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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动物保护主义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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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实验动物作为“活的试剂”,推动了生命科学和医学的飞速发展,其福利伦理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不仅是动物保护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于保障实验动物的权益、促进科学研究的
合理性与道德性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动物保护主义的演变过程中,极端动物保护主义作为一种偏激的观点和
理论逐渐浮现。 本文旨在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视角出发,总结动物保护主义的主要理论和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
发展历程;分析极端动物保护主义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现状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的实验
动物福利伦理实践和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动物保护主义;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

  

R-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856
 

(2024)
 

05-0106-07

Extreme
 

animal
 

protectionism
 

and
 

experimental
 

animal
 

welfare
 

ethics

TIAN
  

Xuemei1 ,
 

SACHIKO
  

Kubo2 ,
 

WU
  

Yingjie2 ,
 

SU
  

Tao2∗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Jinan
 

250021,
 

China.
2.

 

Model
 

Animal
 

Institute,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Jinan
 

250021)

　 　 【Abstract】 　
 

Experimental
 

animals
 

as
 

living
 

reagent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science
 

and
 

medicine,
 

and
 

draw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welfare
 

ethics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Experimental
 

animal
 

welfare
 

ethics
 

is
 

important
 

for
 

animal
 

protec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and
 

promoting
 

the
 

rationality
 

and
 

mora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owever,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protectionism,
 

some
 

extreme
 

theories,
 

such
 

as
 

extreme
 

animal
 

protectionism,
 

have
 

also
 

emerged.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main
 

theories
 

of
 

animal
 

protectio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welfare
 

ethics,
 

and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extreme
 

animal
 

protectionism.
 

This
 

article
 

expound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experimental
 

animal
 

welfare
 

ethic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experimental
 

animal
 

welfare
 

ethic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ur
 

country’s
 

experimental
 

animal
 

welfare
 

ethics
 

practice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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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动物是指经过人类长期驯化,按科学要求
定向培育,对其携带的微生物实行控制,遗传背景
明确或者来源清楚的,用于教学、生产、检验及科学

研究的动物,被称为“活的试剂” [1] 。 实验动物福利
伦理是从道德层面审视实验动物是否以及如何获

得道德对待和道德关怀,并约束和规范人类对实验



动物的使用行为[2-3] 。 实验动物属于动物的一个子
集,因此在广义上,实验动物福利伦理也属于动物
保护主义的一部分。 动物保护主义于 20世纪 60 年
代在西方国家首先发展起来[4] :在社会层面上,公
众保护动物的思潮和行为逐渐自发产生;在理论构
建方面,动物伦理的研究也日益兴盛,出现了多种
影响深远的理论与学说。 而随着生命科学和医学
的飞速发展,对实验动物的需求和使用以及由此而
引发的对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关注和重视也与日

俱增。 但在动物保护主义的演化过程中,极端动物
保护主义作为一种偏激的观点和理论逐渐浮现,他
们主张动物与人类拥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强制要求
他人遵守自己认定的对待动物的“道德规范”,主张
彻底停止使用实验动物并付诸实践。 例如 2004 年
美国爱荷华大学实验室,遭极端动物保护主义成员
潜入,放跑了大量实验动物,造成了超 50 万美元的
经济损失和潜在的生态危机。 因此正确看待动物
保护主义和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和实践关系到我国生命

科学和医学的正常发展,也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
康利益。 本文将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视角总结
动物保护主义的主要理论和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

发展历程;分析极端动物保护主义的主要问题;并
针对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现状提出建议,以期
为我国的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实践和制度建设提供

参考。
表 1　 动物保护理论的主要观点

Table
 

1　 Main
 

viewpoints
 

of
 

animal
 

protectionism
 

theory
理论

Theory
出发点

Start
动物伦理地位
Ethical

 

status
 

对待动物的态度
Attitudes

 

to
 

animals
人与动物关系

Human
 

and
 

animal
 

relationships

动物同情论
Animal

 

compassion
 

theory

人类伦理道德
Human

 

ethics
 

and
 

morality

无伦理地位
No

 

ethical
 

status

仁慈对待动物,反对肆意虐待
动物
Treat

 

animals
 

with
 

kindness
 

and
 

oppose
 

wanton
 

cruelty
 

to
 

animals

人与动物和谐共存
Humans

 

and
 

animals
 

coexist
 

in
 

harmony

动物福利论
Animal

 

welfare
 

theory

动物具有复杂神经
和自我意识
Animals

 

have
 

complex
 

nerves
 

and
 

self-awareness

具 有 一 定 的 伦 理
地位
A

 

