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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团体标准

《实验动物 运输车通用要求》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为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北京实验动物行业协会、北

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华阜康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斯贝福（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在 2020年市政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联席会上，市科委将实验动物

运输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反映，联席会议决定由市科委牵头，市交通委、市经信局

参与，共同解决实验动物运输没有合法车辆问题。根据市科委要求，北京市实验

动物管理办公室联合北京实验动物行业协会、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华阜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和斯贝福

（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组织研制实验动物专用运输车并制定实验动

物专用运输车标准。

（二） 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2020年 4 月 15日，北京市政府刘印春副秘书长在研究新冠疫情防控科技

公关联席会上，专题研究了实验动物安全监管问题。通过对实验动物全链条管理

过程的梳理，会议提出要加强实验动物生产机构防疫监管，加强实验动物废物处

理监管，加强生物安全实验室实验动物管理，加强教学用实验动物的安全监管，

加强实验动物运输安全监管。会后，实验动物运输车标准专项工作组成立，工作

组成员来自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的李根平主任、刘文菊科长，北京实验动

物行业协会赵德明教授、贺争鸣研究员，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尹

良宏经理，北京华阜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刘云波总经理，北汽福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王宇经理、潘国富经理，斯贝福（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战大伟总经

理，共同完成实验动物运输车标准的制定工作。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完成样车的改装工作。



2020年 4月，实验动物运输车标准专项工作组开展需求调研。

2020年 5月，起草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形成标准初稿。

2020年 7月，实验动物运输车样车下线，起草组完善形成标准草案。

2020年 8月，标准草案提交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申请立项。

2020年 9月，起草组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年 1月，征求专家意见。

2021年 3月，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形成送审稿。

（三） 标准编写背景；

实验动物运输是实验动物全流程管理的重要环节，只有把运输环节的质量控

制做好，才能确保实验动物从生产单位到使用单位保持稳定的质量。实验动物按

照级别的高低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不同，但即使是普通级的实验动物，也要求运输

车辆内环境保持适宜的温度，合理的通风换气。

目前，全国实验动物三分之一的产量来自北京，北京生产的实验动物销往全

国各地，大部分都是以陆路运输为主，实验动物运输车都由实验动物生产单位自

行购置市场中的客车车型进行简单改装后用于运输动物，存在客货混运的违法行

为。在新冠肺炎防控期间，实验动物生产单位一直坚持生产销售实验动物，保证

实验动物在疫情防控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开发、动物模型构建等方

面发挥了科研条件支撑作用。疫情防控期间，由于没有使用专用车型，实验动物

生产单位在全国各地运输实验动物经常受到交通处罚，罚款数额较大，足够购置

多辆运输车。为了摆脱实验动物运输困境，市科委责成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办公

室牵头，联合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组织研制实验动物专用运输车

并制定实验动物专用运输车标准。

（四）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经过起草工作组成员讨论，确定标准编制遵循

下列基本原则：



科学性原则：本标准编制以促进实验动物行业发展，提高实验动物质量为目

标，在分析掌握目前国内外实验动物运输情况的基础上，参考了国标对于实验动

物饲养条件标准和相关要求，以确保本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合规性原则：标准编制过程中，注意到标准术语应与相关的国家标准的规定

内容的一致性或兼容性，杜绝条文自相矛盾，防止出现冲突。标准内容中引用其

他标准时，均明确指出所引用标准内容，便于不同标准之间的协调应用。

可操作性原则：本标准充分征求实验动物生产单位的意见和建议，提高本标

准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

（五）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实验动物运输车总体要求、货厢要求、监控要求，适用于实验

