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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人員健康紀錄規範 

05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獸醫師照護、臨床照護管理與預防醫學規範 

06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外科手術、疼痛評估、麻醉止痛及人道安樂死操作規範 
07 [修訂二版]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飼養管理規範 
08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舍設施和材料管理規範 
09 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10 [修訂一版]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舍蟲害防治指引 
11 [修訂一版]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疼痛評估指引 
12 [修訂一版]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人道終點及安樂死方法指引 
13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存活性手術操作指引 
14 國立政治大學核可案件年度執行後存活動物管理規範 
15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血液採集規範 
16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環境豐富化規範 
17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疾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規範 
18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胎兒和新生仔鼠安樂死規範 
19 國立政治大學動物實驗計畫終點評估規範 
20 國立政治大學大小鼠基因型採樣確認規範 
21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單獨飼養原則與處置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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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實驗人員管理規範 
 

108 年 10 月國立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年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 

制定本校各動物舍工作及實驗人員管理之規範，使人員管理標準化。 

 

二、適用範圍：   

1.  動物舍工作人員 

2.  進行動物實驗之研究人員 

 

三、作業規範： 

01.  動物舍應有進出之管制，非工作或實驗人員非經動物舍負責人同意不得進入。 

02.  進入動物舍的人員，皆應於『動物舍人員進出紀錄表』簽名登錄進出之日期和時間。 

03.  每一間動物舍都應有動物的資料表以供紀錄的填寫，包括動物的品種、品系、性別、動物數

目的增減及負責人或聯絡人及聯絡電話等。 

04.  動物舍若有飼養動物，假日週末應安排工作或實驗人員前來照顧。 

05.  每日由輪值人員檢查房舍及動物的情形至少一次，並將檢查結果紀錄於『動物舍每日例行工

作紀錄表』。 

06.  每日檢查每個動物飼養箱（籠）是否都附有水瓶，水瓶內的飲水充足  (至少 1/4)。 

07.  水瓶內的飲水若有不足或有骯髒、阻塞或漏水之情形，予以添加或更換。 

08.  每日檢查每個飼養箱（籠）是否都有適當量飼料。除非實驗之特殊之限制或實驗人員之指示，

應適時補充。 

09.  每日檢查動物籠舍或墊料是否污髒，若是則須加以清理或更換。 

10.  每日檢查地面是否乾淨，若有污穢物則須加以清理。 

11.  每日檢查飼養動物的房間的溫度和溼度是否在適宜範圍內。 

12.  每日檢查照明燈具的光量強度是否在適宜範圍內，是否按照規定時間打開與關閉，以維持規

律的明暗節奏。 

13.  動物房內溫度、相對溼度及光照設定，若發現異常應立即修正，並通知動物舍負責人。 

14.  每週（或每月）檢查空調設備的濾網是否污髒，若是須加以清理或更換。 

15.  每週（或每月）以清潔劑或消毒劑清理地面至少一次，清潔劑或消毒劑的資料應保留以供備

查。 

16.  接收飼料時保存該飼料之資料（批號、製造日期、保存期限等）並依照製造商之指示儲存之。 

 

四、附錄：動物舍人員進出紀錄表、動物舍每日例行工作紀錄表 

 

五、參考資料：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訂定) 

實驗動物管理與使用指南第三版  (擴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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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動物舍人員進出紀錄表 
 

108 年 10 月國立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年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__________                                動物舍負責人：_______                            ___ 

日  期  進  入  時  間  離  開  時  間  人  員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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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動物舍每日例行工作紀錄表 
 

108 年 10 月國立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年第 2 次會議通過 
 

              年                  月                動物舍號碼：                                      負責人員：                                 
例  行  項  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溫    度   
上午                                                               

下午                                                               

濕    度   
上午                                                               

下午                                                               

動物觀察 
上午                                                               

下午                                                               

動物活動力觀察                                                               

清點動物隻數                                                               

異常.死亡動物                                                               

分娩動物                                                               

檢查/添加飼料                                                               

檢查水瓶/添加水                                                               

更換/清洗水瓶                                                               

更換/清洗籠具                                                               

清潔籠架/推車                                                               

清潔水槽                                                               

清潔牆壁/門扇/地面                                                               

確認/調整定時器                                                               

消毒籠架/推車                                                               

消毒地面/走廊                                                               

清潔天花燈具出風口                                                               

房內備品補充                                                               

消毒藥水                                                               

換 IVC/NuAire濾片                                                               

更換 L.F.預濾片                                                               

註記：可依需求增列檢查項目，各項工作執行完成請在欄位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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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人員訓練規範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111 年 2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1 年第 1 次會議修訂 

 
一、目的： 

制定本校動物舍人員訓練之規範，以符合要求。 
 

二、適用範圍： 
1. 動物舍工作人員 
2. 進行動物實驗之研究人員 
3.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委員（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三、作業規範： 
1. 動物舍中從事動物飼養及實驗者，須具相關工作項目訓練認證且合格。 
2. 計畫主持人應定期參加農委會或相關機構辦理之實驗動物照護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並檢具

效期五年內（含）之結業合格證書字號向本委員會核備後方能申請和執行動物實驗計畫。 
3. 實驗計畫主持人應於其接受職務之前，明確告知相關作業規範使其明瞭應注意事項，並簽

署『動物舍人員職務工作說明書』。 
4. 動物舍之新進工作人員應由動物舍負責人（實驗動物計畫主持人）安排合格人員給予相關

訓練，內容應包括動物福祉、飼養管理和實驗操作程序、廢棄物處理、微生物及化學物理性

之危害、及其他工作上可能之危害等，並提供必要之安全防護裝備。 
5. 訓練完成時，應將相關資料記錄於『動物舍人員訓練紀錄表』，經實驗動物計畫主持人認證

簽名後始可進行相關工作。 
6. 未及參加本委員會舉辦之教育訓練認證者，應於半年內取得機構內部之教育訓練認證，或

提供參加外部機構教育訓練課程之證明文件（含結業合格證書字號）。 
7. 本委員會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內容包含動保相關法規、動物之人道對待及使用、個人衛生與

職業安全等的基礎教育訓練，另依各動物舍實驗操作項目所需舉辦實務操作訓練課程。 
8. 本委員會委員於新任時由執行祕書彙整農委會相關法規和本校辦法要點及各項操作規範進

行教育諮詢，任期間亦由執行祕書適時提供相關規範更新資訊。  

 
四、附錄：動物舍人員職務工作說明書、動物舍飼養和實驗人員訓練紀錄表 
     
五、參考資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第三版 (擴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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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人員職務工作說明書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計畫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工作（實驗）人員資料 

姓 名 職 稱 工作內容 連絡電話 

    

    

    

    

    

同  意  書 

本人 
計畫主持人：                        已充分告知 

， 
工作（實驗）人員：                                            已充分瞭解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以及          動物舍所制定之相關法規、規範和操

作程序，經雙方確認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 

立同意書人：               (計畫主持人簽名) 立同意書人：             (工作人員簽名)

立同意書人：             (工作人員簽名)

立同意書人：             (工作人員簽名)

立同意書人：             (工作人員簽名)

立同意書人：             (工作人員簽名)

 



IACUC/NCCU_SOP # 2 

 3

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人員訓練紀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                  
人員姓名：                                                        
訓練項目名稱 訓練執行時間 檢定考核結果 受訓人員簽名 指導人員簽名 

 
 

    

 
 

    

 
 

    

 
 

    

 
 

    

 
 

    

 
 

    

 
 

    

 
 

    

 
 

    

 
 

    

 
 

    

 
 

    

 
 

    

 
動物舍負責人（實驗動物計畫主持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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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人員工作安全規範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 

制定本校動物舍人員健康與安全之規範，以保障及維護人員之健康。 
 

二、適用範圍：  
1. 動物舍工作人員 
2. 進行動物實驗之研究人員 
 

三、作業規範： 
1. 非經動物舍負責人認證簽准之人員禁止單獨進入動物舍從事飼養照護或實驗等相關工作。 
2. 動物舍中禁止進食、抽煙、飲水、使用化妝品。 
3. 進入動物舍工作或實驗，應穿著適當的防護或隔離衣物，離開時脫去。 
4. 動物舍中若有任何危險物品 (如化學性或生物性毒物及放射性物質)時，皆須加以清楚標

示。 
5. 使用危險物質前，須事先做危險性評估，並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若有必要，應安排人員

接受健康檢查或預防之醫療 (如接種疫苗)。 
6. 對於工作中可能接觸到危險性物質的人員，實驗計畫主持人應於其接受職務之前，明確告

知可能之危險狀況，並使其能熟練地操作使用必要之安全防護裝備。 
7. 動物舍中若從事危險性實驗或工作，對於相關人員須提供適合且足夠的教育及訓練。根據

不同危險等級的需要，實驗計畫主持人須提供適合且足夠的防護衣物 (例如隔離衣、褲、口

罩、手套、頭套、安全眼鏡、鞋子、鞋套等)，以及清潔衛生設備。 
8. 對於動物舍中容易發生的傷害，如動物之抓傷、咬傷、尖銳器物之割傷、或對動物而產生

之過敏等情形，須事先建立人員防護以及意外處理之措施，譬如使用適當的保護衣物、器物

或設備，使用正確的保定方法，減少不必要的直接接觸，以及準備適當的醫療藥品等。 
9. 管制藥品的購買、保管、使用、紀錄及申報，皆由計畫主持人擔任管制藥品管理人，遵照

管制藥品相關法規管理之。 
 
四、附錄：動物舍人員訓練紀錄表 
 
五、參考資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第三版 (擴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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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人員訓練紀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                                                   
人員姓名 訓練項目名稱 訓練執行時間 檢定考核結果 受訓人員簽名 指導人員簽名 

  
 

    

  
 

    

  
 

    

  
 

    

  
 

    

  
 

    

  
 

    

  
 

    

  
 

    

  
 

    

  
 

    

  
 

    

  
 

    

  
 

    

 
動物舍負責人（實驗動物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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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人員健康規範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  

制定本校動物舍人員健康檢查規範，以維護人員之健康。 
 

二、適用範圍： 
(一) 動物舍工作人員 
(二) 進行動物實驗之研究人員 
 

三、作業規範： 
1. 動物舍工作人員於到職前應進行健康檢查或提供健康檢查報告，以供評估是否適合其職務，

到職後應依職安法相關規定再進行定期健康檢查。  
2. 工作人員如有健康因素需求應主動告知動物舍負責人調派工作項目內容和時數。 
3. 動物舍工作人員職務上接觸實驗動物遭抓、咬傷時經評估可至醫療機構諮詢是否接受破傷

風預防注射。 
4. 動物舍工作人員接受健康檢查或預防注射後，應將個人健康檢查或預防注射日期及醫療單

位記錄於『動物房人員健康檢查紀錄表』中，並歸檔保存以備查。 
 
四、附錄：動物舍人員健康檢查紀錄表  
 
五、參考資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第三版 (擴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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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人員健康檢查紀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                

姓名 健檢日期 醫療院所 健 康 檢 查 項 目 備註 

     

 
 

    

 
 

    

 
 

    

 
 

    

 
 

    

 
 

    

 
 

    

     

     

註 1：健康檢查項目請自行選填，如：一般性、血液常規、肝功能、腎功能、X 光或其他等。 

註 2：僅需提供健檢收據驗證後退還本人，無需提供健康檢查結果報告。 

 

 

動物舍負責人（實驗動物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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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舍獸醫師照護、臨床照護管理 

與預防醫學規範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110 年 1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0 年第 1 次會議修訂 

 
 

  
一、目的： 

1. 監督用於研究和教學目的之動物福祉和臨床照護。 
2. 監控與提升該動物在整個使用期間和生命階段中的福祉。 
3. 提供一個符合品質照護及倫理標準的動物飼養環境。 

 
二、適用範圍： 

動物舍設施內的所有實驗動物。 
 
三、作業規範： 
（一）獸醫師照護 

1. 本委員會每季（至少）或不定期邀請獸醫師執行巡查作業乙次，動物舍須配合辦理，不得以

任何理由拒絕。 
2. 獸醫師具有巡視所有動物並提出飼養管理改善要求的權限。 
3. 獸醫師具有檢視動物醫療及動物實驗操作紀錄的權限。 
4. 獸醫師對涉及動物的手術計畫及手術照護具有監督權限，實驗計畫人員可向獸醫師提出實驗

動物計畫指導諮詢。 
4. 當動物疼痛或緊迫狀態已超出預期的程度，獸醫師可採取適當措施，必要時得執行安樂死。 
6. 動物舍自行聘請執行前項作業之獸醫師須具備以下資格：（1）獸醫師證書；（2）本市獸醫師

執業執照；（3）在六年內取得 120 學分的規範。 
 
（二）實驗動物醫療照顧應變程序 

1. 動物如有發生『實驗動物疼痛評估指引』或『實驗動物臨床症狀記錄表』之徵狀（死亡狀況

除外）時，飼養照護人員應填寫紀錄和通報動物舍負責人，並與獸醫師聯繫討論適當之處置

方式，所有處置過程皆須記錄存檔。 
2. 上述徵狀如持續多日未改善（或惡化），則應通報獸醫師評估是否以人道方式實施安樂死。 
3. 動物如發生不明原因死亡應通報動物舍負責人，並將屍體單獨裝入感染性塑膠袋中暫存放於

4℃冰箱，聯繫獸醫師評估是否需進行病理解剖。 
4. 動物如發生大規模罹病或異常現象（疑似嚴重疾病或包括人畜共通傳染病），除應通報動物舍

負責人外，須立即通報獸醫師進行檢查或是將樣本送至其它單位檢驗以作確認。如果確認是

人畜共通傳染病，應通報 IACUC 委員會和校環安衛中心，並且視情況需要管制人員進出。後

續處理則由 IACUC 與有關單位會商決定後實施。 
5. 對於災變中無法重新安置或保護的動物應與獸醫師討論以人道方式實施安樂死。 

 
（三）臨床照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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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物應由受過訓練的人員至少每天進行一次觀察，如有疾病、受傷、或異常行為，應填寫『實

驗動物臨床症狀記錄表』。如果動物是處於手術後恢復期、生病或身體有缺陷、或臨近實驗終

點時，則需要增加每日觀察的次數。 
2. 動物健康得依異常狀況分類，以便最需要照護的動物能被優先處置。 
3. 發生緊急健康問題而未能聯絡到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時，獸醫師得依權限採取適當措施以

減輕動物嚴重疼痛或痛苦，必要時得執行安樂死。 
4. 對於經常發生或重大的實驗動物健康問題應回報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所有的

處置及結果都得記錄存檔。 
 
（四）預防醫學 

1. 接收或購進新動物須設隔離觀察區域，若因空間不許可應以適當之區隔方式（例如：放置於

最靠近出入口之籠架層），予以有效的區隔。檢疫區動物之換籠等操作均由不同人員進行。若

人員不足需由同一人操作，則先處理原飼養動物再處理檢疫動物。隔離飼養須觀察一週以上，

確定無感染生病後方可與既有動物混居或進行實驗。 

2. 不同實驗性質的動物分別飼養於不同的房間，例如感染性實驗與一般性實驗。 
3. 動物如顯現出罹患感染性疾病的症狀時，得將其與健康的動物隔離，如果已知或疑似整個房

舍或動物居留設施遭受病原污染時，在進行疾病診斷治療與控制期間，得將該族群動物保留

在原處，狀況未解除前，動物不得進出。 
4. 如果需進行檢疫程序，不同批次運送的動物得分開處理，或在運輸過程中以實體措施將之隔

離，以避免感染物質在不同群體中相互傳染。 
5. 動物因實驗需求移出機構動物舍至外部機構，實驗結束移回時須隔離飼養觀察一週以上，如

有生理行為異狀時則需填寫紀錄於『實驗動物臨床症狀記錄表』並進行安樂死，以避免攜帶

疾病感染其它實驗動物。 
 

四、附錄： 
（一）動物舍獸醫師巡查記錄表 
（二）實驗動物計畫諮詢記錄表 
（三）實驗動物臨床症狀記錄表 

 
五、參考資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第三版 (擴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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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舍獸醫師巡查記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                            動物舍負責人：                 
巡查日期/時間：                 

