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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验动物作为科学研究与产品质量检验必不可少的条件资源，对我国科技创新活动和社会进步发挥着重要

推动和支撑作用。合法、合规地科学利用野生动物资源，采用现代生物学技术持续推进实验动物品种增量以满足生命

科学等研究领域的需要，是发展实验动物资源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总结我国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研究工作的成果，

从野生动物管理保护与科学利用的角度提出实验动物资源增量建设中需关注的问题和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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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resource for science and product quality inspection, laboratory anima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nd suppor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social 
progress in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atory animal resources to make scientific 
use of wild animal resources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o continuously create laboratory 
animal varieties by using modern biological technology to meet the needs of life science and other research 
fields.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ummary of the achievements of wildlife laboratory anim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ldlife management, protection and scientific utilization, we put forward 
the problems an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incremental construc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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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是人类遵循遗传学原理在人工条件

下培育或人为改造的一类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特殊

动物，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生命科

学等研究领域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生物科技资

源。资源增量建设是实验动物行业发展的内生动

力，也是创新驱动发展和大健康产业等国家战略

的重大需求。在科学研究呈现新的发展势态下，

实验动物资源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我国

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为实验动物品种增量建设提

供了宝贵的基因库。因此，要准确把握野生动物

合理保护与科学利用的关系，科学利用野生动物

资源，以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生物医药领域重大

科学问题和推动成果转化为导向，运用现代遗传

育种等核心技术，着力推进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

实验动物标准化研究工作，不断丰富实验动物资

源多样性和基因结构，实现我国实验动物资源的

稳步增量，重点解决实验动物资源不足而难以对

国家科技发展中的基础性、重大和前沿科学问题

提供支撑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对实验

动物品种增量建设与野生动物科学利用进行深入

探讨。

1 实验动物资源的战略意义

实验动物作为支撑国家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基础性、公益性和战略性生物资源，在服

务、推进与引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现代生物技

术创新和生物医药产业等领域占有重要位置，并

发挥着其他科技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医学发展史上，特

别是一些波及全球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如从

2002—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直

至 2019—2020 年新冠肺炎（COVID-19），从探

索发病原因和机制到筛选和研发有效药物和疫

苗，最终寻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而战胜疾病，实

验动物作为“人类替身”直接参与到各项医学科

研之中，已成为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关键环节扮演着重

要载体。这也是现代实验动物科学的核心价值和

实验动物对人类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奉献 [1-2]。

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实

验动物资源作为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提升到

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高度，并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实

验动物资源建设呈加速发展态势，使其成为提升

本国或本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多年

以来，针对具有重要应用潜质和我国资源优势的

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农用动物等），我国通过

科技立项支持开展实验动物新品种培育研究，特

别是通过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和遗传育种等关键

技术研究，提升了我国实验动物资源自主研发能

力，创制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独特生物学

功能的新的实验动物品种。但从实验动物资源整

体水平上看，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存在较大

差距。因此，把握国家科技创新发展趋势，持续

提高对实验动物资源增量研究的支持水平，推进

以实验动物新品种创制增量为重点的科技项目研

究，不仅是生命科学等领域对实验动物资源建设

提出的迫切需求，也是提高国家科技水平、增强

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2 我国在实验动物增量建设与标准化方面

取得的进展

“九五”期间，“实验动物模型培育和标准化

技术研究”作为“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列入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科学仪器和实验条

件研究与开发”[3]。这是科技部主管实验动物工

作后第一个国家级科研课题，研究内容涉及小型

猪、东方田鼠、转基因小鼠、灰仓鼠的标准化以

及冷冻胚胎保存技术等，由此开启了实验动物新

品种研发与应用的快速发展进程 [4]。在“十五”

