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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了解医学生对实验动物福利的认知情况棳为医学生实验动物福利知识的教育及普及提供依

据暎方法暋自制调查表棳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某医学院校的棻棻椄椃名在校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棳问卷有效

回收率为椆椆棶椄棾棩暎结果暋仅有棽棿棶棽棽棩的医学生知道动物福利的概念棳椆棶椃椆棩的医学生了解国内外有关动物

福利的法律暎不同年级暍专业的医学生对动物福利的概念认知情况及赞成减少单次活体实验动物数量方面有统

计学意义棬 椉棸棶棸椀棭暎不同年级暍专业医学生对最重要实验内容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棶棸椀棭暎结论暋

大学生对于实验动物福利的认知水平较低棳需要在医学教育实践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加大宣教力度暎

关键词暋医学生椈实验动物椈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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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实 验 动 物 是 生 命 科 学 研 究 和 发 展 重 要 的 基 础

和 支 撑 条 件 棳为 人 类 健 康 暍科 技 进 步 和 社 会 发 展 做

出 了 巨 大 的 贡 献 暎关 爱 实 验 动 物 暍维 护 实 验 动 物 福

利 棳是 培 育 标 准 化 实 验 动 物 暍保 障 科 学 研 究 结 果 准

确 可 靠 的 重 要 条 件 棳同 时 也 是 提 高 公 众 人 文 素 养 棳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协 调 发 展 的 需 要 棳是 人 类 文 明 和 进 步

的 标 志 椲棻椵暎 医 学 生 对 实 验 动 物 福 利 的 认 知 状 况 棳对

于 医 学 生 自 身 的 发 展 暍卫 生 事 业 的 发 展 棳都 有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椲棻椵暎 为 了 解 医 学 生 对 实 验 动 物 福 利

的 认 知 情 况 棳为 医 学 生 实 验 动 物 福 利 知 识 的 教 育 提

供 依 据 棳进 而 推 动 实 验 动 物 福 利 发 展 进 程 棳我 们 组

织 了 本 次 调 查 暎

棻暋对象与方法

棻棶棻暋对象

在 某 医 学 院 校 的 临 床 医 学 暍预 防 医 学 暍医 学 检

验 暍护 理 学 棿 个 本 科 专 业 中 随 机 抽 取 大 一 至 大 五 的

医 学 生 棻棻椄椃 人 作 为 调 查 对 象 棳平 均 年 龄 为 棬棽棻棶椂棿

暲棻棶椀棽棭岁 暎 其 中 棳男 生 棿棸棽 人 棳占 棾棾棶椄椃棩椈女 生

椃椄椀 人 棳占 椂椆棶棻棾棩暎

棻棶棽暋方法

棻棶棽棶棻暋 抽 样 方 法 暋 采 取 分 层 整 群 方 法 棳从 某 医 学

椃棽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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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校 的 临 床 医 学 暍预 防 医 学 暍医 学 检 验 暍护 理 学 棿 个

