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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概念及实验动物简介 

1  动物伦理学：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伦理信念、道德态度
和行为规范的理论体系,是一门尊重动物的价值和权利的
新的伦理学说 。 

    通常意义上的动物伦理指的是在思考及处理人和动物关
系时，人应该将动物纳入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之内，给动物
以道德关怀。 



2 实验动物是在一定条件下人工饲养繁殖，具有特定生物学
特性，用于科学研究的动物。实验动物是生命科学不可缺
少的支撑条件，是为人类的健康和发展作出贡献和牺牲的
生命体。 

3 动物福利是指采取各种措施避免对动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防止虐待动物,使动物在健康舒适的状态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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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类中心主义：来由己久，一度占据主流思想的位置，直到西

方文艺复兴时期观点才有所变化。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而言，人是

世界的主体，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为人类服务都是合理的。所饲养

的动物都被看作是人的财产，对自已的财产进行任意处置显然是

一种合理行为。 

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者来说利用动物进行试验以帮助人类解决一些

问题就是完全合理的。由十六世纪初开始，动物实验逐渐成为进

行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等基础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工具

和手段，同时，运用动物进行实验也慢慢成为其它科学研究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份 

二 动物伦理与实验动物福利的发展 



2 敬畏生命 伦理学 
  法国人施韦兹(A.Schweitzer) 1963年指导编辑了《敬畏生命：

50年来的基本论述》一书，展现了生物中心主义伦理学思想。 
  施韦兹提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生命没有高

低贵贱的等级区分。 
  当一个人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他同胞的生命同样重要的时

候，他才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 
  施韦兹提出，人们在行为时必须尽量减少有感觉动物的痛苦。人

类绝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杀死动物，夺取它们生命的权利。 
  只有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只有把人与一切生物(特别是动物)的关

系当作一种道德关系的伦理学，才是人真正应当拥有的伦理学。 



 

3 “生命主体” 

雷根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将动物视为平等的道德主体，仅仅

考虑动物感觉痛苦快乐的能力是不够的，和许多弱势人群一样，

我们必须给予某些动物某些基本权利方可从根本上保障它们不受

到无谓的伤害。而界定哪些动物拥有权利的判据是要看它们是不

是“生命主体”  (Subject of life)，也就是说它们是不是“

拥有期望和愿望，记忆和未来，拥有伴随著快乐与痛苦的内心世

界，拥有一个完整的心理”。 



4 动物解放” 

1973年4月5日，辛格在《纽约书评》上撰文，首次提出“动物解

放” (Animal Liberation)一词，辛格在这篇文章基础上写成的

《动物解放》一书出版，该书、将人类使动物痛苦的行为称之为

暴行，将纳粹集中营里，所谓的“医生”在他们认为是“下等人

”的身上进行实验等同于今天在实验室里，对非人类动物所做的

实验。 

辛格所著的《动物解放》一书，被尊为“动物保护运动的圣经”

和“生命伦理学的经典之作”。该书认为动物实验是“物种歧视

”. 

  



5 动物伦理学的根据 
 

1）残酷论 

•残忍地掠夺和杀害动物是一种残忍的行为，有悖于人的德
性修养的。对动物的残忍行为会使人养成残忍的品性，使人
变得对他的同类也残忍、冷漠、麻木不仁。 

•洛克、康德等人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残酷论是西方动物保护伦理的主流。  



2）感觉论(sentience argument) 

•动物是有感觉的。 

•凡带来痛苦(快乐)的行为就是恶(善)的行为，不管感受到
这种痛苦(或快乐)的主体是人还是动物。 

•动物解放论 



•3）权利论 

•生命和感觉是拥有天赋权利的基础。 

•动物也拥有生命和感觉，因而动物也拥有天赋权利。 

•动物的权利应得到保护。 

•现代动物权利论 



6 动物福利的发展 

1）十九世纪中期,世界上动物保护主义开始出现,马丁(Richard 

Martin)是动物保护主义的创立者和倡导者。1824年由他发起成

立了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学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防止虐待动

物的组织,是人类动物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后美国、法国

、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动物保护组织。 

2） 1822年,英国通过了第一部禁止虐待动物的马丁法案(Martin 

Act)。 



 

 

