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科會計畫涉及動物實驗之
3R說明文件調整說明
動物實驗3R計畫辦公室/ 國研院動物中心



背景說明-國科會動物實驗3R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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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 87年動保法修法，動物實驗需經IACUC 

同意後才可執行

• 97年動保法修法納入3R原則

• 104年修正動物實驗申請表，新增附錄二-
動物實驗人道管理替代、減量及精緻化
(3R)說明

國科會

• 103年起於專題計畫申請時，涉及動物實
驗者需填寫3R說明文件 (NSCB04)

• 103年修正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二十
六(八): 機構評比結果為較差等級且未改善
者，得不補助該研究計畫。



國科會 NSCB04 3R說明文件

一 凡執行研究計畫涉及動物實驗者，請考量「取代

(Replace)」、「減量(Reduce)」、及實驗「精緻化(Refine)」

之實驗動物福祉3R精神，並說明如何在動物實驗倫理3R

下做最佳化實驗設計。

二 上述實驗動物福祉查檢主要評估項目如下：

1. 動物實驗替代方案評估 (優化評估)：所提研究計畫是否考量有其

他替代方案、考量減量、技術訓練、實驗環境改善及實驗流程改

善等符合動物福祉。

2. 避免重覆開發生產 (減少不必要的動物使用)：所提研究計畫若涉

及基因改造實驗動物，是否已在國內及國際種原庫搜尋。如已存

在但因不易取得需重新開發者，開發完成之基因改造實驗動物後

續之維持、寄存或分享其它研究使用的規劃。

3. 研究成果進一步形成替代方法的可能性 (鼓勵創新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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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設計理念:

1. 以申論題方式 (開放式思考)鼓勵

申請者依計畫執行內容考量優化、

減量及取代

2. 優化: 評估是否有對動物更友善的

實驗環境與方法

3. 減量: 充份利用可取得的資源，不

重覆開發基因改造動物

4. 取代: 鼓勵研究計畫形成創新替代

方法

現行方案說明



4

農業部IACUC申請書 3R說明文件

農業部IACUC申請書附錄二，做為申請補助

計畫之說明文件

現行方案說明



部會管轄不同層次的3R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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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國科會
以動物福祉為核心

• 以保護動物為初衷

• 科學正當性

• 麻醉、止痛及試驗終點

• 動物照護品質

• 動物實驗自主管理品質

• 傷害利益評估

以科研價植為核心

• 以鼓勵高品質研究為初衷

• 科學研究必要性

• 計畫內容可行性

• 實驗設計合理性

• 產出結果之影響力

• 參照國際趨勢，科研計畫補助單位以強化動物實驗品質為目標，

建議導入PREPARE、ARRIVE指南，增加實驗可信度

• 動保法主管機關則以維護動物福祉為目標，強化動物實驗管理 

(IACUC申請、審查 (含傷害利益評估) 及通過後查核)



ARRIVE 2.0

¡ ARRIVE (Animal Research: Reporting of In Vivo Experiments) 

¡ 動物實驗發表時應檢視的20個重點項目，後由英國及美國共

同精簡為10項 (Essential 10), 並納入NIH 計畫申請之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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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設計 4. 逢機 Randomisation 7. 統計方法

2. 樣本數 5. 盲法 Blinding 8.  實驗動物

3. 樣本納入及排除 6. 結果評量指標 9.  實驗程序

10. 結果

目標：藉由優化實驗設計與透明報導，提高動物實驗再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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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主要科研補助單位皆導入
ARRIVE (NIH, MRC 等)

生醫主要期刊論文皆導入
ARRIVE (Nature, PLOS 等)



¡ PREPARE (Planning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on 

Animals: Recommendations for Excellence)

¡ 動物實驗開始前應檢視的15個重點項目

PRE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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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性文獻檢索 6. 動物設施評估 11. 檢疫及健康監測

2. 法規 7. 教育訓練 12. 飼養管理

3. 倫理- 3R之落實模式 8. 環安, 生安及職安 13. 實驗流程

4. 實驗設計及統計 9. 測試物質 14. 人道終點與再應用

5. 實驗專案管理 10. 實驗動物 15. 解剖及採樣

目標：藉由整體實驗環境評估，提高動物實驗品質與實驗動物福祉



傷害利益評估(HARM & BENEFIT ANALYSIS, H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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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傷害- 飼育與運輸

