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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407 

標題：衛兵鼠之使用-髒墊料法 Use of Sentinels - Dirty-Bedding Method  

撰寫人：曾中柏 獸醫師 制/修訂日期：    2020-05-30 

核可人(主管)：謝翠娟 主任 版次/頁數：        3.0 / 12 

1 目的 
由於傳染性疾病的存在對實驗結果會造成影響、亦會影響動物福祉，為了監控飼養於本中
心動物的健康狀態，遂制定並執行此衛兵鼠健康監測計畫，以發現動物是否發生傳染性疾
病及儘早採取措施控制感染事件。 

2 適用範圍 
本中心獸醫師、飼養管理員、以及自行換籠之研究人員。 

3 程序 
3.1 衛兵鼠(Sentinel Rats or Mice) 

3.1.1 採用方法 
3.1.1.1 本中心例行大鼠及小鼠健康監測主要採用髒墊料衛兵鼠(Dirty-Bedding 

Sentinel)方式。 
3.1.1.2 此為間接監測方法，是將受監測的動物族群的髒墊料、尿液、或糞便轉

移到衛兵鼠鼠籠內，讓衛兵鼠接觸這些髒墊料；若受監測的大、小鼠族
群內有傳染性疾病，則可藉由這些髒墊料讓衛兵鼠被感染。 

3.1.1.3 此法對於糞口傳播的疾病有很好的偵測效果 5.2, 5.18，但是對於接觸傳染
或空氣傳播的疾病則偵測效果有限 5.2。 

3.1.1.4 針對接觸傳染或空氣傳播的疾病將採用其他方法，SOP 另訂之。 

3.1.2 衛兵鼠來源、物種、品系、性別與週齡 
3.1.2.1 本中心衛兵鼠為購買自樂斯科生物科技公司之 Specific-Pathogen-Free 

(SPF)小鼠或大鼠，原則上可排除衛兵鼠自身被感染的疑慮。 
3.1.2.2 衛兵鼠必須是免疫健全動物，這樣做血清學檢測才有意義 5.1, 5.2, 5.4, 5.5, 5.8, 

5.15，因此 Outbred 品系比 Inbred 品系適合 5.2, 5.4, 5.17，且 Outbred 品
系價格也較便宜 5.2, 5.3, 5.4。 

3.1.2.2.1 本中心大鼠衛兵鼠品系採用 Sprague Dawley 大鼠 5.6, 5.12-5.15。 
3.1.2.2.2 本中心小鼠衛兵鼠品系採用 ICR 小鼠 5.12, 5.13。 

3.1.2.3 為避免衛兵鼠打架的情形發生 5.1, 5.2, 5.14，本中心採用母衛兵鼠 5.1, 5.2, 5.6, 

5.12-5.14, 5.17。 
3.1.2.4 本中心髒墊料衛兵鼠選用 5 週齡小鼠與大鼠 5.6, 5.12, 5.13,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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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鼠髒墊料衛兵鼠執行程序 
3.2.1 拿取「滅過菌的 5 mL量匙」和「滅過菌且無裝填墊料的乾淨鼠籠」(如圖一、

圖二)。 
3.2.1.1 為了避免交叉感染，務必使用滅過菌的 5 mL量匙。工作人員將量匙清

洗乾淨後，將其包裝於滅菌袋內，以封口機封口後進行高溫高壓滅菌消
毒。 

3.2.1.2 衛兵鼠所使用之鼠籠必須為「加蓋、無裝填墊料且滅過菌的乾淨鼠籠」
5.15。 

3.2.1.3 處理幾個衛兵鼠籠，就拿幾支量匙和幾個無墊料加蓋滅菌鼠籠。 
舉例說明：假如今天要幫 40 個鼠籠換籠，這 40 個鼠籠由同 1 籠衛兵鼠
監測，那就拿 1 支量匙和 1 個無墊料鼠籠；若今天幫 60 個鼠籠換籠，
其中 30 個由一籠衛兵鼠監測，另外 30 籠由另一籠衛兵鼠監測，那就拿
2 支量匙和 2 個無墊料鼠籠。 

