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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动物实验研究报告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针刺动物实验研究报告的条目清单和具体条目内容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针刺或电针为干预手段的，观察针刺效应机制的动物实验报告的写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ARRIVE指南2.0 

STRICTA清单2010 

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中医药期刊编排规范（2017）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针刺动物实验研究报告 acupuncture research on animals 

研究针刺（电针）效应机制的动物实验报告。 

3.2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作为与针刺（电针）组进行参照对比的动物群组。对照组与针刺（电针）组之间，除治

疗方法外，其他条件尽可能相同，对照组可分为阴性对照组或阳性对照组。 

4  条目清单 

根据国内外已发表针刺动物实验文献的结构，整合ARRIVE指南2.0和STRICTA清单2010，

并经过两轮德尔菲调查建立针刺动物实验报告规范条目清单。见表1。 

表1  条目清单 

条目内容 条目编号 条目要素 备注 

题目 1 1.1 针法 STRICTA 1a 

1.2 动物模型 新增 

1.3 主要效应部位及效应物质名称 新增 

1.4 穴位或针刺部位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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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条目清单（续） 

条目内容 条目编号 条目要素 备注 

作者 2 2.1 作者姓名 新增 

 2.2 作者单位 新增 

 2.3 作者在本研究中的贡献度说明 新增 

摘要 

（中英文） 

3 3.1 目的 ARRIVE 11 

3.2 方法 ARRIVE 11 

3.3 结果 ARRIVE 11 

3.4 结论 ARRIVE 11 

关键词 

（中、英文） 
4 

疾病名称、干预方法、主要检测指标名称或主
要检测指标反映的功能 

新增 

前言 5 5.1 研究背景 以ARRIVE 12，13 

STRICTA 1b为基础 

5.2 研究假说 ARRIVE 13 

5.3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 ARRIVE 13 

实验动物 6 6.1 说明伦理审批机构和许可证编号；说明遵
循的关爱原则 

ARRIVE 14,15 

6.2 动物详细资料 ARRIVE 8a 

6.3 动物进一步信息 ARRIVE 8b  

6.4 饲养场所及饲养场所的洁净等级 新增 

6.5 简要说明饲养条件 ARRIVE 13 

实验材料 7 7.1 关键试剂 以STRICTA 2g为基础 

7.2 关键仪器 以STRICTA 2g为基础 

实验方法 8 8.1 研究设计 ARRIVE 1，2，4 

STRICTA 1a，2b-3b,5 

8.2 造模方法 新增 

8.3 干预措施   

8.3.1 针刺治疗的类型 STRICTA 1 

8.3.2 各组穴位名称（单、双侧） STRICTA 2b 

8.3.3 穴位定位及依据 新增 

8.3.4 针刺时，动物的状态 新增 

8.3.5 进针深度、角度、手法。留针期间如行
针，说明行针的具体方法及每次行针的时长、
总次数；如使用电针，给出电针参数（强度、
频率、波形等） 

STRICTA 2c 

8.3.6 针刺引发的动物机体反应或操作者的感
觉 

STRICTA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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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条目清单（续） 

条目内容 条目编号 条目要素 备注 

  8.3.7 操作时间 STRICTA 3b 

 8.3.8 操作者技术背景 STRICTA 5 

 8.3.9 对照组 STRICTA 6 

 8.4 取材的具体过程和时间 新增 

 8.5 检测指标 ARRIVE 9 

 8.6 统计方法 ARRIVE 7 

结果 9 9.1 动物实际纳入情况 新增 

9.2 实验结果 ARRIVE 10 

讨论 10 10.1 说明结果的合理性依据 以STRICTA 1b为基础 

10.2 对结果的解释 ARRIVE 17a 

10.3 数据可用性 ARRIVE 18 

10.4 实验局限性 ARRIVE 17b 

参考文献 11 根据各期刊格式列出参考文献 新增 

基金资助 12 报告所有资助基金的名称、编号 新增 

利益冲突 13 报告所有利益相关方（资助者、作者、研究人
员之间）有无利益冲突 

ARRIVE 21 

致谢 14 对研究有贡献但未列入作者席的，在此致谢 新增, 可选因素 

操作视频 15 复杂针刺操作或实验保留图像或影像资料 可选因素 

注：除备注为可选因素的条目外，其余条目均为必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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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条目内容解释 