應改善事項： 
 
 
 
 
 
 
 
 
 
其他建議： 
 
 
 
 
 
 
 
 
 
□通過 

□未通過：限期改善，並以書面資料回覆。 

□未通過：終止本計畫 

 

 獸醫師：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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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計畫諮詢記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                       實驗動物計畫主持人：                 
諮詢日期/時間：                 

參加人員： 
 
 
諮詢問題： 
 
 
 
 
 
 
 
建議改善事項： 
 
 
 
 
 
 

 計畫主持人：                              日期：      年      月      日

 獸醫師：                                  日期：      年      月      日
  



IACUC/NCCU_SOP # 5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臨床症狀記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112 年 8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2 年第 2 次會議修訂 
 

 
 
動物舍編號：                   動物舍負責人：                 
飼養

籠號 
品系 發現

日期 
臨床症狀 發現者 處置方式記錄 

      
      
      
      
      
      
      
      
      
      
      
      
      
      
      
      
      
      
臨床症狀：消瘦、抽慉、打圈、脫毛、花斑毛色、皮膚潰瘍、外傷、尾畸形、尾壞死、皮下腫大、下痢、眼鼻口分泌

物、結膜炎/角膜炎、紅眼症、齒咬合不正、子宮脫出、直腸脫出、其他（請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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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外科手術、疼痛評估、 

麻醉止痛及人道安樂死操作規範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111 年 1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1 年第 1 次會議修訂 

 
一、外科手術 
（一）說明：  

制訂外科手術操作流程需包括下列項目：手術前規劃、人員訓練、麻醉、無菌和手術操作

技術、動物福祉評估、正確使用止痛劑、於手術期間及手術後照護階段全程留意動物的生

理狀態，藉以提高手術成功的機率。  
 

（二）作業規範  
1. 執行手術者應具有農委會委辦之教育訓練課程且合格之證明，未取得前述認證者，須由

實驗動物計畫主持人安排具認證合格人員給予相關訓練，填寫『動物舍人員訓練紀錄表』

送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核備後方可進行相關實驗。 
2. 手術前應就手術程序及成效進行完整評估，成員得包括研究人員、獸醫師及動物照護人

員並得明確列出手術後監測、照護、紀錄保存及人員職責。 
3. 須於計畫申請書中詳細列出使用的麻醉劑及止痛劑，並經獸醫師確認後方可使用。 
4. 所有存活手術應以遵循無菌操作為原則（《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第三版第十六章》）。 
5. 麻醉深度與動物生理功能應有監測及紀錄。 
6. 手術後動物應安置於乾淨、舒適並易於觀察與監測的場所，由受過培訓的人員頻繁的給

予觀察，填寫『存活性手術後照護紀錄表』並予以保存。 
7. 得就手術結果進行持續性的評估，以確信遵循適當的程序與建立及時的改善措施。 

 
二、疼痛評估、麻醉止痛及藥物管理  

（一）說明： 

疼痛是一種緊迫因子，如果無法減緩，就會對動物產生無法忍受的緊迫及焦慮，因此對試驗

動物適切的使用麻醉劑及止痛劑，在倫理與科學上的考量都是必要的。不同物種對疼痛的反

應是不同的，舒緩動物疼痛的基礎在於具備辨識特定物種臨床症狀的能力。 
 

（二）作業規範 
1. 各動物舍應依循《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建立實驗動物疼痛、人道終點及安樂死方

法的評估操作程序。 
2. 所有涉及動物照護及使用業務應遵守國內人醫、獸醫及研究用藥相關法規。 
3. 應依循『實驗動物鎮靜麻醉及止痛藥物參考劑量表』選擇適當的麻醉劑及止痛劑，以符

合臨床、人道與研究需求。 
4. 使用之麻醉劑、止痛劑或醫藥管制藥品須於動物實驗計畫申請時詳列相關之研究文獻。 
5. 痛覺消失發生於手術麻醉期，應在手術進行前確認已達此期。 
6. 麻醉劑和止痛劑應在有效期限內使用，並應以合法方式取得、儲存、登錄使用記錄、棄

置，並應妥善保全。 
7. IACUC 進行查核時得視需要檢閱實驗動物之用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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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道安樂死 

（一）說明： 

人道安樂死是一種人道宰殺動物的動作，此方式可以在無痛苦或焦慮的狀態下迅速將動物導入無

知覺及死亡的狀態。人道安樂死可以被規劃在實驗計畫終止時執行，或者是當止痛劑、鎮靜劑、

或其他治療都無法減輕疼痛或緊迫時所採用的方法。 

 

（二）作業規範 
1. 各動物舍應依動物物種、動物年齡、和實驗目的並依循動物保護法規所列之安樂死指導原

則（農委會《2018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制定人道安樂死操作規範。 
2. 安樂死動物對有些動物照護者、獸醫師和研究人員會造成心理上的壓力，動物舍負責人（實

驗動物計畫主持人）委派工作時應留意此議題。 
3. 動物死亡的狀態應由受過足以辨識該種動物生命終止跡象訓練的人員進行判斷。得使用輔

助性的安樂死方法，以確保動物的死亡。 

4. 安樂死動物隻數應記載於『實驗動物人道犧牲紀錄表』以供查核。 
  
四、附錄：實驗動物鎮靜麻醉及止痛藥物參考劑量表、實驗動物存活性手術後照護紀錄表、實驗

動物人道犧牲紀錄表 

 
五、參考資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第三版 (擴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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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實驗動物鎮靜麻醉及止痛藥物參考劑量表 

 

2022.02. 

表一、小鼠（Mouse）鎮靜、麻醉及止痛藥物參考劑量表  
藥      劑 劑     量 投藥方式 備         註 
動物保定/鎮靜/麻醉前給藥：進行注射、投藥、引起動物焦慮、低疼痛的實驗步驟或短時間保

定時使用  
1 Atropine  0.02-0.05mg/kg  IM,SC    
2 Diazepam(Valium™) 5mg/kg  IP    
3 Acepromazine  0.75mg/kg  IP    
4 Ketamine  20-44mg/kg  IM    
5 Terazol™, Zoletil™  80-160mg/kg  IM,IP    

動物麻醉：進行侵略性實驗、外科手術、或其他引起動物疼痛的步驟時使用。如需進行外科手

術, 動物必須進入手術期麻醉之深度, 研究人員需確認動物已進入適當的麻醉深度（眼瞼反

射、喉頭反射、腳趾反射）, 再進行手術。  
1 Pentobarbital   50-90mg/kg  IP  品系差異性大需注意建議稀釋後

使用  

2 Thiopental  30-50mg/kg  IP  
3 Ketamine  50-200mg/kg  

40-60mg/kg  
IP IM  建議使用於 minor surgery 

  

4 Ketamine/ 
Acepromazine  

100mg/kg K+ 5mg/kg  IP  

5 Ketamine/Xylazine  
  

40-85mg/kg K +  
5-21mg/kg X  
90-120mg/kg K+ 
5-10mg/kg X  

IM,IP  
IM,IP  

Yohimbine (1-2mg/kg IP), 
Tolazoline (20mg/kg IP), Atipamezol 
(1mg/kgSC)為 Xylazine 結抗劑  
如需追加劑量, 使用 1/3 ketamine 
劑量  

6 Ketamine/Xylazine  
  

1.0ml K (100mg/ kg)＋
0.5ml X  
(20mg/ml)＋8.5ml 注
射用水混合,  
0.1ml/10g  

IP  同上

7 Ketamine/ 
Medetomidine  

0.38ml K (100mg/ 
kg)+0.5ml M(1mg/ml) + 
4.12ml 注射用水混 
合, 0.1ml/10g  

IP  Atipamezol (1mg/kgSC) 為
Medetomidine 結抗劑  

8 Fentanyl/Fluanisone(
HypnormTM)/ 
Midazolam  

Fentanyl/Fluanisone :1 
注射用水:2  
Midazolam:1 混合,   
0.1ml/10g  

IP  Buprenorphine, Butorphanol
tartrate 為結抗劑  

9 Halothane, 
Isoflurane,  

誘導 4-5%, 維持麻醉 
1-3%  

IH  於抽氣櫃內或通風良好處使用

10 Sevoflurane  誘導 5-8%, 維持麻醉 
2.5-4%  

IH  於抽氣櫃內或通風良好處使用

  初生仔鼠（尚未長毛者）麻醉： Pentobarbital 5mg/kg, IP; Halothane; isoflurane; 低溫麻

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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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藥: 品系差異性大，需注意  
1 Morphine  2-5mg/kg, q4h  SC,IP  
2 Oxymorphine  0.15mg/kg, q4h  IM  
3 Butorphanol tartrate 

(Torbugesic™)  
1-2mg/kg, q4h  
2.5-5mg/kg, q2-4h  

SC  

4 Buprenorphine(Bupre
nex™)  

0.05-0.10mg/kg, q8-12h 
2.0mg/kg, q12h  

SC,IP  
  

注射劑不得作為口服藥劑使用

5 Ketorolac  0.7-10mg/kg, q24h  PO  
6 Carprofen  5mg/kg, q24h  SC  
7 Meloxicam  1-2mg/kg,   SC  

IV : 靜脈注射, IM : 肌肉注射, SC : 皮下注射, IP : 腹腔注射, PO : 口服, IH : 吸入性, qXh : 每 X 小
時投藥  
  
表二、大鼠（Rat）鎮靜、麻醉及止痛藥物參考劑量表  
藥        劑  劑     量  投藥方式  備     註  
動物保定/鎮靜/麻醉前給藥：進行注射、投藥、引起動物焦慮、低疼痛的實驗步驟或短時間保

定時使用  
1  Atropine  0.04-0.1mg/kg  IM,SC    
2  Diazepam(Valium™)  0.5-15mg/kg  IP    
3  Ketamine  22-50mg/kg  IM    
動物麻醉：進行侵略性實驗步驟、外科手術、或其他引起動物疼痛的步驟時使用  
1  Pentobarbital   30-40mg/kg  

30-60mg/kg  
IV  IP  以低卡路里飼料飼養的公鼠需使

用較高劑量  
重複注射時, 會產生抗藥性  

2  Thiopental (2.5%)  30-100mg/kg  
30mg/kg  

IP IV  

3  Ketamine  100-200mg/kg  
50-100mg/kg  

IP IM  建議使用於 minor surgery 
  

4  Ketamine/Xylazine  50-100mg/kgK+10mg/kgX 
  

IM,IP  
  

Yohimbine(1-2mg/kgIP),Tolazoline(
20mg/k gIP), Atipamezol 
(1mg/kgSC)為 Xylazine 結 
抗劑  
如需追加劑量, 使用 1/3 
ketamine 劑量  

5  Terazol™,Zoletil™  40mg/kg  
20mg/kg  

IP IM  測量麻醉深度之檢查如眼瞼反

應、腳趾、喉頭反射等, 在使用

此藥劑時不適用  

6  Zoletil/Xylazine  20-40mg/kgZ+5-10mg/kg
X  

IP  測量麻醉深度之檢查如腳趾反

射, 在使用此劑量時不適用, 需
注意  

7  Ketamine/ 
Medetomidine  

60-75mg/kgK  
+0.25-0.5mg/kgM  

IP  

8  Fentanyl/Fluanisone(
HypnormTM)/ 
Midazolam  

Fentanyl/Fluanisone :1  
注射用水:2  
Midazolam:1 混合,   
2.7-4.0ml/kg  

IP  Buprenorphine, Butorphanol 
tartrate 為結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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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hloral hydrate（5%） 300-500mg/kg  IP  建議經動物實驗管理委員會審查

同意,確定有其科學研究之需求

與依據,才得以使用本藥劑  
此藥劑對腹腔刺激性強,易造成

腹膜炎及胃腸道異常蠕動,需注

意  

10  Halothane, 
Isoflurane,  

誘導 4-5%, 維持麻醉 
1-3%  

IH  於抽氣櫃內或通風良好處使用

  Sevoflurane  誘導 5-8%, 維持麻醉 
2.5-4%  

IH  於抽氣櫃內或通風良好處使用

11  初生仔鼠（尚未長毛者）麻醉：Pentobarbital 5mg/kg, IP; Halothane,isoflurane; 低溫麻醉  

止痛藥  

1  Morphin  1.5-6mg/kg, q2-4h  SC  
2  Butorphanol tartrate 

(Torbugesic™)  
1-2mg/kg, q4h  
2.5-5mg/kg, q2h  

SC  

3  Buprenorphine(Bupre
nex™)  

0.01-0.05mg/kg  SC,IP  注射劑不得作為口服藥劑使用

4  Ketorolac  3-5mg/kg, q12-24h  
1 mg/kg, q12-24h  

PO  IM  

5  Carprofen  5mg/kg, q12h  SC  
6  Meloxicam  1 mg/kg,q24h  SC,PO  
IV : 靜脈注射, IM : 肌肉注射, SC : 皮下注射, IP : 腹腔注射, PO : 口服, IH : 吸入性, qXh : 每 X 小
時投藥  
 
參考資料:  
BVAAWF/FRAME/RSPCA/UFAW Joint Working Group on Refinement. 2003. Lab Animals. 37 (Suppl.1)  
C. Terrance Hawk et. al., 2005. Formulary for Laboratory Animals. 3rd edi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Dennis F. Kohn. et.al., 1997. Anesthesia and Analgesia in Laboratory Animals. Academic Press.  
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08. Guidelines to Promote 
the Wellbeing of Animals Used for Scientific Purposes. Assessment and Alleviation of Pain and Distress 
in Research Animals. Available at: www.nhmrc.gov.au.  
NIH Anesthesia and Analgesia Formulary. 2005. N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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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存活性手術後照護紀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計畫編號：                                    計畫主持人：_______              ___ 
計畫名稱：                                                                         

日期 
動物 

編號 
手術名稱 

術 後 觀 察 
照護觀察人員 

術後活動力 止痛藥（種類劑量）抗生素（種類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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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人道犧牲紀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__________                實驗動物計畫主持人：_______              ___ 
 

日期 動物品系 動物隻數 動物總重量（Kg） 人道犧牲方式 操作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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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飼養管理規範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111 年 2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1 年第 1 次會議修訂 

112 年 8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2 年第 2 次會議修訂 

 
 
一、目的： 

1. 提供動物一個潔淨、舒適、人道的飼養環境。 
2. 避免動物遭受非實驗因素之感染或污染。 
3. 對研究人員提供健康的動物，並以完整的動物照料程序支持科學研究。 

 
二、適用範圍：實驗動物飼養人員和實驗研究人員。 
 
三、作業規範： 
（一）動物飼養區域與辦公室及人員休息進食區應訂定適當的區隔。 

1. 動物舍需管制進出，非工作或實驗人員不得擅自進入。 
2. 進入動物舍，人員須穿著實驗衣物，離開時將實驗衣物脫下。 
3. 凡進入動物房的人員，應簽名於紀錄表，並登錄進出的時間。 
4. 動物舍中禁止進食、抽煙、飲水、使用化妝品。 
5. 進入人員休息室時，人員應脫下實驗衣、手套、口罩等個人防護用具，清洗雙手後進入。 

 
（二）動物資料的紀錄及檔案管理 

1. 動物設施內之所有實驗動物的引進繁殖、檢疫健康監測、環境監控、疾病診治、死亡等紀錄皆須完整保存至少 5 年。 
2. 繁殖動物須有繁殖品系和隻數的監控紀錄，所有資料皆須完整保存至少 5 年。 

 
（三）動物依品種、來源或實驗訂定適當的區隔 

1. 不同品種的動物分別飼養於不同的房間。若因空間不許可，則準備適當的設備或區隔方式，予以有效的區隔。 
2. 接收或購進新動物須設隔離觀察區域，確定無感染生病後再移入飼養房。若因空間不許可則準備適當的設備或區隔方

式，予以有效的區隔。 
3. 保存新進動物的資料（包括來源或廠商、接收日、品種、品系、性別、數量、出生日等）至少 5 年以供備查。 
4. 動物應依種原、繁殖或科學應用等用途，適度區隔飼養空間分別進行管理。 
5. 不同實驗性質的動物分別飼養於不同的房間，例如感染性實驗與一般性實驗。 
6. 每一飼養籠的動物飼養隻數上限需符合附錄一之表一的規範。 