3） 美国在1966年正式由参众两院通过了动物福利发,该
法文对各种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运输等都做了详细的
规定[1]。 
4） 为动物福利立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国不仅
对动物保护、动物福利等原则性理念立了大法,还通过了
各种细化的专项法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园动物保
护法、实验动物保护法等。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概有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WTO的国
际贸易规则中也写入了有关动物福利的条款。 
   



5） 动物福利和动物保护运动 

    近年，动物福利运动或称为动物权利运动，风起云涌，已发

展成为社会性、政治性团体，类似人权组织或环保组织，这直接

干预实验动物工作，有些地方限制动物房建设，有些设施被捣毁

，甚至有科学家因此而被起诉。 



美国动物保护组织发起一项阻止中国航空公司向美国实验室的运送猴子的请愿计划，当时包括南航在内，中国国航、东航以及海南航空都暂停了
向美国空运猴子。 

 



 













抗议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用灵长类动物进行残忍的月经试验。 





7、对待动物实验的态度 

  1）哲学界对动物实验的态度    

• 动物解放/权利论是反对动物实验的。 

• 大多数伦理学家不一概反对动物作实验，但认为  应确认几条伦
理原则： 

    ①实验不合法认定，即能够证明该实验的合理性。 

    ②该实验的好处非常明显。 

    ③应尽量提高动物的福利。 

    ④给动物注射麻醉药 

    ⑤应尽量减少动物数量。 

    ⑥应尽量寻求替代品。  



在动物福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公众绝大多数是支持动物实
验研究的。动物实验仍要继续下去。 

 2）公众对动物实验的态度 



 3）生命医学界对动物实验的态度 

通过动物实验,人类在生物医学方面取得了许多巨大成就,这

些成就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

不能为了拯救动物的生命而牺牲人的生命”,如果禁止使用

动物进行医学实验,将危及医学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健康水平

。面对动物权利论者,他们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一项可

以挽救你孩子生命的研究计划因动物被禁止实验而不能继续

下去,你将有何感想?”。医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是

: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动物实验还要继续做下去 。 

 



 

 

   全世界每年用多少实验动物？难以准确估计。 

  英国废除活体解剖联盟(BUAV)估计： 

  脊椎动物约为1亿，欧盟1000~1100万。 

  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委员会估计：全世界约为5000万~1亿。 

 （美国）2005年农业部统计共计为120万，但不包括大鼠和
小鼠。 

  1992年总共用实验动物1400~2200万。 

  1986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委员会报告：每年1000万~1亿
。 

  1970年为5000万。 

7 实验动物使用的数量 



    

（中国）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2012-2013年度实验用猴经
营利用限额表》，全国34个驯养繁殖单位2012-2013年度
实验用猴经营利用限额为猕猴5430只、食蟹猴33095只，
总数为38525只。 



  文明起始，人类就一直在与疾病做斗争。人类历史中充满
了各种致命疾病，霍乱、天花、脊髓灰质炎、流感爆发，
都夺取了成百上千的人的生命。14世纪爆发的瘟疫，曾经
让欧洲、中东、中国和北非25%到50%的人死亡。 

  在不能以人为实验对象的前提下，科学研究必须借助实验
动物和动物实验，进行疾病机理和诊断治疗方法的研究，
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再推用到人类。 

  纵观生命科学和医学等学科的发展，动物实验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有所成就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
即造福于人类或者其他动物的成就，都有实验动物的贡献
。” 

三 动物实验的意义 



 

•     是人类进行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和手段； 

•    可以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 

•    可以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 

   



• 在当前科学发展阶段，完全不用动物来做实验是
不可能的。 

• 在未来的科学研究中，动物实验将以新的面貌和
姿态显示出更为重要的作用 

• 科学工作者应以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合理地进行
动物试验，并本着理性和人道的态度对待实验动
物。 

 



四 动物福利与3R 

1 动物福利：指采取各种措施避免对动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防止虐待动物,使动物在健康舒适的状态下生存。 
 
动物福利的基本原则： 
①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 
②享有生活舒适的自由； 
③享有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 
④享有生活无恐惧和悲伤感的自由； 
⑤享有表达天性的自由。 



 

2 实验动物福利在中国 

 
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科学技术部，二ＯＯ六年九月三十日  
    第一条 为了提高实验动物管理工作质量和水平，
维护动物福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适应科学
研究、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根据《实验动
物管理条例》，提出本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所称善待实验动物，是指在饲养
管理和使用实验动物过程中，要采取有效措施，使
实验动物免遭不必要的伤害、饥渴、不适、惊恐、
折磨、疾病和疼痛，保证动物能够实现自然行为，
受到良好的管理与照料，为其提供清洁、舒适的生
活环境，提供充足的、保证健康的食物、饮水，避
免或减轻疼痛和痛苦等。 



