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動物實驗替代科技計畫
人才培育諮詢會議

日 期：112年 04 月 07 日

計畫主持人/報告人： 國立臺灣大學解剖所 錢宗良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生農學院 盧虎生院長

計畫協同主持人：國立宜蘭大學 陳威戎副校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技系 張權發教授

1



2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 NSTC| TAIWAN

臺灣動物實驗替代科技跨部會平台

中研院、經濟部 農委會、環保署 國科會、教育部、中研院

前瞻技術開發
產業應用布局及推動
國際合作

完善法制管理體系
國際方法導入及驗證
替代方法指南
產業輔導及諮詢

優化動物實驗管理體系
優化動物實驗教學體系
人才培育及職能養成
動物實驗品質提升

一、計畫背景

資料來源：「臺灣動物實驗替代科技跨部會平台」第一次工作會議簡報



 專業職能建立，動物實驗品質推升
 強化專業職能，建置亞洲最完整的動物實驗職能養成平台(國科會)
 建立線上學習平台，推升動物實驗品質(國科會)

替代方法
國際接軌

替代科技
產創布局

人才培育
制度建立

 替代方法法制管理國際接軌
 以化學品、農用化學品、動物用藥為主軸接軌國際替代方法，

完備監管風險評估體系(環保署、農委會)
 持續精進健康食品、藥品及醫材相關法規之3R國際接軌(衛福

部)

 增加國際能見度
 以觀察員身份參與OECD國際替代方法驗證實驗室（ICATM) 

之運作(衛福部、環保署、農委會/秘書處)
 參與2023年國際替代方法年會，增加國際能見度(衛福部、環

保署、農委會/秘書處)

短期(2023)發展目標- 穩固基磐布局

 擴大產學參與，布局臺灣替代科技優勢
 連動基礎生醫、精準醫療、健康數據、及資通訊技術，擴大替代科學研究生態

系(中研院、國科會)

 布局臺灣科技優勢，主動媒合跨域科技，強化替代科技國際競爭力(中研院、
國科會)

減量

優化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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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2024-2025)發展目標- 衝刺指標亮點

優
化

替
代

減
量

 動物實驗智慧化管理平台
 建置動物實驗智慧管理平台，強化動

態管理(農委會)
 建立動物實驗管理示範機制，輔助管

理政策導入(中研院)

 指標替代方法風險評估體系建立
 農藥、化學品接軌國際，建立風險評估體系(環

保署、農委會)
 建立替代方法選用指南，輔助產業導入(衛福部、

環保署、農委會)

 指標技術/產品落地實證
 指標器官晶片產品完成功效驗證

及試生產(國科會)
 指標人源細胞高通量藥篩技術落

地應用，加入製藥價值鏈(中研院)

 建立安全性評估及驗證實
驗室量能
 串連跨部會安全性評估及驗證實驗

室量能，加速替代方法評估(環保署、
農委會)

 擴大校園推動量能
 建立大學替代科學推動中心，培育未來人才，

減量動物使用(教育部)
 強化倫理教育及動物設施管理品質(教育部)

 串接器官晶片產業鏈
 串接細胞、微流道及感測晶片之

製程產業價值鏈，加速產品上市
(國科會)

一、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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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2026-2027)發展目標- 完善3R發展生態

完善3R發
展生態系

優化 替代

減量

 完善替代技術服務體系
 建立替代技術CRO服務體系(國科會)
 強化替代方法評估與驗證實驗室能量(環保署、農委會)

 完善替代方法法制管理體制
 農藥、化學品完備替代政策導入(環保署、農委會)
 健康食品、藥品、醫材及其它生技產品完備國際接軌

機制之建立(衛福部)

 樹立國際動物福祉形象
 鏈結國際3R推動機制，增加能見度 (ALL)
 強化替代技術發展優勢，增加影響力 (中研院、國科

會)

 發展新型態產業鏈
 加速BIO+ICT於非臨床測試體系落地應用(中研院、國科會)
 發揮我國半導體產業價值鏈優勢，推動生醫晶片新形態產

業成形(國科會、經濟部)

一、計畫背景

 優化研究與教學動物實驗體制
 建立校園3R推動平台，加速替代科學人才養成(教育部)
 落實動物實驗倫理，提升校園動物實驗品質(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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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項目 分工及建議

完善動物科學應用管理體制

- 優化動物實驗管理

1. 建立全國動物科學應用動態管理系統，優化動物實驗管理 (農委會)

2. 動物試驗場域示範單位-導入傷害利益評估、優化實驗設計 (中研院)

建置校園3R推動體制

- 落實教學及研究動物減量

(教育部工作重點)

1. 強化高中以下學校及大專校院動物實驗倫理觀念，提高大專校院動

物設施查核評比為優及良的比例 (教育部資科司環境科)

2. 優化大專校院活體動物教學課程，發展替代教學模式 (教育部科技科)

3. 培育動物實驗替代科學人才 (教育部資科司科技科)

提高從業人員專業職能

-提高動物實驗品質

(教育部協助)

