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第 %% 卷!第 "& 期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LVIK+J+\̀bMKPO`̂ L̀ [UPMPTIQ+[+RILIK+

4̀751FC# %&"%

Q50@%%!K5@"&

!基金项目" +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 %&&*NP)")NH&" H&$& $ 贵州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 - U%&&G. *&&G& )

!作者简介" 吴曙光%"#)" H & # 女# 高级实验师#硕士#硕士生导师# ?E<;"%(2"%(@45-)

!通讯作者" 钱宁%"#'# H & # 男# 教授# 本科# 硕士生导师@+-./0' aD?0aEc2=.655@45-@4D

####

#

####

#

$

$

$

$

)

动物福利

在动物福利和+$M,原则的指导下
建立贵州小型猪的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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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在动物福利及+$M,原则的指导下#建立贵州小型猪常用的实验方法) 方法!应用对动物刺

激小(痛苦少的方法给贵州小型猪肌内注射(灌胃给药(采血(麻醉(静脉注射(处死给药等方法) 结果!建立了一

套符合动物福利要求和+$M,原则的小型猪的实验方法)

#关键词$!贵州小型猪$动物福利$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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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动物保护主义运动兴起及实验动物学

+$M,原则%即 CF>B47/5D%减少&(CF80.4F-FD7%替代&(

CFZ/DF-FD7%优化&&的实施#使得犬(非人灵长类实验

动物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限制#而小型猪是用食用猪

品种经过小型化(实验动物标准化培育而成的实验

动物#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将逐渐代替犬和非人灵长

类实验动物) 贵州小型猪是贵阳中医学院培育的

实验用小型猪#是我国最早%"#G) 年&通过省级鉴定

的实验用小型猪) 贵州小型猪具有体型小(性情温

顺(遗传稳定(实验耐受性强(抗病力强等优点#在

形态学(生理学(代谢(疾病发生等方面与人类相

似#广泛应用于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烧伤整形(



骨科(口腔外科等实验研究) 一般用于动物实验的

( h"% 月龄贵州小型猪体重多为%"& h%&& c;#但是

由于小型猪力量较大#实验操作如采血(肌内注射

给药等均需要数人保定#给猪只带来较大的刺激和

恐惧#造成严重的应激反应) 因此#我们在长期实

践中#基于动物福利要求及+$M,原则#建立了一套

既能保护动物#减少实验操作对其造成的刺激和痛

苦及恐惧#又简单方便的小型猪的动物实验方法#

介绍如下)

J3建立本单位的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

组织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饲养管

理员#建立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定期开展相关伦

理学习和业务培训#教育每个饲养管理员和实验人

员在生产一线和动物实验过程中#注重动物福利中

动物 ' 大自由#实行实验动物+$M,原则$监督本所

实验动物动物福利和+$M,原则措施实施情况)

H3饲养管理员及技术员和动物构建良好的信任

关系

!!实验用的小型猪是由长期驯养的家畜***地

方猪种实验动物化培养而成#在长期的驯养过程

中#与人类已形成了较为密切的信任关系#所以小

型猪的饲养管理工作中#饲养员要密切接触猪群#

通过气味(声音(饲喂(抚触等方式和猪只建立良好

的信任关系) 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关系以后#猪只对

饲养员的操作警觉性降低#主动配合简单的操作#

有利于实验的顺利进行#给饲养管理和实验研究带

来极大的方便)

Q3肌内注射给药方法

贵州小型猪的肌内注射给药由饲养员或者与

猪群有良好的信任关系的技术员完成) 选用兽用

钢制短针头#饲养员手持注射器#一边用言语与动

物交流#一边缓慢靠近动物#在猪只还没有反应过

来#安静等候的时候#迅速进针#推药#完成肌内注

射给药的全过程) 关在实验笼内的贵州小型猪肌

肉注射给药更加轻松#打开实验笼门#由操作者一

只手固定猪只耳朵#一只手持针在颈部肌内注射给

药) 在此过程中#应避免过多的陌生人在场并避免

大声喧闹)

S3麻醉方法的建立

实验动物麻醉常用静脉或腹腔给药方法 -".

#小

型猪由于皮肤和皮下脂肪较厚#除耳静脉以外其余

浅表静脉不明显#在小型猪完全清醒状态下#进行

耳静脉注射给药麻醉需强行保定#对猪只的刺激较

大) 本所在参考其他麻醉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肌

肉注射给药的麻醉方法'将 $k的戊巴比妥钠生理

盐水溶液%&3' -O9c;&配合速眠新 II%&3' -O9c;&

不同点肌内注射给药#"& -/D 左右即可获得良好的

麻醉效果#肌肉松弛(呼吸和心律及体温稳定#呼吸

道分泌物少#整个麻醉诱导期(麻醉期(苏醒期过程

中动物没有异常行为#保障了动物和人的安全#实

验结束之后#给予苏醒剂使其快速苏醒#减少麻醉

造成的不良反应 -%($.