潛在傷害- 疼痛與不適

潛在傷害- 技術水準

疼痛分級

獸醫照護系統

試驗終點及觀察

潛在利益- 對動物

潛在利益- 對人類

潛在利益- 對環境

計畫達成的可能性

實驗再現性與可信度

動物照護品質

Harm Benefit

實驗動物的傷害/減傷策略          vs     動物實驗的價值/可行性評估



國科會3R說明文件優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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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NSCB04 3R說明文件，以提高動物實驗再現性為目標，比照美國NIH作法，以「動物

實驗規劃與評估查檢表」協助研究人員確認ARRIVE及PREPARE指南之內容已於計畫書詳細

說明，以提高計畫書撰寫品質。

¡ 損害利益評估 (HBA) 由農業部規劃導入，國科會不再重覆評估，並將3R與HBA評估納入查

檢表確認。

¡ 涉及動物實驗需檢附文件及審查流程：

¡ 計畫申請時檢附「 IACUC 審查同意書」。 IACUC 審查同意書若因計畫申請時尚未審查完畢，最遲

應於計畫核定前補件完成。 (同現行作法)

¡ 計畫申請時檢附「動物實驗規劃與評估查檢表」。(取代現行3R說明表格)

¡ 提醒審查委員確認查檢表內容是否有在計畫書內容清楚說明，並於計畫評核時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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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及注意事項:

1. 依計劃申請內撰寫 IACUC動

物實驗申請書

2. 於IACUC申請書，詳實說明

取代、減量及優化措施，並

進行傷害-利益影響自評。

3. 實驗計畫之3R、HBA評核，

由機構IACUC委員評核，計

畫主持人只需繳交審查同意

書，計畫申請時不需要重覆

說明，也不用重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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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及注意事項:

1. 若已確實完成IACUC申請，及3R相關自評，請計畫主持人勾選此聲明。審查同意書最

遲需於計畫核定前補送國科會備查。

2. 若計畫未通過機構IACUC審核，則無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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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CM03計畫書內容，涉及動物實驗說明部份:

本計畫擬利用32隻小鼠 (C57BL/6JNarl) 進行中風藥物功效之初步確認，將利用MCA occlusion (MCAo) 建立中

風模式後投藥，並以行為分析 (步態分析、跑輪、認知能力) 做為藥效判斷依據 (Ref)。若動物之腦血流於

MCAo術後低於60% (以laser Dopper flowmetry判讀) 則納入本計畫，並以電腦逢機編號分為4組 (高、中、低

濃度測試組及陰性對照組)，起始樣本數每組6-8隻 (公母各半) 。若動物於行為測試前死亡，則予以排除。行

為測試時因實驗室人力有限無法進行blinding，但行為分析採用錄影及電腦系統分析運算，可以減少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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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CM03計畫書內容，涉及動物實驗說明部份:

本計畫使用之實驗小鼠 (C57BL/6JNarl, 8wk, 16M16F) 擬由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取得 ，後續動物代養及照顧

則在本校實驗動物房進行，本校實驗動物設施每季進行健康檢測，有專業獸醫師及維運團隊負責動物照

護，前次農業部查核評比結果為良，符合動物實驗執行品質。本計畫所列之主題及實驗流程，在本實驗

室已執行多年 (Ref)，所需之MCAo技術、腹腔注射技術等，操作人員均通過機構內部技術訓練，實驗流

程可能衍生之疼痛觀察及人道試驗終點之設定，已詳實說明於IACUC申請書中，由機構核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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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 採用單一性別說明: 本計畫進行乳癌藥物測試，故僅使用母鼠進行研究。

2. 統計分析說明: 本計畫所列動物為實驗所需細胞來源，在採樣前未分組，採樣後即犧牲。



與現行方案比較

配套措施：

¡ 今年度於北、中、南、東部辦理說明會及PREPARE、ARRIVE指南教育訓練。

¡ 出版「動物實驗規劃與執行指南」，納入PREPARE、ARRIVE指南之內容，供研究
人員參考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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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做法 優化方案

計畫申請文件 IACUC同意書
3R說明文件 (NSCB04)

IACUC同意書
動物實驗規劃與評估查檢表 (NSCB04)

委員審查方式 針對3R說明文件評分 針對CM03之計畫內容中，涉及動物實驗
細節之完整度，納入整體評核考量

綜合評估 流程簡化、提高動物實驗撰寫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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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