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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实验动物伦理与使用委员会章程 
（2022 年 7 月 6 日第 20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公布实施）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实验动物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维护实验

动物福利，规范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和实验动物从业人员的职

业行为，依据《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GB/T 35892-2018）、

《实验动物安乐死指南》（GB/T39760-2021）、《实验动物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676 号）、《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

见》（国科发财字 398 号）、《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广

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1 号）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汕头大学（除医学院及各附属医院）各单位和个人

从事涉及实验动物的科学研究，均应事先申请伦理审查，获得汕

头大学实验动物伦理与使用委员会（以下简称“动物伦理委员会”）

的批准后方可开展，并接受监督和检查。医学院范围内的动物实

验方案及其实施行为由医学院实验动物伦理与使用委员会审批。 

第三条 动物伦理委员会应依据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的

基本原则，提倡动物实验“ 3R 原则”（即实验动物的替代、减

少、优化原则），兼顾动物福利伦理和动物实验者利益，在综合

评估动物所受的伤害和使用动物的必要性基础上进行科学评审。

在条件允许下，建议使用低级实验动物，并鼓励寻找替代动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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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其它方案例如细胞实验等。动物伦理委员会接受相关法律的

指导、约束，接受国家相关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动物伦理委员会组成 

第四条 动物伦理委员会成员应由具备多学科背景、不同职

业的人员组成，包括实验动物相关专业人员、非实验动物专业人

员、法律专家，以及独立于研究/试验单位之外的人员，应当有

不同性别的委员，确保对研究项目科学性、伦理合理性的审查和

评估。本伦理审查委员会由不少于 9 人的单数组成，委员每届任

期 5 年，可以连任。伦理审查委员会可以设立专家顾问，专家顾

问对所审查项目的特定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但不具有表决权。 

第五条 动物伦理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委员 1名，

由学校科技伦理委员会主任提名担任。委员因退休、调离或其它

原因而产生的委员缺额，由原产生渠道增补。各类人员有明确的

职责分工。动物伦理委员会可另设日常工作的秘书 1 名，负责受

理伦理审查项目、安排会议、会议记录、档案管理及其他日常工

作。 

第六条 主任委员（或授权副主任委员）负责组织年度会议、

召集重大项目评审活动及临时会议，签发审查决议。委员会全体

成员每年召开 1 次年度会议，审议上年度涉及动物的科技研究伦

理审查工作总结及本年度的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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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职责和义务 

第七条 动物伦理委员会的职责  

（一）严格执行国家和广东省有关实验动物管理工作的政策

法规及学校有关规章制度。 

（二）开展实验动物科学技术交流，宣传实验动物管理法规，

介绍实验动物学科和实验技术新发展。  

（三）负责组织对校内教学、科研用实验动物方案的审查监

督。 

第八条 动物伦理委员会的权限 

（一）伦理审查和监督：  

1．依照国家和广东省有关实验动物工作管理法规和要求对

全校的实验动物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2．有关实验动物的教学、研究、繁育、饲养、经营、运输，

以及各类动物实验的设计、实施过程是否符合动物伦理和福利的

原则。  

3．负责监督动物实验应在国家规定的有关饲养及实验条件

中进行，维护动物福利，保障生物安全，防止环境污染，防止出

现恶意或无故骚扰、虐待或伤害实验动物的现象。 

（二）咨询服务：接受实验动物饲养和动物实验有关的伦理

和福利问题咨询。  

（三）教育培训和监督：负责有关实验动物生产、饲养和动

物实验的专业教育、培训和指导，对未取得实验动物从业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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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行培训，实行资格认可，持证上岗。  

第九条 动物伦理委员会所有委员要承诺维护实验动物伦

理，必须以严肃认真、客观公正的态度开展伦理审查工作。 

 

第四章 伦理审查与要求 

第十条 动物伦理委员会审查范围包括涉及动物的生物医

学研究和相关技术的应用科研项目。 

第十一条 伦理审查原则是： 

（一）动物保护原则：审查动物实验的必要性。动物实验的

科学意义和贡献阐述动物实验的必要性。禁止无意义滥养、滥用、

滥杀实验动物； 

（二）动物福利原则：保证实验动物生存时包括运输中享有

最基 本的权利，享有良好的饲养和标准化的生活环境；各类实

验动物管理要符合该类实验动物的操作技术规程； 

（三）伦理原则：善待动物，防止或减少动物的应激、痛苦

和伤害，动物实验方法和目的符合伦理标准及国际惯例。 

第十二条 伦理审查要素应包括以下方面：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二）研究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三）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执行人基本情况，实验动物人员培

训情况； 

（四）实验动物种类、数量，实验动物来源及实验动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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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号和质量合格证号，实验动物设施使用许可证号； 

（五）实验动物的用途、饲养管理或实验处置方法，预期出

现的对动物的伤害，处死动物的方法，项目进行中涉及动物福利

和伦理问题的详细描述； 

（六）遵守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原则的声明； 

（七）项目负责人和参与项目人员伦理培训经历； 

（八）动物伦理委员会要求补充的其它材料。 

 

第五章 审查内容和程序 

第十三条 进行伦理审查的研究项目应向动物伦理委员会

提交以下材料： 

（一）伦理审查申请表(签名并注明日期)； 

（二）研究方案(注明版本号和日期)； 

（三）主要研究者履历。 

第十四条 动物伦理委员会会议法定到会人数应为在职委

员人数的半数以上，会议审查前与研究项目存在利益冲突的委员

/独立顾问应主动声明并回避，其他委员应签订保密承诺和利益

冲突声明，对审查项目文件有保密责任和义务。 

第十五条 议事决策实行票决制，投票表决必须经到会委员

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才有效。 

第十六条 伦理报告的审查决定在 5 个工作日之内以电话

或邮件形式通知申请者。若是肯定性决定，则要求申请者按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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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案执行；若是条件性决定，动物伦理委员会将提出修改要

求并告知重新评审的程序；若为否定性决定，须向申请者明确说

明理由。 

第十七条 对伦理审查决定有异议时，申请人可以补充新材

料或改进后申请动物伦理委员会复审。 

第十八条 动物伦理委员会对审批通过的研究项目定期追

踪随访，直至研究结束或终止。跟踪审查的决定应及时传达给申

请方。 

 

第六章 文件管理 

第十九条 动物伦理委员会应有独立的档案文件管理，包括

以下： 

（一）动物伦理委员会制度； 

（二）研究项目文档和项目批件； 

（三）会议记录文档； 

（四）动物伦理委员会委员资料； 

（五）工作日志； 

（六）动物伦理委员会培训计划和年度工作总结。 

第二十条 动物伦理委员会文件保存及保密 

（一）伦理审查文件应妥善保管至项目研究结束后五年，或

根据相关要求延长保存期限。 

（二）动物伦理委员会成员均有义务对工作文件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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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的修改须由动物伦理委员会主任提议，

经全体委员 2/3 以上委员同意，修改方案经校科技伦理委员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解释权归汕头大学，具体解释工作由动

物伦理委员会承办。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