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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浙江省县域行政单位开展野生脊椎动物，包括兽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内陆

鱼类资源调查与评价的主要内容、技术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各县（市、区）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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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398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GB/T 15968 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 

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技术规程》（林护发[2011]111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调查样地 Survey plot 

调查样地是样线、样方、样点的统称。 

3.2  

野生脊椎动物 Wild vertebrates 

脊椎动物是指有脊椎骨的动物，是脊索动物的一个亚门。野生脊椎动物是指在野外自然环境下生

活繁衍的脊椎动物，包括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等。 

3.3  

常规调查 Routine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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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样线法、样方法、样点法等常用抽样和计数方法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调查的方法。 

3.4  

专项调查 Special investigation 

对分布范围狭窄、习性特殊、数量稀少、常规调查不能达到要求的种类，根据野生动物的分布和

生态习性，采用专门方法进行的调查。 

3.5  

同步调查 Synchronous investigation 

按照统一的调查方法和技术标准，多人多点同时对不同区域或同一区域不同地点的某种类野生动

物进行调查。 

3.6  

样线法 Spline method 

按照统计学要求布设调查样线，在调查样线上行进，观察并记录样线两侧野生动物或其活动痕迹

以及距离样线中线垂直距离的调查方法。 

3.7  

样点法 Sample point method 

按照统计学要求布设样点，以样点为中心，观察并记录周围野生动物及距离样点中心距离的调查

方法。 

3.8   

样方法 Square plot method 

按照统计学要求，布设长方形或正方形的样地，观察并记录其中野生动物或其活动痕迹的方法。 

3.9  

栖息地 habitat 

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它由一定的地理空间、植物和其它生物环境构成，其中由植物组

成的植被是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主要因子，是地理空间条件的综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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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调查目的 

开展野生动物资源调查获取资源本底数据，分析统计生成资源数量，编制完成资源调查与评价报

告，为科学保护和有效管理野生动物资源提供决策依据。 

4.2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是县域内野生脊椎动物，包括兽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鱼类。 

重点调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等级在近危以上的物种； 

——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其他公约或协定保护的物种； 

——国家及浙江省特有种、环境指示种、旗舰种、伞护种及生态关键种。 

4.3 调查内容 

物种组成、分布、数量、生境、受威胁因素和保护现状，具体包括： 

——野生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分布现状； 

——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发展趋势； 

——野生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受胁情况； 

——野生动物栖息地现状及保护状况； 

——开展珍稀濒危物种的专项调查，掌握种群数量及其分布，保护现状，重点调查其特定栖息地

生境和历史上曾有分布记录的区域； 

——其他影响野生动物资源变动的主要因子。 

4.4 调查原则 

——科学性原则。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合理布设调查样线样方，采用标准的、统一的方法获取

资源本底数据，能够分析评价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情况、受威胁因素以及发展趋势。技术方法和调查结

果应具有可重复性。 

——全面性原则。全面反映野生动物资源的整体情况，调查样线或样点应覆盖县域内各种生境类

型，以及不同的海拔段、坡位、坡向；覆盖县域内尽可能多的调查网格。 

——重点性原则。在县域内生境质量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区域，如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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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以及其他原始植被分布区等，应增加调查的强度；重点关注《中国生物多样

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中的受威胁（易危、濒危、极危）物种和数据缺乏的物种，在其可能分布

生境应增加调查的强度。 

——创新性原则。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装备，以获取更多资源调查数据。创新野外调查及成果利

用形式。注重调查成果的集成性与应用性，充分利用新媒体展示县域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 

