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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国动物物种资源调查技术规定（试行） 

 

共包括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则 

——第二部分：昆虫物种资源调查 

——第三部分：两栖爬行类物种资源调查 

——第四部分：鸟类物种资源调查 

——第五部分：兽类物种资源调查 

——第六部分：畜禽动物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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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总  则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动物物种资源调查任务以及调查程序和质量管

理，包括工作准备、外业调查、内业整理、质量检查和成果归档等

技术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范》（2008）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一部分 总则》GB/T 12763.1—1991 

3 调查任务 

调查任务是查清全国或区域动物物种资源的种类、分布、数量、

受威胁因素等，客观反映动物物种资源数量、利用和保护现状，分

析与评价动物物种资源的数量消减动态及原因，提出动物物种资源

利用与保护建议。 

4 调查的基本程序 

4.1 调查准备 

4.1.1 明确调查目的与任务 

接受调查项目后，承担单位应根据任务书或合同书的要求，在

调查工作开始前，明确调查目的与任务，确定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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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确立调查区域 

根据调查目的、任务以及调查对象，确立调查工作所涉及的区

域或范围，据此收集相关资料。 

4.1.3 收集、分析与调查任务有关的文献、资料 

针对要进行调查的对象、范围或区域，收集整理现有相关资料，

包括历史调查资料、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壤、

气候、植被、农林业以及当地的社会人文、经济状况和影响生物物

种生存的建筑设施等。根据所收集资料，分析了解调查区域的相关

情况，为调查方案和调查计划的编写奠定基础。 

4.1.4 组织调查队伍，确定调查技术负责人 

充分了解参加人员的专业背景，结合调查地区的实际情况，选

择参加人员，确保其有能力真实、准确地完成某一地区或某一类群

物种资源调查的相关工作。调查组人员组成要做到精干、专业配置

合理、分工明确，并确定调查组技术负责人。 

4.1.5 编写调查方案或计划，包括： 

（1）任务及其来源； 

（2）技术方案设计； 

（3）人员组织； 

（4）时间安排； 

（5）保障措施； 

（6）经费预算。 

4.2 野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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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调查范围的确定 

根据调查对象、目的和任务，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开展实地调查

的范围和区域。调查时要特别考虑到动物的迁徙性。为确保调查的全

面性和准确性，应在已划定的调查范围内，适当扩大调查的范围。 

4.2.2 调查线路、样地与样点的布设 

根据已确定的对象、内容以及调查区域的地形、地貌、海拔、

生境等确定调查线路或调查点，调查线路或调查点的设立应注意代

表性、随机性、整体性及可行性相结合；样地的布局要尽可能全面，

分布在整个调查地区内的各代表性地段，避免在一些地区产生漏空。 

4.2.3 调查方法选择 

根据调查对象、内容和调查地区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调查方法。

调查前要依据调查方法制定各种调查表，在调查时认真详细填写。 

4.2.4 调查时间和频次 

根据调查对象的特性等，选择合适的调查时间，并确定调查次数。 

4.2.5 标本收集与记录 

野外考察时，对所有调查物种要做好记录（包括文字、影像和

GPS 记录），并尽量收集标本作为可靠凭据。 

4.2.6 野外工作记录及考察日记 

野外工作时应记录野外工作的时间、地点、考察路线、行程，

工作经验和体会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4.2.7 补点调查 

在标本采集的过程中，因时间或其他条件的限制，在调查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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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区域，需根据需要，再进行调查区域的补充调查。 

4.3 内业工作 

4.3.1 标本整理和鉴定 

动物物种资源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物种的鉴定，标本要鉴

定到种（对于一些研究工作开展较少、资料相对缺乏的类群，如一

些无脊椎动物，可鉴定到属或更高分类等级），鉴定后的标本应妥善

保存备查。标本的鉴定可参照《中国动物志》、《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等一些权威性书籍，也可参考一些与调查区域有关的物种区系或专

项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 

4.3.2 资料报表的编制、绘图 

依据上述标本鉴定结果，结合其他可靠的文献记载，制定地区

物种名录。物种名录还应注明标本的采集地点或资料来源、分布点

和分布范围、GPS 定位信息等，并绘制物种资源的分布图。 

4.3.3 调查成果报告的编写 

调查任务完成后，必须及时整理调查成果，并以标准格式报送

有关部门。报告应包括考察的时间、内容、方法和对地区物种资源

的现状评价等，以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地区的物种资源状况和

保护价值。文字应力求简洁、清晰和准确。 

5 质量管理 

5.1 质量检查 

5.1.1 监督检查 

项目组织部门和机构将组织各种类型的质量核查，对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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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查和监督,以及时发现调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及

