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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S-CL06体系良好运行对动物实验数据科学性
的积极作用

马丽颖#,王　 洪#,郭　 萌,梁春南,岳秉飞,巩　 薇∗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北京　 102629)

　 　 【摘要】 　 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检测机构的动物实验室承担着检测和科研工作的重要支撑任务。 本文梳理了中
检院 CNAS-CL06质量管理体系在运行中积累的管理经验,为同类机构在运行中提供借鉴,以保障动物实验数据的
科学性。 本实验动物机构顺利通过了 CNAS实验动物机构认可,并在现场监督评审中按时完成了整改,同时依据
《实验动物饲养和使用机构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 (CNAS-CL06)开展体系定期自查。 在自查过程中一边检查问题
一边完善体系内容,从动物采购、职业健康安全、动物疾病治疗与护理、设施运行突发事件演练等几方面着手,充实
了质量管理体系内容,确保体系持续有效运行,保障了动物实验数据的有效性和标准化,同时在动物实验平台共享
方面贡献了中检院的管理思路,为动物实验的云平台建设提供硬件和软件支撑。 本文旨在根据工作实际探索形成
实验动物行业质量管理模式,为制定和执行国家标准、行业 /团体标准、认可认证标准等机构提供基础数据,为开展
动物实验的机构提供可供探讨的管理模式,也为推动整个动物实验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水平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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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animal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logical
 

product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undertakes
 

important
 

basic
 

support
 

tasks
 

for
 

test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management
 

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the
 

operation
 

of
 

our
 

institution’ s
 

CNAS-CL06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imilar
 

institutions
 

in
 

operation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animal
 

experimental
 

data.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animal
 

experimental
 

data,
 

the
 

experimental
 

animal
 

institution
 

has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CNAS
 

accredit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animal
 

institution,
 

and
 

has
 

completed
 

rectification
 

on
 

time
 

during
 

on-sit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At
 

the
 

same
 

time,
 

regular
 

self
 

inspections
 

of
 

the
 

system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Quality
 

and
 

Capability
 

Accreditation
 

Guidelines
 

for
 

Experimental
 

Animal
 

Breeding
 

and
 

Use
 

Institutions”
 

( CNAS-CL06).
 

During
 



the
 

self
 

inspection
 

process,
 

we
 

examined
 

issues
 

while
 

improving
 

the
 

content
 

of
 

the
 

system.
 

Starting
 

from
 

animal
 

procurement,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nimal
 

disease
 

treatment
 

and
 

care,
 

and
 

facility
 

operation
 

emergency
 

drills,
 

we
 

enriched
 

the
 

content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ensured
 

the
 

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and
 

ensur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animal
 

experiment
 

data.
 

At
 

the
 

same
 

time,
 

we
 

contributed
 

to
 

the
 

management
 

ideas
 

of
 

our
 

institution
 

in
 

sharing
 

animal
 

experiment
 

platforms,
 

provide
 

hardware
 

and
 

software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loud
 

platforms
 

for
 

animal
 

experiment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and
 

form
 

a
 

quality
 

management
 

model
 

for
 

the
 

experimental
 

animal
 

industry
 

based
 

on
 

practical
 

work,
 

being
 

focused
 

in
 

the
 

standardization
 

strategy,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standardization
 

work,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basic
 

and
 

strategic
 

role
 

of
 

standardiz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animal
 

experiment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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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检院)
依法承担药品、生物制品、医疗器械、食品、保健食
品、化妆品、实验动物、包装材料等多领域产品的审
批注册检验、进口检验、监督检验、安全评价及生物
制品批签发等任务。 以上产品中涉及实验动物检
验检测的,还需要满足实验动物质量合格、实验环
境控制规范、实验流程符合相应质量管理体系 3 个
方面的要求。

随着生命科学、医药领域的迅速发展,相关领
域研究的规范化,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对实验动物
资源及实验动物屏障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广泛[1] 。
2019年底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高质量的模式实
验动物和良好运行的质量管理体系共同保障了动

物实验数据的科学性、有效性,为疫苗顺利上市,成
功遏制疫情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实验动物质量、
实验环境的控制及其规范化管理是动物实验结果

科学性和可靠性最重要的保障,也反映了机构的检
测能力和水平[2]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hina
 

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
CNAS)实验动物机构认可制度从 2017年开始施行,
截止到 2021年 8月,通过认可的机构 12家,这在全
国近两千余家获得许可证的实验动物机构中,所占
份额十分有限[3] 。 中检院于 2020 年顺利通过
CNAS认可,对管理体系、动物设施、动物饲养、动物
医护和职业健康安全 5 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评审[4] ,
为实验动物质量的标准化和动物实验数据的科学