5.1  题目 

5.1.1  针法 

示例： 

电针、内热针法、针刺泻法。 

解释： 

如果该研究报告是关于不同针法的比较，或针法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宜在题目中报告

；如果不是，报告大类即可，比如电针、手针。 

5.1.2  动物模型 

示例： 

佐剂性关节炎大鼠。 

解释： 

包括疾病名称和动物种类。 

5.1.3  主要效应部位及效应物质名称 

示例： 

滑膜组织中白细胞介素6。 

解释： 

如为多个效应部位，写出与研究目标最相关的一个或多个部位；如为多个效应物质，写

出主要效应物质反映的功能。 

5.1.4  穴位或针刺部位 

示例： 

足三里、三阴交。 

解释： 

多个穴位时，写主要穴位；多个穴位位于同一条经脉上时，宜写经脉名称。 

5.2  作者 

5.2.1  作者姓名 

示例：张华，李明。 

解释：宜列出全部作者的姓名。 

5.2.2  作者单位 

示例：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 100700。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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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单位应按照作者署名顺序依次列出,注明单位全称（到二级单位）及其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或县名和邮政编码。 

5.2.3  作者在本研究中的贡献度说明 

示例：某某参与实验设计及部分电生理实验。 

解释：按照作者署名顺序依次说明作者在本研究中的贡献度。 

5.3  摘要（中文摘要+英文摘要） 

5.3.1  目的 

示例：通过观察……,分析电针改善心肌缺血的机制。 

解释：用1-2句话综合概括研究目的。 

5.3.2  方法  

示例： 

将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和电针组，每组10只。采用……方法，制备

……大鼠模型。电针组取“中极”“关元”予以电针治疗，1次/d，20 min/次，共8 d。造

模前后及干预后用足底测痛仪测定大鼠双足缩腿反应潜伏期。 

解释： 

概括动物种属，分组，每组样本量，造模方法，治疗干预方法（穴位、治疗频次、治疗

时长等，如有对照干预简述其方法），检测指标及方法。 

5.3.3  结果 

示例： 

假手术组大鼠……；模型组大鼠……；电针组……。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降低（P＜0.01）；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大鼠……（P＜0.01）。 

解释： 

先叙述模型组与正常组比较的结果，再叙述治疗组与模型组的比较，如治疗组有多个，

接着叙述各治疗组间的比较。比较的结果直接说升高或降低，不宜仅写“有统计学差异”。

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给出P值。 

5.3.4  结论 

示例： 

电针能减轻……，改善……，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有关。 

解释：综合概括研究结论。 

5.4  关键词（中文+英文，英文关键词宜和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 

示例：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电针；前列腺；肥大细胞；胶原纤维。 

解释： 

应包括疾病名称、干预方法、主要检测指标名称或主要检测指标反映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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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前言  

5.5.1  研究背景 

示例： 

膝关节骨关节炎是……的复杂性关节疾病。疼痛是膝关节骨关节炎的首发症状，……，

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电针是缓解KOA慢性痛的有效手段，……。海马小胶质细胞的

阿片受体……，在痛情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海马小胶质细胞是否参与了针刺对

KOA的调节还不得而知。 

解释： 

包括研究疾病的简要流行病学背景，针刺治疗的临床依据，体现研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5.5.2  研究假说 

