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員

13:00-13:30 報到

13:30-14:20 動物實驗規劃，設計及IACUC protocol撰寫 王毓權博士

14:20-14:30 休息

14:30-15:20 實驗動物基本操作之相關認識及技術 楊東一

15:20-15:30 休息

15:30-16:20 實驗動物福祉於動物房內之落實與應用 陳昱卉獸醫師

16:20-16:40 綜合討論Q&A



動物實驗設計與動物實驗計畫撰寫

公用動物設施管理師

王毓權

2018/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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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動物設施的角色

• 實驗目的

• 動物選擇與條件

• 材料方法

• 動物實驗計畫撰寫與注意事項



實驗動物設施依功能屬性區分

提供飼養操作
空間及代養

AS core、大學
機構

進行動物試驗與分析

小鼠診所、CRO公司

生產動物(繁殖)

國動、樂斯科

基本功能: 提供動物維持生命與生活所需物質與環境



實驗目的:要問甚麼樣的問題?

• 生理、生化、細胞、腫瘤、發育、行為、藥理、毒理



動物選擇與條件

• 動物種類

• 品系

• 性別: 公鼠、母鼠

• 年齡: 成鼠、小鼠、胚胎 、實驗進行時間(日、夜、間隔)

• Normal、 Transgene、Knockout

• 用多少數量、養多久、生多少可以拿到多少?

• 特殊的食物、飲水、給藥

• 手術模式、inducible 模式(Challenge)



(#成鼠一天約1.5顆飼料)

(#水瓶200ml 可供5隻成鼠8天)

#以AS core為例



材料方法 (1):繁殖管理策略

• 實驗室使用者繁殖管理方式: (1) 使用者各自飼養繁殖 (2) 統一由實
驗室專人繁殖分配 ，或由一管理者統籌(3) 不繁殖

• 使用小鼠類別: (1) 胚胎 (2) 仔鼠 (3) 成鼠 (4) 懷孕鼠或代理孕母 (5)
特定性別(公or母鼠) (6) 特殊基因型

• 繁殖策略考量: (1) 基因型 (2) 時間 (3) 數量



實驗動物依微生物等級分類

• Germfree (GF) 無菌動物 (isolator)

• Gnotobiotes (GN、DF) 確菌動物 (isolator)

• Specific pathogen free (SPF) 無特定病源動物 (IVC)

• Conventional (C) 一般動物 (open cage)



材料方法: (2)飼養空間選擇

行政辦公室

機電設備機房

儲藏室

動物房
(ABSL1-ABSL4)

依生物風險

實驗操作區

備品區

清洗區

外圍 內部(管制區)

依用途區分: 行政區、操作飼養區、機電設備區、備料區



• 小鼠每胎平均約6-10隻(視品系) 動情週期4-6天，懷孕週期19.5天，哺乳期間可
受孕 (受精卵著床會延遲)，出生後18-21天離乳

• 每一代老鼠週期從胚胎受精成長到性成熟約8週 (公母鼠略有差異，公鼠較晚)，
最佳繁殖期6週~9個月

• 小鼠的出生是有目的的，被安排的，並且user需能完全掌握

• AS core規定小鼠離乳分籠期限為28天，此亦代表小鼠出生後申請籠位至少有25
天操作時間(扣除三天申請作業時間)

• 分籠原則每籠<5隻，公母分離，若公母不分離就會進入下個繁殖週期

• Check point: (1) mating plug (2) mating 後14天 (3) 出生 (4) 出生後14天

材料方法: (3)繁殖注意事項



User A

User B

User C

作法 1 (流動性高，保留緩衝籠位) 作法 2 (少量穩定視需要新增)

User A cage

User B cage

User C cage Booked empty cage

(新增籠位未必在同架)

unbooked empty cage

Booked empty cage

Booked empty cage

籠位使用與安排



動物標記方式

夾耳標：常用方法之一 (21天後)

耳號:目前最常用方法之一 (21天後)

奇異筆：以油性奇異筆塗寫在大鼠與小鼠之尾巴，可暫時作記，僅能維
持12-24小時，尤以紅色奇異筆最不持久。(任意時候)

