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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沈阳军区总医院近 5年的动物实验情况以及科研相关数据的分析，得出动物实验情况概况及发展规律，以期

更好地为科研服务。方法：回顾性分析沈阳军区总医院整体的科研课题层次、数量、资助强度、动物实验人员的学历层次，以及实

验动物种类和数量的相关资料，分析沈阳军区总医院实验动物概况。结果：沈阳军区总医院动物实验项目随科研课题数量的增加

呈逐年递增态势，实验动物模型也向多样化发展。结论：沈阳军区总医院科研课题多数需要进行动物实验，动物实验已成为医院

“医教研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动物这门独立的学科成为医院科研必要的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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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of Animal Experi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Regio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recent 5 years of animal experiment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es in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Region, an overview of experimental protocols, laws, and associate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as found.

The animal research staff’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ssociated financial intensity and areas of research, as well as species and

quantity of animals used were analyzed in hospital animal experiments. In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Region,
animal experiment showed a steady increase in recent 5 years; laboratory animal models show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n animal

experiments. In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Region, the research projects involving animal experiments are
rapidly increasing; laboratory animal research in Medical-Teaching-Scientific Hospital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The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animal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support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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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验动物科学是伴随着生命科学的兴起而诞生与发展起

来的一门年轻学科。无论是实验动物新资源的开发[1,2]、疾病控

制[3]、饲养管理[4]，还是动物实验设计、实施[5]，以及人类疾病动

物模型的制备与应用[6-8]，都与生命科学研究息息相关。随着生

命科学的迅猛发展，实验动物科学也实现着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性发展，如无菌动物[9]、免疫缺陷动物[10]、基因工程动物等[11]，既

源自生命科学相关研究需求，又进一步扩宽了实验动物科学在

生命科学中的应用价值和范畴。因此，在实验动物科学的理论

体系中，处处折射出生命科学众多分支学科的新知识、新技术。

沈阳军区总医院是一所“医教研”一体化发展的医院，实验动物

科学的作用日益显现，无论是临床医学研究还是基础研究都离

不开实验动物的支持[12]。

本文通过对 2008年至 2012年沈阳军区总医院科研相关
数据，与实验动物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得出医院实验动物工作

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分析实验动物在科研工作中的地位和作

用，促进实验动物学科的发展，为我院科研工作的发展和实验

动物工作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及资料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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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2年，沈阳军区总医院科研课题种类、项目、资助

强度等科研数据均由科训科提供。2008-2012年，沈阳军区总医

院参与动物实验人员学历层次、实验动物种类及数量等数据由

实验动物科提供。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2012年，沈阳军区总医院整体科研课题

层次、数量、资助强度、动物实验人员的学历层次，以及实验动

物种类和数量相关资料，分析沈阳军区总医院实验动物概况。

2 结果

2.1 科研课题种类、项目数及资助强度关系
2008年 -2012年，各类科研课题种类及项目数，见图 1。

由图 1可以看出，2008年至 2012年各类科研课题数量在

逐年递增，09 年较 08 年增加 12.9 %，10 年较 09 年增加 28.6
%，11年较 10年增加 24.4 %，12年较 11年增加 32.1 %。截止