——安全性原则。保障野外调查者人身安全，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做好安全防护

措施。在标本采集、野外鉴定潜在疫源动物时，应按相关规定做好防疫处理。 

5 技术路线 

5.1 调查准备 

调查准备包括： 

--收集、分析与调查区域有关的动物志、报告、文献、标本、数据库等资料，构建初步的县域野

生动物动物名录，确定重点详查物种； 

--收集调查区域的气象、地形地貌、植被类型等自然地理资料，编制调查与评估实施方案； 

--准备调查工具与设备、调查记录表格以及野外防护装备，包括地图、GPS定位仪、对讲机、卫

星电话、望远镜、照相机、红外触发式相机、夜视仪、摄像机、录音机、测距仪、测角器、长卷尺、

钢卷尺、直尺、DNA样品采集工具； 

--组织开展调查技术培训，包括安全培训、调查技术规程培训、数据采集培训等。 

5.2 外业调查 

外业调查包括： 

--根据调查对象与调查内容，结合区域自然环境状况确定调查方法，设置调查线路与野外重点详

查物种调查样方； 

--选择合适的调查时间实施调查，采集标本，做好相应的调查记录，尽可能的采集照片（生境照

片、物种照片、野外工作照片）和视频等凭证资料。 

5.3 室内工作 

室内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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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调查记录、照片、视频等数据，整理标本，并对野外分类不确定的个体做进一步鉴定； 

--根据调查结果编制物种名录，以网格为单位绘制物种分布图，绘制物种丰富度分布图，完成受

威胁状况分析、保护空缺分析等； 

--编写调查与评估报告； 

--调查成果上报。

 

图 1 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技术路线图 

成立调查组 

资料查阅与收集、准备调查工

 

预调查、编制实施方案 

技术培训 

实地调查 

调查表格填写 拍摄照片、视频凭

 

标本采集 

数据录入与分析 照片鉴定与归类 标本鉴定与消

 

调查成果 

各类报表、标本与照

 

资源分布图 

检查验收 

成果上报 

调查报告 数据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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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查区划 

6.1 区划调查样区 

在地形图上将县域按 3km×3km划分为若干正方形调查单元格。调查单元格由全省进行统一区划

并编号。 

6.2 设置调查样线 

调查单元格内根据植被类型、海拔梯度等设置理论样地（样线、样点或样方）。 

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内陆鱼类宜分别布设样线。样线布设应充分考虑野生动物的栖息

地类型、活动范围、生态习性、透视度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应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遥

感卫星影像等，采用 GIS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布设样线。 

样线编号由调查单元格号编号、动物类型代码、样线号组成。 

样线长度应使调查人员对该样线的调查在当天能够完成。样线宽度应使调查人员能清楚观察到两

侧的野生动物及活动痕迹。样线宽度、样点半径、样方大小依据栖息地类型、野生动物种类、野生动

物习性、观察对象确定。但对同一物种的调查应使用相同类型的调查样地，样线宽度、样点半径、样

方大小应一致。 

6.3 样线定位 

调查人员应用设备进行位置定位。确定起始点后，调查人员应依照预设方向行进，按照野生动物

野外调查方法的技术要求，开展外业调查。 

7 种群数量调查 

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分为常规调查、专项调查和同步调查。 

根据全面性原则，对大部分调查对象采用常规调查。根据重点性原则，对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专项

调查。对具有迁徙（迁移）习性的野生动物，在迁徙（迁移）季节进行同步调查。 

7.1 常规调查 

7.1.1 两栖类爬行类 

7.1.1.1 调查样地、样线和样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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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样线设置。每个调查单元格设置样线 2条，平均样线长度 500m，每个调查单元格样线合计长度

1km。遇特殊情况，如因地形限制，样线长度可缩短，短样线可适当增加数量。样线的宽度根

据视野情况而定，一般为 2～6m。 

b) 样方设置。在地形复杂、生境变化较大、可视性较差、难以连续行走的特殊地区可使用样方

法。记录样方范围内所见实体或其痕迹的种类和数量。 

c) 应绘制调查样地的地形图及其在县域内的分布图，应记录样线及样方的 GPS地理定位信息，并

在地形图上进行标注。 

7.1.1.2 实施调查 

a)历史资料收集与整理。收集县域内已有资料（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献、馆藏标本等），结合访谈调

