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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驗動物倫理與實踐 

黃基森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副教授 

一、  前言

實驗動物的科學應用具有科學發展與研究的貢獻，但同時也涉及法律與道德問題。動

物權與動物福利，有品質的 3R 動物實驗與安樂死成為科學實驗動物的基本精神。實驗動

物被用來進行各種試驗，人類自應尊重其生命，在飼養過程及犧牲時，符合人道之管理與

處置，因此，農委會已制定完備的法令進行規範。為兼顧實驗動物的科學應用與考量動物

福祉，動物保護法律與法令規定，任何利用活體脊椎動物進行研究，皆須經過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委員會 (IACUC)  的審查通過，此外，在動物實驗的執行與動物照護的過程中都應

有監督與查核機制。 

目前國內約有200家動物科學應用機

構，根據統計，107年動物實驗案件審查

共計9,093件，使用動物數量約123萬隻，

其中以囓齒類及魚類為大宗，另尚有

432,580個動物胚胎進行實驗。目前大專院

校等機構進行動物實驗，教育部已配合農

委會透過持續教育訓練與查核機制，同時

對動物實驗持續監督與管理，落實動物倫

理信念與尊重生命的價值。惟近二年來動

物科學應用機構在書面/重點查核結果仍

有20%被評訂為「較差」等級。爰本文針

對動物保護法規定實驗動物的科學應用

的內容進行分析，同時就歷年來的查核機

制與問題進行探討，俾利大專院校等機構

強化應用機構自我監督體系，以提升機構

之實驗動物照護能力與動物福祉、確保試

驗數據品質及維護人員健康與安全。 

二、 動物福利與 3R  原則理論

保護動物源自於保障動物福利的「五

大自由」與實驗動物的 3R 理念。動物保

護法中對五大自由係考量動物生存的各

項的需求，包括生理、環境、衛理、心理、

行為與精神等需求，因此，動物保護法條

文具體規範：(1)免受飢渴、營養不良的自

由；(2)免於不適的自由；(3)免於痛苦、傷

害與疾病的自由；(4)免於恐懼與緊迫的自

由；與 (5)表達天性的自由等制定法令規

範 (表 1)。為實踐實驗動物應用於科學目

的之責任 (Responsibility)，母法第 15-18

條訂定規範 3R 做法，因此，落實 3R 理念 

(The 3-R Concept) ， 包 括 替 代 

(Replacement)、減量  (Reduction)、精緻 

(Refinement) 原則，也是尊重生命及動

物權的做法，動物的飼養應該儘量

以人道方法管理，動物的犧牲更要

以安樂死的方式來進行，以確保動

物實驗符合人道與法令，茲就 3R 之

意涵與方法說明如表 2 參閱。 

三、  法規制度與政策

(一) 法律：動物保護法 

隨著經濟發展，除了飼養寵物成為時

尚，動物保護也成為國際間的普世價值。

基於「尊重生命，保護動物」的立法意旨，

87 年 11 月 4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我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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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第 54 個有「動物保護法」的國家。

從此，動物保護議題遂有了法律依據。 

歷經 16 次的修法後，目前母法中和

實驗動物有關重要條文包括：第一章總則、

第二章動物之一般保護、第三章動物之科

學應用、第五章行政監督與第六章罰則等

(圖 1)。其中違反法律義務之處分，茲列

舉實驗動物之重要條文如下：第 5 條(飼

主管領之動物)、第 11 條(動物醫療、健康

或管理)、第 15 條第 1 項(動物進行科學應

用)、第 16 條第 1 項(動物應用監督管理機

制)與第 17 條(實驗動物再進行科學應用)

係對手術後照顧、安樂死與動物重複使用

等規定者，轄區地方政府通知限期改善或

為必要之處置或依第 29 條規定，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表 1、動物福利的五大自由與法律規定 

動物福利 五大自由 動物保護法條文內容(護照與使用指引) 