实行了许可证制度，并进行有效的检查和监督。 

改善了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 

减少了使用实验动物的数量。 

在不同领域推行了动物试验的替代方法。 

加强和改善了动物饲养管理和动物试验领导和实施人员的

教育。 

不定期举行关于动物试验和替代方法的学术会议，促进学

术观点和应用的交流。 

 

 

 



3.动物福利法的原则 

    满足动物的需求是动物福利法的首要原则。动物的需求主要

表现维持生命需要，维持健康需要及维持舒适需要。这三个方面

决定了动物的生活质量。动物同人类一样有着基本生存需要和高

层次的心理需要。 

    解除动物痛苦，让动物在任何条件下享有以下五大自由是动

物福利法的基本原则：①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②享有生活舒适

的自由；③享有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④享有生活无恐惧

和悲伤感的自由；⑤享有表达天性的自由。这也是目前国际动物

福利一致认同的五大标准。 



4 动物福利的特性 

     动物福利之制订与推广会受到物种、动物性别、时空、地理、气

候、消费习惯甚至文化之不同等因素影响。因此，动物福利具有以

下的特性： 

   1）哲学的特性 动物被人类所掌控着，动物福利理所当然地应

该建立在人类的道德良知之上。人类缺乏爱护动物的观念，又无法

发自内心的感受到自己行为的不当与残酷，那么要推动发展物福利

是难上加难。 

    2）科学的特性 实验动物不再是自然的动物。经过数百、数

千年的驯化和改良，已没有在野外生存的能力，体型过大、无觅食

能力、皮毛无法御寒与防晒、自然状况下无法繁衍下一代等等。因

而要根据不同动物的需求科学的建立动物福利规范。 



     3）渐进的特性 动物福利的推展必须配合现况，应尽量顺

应时代的趋势与现有的限制，面对现实地来做改善。例如，动

物福利理念常常与实验动物的生产和动物实验相矛盾。 

   4）角度的特性 动物福利必须从各种角度设想，比如兔的

繁育笼：其设计上故意阻碍兔的坐、卧行为，因此强烈反对使

用此种设施。若以仔兔的角度来设想，应该让仔兔有一定活动

空间。 

   5）教育的特性 提高民众保护动物的意识，不断增强动物

福利观念，是推动动物福利。 



5 实验动物的痛苦与舒适的指标 

主要指标有身体、健康、行为状态、生产性、生理与生化状态等

，另外既有考虑实验动物痛苦与舒适的主观考虑又要有实验动物

本身的意识。为了达到正常的身体、健康、行为状态，必须做到

： 

（1）提供适合的足够的食物和水以及进行精心的照料。 

（2）合适的自然环境和动物生存环境，饲养密度及单位面积的

实验动物数量要适中。 

（3）表现其正常行为方式的机会；行为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很多行为指标必须进行充分的讨论。 



 

（4）实验动物的安乐和健康状态应该由合适人员观察，以防止

疼痛或可避免的痛苦、不适或持续伤害。 

（5）必须每日检查实验动物繁殖、饲养或使用的环境条件。 

（6）确保尽可能快地消除所发现的任何缺陷或痛苦。 

 

        



6 3R 

3R作为一个系统理论早在1959年由英国动物学家

WilliamRussell和微生物学家RexBurch提出,随后逐渐得到

世界范围内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认同,被广泛采用。特别是近

20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3R的理解不断深化

,3R的概念也不断得到扩展,得到普遍认可。 



 