本 科 专 业 中 随 机 抽 取 大 一 至 大 五 的 医 学 生 棻棻椄椃

人 暎 共 发 放 问 卷 棻棻椄椃 份 棳回 收 有 效 问 卷 棻棻椄椀 份 棳

有 效 率 为 椆椆棶椄棾棩暎 其 中 大 一 棽椄棽 人 棳占 棽棾棶椄棸棩椈

大 二 棽椃椀 人 棳占 棽棾棶棽棻棩椈大 三 棽椃椂 人 棳占 棽棾棶棽椆棩椈

大 四 棽椃棻 人 棳占 棽棽棶椄椃棩椈大 五 椄棻 人 棳占 椂棶椄棾棩暎

临 床 医 学 棿棿棽 人 棳占 棾椃棶棾棸棩椈预 防 医 学 棻椆棸 人 棳占

棻椂棶棸棾棩椈医 学 检 验 棽椂棽 人 棳占 棽棽棶棻棻棩椈护 理 学 棽椆棻

人 棳占 棽棿棶椀椂棩暎

棻棶棽棶棽暋 问 卷 调 查 暋 包 括 医 学 生 对 动 物 福 利 的 道 德

和 法 律 方 面 的 认 知 暍医 学 生 对 动 物 福 利 的 认 知 暍医

学 生 在 解 剖 动 物 或 进 行 其 他 损 伤 动 物 的 实 验 时 的

心 情 暍医 学 生 对 最 重 要 实 验 内 容 的 认 知 等 暎

棻棶棾暋统计学方法

采 用 斢斝斢斢棻棾棶棸 统 计 软 件 对 数 据 进 行 录 入 暍

整 理 和 分 析 暎 运 用 卡 方 检 验 对 医 学 生 实 验 动 物 福

利 认 知 有 关 情 况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暎

棽暋结果

棽棶棻暋医学生对实验动物福利的认知

在 总 体 中 棳棽棿棶棽棽棩 的 医 学 生 知 道 动 物 福 利 的

概 念 棳棽棽棶棻棻棩 的 医 学 生 认 为 饲 养 动 物 与 野 生 动 物

福 利 不 同 棳椆棸棶棿椂棩 的 医 学 生 是 支 持 在 教 学 中 提 倡

动 物 福 利 的 棳椂椆棶棾椃棩 的 医 学 生 赞 成 减 少 单 次 活 体

实 验 动 物 的 数 量 棳见 表 棻暎 其 中 棳在 知 道 动 物 福 利

概 念 的 棽椄椃 人 中 棳了 解 动 物 福 利 椀 项 内 容 中 棾 项 及

以 上 者 人 数 棽棸椄棳占 椃棽棶棿椃棩椈了 解 动 物 福 利 棾斠 原

则 中 棽 项 及 以 上 者 人 数 棻椄棿棳占 椂棿棶棻棻棩暎

表棻暋医学生对动物福利的认知棬旑椊棻棻椄椀棭

暋暋暋项目 是 否 知晓率棷棩

知道动物福利概念 棽椄椃 椄椆椄 棽棿棶棽棽

饲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福利不同 棽椂棽 椆棽棽 棽棽棶棻棻

教学中有必要提倡动物福利 棻棸椃棽 棻棻棾 椆棸棶棿椂

赞成减少单次活体实验动物数量 椄棽棽 棾椂棾 椂椆棶棾椃

不 同 年 级 医 学 生 对 动 物 福 利 的 认 知 在 动 物 福

利 的 概 念 认 知 暍赞 成 减 少 单 次 活 体 实 验 动 物 数 量 方

面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椉棸棶棸椀棭椈在 饲 养 动 物 与 野 生 动

物 福 利 不 同 暍教 学 中 有 必 要 提 倡 动 物 福 利 方 面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椌棸棶棸椀棭暎 见 表 棽暎

不 同 专 业 医 学 生 对 动 物 福 利 的 认 知 在 动 物 福

利 的 概 念 认 知 暍赞 成 减 少 单 次 活 体 实 验 动 物 数 量 方

面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椉棸棶棸椀棭椈在 饲 养 动 物 与 野 生 动

物 福 利 不 同 暍教 学 中 有 必 要 提 倡 动 物 福 利 方 面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椌棸棶棸椀棭暎 见 表 棾暎

表棽暋不同年级医学生对动物福利的认知棬旑棷棩棭

暋暋项目 大一棬旑椊棽椄棽棭 大二棬旑椊棽椃椀棭 大三棬旑椊棽椃椂棭 大四棬旑椊棽椃棻棭 大五棬旑椊椄棻棭 氈
棽

知道动物福利概念 椃椃棬棽椃棶棾棸棭 椀棸棬棻椄棶棻椄棭 椂椀棬棽棾棶椀椀棭 椃椆棬棽椆棶棻椀棭 棻椂棬棻椆棶椃椀棭 棻棻棶棿椂 棸棶棸棽

饲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福利不同 椃棻棬棽椀棶棻椄棭 椂棻棬棽棽棶棻椄棭 椀椄棬棽棻棶棸棻棭 椂棽棬棽棽棶椄椄棭 棻棸棬棻棽棶棾椀棭 暘 棸棶棻椄