1.生理需求 
免受飢渴、營養

不良的自由 

 5 條 2 項 1 款：提供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

充足、乾淨之飲水(提供飼料、水源與飲食)。 

2.環境與生

理需求 

免於不適的自

由 

 5 條 2 項 2 款：提供安全、乾淨、通風、排水、適當及適量

之遮蔽、照明與溫度之生活環境(即提供安

全、乾淨、通風、排水、遮蔽、照明、溫度、

濕度與空間環境)。 

3.衛理需求 
免於痛苦、傷害

與疾病的自由 

 5 條 2 項 3 款：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動物取得、

動物健康照護計畫、人員防護與環境物品的

必要刺措施)。 

 5 條 2 項 4 款：避免其遭受騷擾、虐待或傷害(避免籠內自

發事故)。 

 6 條：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即避免人員干擾)。 

 11 條：飼主對於受傷或罹病之動物，應給予必要之醫療(即

應有醫療、藥品、手術與緊急應變計畫等措施)。 

 15 條 1 項：使用動物進行科學應用，應儘量避免使用活體

動物，有使用之必要時，應以最少數目為之，

並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及傷害之方式為之

(即 3R 考量)。 

 17 條：科學應用後，應立即檢視實驗動物之狀況，如其已

失去部分肢體器官或仍持續承受痛苦，而足以影響

其生存品質者，應立即以產生最少痛苦之方式宰殺

之。 

4.心理需求 
免於恐懼與緊

迫的自由 

 5 條 2 項 4 款：避免其遭受騷擾、虐待或傷害。 

 5 條 2 項 10 款：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6 條：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15 條 1 項：使用動物進行科學應用，應儘量避免使用活體

動物，有使用之必要時，應以最少數目為之，

並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及傷害之方式為之。 

5.行為與精

神需求 

表達天性的自

由 
 5 條 2 項 10 款：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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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動物進行科學應用 3R 理念與替代方法 

理念 替代方法 

1.替代 (Replacement)： 

儘量避免使用活體動物 

替代策略，包括: 

1.絕對替代：即以非動物的系統取代動物應用，例如: 

(1)電腦模擬系統; 

(2)細胞/組織培養技術等; 

(3)教學模具、網路資源、教學影片等。 

2.相對替代：即以演化程度較原始的動物取代脊椎動物之使用，例

如以較「低等」動物如果蠅、線蟲、海膽等。 

2.減量 (Reduction)： 

主要是減少實驗動物的

使用量。 

1.減量策略包括：(1)使用較少量的動物以獲取相對所需的資訊； 

(2)利用一定量的動物以獲取最大限度的資訊(在不 

加增加疼痛或緊迫的前提下)。 

2.減量方法包括：(1)嚴謹實驗設計分析，如藉先期試驗(Pilot study)； 

(2)運用動物試驗新技術； 

(3)使用適當的統計方法，減少實驗重複的次數； 

(4)對動物飼養與研究區域的環境變因加以掌控等。 

3.精緻 (Refinement)： 

減少實驗動物於實驗中

產生的緊迫及疼痛。 

1.改善或改良飼養或實驗操作程序。 

2.強化人員教育訓練，以減少或消除實驗動物的疼痛與緊迫狀態。 

 

 
 
 
 
 
 
 
 
 
 
 
 
 
 

 

 

 

 

 

 

圖 1、動物保護法之實驗動物管理架構圖 

動物保護法 

(實驗動物重要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動物之 

一般保護 

第三章 動物之 

科學應用 

第五章 行政監督 

第六章 罰則 

第 1 條：立法目的 

第 3 條：名詞定義，包括(1)動物；(2)實驗動物；

(3)虐待定義 
第 4 條：遴聘代表研擬政策 

第 6 條：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第 5 條：飼主管領之動物規定 

第 9 條：運送動物規定與注意事項 

第 11 條：動物醫療、健康或管理 

第 12 條：宰殺動物規定 

第 15 條：動物應用 3R 精神 

第 16 條：動物應用監督管理機制 

第 17 條：實驗動物再進行科學應用規定 

第 23 條：動物科學應用場所，稽查與取締 

第 24 條：改善或為必要之處置規定 

第 25 條：虐待或傷害動物之有期徒刑併科罰金 

第 29 條：未成立 IACUC 或規避稽查之罰鍰 

第 30 條：未依主管機關許可方法宰殺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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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落實動物在科學上的應用，落實

動物倫理與價值，母法已明訂：(1)使用動

物進行科學應用，應儘量避免使用活體動

物，有使用之必要時，應以最少數目為之，

並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及傷害之方式

為之；(2)科學應用後，應立即檢視實驗動

物之狀況，如其已失去部分肢體器官或仍

持續承受痛苦，而足以影響其生存品質者，

應立即以產生最少痛苦之方式宰殺之；(3)