示例： 

据此，提出本研究的科学假说：针刺可能通过调节海马小胶质细胞上的阿片受体，参与

对KOA的良性干预作用。 

解释： 

研究假说的建立是基础科研的核心，根据报告的内容，假说可大可小。 

5.5.3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 

示例： 

因此本研究重点从海马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神经炎性反应参与慢性痛作为切入点，通过

……，观察电针“阳陵泉”对膝关节骨关节炎大鼠海马小胶质细胞上主要阿片受体表达的影

响，为揭示电针治疗KOA的神经机制提供实验依据。 

解释： 

根据报告的具体内容，研究问题可和研究假说合并。 

5.6  实验动物 

5.6.1  伦理 

示例： 

实验中动物的使用遵守“3R”原则，实验过程中对动物的处置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部颁布的《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解释： 

说明伦理审批机构和许可方案编号；说明遵循的关爱原则。 

5.6.2  动物详细资料 

示例： 

6周龄SPF级雌性SD大鼠40只，体质量……，由……实验动物有限公司提供，生产许可

证号：……。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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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动物种属、健康状况、级别、雌雄、总数量、体质量、来源、批号、饲养条件

、分组、每组数量。 

5.6.3  动物进一步信息 

示例： 

健康雄性CaMKII-Cre小鼠30只，8周龄，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院张智实验室提

供。 

解释： 

涉及遗传信息，基因信息的实验，要说明健康免疫状态、基因修饰状态、基因型以及动

物的来源等。 

5.6.4  饲养场所及饲养场所的洁净等级 

示例： 

饲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SPF级实验室。 

5.6.5  饲养条件 

示例： 

室温22~24 ℃，湿度40%~60%，12 h光照/12 h黑暗的环境，动物自由摄食、饮水。适

应性喂养１周后开始实验。 

解释： 

简要说明饲养条件，包括饲养环境的温度、湿度、照明、食物（喂养时间、次数、食量

等）、饮水（饮水时间、次数、饮水量等）等。 

5.7  实验材料 

5.7.1  关键试剂 

示例：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一抗(英国Abcam，ab2345)。 

解释： 

关键试剂的名称、厂家及货号（要与研究方法对应）。 

5.7.2  关键仪器 

示例： 

BX53型荧光显微镜(日本Olympus)，0.18 mm×13 mm一次性不锈钢针灸针(吴江云龙)。 

解释： 

关键仪器的名称、厂家及型号（要与研究方法对应），包括针具类型及规格、材质。 

5.8  实验方法 

5.8.1  研究设计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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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喂养１周后，将神经功能评分>1分的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空白组、模

