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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科研实力的提高，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实验动物使用国。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的关键前提是确保

动物实验的安全。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实验过程中事故与危险的发生，完善安全管理措施极其重要。本

文立足于我国现阶段动物实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安全管理不够细化、管理队伍力量薄弱、安全教育宣传

不到位、废弃物管理不规范以及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以期为相关方面的

发展进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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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 China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user of laboratory animals in the world. The key premis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to ensu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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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of animal experimen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ccidents 
and dangers in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improve 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s. Based on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safety management, weak management team, in-
adequate safety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non-standard waste management and low level of informa-
tion management in animal experiment manage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
ing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related aspects. 

 
Keywords 
Laboratory Animals, Animal Experiments, Safety Manage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如今生命科学研究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完全不利用动物进行科研活动的行为几乎不可能实现。随

着实验动物使用数量的大量增加，相关风险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于 1988 年发布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正逐步推进科研机构不断完善实验动物的安全管理体系。

但是由于受到某些地区政策及发展水平与资源的限制，动物实验安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存在基础安全

工作薄弱、过程监督弱化、宣传培训工作不足等问题[1]。因此，了解我国目前动物实验安全管理工作的

不足，有利于将相关风险和安全事故扼杀在摇篮里，保障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 

2. 保障动物实验安全的重要性 

动物实验安全是科学研究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实验动物的使用愈加频繁，相关安全风险

问题也日益显著[2]，因此为保证相关实验的安全顺利进行，严格的动物实验安全管理工作是不容忽视的。 

2.1. 保障实验操作者的安全 

动物实验的安全性与实验者密切相关，实验人员可能与动物长时间接触并涉及大量的动物血液、分

泌物、排泄物以及病理情况下产生的毒素，某些作为疾病模型的实验动物可能携带一些传染给人类的细

菌、病毒、寄生虫等，这些病原体可传播到操作者中，从而引发传染病感染和流行[3]。所以，严格的安

全管理可以确保实验人员免受伤害，并减少实验室事故的发生。 

2.2. 保障环境安全 

加强动物实验安全管理是预防和控制实验室危险源传播的关键措施之一，某些实验室涉及的实验过

后的污水、动物尸体以及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等都是可能污染环境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正确合

理地处理这些潜在的风险，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是提升实验室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能力的重要内容[4]。 

2.3. 保障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有效的动物实验安全管理有助于增强实验数据的科学可靠性。如果实验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或操作

不当，可能导致实验结果的偏差或失真，从而影响科学研究的质量和可信度，安全的实验操作可为科学

研究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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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保障动物福利伦理待遇 

动物实验安全管理是确保动物享受到相关福利伦理的重要体现。在进行实验过程中，不仅要保证动

物得到适当的照顾和尊重，同时也应尽可能减少对动物的痛苦和不适[5]。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动物实验的

道德水平，对于公众信任和支持科学研究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 动物实验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安全管理不够细化 

一方面，受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及工作人员安全意识等限制，部分实验动物中心并没有明确直接的监

管机构，管理人员在工作上任务不明，安全问题的责权划分不清晰，缺少相关监督，造成安全管理存在

盲区[6] [7]。另一方面，大多数动物实验室已有的安全管理规范缺乏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具体细则，同时对

于违规行为的处罚机制存在空缺[8]，导致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局限性。没有约束的动物实验操作将会带来

隐患，不利于科学实验的顺利进行。 

3.2. 管理队伍力量薄弱 

第一，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少，多数涉及动物实验的实验室管理人员身兼数职，在繁重的工作、科研

等压力下，很难保证工作有效进行[8]。第二，多数高校师生并没有参加过管理机构对于动物实验安全培

训的经验，因此有可能使得进行动物实验的操作者在不能保障实验动物福利和防范生物安全的情况下，

有选择地忽视实验动物安全操作原则并冒险开展具有生物安全风险的实验项目[7]。第三，管理人员对于

动物实验安全知识缺少全面系统的认识[1]，因此导致动物实验安全工作落实不到位。 

3.3. 安全教育宣传不到位 

不少实验室采取统一的动物实验安全教育培训内容，但是格式化的安全教育并不适合每一个实验过

程[9] [10]。同时，受到资源的限制，部分实验室缺少应急模拟训练。目前大多数动物实验室只注重安全

培训，相应考核机制不完善，很难保证培训教育的效果[1]。这种单一的培训教育体系不利于操作人员对

实验动物伦理福利及相关安全理念等内容的理解和贯彻。 

3.4. 实验废弃物管理不规范 

动物实验废弃物主要是已经死亡的实验动物的躯体或器官。首先，据某地调查，近一半的实验室人

员对废弃物危险特性缺乏了解，一些实验室没有统一回收处理危险废弃物，造成动物尸体等实验后的废

弃物掺杂在生活垃圾中[11]，某些实验过后的实验废弃物具有感染性，可能会引发感染性疾病的传播，存

在极大的生物安全隐患。其次，动物尸体若被随意丢弃，会污染土壤、水源等[10]。但是受到某些实验室

废弃物储存点的容量限制，实验后的废弃物不能及时转运，造成废弃物长期堆积，可能存在有害物质，造

成环境污染[12]，还可能对人员健康构成不良影响[3]。我国部分实验室对此方面的管理规范还有待加强。 

3.5. 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低 

在生物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的人工管理模式早已不能满足当前信息化时代的管理新需求。