查，掌握调查区域内的物种组成及分布的历史记录。 

b)样线法调查时行进速度应保持在 2km/h左右，行进期间记录物种和个体数量，不宜拍照和采

集。通常 2人合作，1人调查、报告种类和数量，另 1人记录。 

c)样方法。依次翻开样方内的石块，检视石块下的个体。 

d)生境状况和受威胁程度。通过资料查阅和野外调查获得相关信息和数据。 

7.1.1.3 调查时间和频次 

两栖动物的调查频次为每年 2次，一次为繁殖期，一般在四月中下旬到五月上旬，一次为非繁殖

期，一般在 6-9月。 

7.1.2 鸟类 

7.1.2.1 调查样地、样线和样点设置  

a) 样线设置。根据生境类型和地形设置样线，各样线互不重叠。每个调查单元格设置样线 2条，

每条样线长度 1.5km。遇特殊情况，如因地形限制，样线长度可缩短，但全县域的样线平均长

度不应小于 1.5km。 

b) 样点设置。在一些不便行走的地区（如崎岖山地、湖泊、水库、沼泽、海岸、湿地等），可以

在视野开阔的区域选择固定点，固定样点之间的距离应根据生境类型确定，一般在 0.2km以

上。样点数一般在 5-10个。 

c) 应绘制调查样地的地形图及其在县域内的分布图，应记录样点及样线的 GPS地理定位信息，并

在地形图上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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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实施调查 

a)历史资料收集与整理。收集县域内已有资料（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献、馆藏标本等），结合访谈调

查，掌握调查区域内的物种组成及分布的历史记录。 

b)样线法。野外调查时行进速度一般为 1.5～3km/h。行进期间记录物种和个体数量，通常每条样

线 2人合作完成。 

c)样点法。每个样点一般调查 3～10分钟。记录调查到的鸟类种类和数量。 

d)分区直数法。根据地貌、地形或生境类型对整个调查区域进行分区，逐一统计各个分区中的鸟

类种类和数量，得出调查区域内鸟类总种数和个体数量。该方法较适用于较小面积的湿地，主要

应用于水鸟或其他集群鸟类的调查。 

7.1.2.3 调查时间和频次 

鸟类调查按春、夏、秋、冬分为四季进行。各季的具体调查时间应根据当地的物候特点予以确

定。  

野外调查应在晴朗、风力不大(一般在三级以下)•的天气条件下进行。当天的调查时间宜为清晨

（日出 0.5小时至 3小时）或傍晚（日落前 3小时至日落）。 

7.1.3 兽类 

7.1.3.1 调查样地和样方设置 

a)样地设置。兽类以红外相机自动拍摄法为主。每个调查样区设置 1台红外相机。 

b)样线法。与鸟类调查兼顾开展，即鸟类外业调查时，同时记录兽类调查的信息。 

c)样方法。小型兽类可采用鼠笼法或者陷阱法调查内物种和个体数量。 

d)应绘制调查样地的地形图及其在县域内的分布图，应记录样点及样线的 GPS地理定位信息，并

在地形图上进行标注。 

7.1.3.2 实施调查 

a)历史资料收集与整理。收集县域内已有资料（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献、馆藏标本等），结合访谈调

查，掌握调查区域内的物种组成及分布的历史记录。 

b)红外相机自动拍摄法。利用红外感应自动照相机，自动记录在其感应范围内活动的动物影像的

调查方法。相机应安置在动物的活动通道上或活动痕迹密集处，种群密度监测可采用分层抽样法

或系统抽样法设置调查样点，定期下载数据，记录拍摄信息，建立信息库并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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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样线法。在晴朗、风力不大的天气条件下，沿样线步行、匀速前进。步行速度一般为 2～