性、有效性提供了保障。 本文旨在顺应我国高质量
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提高质量管理体系的管理能
力,以保证科研数据的高质量,为药品、生物制品等
监管科学体系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标准,也为同行业
尽快申请质量管理体系的认可提供前车之鉴。

1　 CL06体系运行基本情况

　 　 中检院实验动物资源楼总建筑面积 8849
 

m2,
动物实验设施 6540

 

m2,承担“国家啮齿类实验动物
资源库”和“质量检测中心”任务。

2020 ~ 2022年,自通过 CNAS认可后 2 年间,为
满足中检院运行所需要的管理体系文件,4 次修订
部分文件维持管理手册和程序文件的权威性。 组
织结构清晰,部门和岗位职责分工明确,具有一定
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能够服务于机构设定的管理方
针和管理目标。

根据中检院检验机构能力评价研究中心的统

一安排,每年进行 2次内审和 1次管理评审;每半年
对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对设施环境进行检
测;每年对实验动物质量进行 4次检测,监督检查覆
盖机构工作的全部场所和活动。 针对每一年度开
具的不符合项和观察项,各部门积极分析原因,并
在规定限期内完成了纠正。

中检 院 实 验 动 物 使 用 与 管 理 委 员 会

(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IACUC)对生产和实验活动中涉及动物福利伦理相
关活动进行了审查。 在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申
请书中,明确了使用动物品种、品系及数量的合理
性,并对实验案中动物使用计划从必要性、种类、数
量、分组、受试品及给药途径、保定方法、手术方案、
人道终点、职业安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审核,确保
动物使用计划符合 “ 3R (减少 Reduction、替代
Replacement和优化 Refinement)”各项要求,同时对
动物实验进行定期监督,保证实验人员各项操作符
合方案要求。

机构严格按照 CNAS实验动物机构认可准则要
求和管理体系文件的相关规定,严格遵守 C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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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认可标识使用和认可状态声明规则,未发生违
反规则的情况。 各项活动基本处于受控状态,符合
认可准则的要求,机构管理体系运行良好有效。

基于管理体系良好有效的运行,确保动物实验
数据科学、有效,也保障了机构检验检测数据的合
理性、公平性和权威性。

2　 CL06体系运行现场监督评审的作用

　 　 2022年 2 月,CNAS 派出评审组对中检院进行
了实验动物机构监督评审。 专家组通过现场考察、
现场提问、查阅记录和人员座谈等方式对中检院的
实验动物饲养与使用体系运行进行了评审。 通过
专家组的现场监督评审,可以发现质量管理体系运
行中存在的问题,根据专家的经验和审评经历提出
有意义的建议项,为质量管理体系良好运行起到了
纠错修正以及正向积极的推动作用。

2022 年度专家组的现场监督评审依据为
CNAS-CL06 ∶ 2018《实验动物饲养和使用机构质量
和能力认可准则》、CNAS-RL08 ∶ 2017《实验动物饲
养和使用机构认可规则》和机构内部管理体系文件
及相关标准。 评审专家分别从管理体系部分、实验
动物设施、实验动物饲养、实验动物医护、职业健康
安全、附录 A、附录 B(包括 IACUC)进行了全部要素
的评审。

2022年度现场监督评审发现的不符合项主要
集中在对工作人员生命健康存在危害风险的工作

场所,如洗消间的地面湿滑从而导致工作人员作业
中存在滑倒的风险;过道内堆放设备,不符合“走廊
不应作为存储区”的相关要求,存在安全隐患;未制
定洗消间工作人员选择个人防护装备的标准作业

程序(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OP),不利于开
展洗消人员防护的相关管理工作等。 但未在实验
动物质量及动物实验操作中发现不符合项,表明实
验工作人员能够在质量体系运行中自觉按照程序

文件的指导开展检验检测工作,管理人员依据相关
条款进行监督,保障了 CL06 体系较好的运行,保障
了中检院出具的检测报告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2022年度现场监督评审中发现的不符合项,中
检院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整改工作,质量负责人
加强了日常管理和监督,确保纠正措施到位。 一方
面完善了质量管理体系,另一方面保障了质量体系
的运行更具有效性,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
安全。

3　 CL06体系自查的作用

　 　 根据实验动物机构评审流程,CNAS 实验动物
机构认可评审周期为 5年。 初次评审后第 1年通过
评审的机构进行自查,第 2 年进行 CNAS 现场监督
评审,第 3、4 年通过评审的机构自查,第 5 年实施
CNAS现场复查[5-6] 。 2023 年度中检院实验动物机
构开展了自查工作。

通过中检院内部人员的互查和自查建立起自

我改进的管理机制,发现潜在的质量风险,获取公
正、客观的质量管理信息,为决策层提供事实依据,
保证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持续性、符合性、有效性。