教学中有必要提倡动物福利 棽椀棿棬椆棸棶棸椃棭 棽椀椂棬椆棾棶棸椆棭 棽棿棿棬椄椄棶棿棻棭 棽棿棻棬椄椄棶椆棾棭 椃椃棬椆椀棶棸椂棭 椂棶棾棾 棸棶棻椄

赞成减少单次活体实验动物数量 棻椆椆棬椃棸棶椀椃棭 棻椃棽棬椂棽棶椀椀棭 棻椄椀棬椂椃棶棸棾棭 棻椆椀棬椃棻棶椆椂棭 椃棻棬椄椃棶椂椀棭 棽棸棶椀棾 棸棶棸棸

表棾暋不同专业医学生对动物福利的认知棬旑棷棩棭

暋暋项目 临床医学棬旑椊棿棿棽棭 预防医学棬旑椊棻椆棸棭 医学检验棬旑椊棽椂棽棭 护理学棬旑椊棽椆棻棭 氈
棽

知道动物福利概念 椄椂棬棻椆棶棿椂棭 椂椀棬棾棿棶棽棻棭 椄棿棬棾棽棶棸椂棭 椀棽棬棻椃棶椄椃棭 棾棸棶椆椃 棸棶棸棸

饲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福利不同 椆棸棬棽棸棶棾椂棭 棿椀棬棽棾棶椂椄棭 椀椆棬棽棽棶椀棽棭 椂椄棬棽棾棶棾椃棭 暘 棸棶棿椆

教学中有必要提倡动物福利 棿棸棻棬椆棸棶椃棽棭 棻椂椄棬椄椄棶棿棽棭 棽棾椂棬椆棸棶棸椄棭 棽椂椃棬椆棻棶椃椀棭 棻棶椀椂 棸棶椂椃

赞成减少单次活体实验动物数量 棽棿棻棬椀棿棶椀棽棭 棻椀棸棬椃椄棶椆椀棭 棽棸棻棬椃椂棶椃棽棭 棽棾棸棬椃椆棶棸棿棭 椃棾棶椀棸 棸棶棸棸

椄棽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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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棶棽暋不同性别医学生在解剖动物或进行其他损伤

动物的实验时的心情

男 暍女 医 学 生 在 解 剖 动 物 或 进 行 其 他 损 伤 动 物

的 实 验 时 的 心 情 之 间 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椉

棸灡棸椀棭暎 见 表 棿暎

棽棶棾暋不同年级暍专业医学生对最重要实验内容的

认知

不 同 年 级 医 学 生 对 最 重 要 实 验 内 容 的 认 知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椉棸棶棸椀棭暎 见 表 椀暎

对 重 要 实 验 内 容 的 认 知 方 面 棳不 同 专 业 之 间 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椉棸棶棸椀棭暎 见 表 椂暎