至“十三五”期间，通过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新药创制”和“艾滋病

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

项、“十三五”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

殖综合技术研发重点专项以及省部会商项目和各

地方科技计划等项目的实施，开展了包括树鼩、

长爪沙鼠等 33 个实验动物新品种的研究，并在

人工驯化和建立种群的基础上，制定遗传学、微

生物学和生物学等质量标准。过去我国实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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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仅有 8 种（小鼠、大鼠、豚鼠、地鼠、家

兔、犬、非人灵长类、SPF鸡），而现在实验动物

品种有了显著增加（表 1），丰富了我国实验动物

基因资源，进一步提升了实验动物作为科技基础

条件对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能力。

在新的实验动物品种建立的同时，应用方面

也取得显著成果。裸鼹鼠是至今为止在啮齿类动

物中唯一被证实对肿瘤有超强级免疫力的动物，

它可通过p16Ink4a等信号通路严格控制细胞过量

增殖，能有效地防止细胞癌变，有望作为一种少

有的肿瘤抗性动物模型 [5-6]。为攻克治疗糖尿病

这一世界性难题，各国专家都进行了大量研究，

公认胰岛移植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临床证明

从移植人体的胰岛细胞到患者体内效果明显。然

而，人源性器官供体极端匮乏，能够得到同体

（即人体）胰岛移植的数量极为有限，能被拯救

的患者人数少之又少。为突破胰岛移植供体匮乏

的“瓶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王维教授团队

选择移植猪胰岛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经过十几年

表 1  关于实验动物新品种培育的部分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 /课题

项目 /课题名称 起止时间 新品种

实验动物模型培育和标准化技术研究（96-A23-06） 1997.01—2000.12 小型猪、东方田鼠、灰仓鼠

剑尾鱼水生实验动物化研究（社会公益研究专项，2000DIB10066） 2001.01—2003.12 剑尾鱼

东方田鼠实验动物化的应用研究（湖南省科技计划） 2001.01—2002.12 东方田鼠

树鼩驯养繁殖实验动物标准及丙型肝炎动物模型技术平台建设（云南省

科技计划重点项目，2006PT07）
2007.01—2009.12 树鼩

清洁级灰仓鼠种群的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8640047） 2009.01—2011.12 灰仓鼠

长爪沙鼠脑缺血模型近交系的培育及相关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1172168）
2012.01—2015.12 长爪沙鼠

红鲫实验动物化及鱼类近交系培育技术的研究（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1997.05—1998.12 红鲫

西藏小型猪实验动物化研究（广东省科技计划，2005B60203007） 2005.01—2008.12 西藏小型猪

稀有鮈鲫标准化研究及繁育基地建设（湖北省年科技基础条件专项） 2005.07—2007.06 稀有鮈鲫

中国合作小型猪实验动物化培育及分子遗传特性研究（甘肃省科技计

划，1004TCYA001）
2010.01—2012.12 合作小型猪

人兽共患病感染动物模型技术研究及我国特有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2009BAI83B00）
2010.03—2012.06

布氏田鼠、高原鼠兔、灰仓鼠、

大仓鼠、树鼩、长爪沙鼠

发育与生殖重要哺乳动物模型的建立（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2011CB944200）
2011.01—2015.12 猪猴

新型实验动物资源—裸鼹鼠解剖学和心血管超微结构研究（上海市科委

实验动物研究专项 12140900200）
2012.11—2015.06 裸鼹鼠

实验动物质量监测体系的完善与检测关键技术研究（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2013BAK11B00）
2013.01—2015.12

猫、斑马鱼、诸氏鲻虾虎鱼、小

型猪、树鼩

实验用崇明白山羊的规模化种群建立（上海市科委实验动物研究专项

15140900300）
2015.07—2018.09 羊

实验用猫的种群建立与标准化研究（上海市科委实验动物研究专项

15140900400）
2015.07—2018.09 猫

鱼类实验动物新资源的开发与标准化研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15BAI09B05）
2015.04—2018.04 诸氏鲻虾虎鱼

