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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11/T ×××××《实验动物 环境条件》拟分为以下部分： 

—— 第 1部分：实验用猪； 

—— 第 2部分：实验用牛； 

—— 第 3部分：实验用羊。 

…… 

本部分为DB11/T ×××××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法云智、李根平、江其辉、范薇、定明、王锡乐、刘文菊。 

 

 



DB11/T 1464.2—2017 

1 

实验动物 环境条件 第 2部分：实验用牛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实验用牛环境及设施条件的建筑、工艺布局、环境、饲养条件、废物处理、运输及检

测等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实验用牛设施建设与环境条件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925－2010  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46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GB 50447  实验动物设施建筑技术规范 

GBZ 133  医用放射性废物管理卫生防护管理 

NY/T 1567  标准化奶牛场建设规范 

DB11/307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3/T 1076  乳用母犊牛、育成牛饲养管理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验用牛  experimental cattle 

经人工饲育，对其携带的微生物和寄生虫实行控制，遗传背景明确或者来源清楚，用于科学研究、

教学、生产和检定以及其他科学实验的牛。 

3.2  

普通环境  conventional environment 

符合实验用牛居住的基本要求，不能完全控制传染因子，但能控制野生动物的进入。 

3.3  

屏障环境  barrie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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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实验用牛居住的要求，严格控制人员、物品和空气的进出。 

3.4  

隔离环境  isolation environment  

采用无菌隔离装置以保持无菌状态或无外源污染物。隔离装置内的空气、饲料、水、垫料和设备应

无菌，动物和物料的动态传递须经特殊的传递系统，该系统既能保证与环境的绝对隔离，又能满足转运

动物时保持与内环境一致。 

4 建筑 

4.1 选址要求 

4.1.1 应避开自然疫源地。生产设施宜远离可能产生交叉感染的动物饲养场所。 

4.1.2 宜选在环境空气质量及自然环境条件较好的区域。 

4.1.3 宜远离有严重空气污染、振动或噪声干扰的铁路、码头、飞机场、交通要道、工厂、贮仓、堆

场等区域。 

4.1.4 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与生活区的距离应符合 GB 19489和 GB 50346的要求。 

4.2 卫生要求 

4.2.1 外环境整洁，便于清扫和消毒。排水畅通，无废物堆积和污水积存。 

4.2.2 宜设人、动物、物品、车辆专用出入口，道路通畅，配置专用消毒设施和设备。 

4.2.3 所有设施有防止野生动物进入措施。 

4.2.4 设施围护结构材料应无毒、无放射性。 

4.2.5 生产区和实验区内墙表面应光滑平整，易于清洗、消毒。墙面应采用不易脱落、耐腐蚀、无反

光、耐冲击的材料。地面应防滑、耐磨、无渗漏。天花板应耐腐蚀、防水。 

4.3 设施要求 

4.3.1 建筑物对外门、窗应有良好的密闭性。 

4.3.2 屏障环境设施的密闭门宜朝空气压力较高的方向开启，并能自动关闭。 

4.3.3 走廊净宽应不小于 2.0 m。门宽满足设备进出和日常工作需要，净宽不小于 1.2 m。 

4.3.4 屏障环境设施根据需要保持正确的压力方向。 

4.3.5 饲养间应合理组织气流和布置送风口、排风口的位置，避免死角、断流和短路。 

4.3.6 生产和实验场所的电力负荷等级，应根据工艺按 GB 50052要求确定。屏障环境和隔离环境应采

用不低于二级电力负荷供电。 

4.3.7 屏障环境设施由非洁净区进入洁净区及洁净区内的各类管线管口，应采取可靠的密封措施。 

4.3.8 排水沟、槽、管坡度应保证排水通畅，无污物积存。排水管道管径不宜小 DN150。 

4.3.9 屏障环境设施应设环境监控系统，其他级别设施根据需要设置环境监控系统。 

5 工艺布局 

5.1  总体布局 

5.1.1 应根据实验用牛生理需要和行为特征，设计建造适合它们居住的设施，并能控制人员和动物进

出。一般分为前区、生产区、实验区和辅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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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前区包括：办公室、接待室、档案资料室、维修室、库房、饲料室、配电室、一般走廊和动物

