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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全面客观地阐述中国实验动物行业发展现状、发展趋势，提炼了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

了发展对策。 通过对比分析，相对欧美国家百年积累的巨大资源优势和强大经费支持，中国整体落后较多，需利用

举国体制，付出巨大努力和实现跳跃性发展才能迎头赶上。 实验动物资源仍然是实验动物行业发展的基础和薄弱

环节，需要国家重视并给予重点支持。 本项研究可为各级主管部门制定实验动物行业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也
可为实验动物行业本身发展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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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动物学是指研究实验动物的分类、遗
传、饲养、繁殖、疾病、营养、种间比较、疾病比较

和使用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 当前，药物疗

效、新发传染病防控、重大疾病治疗、食品安全成

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实验动物科技发

展水平是主要瓶颈之一。 实验动物科技发展水

平直接关系到生物医药、人口健康、动物种业等

领域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直接关系到食品安

全、生物安全、生物恐怖、疾病防治等领域的防控

能力提升。



１　 研究背景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只有通过全面调查，才能知道中国实验动物行

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策略。 中国实验动物

行业起步较晚，自 １９８２ 年第一次全国实验动物大会

召开以来才开始起步，比 １９５０ 年代欧美国家开始实

验动物学科建设已经落后 ３０ 多年。
中国实验动物行业经过 ３０ 多年的发展，发展

现状是什么，跟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在哪儿，如
何发展好实验动物行业，做好生物医药科技和产

业的支撑，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是实验动物主

管部门、行业组织和业内专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实验动物行业的信息存在不全面、陈旧等问题，影
响了我们对实验动物行业发展的判断和政策制

定，所以有必要开展本次中国实验动物行业发展

现状调研。

２　 研究目的和方法

为了较准确了解实验动物行业在中国发展状

况，为各级主管部门制定进一步快速、高效的实验

动物行业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更好的为中国生

命科学、医学、药学、农业等攸关国计民生各领域的

发展提供支持。 通过实验动物行业发展，提高实验

动物质量，促进中国实验动物学科发展，为中国生

命科学研究进入世界前列提供基础支撑条件。
本研究采用包括调查问卷、现场调研、期刊文

献、网络资源等多种渠道，在收集整理大量信息资

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行业发展过程和现状，对
比分析欧美国家相关内容，寻找差距，总结经验，提
出发展对策。

３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是 ３０ 多年来中国实验动物行

业发展情况，包括实验动物行政管理、质量保障体

系、资源发展、技术更新和教育培训等方面。 经过

调查发现，实验动物行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框

架体系，包括实验动物管理、法规、资源、质保、设
施和教育等。 中国在实验动物研究方面还存在资

源短缺、创新不足、培训滞后、法规标准体系不健

全等诸多问题。 不过中国实验动物行业正在加速

发展，而国外实验动物资源、机构和人员开始占领

中国市场。

３ １　 行业现状

实验动物产业总产值在 １０ 亿元以上的规模，从
业人员规模在 ３０ 万人以上，２０００ 多个实验动物机

构，出现了 ５ 个年产量在 １００ 万只以上的大型实验

动物生产企业。 ９ 个科技部认可的实验动物种子中

心（包括 １ 个数据中心）、６ 个国家级实验动物质检

机构、２６ 个省级实验动物质检机构和 １００ 多家从事

实验动物、动物实验或比较医学技术服务的 ＣＲＯ
企业［１］。
３ ２　 管理体系

中国实验动物管理格局是科技部门主管全国

实验动物工作，各行业部门分管本部门的实验动物

工作。 在政府职能转移的大背景下，行业自律正在

加强，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在推动中国实验动物行业

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学术交流、学
科建设、人员培训、动物福利、科技奖励、科普宣传

和标准化等。 以实验动物标准为例，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开始制定团体标准，作为国家标准的有益补充。
科技部颁布 １０ 条实验动物法规，包括管理、许可

证、种子中心、质量检测和动物福利等，设立 ６ 个国家

质量检测中心、９ 个种子中心和 １ 个专家委员会。 ２３
个省市科技厅（委）制定相应的管理法律法规，建立

了省级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或办公室，其中 ６ 个省市

通过地方立法［２，３］。 除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外，２７ 个省

市建立省级实验动物学会。 北京、江苏、天津、青海、
昆明等省市成立实验动物行业协会。 科技部设立 ６
个国家级实验动物质量检测中心，２３ 个省市设立 ２６
个省级实验动物质量检测中心（站）。
３ ３　 资源发展

中国实验动物保有近 ３０ 个物种，年产量已达

２０００ 万只以上，成为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的大国。
近几年重点发展了非人灵长类、比格犬、禽类、雪
貂、土拨鼠等实验动物，小型猪、布氏田鼠、树鼩等