刺青：此法常應用於必須長期飼養的動物。動物須先鎮靜或麻醉使用刺
青工具標記。此法常用於標示於兔耳之內側，以及大鼠與小鼠之尾巴。

趾號:常用方法之一 (14天前) 小鼠失去一節腳趾時，會影響攀爬及抓
取食物的能力。由於此法對小鼠會造成嚴重的緊迫，所以兩週齡以上的
小鼠剪趾時需對小鼠進行局部或全身性的麻醉。標記時僅能剪去第一指
節，且每隻腳僅能剪去其中一隻腳趾。



耳號A：

耳標+耳號 (左右及位置) or 指號

耳號C：耳號B：

0、1、3、10、40、4、50、11、13
14、41、43、44、51、53、54

3

10

40

1



15

趾號:標示法(一) 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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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號:標示法(二)



小鼠飼育操作基本schedule (AS core)

0 7 14 21 28 35 42 48

不換籠

剪指號

辨識性別及genotyping

離乳分籠、剪耳號、耳夾標定

公種鼠開始使用

母種鼠開始使用

小鼠死亡僅記錄不另行通知



(1)動物基本資料清單
(2)座標籠位內容紀錄表
(3)繁殖紀錄表
(4)行事曆 (Calendar) 
(5)系譜圖 (pedigree)
(6)小鼠使用數量、死亡記錄表
(7)飼養卡

表單紀錄管理



(1)動物清單
房號(Room No.) ： IACUC No.： 科系單位(Department)： 計畫主持人(Name)：

動物種類(Species)： 動物品系(Strain)： 聯絡人(Contact Person)： 聯絡電話(Phone)：

BOD ID gender
耳號
標記

Father 

ID

Mother 

ID

Cage 

Location
Genotype Note

死亡/犧牲
時間

2018/0
8/01

B53#2
-1

F #4 B53#1 
(+/-)

B53#2 
(+/-)

A-S4-B3 B53+/-
09/15 Plan to breed

with B53#1(+/- M) to
harvest B53-/-

Page:



WT (M) WT (M) A-/- (M) A-/- (M) A+/- (M) B-/- (M) B+/- (M)

WT (F) X3 WT (F) x2 A-/- (F) X3 A-/- (F)X1 A+/- (F)X3
A-/- (F)X2

B-/- (F)X2 B+/- (F)X3

1 2 3 4 5 6 7

A

S4籠架

(2)座標籠位紀錄表

B

座標籠位內容紀錄表 (詳實記錄特徵編號)

WT (M)
公種鼠 #1

WT (M)
公種鼠 #2

A-/- (M)
公種鼠 #1

A-/- (M)
公種鼠 #2

A+/- (M)
公種鼠 #2

B-/- (M)
公種鼠 #1

B+/- (M)
公種鼠 #1

WT (F) X3
(耳標掛左
耳，右耳作
記)
WT#1
WT#2
WT#3

WT (F) x 2 A-/- (F) X3
A-/- #1
A-/- #2
A-/- #3

A-/- (F)X1
A-/- #4

A+/- (F)X3
耳標掛左耳
A+/- #1
A+/- #2
A+/- #3

A-/- (F)X2
耳標掛右耳
A-/- #5
A-/- #6

B-/- (F)X2
B-/- #1
B-/- #2

B+/- (F)X3
B+/- #1
B+/- #2
B+/- #3



(3)繁殖紀錄(操作)表 (日期，籠位，編號)

Mating 
date

Male Female Plug date Harvest 
date

Note

2018/06/0
3

A+/- #1
S4 –A3

WT#1
S4 –B1

2018/06/
05

E0.5

2018/06/24
P0

母鼠mating
後留在S4-A3



(3) 動物繁殖記錄表（Animal Breeding Record）
房號(Room No.) ： IACUC No.： 科系單位(Department)：

計畫主持人

(Name)：

動物種類(Species)： 動物品系(Strain)： 聯絡人(Contact Person)：
聯絡電話

(Phone)：

Date
Male 

ID
Female 

ID

Plug Date或
觀察到懷孕

的日期

Mating 
Method出生

日期

Litter Size

Number of 
Dead 

Neonatal 
Animals

Number of 
Retired 

Neonatal 
Animals

Number of 
Weaning

Purpose of 
Use

產仔數 死亡仔數 淘汰仔數 離乳數 仔鼠用途

2018/06/03
#1

A+/-
WT #1 6/5 plug 6/24 8 1 3 4 A+/- intercross

Page:



