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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验动物学是当今生命科学学科体系中重要的基础性工具学科之一，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不
断突破，生物医药支柱产业的迅猛发展，实验动物在科研、教学、检定、生产等领域的运用越来越广
泛。
同时，对于动物福利和生物安全的关注也促使实验动物的应用与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从事动物实验
及其相关工作的科技人员迫切需要一部系统、全面、确切地介绍实验动物学基础知识和相关技术的教
材。
为此，作者在全面分析我国当前实验动物学的教学需求、教材特点、学科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以理论
知识和操作技能并重为指导原则，以实验动物管理和应用实践的科学化、规范化为目标，不仅在内容
编排上兼顾实验动物基础知识和动物实验基本技术，而且运用长期的实验动物科研、教学和管理经验
对实验动物学的专业知识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结合实验动物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成果和相关标
准、规范，编写了这部教材。
　　本教材依据教学大纲要求，按照学科体系规范，遵循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参照国内外本学科发
展的最新动态和趋势，以培养学生使用标准化合格的实验动物、开展规范化可靠的动物实验、注重实
验动物福利和动物实验伦理以及生物安全与环境保护为基本出发点，力求内容新、全、实、精、准，
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可操作性，图文并茂，史料翔实，案例经典，兼顾普及和提高，以期循序渐进地
培养学生动脑与动手的能力，学以致用。
作者长期从事实验动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编写中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外实验
动物的最新标准、动物实验的最新规范，以及学术会议、专业期刊的最新信息和科研成果，以确保内
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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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两篇，14章。
基础篇为第1～8章，技术篇为第9～14章。
第1章介绍了实验动物学的基本概念、发展史和现状；第2章介绍了实验动物的遗传学和微生物学分类
及质量控制；第3、4章分别介绍了实验动物饲养的环境和设施、营养和饲料方面的特点和控制要求；
第5章介绍了目前常用实验动物的习性、解剖结构、生理特点等生物学特性；第6章介绍了科学研究中
实验动物的应用原则和使用方法、常用实验动物的应用特点、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免疫缺陷动物和遗
传工程动物；第7、8章分别介绍了实验动物生物安全与实验动物福利的原理、现状、评价和控制；第9
章介绍了常用实验动物的提取保定、性别和年龄鉴别、个体标识、安乐死等一般技术；第10章介绍了
实验动物繁育的基本技术，以及近交系和封闭群的繁育技术；第11、12章分别介绍了各种常用的实验
动物给药技术与采样技术的操作步骤和要求；第13章介绍了实验动物的麻醉，以及与之相关的监测和
护理技术；第14章为实验指导，包括实验动物的基本操作、质量检测与生物净化、疾病模型制备与评
价、生物检定4个方面共12个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实验。
本书附有实验操作软件光盘《比较医学动物实验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的上机指导。
　　全书配有丰富的图、表资料；配套软件中还有12个生物医学研究中经典动物模型的图文资料，将
实验过程明晰、直观、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从而为读者理解、掌握和运用本书的内容提供极大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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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从事实验动物学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曾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重大、重点科研项目10余项，出
版教材与专著5部，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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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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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脊髓近似扁圆柱形，长18～24cm，位于椎管内，外包被膜。
前端起自枕骨大孔，和延髓相连续；末端缩细成脊髓圆锥，圆锥末端延长成终丝。
脊髓圆锥相当于第6腰椎水平处。
脊髓全长粗细不等，在颈部和腰部特别膨大，分别称为颈膨大和腰膨大。
颈膨大部约在第4～8颈椎之间，与臂丛神经丛的形成有关；腰膨大部在第3～8腰椎，与腰、骶神经丛
的形成有关。
在颈膨大部和腰膨大部的前角中，细胞数增多。
借腹、背两纵沟分成左、右对称的两半。
腹面为腹正中裂，窄而深，几达背腹直径的一半，并有软膜褶突人。
腹侧脊髓动脉及其分支位于裂中。
背面有背正中沟，较浅，此外还有两外侧沟，即前外侧沟和后外侧沟。
在脊髓两侧各有成排的神经根附着。
每侧又分腹根与背根。
腹根附着于腹外侧沟，由运动神经纤维组成；背根由感觉神经纤维组成，附着在背外侧沟。
每一背根上都有膨大的神经节，内含感觉细胞。
腹背两根向外行，在椎间孔处汇合成脊神经而穿出椎管。
因此，每条脊神经既含有运动纤维，也含有感觉纤维。
脊髓有3层被膜，内层为软脊膜，中层为蛛网膜，外层为硬脊膜。
软脊膜最薄，贴于脊髓表面，内含大量血管，同时分出操柱伸人脊髓软组织内。
终丝大部分由软脊膜的纤维组织组成。
脊蛛网膜在枕骨大孔处与脑蛛网膜相延接，它包围在脊髓软膜表面，构成蛛网膜下隙，该腔与脑蛛网
膜下隙相通。
腔内含有脑脊髓液。
硬脊膜成管状包被脊髓的外围，自枕骨大孔起达骶骨区，并包绕软膜而构成终丝的一部分。
硬脊膜与脊髓管壁的骨膜相分离·，两者之间的腔隙称为硬脊膜外腔。
腔内含有脂肪性结缔组织及静脉，通过从硬脊膜穿出的神经根部的神经鞘固定。
　　3.肺分为左肺和右肺，位于左、右胸膜腔内，以隔膜隔开，被主支气管所连接。
呈粉红色、为柔软而有弹性的海绵样组织，压之有细小的爆裂音。
各叶肺均有肺尖和一个深凹面的肺底。
肺尖在胸腔入口处，肺底在膈前突面。
肺有3个面：肋面、纵隔面和膈面。
肺根由主支气管、支气管血管、神经和淋巴结所组成。
肺门指肺根人肺的部位。
豚鼠的肺门相当于第4～5胸椎的水平或第3肋间隙的位置。
右肺比左肺大，由尖叶、中间叶、附叶和后叶4个叶组成。
各叶均为深裂所分开。
右肺尖叶最小，位置最靠前，位于心脏前端右侧，被前叶间深裂将它和中间叶及后叶分开。
右肺中间叶位于尖叶后侧、心脏腹面外侧，它的中间面有一很深的心压迹凹面，深的后叶间裂将它和
后叶分开。
右肺的后叶最大，位置最靠后，它有膈的深凹面。
右肺附叶的外形不规则，位于心脏和膈之间的纵隔凹内，它的腹面有一很深的切迹，是后腔静脉通过
的位置。
左肺由尖叶、中间叶和后叶3个叶组成。
左肺尖叶与右肺尖叶的不同点在于它有一叶问裂将其分为较小的前段和较大的后段。
尖叶位于心脏的腹面外侧的前面，与右肺的中间叶相对应。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验动物学基础与技术>>

故尖叶也有一个心脏的深凹面。
它与后叶被深的后叶问横裂所分开。
中间叶是左肺各叶中最小的叶，位于心脏背面后侧，后叶中部。
中间叶中部有一浅的食管压迹。
左肺后叶最大，中间叶恰在其中部凹面。
肺部淋巴组织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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