实验动物质量高通量分子检测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2015BAI07B00）
2015.04—2018.03 果蝇、秀丽隐杆线虫

子午沙鼠清洁级种群及其肺包虫病动物模型的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31460579）
2016.01—2018.12 子午沙鼠

狨猴的遗传修饰（上海市科委实验动物研究专项 18140900200） 2018.05—2021.04 狨猴

注：本表列出项目 /课题是以国家财政资金支持最早开展新的实验动物品种研究的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 /课题，不包括针对这些新品

种后期连续支持的项目以及利用这些新品种建立的基因修饰动物模型的项目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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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筛选和建立了适合用于异种移植、符合

WHO标准并安全有效的医用级小型猪种群，在

利用猪胰岛移植治疗人类Ⅰ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

中取得重大进展 [7]。

与此同时，为推动实验动物新品种的应用，

在种群建立的基础上制定了动物质量和相关条件

标准 [8]，包括长爪沙鼠、东方田鼠、喜马拉雅旱

獭、雪貂、树鼩、狨猴、史宾格犬、猫、小型

猪（西双版纳小耳猪、贵州小型猪、广西巴马小

型猪、实验用合作小型猪、五指山小型猪）、水

生实验动物（斑马鱼、剑尾鱼、红鲫）和农用实

验动物（猪、牛、羊、鸭子）等实验动物新品

种。这些标准的发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在实验动

物新品种的标准化工作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实验动物标准体系，

为实验动物新品种的生产与应用、质量检测与评

价、行政许可和监督管理提供了法定依据和技术

支撑。

3 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与科学利用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非常丰富，仅脊椎动物就

达 4 400 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 10%以上 [9]。野

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系

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维系着生物链完整和生态

平衡 [10]。

我国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非常重视。 
2016 年 7 月 2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第三次修正，对

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

平衡，改善自然环境，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

定发展意义重大 [9,11-12]。2020 年，北京、广东等

地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市人大常委会

审议公布实施了地方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

例》[13-14]，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纳入生态文

明建设考核体系，细化了分级分类保护机制，强

化野生动物栖息地管理，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另外，国务院和有关政府部门先后发布

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

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实施条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

可证管理办法》等管理文件 [15]。我国作为《贸易

公约》（也称华盛顿公约或CITES公约）的缔约

国，理应承担和遵守对该公约附录Ⅰ和附录Ⅱ中

所包括的野生动植物种的保护和管理责任。

动物基因资源的拥有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基

础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

的物质基础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

源 [10,16]。如何在野生动物资源合理保护的基础上

科学地利用，对维护我国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

以及人类健康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野

生动物保护法》多个条款中对科学利用野生动物

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第四条 国家对野生动物

实行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鼓

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培育公民保护野生

动物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11]。“第

二十五条　国家支持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因物种

保护目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

“第二十六条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应当有利于物种保护及其科学研究”[11]。从人类

医学科学发展史上看，在针对诸多人兽共患疾病

以及人类重大传染病的研究中，科学利用野生动

物或通过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工作培育的实验动

物新品种，对解码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研

发疫苗和筛选新药、探索新的治疗方案等均显示

出巨大的优势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随着我国科技创新的深度发展，特别是面对

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对实验动物品种丰富化提出的

新需求，如何在依法保护的基础上科学利用野生

动物资源，通过人工驯化和种群生物学等技术而

使其成为可利用的科技资源，是当前需要我们面

对和解决的问题。我国许多野生动物的实验动物

化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17-19]，如通过人

工驯养繁殖建立了树鼩种群，利用HCV慢性感染

患者血浆感染树鼩，研究树鼩感染病毒核酸量、

感染后不同时间以及HCV病毒的存在与复制的

关系 [20]，从而弥补其他动物如啮齿类动物和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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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病毒性肝炎模型的不足。1978 年和 1985 年，

