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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品管圈在降低动物实验不规范行为发生率中的应用

梁　 磊，尤金炜，胡文娟，陈　 莉，卢　 阳，赵志刚，田小芸，祁树宝，
恽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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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品质管理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ｉｒｃｌｅ，ＱＣＣ）活动在降低动物实验不规范行为发生率中的应

用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爱心福利圈”，按照品管圈活动步骤，分析本院研究人员动物实验中不规范行为

的发生原因，针对性地拟定对策并实施。 结果 　 通过品管圈活动，本院动物实验中不规范行为的发生率由每周

８２ ５ 次降低至每周 ２２ ３３ 次。 结论　 品管圈活动可以有效降低动物实验中不规范行为的发生率，提高实验动物管

理工作质量。
【关键词】 　 品管圈；动物实验；管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８５６（２０１８） ０９⁃００７８⁃０５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 － ７８５６ ２０１８ ０９ ０１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ｉｒｃ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ＬＩＡＮＧ Ｌｅｉ， ＹＯＵ Ｊｉｎｗｅｉ， ＨＵ Ｗｅｎｊｕａｎ， ＣＨＥＮ Ｌｉ， ＬＵ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Ｚｈｉｇａｎｇ， ＴＩＡＮ Ｘｉａｏｙｕｎ， ＱＩ Ｓｈｕｂａｏ，
ＹＵＮ Ｓｈｉｆｅ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ｒｍ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ｉｒｃｌｅ （ＱＣＣ）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ＱＣＣ ｔｅａｍ ｎａｍｅｄ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ｗａｓ ｓｅｔ 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ｅｐｓ ｏｆ ＱＣ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ＱＣ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８２ ５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２２ ３３ ｔｉｍｅｓ ｐｅｒ ｗｅｅｋ．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ＱＣ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ｉｒｃｌｅ（ＱＣＣ）；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近年来，随着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实验动

物行业也在不断发展，对动物实验需求的增加使

许多医药企业、大专院校和医疗机构等都建设了

自己的实验动物设施，同时所使用的实验动物的

数量和品种都在逐年提升。 快速的发展使越来

越多的人员接触、加入到实验动物行业中来，同
时大量科研院所学生的加入使得实验动物行业

内部人员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由于各种各样



的原因，部分实验者甚至从业人员本身都并未具

备完善的实验动物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１ － ３］ 。 正

是由于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欠缺，在实际工作中往

往出现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和表现。 本文以本院

比较医 学 科 为 对 象，利 用 品 质 管 理 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ｉｒｃｌｅ，ＱＣＣ）的思路和方法，开展了减少动

物实验中不规范行为的实践研究。 品质管理圈

简称品管圈，是指相近或相关联的工作岗位上的

人自发组成一个团体，大家分工合作，应用品管

工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达到工作

质量控制提升的目标 ［４］ 。 现将本次品管圈活动

的情况汇报如下。

注：①进入实验环境程序不规范；②私自取走公共物品；③废弃物处理不当；④实验后动物未按要

求返回；⑤其他。

图 １　 改善前不规范行为分析柏拉图

Ｎｏｔｅ． ①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②ｔａｋ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ｗａｙ； ③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④ａｎｉｍａｌｓ ｎｏｔ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⑤
ｏｔｈｅｒ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Ｐａｒｅ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１　 资料和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共计 ６ 周）和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共计 ６ 周）所有在本科室实验室进行的动物实

验为观察对象，其中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改善前阶段，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为改善后阶段。
１ ２　 品管圈组建