certain
 

ethical
 

status

合理使用动物,保障动物基本
权利
Rational

 

use
 

of
 

animals
 

and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of
 

animals

维护人类合理利益,保证对动物的
道德情感诉求
Protect

 

the
 

reasonable
 

interests
 

of
 

human
 

and
 

ensure
 

the
 

moral
 

and
 

emotional
 

appeal
 

to
 

animals

动物解放论
Animal

 

liberation
 

theory

以动物为出发点
Take

 

the
 

animal
 

as
 

the
 

start

具有伦理地位
A

 

certain
 

ethical
 

status

反对任何伤害动物的行为
Oppose

 

any
 

behavior
 

that
 

harms
 

animals

强制性限制人类对于动物的利用
Mandatory

 

restrictions
 

on
 

human
 

use
 

of
 

animals

动物权利论
Animal

 

rights
 

theory

以动物为出发点
Take

 

the
 

animal
 

as
 

the
 

start

与人类相同的伦理
地位
Same

 

ethical
 

status
 

as
 

humans

反对一切使用动物的行为
Oppose

 

all
 

use
 

of
 

animals

从道德角度将人与动物平等的放置
在一起
Animals

 

and
 

human
 

are
 

regarded
 

as
 

the
 

same
 

in
 

moral
 

terms

1　 动物保护主义的主要理论和制度发展

　 　 在西方国家,关于动物保护主义的萌芽最早可
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哲学家关于非人类

存在的法律思考[5] 。 然而,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人
类中心主义思潮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动物被视为由
上帝创造并受人类支配的物品[6] 。 直到文艺复兴
时期以及思想启蒙时期,仁慈主义慢慢成为了主流
思潮。 强调对动物的关爱和同情,这一时期,人们
对动物福利的关注逐渐增加,并开始呼吁限制对动
物的残忍行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人类进一步
从伦理道德层面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并逐渐
形成了多种动物保护理论[7] (表 1):(1)动物同情
论,主要主张从人类的伦理道德方面,反对肆意虐
待动物。 该理论认为仁慈对待动物也是人类的一
项道德要求,并将动物保护融入到人类原有的伦理
道德体系中,在符合人类利益的同时,也兼顾了对
动物的保护,体现了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思想。 由
于其相对保守并容易被大众接受,受到了广泛的传
播。 (2)动物福利论,主张认为脊椎动物相较于无
脊椎动物具有复杂的中枢神经系统,能够表现出自
我意识[8] ,因此人类应该给予其一定的伦理地位,
保证动物的基本权利,即动物应享有不受饥渴,免
于不适、恐惧和焦虑,表达天性,以及不受痛苦、伤
害和疾病的自由和权利[9] 。 动物福利论将动物的
伦理地位建立在其感知能力上,以动物本身为出发
点,不反对合理使用动物,而是强调在这一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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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平衡人类经济利益合理性和对动物的道德关怀,
因此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采纳,进入到动物保护
的法律中。 (3)动物解放论,主张将道德关怀拓展
到所有动物之上,要求将动物感知到的痛苦与人类
遭受的痛苦平等地加以考虑,反对任何伤害动物的
行为,主张素食主义。 从这一理论开始,逐步主张
强制性限制人类对于动物的利用,动物伦理地位也
在逐渐上升。 (4)动物权利论,主张动物具有感知
痛苦的能力,应具备与人一样的伦理道德地位,要
求完全废除对动物的一切使用,也包括科学研究中
使用的实验动物,从道德角度将人与动物平等的放
置在一起,这也是极端动物保护主义的重要思想来
源之一。

随着动物保护理论的兴起,西方国家关于动物
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也逐渐兴起,1822 年英国出
台了关于动物福利伦理的《禁止虐待家畜法令》(马
丁法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注和保障动物福利
的法案[10] ,他规定了动物不应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和
折磨,为后来的动物保护法律奠定了基础。 到了 19
世纪后期,民众也将对动物的伦理关怀扩展到实验
动物领域,第一部规定科学研究中实验动物福利伦
理的法案,《科学研究动物法案》在英国也应运而
生。 时间到了 1966年,美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完
整的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保障的《实验室动物福
利法》,这部法律对实验动物的使用、护理和福利做
出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科研机构制定实验动物福
利政策和程序。 自此之后,西方众多国家都陆续建
立了实验动物福利法律体系。 随着几十年实验动
物福利伦理实践的不断发展,3R 原则( Replacement
替代,Reduction减少,Refinement 优化)已为国际上
科研工作者所广泛接受[11] 。 替代( Replacement)是
指如果有其他替代动物实验的方法,应尽量避免使
用动物,包括绝对替代(用组织学实验代替整体动
物实验,人工合成材料替代动物实验,用物理、化学
和信息技术方法代替实验动物的使用等),以及相
对替代(进化程度低等的动物代替高等的动物,小
动物代替大动物)。 减少(Reduction)是指在不增加
动物疼痛的前提下,减少使用动物数量获取相对等
的信息。 这要求科研人员对实验设计方案、数据分
析统计方法进行优化,应用更新的技术,达到动物
使用数量的最少化。 优化(Refinement)是指应优化
实验动物的饲养方式和实验过程,尽量减少非人道
程序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在动物正常状态下取得

