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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規範本中心進行大鼠及小鼠繁殖實驗之研究人員能在合理範圍內繁殖所需動物，以確保繁
殖過程之相關動物都可獲得妥善動物福祉。 

2 適用範圍 
2.1 本中心所有進行動物繁殖之各級研究人員及飼育人員。 

3 程序 
3.1 動物福祉的維護 

3.1.1 研究人員應遵照 IACUC 核准之動物實驗申請表內容及繁殖計畫，適度繁殖足
夠研究達到統計意義之動物數量，切勿違反動物福祉過度繁殖動物，造成不必
要的無辜生命犧牲。 

3.1.2 研究人員必須善盡動物照護之責任，動物配種後須自行估算預產期，於預產期
間經常來觀察動物是否分娩、母鼠是否會照顧仔鼠或有吃仔鼠之行為、並且主
動將應離乳之仔鼠做離乳分籠。 

3.1.3 雖本中心人員於例行性巡房或換籠時發現新生仔鼠、或仔鼠需離乳分籠，皆會
通知研究人員，但觀察動物是研究者自身之責任；倘若研究者不常來觀察動
物，只是把動物丟在本中心讓動物不停繁殖、或經常是由本中心人員告知才來
填寫繁殖記錄卡或離乳分籠，本中心仍會視情節嚴重程度給予違規記點或禁止
其繁殖動物。 

3.1.4 確實填寫繁殖紀錄卡是基本要求，研究人員同時應做詳盡之實驗紀錄以備追蹤
或查核。 

3.2 配種 
3.2.1 大鼠及小鼠的配種方式(配種系統)請參考本中心編寫的「大鼠及小鼠繁殖指

引」。 
3.2.2 研究人員可依欲繁殖動物之生育能力或哺育子代之母性及實驗需求選擇適當之

配種方式，配種方式或繁殖策略須於「繁殖計畫表」中說明並由 IACUC 審查
同意，配種方式或繁殖策略變更時亦須提出變更申請，IACUC 審查同意後始
可執行。 

3.3 配種籠飼養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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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配種籠內大鼠或小鼠總數量必須遵守本中心飼養密度之規定，以符合農委會指
引之動物福祉規範。 

3.3.2 若採一公一母配種方式，可不需立即將公鼠移開讓懷孕母小鼠單獨隔離一籠。
但由於母小鼠分娩後會發情，若此時籠內有公小鼠則會進行交配，造成母小鼠
一邊懷孕一邊哺乳仔鼠。因此在母小鼠生產下一胎之前，務必將前一胎仔鼠提
早離乳分籠，以免造成 3.8.3 之情事。 

3.3.3 若採用一公多母(一公配二母及以上)之配種方式，一旦發現母小鼠懷孕就必須
將其單獨隔離一籠。 

3.3.4 母鼠懷孕，務必提供巢料，以利其築巢照顧仔鼠。 
3.3.5 繁殖大鼠者，依據農委會之標準及本中心大鼠籠之尺寸限制，必須將懷孕母大

鼠單獨隔離一籠，並且給予巢料，以利其築巢照顧仔鼠。 

3.4 保母鼠之使用 
3.4.1 若需使用保母鼠協同照顧仔鼠，則允許籠內 1 隻保母鼠、1 隻母小鼠、及 1 胎

仔鼠。 
3.4.2 保母鼠之使用方式請參考「大鼠及小鼠繁殖指引」之保母鼠章節。 
3.4.3 請注意該保母鼠不可為懷孕狀態。 
3.4.4 本中心僅允許小鼠使用保母鼠，大鼠因鼠籠尺寸限制，不可使用保母鼠。 

3.5 離乳 
3.5.1 離乳是指將仔鼠從原本的鼠籠移出，並不是指仔鼠停止喝奶而開始食用飼料之

時機。 
3.5.2 日齡之計算，以分娩當日為第 0 日齡。 
3.5.3 離乳後之大、小鼠開始納入本中心動物隻數計算，請研究人員將離乳後之動物

隻數填寫於使用者飼養管理記錄表。 
3.5.4 當小鼠仔鼠達 21 日齡且體重超過 10 公克，或大鼠仔鼠達 21 日齡，則需將其

與母親分離，並依性別及體重做分籠。離乳分籠方式之建議請參考「大鼠及小
鼠繁殖指引」。 

3.5.5 對於一些基因轉殖品系、近親品系、或一些特殊品系之大、小鼠，可能因體型
較小或體重過輕，需較長哺乳期，則可申請延後離乳，但請研究人員提出相關
之說明，經 IACUC 核准後才可延後離乳，惟最遲仍需於第 28 日齡離乳，且
前提是該母鼠尚未生產下一胎仔鼠。若需延後離乳者，須將懷孕母鼠單獨隔離
一籠，勿利用產後發情讓母鼠與公鼠配種。 

3.5.6 若有特殊情形無法將仔鼠離乳，請告知獸醫師。 
3.5.7 若該批仔鼠僅有 1 隻是特定性別，由於剛離乳分籠之仔鼠不建議單獨飼養，因

此可有以下之選擇： 
3.5.7.1 若是單一母仔鼠則可和母親留在同一籠。 
3.5.7.2 若是單一公仔鼠則可和其他相近日齡但不同籠之公仔鼠放在同一籠(建議

是將公仔鼠們一起放到新的籠子，以避免因地盤而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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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3 若是單一母仔鼠則可和其他相近日齡但不同籠之母仔鼠放在同一籠(建議
是將母仔鼠們一起放到新的籠子，以避免因地盤而打架)。 

