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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学》

前言

　　今天生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药理学和病理学的基础知识近80%来自于科学家的动物实验成
果。不论是有关果蝇的遗传学研究，还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疾病的最新科学成果，若离开实验动物和
动物实验将很难想像。让我们首先衷心感激上溯到14世纪以来，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数以万计牺牲的
实验动物，成就人类今天的科学文明和经济繁荣。　　1959年Russel和Burch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人性化
动物实验理论，即3R（Re-placement，Reduction and Refinement）理论。倡导生命科学实验中尽可能使
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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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验动物学》内容涉及实验动物法规、政策和规章制度；实验动物遗传学命名和遗传学检测方法、
标准；实验动物品种、饲养、设施和管理；实验动物模型、疾病、微生物检测标准；动物实验技术和
动物实验基本要求；实验动物相关网上学习资料。语言力求表达通俗易懂、内容详尽丰富，拓展思维
空间，旨在为读者打开了解实验动物科学的窗口，开阔读者的视野和满足对知识的渴望，提高科学工
作者使用合格动物的意识，倡导善待动物和提高实验动物福利，获得科学的实验结论。希望《实验动
物学》作为实验动物科学教科书贡献给爱好实验动物的科学工作者、在校研究生和本科生，也可以作
为培训教材奉献给从事动物实验的研究人员、实验动物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和兽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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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实验动物科学的概念　　一、实验动物的定义　　二、实验动物科学研究的范
围　第二节 实验动物与生命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实验动物对过去生命科学发展的推动作
用　　二、实验动物对现代生物医学的推动作用　　三、实验动物对未来生命科学发展的影响　　四
、生命科学对实验动物发展的支持　第三节 实验动物科学发展概况　　一、国外实验动物发展概况　
　二、我国实验动物发展概况　第四节 动物替代试验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和发展　　一、人性化的概
念　　二、3R的基本内涵　　三、3R研究的意义　　四、国外动物替代研究进展　　五、我国实验动
物3R研究进展第二章 国内外实验动物管理机构及法规简介　第一节 国外实验动物管理与法规　　一
、国际实验动物科学协会　　二、欧共体实验动物法规　　三、北美洲实验动物法规　　四、澳洲实
验动物法规　　五、亚洲国家实验动物法规　　六、国外有关法规分析　第二节 国内实验动物管理与
法规　　一、国家管理法规　　二、地方管理法规　　三、我国实验动物管理法规体系的特点　第三
节 中国实验动物培训和教育　　一、法律基础　　二、培训和教育内容　　三、培训和教育的实施第
三章 实验动物遗传学及质量控制　第一节 实验动物遗传学发展历史　　一、遗传学研究的经典时代
　　二、分子生物学技术在遗传学领域的发展　第二节 实验动物遗传学分类　　一、实验动物品种、
品系概念　　二、遗传学分类　第三节 近交系动物的特点和应用　　一、基本概念　　二、近交系的
命名　　三、近交系动物的特点及其应用　　四、特殊类型的近交系及应用　　五、近交系动物的繁
殖方法　第四节 封闭群动物的特点和应用　　一、基本概念　　二、封闭群动物的分类　　三、封闭
群动物命名　　四、封闭群动物特点及其应用　　五、封闭群动物繁殖方法　第五节 杂交群动物的特
点与应用　　一、基本概念　　二、命名　　三、杂交群的特点　　四、杂交群动物在生物医学中的
应用　　五、杂交群动物繁殖方法　第六节 实验动物遗传质量控制　　一、遗传监测目的　　二、遗
传监测的主要方法　　三、遗传质量标准第四章 常用实验动物　第一节 小鼠的生物学特性、选择应
用及饲养管理　　一、生物学特性　　二、小鼠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三、小鼠主要品种和品系　
　四、小鼠饲养管理　第二节 大鼠的生物学特性、选择应用及饲养管理　　一、大鼠生物学特性　　