装运台等。 

5.1.3 生产区包括：隔离室、缓冲间、淋浴间、走廊、清洁物品贮藏室、消毒后室、种牛舍、配种牛

舍、妊娠牛舍、分娩哺乳牛舍、犊牛舍、育成牛舍、待发室、动物活动场等，屏障环境生产设施宜临近

屏障设置待剖腹产妊娠母牛饲养室、剖腹产手术室、隔离器室等。 

5.1.4 实验区包括：缓冲间、淋浴间、动物洗浴间、清洁物品贮藏室、消毒后室、走廊、检疫间、隔

离室、操作间、手术室、术后观察室、饲养间等。 

5.1.5 辅助区包括：储藏室、洗刷消毒室、废物品存放处理间或设备、兽医室、检测实验室、解剖室、

密闭式动物尸体冷藏存放间或设备、机械设备室、淋浴间、工作人员休息室、更衣室等。 

5.1.6 动物实验设施应与动物生产设施分开设置。 

5.2 主要区域设置要求 

5.2.1 饲养间设置要求 

5.2.1.1 排水口应有防止害虫进入措施。 

5.2.1.2 宜设动物活动场。 

5.2.1.3 应配备适宜的饲养设备和捕捉、固定工具。配备的设备和工具应确保牢固不会伤害动物。 

5.2.2 操作间设置要求 

5.2.2.1 宜设置综合实验室，并按需配备相应设备。 

5.2.2.2 宜设置隔离室，用来独立饲养观察受伤和患病的动物。 

5.2.2.3 实验设施应设置为新进动物提供隔离的检疫间。普通级动物的检疫间应与动物饲养区分开设

置。 

5.2.2.4 实验设施应根据需要设置手术室和术后观察室。 

5.2.3 辅助区设置要求 

5.2.3.1 饲料和垫料储藏室应实行环境控制，应配套足够面积的青贮设施、干草库和精饲料库。干草

库、精料库应作防潮通风处理，防止寄生虫污染和野生动物进入。 

5.2.3.2 应设置储存笼具、仪器设备等物品的储藏室。 

5.2.3.3 清洗消毒间空间应便于设备的清洗处理。清洗前后的设备应分开放置。墙壁和地板应作防水

处理。应设置独立排风装置，能有效排出热量和湿气。 

5.2.3.4 应设置动物尸体和废物存放的专门房间或设备。 

5.2.3.5 宜设置观察走廊或观察区，或设置视频监视系统，用于观察动物状态。 

6 环境 

6.1 分类 

按照空气净化的控制程度，实验用牛环境分类，见表1。 



DB11/T 1464.2—2017 

4 

表1 实验用牛环境分类 

环境分类 使用功能 适用动物等级 

普通环境  生产、实验、检疫 普通级 

屏障环境 
正压 生产、实验、检疫 SPF级 

负压 生物危害动物实验、检疫 普通级、SPF级 

隔离环境 
正压 生产、实验、检疫 SPF级 

负压 生物危害动物实验、检疫 普通级、SPF级 

6.2 技术指标 

6.2.1 实验用牛一般饲养间环境因子指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实验用牛饲养间环境因子指标 

项目 普通环境 屏障环境 隔离环境 

温度，℃ 
生产： — 

20～26 20～26 
实验：16～28 

日温差，℃ ≤4* ≤4 

相对湿度，％ 30～80 

相通区域压强梯度，pa — ≥10 ≥50 

气流速度,m/s — ≤0.20 

换气次数,次/h ≥10 ≥15 ≥20 

空气洁净度级别▲ — 7 7 

沉降菌平均浓度，个/皿 — ≤3 0 

氨气浓度，mg/m3 ≤14 

噪声,dB(A) ≤60 

照度（lx） 
工作照度 ≥200 

动物照度 100～200 

光照周期,h 12/12或 14/10 

注1：表中“—”表示不作要求。 

注2：生产设施的待发室、检疫室和隔离室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注3：实验设施的检疫室和隔离室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注4：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应同时符合 GB50436的规定。 

