟完成时间；
③ 实验设计，拟使用动物情况（品种品系、性

别、数量、大小），选择实验动物种类和数量的原因，
饲养管理和主要实验操作，主要观察指标，预期对

实验动物的损害，减少动物痛苦伤害措施，仁慈终

点或实验终结的指标，实验动物死亡处理等；
④ 有关福利伦理审查的补充说明；
⑤ 遵守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原则的声明及项目

负责人和执行人签章。
一般情况下，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按以下审查

程序（图 １）对申请项目进行审查，审核通过的研究

计划由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签批后生效。
获批的研究计划须提供给实验动物中心存档，作为

日常监督和检查的依据。 伦理委员会对批准的动

物实验项目应进行福利伦理跟踪审查，若发现问

题，明确提出整改意见，严重者应立即做出暂停实

验动物项目的决议。 同时实验人员需严格依照跟

踪审查频率按时向伦理委员会递交实验进展报告，
并在实验结束时递交实验动物伦理结题报告，经伦

理委员会审核合格后方可结束实验。
４ １ ２　 取得的成效及启示

医院伦理审查工作的开展，使得动物实验进一

步优化，动物数量使用规范合理，动物福利得到保

障的同时，也让项目组成员明白保护实验动物福利

伦理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从而在实验过程中重视实

验动物福利，为动物提供和创造舒适的生存环境、
健康照顾与术后护理，减少实验动物痛苦。 我们深

知建立科学、完善的福利伦理审查制度是保障实验

动物充分享有福利的有效途径。 待《实验动物福利

伦理审查指南》获批后，我们将根据指南指示并结

合实际工作对伦理审查内容进行修正和完善，进一

步做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工作。
４ ２　 定期开展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培训工作

４ ２ １ 　 对新进科研人员进行实验动物福利伦理

培训

医院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联合动物实验

中心定期对新进科研人员进行实验动物福利伦理

相关培训，并制作了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学习手

册》，发放给院内科研人员（包括未能参加培训的科

研人员），供参与培训人员课后巩固学习，同时也为

未参加培训人员提供了实用的自学素材。
４ ２ ２　 取得的成效及启示

通过培训，不仅加强了实验人员的福利伦理保

障意识，也使其在进行动物实验前充分了解实验动

物福利的内容，保障实验动物福利的方法，在实验

过程中尽量减少对动物的伤害和应激，从而达到既

维护实验动物福利又得到准确可靠实验结果的

目的。
医院科研人员参加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培训对

保障实验动物福利至关重要。 医院研究人员一般

都会接触临床病人，见惯了病人的各种痛苦，很多

人都已麻木。 相较于人而言，实验动物的福利对很

多人来说显得无足轻重，对其保护意识淡薄。 且研

究人员有医学临床基础，容易想当然地以为动物和

人的情况基本类似，很多人不做预实验直接大批量

地进行正式实验，造成多用滥用实验动物的现象。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培训不仅可以让他们了解实验

动物福利伦理相关知识，而且使他们明白实验动物

不单单是一种实验工具，更是一种生命形式，须在

思想上真正尊重实验动物，这是实验人员在实验过

程中做好实验动物福利保障工作的前提。
４ ３　 提高实验人员动物实验素养

４ ３ １　 上岗证考取及基本实验操作技能获得

动物实验素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实验动

物学相关知识的具备，二是动物实验基本操作技能

的获得。 鼓楼医院动物实验中心规定实验人员必

须考取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证后方可开展动物

实验。 同时，动物实验中心对新进实验人员组织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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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程序

Ｆｉｇ． １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Ｄｒｕｍ Ｔｏｗｅ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用动物实验操作如抓取与固定、麻醉、灌胃、采血等

技能的培训，并在第一次开展实验时对实验人员进

行带教指导，使实验人员掌握基本动物实验操作。
另外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和动物实验中心人

员经常与实验人员沟通动物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尽可能地降低损伤动物福利相关

事件发生的概率。
４ ３ ２　 取得的成效及启示

实验人员经过上岗证的考前学习，对实验动物

的相关知识如生物学特性、繁殖性能、遗传育种等

有所了解。 同时，基本动物实验操作的熟练掌握，
也为动物实验的正常开展提供了保证。 实验人员

在获得实验动物学知识及实验操作技能的基础上

再开展动物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保护

了实验动物福利。

提高实验人员素养是动物实验过程中做好实

验动物福利保障工作的关键。 只有了解实验动物

特性，熟练掌握实验操作技能才能达到既维护实验

动物福利又能取得准确实验结果的目的。
４ ４　 树立实验动物纪念碑

４ ４ １　 实验动物纪念碑树立及纪念活动开展

南京鼓楼医院在动物实验中心醒目位置专门

辟地建立了实验动物纪念碑，实验人员每每看到

“生命与生命伟大的交换，谨以纪念为生命科学而

献身的生灵”碑文，不禁对为生命科学研究而献身

的实验动物致以崇高敬意。 动物实验中心于每年

的 ４ 月 ２４ 日即实验动物纪念日组织实验人员向实

验动物纪念碑献花、默哀等活动，使实验人员明白

实验动物作为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为人

　 　 （下转第 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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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考虑。 实际工作中，选择适合的安死术还需由兽

医结合现实情况从专业角度做出判断［９］。 选定方

法后，由掌握技术要点、操作熟练的人员实施安死

术也至关重要［１０］，包括动物的抓取与保定、静脉穿

刺、麻醉剂剂量以及二氧化碳流速、安乐死箱的用

法等。 故全面提高我国实验动物福利，真正仁慈地

结束实验动物的生命，制定政策法规仅为第一步，
还需要加强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培训，让实验人员切

实掌握安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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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健康和教学科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每个实验人

员在医学研究中都应做到尊重生命，科学、合理、人
道地使用实验动物。
４ ４ ２　 取得的成效及启示

设立实验动物纪念碑，举行实验动物墓碑献花

仪式等活动，使得尊重生命、关爱动物的观念得到

广泛认可，同时也为推动实验动物福利工作的开展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实验动物为人类的利益

付出了生命，而人类也应该在这些动物的生命周期

内给予其最基本的尊重与关爱。 实验动物纪念碑

的树立一方面在纪念它们，另一方面也在警示我们

实验人员自己，应该尽最大可能关爱实验动物，善
待动物。

综上所述，在医院环境下，医学研究离不开实

验动物，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应该具有保障实验动物

福利的意识，了解实验动物福利的真正含义，知晓

保护实验动物福利的各项措施，熟悉实验动物学的

相关知识，熟练掌握动物实验各项操作技能，负责

任、合乎道德地使用动物，确保实验动物在实验过

程中享有合理的福利，这是每个动物实验人员都应

遵循的根本原则。
（致谢：本文系江苏省实验动物质量检测二站

刘年双老师校对指导，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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