 
（四）動物的取得 

1. 所有動物應都依法律規範合法取得執行。取得動物之相關紀錄及表格文件都得妥善保存。 
2. 動物使用及獲取應依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核准之動物使用方式及數量為之，並得評估供應者的動物品質。 
3. 在取得動物之前，研究人員得先確認有足夠的設施及專業人員來飼養和管理所取得的動物。 
4. 需評估動物供應商所提供的動物品質，得要求提供動物族群或個體的遺傳與健康監測報告。 
5. 新進動物在使用前應有一段生理、心理、及營養條件的適應期（以一週為原則）。 
6. 動物引進數量需填寫於《實驗動物引進數量統計表》以供 IACUC 查核。 
7. 自行繁殖實驗動物須依據計畫申請內容執行並填寫《實驗動物自行繁殖數量統計表》以供 IACUC 查核。 
 

（五）動物識別 
1. 動物到達第一天，須加以辨識。 
2. 所有動物分龍放置，每籠皆須製作標示卡片，記載籠內動物的資料，包括動物品種、品系、來源（或供應商）、性別、

數量、出生日期、接收日期及實驗人員姓名、飼養需求或實驗摘要等。 
3. 齧齒類辨識法，可用苦味酸染黃毛髮、剪耳洞、尾巴記號。 

 
（六）動物的活動力或習性等評估 

1. 每日進行動物的數目清點，是否有逃脫動物，並記錄於《實驗動物進出紀錄表》上，每月繳交 IACUC 存查。 
2. 每日檢查動物的糞便和尿液是否正常、動物的外觀和行為是否正常。如發現有瀕死或已出現嚴重臨床症狀的動物需填

寫紀錄於《動物臨床症狀記錄表》，或懷疑動物有人為或實驗因素所導致之不正常的情形，皆應通知動物舍負責人或獸



IACUC/NCCU_SOP # 7 

 

醫師，必要時可將動物先加以隔離，或採取緊急處置措施。  
3. 得將不同健康狀態或物種的動物進行隔離（以避免疾病傳播，並排除因不同物種間的衝突而引發之焦慮或造成動物生

理及行為上的變異。 
4. 如發現死亡動物時，應將動物屍體移出籠外並記錄於《實驗動物生病或死亡紀錄表》上，儘速通知相關人員和動物舍

負責人或獸醫師，不可任意丟棄。 
5.《實驗動物生病或死亡紀錄表》應於獸醫師巡檢時主動出示，交由獸醫師簽核。 
 

（七）動物的運輸 
1. 動物運輸應遵守國內、外動物運輸相關法規，以確保動物的安全和福祉。 
2. 運輸過程中得提供適當等級的裝載及卸載設施和生物保全措施，以維護動物福祉及人員安全。 
3. 進行不同場所或機構間動物移動作業時，需事先進行執行規劃及協調的工作並備妥相關文件，以縮短運送及接收程序

之時間。 
4. 運輸工具需有恆溫空調設備，以減少動物在運輸中對於過熱或過冷天氣之反應及不適。如果運輸期間超過 6 小時以上，

則須添加足量飲水及飼料。 
5. 運輸容器一定要能提供動物舒適安全環境及防逃設施，並加上一層特殊濾網的容器蓋以防止外界微生物的污染。在運

輸之中，運輸容器亦要有足夠的通風。  
6. 需運送動物至外部機構進行實驗須事先填寫『實驗動物移出機構申請表』向 IACUC 申請核備。 

 
（八）動物退休、再應用或轉讓 

1. 當不再執行計畫時，若有存活動物，計畫申請人必須主動回報本委員會。 
2. 實驗動物在實驗程序結束時，對於應用後福利受到影響的動物應予以人道處置（euthanasia），未曾進行實驗之安養動

物仍須遵循飼養相關規範。 
3. 動物有下列狀況者，不得再次使用於科學應用： 
（1）若無科學依據，已進行主要存活性手術操作之實驗動物不得成為另一項主要存活性手術計畫之動物。 
（2）動物在先前研究中產生嚴重或是慢性疼痛、或是導致動物在維持正常生理、或是面對壓力來源的能力有明顯的改

變。 
（3）動物的再應用案件連同先前試驗，造成動物承受超過單一個體可承受的疼痛不適程度。 

4. 若為多年期計畫的動物再應用，可將動物移至下個年度使用，但必扣除當年度的核准動物使用數量。 

5. 後續若轉供其他計畫或新計畫之用，至遲須於原計畫結束後 3 0 日內提動物實驗變更或新計畫申請，在未得到委員會

同意前不得執行使用。 
6. 機構內非同一計畫主持人間之動物轉讓須雙方簽署變更申請書提送審議，跨機構動物轉讓須經雙方「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或小組」同意方可執行。 
7. 轉供其他計畫或新計畫再應用之申請案應提供該動物之年齡、健康狀態、於原計畫中遭受疼痛與緊迫的強度、實驗侵

入性程度、採血量、測試物質投予次數等資訊，供獸醫師和審查委員評估審議。經審核同意且須待動物狀況自先前試

驗中恢復後始可開始進行。 
8. 具基因轉殖特性之動物若需進行保種繁殖應提變更申請案，提供包括：繁殖公、母鼠之基因型，子代保種鼠之基因型，

以及繁殖鼠淘汰時機和非保種基因型之子代鼠處置方式等資訊，供獸醫師和審查委員評估審議。 
 
（九）動物飼料、飲用水、墊料的供給或更換 

1. 每日檢查是否每個動物籠都有足夠的飼料和飲水，除非實驗的特殊限制，不足時應適量添加。 
2. 水瓶的更換頻率：小鼠為每週至少 1 次，大鼠和倉鼠為每週至少 2 次。 
3. 每日檢查飲水頭是否有漏水或堵塞情形。 
4. 每日檢查動物籠舍或墊料是否污髒，需要時加以清理或更換。動物墊料（糞盤）更換頻率：每週至少 2 次。 
5. 週末例假日應安排值班人員前來照顧。若遇颱風等特殊情況，應事前做好準備工作，確保滿足動物的基本需求。 
6. 值班人員每日檢查房間及動物的情形至少一次，並將檢查結果寫於《動物舍每日例行工作紀錄表》，每月繳交 IACUC 存

查。 
 
（十）蟲害防治執行 

1. 飼料儲藏室和垃圾間周邊放置捕鼠籠、蟑螂餌或蟑螂屋，並定期更新。 
2. 設施進出口安裝補蚊燈和除塵腳踏板。 
3. 動物房內外的蟲害防制，無論自行進行或委外處理，皆須保留相關紀錄及所使用除蟲劑的資料以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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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飼養環境的溫度、濕度、通風、照明、噪音控制 
1. 每日檢查飼養動物的房間的溫度和溼度是否在適宜範圍內，空調的送風和排風是否正常。若發現異常則通知修繕人員

前來修正（附錄一之表二）。 
2. 每日檢查燈具的量度是否在適宜範圍內，是否按規定時間開啟與關閉，若使用定時器設定時間，須注意時間設定是否

正常（12 小時光亮/12 小時黑暗）。若發現異常則須修正。 
3. 定期測量動物飼養房噪音值。若發現異常則評估噪音來源並修正。 

 
（十二）飼養環境的清潔衛生。 

1. 整理及清潔動物飼養室、準備室及走廊的地板和門扇、擦拭飼育架台車等，每週至少二次。整理及清潔動物飼養室的

牆壁、天花板和燈具等，每月至少一次。 
2. 更換或清理動物飼養籠污穢的墊料，每週至少二次。 
3. 更換吊籠或籠架台車等，每月至少一次。 
4. 清潔工作中使用的所有清潔劑、消毒劑或化學藥劑，須遵守使用方法，最後以清水洗淨，並保留該物品的資料及購買

紀錄備查。 
 
（十三）動物排洩物或廢棄物清理 

1. 動物舍產生的無害性廢棄墊料應收集在加蓋可密封的垃圾桶內，由清運車送往合格場域處理。 
2. 感染性廢棄墊料應經蒸氣高壓滅菌送出後，即可依無害性廢棄墊料以上述方式處理。 
3. 動物舍產生的其他廢棄物，如手套、針筒等，則依據相關法規分類後聯絡合法廠商清運處理。 

 
（十四）動物屍體處理 

1. 經解剖檢查或自然死亡的動物屍體，得暫存在-20℃以下冷凍櫃內至一定數量，再聯絡合法廠商予以搬運及焚化處理。 
2. 放置動物屍體時，應記錄相關資料 (如時間、動物品種、重量及使用人等) 於動物屍體紀錄表中。 
3. 感染性動物屍體經高溫高壓滅菌後，可依無害性動物屍體以上述方式焚化處理。 

 
四、附錄： 
（一）嚙齒類動物之建議飼養空間和適當溫度範圍 
（二）動物舍每日例行工作紀錄表 
（三）實驗動物進出紀錄表 
（四）動物臨床症狀記錄表 
（五）實驗動物生病或死亡紀錄表 
（六）實驗動物引進數量統計表 
（七）實驗動物移出機構申請表  

（八）實驗動物自行繁殖數量統計表 
 
五、參考資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第三版 (擴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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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嚙齒類動物之建議飼養空間 

 
 
 
 

表二  實驗動物飼養的適當溫度範圍 
 

 
 
 
 
 
 
 
 
 

 
 

動物 體重(公克) 地板面積/動物(平方公分) 高度(公分 a)

小鼠 

<10 38.71 12.70

10-15 51.62 12.70

16-25 77.42 12.70

>25(b) 96.78 12.70

大鼠 

<100 109.68 17.78

100-200 148.40 17.78

201-300 187.11 17.78

301-400 258.08 17.78

401-500 387.12 17.78

>500(b) 451.64 17.78

倉鼠 

<60 64.52 15.24

61-80 83.88 15.24

81-100 103.23 15.24

>100(b) 122.59 15.24

天竺鼠 
≦350 387.12 17.78

>350(b) ≧651.65 17.78

註：a.自籠底至籠頂 
b. 高度較大的動物其空間需求會增加

動  物 溫 度（℃） 溼度（％）

小鼠、大鼠、沙鼠、倉鼠、

天竺鼠 
20-26 30-70 

兔 16-22 30-70

貓、狗、靈長類 18-29 30-70

農場動物、禽類 16-27 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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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每日例行工作紀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年         月        動物舍號碼：                   負責人員：                 
例 行 項 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溫  度  
上午                                
下午                                

濕  度  
上午                                
下午                                

動物觀察 
上午                                
下午                                

動物活動力觀察                                
清點動物隻數                                
異常.死亡動物                                

分娩動物                                

檢查/添加飼料                                

檢查水瓶/添加水                                

更換/清洗水瓶                                
更換/清洗籠具                                
清潔籠架/推車                                

清潔水槽                                
清潔牆壁/門扇/地面                                
確認/調整定時器                                
消毒籠架/推車                                
消毒地面/走廊                                

清潔天花燈具出風口                                
房內備品補充                                
消毒藥水                                

換 IVC/NuAire 濾片                                
更換 L.F.預濾片                                

註記：可依需求增列檢查項目，各項工作執行完成請在欄位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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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進出紀錄表（    年）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               計畫主持人：                   

日 期 
（月/日） 

異動動物品系 異動 異動後  
計畫同意書編號 

 
簽名 進入 

隻數 
送出 
隻數 

原因 總隻數 飼養（籠）

總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備註： 
1. 異動原因例如：購入(P)、受傷移出(H)、死亡(D)、實驗犧牲(S)…。 
2. 各計畫負責人請分張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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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生病或死亡紀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號碼：                負責人：                 

日期 
(月/日) 

動物品系.生日.性別.數量 動物異常狀況 (生病/死亡) 飼養負責人/實驗執行人 計畫主持人 獸醫師處理 /通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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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臨床症狀記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112 年 8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2 年第 2 次會議修訂 
 

 
 
動物舍編號：                   動物舍負責人：                 
飼養

籠號 
品系 發現

日期 
臨床症狀 發現者 處置方式記錄 

      
      
      
      
      
      
      
      
      
      
      
      
      
      
      
      
      
      
臨床症狀：消瘦、抽慉、打圈、脫毛、花斑毛色、皮膚潰瘍、外傷、尾畸形、尾壞死、皮下腫大、下痢、眼鼻

口分泌物、結膜炎/角膜炎、紅眼症、齒咬合不正、子宮脫出、直腸脫出、其他（請註記） 
 
  



IACUC/NCCU_SOP # 7 

 

國立政治大學    年實驗動物引進數量統計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計劃核准編號：                    
二、計劃名稱：                                                                       
三、計畫核准品系及數量：                                                              
四、動物飼養地點：                       

月份 動物別/品系 引進數量 動物來源 累 計 引 進 數 量 累 計 存 活 數 量  飼 養 管 理 人 簽 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飼 養 管 理 人 逐月填寫簽名後並於每季第一月 5 日前繳交掃瞄電子檔至 IACUC 存收，年度結束送交計畫主持人簽名後並於次

年 1 月 5 日前繳交掃瞄電子檔至 IACUC 存收。 

每月動物來源：外購 (國內繁殖場、國外進口請說明動物來源單位之名稱)  

累計引進數量：該計畫截至當月份向外部機構購買引進之動物總數。 

累計存活數量：該計畫截至當月安養於該動物舍內之動物總數。 

存活動物若轉讓供其他計畫使用者，應先評估動物狀況，並提計劃更申請表送 IACUC 審查，審查未通過前不得移用。 

 

以上所填資料完全屬實 

                   計劃主持人簽名               填報日期        

  



IACUC/NCCU_SOP # 7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移出機構申請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實驗計畫編號：                實驗計畫主持人：                
實驗計畫名稱：                                                    
 
移出原因： 

 

移往機構： 

 

移出期間（日期/時間）： 

 

運輸方式：（請詳述） 
 

 

 

 

 

移回日期/時間： 

 

移回後之處置方式：（隔離防疫措施） 

 

 

 

運輸人員：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註記：必要時得經獸醫師評估同意方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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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年實驗動物自行繁殖數量統計表 
 

111 年 1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1 年第 1 次會議通過 

 

一、計劃核准編號：                    
二、計劃名稱：                                                                       
三、核准數量：                                                             
四、動物繁殖飼養地點：                       

配種

日期 
動物品系 

(含基因型) 
親代

編號

(♂) 

親代

編號

(♀) 

繁殖

代數

(♀) 

分娩

日期 
分娩

隻數

死 亡

隻 數

淘 汰

隻 數

科 學

應 用

隻 數

保種繁

殖隻數

(♂/♀)

補 充 註 記 欄 位  繁 殖 人

員 簽 名

             

             

             

             

             

             

             

             

             

             

             

             

             

             

             

             

             

             

             
1. 核准數量：以申請書之附錄一為基準，包括附錄一所描述之種公鼠、種母鼠數量和子代數量。 

2. 分娩隻數：依申請核准繁殖方式所記載之第一時間點觀察紀錄的隻數。 

3. 死亡隻數：不可規責之因素，如：遭母鼠遺棄（或吞噬）、無法自行吸乳、基因缺陷致死率高等，於補充註記欄位說明。 

4. 淘汰隻數：不符計畫內容之實驗設計，如：基因型或性別不合等，於補充註記欄位說明。 

5. 子代供科學應用或保種繁殖之數量請分別登錄。 

6. 若為 1 配多如 1 公 X 2-3 母，可在表格上標示匡列同一群。                       

計劃主持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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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舍設施和材料管理規範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 

1. 訂定硬體和儀器設備之使用保養維護、蚊蠅及害蟲防治等相關標準程序。  
2. 有效掌握庫存量，避免匱乏，維持實驗動物飼養管理所需。 

 
二、適用範圍： 

實驗動物飼養、器材物品存放、動物實驗操作等區域。  
 
三、作業規範： 
（一）動物飼養區域 

1. 動物設施應具備適當的保全系統及門禁管制，以控管人員、車輛、物品進出。。 
2. 動物舍門框得有足夠的寬度以方便籠架及設備進出；門扇與地面和門框的縫隙都應有隔

