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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房是功能性建筑,主要用于我国生物制药、生

物科研等领域, 其设计要根据实验动物的特点以及实验需

要进行建设, 所以在布局与设计元素上与其它建筑存在较

大的差异, 为此对实验动物房工程设计的研究能够总结设

计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明确设计要点、总结设计经验,以便

提升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1实验动物房工程设计概述

我国针对实验动物房建设出台了技术规范、环境与设

施建设等相关法律, 对实验动物房工程设计提出了具体的

指导,明确实验动物房的作用、功能,从而在设计过程中合理

进行建筑布局与建筑硬件设施布置。

具体的分析动物房的设计内容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是普通环境设施, 这部分主要是为了满足动物的基本居住

需要,可以起到控制一定传染因子的作用,但不能完全隔绝,

处于普通环境设施的动物基本是普通实验动物。例如,在普

通环境中饲养家兔,要求将温度控制在 18℃至 29℃范围内,

湿度控制在 40%至 70%的范围,每小时内换气 8次,不具体

规定压差[1]。

第二部分是屏障环境设施, 这部分主要是为了清洁饲

养实验动物,保障动物无特定病原体,屏障环境需要严格控

制工作人员、空气、物品的流通。例如,在屏障环境中饲养小

白鼠, 要将温度控制在 20℃至 26℃范围内, 湿度控制在

40%至 70%范围,环境洁净度达到 7 级,每小时换气 15 次,

压差控制在 10Pa[2]。

第三部分是隔离环境设施, 这部分主要是为了保存无

菌、外来污染动物,会安装无菌隔离装置,对环境的要求较

高,从而在实际中应用的也较少。

2实验动物房工程设计布局分析

2.1总体布局分析

实验动物存活期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而且本

身也会产生异味,影响到其它动物或正常生产、生活。因此,

实验动物房工程设计的选址于布局都十分重要。总体布局

理念是：最好保持实验动物房建筑独立、避开人流与车流密

集度高的地区、避开震动强烈以及噪声大的地区、最好将工

程建设在全年主导风向下风位置、尽量降低对正常生活以

及生产造成的影响。

2.2工艺平面布局分析

实验动物房工程设计的工艺平面布局理念为：高效合

理、经济安全。所在在设计流向上,要对实验人员的出入、物

品运输、动物进退、尸体流向、饲料运输流向、样品进出、笼

器具流向进行合理设计,避免出现分叉误差的问题。在功能

间设计上,建筑内部的功能间主要由动物饲养间、动物实验

间、动物检验间、实验人员更衣间、物品存放间、解剖室、饲

料等饲养用具存储间、清洗间,要保障功能键齐全、位置合

理。在走廊的设计上,目前很多地区在实验动物房走廊设计

上都采取单走廊或双走廊、多走廊模式,其中单走廊模式主

要适用小规模 SPF小鼠实验房设计；双走廊与多走廊模式

主要适用于豚鼠以及大规模 SPF小鼠实验动物房设计[3]。

2.3具体布局分析

在单走廊模式动物实验房工程设计中。如图 2-1所示,

从布局的角度来看, 单走廊模式的动物实验房, 其人员、动

物、物品使用的功能间都处于走廊的一侧,整体布局十分简

单、流线清晰,减少了很多面积浪费,能够使单个功能间的面

积扩大,有效的降低了工程建设成本。从设计流向上来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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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建筑工程现场施工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是建筑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内容。为了适应现

代建筑业发展的新要求, 需要不断更新建筑工程现场施工

安全理念,做到以人为本,从而保障建筑工程建设的顺利实

施。

[参考文献]

[1]赵云霄.浅议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J].魅力中国,

2017(09):23+25.

[2]姚宜均.土木工程现场安全管理[J].中小企业管理

与科技,2017(11):42.

[3]刘伯光.建筑工程现场施工安全管理措施分析[J].

建材与装饰,2016(06):46.