浙江省实验动物中心和首都医科大学的学者分别

从内蒙古捕捉野生长爪沙鼠 [20-22]，通过长期的人

工驯化和遗传育种，建立了特性稳定、繁殖性能

高的长爪沙鼠封闭群和脑缺血模型高发封闭群，

作为疫苗制备的生产基质，在我国乙类法定传染

病流行性出血热的防控、病毒的基础研究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23]。首都医科大学经近 10 年的

定向选育，成功培育出长爪沙鼠脑缺血模型近交

系 [24-25]，使先天性脑血管Willis环缺失率由 40%
左右提高到 76.62%，局部脑缺血模型成功率达

到 88.89%。经过 20 代全同胞近亲繁殖，培育了

自发性长爪沙鼠Ⅱ型糖尿病模型近交系 [26-27]，具

有空腹血糖升高、糖耐量受损、胰岛素抵抗、多

器官病变和多个糖尿病相关基因表达异常等糖尿

病典型特征，其糖尿病特征模型比率达到 60%左

右。因上述模型在Willis环变异缺失的特性，因

此在脑血管发育和脑缺血研究中具有独特价值，

也为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药物研发与评价等诸

多研究提供新的实验材料 [28]。东方田鼠是目前所

知的唯一对血吸虫感染有抗性的啮齿动物，通过

东方田鼠的实验动物化研究，建立了标准化的东

方田鼠种群并开展抗日本血吸虫抗性基因等的基

础性研究，为日本血吸虫病的研究与控制提供了

新的研究思路和实验模型 [29]。

4 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工作的展望与建议

在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研究基础上实现实

验动物品种增量和实验动物资源的基因多样性是

一项基础性和战略性科技工作，在国家科技发展

计划中应提前规划和全面部署。早在 1997 年，

原国家科委联合农业部等部门共同发布了《关

于“九五”期间实验动物发展的若干意见》，确

定了“九五”期间我国实验动物发展目标、发展

重点和关键技术 [3]。2012 年科技部制定了《科

研条件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进一

步推进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及种源基地建设

和发展，……以及实验动物重点实验室、国家

实验动物工程（技术）中心建设”[30]和“加强

实验动物新品种（品系）、动物模型的研究和我

国优势实验动物资源的开发与应用”。2016 年

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在“提

升科研条件保障能力”方面明确提出“开展实验

动物新资源和新品种培育，加快人源化和复杂疾

病动物模型创制与应用，新增一批新品种、新品

系，资源总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开展动物实验

新技术和新设备开发，加强实验动物标准化体系

建设，为人类健康和公共安全提供有效技术保

障”[31]。为此，以满足国家科技创新发展需求和

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如何利用我国具有重

要应用潜质的野生动物资源，开展驯化、育种、

保存及标准化研究，培育具有我国自有的实验动

物特色品种，从加强实验动物资源基础实力层面

上提高对国家科技发展的保障能力，是当前需要

认真考虑的问题。下面针对我国野生动物实验动

物化工作的特点，提出我们的思考和想法。

4.1 合法合规开展野生动物的科学利用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相关行政法规，以及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等地方法规和规章，

是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工作不可逾越的“法律红

线”。在总结我国过去几十年野生动物保护实际

情况和借鉴国际上有关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批

准了由原林业部、农业部制定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保护名录》”）[32]。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保护名录》

每 5 年进行修订和调整。除此之外，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也制定了本地区的野生动物名录，

如《北京市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33]和《北

京市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名

录》”）[34]。《名录》的颁布将对这些野生动物的

保护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规范了利用野生动物

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的行为。我国幅员辽阔，地貌

复杂，气候多样，野生动物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

域性。因此，为丰富实验动物基因多样性而开展

野生动物的实验动物化工作时，不仅要严格遵守

《野生动物保护法》，而且要注意本地区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有关规定和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作为《贸易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应遵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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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如近年来开发的新型实验动物——树