3.2.2 更換鼠籠時，務必先將小鼠從髒鼠籠放到乾淨且有墊料的新鼠籠，再用量匙從
髒鼠籠取出含有糞便和尿液的髒墊料至 3.2.1 的無墊料加蓋滅菌鼠籠內。 

3.2.2.1 務必先將小鼠放到新鼠籠，再用量匙挖髒墊料；若執行順序搞錯，先用
量匙挖髒墊料，才將小鼠移到新鼠籠，則可能會因量匙碰到小鼠而造成
小鼠交叉感染。 

3.2.2.2 本中心購買之量匙一匙為 5 mL，每籠挖 1-3 匙(5-15 mL 5.1, 5.2, 5.12, 5.13)
髒墊料至無墊料滅菌鼠籠內；但若監測的鼠籠數目較少，則可視情況多
挖一點髒墊料。 

3.2.3 在幫每一籠小鼠更換乾淨鼠籠時，務必將每一籠受監測的鼠籠髒墊料放到衛兵
鼠籠內 5.1, 5.3, 5.15。 

3.2.4 待受監測之鼠籠的髒墊料都轉移至 3.2.1 之鼠籠，再將衛兵鼠放入該鼠籠內
5.15。 

3.2.5 若前述步驟所承裝的髒墊料過多，則可將籠內的髒墊料拌勻混合後取出一部
分，再將衛兵鼠放入籠內。 

3.2.6 處理下一個衛兵鼠的鼠籠時，必須更換另一支新量匙。 
舉例說明：假如今天你有 50 籠小鼠由 A 籠衛兵鼠監測，另外有 60 籠小鼠由
B 籠監測，則當你在處理那 50 籠小鼠的髒墊料時，都是用同一支量匙挖取髒
墊料，待你要處理另外 60 籠小鼠的髒墊料時，須用另一支量匙挖取髒墊料，
以避免交叉感染。 

3.2.7 每個星期都要給予衛兵鼠新的髒墊料一次 5.8。 
舉例說明：假如你用一籠衛兵鼠監控 80 籠小鼠，其中 50 籠在星期一換籠，
剩下 30 籠在星期四換籠，則你可以在星期一換 50 籠小鼠籠時，將這 50 籠小
鼠的髒墊料放到新的乾淨無墊料鼠籠內，並將衛兵鼠放進去；等到星期四要處
理剩下的 30 籠時，只要將這 30 籠的髒墊料放進現有的衛兵鼠籠內即可，不
用再拿新的乾淨無墊料鼠籠。等到下星期一要再換 50 籠小鼠籠時，再拿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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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無墊料鼠籠即可。 
3.2.8 不要給衛兵鼠乾淨的墊料，因為可能會稀釋病原濃度 5.1, 5.2, 5.6，造成衛兵鼠不

易被感染。若有特殊情況，須由獸醫師評估同意後再加入適量之乾淨巢料 5.1, 

5.2。 

3.3 大鼠髒墊料衛兵鼠執行程序： 
3.3.1 大鼠衛兵鼠與小鼠衛兵鼠執行程序基本上一樣，但大鼠衛兵鼠使用 125 mL 之

藥鏟挖髒墊料(如圖一)，且大鼠衛兵鼠因籠架高度之緣故，不加蓋。 

 
圖一、小鼠與大鼠髒墊料衛兵鼠用之量匙與藥鏟。 

 
圖二、進行小鼠髒墊料衛兵鼠作業時所需之物品。 

小鼠衛兵鼠專用量匙 

大鼠衛兵鼠專用藥鏟 

滅過菌且無墊料的乾淨鼠籠 

滅過菌且包裝於
滅菌袋內的量匙 

滅過菌的防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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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衛兵鼠飼養管理 
3.4.1 不要給衛兵鼠乾淨的墊料，因為可能會稀釋病原濃度 5.1, 5.2, 5.6，造成衛兵鼠不