[4]朱文静.加强建筑工程现场施工安全管理措施[J].

魅力中国,2018(09):21.

133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第 2卷◆第 10期◆版本 1.0◆2018年 10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本的动物进退流向、人员进退流向、物品进退流向清晰。但

这种设计布局, 导致建筑内所有功能间的门开向均朝着走

廊,也就是走廊会汇集实验视频、物品、动物的进退流向,无

法保障清洁后的动物、器具不受到影响。单走廊实验动物房

有效的提升了对空间的利用效率, 使建筑内的布局更加合

理,有效的降低了建筑成本。但这种设计布局的流向单一,无

法避免在日常工作中交叉污染的问题。但是目前这种模式

主要应用在小规模饲养的动物实验房设计中, 可以通过有

效的预防手段,对较差感染进行控制。在实验动物房的压差

控制上, 如果在单走廊模式实验动物房处于正压状态下,那

么需要提高动物生产区域实验区的压力, 也就是要将功能

间内的压力提高,高于走廊,使气流从房间流入到走廊中,避

免功能间内的压差受到影响。其中具体的压差为：人员更衣

间压差 +15Pa、灭后间压差 +30Pa、清洗灭菌间 +0Pa、动物

实验间 +30Pa[4]。

在双走廊模式动物实验房工程设计中。如图 2-2所示,

从整体布局上来看,清净走廊是人员、动物、物品的进入流

向,污物走廊是人员、动物、物品的退出流向。流向的方向明

确、条理清晰,有效的避免了交叉污染的出现。从流线布局

上可以看出, 建筑内所有功能间的门均是朝着走廊两侧方

向开, 这样进入流线的走廊汇集的所有物质都有了保障,而

且经过功能间处理后,产生了污物则从退出走廊出去,有效

避免交叉感染以及污染物的侵入。这种动物实验房的设计

布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避免了交叉污染的出现,便于管理。

但是其与单走廊模式进行对比, 对空间的利用效率较低,主

要适用于豚鼠等大规模实验的动物实验房布局上。在实验

动物房的压差控制上, 如果在双走廊模式动物实验房处于

正压屏障环境下, 需要降低动物生产区以及实验区的压力,

使清净走廊的压力大于功能间内的压力, 但污物走廊的压

力要低于功能间,也就是从图 2-2的布局来讲,从左至右压

力应逐步下降,这样能够保障气流循环合理,减少污染。具体

的压差为：动物检疫压差为 +30Pa、洁净走廊压差为

+45Pa、清洗灭菌间与灭后间压差为 +45Pa、动物实验间压

差为 +30Pa、污物走廊压差为 +15Pa[5]。

图 2-2

2.4设计要点分析

在建筑材料设计上, 动物实验房内部的顶棚与墙板最

好设计为铝蜂窝夹心彩钢板、地面最好设计为 PVC材质,

这些材质在建筑内部表面的应用能够抵抗实验中环境酸碱

性的变化,及时出现破损后,也便于修补。

在空调系统设计上,为了使实验房内部环境清洁、干净,

空调系统应具备三种级别的过滤模式,从低到高,满足不同

情况下的需要。根据实验房换气次数的要求,要合理进行排

风与送风路径设计, 保障实验房内部的温度以及气压处于

正常状态。但由于动物实验房空调系统采用的是全空气系

统,再加上功能间紧凑,设计过程中必须根据洁净等级的要

求进行空调系统布置。除此之外,为了更好的通风,要考虑到

功能间内部回风的问题,避免出现气流不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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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动物实验房设计需要根据其功能以及特点

进行设计,设计布局要合理,满足实验房使用的基本需要,并

结合动物实验的特殊性,降低污染,避免对正常生活、生产的

影响,另外,要严格控制设计成本与施工成本,考虑到建筑运

营过程中的能耗,在设计上突出能量的回收,有效实现动物

实验房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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