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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导原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和规范实验动物伦理和福利，审查监督实验动物从业

人员的职业行为，根据国家和江苏省实验动物有关法律、法规，参考国际惯

例，制定本原则。 

第二条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实验动物饲养和动物实验福利伦理审查工

作，所有实验动物工作从业人员都应遵守本指导原则。国家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办理。 

第三条  南京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伦理委员

会）负责本指导原则的具体实施，接受申请，出具伦理审查报告。 

第四条  各类实验动物的饲养和动物实验必须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后

方可实施，伦理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日常监督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

改意见，对严重违反者可做出暂停项目的决议。 

第五条  在符合科学原则的条件下，鼓励开展“3R”研究。 

第六条  任何人都有保护实验动物的义务，有权制止损害实验动物福利

和不符合动物伦理的行为。 

第七条  伦理审查依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动物保护原则：审查动物实验的必要性。动物实验的科学意义和

贡献阐述动物实验的必要性。实验动物的选择、使用数量、性别及年龄是否

科学合理。对实验目的、预期利益与造成动物的伤害、死亡进行综合的评估。

禁止无意义滥养、滥用、滥杀实验动物。制止没有科学意义和社会价值或不

必要的动物实验；优化动物实验方案以保护实验动物特别是濒危动物物种，

减少不必要的动物使用数量,对已使用的实验动物，根据实验要求与动物质

量，在不影响实验开展情况下可重复使用，实验人员应使用高质量实验动物，

并严格操作，提高实验的成功率；在不影响实验结果的科学性、可比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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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采取动物替代方法：使用低等级动物替代高等级动物；用非脊椎动物替

代脊椎动物；用组织细胞替代整体动物；用分子生物学、人工合成材料、计

算机模拟等非动物实验方法替代动物实验的原则。 

（二）动物福利原则：保证实验动物生存时包括运输中享有最基本的权

利，享有良好的饲养和标准化的生活环境；各类实验动物管理要符合该类实

验动物的操作技术规程，对实验后的实验动物尤其是大型动物采取合适的方

法进行护理、防疫、保温、止痛或医疗。 

（三）伦理原则：应考虑动物的利益，善待动物，不得戏弄、恐吓或虐

待实验动物，合理安全有效的实施实验动物的抓取、绑定、运输、麻醉，防

止或减少动物的应激、痛苦和伤害，尊重动物生命，采取痛苦最少的方法处

置动物，不得在其它动物面前处死动物并对其进行解剖取材；实验动物项目

要保证从业人员的安全；动物实验方法和目的符合人类的道德伦理标准和国

际惯例。 

（四）综合性科学评估原则： 

1.公正性：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工作应该保持科学、独立、公正、民主、

保密的原则，不受政治、商业和自身利益的影响； 

2.必要性：各类实验动物的饲养和使用或处置必须有充分的理由； 

3.利益平衡：以当代社会公认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兼顾动物和人类利益；

在全面、客观地评估动物所受的伤害和使用者由此可能获取的利益基础上，

负责任地出具实验动物或动物实验伦理审查报告。 

第二章 人员 

第八条  根据《江苏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的要求，对实验动物饲养人

员和动物实验人员实行岗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第九条  根据需求，实验动物单位应定期开展动物福利伦理培训，实验

动物从业人员应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种规章制度，熟悉实验动物学专业

基础理论知识、相关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熟悉实验动物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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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应善待和爱护实验动物，做到科学、合理、

人道地使用实验动物。严禁虐待实验动物，杜绝粗暴行为，若需要活体动物

及相关实验时，需经过培训且合格方可进行。 

第三章  实验动物设施环境及设备 

第十一条  实验动物饲养和动物实验必须在安全卫生、满足动物生长发

育、确保实验动物质量和动物实验的科学性、准确性的环境中进行。各项环

境参数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规定，且具有将健康与患病动物有效隔离的设施。 

第十二条  实验动物生产设施必须取得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动物实验

设施必须取得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并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年检。实验动物从