注5：正压屏障环境的单走廊设施应保证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压力最高。正压屏障环境的双走廊或多走廊设施

应保证洁净走廊的压力高于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动物生产区、动物实验区的压力高于污物走廊。 

注6：所有正压洁净房间对非洁净房间的静压差均应大于 10Pa。 

注7：负压屏障环境应保证动物实验区压力最低。生物安全实验室相邻房间的压差符合 GB 19489 和 GB 50346 的要

求。 

注8：离乳前仔牛饲养间或饲养区域温度控制在 30℃以上。 

注9：普通环境换气次数指标为参考指标。 

注10：除屏障环境外，辅助区的技术指标执行表 2规定，作为参考指标。 

注11：“*”在生产设施中此项指标不要求。 

注12：“▲”参见 GB14925－2010中 3.8,3.9和 3.10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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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屏障环境设施主要辅助用房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屏障环境设施主要辅助用房的技术指标 

房间名称 
空气洁净度

级别 

换气次数， 

次/h 

相邻区域的

静压差 Pa 
温度℃ 相对湿度% 噪声 dB(A)  照度（lx） 

洁物储存室 7 ≥15 ≥10 20～26 30～80 ≤60 ≥150 

洁净走廊 7 ≥15 ≥10 20～26 30～80 ≤60 ≥150 

污物走廊 7或 8 ≥15或≥10 ≥10 20～26 — ≤60 ≥150 

入口缓冲间 7 ≥15或≥10 ≥10 20～26 — — ≥150 

出口缓冲间 7或 8 ≥15或≥10 ≥10 20～26 — — ≥150 

二更 7 ≥15 ≥10 20～26 — — ≥150 

清洗消毒室 — ≥4 — 18～28 — — ≥150 

淋浴室 — ≥4 — 18～28 — — ≥100 

一更（脱、穿

普通衣、工作

服） 

— — — 18～28 — — ≥100 

 

6.2.3 普通环境辅助用房只做温度、湿度、噪声和照度的规定，技术指标参见表 2“普通环境”相关

指标，其中清洗消毒室、淋浴室、一更等技术指标参见表 3相关指标。 

6.2.4 隔离环境辅助用房技术指标参见表 3相关指标。 

7 饲养条件 

7.1 饲养牛床 

7.1.1 选用无毒、耐冲洗、耐高温、易消毒灭菌的材料制作饲养牛床。 

7.1.2 牛床分为拴系式牛床和散栏式牛床，基本参数见见表 4和表 5。 

表4 拴系式牛床基本参数 

 种牛牛床 犊牛牛床 育成牛牛床 

长度，m 1.8～2.0 1.5～1.6 1.7～1.9 

宽度, m 1.2～1.3 1.1～1.2 1.1～1.2 

表5 散栏式牛床基本参数 

 犊牛床 育成牛床 

长度，m 1.6～1.8 2.2～2.5 

宽度, m 1.1～1.2 1.1～1.2 

 

7.2 饲养围栏 

7.2.1 应选用无毒、耐冲洗、耐高温、易消毒灭菌的材料制作饲养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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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饲养栏为栅格式，大小应满足实验用牛躺卧、采食和排便，或者使用适当的分隔建立不同功能

的区域。围栏应坚固，围栏尺寸满足表 6 要求。 

表6 饲养围栏基本参数 

 繁殖牛围栏 犊牛围栏 育成牛围栏≤400kg 育成牛围栏>400kg 

围栏面积，m2/头 7.0～9.0 ≥2.8 ≥4.0 ≥4.5 

围栏高度，m 1.7～1.8 1.2～1.4 1.4～1.6 1.6～1.7 

 