A-/- #1
S4 –A3

WT#1
S4 –B1

A-/- #1
S4 –A3

WT#1
S4 –B1

取E10 embryo

Plug E0.5

A-/- #1
S4 –A3

WT#1
S4 –B1

Set mating

(4) 行事曆 (Calendar) 

S4-H5  genotyping
P7

S4-H5  分籠

S4-H5  提出籠位申請



(5)系譜圖 (pedigree)

WT A-/- #1

Genotyping 後再給正式編號，編入pedigree 

180

#2     45 #3      c57

95

c57

14 19

224 c57

224-1 Thy 1-YFP +/+

#2     c57

224-1-1 Thy 1-YFP +/+

A +/- Thy 1-YFP +/-

A +/- Thy 1-YFP +/+

224-1-1-1 Thy 1-YFP +/+

female

male



(6) 動物使用數量、死亡紀錄表

Date Male Female 仔鼠 犧牲方式 Purpose of Use

2018/06/03 5 20 8 CO2
實驗結束人道犧

牲



鼠籠卡牌填寫務必詳實，隨時更新

雙槽飼養務必詳註
左槽 (L)
右槽（R）

繁殖卡一般記錄卡



Conclusion
• 公母鼠分開飼養 (隻數務必控制在每籠5隻以下，密度過高會抑制繁殖能力)

• 除非是同littermate ，8 週以上公鼠需分開飼養，避免打鬥，分開飼養後就不再合併

• 只留下要用的老鼠，並給予編號

• 建議使用年齡: 繁殖用公鼠2~10個月齡，繁殖用母鼠2~8個月齡

• 小鼠平均發情週期為4-6天，平均夜晚發情期為12個小時，懷孕周期為19天，哺乳期間可再
受孕，但著床時間會延後，產期亦會延後

• 操作定義: 檢查到陰道栓(plug)當日為E0.5，出生日為P0

• 表單，卡牌填寫確實並搭配實驗記錄本及calendar，有利於管理追蹤及他人檢查

• Genotype不明的老鼠或是不確定的老鼠若未能明確確認，不要使用

• 繁殖策略: 每三個月為一代，擬定使用量及代與代間之銜接

• 動物的生與死都是實驗的一部分，是data還是只需要記錄?

• 多久進一次動物房?



動物實驗申請與操作之相關規定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IACUC) 



動物實驗計畫撰寫

• 計畫主持人基本資料

• 實驗操作人員基本資料

• 實驗動物資料

• 危險性實驗說明

• 經費來源

• 實驗緣由

• 實驗步驟

• 附件

• 201808 workshop\IACUC_17-10-1115_王毓權.pdf

201808 workshop/IACUC_17-10-1115_王毓權.pdf


動物使用計畫書審查(IACUC)3R/5R原則

• 實驗操作
• 人員教育訓練與資格
• 動物疼痛與緊迫評估
• 人道終止/安樂死
• 止痛/麻醉/手術
• 計畫評估
• 有無替代方案
• 活體動物使用情形
• 實驗設計
• 統計方法 (使用數量)

Replacement 取代
Reduction 減量
Refinement 精緻化
Respect 尊重生命
Responsibility 負責



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

所有的錯都是人的錯



資料來源

 慈濟大學 動物中心 http://www.lac.tcu.edu.tw/detail.php?recordID=1

 成功大學 動物中心 http://www.ncku.edu.tw/~animal/ch/m_weight.html

 屏科大 018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實習
http://openinfo.npust.edu.tw/agriculture/npus12/m18/018/018%E5%AF%A6%E9%A
9%97%E5%8B%95%E7%89%A9%E9%A3%BC%E9%A4%8A%E7%AE%A1%E7%90%86%E5%AF%A6%E7%BF
%92--%E5%85%A8.pdf

 國防大學講義 http://www.ndmctsgh.edu.tw/mediafile/18580030/news/39/2012-
7/42012-7-23-16-53-17-nf1.pdf