业单位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设施条件的现场检查。 

第十三条  笼具应选用无毒、耐腐蚀、耐高温、易清洗、易消毒灭菌的

耐用材料制成，笼具内外边角均应圆滑、无毛刺、无锐口，内外壁光滑平整。 

第十四条  笼具应符合实验动物生物学特性的要求，确保笼内每只动物

都能自由活动。笼具应有足够大的空间，笼具最小空间应不低于国家标准的

规定。用于特殊试验的实验动物饲养笼具，应符合其特殊试验的具体要求。 

第十五条  实验动物饲养人员应每天对各项设施环境参数进行记录，发

现问题及时报告负责人，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要密切观察出现的问题

可能对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造成的影响。对出现的问题和纠正措施要有详细、

完整的记录，并按要求归档保存。 

第四章  实验动物饲养与管理 

第十六条  实验动物饲养人员和使用人员必须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按照

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在不危害动物或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妨碍科研目标

前提下，应增加动物生活环境丰富度。 

第十七条  除科研和检验项目的特殊需要，必须根据实验动物对营养的

需要给予充足的饲料和饮水。普通级动物饮用城市生活用水，清洁级以上动

物饮用无菌水或酸化水。对实验动物饲料供应商应进行合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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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必须为实验动物提供尘埃少、无异味、无毒、无菌、无油脂、

吸湿性好的优质垫料。垫料应定期更换，保持干燥、松软状态，使实验动物

有舒适感，对实验动物垫料供应商应进行合格评估。 

第十九条  实验动物饲养用具必须定期清洗、消毒，如有破损、滴漏，应

及时更换。 

第二十条  实验动物饲养人员每天应对所管理的实验动物进行认真观察，

发现行为、精神状态或健康状况异常时，应查找原因并妥善处理，实验动物

使用人员应充分满足动物在不同情况下对营养的特殊需要，对天性喜欢运动

的大型动物需要定时到运动场地遛放。 

第五章  实验动物运输 

第二十一条  实验动物的运输应符合安全、舒适、卫生的原则。 

第二十二条  应通过最直接的途径完成实验动物的运输。在装运时，实

验动物应最后装上运输工具，到达目的地时，应最先离开运输工具。运输实

验动物应使用具备空调装置的专用运输工具。 

第二十三条  应有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人负责实验动物运输全过程，保证

动物快捷、安全到达目的地。 

第二十四条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运输实验动物，都应把动物放在适宜的

笼器具里，严禁采用捆绑或其他紧固的方式。笼具应能防止实验动物逃逸或

其他动物进入，运送清洁级和 SPF级实验动物的笼具还应具有防止外界微生

物侵袭的装置。 

第二十五条  实验动物运输时，不宜与感染性微生物及害虫等货物混装

在一起。应避免实验动物暴露在有毒、有害气体或其他有损实验动物健康的

环境中。当动物在疾病、术后未愈期、临产期等不适合运输的期间内，不宜

运输，运输过程如果超过 6h，应提供充足适宜的食物、水；超过 24h，应提

供垫料及休息时间。 

第六章  实验动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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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根据检验和科研工作的需要，提出订购实验动物的具体要求

