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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研究的发展常常依赖于使用动物模型作为实验假说和临床假说的基础。
动物模型是现代医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方法和手段，也是实验医学、比较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研究和实验动物管理共十章，第一至第三章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实验动物平台建设概
况、伦理管理、相关认证体系、服务机构等内容；第四至第五章在收集国内外实验动物法制管理制度
的基础上，总结了主要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规范化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第六至第七章着重叙述
了兽医在疾病实验动物研究平台中的作用及动物使用培训流程和培训要点；第八至第十章详述了疾病
动物模型库建设的意义、动物选择规则及疾病动物模型。
全书实用性强、参考价值大，可供医药学及相关学科科研人员、实验动物从业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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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内外实验动物平台建设和运行模式第一节 关于实验动物共享平台的建设一、结合发展需要,
完善硬件配置二、拓展平台功能,服务与监管并重三、加强卫生防疫管理,确保安全运行四、完善有偿
服务模式,确保平台良性运转第二节 建设实验动物共享平台的时代背景一、国外相关情况二、国内相
关背景第二章 实验动物伦理管理第一节 实验动物伦理概况一、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现状及存在问题二
、对反对动物实验者观点的批判三、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实施的必要性四、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立法状况
五、解决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工作问题的办法第二节 “3R”原则一、动物实验替代方法(3R)理论的
提出二、“3R”的概念及内涵三、“3R”原则的意义第三节 实验动物福利的基本要求一、实验动物的
福利二、实验动物饲养过程中的福利要求三、动物实验之前的福利要求四、动物实验过程中的福利要
求五、动物实验后的福利要求第四节 实验动物管理机构及法规一、国外实验动物管理机构及法规简介
二、我国实验动物管理三、实验动物信息计算机管理第五节 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委员会(IACUC)一
、IACUC对动物的管理和使用二、IACUC的人员组成、职责及审查程序三、实验动物伦理审查案例第
三章 实验动物使用国际资质评估第一节 实验动物学术组织的概况一、国际实验动物科学理事会二、
国际实验动物评估和认可管理委员会第二节 AAALAC International认证的意义第三节 认证规则一、认
证标准二、可参加认证的单位三、AAALAC International的认证标准四、认证费用五、现场评估六、授
予或拒绝认证七、认证的状态与等级分类八、听证和上诉九、证书十、保密记录第四节 认证的注意事
项一、获得认证二、认证委员会三、特别顾问的角色四、AAALAC International不是自己制定规章和政
策五、AAALAC International的评估范围六、对不同的国家,AAALAC International使用的评估标准七
、AAALAC International评估员使用的参考标准八、AAALAC International现场考察结果不公开九、如何
保持AAALAC International的认证资格十、认证的费用十一、AAALAC International的管理十二、动物照
顾和使用计划已获得AAALAC International认证的机构第四章 疾病实验动物平台使用和管理特点第一节
平台使用特点一、科研平台使用的特点是共享二、实现项目成果共享的具体方案第二节 运行管理系统
——软件的构建及功能一、动物实验室管理工作的细化分类二、结语第五章 疾病动物模型平台的使用
和管理第一节 合理的功能分区一、疾病动物模型饲养区二、疾病动物模型研究区三、支持区第二节 
疾病动物模型平台使用流程第三节 实验人员的权力及应遵循的制度一、使用权二、使用规则第四节 
疾病动物模型平台运行管理一、实验室仪器、设备和设施的运行二、实验室安全管理第六章 兽医在疾
病实验动物研究平台中的作用第一节 微生物质量测定第二节 实验动物疾病的防疫与诊疗一、传染性
疾病对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的危害性二、传染性疾病预防的原则三、兽医师及其职责四、动物健康状
况的监护五、疾病的预防方法六、隔离七、检疫第三节 实验动物运输一、运输容器二、运输工具三、
验收动物四、国际动物运输五、动物装运六、检疫第四节 生物安全防护一、概述二、病原微生物因素
三、转基因动物因素四、变应原因素五、危险性的评估六、生物安全等级七、生物安全措施及其实施
程序八、放射性动物试验第五节 动物实验监管一、概述二、疾病的监视、诊断、治疗及控制三、手术
四、疼痛、止痛及麻醉五、安乐死第七章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的培训第一节 培训工作的重要性一、宣
传实验动物政策法规二、加深对实验动物深层次的认识三、培养和提高医学实验动物工作者的职业自
豪感和敬业精神四、拓宽医学教育的内容,促进各类医学人才特别是合格临床医师的培养,提高广大医
学科技人员的动物实验水平和道德伦理素养,提升单位整体科研水平和层次第二节 培训对象和基本要
求一、对从事实验动物生产、繁育人员的水平要求二、对从事动物实验人员的水平要求三、对从事实
验动物管理人员的水平要求第八章 疾病动物模型库建设的意义第一节 疾病动物模型的意义一、避免
在人身上进行实验所带来的风险二、临床上罕见或少见疾病可用动物复制三、克服人类某些疾病潜伏
期长、病程长和发病率低的缺点四、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增强实验材料的可比性五、简化实验操作和样
品收集六、更全面地认知疾病的本质第二节 疾病模型库在生物医学中的意义一、可复制二、可比性三