實驗動物經科學應用後，除有科學應用上

之需要，應待其完全恢復生理功能後，始

得再進行科學應用。 

(二) 命令 

母法授權訂定和實驗動物有關的法

規命令共計四種，包括：(1)動物保護法施

行細則；(2)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

小組(IACUC)設置及管理辦法；(3)實驗動

物照護及使用指引；(4)動物科學應用機構

監督及管理執行要點。 

茲就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

小組(IACUC)設置及管理辦法進行說明如

下方圖 2。此外，在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指引中則以：(1)組織機構(Institution)；(2)

實驗動物(Animal)；(3)實驗動物照護(Care)；

(4)實驗動物使用(Use)等四個面向進行規

範(表 3)。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所制定

監督與查核機制，包括「制定機構政策與

管理(第一章)」、「獸醫照護管理(第二章)」、

「動物房舍與支援區域(第三章)」與「功

能性設施及管理(第四章)」等。 

 

 
 
 
 
 
 
 
 
 
 
 
 
 

 

 

 

 

 

 

 

 

 

 

 

圖 2、IACUC 設置及管理辦法管理架構圖  

第 1 條 法令依據 

第 2 條 組成動物科

學應用之機構 

第 3 條 照護委員會

或小組之任務 

第 4 條 申請內容 

第 5 條 違反規定處

置 

第 6 條 限期改善 

IACUC 設置 

及管理辦法 

 

第十六條第三項 

必要之處置方式 

(1)審核任務 

(2)提供諮詢意見及訓練計畫 

(3)提供飼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4)監督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 

(5)監督報告 

(6)實施內部查核一次 

(7)使用「猿猴、犬、貓」納入監督報告 

(1)需事先提出申請 

(2) 3R(替代、減量及精緻化)之評估說明 

(3)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審議核可 

(1)應勸導改善 

(2)終止其使用實驗動物 

(1)組成照護委員會或小組 
(2)組成人數 3~15 人與資格限制 
(3)定期訓練(三年)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6006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6006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6006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6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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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面向 

規範面向 法令重點或定義 

組 織 機 構

(Institution) 

1.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包括：專科以上學校、動物用藥品廠、藥物工廠、

生物製劑製藥廠、醫院、試驗研究機構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科學應

用機構(動物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一項)。 

2.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IACUC) 扮演監督機構之角色，以確保動物得到人

道待遇。 

實 驗 動 物

(Animal) 

1.動物係指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

物、寵物及其他動物(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2.實驗動物指為科學應用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3.科學應用指為教學訓練、科學試驗、製造生物製劑、試驗商品、藥物、毒物

及移植器官等目的所進行之應用行為(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 

實 驗 動 物

照護(Care) 

1.指動物在運輸(transport)、居住(housing)及飼養(feeding)時對待動物的方式。 

2.提供適當的獸醫照護，以盡可能的減少或去除動物的疼痛及緊迫。 

實 驗 動 物

使用(Use) 

1.任何因為研究、教學、試驗為目的而施行在動物身上的行為。 

2.此行為必須先經過評估以盡可能的確保或避免產生動物的疼痛或緊迫。 

 

四、  監督與查核機制

(一) 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及管理 

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及管理執行

要點規定，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查核

與執行流程包括三階段：(1)第一階段為書

面審查；(2)第二階段為實地檢查；(3)第

三階段為重點查核。即執行單位通知受查

機構寄送相關書面審查資料，聘請審查委

員執行資料之書面審查；並由各縣市政府

動物保護檢查員進行動物房舍實地查核

(檢查)，再依前揭綜合書面審查及實地檢

查(查核)結果，至少篩選 40 機構，由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動物保護檢查員、實驗

動物相關學者、專家、相關機關及立案之

動物保護團體代表組成之查核小組赴現

場，進行重點查核。綜合前述查核結果，

於年終評比會議討論決定年度監督查核

評比結果，分為「優」、「良」、「尚可」、「較

差」四個等級。 

(二) 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書面與重點查核 

依據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及管理

依據法律與相關命令，進行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之查核，目前進行查核重點包括： 

1. 軟體查核： 

(1)機構的政策與職責，包括：(a) IACUC

委員會或小組之組成及功能、(b)人員

資格與訓練、(c)職業健康與安全、(d)

保全措施及危機處理； 

(2)動物健康與照護：(a)健康監控或疾病

防治、(b)麻醉止痛手術及安樂死； 

(3)動物飼養管理，包括：(a)飼養環境管

理、(b)動物照顧及行為管理。 

2. 硬體查核，包括： 

(1)動物飼養區域及供應區域; 

(2)儀器與設備; 

(3)動物手術或實驗場所。 

本章節針對歷年來的查核機制與問

題進行探討進行說明(表4)，俾做為大專院

校等機構進行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書面與

重點查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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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書面/重點查核項目表 