    
3R原则 

Replace 

Refine 

Reduce 减少（应用） 

优化（方法） 

替代（手段） 



减少 

 a、尽量使动物一体多用：例如将处死动物送外科手术实验

，病理解剖同时提供组织或器官。 

 b、用低等动物代替高等动物：用大量无脊椎动物代替非人

灵长类 

 c、尽量使用高质量动物：只能以质量代替数量，绝不可以

数量代替质量，求救于统计学。 

 d、使用恰当的试验设计和统计学方法：充分利用电脑统计

软件，推理演绎出更多结果。 



优化 

 a、改善实验设施条件，提高动物实验质量 

    精确给药、取样、采血、开刀、示范教学。 

 b、改善控制技术，减少对机体的干扰 

    尽量不要惊动动物，利用遥控装置、导线、仪器。 

     从已有数据库中捕捉信息，优化动物使用 



替  代 

a、用有生命的物体代替动物进行研究 

   用系统发育树较下游的动物代替哺乳动物和高等动物 

   用离体培养的细胞、组织、器官等代替动物；利用植

物细胞。 

b、用数理化方法模拟动物进行研究 

    物理、机械。医学基础教学已使用。 

    免疫化学用抗体找抗原，代替小鼠鉴定毒素。 

    酶化学有类似作用 

    电脑模拟可部分替代。 



四 动物实验的福利伦理审查 

   1  根据国家实验动物有关法律、法规，参考国际惯例，制

定本指南，从事实验动物的科学研究、生产、经营、运输

和应用的单位和个人需通过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的实验动

物伦理审查，出具伦理审查报告。 

  各类实验动物的饲养和动物实验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后方

可执行，并接受日常监督检查 



2 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委员会 

1）伦理委员会至少由5人组成，设主席一名，副主席、委员
。主席应由实验动物专业（最好是兽医专业人员）人员担
任。每届任期3或4年，由单位负责聘任、岗前培训、解聘
，并及时补充成员。所有委员要承诺维护实验动物福利伦
理。  伦理委员会应制定章程、审查程序、监督制度、例
会制度、报告制度、工作纪律、专业培训计划等，并将伦
理委员会组成名单上报北京市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 

2）伦理委员会应独立开展工作，履行以下职责：审查和监
督本单位开展的有关实验动物的研究、繁育、饲养、生产
、经营、运输，以及各类动物实验的设计、实施过程是否
符合动物福利和伦理原则。  伦理委员会应依据实验动物
福利伦理审查的基本原则，兼顾动物福利和动物实验者利
益，在综合评估动物所受的伤害和使用动物的必要性基础
上进行科学评审，并出具伦理审查报告 



3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遵循的基本原则 

1）动物保护原则：审查动物实验的必要性，对实验目的、

预期利益与造成动物的伤害、死亡进行综合的评估。禁止无

意义滥养、滥用、滥杀实验动物。禁止没有科学意义和社会

价值或不必要的动物实验；优化动物实验方案，减少不必要

的动物使用数量；在不影响实验结果科学性、可比性情况下

，采取动物替代方法。 

 



2）动物福利原则：保证实验动物生存时(包括运输中)享有最

基本的权利，享有免受饥渴、不适、惊恐、折磨、疾病和疼

痛，保证动物能够实现自然化行为，享有良好的饲养和标准

化的生活环境，各种实验动物饲养管理要符合该种类实验动

物的操作技术规程。 

 



3）伦理原则：应充分考虑动物的利益，善待动物，防止或

减少动物的应激、痛苦和伤害，尊重动物生命，制止针对动

物的野蛮行为、采取痛苦最少的方法处置动物；实验动物项

目要保证从业人员的安全；动物实验方法和目的符合人类的

道德伦理标准和国际惯例。 

 



4）综合性科学评估原则： 

a. 公正性：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工作应该

保持独立、公正、科学、民主、透明、不泄密，不受

政治、商业和自身利益的影响； 

b. 必要性：各类实验动物饲养、使用或处置需要的充

分理由； 

c. 利益平衡：以当代社会公认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兼

顾动物和人类利益；在全面、客观地评估动物所受的

伤害和应用者由此可能获取的利益基础上，负责任地

提出实验动物应用的福利伦理审查意见。 



4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能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一）实验动物相关项目申报不实的；               

（二）从事直接接触实验动物生产、研究和使用的人

员未经过专业培训或明显违反实验动物福利与伦理原

则要求的；   

（三）实验动物繁殖、生产和使用中缺少维护动物福

利、规范从业人员道德伦理行为的操作规程，或不按

规范的操作规程进行的；虐待实验动物，造成实验动

物不应有的应激、疾病和死亡的；活体解剖动物或手

术时不采取麻醉方法的；对实验动物的生和死处理采

取违反道德伦理的；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能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

四）实验环境不符合实验动物环境设施国家标准 的；                                                           

（五）动物实验的目的不符合道德伦理标准或国际惯

例或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各类动物实验；     

（六）严重违反实验动物福利与伦理审查原则的其它

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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