易被感染。若有特殊情況，須由獸醫師評估同意後再加入適量之乾淨巢料 5.1, 

5.2。 
3.4.2 衛兵鼠的籠卡需標示清楚是「衛兵鼠」，亦須標示衛兵鼠編號(由[樓層-飼育室

-籠架-流水號]組成)、IACUC編號、計畫主持人、使用者、動物物種、動物品
系、動物性別、動物隻數、動物來源、IACUC 核准期間、監測之年度與第幾
季。此外，必須於籠卡標示衛兵鼠監測族群的 IACUC編號、計畫主持人、使
用者、並於備註欄註明該 IACUC 是本中心代養或使用者自行換籠。 

3.4.3 後續新入室之動物，由獸醫師視情況做調配，並將動物資料填寫於衛兵鼠籠卡
上。 

衛兵鼠編號： 
IACUC 編號： 主持人： 使用者： 

動物種類/品系： 性別/數量： 動物來源： 

IACUC 核准期間： 

2020 年第二季健康監測-監測對象 

IACUC編號 PI 使用者 備註 

    

    

    

    

    

    

表一、衛兵鼠籠卡。 



 

 5 

 
圖三、衛兵鼠籠卡範例。 

3.5 髒墊料衛兵鼠數量與放置 
3.5.1 每一籠衛兵鼠籠內飼養 2 隻衛兵鼠 5.1, 5.2, 5.14，若其中一隻死亡，至少還有一

隻備用 5.1, 5.2, 5.14，或者是有需要時可使用另一隻做複檢 5.1, 5.2, 5.14。 
3.5.2 原則上一個籠架由一籠髒墊料衛兵鼠監測 5.1, 5.15，但可視實際需求由獸醫師依

現場狀況做調整分配 5.1, 5.14。 
3.5.3 原則上衛兵鼠放在較底層的籠架 5.1, 5.15，一旦決定好放置的位子，就不應做更

動 5.14，但可視實際情況由獸醫師做位置調整 5.1, 5.5, 5.14。 

3.6 髒墊料衛兵鼠暴露時間、監測頻率、與檢測病原項目 
3.6.1 由於血清學檢測是偵測抗體，考量到有些病原感染所需的血清轉換

(seroconversion)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5.8，因此在檢驗前至少要暴露於髒墊料
6-8 週 5.3, 5.4, 5.8, 5.14，最理想的狀態是暴露後 10-12 週再進行檢驗 5.1, 5.4, 5.8, 

5.14。 
3.6.2 本中心使用髒墊料衛兵鼠之監測頻率依飼育室清淨等級決定，請依照「SOP-

406 大鼠與小鼠健康監測計畫」進行。 
3.6.3 衛兵鼠之病原檢測項目請依照「SOP-406 大鼠與小鼠健康監測計畫」進行。 

3.7 監測對象或區域的免除條件 
3.7.1 在本中心飼養時間少於 4 週 5.14 的動物。 
3.7.2 飼育室內所有動物將在短時間內被移除或犧牲，在進新動物前該飼育室將進行

全面淨空及消毒。 
3.7.3 動物實驗內容涉及給予化學性、感染性、或輻射性等之危害性物質，其會汙染

衛兵鼠或造成工作人員健康危害風險者。 

3.8 本中心飼育人員與研究人員之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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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若衛兵鼠監測之族群屬於本中心代養的鼠籠： 
衛兵鼠的照護及 3.2.1 之衛兵鼠鼠籠準備與更換髒墊料，由本中心飼育人員執
行。 

3.8.2 若衛兵鼠監測之族群包含本中心代養與使用者自行換籠： 
衛兵鼠飼料、飲水、及 3.2.1 之無裝填墊料的乾淨鼠籠，由本中心飼育人員執
行。 
使用者自行換籠時，只需要用量匙挖髒墊料至衛兵鼠籠內即可，不用操作乾淨
無墊料鼠籠此步驟。 

