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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北京大学、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广东省

实验动物监测所、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史光华、吕龙宝、刘晓宇、魏晓锋、颜如、高诚、李根平、朱德生、周永运、段润石、

郑振辉、黄韧、卢胜明、多曙光、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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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动物实验人道终点的确定是科学目的与动物福利相权衡的结果。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动物实验的

人道终点,在实现研究目的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轻实验动物所承受的疼痛和痛苦,是动物使用计划中

一项重要的工作。本标准的内容借鉴了国际上成熟的经验和做法,相对于目前我国动物实验人道终点

工作较为滞后的现状,标准适度的超前性可起到引导和促进我国实验动物人道终点确定工作的作用。
对于实验动物机构,本标准的使用可指导和规范动物实验人道终点工作的开展;对于认可机构或者外部

评价机构,标准的实施使用能够提高动物实验人道终点评审工作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动物实验人道终点的确定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它可因动物实验的研究目的、对象及类型等不同而

存在差异。科技发展的水平和人类对动物感受的认知程度也决定了动物实验人道终点的确定是一个持

续不断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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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验人道终点评审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动物实验人道终点确定原则、人道终点评估、人道终点计划以及再评估的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认可机构对实验动物机构执行人道终点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的评估,也适用于实验动

物机构对人道终点的应用。本标准可供实验动物管理机构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7416—2014 实验动物机构 质量和能力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动物实验 animalexperiment
任何为了可接受的目的而使用动物进行的实验,这一过程可能造成动物疼痛、痛苦、焦虑、持久性损

伤、受孕、生育等。
[GB/T27416—2014,定义3.1]

3.2
实验动物 laboratoryanimals
按相关标准专门培育和饲养的旨在用于实验或用于其他科学目的的动物。
[GB/T27416—2014,定义3.2]

3.3
疼痛 pain
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上的感受,常伴有实际发生或潜在的机体损伤。
[OECDENV/JM/MONO(2000)7,定义13]

  注:常见的疼痛类型包括急性反应疼痛———由短暂有害刺激导致的一种疼痛反应,不伴有组织损伤,如足部反射;

慢性炎症疼痛———由于组织受损以及炎症过程中所导致的一种慢性疼痛,可能比较严重或令动物较为痛苦,

如局部感染;神经性疼痛———由于外周或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害或异常活化所导致的疼痛反应,往往很严

重并令动物痛苦不堪,如压迫神经的内脏肿瘤等。

3.4
痛苦 distress
由于不适应或无能力适应应激而使动物表现出身体和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不良状态。
[OECDENV/JM/MONO(2000)7,定义16]

  注1:致使动物感觉明显疼痛、恐惧和焦虑的情况是导致动物痛苦的主要应激源。

  注2:实验过程中,蜷缩到笼角、过分挣扎或用药时的鸣叫都是动物痛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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