型组和电针组，每组10只。 

解释： 

说明设计分组原则（需设立正常对照组和模型对照组），具体分组方法，每组动物的数

量，排除或纳入动物的标准。 

5.8.2  造模方法 

示例： 

大鼠称重后用2%戊巴比妥钠（0.2 mL/100 g）腹腔注射麻醉。将动物仰卧位固定在手

术台上，颈、胸局部剃毛，手术区皮肤常规消毒，用解剖剪剪开颈部皮肤约1 cm，用止血

钳钝性分离颈部的组织和肌肉，暴露气管，用眼科手术剪剪开气管，插入大鼠专用的气管插

管，打开呼吸机电源，动物人工呼吸机进行人工呼吸（呼吸频率90次/min，呼吸时比1.25∶

1，潮气量6）。沿大鼠胸骨正中线左边旁开约1 cm的皮肤剪开大约3~4 cm纵行切口，用止

血钳钝性分离胸部的肌肉，暴露肋骨，分离第2、3肋间隙，剪断第3肋，剪开心包膜,在左

心耳和肺动脉圆锥下找到冠状动脉左前降支，用5-0缝合线结扎。局部的心肌颜色由鲜红变

成暗紫色,心电图（ECG）ST-T明显抬高，为心肌缺血模型成功。 

解释： 

要说明公认的造模依据（引用参考文献）；造模的主要步骤：动物体位、操作方法等；

是否麻醉，如果麻醉需报告麻醉方法、麻醉药物及其浓度和剂量；造模成功的判断标准（引

用参考文献）。 

5.8.3  干预措施 

5.8.3.1  针刺治疗的类型 

示例： 

电针组给予电针刺激。 

解释： 

说明针刺治疗的类型，如电针、内热针法、针刺泻法，等。 

5.8.3.2  各组穴位名称（单、双侧） 

示例： 

选取大鼠左后肢的“阳陵泉”，腧穴定位参照文献。 

解释： 

说明各组治疗所用穴位名称（单、双侧）。 

5.8.3.3  穴位定位及依据  

示例： 

按照《实验针灸学》第9版常用实验动物针灸穴位附图中的取穴方法定位“足三里”（

膝关节后外侧，腓骨小头下约5 m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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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若为非穴位或无标准名称，则描述具体刺激位置的解剖学部位。若穴位较多，还要记录

针刺的顺序。 

5.8.3.4  针刺开始时，动物的状态 

示例： 

动物清醒状态下，用大鼠固定器将大鼠俯卧位固定。 

解释： 

指动物是否麻醉、是否固定。 

5.8.3.5  具体针刺方法 

示例： 

使用0.18 mm×13 mm一次性针灸针直刺3～5 mm，常规提插捻转后，接电针仪，同侧穴

位连接一对导线，疏密波，频率2 Hz/100 Hz，强度1~2 mA。 

解释： 

进针深度（采用指定的计量单位或特定的组织层面描述）、角度、手法。留针期间如行

针，说明行针的具体方法及每次行针的时长、总次数；如使用电针，给出电针参数（强度、

频率、波形等）。 

5.8.3.6  针刺引发的动物机体反应或操作者的感觉 

示例： 

大鼠下肢肌肉轻微抖动，以大鼠不挣扎为度。 

解释： 

用可观察到的动物肢体反应结合可量化的指标描述，根据具体研究内容，可只写动物或

操作者其中之一，或两者兼而有之。 

5.8.3.7  操作时间 

示例： 

每次15 min，1次/d，5次为1个疗程，共治疗2个疗程，每个疗程结束后休息1 d进行痛

行为学测定，再进行下一疗程的治疗。 

解释： 

包括干预开始时间、留针时间、治疗频次、总次数等。和5.8.3.5中“留针期间如行针

，说明行针的具体方法及每次行针的时长、总次数”不同，5.8.3.5指的是单次行针。本条

目指总行针时间。 

5.8.3.8  操作者技术背景 

示例： 

针灸推拿专业研究生。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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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针法研究报告，可不报告操作者技术背景；若进行针法的研究宜记录操作者的技术背

