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死亡之必要与尊重死亡之必要

动物试验，指利用人类以外的动物进行科学实验，以验证个别因素对接受

测试的动物在生理或行为上的影响，并与同种类生物在自然环境下的状态进行

比对。而用于动物试验的动物则被称为实验动物。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中，

实验动物作为重要的推动力，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最早的动物试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世纪，亚里士多德将其动物试验成果

记录在著作《动物志》等中，其中很大一部分结论在今天的科学界仍被认为正

确。再到活体解剖之父盖伦的动物解剖研究——得出人体器官的解剖学定位并

对功能联系进行推断。这些都是通过动物了解人体机能的先例。而自中世纪以

来，科研人员试图将治疗方法纳入动物试验项目，为后来的外科手术学和药物

研发等领域做出巨大贡献。

然而，动物的权利则直到 1822 年《禁止虐待家畜法案》才被以法律形式明

确规定。据此，在英国范围内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实验动

物是否拥有与人类平等的生命权？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世界动物福利宣言》曾

提出“动物福利”，亦被普遍理解为五大自由，即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

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的自由；表达天

性的自由。这对动物基本生命权利的保护创造了条件。而后，C.休姆教授于

《人道主义试验技术原理》一书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3R”理论，即

Reduction（减少）、Replacement（替代）、Refinement（优化）的简称。一

次侧重于实验动物生命安全的“3R 运动”由此展开，3R 理论对于实验动物福利

保障具有指导作用。

在《动物福利法》颁布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是否真正确保了所有实验

动物的福利呢？2015 年，西安医学院虐待实验用犬的恶性事件撕开长期以来我

国相关规章制度缺失以及管理执行不力的遮羞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次年我

国首个管理实验动物的国家标准的颁布。无独有偶，2019 年，德国某实验公司

药理毒理学实验室被曝出研究人员虐待实验动物，甚至篡改实验数据的情况。

一次又一次残忍虐待事件的发生迫使我们发问，我们究竟有没有达到保护实验

动物的目标？



显然是否定的。人类对待实验动物的态度，即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

标，并没能随科学技术同步发展。因此，国内外动物保护协会正通过越来越多

的方式呼吁减少实验动物使用，并保障实验动物权益，其中不乏有高喊“禁止

使用实验动物”者。

然而，实验动物在人类科学试验中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由于与人类具

有相同或相似的解剖、生理或病理机制，动物试验被认为是疫苗开发、药物检

测、移植等领域不可或缺的结论有效性判断标准，这是除此之外的任何试验方

法——细胞试验、分子试验等都无法比拟的。“感谢动物试验让其反对者多活

23.5 年”——在目前尚无完全替代的方案的情况下，一味地禁止动物试验实则

因噎废食。诚然，实验动物同样具有生命权，但其生命权是由人类还是自然赋

予？与人类所具有的生命权是否有高低之分？或者说，即便在具有同等生命权

的前提下，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考虑，在一定的限制之内，适当地、有管理地进

行动物试验，能否洗脱侵犯生命的罪名？在动物试验开展两千四百年后的今

天，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但至少在动物试验无可替代的当下，为了人类生理病理等研究，以实验手

段干预动物正常生理过程或施以安乐死仍是不可逃避的必选项。这要求科研人

员，乃至我们学生必须对实验动物使用的“度”有精准的把控，遵守 3R 原则，

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通过反复操作同一实验动物以“减少”、通过使

用体外方法或无感觉的生物材料替代活体动物、通过创造良好的实验环境减少

给动物造成的生理或心理不适等，都是在日常实际操作中需要完善的方面。

在大二上学期<细胞分子生物学实验>课程中的“小鼠骨髓细胞计数”实验

操作中，我第一次接触实验动物，并至今仍对使用脊髓脱臼法处死小鼠时，小

鼠戛然而止的挣扎和逐渐降低的体温记忆犹新。当时，我们未曾就实验动物伦

理方面有深入学习，仅单凭同理心给予微不足道的同情。

而本学期我学习的<功能学实验>课程包含更多的动物实验，每节课下课前

需严格按规定处死所有实验动物，对操作更加熟练的同时，我必须思考：我被

迫摒弃优柔寡断，又是否堕入麻木不仁？当我结束实验时，能否如第一次动物

实验结束后，为实验动物的死亡默哀？



亦或当我们面对实验动物的死去时，我们在面对什么？

死亡不可避免、为科研死得其所、沉默哀悼足够排场足够体面……但死亡

不可逆转，实验动物在饱受练习时长两节课的医学生折磨后被自耳苑动脉注射

入的大量气体抑制呼吸心跳仍是事实。我想，无论加以多少修饰词，我们面对

的都是死亡本身。如多年以后步入临床，接管的素昧平生的患者的死亡一样，

我们面对的是同种或不同种生命的消逝，是死亡本身。

至少在短时间内，在科技水平达到完全模拟体内环境之前，动物试验，以

及动物因实验致残或致死的现象还将存在很长时间。减少使用、降低伤害、仍

是当下动物试验无可替代的前提下对实验动物、对科学研究最有利的做法。因

而我们总是被强调需严格按照规章制度，以尽可能的人道和科学开展动物试

验，这不仅是对实验动物在巨大的折磨下奉献出的数据的尊重，也是对动物生

命本身的尊重。

每年 4月 24 日是世界实验动物日，其目的是为“呼吁人类减少和停止不必

要的动物实验，倡导科学、人道地开展动物实验，严格遵守 3R 原则，积极宣传

使用动物实验的替代办法，最终达到完全取消动物实验的目标”。我们致敬实

验动物——为它们曾作为自然界“生命”的一部分，为它们对人类科学发展奉

献出的健康与自由，也为它们的死亡。

死亡无可避免也不可回避，死亡与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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