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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信息 

注册信息：所内外用户在开始进行动物实验之前，需要登陆科学实验中心仪器预约平台

（book.ibmc.ac.cn）注册实名信息，注册后需要联系实验中心老师人工审核，联系电话：

15088626810。 

加入课题组：信息审核通过后，用户联系本课题组管理员，或课题组负责人，将用户拉

入课题组（系统首页-用户管理-课题组管理-（搜索课题负责人）-详情-编辑-选择管理员或成员）。

若本单位暂无课题组，需单位或课题组负责人以 PI 身份注册信息，成立课题组，再完成加入

课题组的操作。若不清楚具体操作，可联系平台老师代为操作。 

准入培训 

报名培训：进入动物房开展实验前，需要参加由实验动物平台组织的动物房准入培训，

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才可获得进入动物房的权限。培训信息发布在科学实验中心仪器预约平台，

用户报名（网站首页拉至底部->培训信息->更多，找到动物房准入培训，点击报名），携带相关

文件资料（门禁申请表、承诺书等），在规定的时间参加培训，培训地点过渡房 2 幢 1001 室。 

培训主要介绍动物房基本情况，伦理审查和动物订购流程，实验流程，人员、动物和物品

的进出流程，违规处罚和注意事项。 

培训结束后需进行考核，考核形式为实操和现场问答，未通过者 2 周后再次考核，直至通

过。完整的培训流程耗时约 90 分钟。 

开通门禁：培训通过后，用户上交承诺书，并携带平台签字的门禁申请表前往 1 号楼 2

楼后勤保障处开通动物房门禁。 

动物实验技术培训：平台也会根据需要，酌情在准入培训中安排动物实验技术培训，

主要包括麻醉机的使用，给药（灌胃、尾静脉注射、皮下注射、腹腔注射），采血等基础实验

操作，用户也可按需要单独预约培训（预约系统搜索实验辅助/指导 2），平台可提供基础实验

操作，标本采集，给药，造模，手术等实验技术培训。 

除了平台准入培训，建议用户参加由上级实验动物主管部门组织的医学实验动物与动物实

验培训或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以更深入地了解实验动物行业和动物实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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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前准备 

伦理审查：在科研中使用动物是社会赋予科研人员的一种特权，但为了保障动物的基本

福利和生存质量，营造尊重生命、善待动物的实验环境，确保动物管理和使用的科学性、合规

性，所有在设施内开展的动物实验都必须接受伦理审查。 

实验人员在开展实验前至少 1 个月，填写《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实验动物福利伦理

审查表》，并提交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审查。 

整个审查过程在线上进行，具体流程为：实验人员参考《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表》填写

指南填写《伦理审查表》，填写完成后，交导师或项目负责人预审，预审通过后导师或项目负

责人签字；预审后的申请发送至 IACUC 工作邮箱并抄送导师或项目负责人；委员会秘书收到

邮件后对申请进行格式初审，通过后分别发给兽医和委员会委员审阅，期间任何修改意见将由

秘书汇总后反馈至实验人员，实验人员修改后重新提交。若审查最终通过，秘书将通知实验人

员前往平台管理办公室（过渡房 2-1006）领取纸质申请表，并前往科技处（1-308）盖章。申

请表一式两份，盖章后一份交还平台管理办公室存档，另一份实验人员保存。 

审查的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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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动物：伦理审查通过后，实验人员可申请动物入驻。为保证动物来源可靠，动物订

购由平台统一安排，任何个人联系、订购、运输的动物，不得进入动物房。特殊情况下，如转

基因或模式动物，实验人员可先联系供应商，确定动物供应后，由平台联系供应商下单、运输、

接收动物。 

拟入驻动物按来源分为 2 类，第一类为来自实验动物供应商的商品化动物，第二类为其他

来源的实验动物，如在外单位饲养的动物，外单位或个人赠送的动物或国外引种的动物。 

如申请入驻的动物为第一类，实验人员填写《实验动物代购单》，发送至平台工作邮箱，

并抄送导师或负责人。工作人员接收代购单后，按代购单的动物信息联系供应商确认是否有货，

若供应商可供应动物，实验人员将收到确认邮件，平台预留笼位，安排接收动物并分笼。若无

法满足要求，平台将联系实验人员修改订购信息。为了确保动物来源可靠，严禁任何非通过平

台下单订购的动物进入动物房，实验人员仅可选择代购单列表内的供应商。 

如申请入驻的动物为第二类，拟入驻的动物必须在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生物净化，检疫合格，

