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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动物是生命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科学发展，实验动物的种类数量也越来越多，但生物

安全隐患也随之而来。本文从调查问卷等方式结合案例、隐患、因素、对策等方面剖析实验动物生物安

全，并提出总结及建议，力求引起社会对实验动物安全知识的重视，实现实验动物学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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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al animals a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ife science researc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he number of types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is also increasing, but biological safety ha-
zards also aris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iosafety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ase studies, hidden dangers,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through surveys and other methods, 
and proposes a summary and suggestions, aiming to attract social atten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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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animal safety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zo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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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动物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支撑条件，对疾病研究有着极大作用。做好实验动物生物安

全控制是实验安全进行的基本保障。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实验动物方面发展时间长，已经形成了成熟完

善的生物安全控制体系，实验动物质量也越来越高。实验动物生物安全是指生产和使用各个环节都存在

生物安全的危害，实验动物产生的生物危害主要表现为动物性气溶胶、人兽共患病、感染性病原体的感

染和传播[1]。1983 年 WHO 出版了《实验生物安全手册》，使世界范围内生物安全有了一个基本原则。

至 1988 年以来国家科委发布和不断更新了《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标志着我国也开始逐步建立法制化、

规范化与标准化的管理体制[2]。近十年来，我国实验动物需求量随着试验需求增加而急剧增加，实验动

物标准也随之提高[3]。但是目前我国各高校、机构对实验动物生物安全控制标准不统一，且发生过安全

事故。生物安全仍存在许多风险和挑战。 

2. 资料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选择在贵州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做动物实验的我校本科生及研究生，专业涉及临床医学、护

理学、药学、检验医学等专业，学业年级涉及大学一、二、三、四年级以及研究生，100 名学生为调查

对象，共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问卷 97 份，回收率为 97%，其中有效问卷 97 份，有效率为 97%。问卷

有效的 97 名学生中大一上学生 21 名(21.65%)；大二上 27 名(27.84%)；大三上 31 名(31.96%)；大四上 16
名(16.49%)；研究生及以上 2 名(2.06%)。年龄：18 岁以下 8 名(8.25%)；19 岁~25 岁 88 名(90.72%)；26~60
岁 1 名(1.03%)；61 岁以上 0 名(0%)。 

2.2. 方法 

设计统一的调查问卷，调查前向被调查者说明目的和要求，以无记名答卷形式当场填写并收回问卷[4] [5]。 

2.3.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20.0 软件建立数据库，将所得数据录入，并进行描述分析。 

3. 结果 

3.1. 实验动物基本知识了解 

本科生对动物实验安全概念、实验室废弃物的处理、废弃物的处理原则、动物实验感染事件、实验

动物来源、结束后动物的处理、实验过程中受到意外损伤的应急处理等方面认知率偏低，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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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gnitive status of animal experiment safety protection knowledge among medical students of different ages [n (%)] 
表 1. 不同年纪、年龄医学生动物实验安全防护知识认知情况[n (%)] 

知识内容 否 是 

是否用医疗废物专用袋子分类包装 86.6% 13.4% 

您是否接受过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的培训 60.82% 39.18% 

出现上述事故后您是否告知带教老师或实验员 84.54% 15.46% 

出现上述事故后您是否知道如何处理 75.26% 24.74% 

您是否知道实验室安装洗眼器的用途 70.1% 29.9% 

个人安全防护是否满足相应安全等级要求 85.57% 14.43% 

是否了解我校成立生物安全管理委员会 62.89% 37.11% 

是否了解动物实验安全概念 80.41% 19.59% 

是否熟悉实验室消防设施及安全逃生通道 78.35% 21.65% 

是否听说实验室感染事件(如人畜共患病毒) 65.98% 34.02% 

是否了解实验室生物安全法律法规 74.23% 25.77% 

是否了解实验室生物安全法律法规 77.32% 22.68% 

是否使用不合格实验动物或实验室进行实验/预实验、教学 39.18% 60.82% 

是否存在以次充好或套用冒用生产、使用许可证情况 36.08% 63.92% 

实验动物科研项目是否经过单位伦理审查 76.29% 23.71% 

是否存在未经培训就上岗情况 46.39% 53.61% 

3.2. 实验动物安全培训 

86.6%的学生不用医疗废物专用袋子分类包装、60.82%的学生没有接受过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的培

训、75.26%的学生不知道出现实验事故后怎么处理、78.35%的学生熟悉实验室消防设施及安全逃生通道、

80.41%不了解动物实验安全概念、74.23%的学生不了解实验室生物安全法律法规、53.61%的学生存在未

经培训就上岗情况。 

4. 讨论 

动物实验在医学教学与科研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动物实验安全与防护却被忽视，因此，

有必要对开展动物实验的医学院学生进行动物实验安全防护知识的调查，分析学生对动物实验安全知识

的掌握情况，探讨对医学生加强动物实验安全防护知识教育的可行性及必要性。本次调查结果表明，86.6%
的学生不用医疗废物专用袋子分类包装、60.82%的学生没有接受过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的培训、75.26%
的学生不知道出现实验事故后怎么处理、78.35%的学生熟悉实验室消防设施及安全逃生通道、80.41%不