真实可靠的实验数据。 同时,避免或减轻给动物造
成额外的疼痛和紧张不安。 通过推行实验动物福
利伦理实践,科研人员更加注重减少对动物的伤害
和痛苦,确保科学研究的合理性和道德性。 这些实
践也反映了科学界对于动物保护主义的共识,即科
学研究和动物保护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促进。
通过推行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科研人员可以更好地
保障动物的福利,同时也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进展。

2　 极端动物保护主义及其主要问题

　 　 在动物保护主义的演化过程中,极端动物保护
主义作为一种偏激的观点和理论逐渐浮现,他们主
张动物与人类拥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强制要求他人
遵守自己认定的对待动物的“道德规范”,主张素食
主义,也主张彻底停止使用实验动物。 极端动物保
护主义的极端性表现在它对动物权利的绝对主张,
以及对于任何以牺牲动物福利为代价的人类活动

的反对,主要存在以下几点最突出的问题:(1)将个
人主张凌驾人权、法律、道德之上。 极端动物保护
主义者局限于自身的“正确理论”中,通过多种方式
强迫他人认同自身的观点,过分强调对动物的保护
而忽视人类的权益,将个人主张凌驾人权、法律、道
德之上,导致产生众多违法行为。 例如美国旧金山
“动物爱护组织”中餐馆抢夺食用鸡;我国玉林狗肉
节“动物爱护者”打砸摊位等。 这种忽视人权、法
律、道德的方式,不仅对动物福利的实践毫无帮助,
也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触犯法律红线。 (2)隐蔽性
高,会以偏概全发布误导性错谬信息造成社会恐
慌。 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常通过偷换概念、以偏概
全、编造事实等方法,发布误导性错谬信息,几张煽
情的图片和挑动人善心的言辞就能引发大规模的

声讨和谴责,最终达成其个人目的。 例如国内近期
社会热点烈性犬咬伤女孩事件,部分宠物饲主利用
往年新闻甚至于境外新闻,大肆传播对从各处拼凑
出来的对狗进行扑杀的画面,搭配编造的“感人”故
事,煽动民众对抗对烈性犬合理合法收容,不仅误
导民众而且忽视了法律法规,更忽视了现实中受害
者遭受的苦难,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巨大争议和论
战。 这样的错谬信息极易误导大量动物知识浅薄
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近年来发生的因拦路抢劫
救狗、盲目放生造成物种入侵、恶意抨击小众群体
如爬宠玩家等的新闻事件中,不少肇事者都是 18 岁
以下的青少年。 (3)保护主体过于泛化。 极端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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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者践行动物权利论,在伦理道德角度将一
切动物看做与人类平等的地位,不切实际的要求停
止一切动物的使用,包括与人类社会接触频繁,依
赖人类饲养繁衍的畜禽、宠物、实验动物等。 这种
过分强调对动物的保护,不仅使这些依赖人类饲养
管理的动物失去生存条件,同时也忽视了人类利
益,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反而不利于动物保护的实
践。 (4)只从自身情感出发,忽视科学规律和基本
的科学知识。 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主张素食主义,
丝毫不考虑人类对优质动物蛋白的需求,一些西方
企业也借机推行其“素食人造肉”等概念,违背人类
基本的营养学概念。 此外,部分以宠物饲主为代表
的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和批
判性思维能力,一方面要求给予动物与人类一致的
权利,另一方面强迫动物进行违反本能的改造,例
如强迫猫、狗等肉食动物素食,这些行为实际上是
侵害动物福利的行为。 同时他们也不考虑科学研
究的客观规律,主观要求停止一切动物实验,这也
为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带来潜在的阻碍,例如前
文提到的美国爱荷华实验室事件,实验动物被释放
到野外环境,不仅给科学研究带来巨大损失,更带
来了潜在的生态危机。 相比之下,实验动物福利伦
理相对于极端动物保护主义更具有科学性和可实

践性,他并不是要求完全不使用动物,而是希望优
化实验方案、改进实验步骤和规范实验操作,同时
也能保证实验数据的可靠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又
能实现保护实验动物的目标(表 2)。