景。 

5.8.3.9  对照组 

示例： 

西药组采用美沙拉嗪肠溶片灌胃[参考文献]，用0.9%氯化钠溶液配制成0.04 g/mL的灌

胃液，每次灌胃2 mL，每日灌胃2次，共灌胃10 d。 

解释： 

由于针灸治疗的特殊性，不强制设置阴性对照组或阳性对照组：如果采用假针刺或其他

任何一种类似针刺的阴性对照措施，则提供条目5.8.3.1到条目5.8.3.8所要求的详细信息；

如果使用的是西药，要说明给药途径、剂量及给药方法的参照依据。 

5.8.4  取材的时间和具体过程 

示例： 

最后1次痛行为学测定结束，禁食24 h后1%戊巴比妥钠麻醉后处死小鼠，快速开胸暴露

心脏，……灌流后，待大鼠肺完全变白，在冰上剥离出每组6只大鼠左侧海马。 

解释： 

说明取材和造模或治疗的时间关系，取材时是否处死动物，若处死动物，应说明所采用

的具体方法，对于复杂部位的取材，描述定位组织的方法。 

5.8.5  检测指标  

示例： 

取海马组织上清，BCA法测定样品蛋白浓度。取50 μg蛋白样品于15% SDS-PAGE凝胶

中电泳分离蛋白，转至PVDA膜，封闭后加入BDNF一抗(1∶1 000)、β-actin(1∶5 000), 4 

℃孵育过夜；将加入一抗孵育后的PVDF取出，TBST洗涤3次，加入HRP标记的羊抗兔IgG二抗

(1∶10 000)，室温孵育1 h，TBST洗涤后用ECL化学发光法显影，凝胶成像仪曝光成像并

拍照。用Image J图像分析软件分析各条带灰度值，以β-actin作为内参蛋白，以目的蛋白

与内参蛋白的灰度值比值作为目的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解释： 

明确主要检测指标及检测方法,描述程度至其他人可重复（若对标准流程或操作说明书

进行了改动，如：对推荐抗体的稀释浓度进行了改动，需详细说明）；说明检测指标的定量

方法（如果可以量化的话）。 

5.8.6  统计方法  

示例： 

所有数据采用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用均

数±标准差（ sx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用LSD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解释：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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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的统计软件及统计方法、数据细节（中位数、方差分析等）； 

2）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检测指标。 

5.9  结果 

5.9.1  动物实际纳入情况 

示例： 

CCI术前，4组大鼠患健侧PWLD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CI术后7 d，模型组、

电针组大鼠的PWLD明显高于正常组（P<0.01)。经电针干预后，电针组大鼠的PWLD明显低于

模型组（P<0.05)。 

解释： 

保证各组基线数据相同，报告基线数据。如果有空白对照组，可不再与基线对比，如果

没有，宜报告基线数据。 

5.9.2  实验结果 

示例： 

和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脊髓中HSP90的表达明显升高（P<0.05)。和模型组比较，

电针组HSP90的表达进一步升高（P<0.05)。见图3。 

解释： 

报告每一结局指标的分析结果和统计学信息（通过对照得出，提供但不报告论文原始图

片、数据）。宜对每部分结果提供1—2句话的总结性语言，让文章更有逻辑感。 

5.10  讨论 

5.10.1  结果的合理性依据  

解释： 

包括穴位选取的依据及意义；模型选择依据；指标选择依据。 

5.10.2  对结果的解释 

解释： 

宜定性地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和重要性作简要总结，而不是重复结果部分的数字，说

明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及其对研究目的的支持度。 

5.10.3  数据可用性 

解释： 

引用其他相关的高质量研究对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和解释，宜夹叙夹议体现研究思

路和逻辑性实验与以往结果的相关性；说明实验结果对临床研究（实践）的价值。 

5.10.4  实验局限性  

解释： 

包括但不限于：可能存在的偏倚风险及原因；可能存在的任何影响实验结果的原因；研

究未尽之处。 

5.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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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秦瑾, 陈海英, 丛斌, 等. 外源性LTB4对CIA小鼠Treg/Th17脾细胞分化的作用[J]. 中

国药理学通报, 2009, 25(9): 1230-1234. 

解释： 

引用的参考文献应为作者阅读过的一次文献，参考文献格式根据各期刊具体要求列出。 

5.12  基金资助  

示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12345678）。 

解释： 

报告所有资助基金的名称、编号。 

5.13  利益冲突  

示例：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解释： 

报告所有利益相关方（资助者、作者、研究人员之间）有无利益冲突。 

5.14  致谢  

解释： 

对研究有贡献但未列入作者席的，在此致谢。本条目为非必选条目。 

5.15  复杂针刺操作或实验保留图像或影像资料 

解释： 

本条目为非必选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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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体撰写要求 

针刺动物实验研究报告参照国际动物实验报告指南“ARRIVE指南2.0”、国际临床试验

报告声明“CONSORT 2010”的扩展声明“STRICTA声明”研制。综合两者内容，结合国际国

内针刺动物实验报告现状和针刺动物实验自身特点，最终研制出“针刺动物实验研究报告规

范”。此标准与相关的国际动物实验报告标准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同时增加了与针刺相关的