鼩已作为受管制国际贸易的物种列入该公约，在

进行实验动物资源保存与共享、开展国际合作研

究和学术交流时应给予特别注意。

4.2 以应用为导向挖掘野生动物特色基因资源

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

通过实验动物资源多样性和基因型的多样性，为

解决生命科学等领域重大科学问题提供更加适用

的实验材料。因此，瞄准制约人类基因组功能、

疾病发生机制与防治技术、新药创制与安全评价

等研究的重要基因，针对目前已有的实验动物

资源不足造成的“关键”相关基因“缺位”的现

状，应该有步骤和系统化地开展野生动物的实验

动物化工作。

回顾和总结国内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的研究

模式，更多的是根据观察到的不同物种野生动物

具有独特的生理结构和 /或生物学特性，据此结

合要研究的内容定向开展实验动物化的培育。在

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加有效、更加便捷

的技术方法来直接瞄准决定动物复杂性状的多

个基因以及调控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对那些在基

因组水平上还没有参考序列的野生动物物种，采

用高通量二代测序技术以获得该物种的全基因序

列，通过针对某一（些）表型（如疾病）相关基

因表达程度的研究，有目的地追踪分子标记显示

的信息和定性数据，为后续关键基因功能研究和

实验动物新品种培育奠定基础。同时，还需实现

从生物学特性的一般描述转向行为、生理、生

化、基因组序列的整合研究，从单一分支研究向

多领域联合研究的转变，加快野生动物资源有效

基因的利用。开展野生动物的实验动物化研究工

作，在目前已有的资源动物实验动物化技术和基

因工程技术基础上，需融入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

物学这两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并将其作为

基本思想方法和实践工具。其中包含以下 3 方面

的内容：一是基因序列和遗传信息的测定、表达

与调控机理等，研究该动物物种遗传基因结构的

复杂性及遗传语言的本质规律，通过基因组的测

定和分析，发现种群遗传结构，揭示该物种动物

用于解释人类生命本质的遗传语言“可靠性”，

为从动物研究结果外推到人类疾病内在规律的描

述“真实性”奠定基础。二是通过在细胞、组

织、器官和生物体整体水平上研究结构和功能各

异的各种分子及其相互作用 [35]，利用系统生物学

技术描述新品种实验动物各种生理复杂性状相关

功能基因或基因家族，以及对环境改变的表型响

应行为学和生物学功能。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

学的应用，不仅为实验动物品种增量建设与应用

带来革命性进步，而且对野生动物通过人工驯化

后而保留特色基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10]。

4.3 确保科学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生物安全

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和食性特点等因素决定

其自身携带诸多病原体的必然性。野生动物源性

人兽共患病病原体已成为引发人类新发传染病的

重要原因，如艾滋病、埃博拉病、鼠疫、SARS
非典肺炎、新冠肺炎等疾病都与野生动物有着密

切的关系 [36]。由于野生动物的实验动物化工作可

能使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机会更多且密切，大

大增加了接触野生动物感染病原体的概率，这就

需要我们在野生动物驯化和实验动物化培育过程

中给予高度注意。已有结果说明，野生动物携带

病原体种类之多超过我们的想象，如在国家科技

支撑项目“人兽共患病感染动物模型技术研究及

我国特有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2009BAI83B00）”
的研究中，采用分离培养结合TaqMan MGB探针

实时荧光定量PCR方法对在人工条件下饲养的灰

仓鼠进行细菌和真菌检查，共检出 12 个科 21 个

属 48 个种 179 株细菌和 7 个属 60 株真菌，其中

就包括可引起人兽共患病的空肠弯曲菌、肺炎链

球菌等近 20 种细菌以及烟曲霉、黑曲霉白假丝

酵母等 14 种真菌 [37-38]。

在 2020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

全法》[39]中，明确“国家加强对生物技术研究、

开发与应用活动的安全管理”的规定，强调“国

家保护野生动物，加强动物防疫，防止动物源

性传染病传播”。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属于生物

技术研究范畴，其过程需特别注意防止动物源性

病原体引发的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由此危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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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康和环境安全。为了科学目的而需要捕获野