表 2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与极端动物保护主义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animal
 

welfare
 

ethics
 

and
 

extreme
 

animal
 

protectionism
理论

Theory
对待动物的态度

Attitudes
 

to
 

animals
对待人类的态度

Attitudes
 

to
 

human
是否被民众接受

Whether
 

accepted
 

by
 

people
能否保护实验动物

Whether
 

protect
 

experimental
 

animals

实验动物福利
伦理
Experimental

 

animal
 

welfare
 

ethics

合理使用动物,保障动
物基本权利
Rational

 

use
 

animals
 

and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of
 

animals

保护人类合理利用动
物权利
Protect

 

human
 

rights
 

to
 

rational
 

use
 

of
 

animals

容易被民众接受
Accepted

 

by
 

people

有法律制度保证,能有效保护实验
动物基本权益
Laws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极端动物保护
主义
Extreme

 

animal
 

protectionism

反对一切使用动物的
行为
Oppose

 

all
 

use
 

of
 

animals

无视人类权益
Disregard

 

for
 

human
 

rights

被少数人群接受,引起巨大
争议
Accepted

 

by
 

a
 

minority
 

of
 

people
 

and
 

cause
 

great
 

controversy

不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无法保
护实验动物
No

 

scientific
 

and
 

operable,
 

and
 

cannot
 

protect
 

experimental
 

animals

3　 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实践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道德不存在强制性,因此只从伦理道德角度呼
吁实验动物福利伦理是远远不足的,必须由国家 /

行业协会推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才能规范
和制约实验动物从业人员的行为。 在我国,实验动
物福利伦理相关的实践和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与国
际接轨仍有待逐步推进。 尽管如此,我国已经颁布
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加强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管

理。 1988年颁布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首次规定
了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对实验动物必须爱护,
不许戏弄或虐待[12] 。 随后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善
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13] 、《实验动物福利伦
理审查指南》 [14] 、《实验动物

 

动物实验方案审查方

法》 [15]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表 3),这些标准和
制度的建立必将显著推动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

的规范化管理,有力保障我国实验动物行业的健康
发展[3] 。

随着近几十年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快速发

展,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实践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
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国家层面的
立法有待完善。 前文中提到我国颁布了多个动物
福利伦理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但存在权威性和可操
作性不足的问题:相关立法多以生物安全和保障人
类权益作为出发点,对动物福利保护的立场不够充
分;已出台的规章制度内容较为模糊,缺少具体的
实施细则和考核标准,导致可操作性差;立法层次
较低,更多的是国家 /行业标准,缺少必要的强制
性,对虐待实验动物的人员处罚力度不足。 (2)从
业人员缺少必要专业知识,动物福利观念淡薄。 目
前从事实验动物行业的专业人员较少,大部分从业
人员专业背景复杂,涉及医学、化学、药学、兽医学、
生命科学等多种学科,缺乏对实验动物相关国家政
策及国家标准的系统性学习;个别单位的主管领导
动物福利观念淡薄,不重视也无法制定科学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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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相关法规
Table

 

3　 Regulations
 

on
 

experimental
 

animal
 

welfare
 

ethics
法规

Regulations
颁布机构

Promulgating
 

agency
法规编号
Numbers

法规等级
Grade

 

of
 

regulation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Regul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Sta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mission
Gkfcz

 

[1988]
 

No. 2 国家行政法规
Stat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Guidance

 

on
 

the
 

treatment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Sta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mission
Gkfcz

 

[2006]
 

No. 398 国家行政法规
Stat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实验动物机构
 

质量和能力的通用
要求
Laboratory

 

animal
 

institutions—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quality
 

and
 

competence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GB / T
 

27416-2014 国家标准
National

 

standards

实验动物
 

福利伦理审查指南
Laboratory

 

animal—Guideline
 

for
 

ethical
 

review
 

of
 

animal
 

welfare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GB / T
 

35892-2018 国家标准
National

 

standards

实验动物
 

环境及设施
Laboratory

 

animal—
 

Environment
 

and
 

housing
 

facilities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GB-14925-2010 国家标准
National

 

standards

动物实验人道终点评审指南
Guideline

 

of
 

assessment
 

for
 

humane
 

endpoints
 

in
 

animal
 

experiment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National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dministration
RB / T

 

173-2018 国家标准
National

 

standards

实验动物
 

动物实验方案的审查
办法
Laboratory

 

animal—Methodology
 

for
 

the
 

review
 

of
 

animal
 

experimental
 

protocols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s
T / CALAS

 