时纠正。检查内容主要包括：调查项目的任务设计及其实施进展；

外业调查方法、内容等方面的正确性；调查表格填写是否符合要求，

计算是否准确；图、表、文字资料是否一致。不可随意改动外业调

查的基本数据和文字资料。 

5.1.2 工作汇报 

工作汇报包括阶段汇报、中期汇报、结题汇报，为项目能按时

顺利完成，各负责人要严格按照任务书的进程，进行书面汇报和口

头汇报。阶段汇报主要是以简报等形式汇报每一阶段的任务完成情

况及存在的问题等；项目完成过半时，进行中期总结汇报；在项目

全部完成后，进行成果汇总和结题汇报，并按时提交成果报告及相

关数据。 

5.2 项目验收 

5.2.1 验收内容 

（1）调查成果； 

（2）经费决算。 

5.2.2 验收依据 

验收依据任务书或合同书、调查计划、调查规范所作的规定。 

5.2.3 验收办法 

由调查任务下达单位或委托单位派人组织验收，形成由验收人

签字和验收单位盖章的书面验收结论。与验收依据有明显差距的成

果不予验收，责令限期修改、提高完善，并重新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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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验收时间 

所有工作结束后，编写调查成果报告之前。 

5.2.5 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内容应包括： 

（1）任务及其来源； 

（2）人员组成； 

（3）调查区域的自然地理概况； 

（4）调查点的布设； 

（5）调查方法和时间； 

（6）调查结果整理与分析； 

（7）任务完成情况； 

（8）重要成果。 

5.2.6 调查成果报告的编写 

5.2.6.1 编写内容 

（1）前言 

a.调查目的、任务及其来源； 

b.调查范围； 

c.调查工作的人员组成结构； 

d.调查方法和时间； 

e.前人工作基础； 

f.调查工作内容和完成情况； 

g.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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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区域的自然概况 

主要包括调查区域的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社会经济状况等。 

（3）调查结果整理与分析 

a.资源综合评价 

b.物种概述 

（4）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意见或建议 

（5）主要参考文献 

（6）各种附件资料 

a.物种名录； 

b.物种资源分布图； 

c.各种统计分析图、表。 

（7）磁盘资料 

包括成果报告及影像资料（包括各种生境照片、物种照片 3-5

张/种，图像要清晰，相机像素不低于 500 万）及 GPS 数据等。 

5.2.6.2 编写要求 

按照任务书或合同书、调查规范、计划的规定，对已有文献资

料和本次实地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要做到内容全

面、重点突出、论据充分、文字精炼，必要时配加图表。 

5.2.6.3 完成时间 

按任务书规定的时限完成调查成果报告的编写。 

5.3 调查资料和成果归档 

5.3.1 归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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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书或合同书、调查计划以及上级有关文件； 

（2）外业调查原始资料及验收结论； 

（3）调查资料报表； 

（4）调查成果报告； 

（5）成果验收结论； 

（6）经费结算报告。 

5.3.2 归档要求 

按照国家档案法和本部门档案管理规定，将档案材料系统整理，

确保材料内容齐全，经项目负责人审查签字，由档案管理部门负责

人验收后在合适的条件下保存。 

5.3.3 归档时间 

调查成果完成后的两个月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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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昆虫物种资源调查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昆虫物种资源调查的内容、方法、数据处理和结

果编写等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环保部门组织、协同农业、林业、教育、中医药、

中科院等部门开展的以自然地理或行政区域为调查单元的昆虫物种

资源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范》（2008）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2007） 

3 范畴和术语 

3.1 样地 

是调查前所确定的进行详细调查研究的区域。 

3.2 样方 

是指在调查样地中设立的具有一定面积大小及形状的研究地块。 

3.3 样线（带）法 

是指调查者按一定路线行走，调查记录路线左右一定范围内出

现的物种，路线宽度可确定也可不确定。 

3.4 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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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样地上设立一定数量的样方，对样方中的物种进行全面调

查研究的方法。 

3.5 访谈调查 

根据事先设计好的调查表，通过对相关单位及科研人员访谈，

填写相关信息。 

4 工具与器材 

GPS 定位仪、望远镜、数码相机、地形图、地图、捕虫网、吸虫

管、广口瓶、解剖镜、绘图笔、记步器、石膏粉及个人用品等。 

5 昆虫物种资源调查 

5.1 调查对象 

调查区域内所有昆虫物种。 

5.2 调查要求 

（1）调查活动应该选择在不同的季节进行。 

（2）一个地区至少应该进行 2次以上的调查活动。 

（3）样区的选择应该覆盖各种栖息地类型，每种生境确定不同

数量的调查点和线。 

5.3 调查内容 

（1）种类； 

（2）分布；  

（3）种群数量（种群密度、栖息地面积等）；  

（4）栖居生境类型及质量； 

（5）不同生境的指示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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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要经济用途及利用现状； 