 飼養育種
http://animal.coa.gov.tw/download/labaratory/110524/39_download_all.pdf

http://www.lac.tcu.edu.tw/detail.php?recordID=1
http://www.ncku.edu.tw/~animal/ch/m_weight.html
http://openinfo.npust.edu.tw/agriculture/npus12/m18/018/018%E5%AF%A6%E9%A9%97%E5%8B%95%E7%89%A9%E9%A3%BC%E9%A4%8A%E7%AE%A1%E7%90%86%E5%AF%A6%E7%BF%92--%E5%85%A8.pdf
http://animal.coa.gov.tw/download/labaratory/110524/39_download_all.pdf




實驗動物技術操作
教育訓練課程

8/23/2018



1. 實驗小鼠基本生理認知
2. 實驗動物(小鼠)操作技術



實驗小鼠基本生理認知



實驗動物
指為科學應用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行政院農委
會「動物保護法」第一章-第3條 )
• Experimental animal – 指動物被用於試驗，教學或

研究。
• Laboratory animal - 指動物以人工方式飼養管理，

提供作為研究應用並具有特殊遺傳及品系特性之
動物。

為何小鼠?
Pennisi E. (2000) A mouse chronology, Science 

288:248-257報導中:

1. >90%哺乳類動物的科學應用
2. 品系與族群最多
3. 成功的基因工程動物模式

其他優點:
體型小，繁殖能力強，壽命短，基因遺傳特性與人
類相似度高，育種及操作方便與飼養空間考量。



基本生理認知 (I)

小鼠
綱：哺乳動物綱
目：囓齒目
科：鼠科
屬：小鼠屬
種：小鼠種

攝食量
• 一般消耗4-5g
• 吃、喝皆在晚上

水量消耗
• 每天飲水量2 ml，可到4-6 ml
• 平均代謝水製造2 ml/day，所

以每日需4 ml
• 尿1 ml/day ，可到4-6 ml
• 小鼠沒有汗腺，亦不會喘氣
• 小鼠表面積較大，藉由蒸散作

用降溫
• 水分保留藉由尿液濃縮及冷卻

呼出空氣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

ournal.pone.0090570



體溫
• 36.5-38.0℃
• 體溫耐受範圍小（29.6-30.5℃），37℃造

成死亡
• 溫度＞30℃雄鼠造成不孕
• 21-25℃生長速率快

壽命
• 一般在2-3年，視品系有不同，
• 小鼠成年重量20-40g

基本生理認知 (II)

生殖生理
• 性成熟35日齡，陰道在24-28日齡已

張開
• 公鼠性成熟較母鼠晚兩週
• 動情週期約4-5天，發情期9-20 hr，

通常夜間10點-凌晨一點
• 懷孕期19-31天，平均21天



• 全年可配種，多次發情期動物，飼養過
度會抑制發情

• 雜交品系懷孕期較近親品系短
• 每窩仔鼠數依品系及母鼠年齡而異
• 胎次1-12胎，平均每年3-6胎，2-8胎為

最佳狀態(10-12頭) ，近親品系生產頭數
少

• 排卵時間在發情期開始後2-3小時，可配
種

• 產後發情期分娩後20-24小時
• 仔鼠移走2-4天內(哺乳)，動情週期重新

啟動

基本生理認知 (III)



• Lee-Boot effect：
當性成熟之雌鼠密集飼育於飼育籠，而飼育室中無性成熟雄鼠，
則雌鼠之動情週期將延長從4-5天至10-14天。Lee, S. van der; Boot, 

L.M (1956). "Spontaneous Pseudopregnancy in Mice". Acta Physiol. Pharmacol. Neer. 5 (213).

• Whitten effect：
飼育籠中加入一性成熟之雄鼠，則大多之雌鼠將於3-4天後發
情。Whitten, W.K. (July 1956). "Modification of the oestrous cycle of the mouse by external 

stimuli associated with the male".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 13 (4): 399–404. 

費洛蒙

• Vandenbergh effect：
未性成熟雌鼠之飼育籠中出現一性成熟之雄鼠(或尿液)時，
尚未性成熟之雌鼠的動情週期會被提早啟動。Vandenbergh JG, 

Whitsett JM, Lombardi JR (1975). "Partial isolation of a pheromone accelerating puberty in 

female mice". Journal of Reproduction and Fertility. 43 (3): 515–23.