、全面认识疾病的本质第九章 疾病实验动物模型制作的动物选择规则第一节 实验动物模型设计和动
物选择一、动物模型的设计原则和注意事项二、选择实验动物的原则第二节 医学研究中实验动物选择
与注意事项一、肿瘤模型的选择与注意事项二、心血管疾病模型的实验动物选择与注意事项三、呼吸
消化系统疾病模型的实验动物选择与注意事项第十章 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第一节 肿瘤学动物模型一
、诱发性肿瘤动物模型二、移植性肿瘤动物模型第二节 心血管系统疾病动物模型一、心律失常动物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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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二、心肌梗死动物模型三、动脉粥样硬化动物模型四、高血压动物模型五、心力衰竭动物模型第三
节 神经系统疾病动物模型一、脊髓损伤动物模型二、脑出血动物模型三、大鼠局灶性脑缺血模型四、
大鼠脑干缺血模型五、慢性应激抑郁大鼠模型六、帕金森病动物模型七、老年性痴呆动物模型第四节 
呼吸系统疾病动物模型一、肺疾病动物模型二、支气管炎动物模型三、支气管哮喘动物模型第五节 消
化系统疾病动物模型一、肠道疾病动物模型二、胰腺炎动物模型三、溃疡性结肠炎动物模型四、肝损
伤疾病动物模型第六节 骨科疾病动物模型一、骨折愈合动物模型二、骨缺损致长骨干骨不连动物模型
三、羊的骨缺损模型四、关节软骨缺损动物模型五、坐骨神经长段缺损动物模型六、骨关节炎动物模
型七、兔股骨头坏死动物模型八、骨质疏松动物模型九、兔侧后方横突间植骨的腰椎融合模型十、全
膝关节置换第七节 器官移植动物模型一、大、小鼠肾移植模型二、大鼠原位肝移植模型三、兔异体单
肺移植四、“空肠移植咽、颈段食管重建术”的动物模型第八节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动物模型一、前列
腺疾病动物模型二、自身免疫性睾丸炎动物模型三、子宫内膜异位症动物模型四、高尿酸血症动物模
型五、去势动物模型第九节 中医、维吾尔医的疾病动物模型一、脑梗死(脑卒中)后遗症气虚血瘀证动
物模型二、糖尿病(消渴)气阴两虚证动物模型三、温病证候动物模型四、类风湿关节炎中医寒湿痹证
动物模型五、慢性充血性心衰气虚血瘀证动物模型六、更年期高血压(眩晕)虚燥证动物模型七、高血
压(眩晕)痰湿壅盛证动物模型八、银屑病(白疕)脾虚湿盛证动物模型九、血瘀证动物模型十、再生障
碍性贫血(血证)虚劳证动物模型十一、过敏性哮喘(哮病)动物模型十二、异常黑胆质证载体动物模型
第十节 棘球蚴病(包虫病)动物模型一、大、小鼠腹腔多房棘球蚴病模型二、大、小鼠肝脏多房棘球蚴
病模型三、大、小鼠腹腔囊性棘球蚴病模型四、兔脑多房棘球蚴病模型五、骨多房棘球蚴病模型第十
一节 营养代谢性疾病动物模型一、糖尿病动物模型二、糖尿病并发症动物模型三、肥胖动物模型第十
二节 口腔疾病动物模型一、牙、牙周、牙槽及口腔黏膜疾病动物模型二、口腔类组织工程动物模型三
、牙周与其他脏器相关性疾病动物模型第十三节 其他系统模型一、空肠给药模型二、多器官功能障碍
综合征动物模型三、大鼠双后肢缺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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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医学院校大部分科研基金涉及动物实验。
最近几年国家对生物医药产业投入大量资金，医学院校承担的涉及动物实验的资金逐年递增。
另一方面，国内外对于维护动物福利和规范开展动物实验，提出日渐苛刻的要求。
只有依法使用标准实验动物，规范开展动物实验，才能保证实验结果得到认可与推广。
因此，作为承担学校实验动物供应与动物实验设施保障任务的医学院校实验动物中心，都面临一个重
要课题，即如何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一方面全面提高保障能力与管理能力，确保教学和各个科研项
目如期顺利进行，为教学、科研的稳步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条件；另一方面又大力推广符合实验动物
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动物实验技术，确保实验研究中所有动物实验都能规范操作，从而保证科研结果
的准确性，并被国内外广泛认可。
借鉴我国各地区建立实验动物资源平台的思路，构建面向全国、开放的动物实验公共服务平台（以下
简称平台），既履行保障职能，又发挥监督、管理和教育职能是全面提高实验动物中心功能的有效方
式。
　　第一节关于实验动物共享平台的建设　　近年来，我国实验动物机构围绕如何构建一个能提供多
功能、高效、优质、安全、服务的平台，采取了如下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结合发展需要，完善硬件配置　　平台规模大小和硬件设施的配置内容应以教学和科研发展
情况为依据，不应该追求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尤其是没有必要投入大量资金来从事实验动物生产。
但是平台的建设必须坚持高标准，因为动物实验设施条件是衡量一个地区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也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科研成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近年来，随着承接的科研基金项目逐年大幅增长，涉及许多学科和许多领域，对动物实验设施的要求
在类别上有所拓展，在级别上有显著提高。
我们根据近3年来所承担的各类动物实验的规模、性质、发展趋势，适时调整现有实验设施的类别、
级别与规模：增设普通级比格犬、小型猪实验设施，实验用兔和大、小鼠设施。
设施内笼具的结构、通风、温湿度控制等条件都达到国际通用动物福利标准。
增加了啮齿类动物屏障设施。
针对屏障设施使用率高、连续运转时间已很长的现状，完成对屏障设施中央空调、高压灭菌锅、通风
管道的彻底更新，安装温湿度自动调控系统，确保设施内各项指标符合实验动物国家标准。
此外，在动物实验室区域增设机能实验室和动物标本检测室，配备了常规仪器设备和标准手术台、手
术器械，用于常规手术操作以及开展病理标本制备、存放，生理、生化指标检测等体外实验。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研究和实验动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