3km/h。记录兽类活动或存留足迹、粪便、爪印等，准确记录出现的兽类种类和数量。 

d)样方法。对于鼠类，主要生境类型至少放置 100个笼次。对于洞穴型翼手类，采用网捕法调查

样方内物种和个体数量；对于树栖型翼手类，将雾网或蝙蝠竖琴网安放在林道等飞行活动通道捕

获并计数物种和个体数量。 

7.1.3.3 调查时间和频次 

红外相机自动拍摄法间隔 6个月进行数据回收和电池更换。样线法调查的调查时间和频次与鸟类

相同。 

7.1.4 鱼类 

7.1.4.1 调查断面和样点设置 

a)断面设置。各县应设置不少于 10个采样断面（样点），应覆盖县域内具有的水体类型，如湖

泊、水库、河流（长江）和溪流等。 

b)样点设置。湖泊、水库等开阔水域根据水体底质、水生植物组成、水深、水流、湖库形状、水

质等因素划分成若干小区，使同一小区内变异程度尽可能小。在每个小区内，设置 3-5个有代

表性的样点。 

c)应绘制调查河流、湖泊、水库及其在县域内的分布图，应记录断面及样点的 GPS 地理定位信

息，并在地形图上进行标注。 

7.1.4.2 实施调查 

a)历史资料收集与整理。收集县域内已有资料（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献、馆藏标本等），结合访谈

调查，掌握调查区域内的物种组成及分布的历史记录。 

b)渔获物统计法。适用于大型湖泊、水库和河流鱼类调查。统计所调查水体的小区内各类渔具、

渔法所捕捞的渔获物中的所有种类。 

c)走访并调查法。走访渔民、码头、水产市场、餐馆等有当地鱼类交易或消费的地方，或者开展

休闲垂钓的地方，购买鱼类标本，进行补充采样调查。 

d)自行采集法。适用于小型浅水湖泊和小型河流。在湖泊浅水区、河流沿岸带等区域等的断面和

样点处进行自行采集，以抄网、撒网、地笼、饵钓、刺网等采样方法，收集鱼类样本。 

7.1.4.3 调查时间和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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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资源调查的时间没有强制性规定，主要根据调查目标和调查对象确定调查时间和频次，尽量

保持不同调查样点时间和条件的同步性。一般每年在春夏季和秋季开展 2次调查。单次调查时间长短

视具体需要而定。 

7.2 专项调查 

对分布范围狭窄、习性特殊、数量稀少、常规调查不能达到要求的种类进行专项调查。应依据各

物种的分布、栖息地状况、生态习性等制定相应的调查方法。 

某一物种既进行了专项调查，又进行了常规调查的，以专项调查结果进行数据汇总。 

7.3 同步调查 

对部分具有明显越冬地以及停歇地特征的迁徙鸟类进行同步调查。应在种群稳定期间进行同步调

查。 

8 物种鉴定、标本采集及影像凭证 

8.1 物种鉴定  

鉴定到种。进行物种鉴定时，主要依据志书、图鉴等工具书，并结合各标本馆馆藏标本，必要时

可利用基因测序进行鉴定（DNA 条形码技术）。 

8.2 标本采集  

在调查过程中要收集标本及其他相关资料，保留可靠凭证。标本应标注鉴定的依据资料或鉴定专

家。原则上每个物种提交一份标本到省林业厅指定机构保存。珍稀濒危物种严禁采集标本，只需提供

照片或视频等。 

标本统一编号格式为“县域行政区代码”+“采集动物序号（从 0001 号起编，以四位数字表

示）”的方式。不同份数之间，以 a、b、c…… 为序，附于采集号之后。 

8.3 影像凭证 

8.3.1 影像凭证类型 

野外调查采集的影像凭证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生境照片。每条样线不少于 5 张生境照片，每个样方不少于 3 张生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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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影像。物种凭证照片或视频应能准确反映出该物种的外在形态 特征，影像清晰、自然，