动物实验研究报告条目，评价范围更加精确，条目更符合针刺动物实验研究的特点。论文撰

写具体格式要求可参考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中医药期刊编排规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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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学术论文构成元素 

A.1  构成元素 

学术论文构成元素见表A.1。 

表A.1  学术论文构成元素 

组成 必备性 功能 

 

 

 

前置部分 

题名 必备 提供题名元数据信息 

作者信息 必备 提供作者元数据信息 

摘要 必备 提供摘要元数据信息 

关键词 必备 提供关键词元数据信息 

其他项目 部分必备或可选 提供管理与利用元数据信息 

 

 

 

正文部分 

引言 必备 内容 

主体 必备 内容 

结论 有则必备 内容 

致谢 可选 内容 

参考文献 必备 结构元数据 

附录部分 附录 有则必备 结构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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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ARRIVE指南2.0条目 

B.1  关键条目 

ARRIVE指南2.0关键条目见表B.1。 

附表B.1  ARRIVE指南2.0关键条目 

内容与主题 条目 描述 

设计 1 
对于每个实验，给出简要的研究设计细节，包括： 

a．比较的组别，包括对照组。如果没有对照组，应阐明理由； 

b．实验单元（如以单只动物、一窝动物或一笼动物为单元）。 

样本量 2 
a．详细说明分配给每组实验组的确切实验单元，以及每次实验的动物总数，整个

实验使用的动物总数也需要说明； 

b．解释样本量是如何决定的。如已计算样本量，提供任何预先计算的细节。 

纳入和排

除标准 

3 
a．描述实验期间用于纳入和排除动物（或实验单元）的任何标准，以及分析过程

中的数据点。详细说明纳入和排除标准是否是预先设立的。如果没有设立相关标准，

则给予明确的说明。 

b．对于每个实验组，报告分析中排除的动物、实验单元或数据点，并说明原因。

如果没有排除动物的情况，请说明。 

c．对于每次分析，报告每个实验组中实验单元的准确数量。 

随机化 4 
a．说明是否采用随机化方法将实验单元分配给对照组和处理组。如已随机化分配，

提供产生随机化序列的方法。 

b．描述用于最小化潜在混杂因素的策略，如处理和测量的顺序，或者动物/笼子的

位置。如果没有控制混杂因素，则给予明确的声明。 

盲法 5 描述谁会在实验的不同阶段（分配、实验实施、结局评估、数据分析）知晓分组情

况。 

结果测量 6 a．清晰地定义所有评估结局的措施（如细胞死亡、分子标记、或行为改变）。 

b．对于测试假说的研究，明确主要结局测量方法，如用于确定样本量的结局测量。 

统计方法 7 a．提供用于每次分析的统计方法的细节,包括使用的软件。 

b．描述用于评估数据是否能满足统计假设的任何方法，以及当统计假设无法满足

时所做的方法变更。 

实验动物 8 
a．提供使用动物种类的详细资料，包括物种、品系、亚系、雌雄、年龄或发育阶

段，以及重量（如果相关的话）。  

b．提供进一步的相关信息，如动物来源、健康/免疫状态、基因修饰状态、基因型

和任何先前的实验使用情况等。 

实验步骤 9 
对于每个实验组（包括对照组），描述可让其他研究人员重复的、足够的实验细节

，包括： 

a．内容（做了什么）、方法（怎么做的）、材料（用了什么）。  

b．时间和频次。 

c．地点（包括任何适应期的细节）。 

d．原因（提供进行这些程序的理由）。 

结果 10 
对于每次实验，包括独立重复的过程，报告: 

a．对于每个实验组的总结/描述性统计,如果适用,应报告结局指标的变异度（如均

值和标准差、或中位数和范围）。 

b．如果适用，应报告效应量及其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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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建议条目 