相关证明材料提交平台审核无误后，净化后的动物按第一类动物的流程入驻动物房。用于检疫

的动物必须为拟入驻动物的同窝动物。如动物为国外引进，还需另外提供动物的背景资料、转

运证明、海关卫生证书、隔离检疫证明等材料。 

动物将在代购单要求的日期入驻动物房，由工作人员完成分笼。 

开始实验 

实验人员在完成准入培训、动物入驻之后，可进入动物房相应区域进行实验。所有实验操

作必须和伦理申请内的实验计划一致。 

查找动物：工作人员下单订购动物后，会为动物安排入驻笼架，并打印《实验动物管理

和使用记录》。实验开始前，实验人员前往平台管理办公室（过渡房 2-1006）领取《记录》，所

有动物的操作、使用、异常等情况，都应在此记录。《记录》内有动物所在位置的笼架编号，

实验人员按笼架编号查找动物。 

动物笼盒位置原则上为固定的，不可在笼架或饲养室之间随意移动，如确因实验需要，要

更改动物位置，需联系工作人员申请变更位置。 

为提高笼架饲养密度，减少笼架漏气，平台会不定期整理笼架，并通知实验人员动物的新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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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出动物房：开通门禁后，实验人员可刷卡进入动物房。进入动物房之前，需在

入口处登记信息，脱鞋进入缓冲间，在缓冲间穿上一次性鞋套，进入一更，在一更进行手和眼

镜消毒：戴好一次性头套（长发的实验人员必须佩戴），将手和眼镜浸入消毒液 30 秒消毒，消

毒完成后用无菌擦手纸擦干手和眼镜，进入二更，在二更依次佩戴手套、口罩，穿隔离实验服，

使用胶带缠紧袖口，再次手消毒后进入风淋间，风淋完成后进入屏障内，穿上拖鞋，领取实验

用品，开始实验。 

动物房为屏障环境，为避免污染，应规范穿戴实验服，选择合适的尺码，袖子塞在手套内，

头发收到帽子内，在动物房内不得拉开或脱下实验服，不得暴露身体任何部位。 

进入饲养室前，实验人员手和鞋底需消毒，严禁在各个饲养室之间窜访。 

实验结束后，人员将拖鞋脱在退出缓冲间门口的桶内，从退出缓冲间退出动物房。实验服

脱下后翻至正面，拉好拉链，放在回收桶内。离开前需补全登记信息。 

物品进出动物房：开始实验前，把需要使用的实验用品传递进入动物房。实验人员按

要求对物品清洁、分类、包装，耐高温物品应装在器械盒内，并贴上灭菌指示胶带，注明姓名、

灭菌日期和使用日期，不耐高温的物品，装在平台提供的篮子内，贴上标签，注明姓名、灭菌

日期和使用日期。物品放在指定位置，由工作人员定时传递进入屏障内，工作人员会按标签上

的使用日期将物品放在物品待取区。 

平台不接收任何自行灭菌的物品。物品灭菌的原则是能高压灭菌的物品必须进行高压灭菌。 

物品分类灭菌：平台现有 3 种方式对物品进行灭菌：高压灭菌（高压蒸汽）、低温

灭菌（汽化过氧化氢）、辐照灭菌（脉冲氙光），实验物品根据灭菌方式不同也分为三类： 

1) 耐高温物品灭菌：通过脉动高压蒸汽灭菌器灭菌。如器械、敷料、EP 管、枪头、记录

本等一切耐高温的物品。 

2) 不耐高温物品灭菌：通过高浓度汽化过氧化氢熏蒸灭菌。如剃毛刀、电子称、笔记本

电脑、游标卡尺、签字笔、记号笔、移液器、动物固定器、保温垫、手机等无法进行

高压灭菌的物品，或未拆封的无菌包装试剂和物品，如注射器、缝针/线、一次性吸管、

棉签、垫巾、纱布、培养皿、PBS、生理盐水、麻药、镇痛药、高脂饲料。 

3) 特殊物品灭菌：通过脉冲氙光灭菌。如金属冰盒、冰袋等表面潮湿的物品，或结构简

单，所有表面可接受光线直射的物品。灭菌前需使用消毒液对物品表面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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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后的物品，如果未使用，可在屏障内保存 7 天。实验结束后，实验物品应随人员一起