離設施，以避免害蟲侵入或動物逃脫。 
3. 空調系統須具備調節或維持環境恆溫恆濕的能力，得提供動物舍每小時10~15次的換氣率

以維持良好的空氣品質，並應定期施行校正作業。 
4. 當停電時得有備份電力供應系統或緊急發電系統，以便讓關鍵性設施或支援性功能得以

持續運作。 
5. 照明系統得以定時裝置控制，並得定期檢視系統性能，以維持並提供正常的光照週期與

照明；在較潮濕或用水量較大的區域，得使用具防潮功能的開關及插座，及接地斷電跳

脫之保護設備。 
6. 噪音控制得留意由設備所產生之聲響對動物之干擾。 
7. 震動控制需嘗試去確認所有震動來源，得以震動防制措施來隔絕或減輕。 

 
（二）飼料、飲水和墊料 

1. 應每日提供動物具適口性且無污染的食物，以滿足動物營養與行為需求。 
2. 動物應能依其需求獲得適合飲用且無污染之飲水。 
3. 應使用充足之墊料，以確保動物在墊料更換間隔內都能保持乾爽。 
4. 得要求飼料供應商提供有關飼料主要成分的定期分析資料。在接收飼料時，應檢查飼料

包裝的完整性。應掌握每批到貨的數量，並注意存貨的調整，以便先購進之飼料先使用。 
5. 開封使用的飼料和墊料皆須註記開封日期，須置於桶中並確認桶蓋閉合。 
6. 儲放未開封的飼料和墊料應有防潮和蟲害防治之措施，且存放區應與飼養區分隔。 

 
（四）外科手術區域 

1. 實施外科手術應以無菌操作為原則，可降低動物在操作中被微生物感染之機率，繼而會

影響到手術之成功及實驗之結果。 
2. 外科手術應設置於與其它活動分開之指定專用場所，以減少非相關人員之進出。必要時

得以活動隔板設施區隔空間，依消毒滅菌程序清潔該區後方得實施。 
3. 手術器械與耗材皆須經適當滅菌方式消毒後方得使用。 
4. 使用液體殺菌藥水處理時，要注意充足的浸泡時間，浸泡過之物品在使用前則務必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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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滅菌水或生理食鹽水徹底沖洗乾淨。 
5. 使用乾熱或珠子滅菌方式有效且方便，但須注意使用前應充份降溫以免造成動物組織的

燙傷。 
6. 手術過程中相關器械不應重複施用於不同動物個體，如有需要須以乾熱或珠子滅菌方式

處理後方可續用。 
 
（五）廢棄物和屍體貯存區域 

1. 所有廢棄物或屍體應依相關法規定貯存、清除及處理，涉動物傳染病之實驗動物應特別注意

其相關防疫處理規定，以避免造成疫情傳染擴散等危害。 
2. 應有不受害蟲侵入之專屬存放區域，若需使用冷藏設備存放，則應使用設有專門標示的

專用冰箱、冰櫃、或冰庫，此一設備得可方便進行消毒作業。 
3. 廢棄物或屍體須以專屬塑膠袋密封，袋外應明確標示動物舍編號、使用人、內含物和重量

等資訊，並填寫紀錄於『實驗動物人道犧牲紀錄表』。 
 
四、附錄：實驗動物人道犧牲紀錄表 
 
五、參考資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第三版 (擴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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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人道犧牲紀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__________                實驗動物計畫主持人：_______              ___ 
 

日期 動物品系 動物隻數 動物總重量（Kg） 人道犧牲方式 操作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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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 

制定本校實驗動物舍發生緊急事故時應採取的應變措施，以降低使用人員和實驗動物的傷害及

損失。 
 
二、適用對象： 

（一）動物舍之使用人，（二）實驗動物 
 
三、適用時機： 

（二）人員受傷、停電、颱風水災、地震、火災等災害或其他意外發生時。 
 
四、作業規範： 

1. 意外事件之應變皆以人員安全處理為優先原則，事件後需注意動物之安撫與處置，凡因事故

導致嚴重受傷之動物，皆以安樂死處置。 
2. 發生人員受傷事故時，盡速撥打 110 或 119 報警請求支援或救護車協助，並於 12 小時內通

報校內相關單位。 
3. 停電：停電後應維持動物舍之部分空調或通風設備。若沒有緊急發電設備，則需打開動物房

間門窗以維持必要之通風，並通知相關人員前來處理。 
4. 颱風、水災：警報發布後，需巡視清掃疏通排水溝和屋頂排水孔，加強固定門窗玻璃減少颱

風或豪雨造成災情。動物舍外圍若發生水災，則設法阻止浸水或排除滲水或移動動物籠具，

以免動物遭受淹水之虞；若情況嚴重，須注意人員及動物之逃生，仍以人員之逃生為第一優

先，並依學校災害通報處理程序通報淹水狀況。 
5. 地震：地震發生時就地避難或盡速疏散置空曠處，地震過後確定沒有餘震後才進行災情勘查，

若人員受傷則緊急送醫，查看動物舍受損和動物傷亡情形，依學校災害通報程序處理。 
6. 火災：發現火警發生時高聲呼喊「火災 火災」或按下火警報知器通報附近人員，在人員安

全優先原則下選取消防器材進行滅火或盡速退離火場，並立即撥打 119 報請消防救援和通報

動物舍人員以及校內相關單位。若火警濃煙僅限於小部份區域，在不傷害人員健康及安全之

原則下，將動物撤出移至走廊或其他無災害區域。 
7. 其他意外（如：失竊、遭人入侵破壞等）：事故發生時以保障人員安全為第一優先，須保全

現場證據立即通知駐警隊和警局人員到場完成報案程序，如有需要可將動物移至非事故區

域。 
8. 各類事故處理結束後須填寫回報單擲交本委員會存參。若事故導致動物受傷或死亡，動物舍

負責人應主動在事件發生後 12 小時內通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受理後啟動行政調查，並將

調查結果和處置方式列入會議紀錄呈報機構負責人。 
9. 學校災害通報程序： 

(1) 警衛室：29387999 
(2) 校安中心：29387132 
(3) 總務處環安組：29387026 
(4) 神經科學研究所辦公室：29393091 #6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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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理學系辦公室：29393091 #62981 
 

五、附錄： 
（一）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停電事件回報單 
（二）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地震事件回報單 
（三）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颱風事件回報單 
（四）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意外事件通報單 
（五）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意外事件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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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停電事件回報單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                    計畫主持人：                       

停電日期/時間：                      （公告時間或電力供應出現異常時間） 
 

（一） 
實驗動物存活狀態 
（依品系分別填寫） 

死亡隻數 
（無則填 0） 

停電期間 
檢查時間 

（日期/時分） 

停電期間 
檢查人員 
（簽名） 

復電後 
檢查時間 

（日期/時分） 

復電後 
檢查人員 
（簽名） 

 品系 籠數 隻數 隻數     

1         

2         

3         

4         

5         

 
（二） 設備使用狀況 正常 異常 無法排除異常時之動物處置方式 

1 通風與空調系統運作    

2 照明器具（光週期控制）運作    

3 供應飼料及飲用水之裝置運作    

 

動物舍（計畫）負責人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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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颱風事件回報單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                    計畫主持人：                       

颱風日期/時間：                      （人事行政單位公告停班停課時段） 
 

（一） 
實驗動物存活狀態 
（依品系分別填寫） 

死亡隻數 
（無則填 0） 

檢查時間 
（日期/時分） 

檢查人員 
（簽名） 

 品系 籠數 隻數 隻數   

1       

2       

3       

4       

5       

 
（二） 設備使用狀況 正常 異常 無法排除異常時之動物處置方式 

1 建物淹（漏）水（若無請勾選正常）    

2 通風與空調系統運作    

3 照明器具（光週期控制）運作    

4 供應飼料及飲用水之裝置運作    

 

動物舍（計畫）負責人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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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動物舍地震事件回報單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動物舍編號：                    計畫主持人：                       

地震日期/時間：                    （中央緊急警報發佈時間） 
 

（一） 
實驗動物存活狀態 
（依品系分別填寫） 

死亡隻數 
（無則填 0） 

檢查時間 
（日期/時分） 

檢查人員 
（簽名） 

 品系 籠數 隻數 隻數   

1       

2       

3       

4       

5       

 
（二） 設備使用狀況 正常 異常 無法排除異常時之動物處置方式 

1 建物結構（請先目視判斷）    

2 通風與空調系統運作    

3 照明器具（光週期控制）運作    

4 供應飼料及飲用水之裝置運作    

 

動物舍（計畫）負責人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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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舍意外事故通報單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單位名稱                   院(中心)                 系(所)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通報人 姓名︰                 、聯絡電話 (或分機)︰                

通報事項 

(12小時內通報) 

□ 1. 天災事故或人為疏失導致實驗動物死傷 

□ 2. 外力入侵破壞造成實驗動物死傷（須檢附轄區警局正式立案證明文件） 

現場災害 

概況 

1.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2. 發生場所︰                  動物舍 

3. 動物舍負責人︰                  、聯絡電話 (或分機)︰           

4. 事件說明︰                                                    

現場概況、發生經過 (人、事、物) 處理情形 

  

5. 動物死傷︰□無  (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列)          
品系 死亡 (隻數) 受傷 (隻數) 受傷狀態 備註 

     

     

     

     

     

6. 其他說明︰ 
 

會同處理 
單位 

□ 校駐警隊      □ 校環安中心      □ 轄區警局 

□ 其他：                                        （請自填） 

動物舍負責人：                 （親簽）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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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舍意外事故調查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單位名稱︰                    院(中心)                  系(所) 

災害類型  □ 1.水災 (淹水)   □ 2.颱風   □ 3.地震   □ 4.爆炸   □ 5.火災   □ 6.冒煙 
 □ 7.停電   □ 8.外力入侵   □ 9.其他：                       （請自填） 

現場災害 

概況 

 1.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2. 發生場所︰             動物舍 

 3. 動物舍負責人︰               聯絡電話︰           、 

 4. 事件過程︰ 

 

災害發生原

因分析 

 1. 直接原因︰ 
 
 
 2. 間接原因︰ 

 (1) 環境/設備安全性︰ 
 
 
 (2) 人員操作正確性︰ 

 
 

 3. 基本原因︰ (制度面/管理面、ex:教育訓練、標準作業流程等) 
 
 

應改善事項  

 IACUC 執行秘書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IACUC 召集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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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舍蟲害防治指引 
110年1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110年第1次會議通過 
112年8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112年第2次會議修訂 

 
一、目的： 

1. 預防、控制或消除存在或侵入動物飼養環境的害蟲。 
2. 確保動物於飼養環境中不受蟲害之侵擾與感染。 

 
二、適用範圍：實驗動物飼養、器材物品存放、動物實驗操作等區域。 
 
三、作業規範： 

1. 害蟲可藉由經過建物裂縫及小開口侵入動物設施，應定期巡查建物和設施，發

現裂縫須及時封閉裂縫。 
2. 動物舍出入門下緣門縫須裝有檔板條設施，以防止野鼠、蟑螂入侵及飼養之大、

小鼠外逃所造成的環境污染，除進出所需以外，門窗應保持緊閉狀態，不可有

門戶洞開之情形發生，以防止蒼蠅、蚊子、野鼠、蟑螂等害蟲入侵。 

3. 動物舍外的所有排水孔均加蓋，動物舍內的排水孔則以膠帶黏貼方式封閉，以

防治野鼠或蟑螂自排水孔入侵。 
4. 入口處可擺置捕蟲燈（或相關設備）減少飛蟲侵入，並可於設施內部地面擺置

捕蟲器具或誘餌以誘殺入侵飛、爬蟲，每三個月應定期更換誘餌。 
5. 人員進出動物舍應依標準操作程序清潔鞋底（或換穿鞋）、著實驗衣、口罩及

手套等防護用具，進出時隨手關閉門窗以防止害蟲進入動物設施。 
6. 害蟲可藉由飼料、墊料、人類及其它動物等媒介侵入動物設施，人員應遵循實

驗動物舍設施和材料管理規範進行飼料、墊料的管理及處理廢棄物。 
7. 侵入設施內的野鼠應加以捕捉。 
8. 使用捕蟲（鼠）器，其方式要符合人道精神，且需經常巡視捕蟲（鼠）器，並

以人道方式處理。 
9. 殺蟲劑使用注意事項： 
（1）使用殺蟲劑需登記並符合相關法令規範，施作前須先淨空動物。 
（2）應確實遵守殺蟲劑包裝上的使用指示和安全警示。 
（3）使用前需確認殺蟲劑可能引發的毒性效用與對實驗結果的影響。 
（4）殺蟲劑不應接觸動物或動物的飼料、飲水及墊料。 
（5）以適當的殺蟲劑定期全面噴灑，並投藥磚至各污水處理槽內有助於控制蟲

害。 
（6）儘量使用非毒性之蟲害控制方法，如昆蟲成長調節劑或其它非毒性物質，

如：黏膠等。 
 
四、附錄：實驗動物舍殺蟲藥劑使用紀錄表 
 
五、參考資料：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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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管理與使用指南第三版 (擴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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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舍蟲害防治投藥紀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112 年 8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2 年第 2次會議修訂 

 

 
動物舍編號：__________              實驗動物計畫主持人：_______           ___ 

 

使用/更換

日期 
藥劑名稱 

主要功效/使用方式/ 
使用劑量 

成效評估 執行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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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疼痛評估指引 
 

110 年 1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0 年第 1 次會議通過 

112 年 8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2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陸生動物疼痛常見症狀   

 不清理皮毛（皮毛粗糙無光澤）。  
 食物及水分攝取量下降、尿液及糞便量減少。  
 對人類觸碰的物理性反應異常（退縮、跛行、異常攻擊性、尖叫、夾緊腹

部、脈搏和呼吸次數上升）。  
 體重下降（原體重之 20-25%）、生長停滯（增重遲緩）、或體質改變（惡病質

cachexia）。  
 脫水。   
 體溫異常（上升或下降）。  
 脈搏和呼吸異常（上升或下降）。  
 磨牙（常見於兔子及大型經濟動物）。  
 自我攻擊、自我傷害疼痛部位。  
 疼痛部位之炎症反應。  
 懼光。  
 嘔吐或下痢。  
 器官衰竭之具體證據（血液生化、超音波、生檢、肉眼病變等）。  

 
二、各種實驗可能造成的動物疼痛、緊迫及臨床症狀分類 

疼痛及緊迫分類 動物操作 臨床症狀 

B. 不引起不適或緊

迫 
僅單純養於人為的飼育環境，無實驗

進行  
無不良反應 

C. 極小的不適或緊

迫，不需用藥緩解  
1. 注射（靜脈.皮下.肌肉.腹腔）、口

服 
2. 採血（不包含眼窩採血等動物需

鎮靜之方法） 
3. 短時間禁食或禁水 
4. 完整的麻醉 
5. 被核准的安樂死方法 

無不良反應 

D1. 短時間的輕微緊

迫或疼痛，需給予適

當的藥物緩解 

1. 麻醉中插管 
2. 全身麻醉下進行次要存活性手術 
3. 全身麻醉下進行非存活性手術 
4. 暴露於不致命性的藥物或化學物

下，未對動物造成顯著的物理性

變化 

動物應無自殘、食慾不

振、脫水及過動現象，但

休息或睡眠時間增加，

喊叫次數增加，攻擊性/
防禦性行為增加，或社

會化行為退縮及自我孤

立 
D2. 中等至嚴重程度

的緊迫或疼痛，需給

予適當的藥物緩解 

1. 在全身麻醉下進行主要存活性手

術  
2. 長時間的物理性保定  

1. 行為異常 
2. 不整理皮毛 
3. 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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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誘導行為上的緊迫，如：剝奪母親