• Bruce effect：
懷孕小鼠受到陌生雄性小鼠干擾致囊胚未能著床，而使懷孕
終止之效應
Bruce, Hilda M. (1959). "An Exteroceptive Block to Pregnancy in the Mouse". Nature. 184

(4680): 105



Bind RH., et al. (2013). “The Role of Pheromonal Responses in Rodent Behavior: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atory Protocols”, J Am Assoc Lab 

Anim Sci, Mar; 52(2): 124–129. 

Pheromone
Laboratory 

procedures
Effects on rodents

Bruce effect Addition of a foreign male Blocks pregnancy in females

Lee-Boot effect
Females are housed together 

and isolated from males

Suppresses or prolongs estrus; 

decreases luteinizing 

hormone; increase prolactin

Vandenbergh effect

Accidental exposure of 

prepubescent femal mice to 

male mice/urine

Accelerates female puberty

Whitten effect
Females exposed to male 

animal or  urine

Induces estrus in a group of 

females



實驗動物(小鼠)操作技術



動物操作技術

1. 徒手保定
2. 標示與識別技術
3. 投藥技術
4. 採血技術



“First do no harm” –

Greek Hippocratic Oath

希波克拉底誓詞

……I will use those dietary regimens which 

will benefit my patients according to my 

greatest ability and judgement, and I will 

do no harm or injustice to them…….

……I will use those dietary regimens which 

will benefit my patients according to my 

greatest ability and judgement, and I will 

do no harm or injustice to them…….



為何要熟練保定技術?

• 能夠減少動物緊迫
• 可減低試驗的操作變因
• 使動物避免人為操作所帶來的危害
• 降低操作人員傷害

1. 動物保定



單手保定

J. Vis. Exp. (67), e2771

• 輕抓住小鼠尾巴基部，放置於前
肢可攀附之鐵網或平面，待其抓
住鐵網後將尾巴輕輕向後提拉，
此時老鼠會伸展並向前衝。

• 向前衝後，馬上以食指及拇指抓
取頸後寬鬆皮膚，其餘指頭固定
後背皮膚並將小鼠提起。

• 以小指勾住尾部，確認無晃動。
• 請隨時注意動物呼吸。



雙手保定

• 一手抓住小鼠尾巴基部，放置於前肢可攀附之鐵網或平
面，待其抓住鐵網後將尾巴輕輕向後拉，此時老鼠會伸
展並向前衝。

• 向前衝後，馬上以另一手抓取頸後寬鬆皮膚，其餘指頭
固定後背皮膚並將小鼠提起。

• 以小指勾住尾部，確認無晃動。
• 請隨時注意動物呼吸。

1 2 3

J. Vis. Exp. (67), e2771



Handling methods used to pick up mice

https://www.nc3rs.org.uk/mouse-handling-tutorial



Handling methods used to pick up mice.

Gouveia K, Hurst JL (2013) Reducing Mouse Anxiety during Handling: Effect of Experience with Handling Tunnels. PLOS 

ONE 8(6): e66401. doi:10.1371/journal.pone.0066401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66401

Video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66401
https://www.nc3rs.org.uk/video-clips


Tunnel handling

https://www.nc3rs.org.uk/video-clips



Tunnel handling at IVC cage



Cupping method

https://www.nc3rs.org.uk/video-clips



Radial maze annotation

https://www.nc3rs.org.uk/video-clips



2. 動物標示與識別技術

暫時性:  簽字筆標示、食用色染毛、剃毛

分為:暫時性及永久性



永久性: 耳洞、耳標、剪趾、刺青、microchip

http://muromachi.com/en/archives/english/2157

http://www.somarkinnovations.com/labstamp-gallery-2



http://www.locustechnology.com/Microchips.html

https://rapidlab.com/



The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the 

Guide, NRC 2011) states: 

“As a method of identification in small rodents, toe-clipping 

should be used only when no other individual method (ear tag, 

ear punch, microchip or tattoo) is feasible.” (pg. 75)