离开动物房，屏障内不得存放任何个人物品。 

本设施不可进行感染性实验，严禁私自使用有毒有害、致畸致癌等危险性物品。 

灭菌时间安排： 

高压灭菌：每日 8：30 以后开始灭菌，灭菌物品需至少提前 24 小时送至平台。 

低温灭菌（汽化过氧化氢）：每日 6：00-8：00，11：30-13：30，共 2 批次，其中 6：00-

8：00 时间段灭菌的物品，需提前至前一天 16：30 之前送至平台。 

辐照灭菌（脉冲氙光）：每日 8：30-11：30，13：30-16：30。由于低温灭菌和辐照灭菌在

同一舱室，进行低温灭菌灭菌时，将无法辐照灭菌。 

使用仪器、实验台：若实验需要使用仪器或实验台，应提前在预约系统预约，并在预

约的时间段内使用。 

实验开始前，需用消毒液对实验台，仪器进行消毒灭菌。实验时，应尽量避免动物长时间

暴露，操作结束，尽快将动物放回笼盒，盖紧笼盖。实验中人员不得随意离开，以防动物逃逸。

实验结束后，应及时将动物放回笼架，清理废弃物，带走所有个人物品，仪器和实验台清理消

毒，包括动物和人员接触到的仪器部位、电脑、麻醉机、台面等，并填写《设备消毒记录》。 

废弃物处理：实验结束后应妥善处理所有废弃物，动物尸体、组织等废弃物使用周转笼

盒盛装，实验结束后随人员离开动物房，放在尸体暂存冰箱（过渡房 2-1203）。 

使用过的笼盒、笼盖、水瓶、饲料铁架等，交饲养员处理。 

缝针、注射器针头、刀片、毛细管等利器，投入利器盒。针头可拆卸的注射器，针筒应投

入黄色垃圾桶。 

有毒有害、致畸致癌、放射性试剂或化学品，必须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下使用，相关废弃物

应按相应的要求单独处理。 

使用公共设备和物品：为了方便实验，平台在屏障内提供记录纸和笔，并配有体重秤、

游标卡尺、大小鼠固定器、尾静脉注射辅助装置、保温垫、保温灯等常用的实验设备，若有需

要，可领用相关的物品进行实验。使用小设备必须登记领用信息，使用完毕，设备随实验人员

离开动物房，归还至平台管理办公室（过渡房 2-1006）或指定地点，并登记归还信息。使用前

应检查设备是否正常工作，若有故障或损坏，及时联系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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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实验：平台提供技术培训、实验操作、项目委托等多种形式的实验服务，实验人员

可按需要在预约系统预约。 

动物饲养管理 

换笼周期：动物的换笼由工作人员完成，动物饮水为自动饮水。常规饲养的动物每周换

笼 1 次，工作人员更换笼盒，饲料添加饲料。若无特别要求，垫料为高压灭菌的 8 目玉米芯。

换笼之后，动物之间需要重新确立社会地位，这时动物之间可能相互打斗，为避免频繁换笼导

致动物应激甚至死亡，严禁实验人员私自换笼。 

特殊饲养条件：若有特殊饲养要求，实验人员需在代购单内备注，工作人员按要求照

料动物。如饲喂高脂饲料的动物，换笼时将不再添加饲料，并使用刨花垫料；水瓶给药的动物，

平台将安排在专用的笼架饲养；糖尿病模型动物，平台每周换笼 2 次，等等。特殊饲养的动物，

实验人员应注意观察，及时补充饲料和饮水。 

笼位数量变动：实验过程中，因实验需要进行分笼或合笼，动物死亡或处理，可能导

致笼位数量的变动。若笼位减少，需将空笼标签交还平台；若增加笼位，需提前前往平台管理

办公室申请笼位，领取标签后，才可进行分笼操作。无标签的笼盒，工作人员发现后将清理出

动物房，动物安乐死。 

异常动物：工作人员每日会巡查动物房，发现异常情况，会第一时间通知实验人员，如

动物状态异常、死亡、超量饲养、缺水、缺饲料、不符合实验动物伦理的情况，等等，实验人

员需按要求及时处理。实验人员应遵守动物房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戏弄和虐待动物。不

适宜继续实验的动物，应及时安乐死。 

繁育小鼠管理：繁育小鼠管理按照《繁育小鼠饲养管理制度》执行，详情见附录。 

动物转运：活体动物、动物尸体或动物组织转移至屏障外，通过低温传递舱传递。实验

人员将动物笼盒或运输盒放在传递舱内，出动物房后联系工作人员取动物，并填写《实验动物

转运登记表》（HIM/QR-01-025）。 

按转运的目的地不同，动物转运可分为设施内转运和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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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内转运：实验动物平台实行动物分级饲养，11 层为高等级饲养区域，10 层为低等级