ARRIVE指南2.0建议条目见表B.2。 

附表B.2  ARRIVE指南2.0建议条目 

内容与主题 条目 描述 

摘要 11 
提供一个准确的、有关研究目标、动物物种、品系和雌雄、关键方法、主要结果和

研究结论的摘要。 

研究背景 12 
a．包括足够科学背景，有助理解研究的理由和背景内容，并解释实验方案。 

b．解释实验中使用的动物种类和模型如何达到研究目标，如果适用时，请解释与

人类生物学的相关性。 

研究目标 13 
清楚地描述研究问题、研究目标，如果适用时，研究的具体假说。 

伦理声明 14 提供批准本次使用动物进行实验研究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或相应机构的名称，以及任

何相关许可证或方案编号（如适用）。如果没有寻求或未得到伦理批准，则需说明

原因。 

饲养场所

和饲养条件 

15 
提供饲养场所和饲养条件的细节，包括任何环境方面的改善措施的内容。 

动物饲养、

监测 

16 
a．描述在实验方案中为减轻动物疼痛、折磨和苦痛而采取的任何干预措施或步骤。 

b．报告任何预期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 

c．描述为研究建立的人道终点，被监测的指征和监测的频率。如果研究未采用人

道终点，请予说明。 

诠释/科学

内涵 

17 a．结合研究目标和假设、目前的理论和其他相关的文献研究等，解释结果。 

b．评价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潜在的偏倚来源、动物模型的局限性和结果的不精确

性。 

可推广性/

转换 

18 
评论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否，以及如何有可能适用于其他物种或实验条件，包括任何

与人类生物学的关联（适用时）。 

实验方案

注册 

19 
提供一份声明说明是否在研究前准备了实验方案（包括研究问题、关键设计特点和

分析计划），该实验方案是否进行了注册，以及在何处注册。 

数据获取 20 
提供一份声明描述研究数据是否可获取，以及何处可以获得。 

利益冲突

声明 

21 
a．声明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包括经济上的和非经济上的。如果不存在利益冲突，

也应声明。 

b．列出所有的资助来源（包括课题识别号）以及资助方在研究设计、分析和报告

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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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STRICTA清单2010 

C.1  STRICTA清单 

针刺临床试验中报告干预措施时需包含的信息(STRICTA2010)见表C.1。 

附表C.1  STRICTA2010 

条目 细节 

1 针刺治疗的合

理性 

1a) 针刺治疗的类型(如中医针刺、日本汉方医学针刺、韩国韩医针刺、

西医针刺、五行针刺、耳针等) 

1b) 提供针刺治疗的理由、依据的历史背景、文献来源、和 / 或共识， 均

需有适当的参考文献  

1c) 说明何种治疗发生了改变 

2 针刺细节 2a) 每一受试对象每一治疗单元用针的数目(需要时用均数和范围表示) 

2b) 使用的穴位名称(单侧 / 双侧)(如无标准名称则说明位置) 

2c) 进针的深度， 采用指定的计量单位， 或特定的组织层面 

2d) 引发的机体反应(如得气或肌肉抽搐反应) 

2e) 针刺激方式(如手工行针刺激和电刺激) 

2f) 留针时间 

2g) 针具类型(直径、长度和生产厂家或材质) 

3 治疗方案 3a) 治疗单元数 

3b) 治疗单元的频数和持续时间 

4 辅助干预措施 4a) 对针刺组施加的其它附加干预的细节(如灸、拔罐、中药、锻炼、生活方式建议) 

4b) 治疗场所和相关信息，包括对治疗师的操作指南、以及给患者的信息和解释 

5 治疗师的背景 5) 对参与研究的针灸师的描述(资质或从业部门、从事针刺实践时间、其它相关

经历) 

6 对照或对照干预 6a) 援引资料证明研究相关信息中选择对照或对照措施的合理性 

6b) 精确地描述对照或对照措施。如果采用假针刺或其它任何一种类似针刺对照，

按照上述条目1到3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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