項目 查核項目 指引註 1 

(一)政策與管理 

1.動物護照及 

使用管理制度 

(1)建立、實施及維持IACUC管理制度； 

(2)符合相關法規及指引要求，需有專人保存相關執行紀錄。 

1. 1. 1(2) ; 

1. 1. 1(7) ; 

1. 2. 3(2)  

2.委員會與職責 

(1)IACUC組成至少三人，含獸醫師、外部委員(非動物實驗研

究背景者優先且不具獸醫師資格)各1人； 

(2)應設執行秘書1人，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實驗管

理訓練達12小時以上，有效期限3年內資格。 

1. 2. 1(1); 

1. 2. 1(2)  

(1)審核動物實驗計畫考量動物福祉，符合替代、減量及精緻

化要求(如：是否有評估非活體動物取代方式)； 

(2)計畫經審議核可，始得進行；變更時，亦同； 

(3)IACUC提供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 

1. 2. 2(1) ; 

1. 2. 2(2) ; 

1. 2. 2(3) ; 

1. 2. 2(6) 

(1)制定實驗動物再應用或退休、康復、認養、安置之政策及

其監督機制。 
1. 2. 2(7) 

(1)每半年內部查核1次，包含軟、硬體查核;  

(2)查核結果呈報機構負責人並應視需要召開會議，做成紀錄; 

(3)提供實驗動物管理SOP政策與飼養設施之改善建議.  

1. 2. 3(1) ; 

1. 2. 3(3) ; 

1. 2. 3(4) ; 

2. ~ 4. 

(1)建立通報與調查動物福祉事件制度，並受理違反動保法相

關規定之爭議案件; 

(2)通報事件與矯正行動都做成紀錄。 

1. 2. 3(3) 

(1)執行計畫書核定後之監督(PAM)內容，應包括實驗動物之

取得、飼養、管理 

(2)是否確依審核結果進行動物科學應用。 

1. 2. 3(6) ; 

2. ~ 4. 

3.人員訓練 
(1)提供機構訓練計畫，訓練內容應有紀錄;  

(2)所有參與動物科學應用人員皆有受適當訓練。 

1. 1. 1(6) ; 

1. 2. 2(3) ; 

1. 3. 1(1) 

4.緊急應變等措

施與作為 

(1)制定緊急應變計畫，以防止因系統失靈而導致動物產生疼

痛、緊迫及死亡的情形。 

1. 5. 1(1) ; 

3.13.1(3) 

(二)獸醫照護管理 

1.獸醫照護管理

計畫 

(1)有獸醫師諮詢及執行獸醫照護相關作業；若為非獸醫領域

的人員擔任，需制定聯繫機制，以確實掌握動物健康及獸

醫照護相關事務； 

(2)獸醫師參與醫療及動物使用紀錄制度的建置、審查、監督。 

1. 1. 1(5) ; 

2. 1. 1(1) ; 

2. 1. 1(2) ; 

2.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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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書面/重點查核項目表 

項目 查核項目 指引註 1 

(三)動物房舍與健康管理 

1.動物照護使用

與設施 

(1)專人負責每日動物照護使用與設施管理，包括週末和例假

日，以維持動物福祉。 

1. 1. 1(5) ; 

3.13.1(1) 

2.動物採購與運

送 

(1)具備及實施疾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SOP與動物健康監測

計畫。  

(2)新進動物有適應期及建立檢疫策略。 

2. 3. 2(1) ; 

2. 3. 2(2) ; 

2. 3. 2(3) ; 

2. 3. 2(4) 

3.外科手術 
(1)選擇適當的麻醉劑及止痛劑並定期更新使用指引，以符合

臨床、人道與研究需求。 

2. 4. 1(3) ; 

2. 5. 1(1) 

4.人道安樂死 
(1)人道安樂死指導原則符合動保法，且經獸醫師及IACUC規

劃及核可安樂死方法。 

2. 6. 1(1) ; 

2. 6. 1(2) 

(四)其他 

1.管理制度權責 
(1)若無法配置全職獸醫師，得有諮詢或兼職獸醫師定期至機

構巡檢。 
1. 1. 1(5) 

2.審核實驗動物

之科學應用 

(1)計參與申請案或有其他利益衝突的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員會或小組委員，應迴避該計畫的審核。  
1. 2. 2(4) 

