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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P 法规符合性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机构规范化管理

陈菲

赣南医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摘　要：GLP 法规符合性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机构规范化管理，是该机构管理工作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机构运行有重要的

影响。本文就针对实验动物饲养管理工作进行分析研究，研究以 GLP 法规为基础，探索如何建立符合 GLP 法的实验动物

饲养管理机构的规范化管理措施，旨在实现饲养管理机构的规范化管理，优化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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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P 法 规 全 称 为 药 物 非 临 床 研 究 质 量 管 理 规 范

（GoodLaboratory Practices，GLP），是非常完整的药物非临

床试验管理规范，规范中包括方案设计、实施要点、记录工

作以及质量保证等多项内容。而相关机构在 GLP 法规上实

施研究时，以动物、组织以及细胞为实验系统。所以，动物

等实验系统的管理与实验有密切关系，保证实验动物管理规

范化，有利于保证实验动物符合 GLP 实验规定。因此，从

二者的相互关系而言，要求建立符合 GLP 法规的实验动物

饲养规范化管理机制，从而提高实验动物质量，为药物非临

床试验及 GLP 规范应用做好保障。

一、GLP 法规分析

GLP 是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的英文缩写。非

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是指对非临床健康和环境安全性实

验实施条件的规定。根据 GLP 规范进行的毒理学实验得出

的数据科学、准确、可靠，可以作为制定药品、生物制品等

有关安全性评价、毒性评价管理的重要依据。GLP 的主要目

标是确保非临床研究的质量和可靠性，以保护人类和动物的

健康和环境的安全。它涵盖了研究计划、研究机构和研究人

员的资质、研究设施和维护、研究方法和程序、数据记录和

分析、研究报告的撰写和审查等多个方面。

在 GLP 规范下，研究人员需要接受适当的培训和指导，

并且必须遵守严格的法规和标准。研究设施和维护也必须

符合相关规定，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此外，

GLP 规范还规定了研究报告的撰写和审查过程，以确保研究

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另外，在对 GLP 进行研究中也发现在其应用实验管理

的过程中，动物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动物饲养和实

验应用不符合 GLP 法规，将会难以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和严

谨性。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建议在实验动物饲养机构在实

施规范化管理过程中，应采取规范化措施进行管理。

二、GLP 法规符合性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机构规范化管

理的重要性分析

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机构规范化管理可以确保实验动物

符合科学、伦理和法律规定的要求，同时保证实验结果的准

确性和可重复性，为药物非临床安全实验提供保障。以下是

对其规范化管理的重点建议分析。

（一）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直接影响到实验结果的质量和可

靠性。规范化的饲养管理能够确保动物健康生长，降低疾病

和异常情况的发生率，从而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另外，在 GLP 法规符合下建立的规范化管理，更符合

药物非临床安全实验要求，确保实验开展具有良好的价值和

作用。

（二）符合动物福利和伦理要求

GLP 要求下，实验动物是药物非临床试验的重要凭条

和工具，在密切关注药物质量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实验动物

中的伦理问题。规范化的饲养管理能够确保实验动物的生活

条件符合相关法规和伦理标准，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和应激，

符合动物福利和伦理要求。

三、GLP 法规符合性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机构规范化管

理的有效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

规范化管理实施之前，建立专业化组织架构和规章制

度非常关键，是确保规范化管理顺利落实的关键。而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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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制度的过程中，应重点分析 GLP 法规对动物饲养管

理的要求。

1. 设立实验动物饲养管理委员会，机构委员会专门负

责制定制度，监督饲养行为。调整工作模式等职责，委员会

可根据 GLP 法规建立动物饲养管理机构的管理行为规范。

2. 设定动物饲养管理规范化制度。在 GLP 法规中对动

物的检疫、动物笼具、动物饲养以及饲养设施均有要求。因

此，制度的制定应该从以上几方面入手，制定有关制度，后

续的饲养管理均由机构委员会按照针对性制度对应实施，发

现饲养管理中存在不符合制度，不符合 GLP 法规的行为要

立刻制止，并对动物进行检查，确认符合实际情况后可以实

施专业化的检验检查 [1]。

（二）人员培训和管理

规范化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是实施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各项饲养管理工作有重要的影响。因此，针对此