饲养区域，动物只可从 11 层转移至 10 层。因实验需要转移动物，需前往平台管理办公室申

请、登记，具体操作及注意事项见附录《大小鼠设施内转运操作规程》。 

外带：动物外带，可分为外带至实验室或其他单位实验或外带至其他设施进行饲养，具体

操作及注意事项见附录《实验动物外带操作规程》。转运至其他设施饲养的动物，平台可提供

相关的文件，如转出证明（带实验中心章），动物合格证复印件（仅通过平台订购的动物可提

供），设施使用许可复印件，设施季度检疫证明等。 

依据平台及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严禁在动物房以外的地点饲养动物，若确因特殊

情况需要在动物房外暂时饲养动物，需获得平台批准后，方可转移动物。动物饲养期间，应保

障动物的基本福利和生存条件，防止动物逃逸。在动物房外饲养的动物，不得返回动物房。 

尸体处理：实验结束，需要处理动物。平台在屏障外（过渡房 2-1203）提供了安乐死装

置，可在此处安乐死动物。若动物转赠他人实验，接收人需提交相应的伦理申请，并注明动物

来源。尸体或动物组织，存放在尸体暂存冰箱（过渡房 2-1203），登记详细信息，由平台交给

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 

结束实验 

标签管理：每一笼新入驻的动物，或实验中需要分笼的动物，平台都会为其编号，并打

印标签。该标签是动物的唯一身份标识，也是动物饲养费用结算、动物溯源和动物实验批准后

审查的依据，应小心保管，不得挪作他用。实验结束后，标签必须交还平台，该笼动物才会停

止计费。其他任何形式的标签或无标签的动物，都将认定为违规饲养，动物将被安乐死，平台

按相关规定对实验人员进行处罚。 

费用组成：1）动物订购费用；2）动物饲养费用；3）实验或仪器使用费用；4）人员进

出费用；5）尸体处理费用；6）其他。各项费用按平台收费标准或合同约定收取。 

费用结算：一批动物全部处理完毕，所有标签都已交还平台，实验即结束，此时可申请

发起费用结算。发起结算后，平台会给实验人员发送费用清单，核对无误后开始报账流程。一

些特殊情况，如繁育动物，由于饲养周期较长，一般每季度结算一次费用。委托项目，按合同

或委托单约定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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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账流程：实验人员审核费用清单无误，平台拟定合同，打印账单，双方签字盖章，开

票打款，具体流程见下图。 

 

由于动物是由平台向供应商代购，动物订购的费用，需要实验人员自行联系供应商进行结

算，平台只提供订购清单。 

动物伦理 

溯源管理：为了引导科研人员科学、合理、人道地使用动物，依据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

员会的制度和要求，动物在设施内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轨迹及接受的实验操作可追溯。动物的

各项实验操作、手术、处理、异常情况等需要在《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记录》内详细记录。动

物转移至动物房外，需要在《实验动物转运登记表》记录，动物安乐死、尸体处理等也需要进

行登记。 

伦理监督：为了确保批准后的动物实验按实验计划执行，伦理委员会会对动物进行日常

的福利伦理监督检查，对违背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情况进行通报，并要求整改。对于多次违反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人员和课题组，平台将限制其动物的订购和使用。 

违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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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动物伦理：伦理委员会按《实验动物 福利伦理审查指南》（GB/T 35892-2018）进

行处理。 

人员、物品进出及动物饲养管理违规：禁入动物房 2 周，到期进行操作规范考核，

不合格者 2 周后再次考核，直至考核通过，重新获得进出资格。若再次违规，将被永久取消准

入资格。 

仪器、设备使用违规：按《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科学实验中心管理制度》进行

处理。 

其他违规：实验人员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若再次违规，按人员、物品进出及动物饲养