3.動物採購和運

輸 

(1)所有動物應合法取得，接收動物的機構得確信與動物取得

有關的所有程序都有依法律規範執行。 
2. 3. 1(1) 

4.預防醫學計畫 

(1)機構應具備及實施疾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的適當作業程

序與動物健康監測計畫。 
2. 3. 2(1) 

(2)動物應由受過訓練的人員至少每天進行一次觀察，以確認

是否有疾病、受傷、或異常行為。 
2. 3. 2(4) 

5.外科手術 

(1)所有存活手術都應遵守無菌操作原則。 2. 4. 1(4) 

(2)麻醉深度與動物生理功能應有監測及紀錄；水生及兩棲類

動物應維持皮膚濕潤。 
2. 4. 1(5) 

(3)手術後動物應安置於乾淨、舒適並易於觀察與監測的場

所，且應有醫療照護紀錄。 
2. 4. 1(6) 

6.疼痛評估、麻

醉止痛及藥物

管理 

(1)獸醫師應依專業，選擇適當的麻醉劑及止痛劑並定期更新

使用指引，以符合臨床、人道與研究需求。 
2.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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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1(2) 

註 1、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註 2、本資料來源:109 年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書面/重點查核項目表。本研究增修。 



教育部校園入侵物種與生態環境管理電子報                                         110年第 5期 

8 
 

 五、查核發現問題與建議 

(一) 常見的查核問題包括： 

1. 未落實IACUC設置與權責，例如:任務與

規章、落實審查作業、動物科學應用爭

議案件處理、計畫審核後的監督、半年

一次的內部查核與利益迴避等事項。 

2. 未落實獸醫護照計畫，包括:動物取得運

輸、臨床護照與管理、疼痛評估與麻醉

藥物管理、預防醫學與外科手術與人道

處理、動物來源與健康管理、缺乏相關

記錄、無菌操作等事項。 

3. 動物設施不足或不完善，尤其空調系統、

飲水與漏水、籠舍尺寸與大小硬體設施

等環境或設施。 

4. 未善盡飼養管理責任，例如飼養規範、

飼料與病蟲害管理事項。 

5. 未落實職業安全。 

(二) 建議 

1. 規劃與建立適合的組織架構，包含監督、

管理及執行機構動物科學應用之組織

架構及其職責、管理制度負責人、動物

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簡稱IACUC)、

動物中心及動物科學應用單位。機構負

責人得指派管理制度負責人及獸醫師

協助管理，但仍應承擔管理制度的最終

責任，IACUC成員應將執行需求定期向

機構負責人與管理制度負責人報告。 

2. 明訂機構負責人、IACUC成員(召集人、

執行秘書、獸醫師、外部委員、檔管人

員)、動物中心人員(含管理人員、獸醫

師、照護人員)及動物科學應用人員(計

畫主持人、實驗人員)等成員之資格要

求(含訓練)及職責，使能勝任其工作： 

(1)IACUC成員應符合「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

法」； 

(2)動物科學應用人員得援「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指引」，由機構提供適當的

訓練課程予研究團隊成員。 

3. 強化教育訓練，包括IACUC成員、相關

專業人員、計畫主持人、研究助理與技

術人員、飼育員與清潔人員等所有參與

人員。訓練內容應記錄，機構亦應指派

專人保存管理制度執行的相關紀錄。以

確保所有參與人員具備執行特定動物

操作程序或使用特定動物時應有的知

識及技能。 

4. 制定必要之程序文件及表單，包括： 

(1)制定機構內動物科學應用監督、管理

及執行之組織架構的文件，包括各項

職務之資格要求(含訓練)及權責。 

(2)制定IACUC組織章程及運作文件，包

含執行IACUC各項任務之作業規定及

表單。 

(3)制定動物飼養管理標準作業程序相

關文件及表單，包括飼養與科學應用

設施環境作業與管理及各項職務人

員資格要求(含訓練)及職責。 

(4)制定獸醫照護作業與管理之規定及

表單。 

5. 強化IACUC單位權責，賦予權責與提供

資源，包括經費、人員、設施、器材、

設備等。 

在實驗動物使用與照護過程中，難免

或遇到動物感染病痛，以及面臨實驗終點

後，如何建立舒適的動物房舍與如何評估

及給予動物最妥善適當的無痛方式處置

人道終點，不僅是實驗設計與動檢員查訪

的重點，也是所有實驗參與者應對犧牲奉

獻的動物們心存感恩的基本作為。有關實

驗動物使用與照顧過程中的人道議題，敬

請參閱後續電子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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