7.3 运动场（适用于生产设施） 

牛舍设置运动场面积为： 犊牛5m
2
/头，育成牛10m

2
/头，种牛15m

2
/头。围栏高度1.0 m ～ 1.5 m。 

7.4 最小居住面积 

生产设施中实验用牛的最小居住面积应不少于5m
2
/头，每带犊一头增加1m

2
/头。 

7.5 食槽 

7.5.1 选用无毒、耐冲洗、耐高温、易消毒灭菌的材料制作食槽。 

7.5.2 食槽应限制牛在采食过程中将饲料拱出槽外，自动落料食槽应保证牛随时能采食到饲料。 

7.6 饮水 

7.6.1 普通级动物的饮水应符合 GB 5749的要求。 

7.6.2 SPF级及其以上级别动物的饮水应在符合 GB 5749 要求的基础上，达到无菌要求。 

7.6.3 每个牛床提供一个饮水点，都应设有不锈金属材料制作的饮水嘴。运动场要设置饮水槽，每 25～

40头牛设置一个饮水槽。 

7.7 床铺和垫料 

床铺和垫料应无毒、无害、易消毒灭菌。 

8 废物处理 

8.1 污水处理 

应有相对独立的污水初级处理设备或化粪池。来自于动物的粪尿、笼器具洗刷用水、废弃的消毒液、

实验中废弃的试液等污水，应经处理并达到DB11/ 307标准要求后排放。感染动物实验室所产生的废水，

应先经彻底灭菌后方可排出。 

8.2 一般废物处理 

废垫料应集中作无害化处理。一次性工作服、口罩、帽子、手套及实验废物等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注射针头、刀片等锐利物品应收集到利器盒中统一处理。 

8.3 感染性、放射性废物处理 

感染动物实验所产生的废物应先行高压灭菌后再作处理。放射性动物实验所产生放射性沾染废物应

按GB 18871的规定和GBZ 133的要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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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动物性废物处理 

动物尸体及组织应装入专用尸体袋中存放于尸体冷藏存放间或设备内，集中作无害化处理。感染动

物实验的动物尸体及组织须经无害化处理后传出实验室再作相应处理。 

9 运输 

9.1 运输笼具 

9.1.1 运输笼具结构应适应实验用牛的特点，材质应符合动物的健康和福利要求，并符合运输规范和

要求。 

9.1.2 运输笼具应坚固，防止动物破坏、逃逸或接触外界，并能经受正常运输。 

9.1.3 运输笼具的大小和形状应适于实验用牛的生物特性，在符合运输要求的前提下使动物感觉舒适。 

9.1.4 运输笼具内部和边缘无可伤害到动物的锐角或突起。 

9.1.5 运输笼具的外面应具有适合于搬动的把手或能够握住的把柄，搬运者与笼具内的实验用牛不能

有身体接触。 

9.1.6 在紧急情况下，运输笼具门应方便开启，将动物移出。 

9.1.7 运输笼具应符合微生物控制的等级要求，应在每次使用前进行清洗和消毒。 

9.1.8 可移动的动物笼具应在动物笼具顶部或侧面标上“活体实验动物”的字样，并用箭头或其它标

志标明动物笼具正确立放的位置。运输笼具上应标明运输动物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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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工具中实验用牛站立地面应防滑，与动物接触的各部分应有防撞措施。 

9.2.3 运输工具应配备空调等设备，使动物周围环境的温度符合相应等级要求。 

9.2.4 运输工具在每次运输实验动物前后均应进行消毒。 

9.2.5 如果运输时间超过 6h，宜配备符合要求的饲料和饮水。 

10 检测 

10.1 设施环境技术指标检测方法执行 GB 14925－2010中附录 A～Ⅰ。 

10.2 设备环境技术指标检测方法参考 GB 14925－2010中附录 A～Ⅰ。检测指标包括设备内部技术指

标和设备所处房间的温度、湿度和噪声。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