管理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罚。 

其他 

动物供应商：平台可入驻的商品化动物都来自经过筛选的供应商。平台根据硬件条件、

设施管理、动物质控、物料管理、运输条件、动物福利等方面对动物供应商进行准入审计，择

优选择，筛选少量几家动物生产厂家成为平台供应商，实验人员只可申请平台供应商的动物入

驻入动物房。 

动物节律：动物房内动物照明模拟动物自然节律，每日 6：00 开启，18：00 关闭。工

作照明为双重控制，工作时间（8：30-17：00）可通过房间内开关控制，非工作时间（18：0-

次日 8：30）自动关闭。获得进出权限的实验人员可在 7：30-16：30 自由刷卡进出动物房，其

他时间将关闭门禁。因实验需要确实需要在其他时间进入动物房的，需提前前往平台管理办公

室登记信息，领取临时门禁，刷专用门禁卡进入动物房。 

屏障环境维护：动物房为屏障环境，需要隔离对动物或实验造成影响的病原微生物，

因此对进出动物房的人员、物品都有严格的灭菌要求，动物房日常也会对环境进行消毒。每日

3：00-5：00，操作间、更衣室和走廊紫外灭菌；每日会对动物房内笼架、地面、墙面等进行清

洁；每周会使用消毒液（100ppm 次氯酸水）对所有区域消毒；重点区域，如免疫缺陷小鼠饲

养室，每日会使用消毒液（100ppm 次氯酸水）喷雾消毒；回风口滤网每 2 周清洗一次，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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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毒液（100ppm 次氯酸水）浸泡灭菌；IVC 主机中效和高效过滤器、空调系统高效过滤器

每运行 365 日更换一次；  

为了确保各种灭菌设备可靠有效工作，平台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测试，如定期对传递窗、

紫外灭菌灯、高压灭菌器、动物饮水系统灯进行维护和灭菌效果测试。平台也在逐步建立完善

的环境检测和哨兵鼠监测机制，确保动物房环境能满足所内师生和所外单位的实验需要。 

练习鼠领用：为了减少正式实验动物用量，提升实验技术水平，更全面的保障实验动物

福利，平台备有练习鼠，供实验人员使用。当需要使用练习鼠时，实验人员提出申请，填写《练

习鼠领用申请》，并在平台老师的监督下使用。 

练习鼠的申请和使用原则：每人每次领用不超过 2 只，不得带离平台。若实验后需要饲养

观察，需要按实验鼠的流程办理动物入驻，平台收取饲养费。练习鼠的伦理由平台统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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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繁育小鼠饲养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繁育小鼠的饲养管理，为动物营造舒适健康的生存环境，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繁育小鼠，是指入驻或分笼时，在平台登记为繁育状态，饲养

在繁育室的小鼠。 

第三条 实验人员应严格按照本制度执行各项操作。 

第四条 本制度由实验动物平台负责解释。 

第一章 来源控制 

第五条 若动物来自实验动物平台白名单内的供应商，实验人员可提交《实验动物

代购单》（HIM/QR-01-021），由平台统一代购入驻。 

第六条 其他来源的动物，必须经过净化，且检疫合格方可入驻。 

第七条 其他饲养室的动物，不得私自转移至繁育室。 

第八条 动物实验应严格按照伦理申请内的实验计划执行，实验用的小鼠不得用于

繁殖。 

第二章 繁育管理 

第九条 实验人员：进入繁育室的人员应通过动物房准入培训，各课题组每次进入

人员不超过 3 人。为避免惊扰动物，在繁育室内不得大声喧哗，应保持安静。 

第十条 配繁：合笼小鼠，雌雄比例不得超过 5：1，合笼之后需每日检栓，若发现

雌鼠怀孕，需分笼单独饲养，并在标签上标注怀孕日期。 

第十一条 乳鼠管理：在预产期前一天开始，每日检查小鼠的生产情况，发现产

仔记为哺乳第 1 天，并在标签上记录日期。 

第十二条 换笼：正常换笼频率为每周 1 次。为避免惊扰动物，哺乳前 5 天，将

暂停更换垫料，如有特殊饲养要求，可在标签显著位置标注或联系工作人员。 

第十三条 繁育的笼盒应在标签上标注怀孕、分娩日期等信息，因信息不全，工

作人员换笼导致动物弃仔、吃仔等，实验动物平台概不负责。 

第十四条 分笼：小鼠哺乳期为 20-22 天，视幼鼠的状态进行分笼，最迟不超过 4

周。幼鼠按性别分笼，每笼不超过 6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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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标注分娩日期的，由工作人员判定乳鼠周龄。 