照顧、侵略性行為、掠奪者/誘餌之

相互作用  
4. 誘導解剖學或物理學異常造成的

疼痛或緊迫輻射性病痛 

4. 不正常的喊叫 
5. 長時間的食慾不振 
6. 循環系統之瓦解 
7. 極度倦怠或不願移動

E. 對神智清醒、未麻

醉的動物造成劇烈疼

痛且接近或超過疼痛

極限，無法以藥物或

其他方式緩解（這些

實驗需經 IACUC 及
獸醫人員謹慎監督） 
 

1. 毒性試驗、微生物試驗或腫瘤試驗

於不做治療下導致動物重病或瀕

死 
2. 使用藥物或化學物嚴重損害動物

生理系統而造成動物死亡、劇烈疼

痛或極度緊迫 
3. 未麻醉情形下使用麻痺或肌肉鬆

弛劑 
4. 燒燙傷或大規模皮膚創傷 
5. 任何會造成接近疼痛閥值且無法

以止痛劑解除該疼痛的操作步驟

（如：關節炎模式、眼睛/皮膚刺激

性試驗、強烈炎症反應模式、視覺

剝奪、電擊/加熱試驗…等） 
6. 未經 IACUC 核准的安樂死方法 

1. 自我孤立 
2. 社會化行為嚴重退縮

3. 休息或睡眠增加 
4. 嚴重的食慾不振 
5. 動物外表的顯著改變

6. 極度倦怠 
7. 垂死 

 
三、參考資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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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人道終點及安樂死方法指引 
 

110 年 1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0 年第 1 次會議通過 

112 年 8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2 年第 2 次會議修訂 

 

 
壹、選擇讓實驗動物安樂死的因素  

 實驗終結 
 因研究所需提供血液或其他組織臟器 
 當動物的疼痛與緊迫程度超過預期程度以上 
 因動物健康及福祉考量 
 不適合繼續繁殖（育種因素） 

 
貳、動物實驗終點的評估項目  
一、實驗設計 

研究計畫主持人應參考不同科學研究目的、不同實驗類別，各種基因改良動物之

產製以及研發疾病之動物模式等準則，採用各種不同的照護方法舒緩動物的不適，

以及設定各實驗動物於科學應用的人道終點（Humane end points）。除非有科學

研究之必要性，並經過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核准，否則請依據實驗

動物疼痛評估指引給予安樂死，以解除其痛苦。 
 

二、人員訓練 
動物能否安詳地死亡，操作人員是關鍵因素之一。研究計畫主持人應負責確認實

驗人員具備動物抓取方法、評估及舒緩動物疼痛或恐懼的方法、動物安樂死的目

的、各項安樂死的技術、確認動物死亡等的能力，必要時亦須安排人員間的相互

討論與心理輔導，以紓解操作人員可能的心理緊迫。  
 

三、避免造成存活動物的恐懼感 
執行動物安樂死時應選擇遠離存活動物的非公開場所來。因為緊迫的叫聲、恐懼

的行為、驚嚇動物的費洛蒙氣味等，皆引起動物的焦慮和不安，這些因素會影響

存活動物的身心平衡與福祉，干擾實驗結果。 
 

四、安樂死設備 
依據動物品種、體重及數量，執行安樂死的藥品與器設備須先備好足量，並應定

期維護，保持良好的使用狀態。動物安樂死時被血液、糞尿等沾染的器具應立刻

清洗，以免造成其他安樂死前動物的焦慮。 
 

五、執行安樂死 
動物安樂死首要考量為解除動物的疼痛與緊迫，因此面對神經質或難以駕馭的動

物，先給予鎮定劑或止痛劑等藥物，以便降低動物的緊迫與恐懼，之後再進行安

樂死。另外，兔子、禽類、水生動物、爬蟲類等易憋氣，因此需做前處理後，再

以二氧化碳進行安樂死。 
  

六、確認動物死亡 
所有動物的安樂死，最終步驟需確認動物是否已經死亡。人員需檢查動物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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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完全停止、瞳孔是否放大。使用二氧化碳進行安樂死時，動物往往在停止呼

吸數分鐘之後才停止心跳，因此停止呼吸的單一現象不能作為判斷動物是否死亡

的依據，必要時應配合安樂死輔助方式確認動物死亡。肢體僵直是唯一可單獨判

斷動物死亡之依據。  
 
七、動物屍體處理  

執行動物安樂死及處理屍體的人員必須瞭解該動物是否有人畜共同傳染病的疑

慮、是否曾進行放射性物質或有毒化學物質的試驗，必要時機構須提供適當的人

員防護裝置（Personnel Protective Equipments, PPE）或設備。 
 

叁、安樂死方法指導原則 
一、選擇安樂死的藥物與方法  

 操作安樂死程序應在動物失去意識前儘量減低動物疼痛、焦慮及緊迫。 
 選擇動物安樂死的方法，應考慮動物品種、大小、溫馴度、對疼痛與緊迫的感

受性、保定方法、實驗是否需組織採樣等。 
 初生仔獸（最多 10 天）對於二氧化碳具高耐受性，應另依《實驗動物胎兒和

新生仔鼠安樂死規範》執行安樂死。 
 適當的物理性保定不僅可減低動物的恐懼、焦慮及疼痛，並可保障操作人員的

安全。  
 人員的技術、動物的數量亦為安樂死程序是否順利完成的重要因素。 
 使用管制藥品要依管制藥品條例取得及管理，容器外應清楚標示內容物成分、

濃度、配製日期與有效期限等資訊。 
 若使用非藥品級麻醉安樂死藥品時，為確保動物的健康安全與福祉，應確認藥

品為無菌，並注意該物質的物理化學性質，包括：純度、等級、穩定性、酸鹼

值、滲透壓、對於動物可能產生之副作用等。 
 為維持製劑的品質，藥品配製流程與儲存方式應妥善考量。 

 
二、動物死亡的機制 

1. 直接或間接的缺氧。 
2. 直接抑制腦部神經維生機能。 
3. 物理性崩解腦部活動並破壞腦神經。 

 
三、使用吸入性藥劑基本原則及注意事項 

 幾乎所有吸入性氣體對人員是有害的，應注意操作環境之通風。 
 給予並維持吸入性氣體濃度之設備必須依相關規定保養維持在良好工作狀態。 
 吸入性安樂死應在動物舒適狀態下進行，如使用原飼養籠具為原則。 
 吸入性氣體必須品質純正，不能摻有污染物或添加物。 
 失去意識時間：考量氣體替換率，容器大小及氣體濃度。 
 雖然高濃度氣體可縮短失去意識時間，但是也造成動物厭惡感及緊迫。逐漸增加

氣體暴露濃度較為人道。 
 氣體流速過快會產生噪音及冷氣流，易使動物緊迫，故應在適當之氣體置換率下

注意進氣孔徑。 
 應考慮吸入性氣體比重，避免在底層或上層形成氣體層流或流失氣體，導致誘導

效果不佳務必確認動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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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病或抑鬱動物因呼吸量降低，導致肺泡氣體濃度延遲上升，容易於誘導期出現

激動反應。 
 仔獸對低氧耐受性較高，因此要比成年動物死亡耗時更久。吸入性氣體可以單獨

使用於未離乳動物使其進入缺氧狀態，但是需比一般動物要更長時間或搭配輔

助方法來達成動物之安樂死。 
 執行安樂死時，容器內裝入的動物勿過度擁擠，且勿同時混入不同品種的動物，

以免造動物死亡前的緊迫。 
 

（一）halothane、isoflurane、enflurane、sevoflurane 等麻醉藥劑 
使用於體重小於七公斤的動物，且必須以低濃度至高濃度逐步誘導麻醉，使

動物失去意識。藉由汽化器或密閉容器，將藥物投入動物體內，因此使用者須

具備相關設備，並設計合適的可透視性密閉容器，以易於觀察動物。大部分的

情況下，動物快速暴露於高濃度藥劑時可快速失去知覺。可單獨當作安樂死

藥物，或是作為兩階段安樂死中第一階段使動物失去意識。詳細優缺點請參

趙實驗動物照顧及使用指引 
 
（二）二氧化碳 

1. 在通風良好的場所配合適當的設備使用時，較其他藥劑安全。以二氧化碳安樂

死食用動物時，組織內無二氧化碳囤積。老鼠使用二氧化碳安樂死不會改變

cholinergic marker 或 corticosterone 濃度。 
2. 二氧化碳濃度愈高有愈快的麻醉效果，但吸入濃度於 7.5% 時動物的疼痛閥值

上升，研究顯示動物快速暴露於高濃度二氧化碳時對部分動物造成緊迫。因此二

氧化碳安樂死對可降低厭惡及緊迫感動物而言是有條件接受的安樂死方法。 
3. 懷孕母獸以二氧化碳安樂死後不需再將子宮內胚胎取出個別安樂死。囓齒類動

物於其原飼養籠內吸入二氧化碳安樂死時較少緊迫或焦慮現象。 
4. 由於二氧化碳較空氣重，容器內未灌滿時動物往往將頭部抬高而難以迅速死亡。 
5. 操作注意事項 
（1）高壓桶裝二氧化碳為唯一建議使用的設備，不推薦使用乾冰或其他化學方法

製造的二氧化碳。 
（2）高壓桶應配備有減壓閥及流量控制器，或者有相關機械式或電子式控制流量

裝置。 
（3）進行安樂死時，必須讓每隻動物都能在容器中表現出正常的姿勢，勿過度擁

擠，且盡可能在牠們的飼育盒中。不可同時混入不同品系的動物。 
（4）使用時應計算容器容量及氣體流量，以達到每分鐘 30-70% 氣體置換率為必

須之基本要求。當動物呈現死亡狀態後再持續灌注氣體至少一分鐘，未成

年幼子必須延長氣體暴露時間，並且避免以二氧化碳混合純氧氣使用。 
（5）不可將動物直接放入預灌注高濃度二氧化碳的容器中，但是在兩階段安樂死

方式中可以將失去意識的動物直接放入預灌注 100%二氧化碳的容器中。 
（6）動物失去意識的時間通常在 2-3 分鐘之間。觀察每隻動物是否缺乏呼吸和眼

睛顏色失去光澤或瞳孔散大。當呼吸停止時，CO2 的流速至少需再維持 1
分鐘。如果以上二種現象發生時，將動物移出飼養籠，否則繼續曝露在 CO2。
如果 2-3 分鐘後，動物沒有喪失意識時，必須確認流速和檢查系統是否發

生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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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將動物從安樂死容器取時如不確定動物死亡，可立即使用其他輔助方法（如

開胸）完成安樂死。 
 
四. 非吸入性藥劑基本原則及注意事項 

 非吸入性藥劑多數為注射性藥物，能使動物迅速死亡，是非常可靠的動物安樂死

方法，操作中須注意避免使動物遭受緊迫與恐懼，人員亦須學習各種注射技術。 
 注射性藥劑以靜脈注射為最佳選擇，注射前人員須評估動物是否過度神經質或

難以駕馭，以保障操作人員的安全，必要時先給予鎮定劑或止痛劑等藥物，以便

降低動物的緊迫與恐懼，或放入動物保定設備中。 
 如無法建立靜脈注射，腹腔及腔體注射非刺激性藥物為可接受之替代方式。腹腔

注射需使用較高劑量的藥物，而且可能使動物延長死亡時間及死前掙扎，因此腹

腔注射後，將動物移入小箱子或籠子內，置於安靜無干擾的場所，以減輕興奮程

度或創傷的可能性。 
 在動物清醒狀態下肌肉注射、皮下注射、胸腔注射、肺臟注射、鞘膜注射及其他

非血管注射皆為不可接受之安樂死藥物注射方式。 
 如動物已呈現垂死、休克、或深度麻醉中，難以順利進行靜脈注射時，可給予心

臟注射。 
 經骨髓注射會因藥物的黏稠度及化學刺激性引起疼痛，如欲經由現有骨髓注射

管路給予安樂死藥物，應先給予止痛劑並減緩注射速度，以減少動物的不舒服。 
 實驗小鼠於麻醉狀態下後眼窩注射小於 200 微升麻醉藥（10 mg ketamine; 1 mg 

xylazine）或以 5 倍麻醉劑量腹腔注射為有條件接受之安樂死法。 
 
（一）巴比妥鹽及其衍生物（Barbiturates） 

1. 此藥可能造成人類濫用，因此需經管制藥品管理局申請核准後取得及使用。 
2. 動物安樂死的首選藥物，效果迅速為最主要的優點，抑制中樞神經反應，使動物

失去知覺進入麻醉狀態，過量的藥劑使動物停止呼吸，接著停止心跳，用於犬、

貓、馬及其他中小型動物。 
3. 為達到最佳效果，須給予靜脈注射，操作人員須具備不同品種動物的靜脈投藥技

術，且須每隻動物個別保定後投予。 
4. 其效果依劑量、濃度、投藥方式而不同。此藥劑平穩地誘導並麻醉動物，也使動

物的不適反應降到最低程度。 
5. 當動物體型太小導致靜脈注射不易時才考慮使用腹腔注射。只有在動物麻醉或失

去意識狀態下才可經由心臟、脾臟、肝臟、腎臟等直接給予。 
6. 失去知覺的動物可能會出現喘氣反應，在中樞抑制出現前有可能出現短暫興奮現

象，對於難以駕馭或過度神經質的動物，須先給予適當的鎮定藥物，但是經鎮定

後的動物由於循環及心跳變慢，對於藥劑注射後的死亡時間比未鎮定動物來的慢，

需特別注意。 
7. 各物種使用 pentobarbital 進行靜脈注射及腹腔注射之安樂死劑量，請參閱指引附

錄 3-1。 
 
（二）Chloral hydrate 

1. 有致癌性，腹腔注射會造成動物胃潰瘍、腹膜炎而死亡。美國 FDA 不再批准作為

安樂死藥物。不建議作為安樂死之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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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物理性方法基本原則及注意事項 

 在良好的技巧與適當的工具配合下，物理性方法能迅速使動物解除疼痛並死亡。 
 如未受過訓練的人貿然實施物理性方法，不僅易造成人員受傷，更可能使動物未

完全死亡而導致極大的痛苦。 
 所有操作人員需接受完整的技術訓練，並以屍體多次練習後才正式執行。 
 有些物理性方法，如放血、擊昏、腦脊隨穿刺等，不建議作為動物安樂死的單一

方法，配合其他方法共同使用較佳。 
 
（一）頸椎脫臼法 

1. 可迅速將動物的頸椎與脊椎脫離，能使動物快速失去意識而死亡，無化學藥劑

污染體組織，迅速執行完畢，常使用於囓齒類動物小鼠、體重低於 200 公克的

大鼠、禽類及仔兔。 
2. 執行前動物得先給予鎮定或麻醉，以減低動物的緊迫。 
3. 如操作技術不佳，恐無法使動物迅速死亡，而導致動物的極大痛苦，可能會造

成執行者的不愉快感。 
4. 人員須透過正確的訓練技巧，利用硬桿或拇指、食指壓住頭頸部，用另一隻手

抓住尾巴或後肢，迅速用力向後拉扯後驅，使頸椎脫離頭顱；對於仔兔與禽類，

一手抓頭，另一手抓後肢，將身體迅速拉長，使頸椎脫離頭顱；亦可利用頸椎脫

臼專用之工具進行。 
5. 如需對體重較重的動物、或者未經鎮定或麻醉直接採取本法進行安樂死時，則

需由動物實驗管理小組評估，僅能在具備科學研究之必要性並確認無其他替代

方案可使用時，再經委員會核准後執行。 
 
（二）斷頭 

1. 使用本方法進行動物安樂死時，須具備科學研究的必要性，並經機構的實驗動物

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核准後執行。 
2. 實施此法易造成人員的不適，亦較具危險性，因此執行本方法前操作人員須接受

完整的技術訓練。 
3. 此法能使動物快速失去意識，可提供研究人員無化學藥劑污染的乾淨組織及體液，

亦可提供完整的腦部組織供研究。 
4. 斷頭後動物雖呈現約 13-14 秒的腦部活性，但是研究顯示此時無疼痛反應的傳遞，

動物迅速失去意識。 
5. 此方法用來執行小型囓齒類動物或仔兔的安樂死。 
6. 商品化的斷頭台（guillotine）可提供大鼠與仔兔的斷頭，而銳利的斷頭台刀刃亦