二、大鼠主要品种和品系　　三、大鼠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四、大鼠繁殖和饲养管理　　五、大
鼠饲养管理　第三节 豚鼠的生物学特性、选择应用及饲养管理　　一、豚鼠生物学特性　　二、豚鼠
常用品种和品系　　三、豚鼠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四、豚鼠饲养管理　第四节 地鼠的生物学特性
、选择应用及饲养管理　　一、地鼠生物学特性　　二、地鼠主要品种和品系　　三、地鼠在生物医
学中的选择应用　　四、地鼠饲养管理　第五节 兔的生物学特性、选择应用及饲养管理　　一、兔生
物学特性　　二、兔主要品种和品系　　三、兔在生物医学中的选择应用　　四、兔饲养管理　第六
节 犬的生物学特性、选择应用及饲养管理　　一、犬生物学特性　　二、犬的主要品种和品系　　三
、犬在生物医学中的选择应用　　四、犬饲养管理　第七节 猫的生物学特性、选择应用及饲养管理　
　一、猫生物学特性　　二、猫主要品种和品系　　三、猫在生物医学中的选择应用　　四、猫饲养
管理　第八节 非人灵长类的生物学特性、选择应用及饲养管理　　一、非人灵长类生物学特性　　二
、非人灵长类主要品种和品系　　三、猕猴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四、猕猴饲养管理　第九节 鸡的
生物学特性、选择应用及饲养管理　　一、鸡生物学特性　　二、鸡主要品种和品系　　三、鸡在生
物医学中的选择应用　　四、鸡饲养管理　第十节 小型猪的生物学特性、选择应用及饲养管理　　一
、小型猪生物学特性　　二、小型猪主要品系、种群　　三、小型猪在生物医学中的选择应用　　　
　四、小型猪饲养管理　第十一节 实验用鱼的生物学特性、选择应用及饲养管理　　一、实验用鱼生
物学特性　　二、实验用鱼主要品种和品系　　三、实验用鱼在生物医学中的选择应用　　四、实验
用鱼饲养管理第五章 实验动物设施与设备　第一节 实验动物的设施分类　　一、实验动物设施的概
念　　二、实验动物设施分类　第二节 实验动物设施的建筑要求　　一、选址　　二、设施面积的分
配和布局原则　　三、实验动物设施的布局　　四、实验动物设施的建筑要求　第三节 实验动物与动
物实验环境国家标准　　一、国家标准的制定　　二、2001年版国家标准　第四节 动物设施中的主要
设备　　一、空气净化系统设备　　二、电源、照明、通讯设备　　三、安全和报警系统　　四、消
毒与灭菌设备　　五、微生物控制设备与饲养设备　第五节 生物危害特殊实验动物设施　　一、感染
实验微生物危害的分级　　二、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设施和使用要求　　三、特殊动物实验设施的建筑
要求　第六节 放（辐）射污染动物实验设施　　一、放（辐）射性污染动物实验设施的设计　　二、
放（辐）射污染防护实验设施的安全监测第六章 实验动物营养与饲料的质量控制　第一节 实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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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的分类及其营养特性　　一、饲料的分类　　二、常用饲料的营养特性　第二节 实验动物营养需
要　　一、小鼠的营养需要　　二、大鼠的营养需要　　三、地鼠的营养需要　　四、豚鼠的营养需
要　　五、兔的营养需要　　六、犬的营养需要　　七、猫的营养需要　　八、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
的营养需要　第三节 实验动物配合饲料的设计　　一、配合饲料的种类　　二、饲料配方的设计　第
四节 饲料的加工、消毒和贮存　　一、饲料的采购　　二、饲料的保管　　三、饲料的加工调制　　
四、饲料的消毒　第五节 实验动物饲料的营养监测　　一、营养监测的目的　　二、饲料营养监测方
法　　三、饲料的质量控制第七章 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　第一节 动物模型概述　　一、人类疾病动
物模型的意义　　二、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复制原则　　三、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分类　　四、影响
动物模型质量的因素　第二节 常用动物模型的复制　　一、肿瘤动物模型　　二、消化系统疾病动物
模型　　三、呼吸系统疾病动物模型　　四、心血管系统疾病动物模型　　五、内分泌及营养代谢性
疾病动物模型　　六、传染性疾病动物模型　　七、生殖医学动物模型　第三节 免疫缺陷动物模型　
　一、免疫缺陷动物的分类　　二、免疫缺陷动物的特征及其应用　第四节 转基因动物疾病模型　　
一、转基因动物的命名　　二、转基因动物疾病模型第八章 实验动物常见疾病和微生物学质量控制　
第一节 实验动物等级和传染病分类　　一、实验动物等级划分　　二、实验动物的传染病分类　第二
节 实验动物疾病的危害性　　一、传染病暴发流行直接造成巨大损失　　二、污染生物制剂　　三、
干扰动物实验结果　　四、威胁人的健康和安全　第三节 实验动物的健康观察　　一、健康观察的内