动物运输车设计、改装和日常维护管理。

1、在车辆总体要求这章，首先提出了车辆法规符合性要求，规定实验动物

运输车应符合国家产品准入条件及国家交通管理相关货物运输方面的规定，符合

货物运输资质相关要求（见 4.1）。

其次，提出了车辆的基本配置和功能要求（见 4.2）。

（1）为更易于控制动物运输中的环境条件，保护动物和运输人员的健康，

维护动物福利，标准推荐选用封闭式厢式货车，要求驾驶室与货厢需物理隔离，

隔板上应设置不小于 30cm×40cm并可开启的透明观察窗；应配置冷、暖空调

系统。（见 4.2.1，4.2.2）

（2）标准提出了车辆正常工作的具体指标要求，以满足全国各地因天气和

海拔高度的不同产生的需求和实验动物运输工作的需要。

①能在-35℃～50℃环境温度中正常工作。（见 4.2.3）

②可在暴雨环境中正常工作，货厢内部无渗漏。（见 4.2.4）

③能在 3000m海拔高度正常工作。（见 4.2.5）

④货厢内部防护性能需满足 GB/T4208-2017 中 IP4X的要求，防腐蚀，无



锐角。（见 4.2.6）

⑤整车电磁兼容需满足 GB/T 34660相关要求。（见 4.2.7）

⑥车辆内外耐清洗、消毒。（见 4.2.8）

2、在货厢要求一章，标准从货厢配置条件和货厢内环境控制要求两方面进

行了规定，以达到适宜条件，保障实验动物的健康和福利。

（1）货厢配置条件

①对货厢内部、地板、车门提出保温、环保等要求。（见 5.1.1，5.1.2，5.1.12）

②对固定运输箱和货架提出要求。（见 5.1.3，5.1.4）

③为满足动物对通风换气、温湿度的需要，标准提出了要求。（见5.1.5，5.1.6，

5.1.7）

④为实现对动物运输环境的实时监控，标准规定了温湿度监测和视频监控要

求，同时对货厢的照明进行了规定。（见 5.1.8，5.1.9，5.1.10，5.1.11）

（2）货厢内环境控制要求

参照实验动物在设施内的环境条件标准要求，结合车辆试验，提出了运输车

货厢内的温度、换气次数、噪声指标要求。（见 5.2.1，5.2.2，5.2.3）

本标准要求车辆货厢空调系统应自动调节货厢内温度在 16℃～28℃范围内。

换气量在 3次～10次/小时内可调节同时风量可均匀分布，车厢内动物及工作照

度在 20lx～200lx可调，车辆在 100km/h车速下小型汽车货厢内部噪声应低于

85dB、卡车货箱内部噪声低于 100dB等要求，经过试验得出，货厢内部温度可

维持在 16~26℃之间，车辆主动换气装置最大换气量为 15次/小时，小型货车货

厢内最大噪声为 85dB。

图 1为采暖实验。本试验测试起始温度为-20℃，空调设定温度为 21℃，经

过 2个小时温度达到平衡，车厢内温度可实现 16~26℃范围波动。



图 1 采暖温度曲线图

图 2为制冷实验。本试验测试起始温度为 39℃，空调设置温度为 21摄氏度，

30分钟可达到设定温度，且实现热平衡，车厢内温度可实现 16~26℃范围波动。

图 2 制冷温度曲线图

3、最后一章监控要求

根据实验动物生产单位的需求，方便单位对动物运输过程全程监控，标准对

驾驶室监控和远程监控进行了规定。（见 6.1，6.2）

（六）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果；

实验动物运输条件是影响实验动物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实验动物行业

没有运输实验动物专用的特种车辆，而实验动物运输过程中又需要温度和换气次

数和空气洁净度控制，因此多数单位利用面包车或客车改造后用于运输实验动物。

客货混运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交警发现就会被处罚（既罚分又罚款），实验动

物生产和使用单位对此反映强烈。另外，客车简单改装，存在车厢内冬季供暖保

温不够、夏天制冷降温不足，经常出现动物感冒或中暑现象，造成浪费，也无法

保证运输中的动物福利。通过该标准的制定，一方面使得实验动物运输车有标可



寻，满足实验动物运输的需求，另一方面标准为下一步实验动物运输车合法运营

提供申报条件，最终将为实验动物相关单位解决实验动物运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社会综合效益显著。

（七）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尚无国标和国外标准

（八）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目前，我国实验动物管理已实现依法管理，有国务院行政法规 1部：《实验

动物管理条例》，北京、广东、黑龙江、湖北、吉林、云南发布了 6个地方性法

规。上述法规均对实验动物的运输提出了管理要求：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实验动物的运输工作应当有专人负责。

实验动物的装运工具应当安全、可靠。不得将不同品种、品系或者不同等级的实

验动物混合装运。

《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运输实验动物使用的转运工具和笼器

具，应当符合所运实验动物的微生物和环境质量控制标准。不同品种、品系、性

别和等级的实验动物，不得在同一笼盒内混合装运。

《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运输实验动物时，使用的笼器具、

运输工具应当符合安全和微生物控制等级要求，不同品种、品系和等级的实验动

物不得混装，保证实验动物达到相应质量等级。第二十九条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

的人员在生产、使用和运输过程中应当维护实验动物福利，关爱实验动物，不得

虐待实验动物。

《黑龙江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运输实验动物的工具和笼器具，应

当符合所运输实验动物的微生物和环境质量控制标准。不同品种、品系、性别或

者等级的实验动物，不得在同一笼器具内混合装运。运输实验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凭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进行运输。

《湖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运输实验动物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



关规定，使用符合实验动物质量标准、等级要求的运输工具和笼器具，保证实验

动物的质量及健康要求。不同品种、品系和等级的实验动物不得混合装运。

《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运输实验动物的车辆和使用的笼具应

当符合实验动物等级和动物福利要求，不得在同一笼具内混合装运。

《云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运输实验动物的工具和笼器具，应

当符合所运输实验动物的微生物和环境控制标准。不同品种、品系、性别和等级

的实验动物，不得在同一笼器具内混合装运。

《实验动物 环境及设施》（GB14925-2010）9.2运输工具

9.2.1运输工具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维持动物的健康、安全和舒适的

需要，并应避免运输时运输工具的废气进入。

9.2.2运输工具应配备空调等设备，使实验动物周围环境的温度符合相应等

级要求，以保证动物的质量。

9.2.3运输工具在每次运输实验动物前后均应进行消毒。

9.2.4如果运输时间超过 6h，宜配备符合要求的饲料和饮水设备。

本标准按照实验动物法规和国标的要求，进一步细化了实验动物运输工具的

配置和技术要求，更具操作性。

（九）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

（十）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十一）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建议在标准发布后，组织宣贯会，对标准相关问题进行明确的说明。

（十二）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废止

（十三）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