)

T3贵州小型猪采血方法

猪的前腔静脉为引导头(颈(前肢和大部分胸

腔的血液注入右心房的静脉干#在胸腔前门由左(

右颈静脉和左(右腋静脉汇合而成) 贵州小型猪的

前腔静脉采血需进行轻度麻醉#$k戊巴比妥钠生理

盐水溶液 &3$ -O9c;配合速眠新 II&3$ -O9c;肌内

注射#待动物进入麻醉状态#由 $ 个助手将动物固定

在仰卧位#充分暴露前肢前缘与胸骨之间形成的胸

前窝#操作者取 %&x一次性注射器#在胸前窝处搏动

最明显的部位与动物躯体长轴和仰卧水平面各夹

角 *' 度#进针 % 4-h$ 4-#血液由于压力自动涌入

针管#固定好针管抽到需要的血液量即可拔出#干

棉球压迫止血) 进针深度视动物体型大小灵活

操作)

X3灌胃给药方法

贵州小型猪的灌胃给药需进行轻度麻醉#$k戊

巴比妥钠生理盐水溶液 &3$ -O9c;配合速眠新 II

&3$ -O9c;#肌内注射#待动物进入麻醉后#助手扶住

动物的两前肢#将动物直立保定#用开口器打开口

腔并固定#用人用胃管沿着舌根缓慢推进至 *' 4-#

初试者可以将胃管的一端伸入水中观察是否随着

动物的呼吸冒气泡#检测胃管的插入是否误插入肺

部) 确定胃管准确插入胃内#将药物缓慢推入#并

用一定量的生理盐水冲洗胃管)

^3静脉给药方法

贵州小型猪的静脉采血需进行轻度麻醉#$k戊

巴比妥钠生理盐水溶液 &3$ -O9c;配合速眠新 II

&3$ -O9c;#肌内注射#待动物进入麻醉状态) 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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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小型猪耳静脉部位给药#选取 'x一次性注射器#

由耳静脉远心端刺入#缓慢推入药物)

\3贵州小型猪的心电监护

\PJ3清醒状态下的心电监护

采用美国 Q[+R公司 UL,QF7d.C> 动物遥测多

参数监护分析系统#对清醒状态下的贵州小型猪进

行心电监护'给动物穿上特制的可调式马甲#以此

固定电极和信号发射装置#通过电脑接收信号记录

及分析) 在此过程中#动物在圈舍内自由活动#不

受外界干扰)

\PH3麻醉状态下的心电监护

贵州小型猪在浅表麻醉 %方法同前所述&状态

下#在手术台上仰卧体位四肢放松固定#心电图机

各导联逐一连接好#记录心电图既可#动物给苏醒

剂#放回观察室)

]3贵州小型猪安乐致死方法

国际实验动物科学理事会%ILOPJ&关于动物安

乐致死方法的要求#应该避免死亡所造成的极度痛

苦和应激反应$在符合实验目的的情况下#尽可能

早的终止生命$在达到实验目的的前提下#实验设

计应尽量减少动物在实验过程中受到的痛苦和应

激反应$引起痛苦和应激反应的研究过程应该降到

最低) 实验动物安乐致死方法有物理性安乐死(二

氧化碳吸入法(过量麻醉结合放血等方法 -*.

)

小型猪属大型的实验动物#生命力较强#抗逆

性强#不易处死#不恰当的处死措施#延长死亡过

程#会对动物造成痛苦和恐惧#所以对其实行安乐

死术尤为重要) 在实验结束后#不能继续保留的猪

只(或者猪只已不可能恢复时候#需采取安乐死)

贵州小型猪的安乐致死主要用麻醉结合放血方法#

先给予麻醉剂量的麻醉药物%如前介绍&#待其进入

麻醉状态#心脏放血或股动脉放血致死)

JI3贵州小型猪尸体及残骸的处置

在动物福利中没有提到实验动物尸体的处置

问题#一般是从环境污染和生物安全角度出发#要

求进行无害化处理) 本研究认为#实验动物因动物

实验而献出生命#其尸体和残骸的妥善处置也是动

物福利方面的重要体现#妥善处置实验动物尸体及

残骸不仅是对环境保护和生物安全的必须#也是人

类善待动物(感谢实验动物对人类健康事业做出的

奉献的一种表现) 贵州小型猪安乐死后的尸体及

残骸经过医疗垃圾要求包装置于冰柜内暂时保存#

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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