到 2012年末，各类科研课题数量较 2008年翻了一番。
2008年 -2012年，涉及动物实验课题及各类科研课题总数

关系，见图 2。

各类涉及动物实验科研课题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动物实验

所占比重也在逐年增加。2008年涉及动物实验的课题 6项，占

各类课题总数的 19.4 %；2009年涉及动物实验的课题 9项，占

课题总数 25.7 %；2010年涉及动物实验的课题 13项，占课题

总数 28.9 %；2011年涉及动物实验的课题 21项，占课题总数
37.5 %；2012年涉及动物实验的课题 29 项，占课题总数 39.2

%。

2008年 -2012年，各类科研课题资助强度，见图 3。

由表中可以看出，2008年 -2012年各类科研资助强度逐年

递增，2011年和 2012年出现跨越式增长，呈激增态势。2011年
和 2012年均申请到重点资助项目，课题数量和质量出现双重

增加。其中，重点项目均涉及动物实验部分，实验动物与科研相

关性逐年增加，由此可以看出基础科学研究与实验动物学科的

密切联系，我院已经意识到实验动物学科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

的地位和作用，加大了对实验动物学科的投入，投入越大其科

研产出就越大。

图中显示，2008年至 2012年参与动物实验硕士、博士和

博士后人员数量逐年递增，从各年份课题数量中也能够反应出

该趋势，增长趋势相吻合，科研课题越多，参与人员就越多；另

外，我院近几年导师数量也逐年增加，截止到 2012 年底，我院

博士生导师有 29人，硕士生导师由 214人，同时建有自主招生

资格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我院集中学科优势，采取强强联合

手段，组建航母级学科，使各合作学科之间联系紧密，互动频

繁，科研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随着科研课题数量的增长，实验动物用量也明显增加，实

验动物种类也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动物模型制作也由原来简

单的临床应用向基因修饰模型方向发展。实验动物使用主要是

以啮齿类的大小鼠居多，每年大鼠的用量在 1000只左右，小鼠

使用量维持在 600只左右，其中，包含一部分转基因大小鼠，主

要用于某些疾病致病机理的研究[13]。每年大动物使用量较多，

主要提供给我院全军重点心脏病研究所（由我院心血管内科、

图 1 2008-2012年科研课题种类及项目数

Fig .1 The varieties and the numbers of scientific subjects between 2008 to

2012

图 2 2008年 -2012年涉及动物实验课题及各类课题总数

Fig. 2 the numbers of scientific subjects based on animal experiments

图 3 2008-2012年各类科研课题资助强度

Fig. 3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scientific subjects between 2008 to 2012

图 4 2008-2012年参与动物实验人员学历层次及数量

Fig. 4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numbers of participated experimenters

between 2008 t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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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外科和先心病内科三个科室组成）[14-16]。

3 讨论

3.1 多学科一体化科研中实验动物科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沈阳军区总医院地处沈阳，是东北地区一所大型的三级甲

等医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同时担负着多所医科大

学的教学实习任务，是集医疗、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综合型医

院。近年来，我院科研工作突飞猛进，同时也加大了对科研基础

工作的投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由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充

分认识到医学科研工作是医学进步的重要支撑条件，单纯的重

视医疗工作会陷入发展的误区，造成发展瓶颈。只有医教研工

作同时发展，医院才会取得长足的可持续的发展。没有科研工

作作为基础，就没有对疾病机理的深入理解，就没有医疗和教

学水平的提高。实验动物学是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支撑要素，

实验动物也是科研工作中重要的研究对象，在医学科研工作

中，实验动物是人类疾病承载者，所有的疾病模型只能用实验

动物进行替代。实验动物科是我院科研、教学的支撑系统，实验

动物科的存在和发展为我院科研课题的顺利开展，为科研成果

的顺利取得，为医院人才的培养贡献了巨大力量。

近年来，我院鼓励科研工作进行多学科交叉的融合式发

展，大力支持再生医学的发展，鼓励医学成果转化。实验动物学

科在发展中起到关键的技术支撑作用，是医学进步、医疗技术

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实验动物学也是医疗技术展示中必要的支撑条件，新技

术、新术式的推广，人员培训，新设备的调试都离不开实验动

物。

3.2 实验动物福利及伦理审查制度突显实验动物科学在科研
工作的特殊地位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实验动物科学逐步与

国际接轨，国际上普遍要求对动物实验进行福利及伦理审查
[17]。目前，多数科技发达的欧美国家对科研课题的评审、科研成

果的鉴定及 SCI文章的投稿均要求出具实验动物福利及伦理
审查报告[18]。

我院也积极倡导并逐步完善实验动物福利及伦理审查制

作。成立了实验动物福利及伦理委员会（下称：委员会），每年委

员会对全院涉及动物实验的科研课题进行审查，本着实验动物

“五大福利要求”[19]及动物实验的“3R”原则（reduction, refine-

ment and replacement，减少、优化和替代）[20]，实行“一票否决

制”，对不符合福利及伦理要求的科研项目坚决不予立项。

3.3 完善的实验动物学科建设对科研工作起到服务保障作用

近年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加强了对科室人员的专业基础

知识和专业技术的继续教育，科室每周进行专业知识授课，同

时加强专业英语方面的培训，提高科室技术人员的工作水平。

根据我院实验需求量大，科室实验室展开面积有限的实际情

况，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合理安排实验，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为我院科研工作提供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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