容与方法　　二、实验动物健康观察注意事项　第四节 实验动物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及其防疫措施　　
一、实验动物传染病流行的基本环节 　　二、实验动物的卫生防疫制度　第五节 实验动物病毒性疾
病　　一、鼠痘　　二、流行性出血热　　三、淋巴细胞性脉络丛脑膜炎　　四、仙台病毒感染　　
五、鼠肝炎　　六、兔出血症　　七、狂犬病　　八、犬瘟热　　九、犬细小病毒感染　　十、犬病
毒性肝炎　　十一、猴B病毒感染　第六节 实验动物的细菌性疾病　　一、沙门氏杆菌病　　二、泰
泽氏病　　三、支原体感染　第七节 实验动物的寄生虫病　　一、弓形体病　　二、球虫病　　三、
螨病　第八节 实验动物微生物学、寄生虫学质量监测　　一、实验动物微生物学监测要求及标准　　
二、实验动物寄生虫学监测要求及标准　　三、SPF鸡病原微生物监测要求及标准第九章 影响实验动
物和动物实验的因素　第一节 环境因素对动物实验结果的影响　　一、温度　　二、湿度　　三、气
流、气流速度及换气次数　　四、噪声　　五、照明　　六、空气洁净度　　七、有害气体　　八、
动物设施建筑　　九、动物设施设备　　十、笼具和铺垫物　　十一、饲养密度　　十二、社会因素
和势力范围　第二节 实验动物因素对动物实验的影响　　一、种属　　二、品系　　三、性别　　四
、年龄和体重　　五、生理状态　　六、健康状况　第三节 营养因素对动物实验结果的影响　　一、
进行非营养研究时的影响　　二、进行营养研究时的影响　第四节 病原微生物感染对动物实验的影响
　　一、病毒感染对动物实验的影响　　二、细菌感染对动物实验的影响　　三、寄生虫感染对动物
实验的影响　第五节 技术因素对动物实验的影响　　一、实验动物选择　　二、实验季节 　　三、
昼夜过程　　四、麻醉　　五、手术技巧　　六、实验药物　　七、对照问题第十章 动物实验基本技
术  第一节 动物实验前的准备　　一、实验动物的编号与标记　　二、实验动物的分组　　三、实验
动物被毛的去除　　四、实验动物的抓取和固定　第二节 实验动物的麻醉　　一、麻醉前的准备　　
二、常用麻醉药　　三、常用的麻醉方法　　四、麻醉监测和麻醉意外的抢救　　五、麻醉对动物实
验的影响　第三节 实验动物给药途径与方法　　一、经口给药　　二、注射法给药　　三、实验动物
给药量及计算方法　　四、实验动物一次给药的耐受量　第四节 实验动物的采血和体液的采集　　一
、采血方法　　二、体液的采集　第五节 实验动物的处死方法　　一、化学药物致死法　　二、断髓
法　　三、空气栓塞法　　四、急性失血法　　五、断头法　第六节 尸体检查及脏器标本采集及检查
方法　　一、尸体的外部检查方法　　二、尸体内脏器官采集方法　　三、尸体内脏脏器检查方法　
　四、尸体剖检记录与剖检报告的书写　第七节 动物实验手术基本操作技术　　一、动物实验手术前
的准备　　二、外科手术的无菌操作技术　　三、外科手术的基本操作技术　　四、动物实验术后动
物的护理与观察　第八节 动物实验后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　　一、废弃物处理的管理工作　　二、污
水的无害化处理　　三、污物的无害化处理　　四、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第十一章 动物实验的管理　
第一节 动物实验的质量管理　　一、动物实验质量管理的标准　　二、质量管理的基本内容和职责　
　三、质量管理的组织实施　　四、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具体要求　　五、动物实验室文件、资料的管
理　第二节 实验动物选择的原则　　一、实验动物选择的重要性　　二、实验动物选择的原则　第三
节 动物实验设计和实施　　一、实验人员的素质要求　　二、动物实验设计附录一  中英文专业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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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国内外实验动物网站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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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内容提要：本章内容主要阐述了实验动物的基本概念和实验动物科学的研究领域
；揭示了实验动物科学从古至今对生物医学、畜牧兽医学的卓越贡献，同时探讨了实验动物对推动未
来生命科学的发展动力；最后详细介绍了动物实验替代方法（3R）以及我国3R研究现状。　　关键词
：实验动物；生命科学；动物福利；动物实验替代方法。　　第一节 实验动物科学的概念　　一、实
验动物的定义　　实验动物科学（LaboratoryAnimalScience）是研究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一门新兴学
科。前者主要围绕着实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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