3.8.3 若衛兵鼠監測之族群屬於研究人員自行換籠的鼠籠： 
3.8.3.1 為了避免爭議，衛兵鼠的照護及 3.2.1 之衛兵鼠鼠籠準備與更換髒墊

料，皆由研究人員自己執行。 
3.8.3.2 研究人員必須接受獸醫師之教育訓練，合格後才可自行操作。 
3.8.3.3 研究人員若未正確及確實執行髒墊料衛兵鼠之步驟，日後若發現或發生

感染事件，損失由研究人員自行負擔。 

3.9 各傳染病對實驗之可能影響請參閱「實驗小鼠與大鼠健康監測指引」。 

3.10 若監測到病原陽性反應或發生疫情，將依照「SOP-419 動物健康監測陽性反應與疫
情發生之處理與控制」進行。 

4 附錄 
4.1 附錄一、髒墊料小鼠衛兵鼠圖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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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髒墊料小鼠衛兵鼠圖解流程 

(感謝王聖帆老師實驗室助理-鄭雁如協助拍攝) 

 
圖一、左上是新的衛兵鼠籠和滅過菌且尚未拆封的量匙；左下是衛兵鼠籠；右邊 8 籠是這

次預計要換籠的鼠籠，這 8 籠全都受左下那一籠衛兵鼠監測。 

 
圖二、將圖中三樣物品放入無菌操作台中。 

新的衛兵鼠籠和 
滅過菌的量匙 

衛兵鼠 

皆被同一籠衛兵鼠監測的鼠籠 

新的乾淨鼠籠 

新的衛兵鼠籠和 
滅過菌的量匙 

要換籠的鼠籠 
(髒鼠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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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先將小鼠從舊鼠籠移到新的乾淨鼠籠內。 

 
圖四、已將小鼠全部移到新的乾淨鼠籠內，下一個步驟就是要將髒鼠籠內的髒墊料挖到新

的衛兵鼠籠內。 

新的乾淨鼠籠 
要換籠的鼠籠 

(髒鼠籠) 

新的衛兵鼠籠 

新的乾淨鼠籠 

要換籠的鼠籠 
(髒鼠籠) 

新的衛兵鼠籠和 
滅過菌的量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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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用滅過菌的量匙挖 2-3 匙髒墊料到新的衛兵鼠籠內。 

注意：一定要先執行圖三的步驟，先將小鼠移到新的鼠籠，再用量匙挖髒墊料。若是先挖
髒墊料之後才將小鼠移出，則有可能會因為挖髒墊料過程中量匙碰觸到小鼠，而有交叉感
染的風險(假如前一籠的小鼠有感染，量匙在挖髒墊料的過程中已經被污染，若量匙又碰到

下一籠未被感染的小鼠則會被感染)。 

 
圖六、更換下一籠的鼠籠也是一樣，務必先將小鼠移到新的乾淨鼠籠內，之後才用量匙挖

髒墊料至衛兵鼠籠內。 

髒鼠籠 新的衛兵鼠籠 

新的衛兵鼠籠 

沒使用量匙的時
候，請將量匙放
在衛兵鼠籠內，
以避免散播感染

的風險。 

新的乾淨鼠籠 

要換籠的鼠籠 
(髒鼠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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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同圖六之說明，更換下一籠的鼠籠務必也是先將小鼠移到新的乾淨鼠籠內，之後才

用量匙挖髒墊料至衛兵鼠籠內。 

 
圖八、待全部的鼠籠都已更換、且都已將髒墊料挖到新的衛兵鼠籠內，就將衛兵鼠籠拿至

無菌操作台內。 

髒鼠籠 新的衛兵鼠籠 

新的衛兵鼠籠 舊的衛兵鼠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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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將衛兵鼠從舊的鼠籠移到新的衛兵鼠籠內。 

注意：若接下來還要幫由另一籠衛兵鼠監測的小鼠換籠，務必要拿另一支新的且尚未開封
的量匙，以及另一籠滅過菌且無墊料的鼠籠。 

 

新的衛兵鼠籠 舊的衛兵鼠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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