（包括：品种、品系、年龄、性别、体重和数量等）。不得以任何理由订购

超出检验和科研工作需要的实验动物数量，或弃用所订购的实验动物。饲养

的实验动物应来源明确，有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和便于检查的标识。 

第二十七条  因检验和科研工作需要对动物饮食、饮水进行限制时，必

须有充分的理由。在限食、限水期间，饲养人员应配合实验人员密切观察实

验动物生活状态，避免实验动物发生急性或慢性脱水现象。 

第二十八条  实验动物运抵动物实验室后，饲养人员按照有关操作规程

及时通知使用人员，以保证动物在最短的时间内传入屏障环境。使用人员按

照实验要求进行分组，提供饲料和饮水，实验中注射药物、细胞等外源物质

或采集血液、尿液、粪便等标本时需符合动物福利。动物实验中发生感染性

物质泄漏等不良事件或实验结果与预期差异大，导致实验动物异常痛苦时需

立即停止实验，并上报兽医与实验动物饲养管理人员，经伦理委员会讨论后

给出相关决定。 

第二十九条  为便于操作而对实验动物实施保定时，应遵循“温和保定，

善良抚慰，减少动物痛苦和应激反应”的原则。 

第三十条  在不影响实验操作的前提下，对实验动物的行为限制程度应

减少到最小。 

第三十一条  应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避免或减轻给动物造成的与实验

目的无关的疼痛、痛苦及伤害。在对实验动物进行采样、活体外科手术、解

剖和器官移植时，如无特殊要求，必须实施麻醉措施，术后恢复应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镇痛和有针对性的护理及饮食调整。 

第三十二条  实验结束时，对不能重复使用的实验动物应采取安死术处

理。方法包括：注射法、吸入法、击昏放血法和颈椎脱臼法等。 

第三十三条  在不影响实验结果判定的情况下，应选择 “动物试验仁慈

终点”，避免实验动物继续承受无谓的疼痛。 

第三十四条  实验动物尸体及废物应做无害化处理，并作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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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职业健康与安全 

第三十五条  实验动物饲养人员应按照单位规定，定期进行体检，参加

生物安全、技术操作规范等相关培训。 

第三十六条  实验人员操作危险因子或有危险操作，需进行风险评估和

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 

第三十七条  当有危险因素可能产生危害时，应有适当的措施防止危险

扩散和确保公共环境的安全。 

                   第八章   实验动物医师 

第三十八条  实验动物医师（兽医）应毕业于相关专业并具备相应资质

与培训。 

第三十九条  实验动物医师（兽医）应参与到项目的伦理审查、实施和

检查中，并在审查报告中签字。 

第四十条  负责制订单位实验动物监测计划并执行，当动物发生异常，

需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第四十一条  负责监督相关课题组对新进动物的检疫，必要时制定检疫

项目，出具检疫报告。 

第九章  不通过审查的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能通过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一）缺少动物实验项目实施或动物伤害的客观理由和必要性的； 

（二）不提供足够举证或申报审查的材料不全或不真实的； 

（三）从事直接接触实验动物的生产、运输、研究和使用的人员未经过

专业培训或明显违反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原则要求的； 

（四）实验动物的生产、运输、实验环境达不到相应等级的实验动物环

境设施国家标准的；实验动物的饲料、笼具、垫料不合格的； 

（五）动物实验项目的设计或实施不科学。没有利用已有的数据对实验

设计方案和实验指标进行优化，没有科学选用实验动物种类及品系、造模方

式或动物模型以提高实验的成功率。没有采用可以充分利用动物的组织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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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较少的动物获得更多的试验数据的方法；没有体现减少和替代实验动物

使用原则的； 

（六）动物实验项目的设计或实施中没有体现善待动物、关爱动物生命，

没有通过改进和完善实验程序，减轻或减少动物的疼痛和痛苦，减少动物不

必要的处死和处死的数量。在处死动物方法上，没有选择更有效的减少或缩

短动物痛苦方法的； 

（七）活体解剖动物或手术时不采取麻醉方法的；对实验动物使用一些

极端的手段或会引起社会广泛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 

（八）动物实验的方法和目的不符合我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标准或国际惯

例或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各类动物实验。动物实验目的、结果与当代社会的

期望、与科学的道德伦理相违背的； 

（九）对人类或任何动物均无实际利益并导致实验动物极端痛苦的各种

动物实验； 

（十）没有充分理由对同一实验进行重复实验的； 

（十一）对有关实验动物新技术的使用缺少道德伦理控制的，违背人类

传统生殖伦理，把动物细胞导入人类胚胎或把人类细胞导入动物胚胎中培养

杂交动物的各类实验；以及对人类尊严的亵渎、可能引起社会巨大的伦理冲

突和其它动物实验； 

（十二）严重违反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原则的其它动物实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指导原则由校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指导原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