通过建立信息化管理手段，不断提高实验动物设施管理水平，成为了未来实验动物管理的发展方向[13] 
[14]，但是目前此方面仍有广阔的进步前景。第一，动物实验危险源管理有漏洞，多数实验室未将危险源

全部纳入信息化管控。第二，实验人员无法全程管理监督，通过监控设备等单一方面的监管，对于违规

行为缺乏识别与预警[15]。第三，部分科研机构在近年逐步开发了在线审查系统[16]，但是对于实验动物

的伦理、福利管理方面的覆盖还比较有限，只能初步实现对动物实验方案的伦理审查，不能完全满足当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4.133041


张起赫 等 
 

 

DOI: 10.12677/ssem.2024.133041 324 服务科学和管理 
 

下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管理的要求[17]。信息化管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优化工作流程，增强监管力度，降

低运营成本，是未来动物实验安全管理发展的新方向。 

4. 改进建议与展望 

4.1. 健全动物实验安全管理体系 

没有监管就没有边界，权利和职责清晰划分则有助于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首先，科研机构可以成

立专门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小组，明确职责与工作划分，使责任落实到人，避免多头管理，重复管理。

同时，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制定动物实验安全规定指南，进一步规范实验操作。其次，相关部门应制定

管理规章及细则并根据具体工作内容设置专业人员进行管理[1]。监督机构仔细审查项目操作过程并定期

抽查，对于违规操作进行教育培训、终止实验、通报批评等措施，在实验过程中提供必要指导并纠正问

题[8]。此外，现阶段还需要持续完善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监督机制，杜绝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出现，让实

验动物的操作规范落到实处，只有健全相关法律，才能形成有效制约[18]。与此同时，还要完善健全投诉

受理机制，各机构之间可采用同行评议机制[7]，在受到监督机构人员及能力限制时互相交流经验，互相

监督，完善监督机构监督不到位的空缺。 

4.2. 完善安全教育培训机制 

第一，对于高校而言，可以增设相关动物实验安全培训培训课程，同时丰富培训模式，举办活动竞

赛、应急事件演练等内容。完善“培训–评价–反馈–完善”的培训效果评估机制[19]，提升培训质量。

第二，可以采取线上讲解与线下实操相结合的培训教育方式，对实验仪器和操作流程进行训练[20]。第三，

由于参与动物实验的实验人员流动性强及专业背景复杂[21]，应该针对不同的人员，实验动物中心需要制

定不同的培训方案和内容。在集中培训的基础上，开展例如动物实验事故案例分析等多种活动，加深操

作人员对实验动物伦理福利及生物安全理念等内容的理解和贯彻。第四，实验中心可以依靠互联网、新

媒体和不同媒体间的相互融合来提高宣传科普能力[22]，同时可设立实验动物纪念碑并在特殊节日举办宣

传祭奠活动。第五，加强广大师生的环保教育，强化实验人员生物安全意识与绿色实验理念，优化实验

设计，减少动物实验的危险因子[23]。 

4.3. 加强实验废弃物规范管理 

第一，要对垃圾进行分类管理，严格消毒处理实验后的动物遗体及残留物。同时，要减少库存，及

时转运至处理中心。第二，合理设计实验，减少不必要的动物以及实验耗材的使用，从根源上减少废弃

物的形成[1]。第三，实验中心应结合实际情况，设立实验室废物处理专项经费，进一步改善实验动物及

其废弃物管理，深化实验动物福利意识，制定实验室废弃物回收处理细则和管理政策[24]。第四，要特别

注意“预处理”实验动物及其产生的废料，认真分级，装袋便于后期管理[25]，以防止污染环境现象的发

生。同时，各研究所要根据各自特点建立专用的实验动物、垃圾资源化利用装置，对实验动物以及垃圾

实行临时贮存，并作出明确的毒性标识，确保按照标准处置。 

4.4. 推进动物实验室信息化管控 

实验动物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过提升动物伦理审核的严谨化、细致化、透明化，保证各项福利严格执

行，同时机器学习可以在实验动物设施管理中发挥安全保障作用[15]。面对复杂系统，人工智能在缺乏物

理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准确地进行传感器故障检测和诊断，并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安全稳定运行

信息化管控系统[18]。一方面，将实验动物的购买、饲养以及实验用品纳入信息管理平台，做到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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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废弃等全流程动态监管。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大量科研从业者积极投入基础医学创新研究，

但在福利伦理方面对于实验动物的重视还是显得不够充分[26]。加强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信息化建设既

是保障实验动物福利的有效措施，又关系到动物实验结果的科学性[27]。 

5. 结语 

随着我国动物实验安全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在进行动物实验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及安全隐患不断减

少，但是在某些方面仍有改进的空间。通过健全动物实验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安全教育培训机制、加强

实验废弃物规范管理以及推进动物实验室信息化管控等措施，定会推进动物实验安全管理工作更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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