实验动物化的动物及基因工程小鼠、大鼠、猴等。
中国物种和品种少和规模化程度不够。 存在常规

实验动物品系和疾病动物模型资源发展严重不足

的问题。
据统计仅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支持

建立的国家级实验动物资源和技术服务机构就包

括 ３６ 个国家级实验动物中心和资源库。 保有 ２００
多个物种，３ 万多个品系［４］。
３ ４　 质量控制

实验动物质量控制是实验动物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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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科技部的主导下，中国建立了

实验动物质量保障体系、种子资源体系、标准体系、
实验动物专家委员会和许可证制度。 实验动物质

量保障体系，包括实验动物病理、微生物、寄生虫、
环境、遗传和营养 ６ 个国家级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机

构和 ２６ 个省级检测机构。 国家标准体系是实验动

物质量保障体系的技术保障，包括 ７ 项强制性标准

和 ７０ 项推荐性标准，可分为实验动物微生物、寄生

虫、遗传、营养和环境等五个领域。 种子资源体系

是实验动物质量保障体系的源头保障，包括国家啮

齿类实验动物等 ９ 个种质资源中心。 许可证制度是

实验动物质量保障体系的制度保障，由各省市科技

主管部门负责发放和管理，全国共有 ２０００ 多家许可

证单位［２］。
３ ５　 技术体系

中国建立了转基因技术、基因打靶技术，大片

断转基因技术、ＺＦＮ 技术、ＴＡＬＥＮ 技术、转座子技术

等基因工程技术平台，可以对小鼠、大鼠、斑马鱼、
鸡、猪、马、牛、羊等进行基因修饰。 生产出了绿色

荧光转基因小鼠、猪、猴等；首次报道了携带定向突

变的基因敲除猴和携带 ＭＥＣＰ２ 基因突变的食蟹猴。
标志着中国实验动物技术研究走入世界领先地位。
在农业领域，也开展了大规模猪、马、牛、羊等动物

的基因工程育种，包括环境友好转基因动物，高繁

殖力转基因动物，抗口蹄疫、流感、猪瘟等抗病转基

因动物，高母乳品质转基因动物，高转化率转基因

动物等［５］。
动物模型分析开始进入快速、数字化、智能化

阶段，数字化病理分析技术、分子影像技术、生物信

息学技术、组学技术、胚胎技术、芯片技术、行为学

技术、芯片遥感技术、芯片条码技术在模型分析方

面得到广泛应用［６，７］。 欧美等国实验动物制作分析

出现专业化、集成化和商业化趋势，形成了技术齐

全的分析中心或实验医学中心，极大地提高了研究

效率。
３ ６　 教育体系

中国有 ９１ 所医学类院校、药学类院校、兽医类

院校和生物技术类院校开设了研究生层次课程或

本科层次课程。 有 ８ 所院校开展了本、专科生层次

专业教育［１］。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和地区学术组织

开展了大量的技能培训活动，内容包括实验动物管

理、操作技术、质量检测、动物福利、实验动物医学

等内容［８］。 有 ３０ 万多人通过培训取得实验动物从

业人员上岗证。

４　 研究特色

本研究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调查中国实验动

物行业的现状、需求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为国家

制定规划，完善法规，加强管理，加快中国实验动物

行业创新发展提出建议。
（１） 本研究采用包括调查问卷、期刊文献、网络

资源等多种渠道，从大量信息中归纳综合中国实验

动物行业发展过程和现状分析，与欧美国家发展情

况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对策。
（２） 本研究国内首次在实验动物行业顶级期刊

ＩＬＡＲ Ｊ［２］和 ＡＴＬＡ 杂志［１］ 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介绍

实验动物政策法规和实验动物行业发展现状。 受

邀在欧洲动物丰富化杂志（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ｒｄ）上撰

文介绍中国实验动物丰富化发展现状［９，１０］。
（３） 基于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作者为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历次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年会和

亚洲实验动物学会联盟（ＡＦＬＡＳ）会议介绍实验动

物行业发展报告提供了数据资料。
（４） 基于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作者参与了十二

五、十三五期间实验动物行业发展建议编写任务，
并提交给科技部、卫计委、医科院等上级管理部门。
参与了中国科协学科发展研究项目《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实

验动物学学科发展报告》和《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实验动物

学学科发展报告》的编写任务。 参与了中国工程院

重点战略咨询项目《实验动物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

战略研究》（综合报告和专题二）、中国工程院重点

战略咨询报告《人兽共患病防控战略研究》（实验动

物部分）、科技部农村中心《动物种业科技创新战略

研究报告》（实验动物部分）。

５　 讨论

通过动物实验对生命本质的解读已经成为推

动生物医药等重要领域发展的原动力，也成为解决

人类健康、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等国计民生重大问

题的关键。 实验动物居生命科学、医学、药学、农业

等重要领域科学研究的支撑条件（动物、设备、试
剂、信息）之首，与人类健康、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等