可作為仔鼠斷頭之用。 
7. 使用錐形塑膠保定袋（decapicone）保定動物後斷頭有助於降低動物的緊迫，並

減少人員在操作中受傷的機會。 
8. 抓取及保定動物至斷頭台前可能導致動物緊迫，人員需溫柔穩固的保定動物，快

速地利用斷頭台將頭頸連接處砍斷。 
9. 需注意隨時保持斷頭台刀刃的銳利度，並在每次使用後徹底清洗殘留的血跡和氣

味。 
 
（三）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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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大量失血時動物呈現焦慮，因此放血不得作為安樂死的單一方法。 
2. 已經失去意識或致昏後的動物，再配合放血方法可確保動物的死亡。 
3. 如因研究所須採放血取得動物血液，則必須先致昏或麻醉動物後執行，並避免不

完整放血，以免動物甦醒。  



IACUC/NCCU_SOP # 12 

六、陸生動物適用之安樂死方法 
陸生動物-囓齒類、兔、狗、貓安樂死方法 小於200 g 200 g-1 kg  1 kg - 5 kg 
化學性方式    
二氧化碳 ○ ○ × 
鎮定後二氧化碳 ○ ○ ○ 
Barbiturate注射液，靜脈注射（麻醉劑量的3倍
劑量） ○ ○ ○ 

Barbiturate注射液，腹腔注射（麻醉劑量的3倍
劑量） ○ ○ ○ 

深度麻醉後採血(放血)致死 ○ ○ ○ 
深度麻醉後靜脈注射KCl (1-2 meq/kg) 或神經肌

肉阻斷劑 ○ ○ ○ 

物理性方式    
深度麻醉後斷頭 ○ ○ × 
深度麻醉後頸椎脫臼 ○ ○ × 
動物清醒中直接斷頭 ★ ★ × 
動物清醒中直接頸椎脫臼 ★ × × 
電昏後放血致死 × × × 

註記：”○”表示適用，”×”表示不適用，”★”表示須事先向 IACUC 申請核准 

 

 
肆、參考資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實驗動物存活性手術操作指引 

 
110年1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110年第1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降低因進行存活性手術對實驗動物之傷害和感染。 
 
二、適用動物：齧齒類大、小鼠 
 
三、注意事項： 

1. 手術區域應以物理性屏障措施與其他實驗空間有效區隔，操作全程應遵循無菌

操作原則。 
2. 操作人員進入手術區後須換穿戴清潔之頭帽、眼罩、口罩、實驗衣、手套，以

維護自身健康安全，並減低動物被感染風險。前述個人裝備不可與其他實驗操

作混用，可先以 UV 燈照射（或 75% 酒精噴灑後晾乾）進行消毒。 
3. 動物須在完全麻碎狀態下方可進行手術，手術前可在皮下施打止痛藥以減輕手

術引起之疼痛。 
 
四、操作步驟： 

1. 操作檯面以 75% 酒精擦拭消毒（或可裝設 UV 燈照）。 
2. 不可高溫滅菌之設備儀器或物品須以 75% 酒精擦拭（或照射 UV 燈）消毒後方

可放入操作台內。 
3. 手術械具等使用前須先以高壓滅菌方式消毒，操作過程中需重複使用的手術械

具則以乾熱式玻璃珠快速滅菌器（Hot Bead Sterilizer）進行消毒。 
4. 若以腹腔注射麻醉劑，針頭插入腹腔後需先些微回抽針筒推頭確認無刺入臟器

後，方得將針筒內之麻藥推注入動物體內。使用氣體麻醉方式須依循氣麻儀器

提供之使用準則。 
5. 待動物昏迷捏其後腳趾確認動物已完全麻醉（無反射反應）後，清除附著動物

身體的雜物（墊料、毛屑等）再將其移至操作台，置入肛溫棒監控體溫，先以優

碘擦拭手術區域之皮膚表層，手術以外之身軀覆蓋經滅菌處理之外科覆蓋巾，再

施以手術，以降低感染機率。 
6. 手術結束後將動物靜置於一旁並給予適當之保暖。待清醒後方可放回飼養籠，

並給予 7-10 天的復原期後才開始進行實驗。 
7. 期間以塗擦優碘方式照顧手術外表部位，並每日觀察是否有發炎感染現象，若

有，則於動物腿部肌肉注射廣效性抗生素，以防感染加劇。  
 

 
四、參考資料：1.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2. 動物生物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室安全規範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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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核可案件年度執行後存活動物管理規範 
 

112年8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112年第2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針對核可案件年度執行後，仍存活動物進行管理，以避免科學應用之動物

隻數被重複扣除，產生機構年度動物使用數量統計不準確性的發生。 
 
二、適用範圍：當年度有執行的實驗動物計畫案。   
 
三、作業規範： 

1. 存活動物定義：凡當年度機構監督報告撰寫資料收集截止日期（每年2月最後

一日前）後仍存活之前一年度已購入之科學應用動物稱之。 
2. 計畫執行期限若為一年期計畫，則該批存活動物需於入室前完成執行期限展延，

取得IACUC同意書。 
3. 存活動物登錄：當年度3月1日前完成填報《核准動物使用紀錄表》，包括動物

品系、動物來源、此次使用隻數、存活原因等。 
4. 存活動物列管：獸醫師進行例行性巡查時，計畫主持人應主動提出該批動物後

續使用相關紀錄供獸醫師進行追蹤列管，直到該批動物進行安樂死後方能結束

列管。 
5. 存活動物數量管理：回報為前一年度存活動物之數量，因已列入該年度之動物

扣除隻數，因此該批動物不再列為當年度科學應用使用扣除數量。 

 
四、附錄：核准動物使用紀錄表  
 
五、參考資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第三版 (擴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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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核准動物使用紀錄表 
 

112 年 8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2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IACUC 核准編號：__________實驗動物計畫主持人：_______              ___  
紀錄年度：__________   
 

序號 紀錄 
日期 

動物種類 
/品系 

動物來源 使用

數量

死亡

數量

死亡

日期

死亡

方式

存活

數量 
存活原因 執行狀況 

           

           

           

           

           
填表說明: 

1. 動物人道犧牲後再填寫紀錄表。 
2. 請以實驗每批動物為單位進行填報。 
3. 若該計畫當年度沒有執行，請在「使用隻數」填”0”，並在執行狀況填報：(1)明年度再執行，(2)此計畫不再

執行，(3)不執行。 
4. 當年度結束時，若有動物存活，請填寫存活原因，如 1.實驗進行中 2.轉讓中 3.老化研究 4.觀察採樣。 
5. 當年度計畫若有填寫附錄一:動物繁殖表，請繳交《實驗動物自行繁殖數量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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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實驗動物血液採集規範 
 

112年8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112年第2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由於每種不同品種的實驗動物均有不同的血液採集量(ml/kg)，基於紅血球

需14-21天時間周期更新考量和採血的安全性，特定此規範。此規範適用於

正常、健康的成年動物。老年或已經歷實驗操作或有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

病的動物較不適合。  
 
二、注意事項：  

1. 在操作血液採集時必須先顧及動物福祉，再決定（動物最少疼痛的）血液採集

法、每次的血液採集量、以及每隻動物在固定期間內的採血次數。 
2. 血液採集主要會造成四種動物福祉的損害，分別是失血過多、血栓形成

(thrombosis)、挫傷(bruise)、和靜脈發炎。 
3. 採血即失血，會對實驗動物產生健康和福祉的負面效應。輕微失血將促使交感

神經作用，造成心率增加，同時收縮皮膚與肌肉血管，以增加體內循環血量，

並釋放激素來減少尿液生成，以試圖代償血液損失。在中度失血時，即便這些

補償機制作用之後，動物的血壓仍將下降。膽鹼類(cholinergic)傳導素開始釋放

後，將引導血液遠離皮膚、肌肉、和腸道，並造成代謝改變。接著動物將出現

組織缺氧和酸中毒(acidosis)。嚴重失血時，所產生的組織缺氧、高血碳酸

(hypercapnia)、和酸中毒症狀，足以導致不可逆的組織損傷和死亡。 
4. 研究人員必須先決定可接受最少採血量和頻率，再據以選擇採血位置。 

 
三、作業規範： 
1. 保定： 

(1) 在動物清醒時進行血液採集，必須使用適當的保定。保定可以防止動物因移動

而導致血管或器官撕裂和產生併發症。 
(2) 保定不夠充分時，將延長採血時間，增加動物受傷的風險，並降低樣本品質。 
(3) 大、小鼠可使用適當的保定器具。在採血前使用，可使用化學性保定(chemical 

restraint)以減輕動物和操作人員的痛苦。 
2. 採血： 

(1) 從眼窩(orbital sinus)或心臟穿刺進行採血時，由於過程疼痛和有併發症（包括心

臟栓塞和死亡或眼睛受傷）的可能性，即使由有經驗的人員進行，也需要麻醉。 
(2) 心臟穿刺僅准用於終末(terminal)血液採集，除非經 IACUC 同意。 
(3) 麻醉後從眼球後竇(眼窩)採血，這是具有爭議性的方法，而且已有報告指出，即

使用於麻醉後的大鼠，也會對眼睛周圍的結構造成組織損傷，包括穿刺路徑、眼

眶後骨膜、眼肌和哈氏腺等位置都可能造成出血與炎症反應。因此，務必只讓技

術純熟的操作人員執行本程序。 
3. 常見的採血部位請參考表一，某些部位必須麻醉，因為過程是痛苦的。 
4. 禁止通過撕毀耳朵或切割尾巴血管採集血液。因為動脈也有被撕裂的潛在危險而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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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嚴重的出血。這些方式比用針穿刺更疼痛，因為傷口癒合的時間較長。此外，操

作的部位非常容易發生感染、出血和其他併發症。 
5. 無論使用何種採集方法，動物必須在完全止血 (採集點不再出血) 才能返回其飼養

籠。止血應使用棉花以直接按壓方式。動脈穿刺後可能需要多達幾分鐘的按壓。 
6. 血液採集量的限制是以總血量的百分比來表示，而總血量大約為動物體重的 5.5-7 %，

意及總血量約為 70 ml/kg (最多為動物體重的 10%)。失去 30%以上的循環血量將對

動物健康構成危害，動物將承受顯著的休克或死亡風險。 
7. 單次抽血 

(1) 不重複：一次性大體積的採血，伴隨 IV 體液替代，健康的成年動物可以採集其

體重的 2％血液，只要體液替代是熱的、等滲透壓的以及體液和血液的替代是

緩慢和穩定的。 
(2) 重複多次：經由單周多次的血液採取，可以採集最大的血量為動物體重的 1％，

即 15 克小鼠的 0.15ml。平均健康成年動物需要 14 天的恢復期以從這種失血恢

復。儘管血液量在取血後 24 小時內恢復，但是血液的所有成分需要兩週才能恢

復正常。如果小於最大量的血液，動物將以 1ml/kg/天的速率更換血液成分。 
8. 多次採血：如果必須比每兩週一次更頻繁地抽取血液，則每周可以採集的血量為動

物體重的 0.5％，如果需要，該總體積在整週內分散。 
9. 每日取樣 

(1) 可採集動物體重的 0.05%以內的血量。表 2 為最大採血量與恢復期的建議標準。

必須定期做血液評估，因為長時間重複採血，將提高產生貧血的風險。若在短期

內 (數小時或幾天內) 欲多次採集血液樣本，應考慮埋設靜脈留置導管，以減少

靜脈穿刺的次數。 
(2) 監控 

通過監測動物的紅血球血容比（或填充細胞體積-PCV）和/或血紅蛋白，可以評

估動物是否已經從單次抽血或多次抽血中充分恢復。在突然或急性失血後，需

要長達 24 小時的血容比和血紅蛋白來反映這種損失。這意味著在沒有體液替代

的 1％體重失血後，動物的血容比在幾小時內不會顯示可測量的下降，並且在

24 小時內不會穩定。24 小時後，儘管血容量將正常化，但是紅血球數（血容比）

將可測量地降低。一般來說，如果動物的血容比小於 35％或血紅蛋白濃度小於

10g/dl，則不能安全地採集上述體積的血液 (見表 3)。  
10. 終末採血(terminal blood withdrawal) 

(1) 終末採血只允許在充分全身麻醉的動物身上，並且必須在採血結束時辨識動物

已經死亡。在血液採集後，可當做另一種安樂死方法。 
(2) 基本規則：動物的總血量是其體重的 10％，當動物出血時，只有一半的血可以

回收。因此，做為終末採血，動物體重的 5％是可以回收的血液體積（以 ml 計）。 
11. 降低疼痛與痛苦 

(1) 採集血液時，若該方法造成的組織損傷最少，也就能儘量降低疼痛與痛苦。 
(2) 務必以通過技術訓練的人員，選擇造成最少疼痛的方法，來採集生物樣本。 
(3) 應定期演練採血程序或保定動物，以使牠們在真正保定採血時較不緊迫。 
(4) 採集尾靜脈血液前，以加熱燈略為加溫動物，將可縮短採血時間，減少緊迫。 
(5) 若需重複採樣，應考慮變換不同採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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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Common Sites for Blood Collection 

Species Site of collection and permitted conditions 

Mouse Cardiac (terminal only), orbital sinus (general or local anesthesia required), tail vein 
[note: incisional method not permitted], saphenous vein, facial vein, tail prick with 
22g needle (or smaller) to obtain single drop of blood. 

Rat As with mouse except facial vein is not used in rats. Subclavian and sublingual vein 
blood collection may be used in rats 

 

 
表二 最大血液採集量與復原期 

採集時間 採集%血量 約略復原週數 

 

單次採血 

7%以下 (輕微失血) 1 

10%    (中度失血) 2 

15%    (嚴重失血) 3 

 

24 小時內持續採血 

7%以下 1-2 

10% 2-3 

15% 4-6 

 

表三 Normal Packed Cell Volume (PCV) for some Laboratory Animals (%) 

Rabbit 30-50 

Hamster 40-61 

Rat 36-54 

Mouse 39-49 

 

   

 

四、參考資料：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 訂定) 
實驗動物管理與使用指南第三版 (擴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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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實驗動物環境豐富化規範 
 

112年8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112年第2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為使研究人員遵循3R精神和充分了解環境豐富化措施應用於實驗動物的研

究，特訂此規範以提供給動物較為豐富變化的環境，使動物儘量能表現出

自然行為。 
 
二、適用範圍：政治大學各動物舍 
 
三、規範內容： 

1. 環境豐富化的策略 

環境豐富化是動物社會環境裡的一項重要元件，任何可促使動物表現其自然行

為，同)時消除或減少異常行為的措施，都屬於環境豐富化的手段，可以提供動

物生理與心理需求的滿足。目標不僅在防止動物受苦，還應當對於動物福祉產

生生理和心理的正面效果(NSW Agriculture Animal Research Review Panel 2003)。 
2. 環境豐富化與動物福祉  

2.1. 不同動物需要不同的社會環境，也就需要不同類型的環境豐富化策略。但是，

提供環境豐富化前必須先縝密深思，因為有可能會意外造成動物傷害，或始

實驗結果受到影響(Kurien et al 2004)。 
2.2. 如何減低動物疼痛與痛苦的議題不能都集中在施行於動物的實驗程序。當飼

養條件中缺乏適當環境豐富化，造成疼痛與痛苦的潛在可能性更大，因為它

影響的範圍，涵蓋動物房裡大部分的動物，而不僅限於少數的實驗動物組

(Sherwin 2002)。 
2.3. 貧瘠荒蕪的環境會使異常的刻板行為增加，並減少各種正常行為。異常或傷

害行為(像啃欄桿、在房舍裡反覆繞圈、咬皮毛或過度理毛而造成掉毛和皮

膚潰瘍)即為動物福祉受損的指標(Smith and Hargaden 2001, NSW Agriculture 
Animal Research Review Panel 2003)。 