3. 投藥技術

• 腹腔注射（Intraperitoneal, IP ）
• 肌肉注射（Intramuscular, IM）
• 皮下注射（Subcutaneous, SC）
• 靜脈注射（Intravenous, IV）
• 餵食管餵食（Oral gavage)



腹腔注射

1. 使頭部朝下，由下腹中線偏左或偏右約1-2 mm 處
下針，約插入3-5 mm 即可開始將藥劑送入腹腔。

2. 下針會感覺針頭穿過皮下及腹壁，避免將藥劑注
入皮下，當針頭碰觸到消化道時，消化道會有自
主的反射，少有將針插入消化道的情形。

3. 藥劑注入時須試吸針筒以確定注射位置。如有血
液或其他液體，表示不適當的位



肌肉注射

1. 行肌肉注射時，最好有一助手在旁
協助，由一人保定，另一人投藥。

2. 可將藥劑注入有任何骨骼肌部位，
一般多將藥劑注入大腿(股骨) 後側之
肌肉。

3. 以酒精棉擦拭欲注射部位，注射針
插入臀部肌肉。

4. 試吸針筒以確定注射位置(如有血液
倒流入針筒，表示不適當，須重新
插入)

5. 慢慢地將液狀藥劑注入。避免注入
太快，以防組織創傷。

下針處



皮下注射

1. 可選擇頸部或軀幹部皮下做為注射位置。
2. 保定後以酒精棉擦拭欲注射部位
3. 於拇指與食指擰起皮膚交疊處，插入注射針。
4. 拇指與食指感覺針頭之位置，注入藥劑時，

也可以這二手指感覺是否藥劑確實注入皮下。
5. 注射油性藥劑時，停止動作數秒，才將注射

針抽出，可減少油性藥劑漏出之機會。

小鼠

• 注射位置：背部皮膚皮下組織中
• 毛皮以酒精棉擦拭消毒
• 下針後回抽，確認下針位置無誤



靜脈注射

1. 小鼠之尾部共有4 條血管，由於皮薄透明，血管皆明
顯易見，小鼠尾之腹側有一條動脈；而兩側及背側為
靜脈。這些血管接近尾根處較為粗大，故可行注射。

2. 在行尾根靜脈注射時，需應用保定架，一手捏緊鼠尾
並拉直，由近尾根約10-15 mm處，以與尾皮呈20-30º 

角向心下針，下針時應注意針尖之斜面應朝上，針尖
入靜脈時會有一霎那「通暢」





管餵

1. 保定(PS.大鼠兩人操作較佳)

2. 使身體盡量拉長且頭頸要直，估計針頭插入之深度，一般嚙
齒動物的胃約在胸骨劍狀軟骨處。

3. 經口將胃管球形頭置入口腔插入，經喉背滑入食道達胃內部，
插入時感到不順暢可能是插入氣管，需重新再操作

4. 若將液體灌入氣管將造成動物死亡
5. 遇動物激烈掙扎時，需將動物放回飼養盒中待動物恢復再行

操作。



4. 採血方法

1. 採血量與恢復時間
2. 尾靜脈採血
3. 臉頰採血
4. 隱靜脈採血
5. 心臟採血
6. Capillary Microsampling (CMS)



老鼠身上可以採到多少血?

1. 動物體內的血液量，依據動物的大小體重而異
2. 就不同動物別而言，體中的血液量約是55 ‐ 70 ml/kg 

BW或體重的5.5 ‐ 7 %

3. 以20‐40 g 小鼠而言，全身血液約有1.1 to 2.8 ml

採血(連續)後恢復時間

1. If 15% TBV（總血量） / wait 4 weeks

2. If 10% TBV / wait 2 weeks

3. If 7.5% TBV / wait 1 week



尾靜脈採血

1.以保定器保定小鼠。
2.以熱水(40℃)或40-100W 燈照射全身加
溫或局部加溫。
3.抽血處需先用酒精棉擦拭消毒。
4.用拇指在上食指在下抓住2/3 尾部。
5.食指上提姆指下壓彎曲成ㄧ個轉折點。
6.於轉折點下方下針。
7.抽完血用酒精棉按壓止血。