表棿不同性别医学生在解剖动物或进行

其他损伤动物的实验时的心情棬旑棭

项目 男生 女生 合计 氈
棽

跟物理实验或化学实验是一样的 棿棸 棿椃 椄椃

虽然没有表现出来棳还是有感觉 棽棸椀 棾棾棾 椀棾椄 棻椆棶椂棻 棸棶棸棸

感觉难以下手 棻椀椀 棿棸椀 椀椂棸

合计 棿棸棸 椃椄椀 棻棻椄椀 暘 暘

表椀暋不同年级医学生对最重要实验内容的认知棬旑棭

暋项目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合计 构成比棷棩 氈
棽

全部解剖操作

内部器官观察

解剖操作与内部观察

内部结构仅看照片即可

棻棻棻

棾棽

棻棻椃

棽棽

棻椂棻

椄

棻棸棾

棾

棻棽椃

棻棿

棻棻棾

棽棽

棻棿椄

椃

棻棸椂

棻棸

椀棿

棻

棻椄

椄

椂棸棻

椂棽

棿椀椃

椂椀

椀棸棶椃棽

椀棶棽棾

棾椄棶椀椃

椀棶棿椆

椃棿棶椂椃 棸棶棸棸

合计 棽椄棽 棽椃椀 棽椃椂 棽椃棻 椄棻 棻棻椄椀 棻棸棸棶棸棸 暘 暘

表椂暋不同专业医学生对最重要实验内容的认知棬旑棭

暋暋项目 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 医学检验 护理学 合计 氈
棽

全部解剖操作

内部器官观察

解剖操作与内部观察

内部结构仅看照片即可

棽椀棻

棻棾

棻椀棽

棽椂

椆棻

棻椄

椂棽

棻椆

棻棽椂

棽棽

棻棸棾

棻棻

棻棾棾

椆

棻棿棸

椆

椂棸棻

椂棽

棿椀椃

椂椀

棿椀棶椀棸 棸棶棸棸

合计 棿棿棽 棻椆棸 棽椂棽 棽椆棻 棻棻椄椀 暘 暘

棽棶棿暋医学生对动物福利的道德和法律方面的认知

椆棸棶椄椆棩 的 医 学 生 认 为 伦 理 道 德 关 注 与 动 物 有

关 暎 仅 有 椆棶椃椆棩 的 医 学 生 了 解 国 内 外 有 关 动 物 福

利 的 法 律 棳而 椄棿棶椄棻棩 的 医 学 生 支 持 动 物 福 利 立 法

及 实 施 暎 见 表 椃暎

表椃暋医学生对动物福利的道德和

法律方面的认知棬旑椊棻棻椄椀棭

暋暋项目 是 否 知晓率棷棩

伦理道德关注与动物有关 棻棸椃椃 棻棸椄 椆棸棶椄椆

了解国内外有关法律 棻棻椂 棻棸椂椆 椆棶椃椆

支持动物福利法律建立和实施 棻棸棸椀 棻椄棸 椄棿棶椄棻

棾暋讨论

通 过 本 次 调 查 发 现 棳仅 有 棽棿棶棽棽棩 的 医 学 生 知

道 动 物 福 利 的 概 念 暎 对 医 学 生 有 关 动 物 福 利 专 业

内 容 的 教 育 是 非 常 不 足 的 椲棻灢棽椵暎棽棽棶棻棻棩 的 医 学 生

认 为 饲 养 动 物 与 野 生 动 物 福 利 不 同 暎椆棸棶棿椂棩 的 医

学 生 是 支 持 在 教 学 中 提 倡 动 物 福 利 的 棳可 见 医 学 生

对 于 动 物 福 利 的 关 心 支 持 度 是 非 常 高 的 椲棽灢棾椵暎 有

椂椆棶棾椃棩 的 医 学 生 赞 成 减 少 单 次 活 体 实 验 动 物 的 数

量 棳可 见 医 学 生 虽 然 了 解 动 物 福 利 的 概 念 的 比 例 不

是 很 高 棳但 能 够 意 识 到 从 实 验 过 程 中 应 该 减 少 动 物

数 量 棳表 明 动 物 福 利 在 医 学 实 践 过 程 中 推 行 的 可 能

性 较 高 椲棽灢棿椵暎 在 知 道 动 物 福 利 概 念 的 医 学 生 中 棳了

解 动 物 福 利 椀 项 内 容 中 棾 项 及 以 上 者 占 椃棽棶棿椃棩棳

了 解 动 物 福 利 棾斠 原 则 中 棽 项 及 以 上 者 占

椂棿灡棻棻棩棳由 此 可 知 棳在 了 解 动 物 福 利 的 人 群 中 棳对

于 动 物 福 利 的 具 体 内 容 的 知 晓 程 度 较 高 椲椀椵暎 不 同

年 级 暍专 业 的 医 学 生 对 动 物 福 利 的 认 知 在 动 物 福 利

的 概 念 认 知 暍赞 成 减 少 单 次 活 体 实 验 动 物 数 量 方 面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椉棸棶棸椀棭棳且 年 级 越 高 棳赞 成 减 少

单 次 活 体 实 验 动 物 数 量 的 比 例 越 高 棳说 明 医 学 生 的

动 物 关 爱 保 护 生 命 的 自 觉 意 识 不 断 增 强 暎

不 同 性 别 医 学 生 在 解 剖 动 物 或 进 行 其 他 损 伤

动 物 的 实 验 时 的 心 情 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椉

棸灡棸椀棭暎 由 数 据 显 示 棳女 生 对 待 实 棬下转第棿棾棾页棭

椆棽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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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人 员 予 以 相 应 的 人 文 关 怀 和 精 神 支 持 棳使 其 能