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解决直接相关［１１ － １３］。
本研究全面调查中国实验动物行业发展现状，

通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实验动物行业发展情况对

比分析，找出差距所在，探讨可能的发展对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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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表文章宣传了中国实验动物行业发展现状，
让国际同行了解中国。

我们应站在历史新起点上，为主动顺应世界范

围实验动物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生命医药领域新

挑战，谋划好“十三五”实验动物行业改革发展新篇

章，积极参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通过国家级行业

机构，积极统筹协调，汇聚专业智慧，建设具有大视

野、大战略、大思路、大作为的中国特色开放型实验

动物资源库、信息库和技术平台势在必行。
通过实施系列重大举措，形成创新体系较为完

善，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不断涌现，实验动物资源

安全有序供应，动物实验技术服务能力基本满足科

学发展需求的实验动物行业发展新局面，为生物医

药产业等行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提供

国际先进水平的支撑。

参考文献：

［ １ ］　 Ｋｏｎｇ Ｑ， Ｑｉｎ Ｃ．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Ｊ］ ． Ａｌｔｅｒｎ
Ｌａｂ Ａｎｉｍ，２０１０，３８（１）：５３ － ６９．

［ ２ ］ 　 Ｋｏｎｇ Ｑ， Ｑｉｎ 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ＩＬＡＲ Ｊ，２００９，５１（１）：
ｅ１ － ｅ１１．

［ ３ ］ 　 李继平，赵永坤，孔琪． 科技期刊对实验动物描述要求的调查

分析及其规范建议［Ｊ］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６，２７（１）：５３
－ ５８．

［ ４ ］ 　 孔琪，夏霞宇，赵永坤． 美国实验动物品种资源现状分析［ Ｊ］ ．
中国实验动物学报，２０１５，２３（５）：５３９ － ５４２．

［ ５ ］ 　 孔琪，夏霞宇，赵永坤，等． 北京市某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科

技论文产出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Ｊ］ ． 医学与社会，２０１６，２９
（２）：２０ － ２３．

［ ６ ］ 　 徐铭． 动物实验技术平台一体化建设的思考与对策［ Ｊ］ ． 中国

畜牧兽医文摘，２０１６，（２）：２０ － ２１．
［ ７ ］ 　 靳晓枝，胡炜，李海燕，等． 广东省生物医药动物实验外包服

务基地建设与运行机制初探［ Ｊ］ ． 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４，３４
（０４）：１０５ － １０９．

［ ８ ］ 　 萧闵，周艳艳． 浅谈实验动物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 Ｊ］ ． 环境

与职业医学，２０１４，３１（１）：６０ － ６２．
［ ９ ］ 　 Ｋｏｎｇ Ｑ， Ｓｕｎ ＤＭ， Ｑｉｎ Ｃ．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ｒｄ，
２０１４，２０（７）：８ － １１．

［１０］ 　 孔琪，赵永坤． 中国实验动物环境丰富化发展现状［ Ｊ］ ． 中国

比较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５（８）：７８ － ８２．
［１１］ 　 孔琪，李继平，赵永坤． 实验动物资源是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

重要支撑条件［Ｊ］ ． 科技导报，２０１６，３４（１１）：１２ － １３．
［１２］ 　 孔琪． 全国实验动物行业现状调查和发展对策研究［Ｄ］． 中

国协和医科大学，２００８．
［１３］ 　 孔琪，夏霞宇，高虹，等． 实验动物源人兽共患病防控战略研

究［Ｊ］ ． 中国动物检疫，２０１７，３４（２）：３８ － 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６




 

专家问答

问：如何鉴定谷氨酸能神经元

答：谷氨酸能神经元是中枢神经系统内最为重要的兴奋性神经元。 谷氨酸作为神经递质，与其它类型

的神经递质不同。 谷氨酸在所有细胞中都存在，也就是说含有谷氨酸的神经元不一定都是谷氨酸能的。 只

有当神经元中谷氨酸被囊泡谷氨酸转运体（ 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 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ｓ， ＶＧＬＵＴｓ）转运进入突触囊泡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ｖｅｓｉｃｌｅ），突触囊泡再与突触前膜融合后，谷氨酸才能被释放到突触间隙中并作为神经递质发挥作

用，才可以确定该神经元是谷氨酸能的。 这也意味着单纯靠鉴定谷氨酸存在与否来确定谷氨酸能神经元的

方法是不准确的；相反，囊泡谷氨酸转运体（ＶＧＬＵＴｓ）只在谷氨酸能神经元中表达，用囊泡谷氨酸转运体

（ＶＧＬＵＴｓ）的存在与否来确定谷氨酸能神经元的方法是比较准确的。 检测囊泡谷氨酸转运体（ＶＧＬＵＴｓ）可
以使用免疫荧光，等分子生物学手段实现。

（感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周瑞 博士的解答）

２２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２７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 Ｍａｙ ２０１７，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