小鼠

https://www.nc3rs.org.uk/



臉頰採血

1. 大小鼠面頰部特有的小血管束在下頜後面
（如圖1），這個點是眼窩靜脈，下頜靜脈
和其他靜脈走經大小鼠面部區域的一點，最
終彙集形成頸靜脈的起始端。在下頜骨的後
面，方向朝向耳朵。

2. 採血針紮進大小鼠面部，穿刺時可以感覺到
下頜骨，但要儘量避免刺傷下頜骨，實驗人
員需手持小鼠的後頸部為小鼠營造一種輕鬆
的環境，抓小鼠肩胛骨之間的皮膚，而不是
抓住兩隻耳朵(會造成皮膚或者面部血管扭
曲)。

3. 穿刺部位採血，待採血完畢時用無菌紗布壓
住出血口10-30s可止血。

MEDIpoint, Inc. 

http://www.medipoint.co

m/html/animal_lancets.h

tml



• 左右兩臉頰可以輪流採血
• 對小鼠的傷害很小
• 血液的品質佳
• 出血量約0.2 ml

• 需留意動物呼吸狀態
• 適用於小鼠



隱靜脈採血

1. 將大小鼠徒手保定或者將動物塞進
適當直徑與長度的透明塑膠管或保
定器

2. 剔除大腿外側之皮毛，即可在踝關
節的上下端見到隱靜脈

3. 將剃毛部位以酒精消毒，以23~30 G

的針頭刺開隱靜脈
4. 採血完畢以酒精棉壓迫數秒即可止

血

1

2

3

小鼠

• 左右腳可以輪流採血
• 傷害很小
• 血液的品質佳
• 出血量約0.15- 0.2 ml
• 適用於小鼠與大鼠



心臟採血(活體不建議使用)

1. 將動物進行麻醉或安樂死
2. 選用適當的針投與針筒
例如：小鼠– 1ml/26G

大鼠– 3ml/24G

3. 將動物攤平餘桌面
4. 以約10‐30 度角下針
5. 出現回血後緩慢將血液抽出



Capillary Microsampling (CMS)

Microsampling:

The volume of blood sample is generally less or equal 50µl

http://page.gyrosproteintechnologies.com/one-mouse-microsampling-offer

https://www.nc3rs.org.uk/microsampling



Microsampling

Animal Welfare

• Less stress

• Less invasive

• Sampling quickly

• Fewer animals needed

• Alternative sampling routes

• Reduced warming

• Reduced blood loss

• Reduced holding/restraint

Resources

• Reduced facility costs 

• Fewer animals needed

• Fewer material/compound 

required

Scientific

• All animals sampled

• Better PK/PD and TK/TD profiles

• Multiple endpoints from one animal

• Alternative sampling routes

• Rehabilitation of animal for comparison studies

https://www.nc3rs.org.uk/microsampling



https://www.criver.com/products-

services/safety-assessment/toxicology-

services/microsampling?region=3701

http://page.gyrosproteintechnologies.com/one-mouse-

microsampling-offer



Miranda G.M. Kok and Marianne Fillet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

Volume 147, 5 January 2018, Pages 288-296

Gwenaël Nys, et. al (2017)TrAC 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Volume 97, December 2017, Pages 326-33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731708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7317085/147/supp/C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165993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1659936/97/supp/C


https://www.nc3rs.org.uk/microsampling#Resources



https://www.nc3rs.org.uk/microsampling#Resources
https://cdn2.hubspot.net/hubfs/378579/3-

Gyros/Marketing%20material/Posters/One-Mouse-One-PK-

The-Magic-of-Capillary-Microsampling-and-the-Gyrolab-

Assay-Platform.pdf



Thanks Your Participation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物保護資訊網
http://animal.coa.gov.tw/html/

NC3Rs:

https://www.nc3rs.org.uk/3rs-resources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 (JoVE):

Manual Restraint and Common Compound Administration Routes 

in Mice and Rats

https://www.jove.com/video/2771/manual-restraint-common-compound-

administration-routes-mice

MEDIpoint, Inc. :

http://www.medipoint.com/html/animal_lancets.html

The Jackson Laboratory

https://www.jax.org/jax-mice-and-services/customer-support/technical-

support/breeding-and-husbandry-support/mouse-identification

Resources:

http://animal.coa.gov.tw/html/
https://www.nc3rs.org.uk/3rs-resources
https://www.jove.com/video/2771/manual-restraint-common-compound-administration-routes-mice
http://www.medipoint.com/html/animal_lance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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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

何謂「動物實驗」? 凡是使用動物進行任何科學研發之
程序，皆可稱之為動物實驗。而使用之動物，無論是脊
椎或無脊椎動物，皆稱之實驗動物。在一般具動物保護
相關法律之國家，所規範的實驗動物僅指脊椎動物。

動物福祉 Animal welfare

Animal welfare is the well-being of animals.