生动物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及《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等严格落实隔离检

疫措施，以避免发生人兽共患疾病。在非人灵长

类实验动物生产过程中，为扩大种群或维系种群

遗传品质，会从自然界捕获野生动物作为新种

源，此时必须进行隔离饲养和全面检疫，以防止

野生动物携带的传染性病原体侵入而引起疾病暴

发流行。基于动物种群生物学和种群基因组学理

论体系的指导，在建立有效保障野生动物特色基

因稳定递呈的繁育体系基础上，应结合密闭物理

隔离、压强、空气过滤等阻断微生物技术，剖腹

产、抗生素及灭活疫苗等生物净化技术和定期监

测及淘汰阳性个体制度，避免发生人类感染和环

境污染，这对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工作顺利进行

至关重要。

4.4 推进实验动物品种增量建设

按照标准质量合格是对实验动物能够作为科

技资源的基本要求 [19]。在科技项目支持下已完

成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工作并初步应用于科学研

究中的动物。大仓鼠、裸鼹鼠、果蝇、诸氏鲻虾

虎鱼、稀有鮈鲫等还未制定质量标准及品种（品

系）鉴定技术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实

验动物新品种的推广应用 [19]。因此，为破解实验

动物资源种类数量不足而难以适应科技创新快速

发展需求的瓶颈，应推动实验动物新品种种群建

立与标准研究同步进行，促进实验动物资源建设

成果在我国科技发展中快速转化和应用。同时，

标准也是实验动物行政许可管理的技术支撑，标

准的研究制定与执行为实验动物新品种应用和科

学监管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标准是国家对实验动物质量提出的技术法

规，直接代表着国家对实验动物质量的要求。随

着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的大趋势，特别是生命科学

和生物技术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带动了与其发展

密不可分的实验动物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使我

们必须重新审视实验动物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要

求。质量标准不能仅仅限于微生物、寄生虫和遗

传等内容，而应将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的内

容和要求纳入标准体系。除了“身体健康”的理

念和基本要求外，还需要将满足“精神愉悦”的

福利伦理作为评价动物质量不可或缺的内容纳入

标准。这既是发达国家为提升科技竞争力而展示

出的实验动物质量标准战略，也是国际上一直推

崇和秉持的“全面健康”理念的具体实践。

设施设备是野生动物人工驯化和种群建立

的基础条件，直接关系到野生动物生活习性、行

为学的适应与改变，也是影响动物福利的重要因

素 [40-41]。因此，根据野生动物生物学特性和实验

动物化的要求，在综合分析我国实验动物繁育设

施建设优缺点的基础上，研究提出野生动物实验

动物化的动物设施基本要素和特殊要求等，开发

集成自动化操作系统、网络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数据化和智能化管理系统等安全、功能独特、使

用方便的新型实验动物设施、专用饲养设备和相

关用品，也是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工作中需要关

注和解决的问题。

5 结语

实验动物基因资源增量建设是“创新驱动

发展”和“健康中国”两个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需

求对实验动物科技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在科技

项目的支持下，经过几代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

力，我国在资源动物的驯化和实验动物标准化研

究、开发以及保存与利用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一些实验动物新品种已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生

物技术创新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显示出重要的

作用。但从总体上讲，我国在野生动物实验动物

化的技术方面还处于经验性传承和实验性摸索阶

段，缺乏成熟的基础理论体系指导 [20]。因此，应

重视多领域的跨界合作、多学科的交叉与渗透，

将相关学科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丰硕成果

应用于实验动物学科，重视已有经验的总结到理

论升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具有实践工作

基础支撑的实验动物基因资源研究理论体系，将

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化工作提升到一定高度，为我

国生命科学等科技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坚实的

基础保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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