并显示相机内置的日期与时间。 

--工作影像。包括照片和视频，如实记录调查工作的执行内容。 

8.3.2 影像凭证的命名 

--生境照片命名以“样线编号”（或“样方编号”）-“HT”-“照片序号（从 001 号起编，以

三位数字表示）”的形式命名。 

--物种影像以“样线编号”（或“样方编号”）-“物种拉丁名”-“照片 或视频序号（从 001 

号起编，以三位数字表示）”的形式命名。 

9 数据处理及分析统计 

9.1 分布面积的分析统计 

调查对象如果在调查样区均有分布，则调查样区面积即为动物的分布面积。如果调查对象在调查

样区内仅分布于特定栖息地，则该栖息地面积为动物的分布面积。 

9.2 栖息地面积的分析统计 

根据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记录，确定栖息地类型，根据森林资源二类清查数据，用 GIS确定分布区

内各类型栖息地的面积，各类型栖息地面积之和即为动物在调查样区内的栖息地面积。专项调查亦可

照此方法确定。同步调查根据具体调查面积确定。 

评价野生动物及栖息地受到的主要威胁、受干扰状况及程度。根据样区调查情况，结合资料查

阅、访问调查，对调查单元野生动物及栖息地受到的主要威胁、受干扰状况进行评价。 

9.3 野生种群数量的分析统计 

9.3.1 样线法 

若以 D表示密度，N表示观察到的个体数，L表示样线长度，W表示样线的宽度，即：D＝N/2LW 

9.3.2 样点法 

样点法种群密度的估计：若以 D表示密度，N表示每个样点所调查的鸟类个体数，r表示样点平

均半径，则：D＝N/π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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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集群地鸟类计数法 

   D调查样本上动物密度，A表示样本面积 

D＝ 
=

N

i

i AM
1

/)(  

9.3.4 样方法 

样方法种群密度的估计：若以 D表示密度，N表示样方内发现的个体数，B表示样方面积，则：D

＝N/B 

10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包括： 

--技术规程培训。野外调查前，应对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方法和操作技术规程培训。调查人员应掌

握野外调查标准及相关知识，熟练掌握操作规程，严格按照本技术规程要求设计调查方案，采集数

据，详细记录各项调查数据。 

--安全防护。购买必要的防护装备、用品和应急药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防止毒蛇和昆虫叮

咬，必要时调查人员必须接种疫苗。在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方可进行调查，避免单人作业。 

--建立数据审核程序。全面细致地审核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发现可疑、缺漏数据及时补

救。及时将调查数据和文档转换成电子文档，并进行备份。定时检查并更新备份数据一次，防止由于

储存介质问题引起数据丢失。 

--检查监督与验收评价。组建省级专业队伍负责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的检查监督与验收评

价。 

11 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报告 

包括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 

--工作报告由封面、目录、正文等组成。正文内容包括：工作目标、工作内容、考核指标及完成

情况、主要成果、主要结论、 经费执行情况。 

--技术报告由封面、目录、正文、致谢、参考文献、附录等组成。正文内容包括：区域概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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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调查基础、调查方案、调查结果与分析、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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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栖息地类型 

栖息地类型按然植被或人工林的植被类型、《湿地公约》描述的湿地类型、土地利用分类的农田

和城镇等分为层次 1和层次 2。 

表 A.1 栖息地类型表 

层次 1 层次 2 

 

层次 1 层次 2 

A 森林 

1.常绿阔叶林 

2.落叶阔叶林 

3.常绿针叶林 

4.落叶针叶林 

5.针阔混交林 

6.稀疏林 

D 湿地 

1.森林沼泽 

2.灌丛沼泽 

3.草本沼泽 

4.湖泊 

5.水库/坑塘 

6.河流 

7.运河/水渠 

B 灌丛 

1.常绿阔叶灌木林 

2.落叶阔叶灌木林 

3.常绿针叶灌木林 

4.稀疏灌木林 

E 农田 

1.水田 

2.旱地 

3.乔木园地 

4.灌木园地 

C 草地 

1.草甸 

2.草丛 

3.稀疏草地 

F 城镇 

1.居住地 

2.乔木绿地 

3.灌木绿地 

4.草本绿地 

5.工业用地 

6.交通用地 

7.采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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