种情况，建议提升饲养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实施实验动物

饲养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培训，确保他们具备必要的

技能和知识。

1. 通过对 GLP 法规进行教育，提升饲养管理人员的规

范化和专业化饲养意识。目前，部分饲养管理机构人员并未

具备规范化饲养意识。从而导致饲养管理过程中，未能采用

规范化饲养方法。因此，需要在 GLP 法规下对饲养管理人

员进行培训，通过对 GLP 法规的培训和学习，使饲养管理

人员了解到实验动物饲养管理的重要性，重视规范饲养工

作，继而为后续的饲养管理打好基础。

2. 人员培训过程中，还需要对实验动物饲养原理、动

物生物学等知识进行培训，确保饲养管理人员能够掌握全面

的动物饲养管理知识，能够深入了解实验动物饲养，更能够

提升人员的饲养管理意识和效率。

（三）环境控制

环境控制是实验动物饲养规范化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

以上规章制度和人员培训均为饲养管理机构实施管理的保

障工作。而具体在实施饲养规范化管理的国产能够最后，必

须从饲养环境开始，通过饲养环境控制为实验动物提供适宜

的生活环境，包括温度、湿度、光照、空气质量等。确保实

验动物的生活环境符合相关规定和标准，确保在环境下饲养

的动物符合 GLP 标准 [2]。

实验动物环境饲养管理要点包括以下几点：

1. 温度和湿度：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以满足实验

动物对环境的需求。不同种类的实验动物对温度和湿度的要

求不同，应根据动物种类和年龄等特征进行合理调控。

2. 空气质量：保持良好的室内空气质量，保证空气流通，

避免有害气体和细菌的滋生。

3. 饲养密度。合理控制饲养密度，避免过度拥挤导致

空气质量下降和动物之间相互干扰。

（四）饲料和饮水管理

在饲养实验动物的过程中，饲料和饮水是影响动物生

长的关键因素，这是饮食管理方面的重要内容。根据 GLP

相应标准，建立动物饲养规范化管理措施，应制定规范化饲

料和饮水管理方法。

实验动物饲料和饮水的规范化管理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1. 饲料管理：（1）根据实验动物的不同级别，选择合

适的饲料，并确保饲料的卫生和质量符合标准。（2）严格

执行饲料的采购、运输、储存、加工和投放等环节的规范，

确保饲料的新鲜度和安全性。（3）定期检查饲料的有效期，

并及时处理过期的饲料。（4）做好饲料的记录和报告工作，

包括饲料的种类、数量、质量、投放时间等，以备查验。

2. 饮水管理：（1）根据实验动物的不同级别，提供符

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并确保饮用水的清洁和质量。（2）

饮用水的水源必须安全可靠，水处理设备应定期检修和维

护。（3）饮用水的水质应定期检测，以确保符合动物饮用

的标准。（4）实验动物的饮水器具应定期清洗消毒，避免

细菌滋生。

（五）防疫管理规范化

动物饲养过程中，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无论是实验动物或者普通养殖动物，都会在生长过程中出

现疫病情况，而如何规避疫病，防止疫病对实验动物造成

不良影响，在规范化饲养管理过程中应建立针对性的预防

管理方案。

实验动物的卫生防疫管理包括以下措施：

1. 隔离饲养：不同种类、不同品系和不同来源的实验

动物应分开饲养，防止交叉感染。

2. 引进动物严格检疫。从具有动物生产许可证的单位

引进动物，作为种用动物必须来源于国家啮齿类实验动物种

质资源中心。动物应用前需有隔离检疫过程。

3. 坚持卫生消毒制度。定期对动物房舍和饲养用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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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消毒，杜绝各种微生物的侵入和繁殖。