3.5.7.4 若是使用一公一母配種方式，且母鼠在哺乳仔鼠時公鼠也在籠內，則單
一公仔鼠可和父親一起放到新的鼠籠內。 

3.5.8 為確保仔鼠分籠後可自行進食，研究者可於仔鼠出生後第 12 日齡時開始放些
許飼料於籠內底層，讓仔鼠有機會接觸飼料、並練習食用飼料；此外，於離乳
分籠後的 7 日內，也可放些許飼料於籠內底層。 

3.6 繁殖記錄卡 
3.6.1 繁殖動物之研究人員務必確實填寫繁殖紀錄卡。 

 
圖一、本中心現行使用之動物繁殖記錄卡(2020 年二月更新) 

3.6.1.1 上排表格為親代資訊，非強制要求填寫，視使用者是否有需要自行填
寫。 

3.6.1.2 下排表格為強制要求填寫，請使用者確實紀錄配種日期、分娩日期、仔
鼠隻數、離乳日期、離乳時公仔鼠及母仔鼠隻數。 

3.6.2 為避免驚擾母鼠，分娩當日只須填寫日期，不要求立即填寫仔鼠隻數，但最晚
需在仔鼠出生後 7 日內登記仔鼠隻數。 

3.6.3 若於分娩後 7 日內仔鼠全數死亡，則不必填寫仔鼠隻數。 
3.6.4 若於分娩後 7 日內部分仔鼠死亡，但仍有存活，則記錄當下觀察到的隻數即

可。 

3.7 每月動物繁殖數量統計表 
3.7.1 繁殖動物之研究人員務必填寫每月動物繁殖數量統計表，並於每月 5 日前將前

一個月離乳的動物數量登記於此表，並 email 給本中心獸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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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同一位 PI 所有執行中之不同 IACUC 編號計畫填寫於同一張表格即可。 
3.7.3 「實驗動物物種/品系/基因」之「基因」欄位，若此欄位不適用則可不必填

寫。 
3.7.4 此統計表可於本中心網頁之「本中心表格」內下載。 

3.8 本中心人員例行性作業 
3.8.1 請研究人員確實填寫出生日期於繁殖紀錄卡，本中心人員於例行性巡房或鼠籠

更換作業時，若見到分娩後 7 日內之鼠籠，原則上皆不會對該鼠籠做任何操
作，惟若墊料骯髒程度達需更換標準，或有顯著異常情形，如水瓶漏水導致鼠
籠淹水，本中心將視緊急程度先行處理或通知使用者前來處理。 

3.8.2 本中心例行性換籠為一星期兩次，若因違反隻數上限規定導致墊料異常骯髒，
經本中心人員通知後未於期限內改善者，將給予違規記點 1 點，並且由獸醫師
逕行分籠，經常累犯者將加倍記點。 

3.8.3 本中心因緊急狀況所做處置導致之後果由研究人員自行負責。 

3.9 罰則 
3.9.1 嚴禁一公配多母之配種籠內同時有新生仔鼠，若本中心發現此情形，將給予違

規記點 1 點，且研究人員須在 24 小時內完成分籠改善。同一人員第二次累犯
將違規記 2 點，第三次累犯將禁止其操作動物繁殖實驗。 

3.9.2 若本中心發現有仔鼠超過應離乳日齡卻未離乳分籠，將由獸醫師通知研究人員
改善，倘若未於 24 小時內改善者，將給予違規記點 1 點，並且由獸醫師逕行
分籠，分籠所造成之後果由使用者自行承擔。 

3.9.3 嚴禁兩胎仔鼠飼養於同一籠內，包括兩隻母鼠於同一籠內生產、或同一隻母鼠
前一胎仔鼠尚未離乳分籠，又讓母鼠生產下一胎仔鼠。若本中心發現此情形，
將給予違規記點 1 點，並由獸醫師通知研究者於 24 小時內完成分籠。若研究
者無法於時限內完成改善，將連續違規記點。同一人員第二次累犯將違規記 2
點，第三次累犯將禁止其操作動物繁殖實驗。 

3.9.3.1 不同母鼠可能會有吃掉對方仔鼠之行為。另外，因新生仔鼠易被踐踏受
傷、或競爭不過前一批仔鼠而無法得到母鼠良好照顧而死亡。 

3.9.3.2 同一籠內過多小鼠亦會導致鼠籠累積尿液糞便而過髒，容易導致仔鼠感
染而死亡。 

3.9.3.3 以上為嚴重違反動物福祉之情事，這些情形之新生仔鼠存活率很低、會
造成動物生命不必要的浪費，違反實驗動物 3R 原則的減量(Reduction)
和精緻化(Refinement)。 

3.9.3.4 若要避免以上情形，請研究人員將懷孕母鼠單獨隔離一籠，或者是在母
鼠分娩前將前一胎仔鼠即時離乳。 

3.9.3.5 一般而言，大鼠及小鼠之懷孕期皆大約是 21 日，若是因產後發情配種
而懷孕則懷孕期又會延後幾天，而離乳日齡大約是 21 日齡，因此只要
確實記錄出生日期，並且確實即時離乳，都是可以避免因此情形而被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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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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