第十五条 为方便记录分笼信息，分笼前可先领取空白卡片。完成分笼后，立即

前往办公室打印标签，并归还多余空白卡片。未贴标签的笼盒，工作人员将移出动物

房，动物安乐死。 

第十六条 标签管理：实验动物平台发放的标签是费用结算的重要依据，笼位腾

空后，须立即将标签归还平台，未及时归还标签导致多计费或标签被盗用，造成的损

失平台概不负责。 

第十七条 淘汰动物不得随意转赠或做为他用，若要处死，须使用二氧化碳安乐

死装置进行操作。不同周龄的小鼠二氧化碳耐受程度不同，安乐死应严格按照操作规

程操作。 

第三章 违规处罚 

第十八条 超量饲养：每笼不超过 6 只成年鼠，乳鼠 4 周龄视为成年鼠。超量饲

养的笼盒，平台通知实验人员整改，并收取超量饲养费，拒不整改的，工作人员将安

乐死动物。 

笼盒内 7-10 只成年鼠，收取 3 倍饲养费，笼盒内超过 10 只成年鼠，收取 5 倍饲

养费。 

第十九条 违反本制度的实验人员，实验动物平台通知其课题组负责人，限期整

改。多次、反复违规，或拒不整改的，平台将关闭其门禁，清理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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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鼠设施内转运操作规程 

【目的】用于规范大小鼠在设施内跨区域转运的操作。 

【适用范围】本操作规程适用于所有需要进行大小鼠设施内跨区域转运操作的实验人员和工作

人员。 

【操作规程】 

1 转运申请：实验人员联系平台工作人员申请笼位，打印标签，并在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下

进行转运。 

2 转运流程： 

2.1 动物打包：将待转运的动物放在灭菌笼盒内，盖紧笼盖，运输至缓冲间，或传递窗。 

2.2 联系工作人员打开缓冲间外侧，或打开传递窗，将笼盒搬出。关闭缓冲间或传递窗，

打开灭菌灯进行消毒。 

2.3 立即将笼盒运输至目的区域，笼盒表面喷洒消毒液后放入缓冲间或传递窗，打开灭

菌灯进行消毒。 

2.4 消毒完成后，从缓冲间或传递窗里侧将笼盒传递进入屏障内，立即更换新的笼盒，

按申请的位置将笼盒放入笼架，插上标签。 

2.5 换下的转运笼盒放在污物缓冲间内。 

3 注意事项 

3.1 动物只可从 11 楼转运至 10 楼。 

3.2 屏障外严禁开启笼盒，若笼盖不慎打开，动物不得再进入屏障内。 

3.3 动物房以外的任何区域都不得饲养动物。 

  



 

16 

实验动物外带操作规程 

【目的】用于规范实验动物带离设施的操作。 

【适用范围】本操作规程适用于所有需要将实验动物带离平台的实验人员和工作人员。 

【操作规程】 

1 转运目的地分类：1）转运至实验室或其他单位进行实验；2）转运至其他设施进行饲养。 

2 转运申请：实验人员前往平台管理办公室，申请动物转运，填写《实验动物转运登记表》

（HIM/QR-01-025）。 

3 转运流程： 

3.1 转运至实验室或其他单位进行实验： 

3.1.1 在预约系统申领专用运输盒。 

3.1.2 将待转运的动物放在灭菌笼盒内，盖紧笼盖，运输至缓冲间，或传递窗。 

3.1.3 联系工作人员从外侧打开缓冲间，或打开传递窗，将笼盒搬出。关闭缓冲间或

传递窗，打开灭菌灯进行消毒。 

3.1.4 打开笼盖，将动物转移至转运盒内，盖紧盖子，防止动物逃逸。原笼盒送至 12

楼清洗间。 

3.1.5 将动物运输至实验地点进行实验，实验结束后，尸体和组织按要求处理，转运

盒送至 12 楼清洗间。 

3.2 转运至其他设施进行饲养： 

3.2.1 至少提前 1 天申领专用运输盒，交给工作人员高压灭菌进入屏障内。 

3.2.2 将待转运动物放在灭好菌的运输盒内，盖紧笼盖，胶带密封，贴上标签，运输

至缓冲间或传递窗。若有空笼盒，放在污物缓冲间。 

3.2.3 联系工作人员从外侧打开缓冲间，或打开传递窗，将运输盒搬出。关闭缓冲间

或传递窗，打开灭菌灯进行消毒动物打包。 

3.2.4 尽快将运输盒转交给专业的动物运输公司转运的目的设施。 

4 注意事项 

3.4 转运至其他设施饲养的动物，平台可提供：转出证明（带实验中心章），动物合格

证复印件（仅通过平台订购的动物可提供），设施使用许可复印件，设施季度检疫证明。 

3.5 严禁将动物转运至实验室饲养。 

3.6 若运输时间超过 6 小时，实验人员需准备补水果冻放在运输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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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若转运至实验室或其他单位进行实验也需要无菌封包，参照 3.2 转运至其他设施

进行饲养打包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