根据自愿原则由 ８ 名科室人员组成品管圈，并
由科室主任担任辅导员。 投票选出圈长，并确定圈

名为“爱心福利圈”。

１ ３　 主题选定

采用头脑风暴的方法，全体圈员围绕科室实际

工作，共提出 ４ 个圈主题，并从重要性、迫切性、圈能

力以及上级政策符合度四个方面，采用“５、３、１”评

分法对 ４ 个圈主题进行评价，汇总得分，最终选定

“降低动物实验不规范行为发生率”为本次品管圈

活动主题。
１ ４　 计划拟定

根据品管圈活动十大步骤，遵循 ＰＤＣＡ（ｐｌａｎ、
ｄｏ、ｃｈｅｃｋ、ａｃｔｉｏｎ，即计划、实施、效果确认、处置）循

环法，拟定活动计划甘特图，确定每一步的具体时

间，并且责任到人。
１ ５　 现状把握

参照现有的动物实验流程图和动物实验守则

规范制作查检表，对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间在本科室实验室进行的所有动物实验进

行查检和记录，共记录到不规范行为 ４９５ 次，平均每

周 ８２ ５ 次。 圈员将所有记录进行归纳、统计，绘制

柏拉图（图 １）。 根据 ８０ ／ ２０ 原则，确定“人员、物品

等进入实验环境的不规范”为本次改善重点。
１ ６　 目标设定

依照公式：目标值 ＝ 现况值 － 改善值 ＝ 现况值

－ （现况值 × 改善重点 × 圈能力）进行计算并设定

目标。 其中，圈能力 ＝ （评价圈员对主题完成能力

的得分） ／ （满分，即完美完成） × １００％ ，该主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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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能力得分为 ７５％ 。 经计算得：目标值 ＝ ８２ ５ 次 ／
周 － （８２ ５ 次 ／周 × ７６ ７５％ × ７５％ ） ＝ ３５ ０１ 次 ／
周，即改善目标为将不规范行为由每周发生 ８２ ５ 次

减 少 至 每 周 发 生 ３５ ０１ 次， 改 善 幅 度 需 达

到 ５７ ５６％ 。
１ ７　 解析

１ ７ １　 全面分析

全体圈员使用头脑风暴的方法，从“人员、环
境、方法”几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找出所有可能导

致不规范行为发生的原因，经归纳、总结后发现不

规范行为的发生主要有“人员、环境、方法、其他”这
四个方面的原因，绘制鱼骨图（图 ２）。
１ ７ ２　 要因分析

全体圈员对所有的小原因按重要程度进行打分

（重要 ５ 分、次重要 ３ 分、再次 １ 分），统计得分，根据

８０ ／ ２０ 法则，得分 ３２ 分以上为要因，共确定要因 ８ 项。
１ ７ ３　 真因验证

全体圈员根据 ８ 条要因制作查检表，对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所有动物实验

记录进行重新查检，所得结果绘制柏拉图（图 ３），确
定“实验管理制度执行不力，科研人员规范意识差，
动物实验前培训不到位，动物实验室笼位空间不

足，动物实验室缺少明显的流程标识”这 ５ 条真因。

图 ２　 进入实验场所不规范原因分析鱼骨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Ｆｉｓｈｂｏｎ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ｅｎｔｒ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ｔｏ ｌａｂｓ

１ ８　 对策拟定

全体圈员使用头脑风暴的方法，针对真因积极

寻找解决方法，并对所有方法按可行性、经济性和

圈能力进行 ５、３、１ 评分，按照 ８０ ／ ２０ 原则，共确定 ５
条对策。
１ ９　 对策实施与检讨

对策 １：加强科室工作人员的培训，强化业务能

力。 定期组织科室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加强对实验

规章制度的理解，落实对制度的执行。
对策 ２：加强科研人员的动物实验前培训。 到

本科室进行实验的科研人员人数多，且实验动物方

面的技能、知识水平参差不齐。 加强对他们的实验

前培训，帮助他们了解动物实验的基本流程、基本

技术以及实验的规章制度，以减少其后实验中不规

范行为的发生。
对策 ３：帮助科研人员制定合理的实验安排并

定期监督。 许多科研人员对自己的实验安排计划

性差，存在拖拉现象，实验处理不及时，废弃动物也

不及时淘汰，造成实验室笼位空间浪费。 由本科室

工作人员帮助安排实验并监督，可以缩短实际实验

时间，节约实验室笼位空间。
对策 ４：及时提醒。 本科室工作人员，无论任何

岗位，只要发现有不规范行为的发生，都应及时提

醒，制止不规范行为。
对策 ５：设立醒目标识。 在实验场所设立醒目

的标识，可以帮助科研人员了解实验场所和实验流

程，提醒科研人员注意实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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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 １　 效果确认