了解动物实验安全概念、74.23%的学生不了解实验室生物安全法律法规、53.61%的学生存在未经培训就

上岗情况。根据相关研究及分析，主要可能是因为缺乏安全隐患。 

4.1. 实验动物安全隐患 

4.1.1. 生物安全意识淡薄 
许多实验室为了追求规模扩张，短时间内招聘大量实验人员，并且没有进行培训或仅进行简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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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强调生物安全重要性，实验人员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识及防护技能，部分实验人员工作时间长，擅自

简化操作步骤，造成安全事故；后勤管理人员粗心大意，甚至自己也不懂得生物安全相关知识，不按时

进行维护。有调查研究显示[4] [5]，超过 20%的师生不具备基本的生物安全知识，部分实验室购买动物时

没有注意检验检疫问题，导致传染病流行。以上种种行为均会导致生物安全事故，必须严格重视。 

4.1.2. 配套设施不完善，制度不健全 
目前国内实验室存在设施不完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24.8%的实验室没有实行准入制度，39.2%的

压力容器操作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45.8%的动物实验室没有应急预案。常常出现危险化学品管理不严

格、台账不明确、存放混乱、人员随意流通等制度管理问题。还有部分实验设施老旧，已不能满足实验

需要却仍强行使用。 

4.1.3. 动物饲养时存在安全隐患 
动物饲养时的安全隐患包括：1) 部分动物尤其是大型动物如猪、牛、羊、猴等在饲养时可能存在应

激反应，突然攻击饲养者，造成人员受伤、感染；2) 饲养笼舍老旧或饲养人员疏忽，使得实验动物出逃；

3) 实验室环境控制系统故障，使得温度过高或过低，诱发实验动物生病。 

4.1.4. 动物感染实验操作中存在的隐患 
在进行感染性动物实验时存在的安全隐患是抽吸用力过大，形成气溶胶，使得病原微生物通过空气

途径传播。因此进行实验时应特别注意避免感染性血液(液体)直接接触皮肤、黏膜、创口等，可以将感染

概率降至最低。实验过程中，实验人员应佩戴护目镜，防止气溶胶将直接接触实验人员的脸部皮肤和眼

部黏膜，规避感染发生。 

4.1.5. 实验动物解剖过程中存在的隐患 
在实验动物解剖取材过程中，主要存在被刀片割伤的风险，特别是在胸部、关节等骨骼较多部位，

刀刃容易被卡住，拔刀时容易被割伤，进而被动物血液等污染物感染。 

4.1.6. 实验废弃物处理不完善 
动物实验会产生许多废弃物，如动物粪便、尿液、血液、药物、尸体等，常会出现处理不当的问题。

排泄物的收集处理、尸体无害化处理不及时，导致发酵甚至腐烂，滋生病原微生物；排泄物等未经过处

理直接带出实验室，则可能直接将病原微生物传播导致感染。动物尸体等应该经过完全焚烧后再进行后

续处理。 

4.2. 生物安全防控措施 

基于以上安全隐患，建议加强生物安全防控措施，具体如下。 

4.2.1. 加强制度建设 
动物实验管理应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如实验管理科或科研处等，这些部门负责对实验室进行行政管

理，同时应设立生物安全委员会和伦理审查委员会。实验动物中心要以国家标准、团体标准为技术规范，

制定本单位的实验动物环境设施和动物质量监测制度。对实验动物的质量检测，应以国家标准为依据，

同时结合本单位、本地区病原微生物的流行特征，确定检测项目及检测频率，调整应对措施。 

4.2.2. 加强安全培训 
管理人员客观存在注重科学研究、轻视实验室安全的思想。在实验方案设计、实验过程管理、实验

安全保障等环节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各个实验室及科研院所应当定期开展实验安全讲座、培训，使

安全教育常态化，尤其应当培训规范操作，严格消毒，时刻注意防范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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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优化实验室结构 
建设合理的实验室是实现生物安全的基础，应当特别注意实验室功能区域划分，严格注意清洁区与

污染区的划分[6]。应当配备完善的消毒与安全设施，如通风过滤系统、风淋系统、高温蒸汽灭菌、紫外

线灭菌等。 

4.2.4. 严格实验动物管理 
抓严对实验动物的管理，从外部购买的实验动物应当提供质量合格证明，进入实验室前应当确认寄

生虫等人兽共患病，并隔离饲养一段时间。饲养过程中的排泄物、实验中产生的废物、实验后的动物尸

体等应当由专人按规定处理，严禁私自带出。 

4.2.5. 做好应急预案 
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动物实验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健全动物实验安全管

理制度与应急预案。各个实验室应当依据有关条例，根据自身使用实验动物情况，做好完善的事故应对

预案，并不定期开展演习，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事故对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以及公众健康等造成的损害，

维护公共安全及社会稳定[7] [8]。 

5. 总结 

综上所述，实验动物生物安全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实验动物

作为人类生命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科研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做到实验动物生物安全，一

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完善落实相关法律标准；另一方面要加强安全意识，主动参与防控实验动

物生物安全危害，共同为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创造健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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