52-2018 行业标准
Industry

 

standards

实验动物
 

安乐死指南
Laboratory

 

animal—Guidelines
 

for
 

euthanasia

全国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s
GB / T

 

39760-2021 国家标准
National

 

standards

动物管理和伦理审查机制。 (3)动物伦理审查制度
执行不严格。 目前许多高校、医院、科研机构均设
立了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和动物实验伦理审查制

度,这体现了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实践取得了重
大的进步。 但是也存在伦理审查制度执行不严格
的问题,许多科研人员对动物实验伦理审查的认识
不到位,经常出现“先实验,后申请审查”的问题,使
动物实验伦理审查流于形式。 (4)动物伦理审查缺
少全程监督。 目前的动物伦理审查主要局限于实
验开展前,对于实验进行中和实验完成后的监督非
常有限。 同时缺少必要的处罚措施,无法督促从业
人员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动物实验。 (5)对公众的宣
传不足。 目前民众对动物保护主义日益重视,相关
的讨论也在日益增多。 随着实验动物使用量的增
加,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矛盾和争议更加凸

显,常有民众提出是否有必要牺牲如此多的动物才
能推动人类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的进步。 但目前实
验动物从业人员对公众的宣传和科普是极其有限

的,无法使民众了解动物实验的必要性以及我国实
验动物福利伦理实践取得的进步,从而使民众容易
受到极端动物保护主义的影响,无法科学地看待动
物实验。 以上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实验动物
福利伦理实践的发展。

4　 推进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实践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实践,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从业人员教育与培训: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主要包括实验动物管理者、科研
人员、实验动物饲养维护人员以及研究生等,应实
行准入制度,定期开展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培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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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通过考核合格后才可开展动物实验;培养从业人
员动物福利意识,避免将实验动物看做单纯的研究
工具;加强从业人员专业技术的培训,包括但不限
于动物的抓取、保定、给药、手术、麻醉、安乐死、人
道终点判断等,减少实验动物在饲养管理和实验过
程中遭受的痛苦;科研人员应遵循 3R 原则,科学合
理地设计实验方案,避免过多使用实验动物的情况
出现;国内开设实验动物专业的高校还较少,专业
人才较为稀缺,随着国家生命科学和医学科研水平
的不断提高,对实验动物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
大,应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 (2)全面成立实验动
物管理委员会和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实验动物管
理委员会和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作为实验动物福

利伦理实践的管理者,负责实验动物伦理审查、监
督、批准,对本机构人员进行定期的动物伦理培训,
针对本机构实际情况,提出实验动物伦理相关的意
见和建议。 根据张雷等[16] (2022 年)的研究,伦理
委员会成员应具有较高的知识层次和较高的伦理

认知水平,同时也应系统性地接受动物伦理培训。
同时应该完善配套的制度和法规,强化伦理委员会
委员的伦理认知,增强伦理委员会履行职责能力。
(3)加强伦理审查后的全程监督,建立惩戒机制:目
前许多机构设立了动物伦理审查机制,但主要局限
于实验开展前,应建立伦理审查相关配套制度,重
视对实验过程的检查和监督,规范手术、麻醉、人道
终点判断、安乐死、动物尸体处理等环节[17] 。 根据
苏美洋伊等[18] (2023 年)的研究,可通过构建实验
动物福利伦理审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各机构动
物伦理审查的质量和水平进行评价,对严重违反动
物福利伦理的机构和个人,建立惩戒机制,从而进
一步保障伦理审查的规范化和严肃性。 (4)提升兽
医的地位和工作水平:兽医是动物运输、饲养、环境
管理、安乐死的直接参与者,其主要职责贯穿了实
验动物使用的全部环节,兽医的专业度和工作能力
直接关系到动物福利伦理实践的水平。 各机构的
管理者应认识到兽医的重要性,在其履行职责的过
程中提供支持和授权。 兽医工作者也应提升自我
专业能力和动物伦理意识,为实验动物谋求福利和
尊重。 (5)加强公众宣传:随着国家社会的不断发
展,动物保护主义在民众中也逐渐获得了广泛的认
可和支持,实验动物行业和机构应利用此机会,通
过传统媒体、新媒体加强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宣
传,避免使极端动物保护主义等非科学理论占据舆

论高地。

5　 小结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在广义上属于动物保护主
义的一部分,但与极端动物保护主义相比,实验动
物福利伦理更能在推动生命科学和医学发展、保障
人类权益的同时,减少实验动物所遭受的痛苦,也
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际意义。 正确认识实验动物
福利伦理,通过加强立法、完善制度、提高从业人员
素质、加强全程监督以及对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
才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

机制,不断推进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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