所有 ５ 条对策，经后期确认，均为有效对策。 对

策实施后，全体圈员对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期间在本科室所进行的所有动物实验再次

进行了现场查检，共记录到不规范行为 １３４ 起，平均

每周 ２２ ３３ 次。 相比于改善前每周 ８２ ５ 次的不规

范行为发生率，改善后为每周 ２２ ３３ 次，改善幅度为

７２ ９３％ ，目标值为 ５７ ５６％ ，目标达成。

２ ２　 无形成果

效果达成后，全体圈员自制评分表，从“合作能

力、自信心、沟通与协调能力、面对问题的勇气、责
任心、积极性、团队凝聚力、品管圈手法认识”这 ８
个方面进行自我评价。 结果如图 ４ 所示，全体圈员

的各项能力均得到了提升。
２ ３　 标准化

全体圈员结合本次圈活动的具体情况，对原有的

动物实验流程和动物实验规章制度条款进行了修改，
形成了新的动物实验流程和动物实验规范，并标准化。

注：①规范意识差；②实验前培训不到位；③笼位空间不足；④缺少显著流程标识；⑤实验管理制度执行不力；⑥实

验设备落后；⑦科室不重视；⑧装修老化。

图 ３　 引发动物实验中不规范行为的真因验证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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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本次品管圈活动无形成果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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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品管圈，全称品质管理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ｉｒｃｌｅ，
ＱＣＣ），最先起源于美国，后由日本学者吸收、改进并

广泛使用而得以流行，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进入中国大

陆地区，近年来被广泛地用于企业和医院管理领域，
特别是质量控制方面，成效显著［５ － ６］。 查阅品管圈文

献，当中并未见到有关实验动物方面的报道，可以说，
品管圈活动在实验动物领域的实践尚处于空白阶段。

本文从规范本院实验动物管理的目的出发，应
用品管圈活动，寻找管理工作中的漏洞与缺陷，集
思广益，群策群力，成功地减少了动物实验过程中

不规范行为的发生次数，管理工作质量得到了有效

的提升。 同时，经过品管圈活动，增强了全科同志

的凝聚力、协调性以及工作积极性，个人价值与能

力得到提升，从而使实验动物管理流程更加清晰、
更加科学，也得到了科研人员的一致好评。 由此可

见，品管圈是一个好的质量管理工具，在此将本科

室的活动过程进行了汇报，以期给行业内机构作为

借鉴和参考。 本科室仍处于刚刚接触品管圈的阶

段，在讨论分析、工具应用等方面还有许多欠缺，将
在后续的工作中进行持续改进，同时也希望行业内

更多的机构能够参加进来，以便进行更好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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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针对 ＮＯＤ 小鼠体外受精的文献较少，通过

实验发现有些 ＮＯＤ 背景小鼠的胚胎存在发育相对

迟缓的情况，受精 ２４ ｈ 后的观察结果与受精后 ４８ ｈ
的观察结果不同，主要是一部分畸形的胚胎又转变

为二细胞胚胎，这其中的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ＮＯＤ 背景小鼠受精卵的原核相对于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

发育迟缓很多，有研究显示在体外受精实验结束后

８ ｈ 进行显微注射大部分的受精卵无法发育到正常

形态的二细胞胚胎，很多都处于形态异常状态，在
体外受精 １５ ｈ 后注射后的胚胎才能发育到不存在

形态异常的二细胞阶段［５］。 这一研究成果还可以

应用到通过显微注射方法生产转基因小鼠领域，为
了获得更为高效的注射效果，在通过显微注射方法

生产转基因小鼠的时候最好延迟注射时间。
目前广泛应用的小鼠品系如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进行超

排的周龄一般为 ４ 周龄左右，但是 ＮＯＤ 背景小鼠使

用 ４ 周龄雌鼠进行超排后再进行体外受精实验的效

果很差，受精率低，每只雌鼠可用二细胞胚胎数量

明显低于平均水平。 针对目前 ＮＯＤ 背景小鼠可用

二细胞胚胎数量低的情况，本实验进行了相关研

究，并得到了有意义的结果，为今后实际生产提供

了有效的指导，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还保证了实

验效率。 结果证实 １０ 周龄 ＮＯＤ 雌鼠进行体外受精

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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