实验动物饲养的消毒措施包括以下步骤：（1）清理：

在进行消毒之前，首先需要将动物房内的废弃物和污物清理

干净，包括清理笼子、床垫、饮水器、食物盆等。（2）预处理：

将动物房内的设备和物品进行预处理，包括拆卸可拆卸的设

备、清洗可清洗的物品、拆卸过滤器等。（3） 选择消毒剂：

根据动物房内的具体情况和需要进行选择合适的消毒剂。常

用的消毒剂包括过氧化氢、醋酸、次氯酸钠等。（4） 消毒：

将选择好的消毒剂按照说明书的要求配制好，然后将其均匀

地喷洒在动物房内的各个角落和设备上，确保消毒剂能够覆

盖到所有需要消毒的区域和物品上。（5）通风：在消毒完

成后，需要将动物房内的门窗打开，让空气流通，加速消毒

剂的挥发和空气流通。（6）检查：在通风之后，需要对动

物房内进行检查，确保消毒剂没有残留，动物房内的设备和

物品已经干燥，可以重新使用。

4. 饲养管理人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有人畜共患病者，

调离与动物接触的工作岗位。

5. 保种单位要对保种的动物定期进行质量检查，发现

问题应及时更新种群。

6. 严格防止野生动物侵入实验动物室，对死亡动物进

行无害化处理。

7. 饲养人员应严格执行不同等级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

和卫生防疫制度和操作规程，认真做好各项记录，发现情况，

及时报告 [3]。

8. 实验动物饲养设施周围应避免存在传染源，同时禁

止饲养非实验用的家畜家禽，以防昆虫和野生动物侵入。

（六）实验动物饲养设施管理

实验动物在饲养的过程中需要采用专门的设施设备，

通过上文讨论也可知，实验动物饲养人员设施不可为传染

源，不可饲养其他非实验动物，目的是防止交叉病菌感染。

而在动物饲养的过程中，设施的管理不仅包括上述一方面，

而是要从多个方面完成实验动物饲养设施的管理。

1. 设备采购阶段必须处于饲养安全，饲养规范化角

度采用相应的饲养设备，包括动物饮用水、食槽、空气净

化系统等设备的采购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l4924”，动物饲料化学污染物和微生物指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l4924”，在规范标准采购的设备，

才能够防止设备影响动物生长。

2. 清洁和卫生。保持饲养设施的清洁和卫生是防止疾

病传播的关键。定期进行清洁和消毒，包括使用灭菌净消毒

水对整个屏障系统的内环境和饲养笼架进行消毒。

3. 除了定期清洁和卫生养护之外，其他设备也应该开展

定期管理。包括实施定期养护，尤其是在现代化实验动物饲

养的过程中，动物饲养设备逐渐自动化和智能化，包括温度

和湿度调整设备都具有智能化和自动化特点。因此，在实验

动物饲养管理期间，应定期对饲养设备进行检查、维修和管

理，在技术升级后也需要对动物饲养的设施进行精心管理，

防止由于设备性能下降或者故障引发饲养问题 [4]。

（七） 记录管理

实验动物的规范化饲养应该做好饲养记录，通过记录

完成对动物饲养的跟踪管理，通过记录，了解动物的现有状

态，疫病情况，并制定针对性的饲养方案和改进措施，确保

饲养管理良好实施。

1. 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记录：包括动物品种、来源、

繁殖和生产记录，以及饲养和使用过程中的详细记录，如饲

料和饮水消耗量、体重变化、健康状况等。

2. 实验动物环境监测记录：包括温度、湿度、空气质

量（如氨气、硫化氢等有毒气体含量）、噪声和光照等环境

因素的监测记录。

3. 实验动物使用和废弃物处理记录：包括使用实验动物

的种类、数量、使用目的、使用时间、处理方式等信息，以

及废弃物（如动物尸体、废水和废料等）的处理和排放信息。

4. 实验动物饲料和饮水记录：包括饲料和饮水的种类、

来源、质量、使用量和频率等信息。

5. 实验动物健康检查记录：包括定期健康检查和特定

疾病筛查等信息，以及采取的治疗措施和治疗效果等信息 [5]。

6. 实验动物死亡和销毁记录：包括死亡原因、销毁方

式和销毁地点等信息，以及与动物死亡和销毁相关的其他

信息。

7. 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质量检测记录：包括定期进行

的质量检测结果和质量评估等信息。

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全方位研究，提出 GLP 体系下实验动物的

主要饲养管理，对于饲养管理实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

我国正在规范化实验动物饲养管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

实验动物管理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建设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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