与上一年度相比,中检院在持续改进方面的显
著成效,保证了动物实验数据的可靠性、完整性和
可溯源性,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3. 1　 动物采购
　 　 建立了实验动物供应商评价操作规范,主要从
实验动物供应商的质量系统、动物种源及引种信
息、动物繁育生产、包装、运输、人员、职业健康安
全、产品价格、售后服务等 9 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
供应商名录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 2 年组织 1 次
再评价。 供应商如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引发重大事
故等情况时及时终止合作。 此项 SOP 确保了实验
动物采购前的质量安全、可靠。
3. 2　 动物疾病治疗与护理
　 　 一些实验周期长的动物,实验过程中会有个别
动物发生疾病的情况,例如中检院开展的动物实
验,有个别实验兔出现了耳螨病例,兽医对病例及
时进行了局部治疗、全身治疗,同时从饮食营养方
面进行了改善,治疗周期约 1个月,病例全部治疗痊
愈,经全面评估此项疾病和治疗方案对该实验无
影响。

兽医针对动物实验过程中出现的病例,如兔耳
螨、兔腹泻、实验兔、实验鼠咬合不良、大小鼠外伤、
实验小鼠毛稀或脱毛等,从病原学、预防、诊断、治
疗、预后等方面撰写了临床病例报告。 建立了动物
病例档案管理操作规范,补充完善了兽医职责 SOP,
建立了主治兽医月度轮岗制,可及时发现动物异常
情况并进行诊治,强化动物质量内控管理。
3. 3　 动物实验技术
　 　 获得准确、严谨的动物实验数据当然也离不开
实验操作,掌握精准的动物实验技术是对科研工作
者的最基本要求。 中检院兽医工作小组根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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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科研工作实际情况,编写了动物实验技术操
作手册,按照难易程度,从 1星容易级别到 4星较难
级别,难度共分为 4 档。 从动物实验的基本技
能[7] 、给药操作、动物取材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并根
据不同难易程度对不同的实验技术人员进行分层

培训和指导。
3. 4　 职业健康安全
　 　 对动物设施内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全面评估。
尤其对生物安全二级的动物实验(负压工作区)进
行了全面风险防控,严格要求项目开展之前做好供
试品、阳性对照品的风险评估及防控措施,并根据
安全风险等级安排不同的实验区域,不同的检验品
种安排在不同的饲养房间。
3. 5　 高度重视人员培训
　 　 改变以往宣讲的模式,让新入职的工作人员和
学生全程参与到动物实验培训流程中,整个培训包
括老师教学和现场实操,从动物实验管理系统的使
用、人员及物品进出流程、实验器材的使用要求、实
验动物安乐死的一般要求及质量管理要求等 5个方
面向新入职人员和学生们详细介绍动物实验流程、
现场实操环节,考核人员对工作人员和学生们进出
实验动物设施的过程进行现场打分,以巩固实验动
物流程相关知识点。
3. 6　 设施运行突发事件演练
　 　 实验动物屏障设施的良好运行也同样离不开
应急预案的制定,一次自然或者人为灾害的发生,
将对动物实验机构产生毁灭性的影响[8] 。 中检院
根据工作实际,安排了突发意外情况的应急演练,
包括动物逃逸的应急处理流程、突然停电的应急处
理流程、可控火势火灾和不可控火灾的处理流程,
以及人员受伤情况处理,例如被动物咬伤、被注射
器扎伤、手部烧烫伤等紧急情况的处置。

通过自查以及采取相应的运行措施,中检院建
立了明确清晰的组织管理框架,健全了实验动物生
产和使用管理体系,并严格按照《 CNAS-CL06 实验
动物饲养和使用机构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的相关
要求,运行和实施各项管理措施。 关键岗位人员均
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满足岗位要求,设备设施运
行、维护状况良好,基本满足动物饲养、动物医护、
职业健康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4　 CL06 和多个认证认可体系对动物实验共享平
台建设的作用

　 　 198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第一个质量管

理系列,即 ISO9000系列标准,随着其不断改进与发
展,被用在越来越多的领域[9] 。 全面质量管理理念
应用于科研管理也成为广大科研管理人员探索的

课题。 中检院已经通过 CNAS-CL01(17025)、CL06、
CL03等多个质量体系认证,是检验检测、科研成果
转化以及药品生物制品监管国际互认的基础。 “质
量管理体系”作为一条纽带,把不同国家和不同地
区的科研产品和管理理念链接起来,也为未来的区
域共享、条块发展带来了实现的可能性。

实验动物是教学科研中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合
格的实验动物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建立标准
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实验动物屏障设施可提供 SPF
级实验动物并为开展实验动物研究提供平台保

