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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实验动物麻醉的因素 

实验动物的麻醉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作。正确的麻醉处理，是动物实验成功的有

力保障。而麻醉处理不当，会给实验结果带来难以分析的误差。要想获得良好的

麻醉效果，除掌握实验动物麻醉的基本知识和技术、遵循科学的麻醉程序外，还

应了解影响实验动物麻醉的各种因素，如动物因素、环境因素等。 

1、动物因素 

1、1 年龄和体重 

动物对药物的反应随年龄的不同而有差异。有人将大鼠、小鼠按年龄分成幼年、

成年、和老年3组，观察年龄对乙醇、戊烷和二氯乙烷等急性毒性的影响。按 LD50

及麻醉浓度观察，敏感性显示为幼年>成年>老年。对毒物反应的年龄差异，可

能与毒酶活性有关。幼年动物因缺乏这些酶，故对物毒很敏感。新生大鼠约在出

生后 8周内解毒酶才达到成年大鼠的水平。大鼠的葡萄糖醛酸转换酶，约在出生

后 30D 才达到成年大鼠的水平。另外，幼年动物，特别是刚出生的动物，肝肾

功能未发育完全，药物消除能力低，这些因素使游离型药物及进入组织的药量增

多，易发生蓄积中毒现象。 

体重小的动物每单位体重的基础代谢率较大动物高，因此，动物越小，每单位体

重所需的麻醉药剂量越大。一些慢性实验，观察时间较长，可选择年幼、体重较

小的动物做实验。 

1、2 性别 

 实验证明，不同性别的动物对同一药物的敏感性不同，对各种刺激的反应也不

尽一致，雌性动物性周期不同阶段和怀孕、授乳时的机体反应性有较大的改变，

因此，一般情况优先选雄性动物或雌雄各半做实验。雄性动物的基础代谢率较雌

性高，孕期中雌性动物代谢率增加，对药物比较敏感。如角新碱用于 5~6周龄的

雄性大鼠，可以见到镇痛 效果，如给雌性大鼠则没有镇痛效果。3月龄ｌWistar

大鼠摄取和排泄乙醇量按单位体重计算，雌性比雄性多。 

1、3生理和健康状况 

 体瘦、肌肉发达的动物较脂肪多的动物所需麻醉药量大，这是因为相对非代谢

组织，其基础代谢率较低。活动可增加代谢率，因此，好动的动物所需的麻醉量

大。身体状况差的动物，所需麻醉药量小耐受性降低。易发生中毒现象。犬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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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或体重减轻 10%~20%后，麻醉时间显著延长。 

1、4 动物饲养 

保证足够的营养供应是维持动物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中饲料对动物的关系更为密

切。动物的生长、发育、繁殖、抵御疾病的能力及一切生命活动都依赖于营养丰

富的饲料。动物在麻醉之前一周应提前到位，给于精心的饲养管理，使其处于良

好的健康状态。饲喂营养均衡的饲料，营养成分不能过高或过低，如大量食肉的

犬其基础代谢率提高 90%；小鼠的饲料中蛋白质含量低于 20%易产生肠道疾病；

豚鼠饲料中维生素缺乏易引起坏血病。 

2、环境因素 

2、1温度 

在一定范围内，温度缓慢的变化，机体可以进行自动调节与之相适应。但变化莫

测过大或过急，对机体将产生行为和生理等不良影响。因此，实验环境温度过高

或过低都能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对麻醉药物的敏感性升高，易发生中毒现象。

因此影响麻醉效果。 

2、2湿度 

湿度过高，微生物易于繁殖，过低（低于 40%）易导致灰尘飞扬，对动物的健康

不利。空气的相对湿度对动物的体温调解也有密切关系。在高温情况下其影响尤

为明显，如湿度在 40%以下，大鼠易发生坏尾病，在低湿度条件下，大鼠或小鼠

的哺乳期的雌鼠易发生吃子现象。湿度对动物的体温调解和健康状况的直接影

响，间接影响着动物对麻醉药物的反应性。因此，进行动物麻醉的实验室，相对

湿度宜在 40%～70%之间，50%±5%最好。 

2、3 空气的流速和清洁度 

实验动物其单位体重的体表面积一般均比人类大，因此气流对动物的影响也较

大。空气流速一方面影响动物体表散热，尤其对麻醉状态下的动物的体温影响最

大。另一方面，适当的空气流速，可将实验室内污浊的气体，如氨气及时排出。

实验表明，实验动物所在环境空气中，氨浓度过高可刺激动物粘膜而引起流泪、

咳嗽等，严重者可引起粘膜发炎、肺水肿或肺炎。因此，进行麻醉的动物实验室

的空气应尽量保持新鲜，要求氨浓度小于 20mg/L、气流速度 10～25cm/s换气次

数 8～15次/h。冬季应尽量避免出现穿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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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动物因素和环境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动物的健康状况，使机体对麻

醉药物的代谢酶系和清除能力不同，因而对麻醉药物的敏感性有差异。因此，对

动物麻醉时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酌情增减剂量以获得良好的麻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