1. 建構動物實驗人員職能養成平台，完備訓練課程、線上資源及訓練

與考試制度 (國科會國動中心)

2. 建立實驗動物獸醫師人才養成機制 (國科會國動中心)

主軸三：優化

一、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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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配合「臺灣動物實驗替代科技跨部會平台」主軸計
畫三「優化動物實驗管理」之跨部會分工，針對非
動物試驗替代方法及符合臨床前試驗之替代方法，
培育相關領域人才。

優化大專校院活體動物教學課程，發展替代教

學模式，促進教學及研究動物減量。

提升我國大專校院實驗動物使用與管理之品質，並

向下延伸至高中以下學校落實尊重動物生命，進而

擴及至各級學校認同保障動物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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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大學院校開設動物實驗倫理課程，落實尊重生命與動物

臨終程序。

發展數位科技替代科學教材，鼓勵學校發展教學用動物實驗替

代方法並優化教學模式，例如3D圖譜模型、數位影像VR/AR等

規劃發展動物實驗程學習地圖、開設(學分)課/學程，亦可提
供在職獸醫師加值培訓。

發展推廣動物實驗倫理教材。

優化高中以下學校生命教育與動物觀察課程，兼顧生命科

學探索及動物福祉。

配合農委會法規，鼓勵大學優化動物實驗管理或動物設

施品質。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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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計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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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工作項目

2. 規劃大學院校開設動物實驗倫理課程，落實尊重生命與動物臨終程序。

(1) 培訓大學院校之動物實驗倫理教學課程師資。

(2) 開設動物實驗倫理微課程，鼓勵導入大學生命教育課程藍圖。

(3) 規劃設計各類實驗動物教育宣導電子報、教學宣導品等，達到教育推廣之目標。

1. 鼓勵學校發展教學用動物實驗替代方法並優化教學模式，例如3D圖譜模

型、數位影像VR/AR等。

(1) 推廣替代科學，優化動物實驗，鼓勵教學研究採用非活體動物之跨領域技術，或

利用跨領域技術優化動物實驗。

(2) 優化教學研究目的之動物實驗品質，藉由導入AR/VR或ICT技術，優化教學情境。

(3) 基礎醫學形態學教育：動物解剖學病理藉由建立3D圖譜與AR/VR動態影像，動物

減量達到教學目標。

(4) 基礎醫學生理學教育：心血管系統，神經系統，利用AI模擬生理反應之替代方案。

(5) 基礎醫學藥理/毒理學教育：利用類器官模式、細胞模式、生物晶片替代測試方案。

(6) 臨床運用：再生醫學動物模式，臨床前測試之動物模式替代及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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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工作項目

3.鼓勵大學優化動物實驗管理或動物設施品質，進而提升各大學實驗動物
中心管理品質及完善實驗動物管理及照護委員會 (IACUC)機制。

(1) 舉辦大專校院實驗動物研習會，強化校內動物實驗適法性。

(2) 輔導提升各大學實驗動物中心管理品質，進而提升大專校院動物科學應用機構

稽核複評評比為「良」及「優」之機構數。

(3) 配合農委會法規提升各大學實驗動物管理及照護委員會(IACUC)運作機制。

4. 優化高中以下學校生命教育與動物觀察課程，兼顧生命科學探索及動物福祉。

(1) 依據課綱，規劃適用各級學校之實驗動物相關教材。

(2) 舉辦高中以下實驗動物教材相關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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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效益及關鍵成果
預期效益

1.優化大專校院活體動物教學課程，提升大專校院智慧化實驗動

物教學環境及培育模式。

2.配合農委會法規，提升我國大專校院實驗動物使用與管理之品

質，並向下延伸至高中以下學校落實尊重動物生命。進而擴及

至各級學校認同保障動物健康福祉。

預期關鍵成果

1.建立動物實驗課程地圖，發展教學用動物實驗替代方法，建立

實驗動物3D圖譜模型、數位影像VR/AR等，推廣優化各大學

教學模式。

2.配合農委會法規，提升各大學實驗動物中心管理品質及完善實

驗動物管理及照護委員會 (IACUC)機制。

3.完成動物實驗倫理課程教材規劃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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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規劃推動計畫作法
參照「精準健康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領域之架構

動物實驗替代科技
教學推動中心

夥伴學校 夥伴學校 夥伴學校 夥伴學校 夥伴學校

參與計畫之學校建議需有建全之實驗動物管理及照護委員會 (IACUC)
(具獸醫學院、生命科學院、或醫學院等實際使用實驗動物之大學院校)

夥伴學校：
教育大學
(工作項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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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勵學校發展教學用動物實驗替代方法並優化教

學模式，例如3D圖譜模型、數位影像VR/AR等。

2. 規劃大學院校開設動物實驗倫理課程，落實尊重

生命與動物臨終程序。

3. 鼓勵大學優化動物實驗管理或動物設施品質，進

而提升各大學實驗動物中心管理品質及完善實驗

動物管理及照護委員會 (IACUC)機制。

4. 優化高中以下學校生命教育與動物觀察課程，兼

顧生命科學探索及動物福祉。

七、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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