障[10] 。 纵观国际,世界各国也同样重视实验动物的
管理,1966

 

年,美国出台了第一部由农业部主导的
《实验动物福利法》,首次以联邦法律形式禁止偷窃
家养或宠物犬猫作为实验用动物,经过数年修订,
到其 2020年 7月版蓝皮书[11] ,从实验动物、研究机
构的定义到 IACUC管理职责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1971年 NIH颁布了完全由自己制订的实验动物政
策(Care

 

and
 

Treatment
 

of
 

Laboratory
 

Animals),同时
发布《实验动物使用准则》 ( Principles

 

for
 

the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到 2011 年,也是目前最新版
NIH《实验动物管理与使用指南》着重对动物设施和
专业实验研究设施的设计营造、动物环境与饲养管
理、动物使用计划( animal

 

protocol)实施监督措施、
对兽医照护、人员培训等进行规范[12] 。 1973 年日
本颁布的《动物保护与管理法》是日本实验动物管
理的基本法;1980年由总理府颁布了关于实验动物
的最高法规《实验动物饲养及保管准则》,日本实验
动物管理方式呈现由政府主导、行业自律进行监督
与调控的特点。 日本政府颁布国家大法,在法律的
约束下,下级实验动物实施机构需要建立动物实验
管理委员会,制定动物实验指导方针或管理章程。
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要进行动物实验,需
要制定实验动物计划书,具有完善的动物实验设
施,并向其上级负责的机构提出申请,在相关管理
制度的规范下完成动物实验。 除了完备的规章制
度,日本在实验动物领域的科研项目中投入大量资
金,在经费上大力支持实验动物的研究和发展,显
示了对实验动物学科发展的重视[13] 。

美国卫生署和 NIH的动物政策,已经被国际生
物医学研究机构普遍借鉴采纳。 发达国家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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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和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和模仿,但也应该结
合国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随着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共享发展”是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为人类共同发展
提供了新思路。 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
渐进共享,4个内涵为共享的实施提出了发展方向。
从共享单车到共享充电宝,从共享大型仪器设备到
共享高精尖实验室,无论生活还是科研,都充分应
用了共享理念,并从共享中得到了共同促进和发
展。 鉴于目前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管理标准的
制定上可以分层考虑,从最低要求开始到一般要
求,再到最高要求,既能兼顾可实施性又能兼顾平
衡性。

动物实验室对外开放、资源共享,搭建动物实
验平台是开展科研、检测的重要支撑条件[14] 。 近年
来随着动物实验室软硬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动物
实验室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对动物实验及其科学仪
器开放共享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已有相关探索

和研究[15] 。 各地区应提升已有的管理思路,打开管
理格局,从行业、基地、区域等维度大跨度谋划实验
动物屏障设施的建设和大型仪器设备的配备。 经
济发达城市带动经济薄弱城市,科技发达地区帮扶
科技欠发达地区,一方面避免同一地区内重复建设
和投入,另一方面集中经济力量、人才力量打造高
品质的动物实验设施,建设成为动物实验评价与研
究、实验动物设施环境与质量检测、动物实验人才
技能培训、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科普等为一体的综合
性高水平共享平台,并能确保在多种质量管理体系
下长期、高质量、有效运行。 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
同时管理不同地区、不同节点的数据[16] ,突破现有
的实验动物管理模式,把实验动物许可管理、实验
动物质量合格证管理、实验动物认证认可管理甚至
动物实验数据库共享等整合为一体,既合理利用了
实验室资源,又确保动物实验数据的一致性和科
学性。

共享实验动物平台上,实验动物屏障设施环境
是实验动物赖以生存的条件,动物实验技术是获取
科研数据的灵魂,质量体系管理是确保动物实验科
学可靠的明灯,认可制度则是科研、检测水平的权
威、有公信力的能力评价裁判。 动物实验技术也在
动物实验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北京市出台的《动
物实验管理与技术规范》 [17]中对实验操作有了明确

的要求,分别从基本的动物实验技术、仁慈终点、数

据的科学化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18] 。 这也
为动物实验数据的科学性、稳定性和标准化提供了
必要保障。

中检院较早地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的认可 ( https: / / www. nifdc. org. cn / nifdc /
jgshzh / zjynlzzh / 2022040610323653581. html ),并且
在 CL06 质量管理体系下持续有效运行,能确保检
验检测和科研数据的公平、公正、权威。 因此也一
直致力于积极推动动物实验平台的共享,根据我国
各地区不均衡发展的特点,能够取长补短,利用现
有的动物实验电子操作系统,为将来的云平台建
设,贡献一己之力。 为实现与其他开展实验动物机
构认可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双边互认的交流提供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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