2.4. 提供較豐富有刺激變化的環境，動物將表現各種廣泛的正常行為，例如當實

驗小鼠有機會時，就會「到處覓食各類不同食物、身形活躍、組成複雜社會

結構並建造隧道和窩巢(Sherwin 2002)。」複雜豐富的環境，會對腦部產生深

刻的影響，尤其是大腦皮質，將造成物理、化學與功能層面的變化，進而影

響動物的行為、記憶和學習能力。現今研究發現，動物終其一生，腦部都會

對環境有所反應(Diamond 2001)。 
2.5. 人與動物之間的互動是動物福祉的重要部分，也會影響研究結果。應使動物

普遍適應實驗及飼育人員的出現，同時也適應個別飼育員或操作者的例行事

務。為避免疼痛和痛苦，所有的操作和保定都應儘可能正面、不具威脅、安

全且零痛苦。 

3. 囓齒類動物的環境豐富化範例 
環境豐富化 大鼠和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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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社   會 小鼠和大鼠是高度社會型動物，最好是成對或群居飼養。 
公鼠會有凶暴攻擊問題，尤其是在雄性小鼠間。 
最成功的社群，是由離乳時彼此熟識的個體所構成。 
同性別的社群應在青春期前建立。 
加入或移除某個體，會影響整個社群的福祉。 

人與動物 有系統且溫柔地執行例行實驗操作，不在例行操作時同時執行造成緊迫的程

序，可以避免動物將二者形成連結。 
輕觸(gentling)能讓大鼠或小鼠熟悉人類(讓動物自行探索操作者，同時輕柔地撫

摸和捧握) 
訓練動物習慣未來將重複進行的程序，最好是在程序完成後，使用正向強化物

或零食。 
食   物 嚙齒動物喜歡到處覓食。 

散落一些食物或少量瓜子在墊料上，讓大鼠或小鼠到處覓食，並已正常姿勢取

食。 
散落一些瓜子在飼料粒上，有些會從飼料間隙掉下去，但大部分會卡在飼料粒

之間，大鼠將學著操縱顆粒，讓瓜子掉下來。隨機決定放置瓜子的時機，但由

大鼠自行去覓食。 
放置小食物盒給動物啃咬開盒來取得食物(例如塑膠底片盒)。 
提供硬殼堅果(像核桃、榛果、澳洲胡桃(macadamia)給動物花時間啃咬開殼來

取食果仁。 
除了飼料粒之外，添加替代食物已增加變化。 

飼育環境 大鼠和小鼠是夜行動物，因此牠們需要能避光的庇護所。 
目前歐盟環境豐富化規範：大小鼠籠內必須放置四種不同的玩具，提供大小鼠

選擇。 
籠子內放置階梯或其他物品來攀爬或運動，以擴大樓板空間。 
小鼠四處走動時，喜歡貼著牆壁並遠離空曠區域，因此籠子內設置隔間板，能

使小鼠較有安全感。 
實底籠子要放置墊料，讓嚙齒動物有機會挖掘。 
跑步輪能用來運動和玩耍，小鼠偏好不規則形狀的輪子或輪子設有障礙可以

跳。 
利用玩具來提供活動，像是攀爬繩、階梯、鍊條、球、康玩具(耐咬塑膠)、耐

樂球、耐樂骨。 
籠蓋應有欄桿可攀爬和特技活動。 
提供大鼠實面遮光巢盒，而且盒頂能爬上去。 
如果可以選擇時，大鼠偏好巢盒，其次是碎紙條。 
提供小鼠迷宮以做為隧道的替代品。 

嗅覺刺激 嗅覺線索是嚙齒動物的重要資訊來源，並且是社會組織的建立基礎。 
公鼠籠在換籠後，會因氣味標記受到干擾，而產生凶暴攻擊。取舊籠的巢料置

於新籠可以減輕此現象之發生頻率，但勿放髒墊料到新籠，以免產生混淆，反

而增加凶暴攻擊。 
大鼠是小鼠的掠食天敵，大鼠氣味將造成小鼠的恐懼反應，所以應將這二種物

種分房飼養。 
換籠後加進碎紙條可以減輕嗅覺負擔，並鼓勵築巢行為。 

提供 
自然環境 

室內燈光應形成日夜週期，最好也穿插弱光的時段，以模擬清晨和黃昏。 
提供巢料，像是面紙、乾草或碎紙條、擦手紙、長條紙、市售巢料纖維或木絲。

小鼠將利用這些材料，積極熱衷於築巢，不僅為了幼仔，也能躲避光或其他緊

迫刺激。 
必須提供墊料給大鼠和小鼠。 
提供數公分厚的墊料來鼓勵像挖掘和鑽洞的自然行為。 
提供物品啃咬，如預先鑽洞的木塊、高爾夫球、小木球、軟木塊、塑膠瓶或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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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管。 
其中硬紙館同時也可以做為庇護所，並能提供攀爬的機會。 
利用層架、平台、庇護所和斜坡來提供大鼠較複雜的空間結構。 

 
環境豐富化 

類別 
天竺鼠 

社   會 天竺鼠是社會型動物，應儘量將能相處的個體，以成對或小群飼養。在穩定社

群裡的母兔，通常都處得來。不過公兔一旦性成熟後就經常打鬥，此時便需分

開。 
若需要獨居飼養時，也應和其他各體保持視覺和嗅覺的接觸。 

人與動物 飼育人員在社會豐富化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食   物 應將帶莖乾草放在籠子頂部，以鼓勵天竺鼠設法取得。 

除了均衡配方飼料外，可以添加新鮮葉菜類綠蔬做為補充品。 
天竺鼠不願吃陌生食物(恐新(neophobia))，而且突然改變飲食會造成消化不

良。因此，一開始只加進少量的新食物，一旦動物熟悉後，便可輪替食物已提

供多樣變化。 
散落一些水果乾在墊料上以鼓勵到處覓食。 

飼育環境 設置塑膠盒、硬紙箱、聚氯乙烯管來做為迴避其他天竺鼠的暗室。 
堅韌耐咬的聚丙烯(polypropylene)塑膠球和啞鈴，是玩具的好選擇。 

嗅覺刺激 要讓天竺鼠能和其他熟識個體保持嗅覺連繫。 
提供 

自然環境 
給予乾草、禾桿或碎紙條以供搔抓和鑽洞。 

 
4. 良好福祉的行為指標 

4.1. 警覺：物種間的警覺性有差別，草食或小型動物警覺性較高。同一物種，種

間也有很大差別。 
4.2. 好奇：動物進入新的環境時會去探索。曾經受虐或經驗不足的動物，會花很

長時間靜觀。 
4.3. 適當的社交行為：長期一起生活的動物，相互間有社交促進作用而常有同步

化的行為表現。對動物生存是有利的。 
4.4. 生活空間：動物熟悉且經常使用的區域可稱為牠的活動區域。其中包括核心

區域即所謂領域範圍。 
4.5. 玩耍：小動物經常有無特定目的的跑動、跳躍、追逐等。 

 
5. 不良福祉的行為指標 

5.1 異常行為：一個物種表現出異於預期正常的行為都可稱為異常行為。(如籠飼

動物的刻板行為)在野生的環境下，很少見到異常行為。 
5.2. 喘息或出汗也是必須注意的異常行為 (常因環境溫度過高造成)。鬱抑可能是

疾病導致發燒、疼痛、毒血症或飢餓之臨床症狀，常見於生活狀況極差，極

度受苦的動物。 
5.3. 與人類互動：人類與動物之間互動對禽畜的生理與行為有很重要的影響。動

物經由過去的經驗學習經驗了解周遭事物，那些是安全可靠，那些是有傷害

威脅。 
5.4. 會引起動物開始走避奔逃的距離就被稱為奔逃距離(flight distance)，威脅性愈

大，奔逃距離愈大。如果被逼到牆角，感覺無法逃跑，就會引起防衛性的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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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6. 環境豐富化的目標 

6.1. 增加該動物顯示正常行為的次數和範圍。 
6.2. 防止異常行為的發展或降低它們的頻率和嚴重程度。 
6.3. 促進整個圈養空間的正向使用。 
6.4. 提高動物對於行為表現受限或生理挑戰的應對能力，如與人類近距離接觸、

飼養管理操作方式改變或環境的變化。 
 
7. 環境豐富化常見類型 

7.1. 社交豐富化:涉及直接或間接的(視覺、嗅覺、聽覺)和同類(同種的其他個體)
或人類接觸。 

7.2. 心理豐富化:提供工具讓動物控制或挑戰並鼓勵活動。 
7.3. 生理豐富化:涉及改變動物的居住空間的大小、或複雜程度、或添加配件、或

結構物等物品。 
7.4. 感官豐富化:如視覺刺激(電視)、聽覺(音樂、其他聲響)、或以其他方式(例如

嗅覺、觸覺、味覺)。 
7.5. 營養豐富化:涉及新的或多樣化食物種類或改變給予食物的方法。 

 
8. 單獨飼養環境豐富化措施 

囓齒類（大小鼠、天竺鼠等）均為群居的動物，原則上應依動物的本性提供人

為飼養環境。若因某些因素需暫時性的進行單獨飼養時，應依《實驗動物單獨

飼養原則與處置規範》進行環境豐富化措施並監控單獨飼養環境豐富化措施執

行情形。 
 
9. 動物的刻板症(Stereotypies) 

刻板症是指一連串重複、相當沒有變化且不具明顯功能性的動作。諸如來回踱

步、咬欄杆、轉動舌頭、假咀嚼、不停的搖晃(如靈長類)、囓齒動物繞著給水器

打轉等。 
 

 

四、參考資料： 
實驗動物福祉:評估並緩解實驗動物的疼痛與痛苦。羅安堡、秦咸靜翻譯。中華實驗動物

學會發行。 
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2013).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of Rodents/Nonhuman 
Primates,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N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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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實驗動物疾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規範 
 

112年8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112年第2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依據指引2.3.2.(1)制定實驗動物疾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相關標準作業程

序，以供機構獸醫師參考及操作。 
 
二、適用範圍：政治大學各動物舍 
 
三、規範內容： 
1. 疾病的預防 
1.1. 動物舍凡自非國家動物中心或經農委會認證之飼養繁殖機構以外地區入室之新

進小鼠和大鼠，必須經過 14 天檢疫期，並委由獸醫師採集血清進行 ELISA kit 檢
測(小鼠檢測 MHV 及 Mycoplasma spp.，大鼠檢測 SDAV 及 Mycoplasma spp.二種病

原)、肛貼進行鼠蟯蟲檢測及運輸產生之緊迫觀察等；倉鼠及天竺鼠採現地檢疫

方式進行，主要觀察生理表現，檢疫期為 14 天。 
1.2. 動物舍應配合獸醫師進行定期健康監測，確保動物的健康狀況。 
 
2. 疾病的診斷  
2.1. 實驗動物經飼養員、使用者通報獸醫師或獸醫師巡房時，由獸醫師主動進行疾病

診斷包括外觀觀察、臨床症狀、問診 (詢問飼養員及使用者相關飼養或實驗情形)、
採樣及剖檢等。 

2.2. 診斷結果，若為飼養管理不當或使用者實驗不當，由獸醫師回覆與相關人員討論

如何改善；若為動物本身自發性造成，則告知使用者；若為列管病原造成，則啟

動實驗動物醫療照顧應變程序；若為不明原因造成，則列入案例觀察，持續追蹤

並每日填寫《實驗動物臨床症狀記錄表》。 
 
3. 疾病的治療 
3.1. 大小鼠的疾病若為非實驗性如脫毛、脫肛、牙齒咬合不正、皮膚病、血腫、子宮

蓄膿、自發性腫瘤等，則進行飼養管理改善措施、對症改善措施及修復措施。若

為實驗性如糖尿病、消瘦、紅腫、腫瘤等，則進行支持療法。 
3.2.倉鼠和天竺鼠基本上是性情溫和的動物，對於飼養管理源和研究者較不具攻擊性。

一般較常見倉鼠和天竺鼠的疾病有倉鼠打架互咬、實驗造成的皮膚發炎、紅腫

等。 
3.4. 若為列管的病原則不進行治療，直接進行該族群淨化作業。所謂列管病原是指國

家動物中心列為健康監測之病原項目(包括病毒、細菌及寄生蟲等)。 
3.5. 若為法定傳染病病原造成，則啟動實驗動物醫療照顧應變程序。 
3.6. 法定傳染病感染動物依農委會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處置，原則上，以儘

速全面撲殺動物及飼養環境重新消毒、淨空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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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實驗動物臨床症狀記錄表 

 
五、參考資料：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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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臨床症狀記錄表 
 

108 年 10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112 年 8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2 年第 2次會議修訂 

 
 
 
動物舍編號：                   動物舍負責人：                 
飼養

籠號 
品系 發現

日期 
臨床症狀 發現者 處置方式記錄 

      
      
      
      
      
      
      
      
      
      
      
      
      
      
      
      
      
      
臨床症狀：消瘦、抽慉、打圈、脫毛、花斑毛色、皮膚潰瘍、外傷、尾畸形、尾壞死、皮下

腫大、下痢、眼鼻口分泌物、結膜炎/角膜炎、紅眼症、齒咬合不正、子宮脫出、直腸脫出、

其他（請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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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囓齒類胎兒和新生仔鼠安樂死規範 

 

112 年 8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2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 

二氧化碳用於囓齒類實驗動物胎兒和新生兒可充當安樂死作用，但由於胎兒和新

生兒的痛覺發育較慢且對於二氧化碳有抗性，因此特訂此規範讓研究人員有所依

循。  
 

 
二、適用範圍：政治大學。 
 
三、作業規範： 

AVMA Guidelines (2013年版) 關於動物的安樂死指出:依據科學的資料指出，哺乳動物的

胚胎 (embryos) 和胎兒 (fetuses) 在懷孕和出生時，是處於沒有意識的狀態。早熟的年

輕天竺鼠依然沒有知覺和意識直到懷孕的後期或出生後依然沒有意識 (化學性抑制因子

影響)，而胚胎或胎兒對死亡和疼痛也不會有意識的經驗感覺。 
 
1. 胎兒 (fetuses) 
1.1. 證據顯示小鼠、大鼠、倉鼠和天竺鼠的胎兒在出生前既沒有知覺也沒有意識

且也沒有感受疼痛的能力。當研究需要胎兒時 (大鼠、小鼠和倉鼠大於E15，
或天竺鼠大於E35)可接受的安樂死方式為用外科剪刀進行斷頭或頸椎脫臼。 

1.2. 當母鼠被安樂死時，子宮內存有胎兒或胎兒具有完整的羊膜囊時，必須將胎

兒從母鼠移出。無論如何，在胎兒死亡之前將花費超過1個小時。胎兒若被允

許呼吸後，仍需進行斷頭或頸椎脫臼。當需要整隻胎兒進行化學固定時，仍需

進行安樂死後才能進行包埋或固定液灌流。低溫麻醉對胎兒可能有效。 
1.3. 當胎兒不需充當研究時，對懷孕母鼠進行安樂死的方法選擇，必須是快速造

成胎兒的大腦缺氧或對子宮內的胎兒只有輕微的阻礙。對母鼠推薦的安樂死

方法是二氧化碳，配合後續安樂死的方法包括頸椎脫臼、斷頭或二側氣胸法。

母鼠的死亡必須被確認且是計畫性的。  
 
2. 新生仔鼠 (Neonates)(會呼吸的新生動物) 
2.1. 傷害受器的成熟和刺激及抑制的接受器的發展系統都發生在出生前和出生

後第二周。當二氧化碳當作安樂死的方式時，因為對缺氧有抵抗性所以導致

動物失去意識的時間會延長。後續被推薦的物理性安樂死方式，保證死亡的

方法，如頸椎脫臼、斷頭和二側氣胸法。死亡必須被確認且是計畫性的。 

 

3. 新生10天以內之小鼠、大鼠和倉鼠的仔鼠 
3.1. 可接受的安樂死方法包括注射化學性麻醉劑 (如pentobarbital)、斷頭或頸椎

脫臼。這些動物對氣體麻醉劑敏感(如二氧化碳或isoflurane)暴露時間會延長，

甚至達50分鐘。後續被推薦的物理性安樂死方式，保證死亡的方法，如頸椎脫

臼、斷頭和二側氣胸法。一般相信胎兒是無意識的且小於5天的新生仔鼠也可

能是，可以用液態氮快速殺死。但超過5天的新生仔鼠，必須先麻醉後才能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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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液態氮。另外6天以下的仔鼠，可以用低溫麻醉。  
 
