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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发设〔2009〕1号

关于印发《浙江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的通
知

各学部、学院（系），各部门，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现将《浙江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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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令第 2号）、《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
（国科发财字〔1997〕593号）和《浙江省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
实施细则》（浙科发条〔2002〕153号）、《浙江省实验动物管
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263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适
应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加强实验动物的管理，保证实验

动物和动物实验的质量及生物安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验动物，是指经人工培育，遗传背景

明确或来源清楚，需对其所携带的微生物实行控制，用于教学、

科研、医疗、检定及其他科学研究的动物。

第三条 学校设立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和实验动物伦理委

员会，由分管校领导，有关职能部门、实验单位负责人和专家组

成。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学校的实验动物工作，负责制定实验动

物管理办法及应急预案，对实验动物的安全管理进行指导和监

督，出现或可疑出现实验动物受微生物污染等情况，负责启动应

急预案。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和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第四条 开展实验动物相关工作，实行许可证制度，包括：

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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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岗证、动物实验技术人员资格认可证等。

第五条 各单位要加强实验动物安全管理，防止实验动物安

全事故发生，突发实验动物安全事件时，应立即启动《浙江大学

实验动物突发事件处理应急预案》。

第二章 实验动物的应用

第六条 应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选用相应的合格实验动

物。科研人员在项目申报、成果鉴定等活动中，涉及到实验动物

使用时，应提供《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书》及《动物实验环境设

施合格证书》。同时，在科研成果（包括科研论文和各种评奖材

料）中注明进行动物实验的单位，并向该单位备案。

第七条 同时，应用实验动物应遵循“3R”原则，即“减少、
代替和优化”使用实验动物，尽可能用别的方法或用低等动物代
替高等动物等方法。

在进行动物实验前，应明确该实验的意义，证明实验的必要

性，坚决避免没有科研教学意义的动物实验。

第八条 从事动物实验，应在具有《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的设施中进行。原则上不允许在无《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设

施内擅自饲养动物及进行动物实验；如确有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特

殊需求，必须由相关部门和个人向学校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提出

申请，经审批许可后，方可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限内进行饲养和

实验。

第九条 实验动物应来源于具有《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的

单位，并附有动物质量合格证明书。使用单位可向学校实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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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购买实验动物，或委托实验动物中心购买，也可以直接向校

外其它单位购买，但应事先申报并提供供货单位相应的资质证

书；不允许向无《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买实验

动物。

第十条 进行动物实验时，应严格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进入动物实验室或相关设施，实验人员应服从管理人

员的安排和管理，与实验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动物实验室。

第十一条 进行动物实验的场所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具有

微生物检测室、检疫隔离及各种消毒设备等。要严格执行清洁卫

生及消毒灭菌制度，控制设施内物品、空气等达到洁净或无菌程

度。要防止昆虫、野鼠等动物进入实验室，或实验室动物外逃，

严防疾病传入动物饲养设施，杜绝人畜共患病发生。

第十二条 不同等级的实验动物，应饲养在相应级别的设施

内；从屏障环境拿出的实验动物，不得返回屏障环境。小型动物

必须使用清洁及以上级别，大型动物允许使用普通级别。动物实

验结束后，实验人员应索取动物服务部门开具的动物实验设施合

格证明，以便证明本动物实验是在符合标准的实验室中进行。

第十三条 凡用于病原体感染、化学有毒物质或放射性实验

的实验动物，应饲养在特殊的设施内，并按照生物安全等级和相

关规定分类管理。

第十四条 从事基因修饰实验动物研究、饲育和应用的组织

和个人，应严格遵照《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实验动物设施内产生的废弃物应经无害化处理

后方可排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丢弃实验后或正常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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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尸体。对实验动物的尸体，使用单位应先就地进行无害化处

理（如高温高压灭菌），经包装并贴上标签后，自行送达学校实

验动物中心，由中心暂存，然后送具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处理。

第三章 实验动物的饲育

第十六条 实验动物生产繁育单位应持有《实验动物生产许

可证》，无证部门不能借证生产实验动物。实验动物的饲育应按

照现行的国家标准，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第十七条 学校实验动物中心在学校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

领导下，协助各单位进行实验动物的引种、保种和饲育工作。

第十八条 实验动物种子必须来源于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

心或国家许可的种源单位，并持有效的证明材料（如规范的质量

检测报告）。

第十九条 实验动物饲育部门应根据遗传学、微生物学、营

养学、饲育环境方面的国家标准和要求，定期对实验动物进行质

量检测，并准确、完整记录各项操作和监控过程的数据，同时建

立统计汇报制度。

第二十条 实验动物必须根据来源、品种或品系、质量等级

和实验目的的不同，分开饲养。

第二十一条 学校实验动物饲育部门供应实验动物时，应提

供有效的质量合格证明。

第二十二条 实验动物饲料、垫料、笼器具、饮用水等应符

合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实验动物饲育环境设施及仪器设备等物

品，应符合国家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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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实验动物运输工作应有专人负责。实验动物的

装运工具应当安全、可靠。不得将不同品种、品系或者不同等级

的实验动物混合装运。

第二十四条 对于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应制定严格的管理

制度及科学的操作规程，并遵照执行。

第四章 实验动物的质量检测与防疫

第二十五条 学校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相关部门，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定期对本校生产的实验动物进行质量检测。

第二十六条 从国内其他单位引入的实验动物，应附有饲养

单位签发的质量合格证书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运输检疫

报告，经隔离检疫合格后，方可接收；从国外进口实验动物，应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办理；不得从疫区引进动物。

第二十七条 引进野生动物，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由引进单位在原地进行检疫，确认无人畜共患病

并取得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证明后方可引进。

第二十八条 实验动物的运输应使用与实验动物质量标准

相符合的工具及笼器具，并备足饮水和饲料，保证运输过程中实

验动物的质量及健康。

第二十九条 对必须进行预防接种的实验动物，应根据实验

要求或《家畜家禽防疫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预防接种。

第三十条 实验动物如异常死亡，应及时查明原因，妥善处

理，并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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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

第三十一条 从事实验动物饲育和使用的单位，应配备经过

专业培训的实验人员，实验人员必须遵守实验动物饲育管理和动

物实验的各项规章制度，熟练掌握操作规程，并持证上岗。

第三十二条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应树立疾病预防及

控制意识，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平时不得与家养动物接触。对患

有传染性疾病者或其他不适宜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应及时

调换工作岗位。

第三十三条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应善待实验动物，

不得戏弄、虐待实验动物，应尽量防止和缓解在实验时所致的动

物疼痛和不适。实验完毕后，应对实验动物进行安乐处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视情节轻

重，给予通报批评、经济赔偿、行政处分等处理；构成犯罪的，

将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负责解释。

主题词：实验 管理 通知

抄 送：纪委，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

部门，各党工委，工会、团委。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09年 11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