静 下 心 来 积 极 应 对 工 作 和 生 活 中 发 生 的 变 故 暎

学 历 的 高 低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工 作 的 满 意

度 椲棻棸椵暎 硕 士 学 位 的 护 理 人 员 工 作 满 意 度 较 低 棳其

应 对 方 式 较 消 极 暎 学 历 的 增 高 虽 然 提 高 了 护 理 人

员 的 自 我 价 值 感 棳而 护 理 人 员 工 作 的 量 及 性 质 却 并

未 随 之 而 改 善 棳使 得 护 理 人 员 产 生 不 平 衡 感 暎

本 文 结 果 显 示 椇护 理 人 员 职 业 压 力 暍工 作 满 意

度 与 应 对 方 式 的 相 关 达 显 著 水 平 暎 就 职 业 压 力 而

言 棳护 理 人 员 自 身 无 法 去 改 变 棳但 是 棳护 理 人 员 可 以

改 变 对 职 业 压 力 的 应 对 方 式 棳应 对 方 式 更 积 极 棳工

作 满 意 度 也 会 更 高 暎 当 护 理 人 员 面 对 职 业 压 力 时

采 取 积 极 应 对 棳可 缓 解 职 业 压 力 棳有 利 于 提 高 工 作

适 应 能 力 棳工 作 满 意 度 提 高 椈消 极 应 对 会 加 重 个 体

身 心 疲 惫 状 态 棳不 利 于 护 理 工 作 的 开 展 暎

棿暋对策

护 理 人 员 是 医 疗 系 统 中 最 大 的 一 个 群 体 棳多 于

医 疗 系 统 中 所 有 其 它 专 业 的 人 数 相 加 的 总 和 暎 为

了 保 持 医 院 护 理 人 员 良 好 的 工 作 满 意 度 棳需 要 从 三

方 面 入 手 棳护 理 人 员 自 身 而 言 棳需 要 调 整 对 工 作 和

生 活 的 应 对 方 式 棳尽 量 采 取 积 极 的 应 对 策 略 棳充 分

发 挥 个 人 的 应 对 能 力 棳提 高 对 工 作 的 适 应 能 力 椈医

院 方 面 棳需 要 采 取 增 员 暍提 高 待 遇 暍加 强 技 能 培 训 棳

介 绍 学 科 新 进 展 棳增 强 护 理 人 员 的 自 信 心 棳缓 解 职

业 压 力 椈护 理 院 校 方 面 棳加 强 学 生 整 体 素 质 暍能 力 暍

价 值 观 的 培 养 棳把 以 暟整 体 人 暠为 中 心 的 护 理 教 育 理

念 贯 穿 在 整 个 培 养 过 程 中 棳培 养 出 对 护 理 人 员 角 色

有 深 层 理 解 棳对 护 理 学 有 较 高 认 识 水 平 棳护 理 能 力

较 强 的 新 型 护 理 人 才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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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上接第棿棽椆页棭验 动 物 的 态 度 更 积 极 暎 为 此 我 们

需 要 重 点 加 强 对 男 生 的 宣 教 力 度 棳使 他 们 能 够 正 视

实 验 动 物 的 地 位 及 其 福 利 问 题 椲棾灢棿椵暎

对 重 要 实 验 内 容 的 认 知 方 面 棳不 同 年 级 暍专 业

医 学 生 对 最 重 要 实 验 内 容 的 认 知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椉棸棶棸椀棭棳提 示 我 们 对 于 不 同 年 级 暍专 业 的 医

学 生 棳结 合 各 自 具 体 的 实 验 目 的 及 内 容 棳区 分 对 待 棳

将 有 关 动 物 福 利 的 内 容 巧 妙 地 渗 透 进 去 椲椂灢椃椵暎

椆棸棶椄椆棩 的 医 学 生 关 认 为 伦 理 道 德 关 注 与 动 物

有 关 棳说 明 医 学 生 对 动 物 福 利 道 德 层 面 的 认 知 度 较

高 椲棽椵暎 仅 有 椆棶椃椆棩 的 医 学 生 了 解 国 内 外 有 关 动 物

福 利 的 法 律 棳而 椄棿棶椄棻棩 的 医 学 生 支 持 动 物 福 利 立

法 及 实 施 棳提 示 大 多 数 医 学 生 在 对 动 物 福 利 立 法 方

面 持 积 极 态 度 椲椃椵暎

总 之 棳医 学 生 对 动 物 福 利 的 认 知 总 体 水 平 较

低 棳且 在 不 同 年 级 暍专 业 暍性 别 间 存 在 差 异 棳需 要 在

医 学 教 育 实 践 过 程 中 有 针 对 性 地 加 大 宣 教 力 度 棳让

动 物 福 利 的 意 识 贯 穿 于 医 学 教 育 始 终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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