四、參考資料：  

實驗動物福祉:評估並緩解實驗動物的疼痛與痛苦。羅安堡、秦咸靜翻譯。中華

實驗動物學會發行。 
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2013). Guidelines for Euthanasia of Rodent Fetuses 

and Neonates,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NIH. 
AVMA Guidelines for the Euthanasia of Animals:2013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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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動物實驗計畫終點評估規範 

 

112 年 8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2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 

在實驗動物研究中，動物實驗計畫終點評估是研究人員必須負起的責任，為了使

研究人員了解動物實驗設計終點評估應如何進行，特定訂此規範。。 
 

 
二、適用範圍：國立政治大學。  
 
三、作業規範： 

1. 前言 
1.1. 適當的動物終點評估是每一個動物實驗計畫的一部分，從事研究必須考量以

下各點：（1）研究的科學需要，（2）期性和可能對動物造造成包括疼痛、挫

折、疾病等不良影響，（3）研究的期間和改善不良的影響，（4）愈早預期

已存在或接近發生的不良影響。 
1.2. 當動物感受最小的痛苦和挫折的人道終點評估對於死亡或垂死是最好的。 
1.3. 研究者應該設計產生最小疼痛或挫折的研究過程，如果疼痛或挫折是無法避

免時，科學的正當性必須重新審視且必須經過 IACUC 同意。 
1.4. 在研究主題和科學目的下，當疼痛或挫折是研究過程必要時， IACUC 同意的

人道終點是評估被實驗的動物，其疼痛或挫折是否被允許、中止或減輕的最

早判斷點。 
 
2. Morbidity（病態；不健全） 
2.1. 動物實驗計畫如有不正常病態或有會造成動物潛在引起不良後遺症的操作

程序時，必須遵從以下規範： 
2.2. 設定人道終點評估準則包括：每個動物包括體重、身體表現 (physical 

appearance)、臨床症狀的測量(measurable clinical signs)、沒有被激怒時的行

為(unprovoked behavior) 和對外在刺激的反應 (respond for external stimuli) 
的狀態評估。 

2.3. 適用於腫瘤和毒理學研究的臨床觀察表應包括：一般性的表現、皮膚和毛

髮、眼睛、鼻子、嘴部和頭部、呼吸作用、尿液、糞便和活動力等(如附

表)。 
2.4. 大部分的動物的身體狀況分數 (BC1-BC5) 可以應用進行評估：BC-1 : -

Emaciated-skeletal structure extremely prominent, little or no flesh/muscle mass, 
vertebrae distinctly segmented；BC-2 : Underconditioned-segmentation of 
vertebrae column evident, dorsal pelvic bones readily palpable, reduced muscle 
mass；BC-3 : Well onditioned –vertebrae and dorsal pelvis are not 
prominent/visible, palpable with slight pressure；BC-4 : Over conditioned –spine 
is a continuous column, vertebrae palpable only with firm pressure；BC-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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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se, contour is smooth and bulky, bone structure disappears under flesh and 
subcutaneous fat.  

2.5. 動物也可能體重並未喪失但發生潛在身體狀況的流失，如：Debilitating 
diarrhea, Dehydration/reduced skin turgor, Edema, Sizable abdominal 
enlargement or ascites, Progressive dermatitis, Rough hair coat/unkempt 
appearance, Hunched posture, Lethargy or persistent recumbency, Coughing, 
labored breathing, nasal discharge, Jaundice, cyanosis, and/or pallor/anemia, 
Neurological signs, Bleeding from any orifice, Self-induced trauma, Any condition 
interfering with daily activities (eg Eating or drinking, ambulation, or elimination, 
Excessive or prolonged hyperthermia or hypothermia, lesions and/or exposure of 
muscle or other tissue. 

2.6. 建構腫瘤研究的人道終點可依據（但不侷限）以下症狀：1. 瘤重量超過體

重 10%。2. 腫瘤直徑在小鼠不該超過 20mm；在大鼠不該超過 40mm。3. 
腫瘤發生潰瘍，產生壞死或感染。4. 腫瘤已干擾到飲食或造成移動困難。 

 
3. 非預期性實驗引起的狀況 
3.1. 任何動物發現非預期性的垂死、惡質或無法進食時，必須被安樂死。 
3.2. 實驗動物的操作過程（病態、垂死的、致死的、疼痛或非短暫性的挫折）

中如果發生非預料性的結果時，動物必須立即被安樂死或在第一時間點進行

治療，以避免發生 IACUC 不同意的疼痛或挫折。 
3.3. 如果獸醫的治療是會影響實驗結果時，動物將被進行安樂死，除非不治療

的行為是經過 IACUC 同意的。 
3.4. 如果治療過程中動物情況變得更壞時，動物是否進行安樂死則由獸醫師諮

詢過計畫主持人後做判斷。 
3.5. 計畫主持人必需針對在實驗中非預料性的疼痛或挫折的研究計劃提出修正

案並獲得 IACUC 的同意才能繼續執行。 
3.6. 在 GMAs (Genetically Modified Animals) 動物模式的表現型可能發生持續或

一再發生影響動物福祉的情況。如果尚未發生，這些應該在動物研究計畫中

進行修正，成為可預期性的結果影響，以適當增加對動物的照護和安樂死措

施。 
 
4. 實驗中動物安樂死時機和準則 
4.1. 體重減輕達 20-25%，或是動物出現惡病質或消耗性症候時。 
4.2. 小型囓齒類動物完全喪失食慾 24 小時或食慾不佳（低於正常量之 50%）達

3 天時。 
4.3. 虛弱（無法進食或飲水）：動物在沒有麻醉或鎮靜的狀態下，長達 24 小時

無法站立或極度勉強才能站立時。 
4.4. 垂死/瀕死：動物在沒有麻醉或鎮靜的狀態下，表現精神抑鬱伴隨體溫過低

（低於 37 ℃）。 
4.5. 感染：無論是明顯可知或因體溫升高白血球數目增加而判斷為感染所致，

且在抗生素治療無效並伴隨動物全身性不適症狀出現時。 
4.6. 出現器官嚴重喪失功能的臨床症狀且治療無效，或經獸醫師判斷預後不

佳，如：（1）呼吸系統:呼吸困難、發紺。（2）心血管系統:大失血、貧血。

（3）消化系統:嚴重嘔吐或下痢，消化道阻塞，套疊、腹膜炎、內臟摘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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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4）泌尿道系統/腎衰竭（BUN, creatinine, uroperitoneum 的提升）的提

升。（5）神經系統:中樞神經抑制、震顫、癱瘓（其中任一肢或以上）、對止

痛劑治療無效之疼痛。（6）肌肉骨骼系統:肌肉受損或骨折使肢體喪失功能

（實驗預期發生並通過 IACUC 審核除外）。（7）皮膚出現無法治癒之傷口、

重複性自殘或二級以上之保溫墊燙傷。 
 
5. 辨識和確認死亡狀態 
5.1. 執行安樂死後人員需檢查動物的心跳是否完全停止、瞳孔是否放大。 
5.2. 停止呼吸不能做為判斷死亡的依據，動物往往先停止呼吸，數分鐘之後才

停止心跳，尤其是使用二氧化碳進行安樂死時，需特別注意。 
5.3. 判斷依據包括：呼吸動作停止、心跳停止、瞳孔擴張且角膜反射消失、脈

搏停止、黏膜失去血色、眼睛呆滯。 
5.4. 肢體僵直是唯一可單獨判斷動物死亡之依據。 
 
6. 擬定動物照護和監督程序 
6.1. 實驗中可能發生垂死或死亡的動物，必須由有經驗的人員每日確認病態的

症狀（疾病、受傷、或不正常的行為），進行至少以下方面的監控：異常的

姿勢、背毛粗剛、頭藏入腹部、眼睛和（或）朵周圍有分泌物、皮膚病變、

呼吸異常、移動困難、食慾不振或自殘。 
6.2. 當動物呈現上述症狀或其他病態症狀時，觀察的頻率必須增加。周末和假

日的監控需要補足人力需求。 
6.3. 當動物發生疾病時，應該儘速和啟動已建立的計畫。 
6.4. 當動物的情況已變壞至遭其他動物傷害時，需考慮將其移至個別的飼養

籠。死亡的動物必須移開。 
 

Table 1. Selected Clinical Observations Used in Cancer Research and Toxicological Studies 
Parameter What to look for 
General 
Appearance 

Dehydration, decreased body weight, missing anatomy, abnormal posture, 
hypothermia, fractured appendage, swelling, tissue masses, prolapsed, 
paraphimosis 

Skin and fur Discoloration, urine stain, pallor, redness, cyanosis, icterus, wound, sore, 
abscess, ulcer, alopecia, ruffled fur 

Eyes Exophthalmos, microphthalmia, ptosis, reddened eye, lacrimation, discharge, 
opacity 

Nose, Mouth, 
and Head 

Head tilted, nasal discharge, malocclusion, salivation 

Respiration Sneezing, dyspnea, tachypnea, rales 
Urine Discoloration, blood in urine, polyuria, anuria 
Feces Discoloration, blood in the feces, softness/diarrhea 
Locomotor Hyperactivity, hyperactivity, coma, ataxia, circling, muscle, tremors 

Montgomery, C. A. Jr.(1990) Cancer Bulletin 42:230-237 and appeared in AWIC Newsletter, Spring 1995 6:4 

 
 

四、參考資料： 
實驗動物福祉:評估並緩解實驗動物的疼痛與痛苦。羅安堡、秦咸靜翻譯。中華

實驗動物學會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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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C Guidelines: guidelines for endpoints in animal study proposals. 
AVMA Guidelines for the Euthanasia of Animals:2020 Edition.    

 



IACUC/NCCU_SOP # 20 

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大小鼠基因型（genotyping）採樣確認規範 

 

112 年 8 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 112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使研究人員了解應在何時進行基因型（genotyping）採樣才不會侵害動物福祉，

特定此規範。 
 
二、適用範圍：政治大學。 
 
三、作業規範： 

1. 前言 
1.1. 確認每胎基因改造動物的特異性基因對研究主題的追求和動物數量的減量

是有決定性的。 
1.2. 從年輕囓齒類組織中萃取極少量的 DNA 再經由 PCR 分析技術可以確認基因

型。經由尾部活體採樣（tail biopsy）取得大小鼠的組織 DNA 進行分析是安

全的、有效率的和人道的程序。 
1.3. 在 12-14 日齡前的大鼠（rats）對痛覺的感知力尚未發展完全，所以剪尾採

樣可能不會造成太明顯的痛覺。在成年小鼠通常也只造成極小或短暫性的疼

痛和挫折，且引起的生理衝擊（心跳速率的變化、體溫或活動力）也不如動

物被保定時的感受。 
1.4. 亦可經由打耳洞、毛髮、血液、糞便或口腔樣本取得 DNA。 
1.5. 計劃主持人應依據研究的需要考量較少採用侵入性的替代方式如打耳洞和

採用非侵入性的替代方式如毛髮、糞便或口腔樣本。  
 
2. 尾部活體（Tail Biopsy）採樣的規範 
2.1. 尾部活體採樣的過程必須在動物實驗申請表中描述，且必須經過 IACUC 同

意。 
2.2. 大鼠和小鼠最適宜在 10-21 日齡前施行，此階段產製的 DNA 量已足量進行

PCR 分析。在離乳前就確認哪些動物是研究需要的，也可以使飼養空間的利

用更有效率。 
2.3. 大小鼠在 10-21 日齡可使用局部麻醉進行尾部活體採樣，局部麻醉可以將尾

部浸入冰的酒精內 10 秒或噴 ethyl chloride。 
2.4. 大小鼠大於 21 日齡必須使用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劑進行尾部活體採樣。 
2.5. 大鼠大於 35 日齡必須使用全身麻醉劑進行尾部活體採樣。 
2.6. 確認動物的編號和利用徒手保定方式可進行。 
2.7. 取滅過菌的小刀、剃刀片或剪刀切下尾端 2mm (最多 5mm)，從 5mm 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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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製的 DNA 即足夠進行分析。 
2.8. DNA 的產製量並不會因為剪的尾部愈長，產量就愈多，如果只需要少量的

DNA，那麼研究者就應該考慮只剪 2mm。 
2.9. 個別動物在剪刀上的組織都必須完全取下，避免重複使用剪刀造成樣品汙

染影響 PCR 進行分析。工作的台面也要避免動物之間尾部放置的位置造成汙

染。 
2.10. 操作完成將動物放回飼養籠前，必須確定尾部已經止血。如果需要，可以

利用指壓法或其他止血方式。 
2.11. 如果必須進行再確認分析，針對第二次尾部活體採樣的替代方式就必須優

先考慮且必須經過 IACUC 同意。重複尾部採樣必需麻醉和考量採樣後的止

痛。 
 
3. 耳廓活檢（Pinna Biopsy） 

3.1. 耳廓活檢或耳洞（ear punch）具有在過程中完成組織收集和永久識別的優

勢。 
3.2. 在囓齒類動物中，耳朵在 14 天左右發育完全，可以收集合適的組織。 
3.3. 耳廓活檢被認為類似於標記耳朵並造成最小或短暫的疼痛和痛苦。建議使

用兩公分耳洞或邊緣凹口。 
3.4. 如果需要重複活檢，應考慮使用備用耳廓或其他方法。如所述進行的耳廓

活檢不需要使用麻醉劑或鎮痛劑。 
 

四、參考資料： 
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2022). Guidelines for the Genotyping of Mice and 
Rats,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N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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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實驗動物單獨飼養原則與處置規範 
 

112年8月國立政治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第112年第2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針對計畫性和非計畫性單獨飼養的動物，進行動物福祉評估。 
 
二、適用範圍：國立政治大學各動物舍   
 
三、規範內容： 

1. 計畫性單獨飼養的原因：（1）老化研究。（2）腫瘤研究。（3）睡眠研究。（4）手

術後恢復期。（5）生物樣本採集。（6）研究需求。（7）衛兵鼠。 
2. 非計畫性單獨飼養的原因：（1）打架的公鼠。（2）受傷的動物。（3）身體虛弱的

動物。（4）無法與群體融合的動物。 
3. 若為計畫性單獨飼養，計畫申請人應在動物實驗申請表中說明如何改善動物單獨

飼養的措施與對策。 
4. 囓齒類（大小鼠、天竺鼠等）為群居的動物，原則上應依動物的本性提供人為飼

養環境。若因某些因素需暫時性的進行單獨飼養時，其期間亦不宜過長。 
5. 處置的標準 

5.1. 當動物單獨飼養超過 2 星期以上者，必須進行環境豐富化措施並監控單獨飼

養環境豐富化措施執行情形。 
5.2. 環境豐富化的執行包括：（1）大小鼠提供木塊、隧道、巢料或自製玩具等。

（2）鼓勵研究者，經常性的撫摸動物和訓練動物。（3）巡房獸醫師特別觀

察單獨飼養動物的生理狀況及刻板症 (stereotypies) 的發生。（4）動物房內

利用「插卡制度」，標示單獨飼養的動物，以利監控。 
6. 單獨飼養指導原則 

6.1. 公鼠發生打架時，可先提供巢料等豐富化物品，以減緩攻擊的程度或提供較

大飼養空間，讓其他公鼠可以迴避攻擊。若無效，方能進行單獨飼養措施。 
6.2. 進行手術後之大小鼠，原則必須採一隻一籠飼養。待傷口癒合且恢復生理功

能後，需嘗試進行併籠措施。若無法和睦相處，則採單獨飼養。 
6.3. 進行腫瘤研究之小鼠，當腫瘤長出時，管理員、研究者必須密切監控腫瘤大

小和腫瘤受攻擊的情形。當腫瘤破裂或因受其他小鼠攻擊而損傷時，必須採

取單獨飼養措施。 
6.4. 單獨飼養環境豐富化措施應在獸醫師同意下執行，定期評估環境豐富化措施

對於動物是否合宜，對動物的行為表現是否促進，對動物的生理表現是否改

善等。 
7. 環境豐富化措施指導原則 
7.1 單獨飼養的動物必須給予環境豐富化措施，二隻以上之動物則視飼養情形決定

是否提供環境豐富化措施。 
7.2. 如動物反應不如預期、社交行為不明顯、活動力不如預期或好奇心等基本行為

遲緩則可給予環境豐富化措施，進行外在的刺激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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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考資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107.6.22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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