可能有不同的觀點或是立場，沒有絕對的對或錯。

會有正反兩派的說法

不違反大前提之下，都可以討論出共同的方向



亦可稱之為五種自由(Five Freedoms)，略舉如下：

1. 免於缺乏營養、飢餓與乾渴之福利。

2. 免於疾病與傷害之福利。

3. 免於生理上及心理上不適之福利。

4. 免於恐懼與緊迫之福利。

5. 自然表現行為之福利。

當以上任何一項福利受損，便會對動物的生理和心理造成負
面之影響。



Reduce 減量

使用較少量的動物已獲取相對所需資訊

利用一定量的動物以獲取最大限度的資訊

(在不增加疼痛或緊迫下)



Refinement 精緻化

修改飼養或實驗的程序，以強化動物福祉，並減少或消除疼痛或緊迫狀態

Replacement 替代

採取不須使用動物的方法

例如:用模型/電腦/細胞..等















道德

金錢
操作技術

現行法規

社會輿論

IAC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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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動物保護法」第十六條即規定「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
構應組成動物實驗管理小組，以督導該機構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
應用。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實驗動物倫理委員會，以監督並管理
動物之科學應用」。

農業委員會公布「動物實驗管理小組設置辦法」



動物實驗管理小組之任務包括：

審核所屬機構所進行之實驗動物科學應用計畫，各計畫執
行人應填具動物實驗申請表，送管理小組進行審核。

提供所屬機構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

提供所屬機構有關實驗動物飼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監督所屬機構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應用等行
為。

提供所屬機構年度執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告，
本項年度執行報告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報送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備查



 (三) 利用動物進行科學實驗其需採用之實驗動物種類、品種、數
量及實驗設計應先申請，並經所屬機構之動物實驗管理小組審議
核可，始得進行。

 (四) 各機構所屬實驗動物管理小組，如發現所屬單位之動物科學
應用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時，得要求其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
者，得終止其實驗動物之使用。



Post-approval monitoring (PAM)

計畫核定後的監督

 IACUC計畫審閱核定之後，對所有執行計畫所實施的各種監督方
案

確保計畫在執行過程，如果有一點小偏離，透過監督措施，就先
微調與修正，而不是等到累積成重大事件



可包含的範圍:

手術區域(包含麻醉設備、無菌操作技術、管制藥品的管理及使用

計畫有關的安全和健康議題

麻醉手術紀錄

實驗操作程序

影響到動物的有害事項





強化動物福祉

增加飼養環境的品質，動物有更多活動的選擇

增加行為的多樣性

減少異常或類似焦慮的行為產生

讓實驗可以更順利



 生理(吃/睡/庇護/排糞尿)

 行為(社群/覓食/理毛/挖掘/築巢/啃咬等)



社群的接觸性與非接觸性

(不單獨飼養)

籠架的複雜度/築巢的材料/舊巢料





必須對動物有所認識了解，更能設身處地思考



獸醫師

實驗人

員

IACUC委員

飼育員

其他





成鼠生長及活動空間

近親繁殖

費洛蒙

緊迫

環境衛生



生長及活動空間

緊迫

環境衛生





不讓動物遭受無謂的痛苦

動物的健康狀況(緊迫等)，會影響內分泌.免
疫…等等。

實驗數據可能受影響

體重減輕/虛弱/腫瘤/感染/癱瘓/食慾喪失…等
狀況。



無痛苦或焦慮狀態下迅速將動物導入無知覺或
死亡狀態

根據物種/年齡/重量/狀態…依據實際狀況考量



社會道德

趨勢

法規面

同理心

持續學習精進

保持討論



動物保護資訊網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