（7）重要经济种类的人工养殖； 

（8）受威胁现状及因素； 

（9）保护现状。 

5.4 调查方法 

（1）样线调查法 

对于面积不大，行走方便的调查区域，宜采用本方法。 

（2）样带调查法 

每海拔高差 400m-500m 设一个样带，样带可宽可窄，视植被情

况而定。以一定的时间作为基准尺度（时间可长可短）进行调查记

录。一些高大的山脉适合用本方法。 

（3）样方调查法 

根据植被或生境选定样地，每个样地设 3 个以上面积为 1×1m

小样方（样方大小可调整）,调查记录种类、数量及来源（地表、土

壤、植被）。 

（4）访问调查法 

对于一些特定的种类，结合具体情况，可采取访问调查的形式。

通过访谈和实物指认，明确一些物种的地方名、分布、数量、用途

及在当地被利用及保护情况等。 

5.5 标本收集与鉴定 

为了确保所调查种类名称的正确性，在调查过程中，尽力收集

所有调查种类的标本带回室内进行鉴定，也留作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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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鉴定要依据《中国动物志》等权威书籍，同时，请专门的

分类学家帮助完成。 

5.6 调查结果整理与分析 

5.6.1 种类组成 

分析调查地区所有昆虫种及种以上分类阶元的组成比例，同时

分析各物种或类群在世界陆地动物地理分区中的归属。 

5.6.2 重要经济种类组成分析 

如工业昆虫、食用昆虫、药用昆虫、饲料昆虫、文化昆虫、环

保昆虫、实验昆虫、授粉昆虫及天敌昆虫等，分析每种资源类型所

包含的种类、数量、利用情况等。 

5.6.3 特殊类型分析 

对调查区内的关键种、外来种、指示种等特殊类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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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昆虫物种资源调查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乡（镇）         村（小地名） 天气：           

经纬度：起点 E                N               终点 E               N                  海拔：       m～        m 

植被生境：                                调查者:              日期：           时间：   时   分 至   时    分 

调查方法：样线（带）法□ 长   m，宽   m；样方法□  大小  m×   m  样（线）方号：        表格编号：          

物种编号 种 类 名 称 俗   名 拉丁学名 数  量 出现地点 受威胁因素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注：（1）出现地点：土壤、地表、灌丛等；（2）受威胁因素：生境破坏、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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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昆虫物种资源访谈调查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乡（镇）         村（小地名） 日期：        

调查人：                        访谈地点：                       访谈时间：                 编号：             

被访谈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民族：        

种 类 名 称 俗    名 拉丁学名 用  途 利用程度 繁殖情况 备  注 

       

       

       

       

       

       

       

       

       

       

       

       

       

       

       

注：（1）数量：相对数量；（2）活动区域：分布范围；（3）用途：食用、药用等；（4）利用程度：大量、少量、偶尔等；（4）繁殖情况：野生

或人工繁殖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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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昆虫资源物种名录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统计人                日期            

纲/目/科          中文名             学  名                  特  性             经济用途            分  布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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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两栖爬行类物种资源调查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两栖爬行类物种资源调查的内容、方法、数据处

理和成果编写等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环保部门组织、协同农业、林业、教育、中医药、

中科院等部门开展的以自然地理或行政区域为调查单元的两栖爬行

类物种资源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范》（2008）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2007）  

3 范畴和术语 

3.1 样地 

是调查前所确定的进行详细调查研究的区域。 

3.2 样线（带）法 

是指调查者按一定路线行走，调查记录路线左右一定范围内出

现的物种，路线宽度可确定也可不确定。 

3.3 全体计数法 

在调查区域内调查记录肉眼看到的物种种类和个体数量。 

3.4 鸣声计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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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录音工具进行定点连续声音监测，通常记录好几个晚上鸣

声，在实验室配合定时器选取录音片断，辨别其种类和数量。 

3.5 卵块或窝巢计数法 

记录野外观察到的卵（或蛋）的堆数，根据产卵（或蛋）的物

种的产卵（或蛋）的量及频次，估算相应种类的种群数量。 

3.6 陷阱法 

利用食物或激素作为引诱，将目标生物引入陷阱，或用木板、

瓷砖、瓦片、塑胶布等安置在适当地点以提供给两栖爬行类当作躲

避或栖息场所，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内翻开检查。 

3.7 访谈调查 

根据事先设计好的调查表，通过对相关单位及科研人员访谈，

填写相关信息。 

4 工具及器材 

GPS 定位仪、数码相机、地形图、地图、毒瓶、头灯或手电筒、

蛇叉、广口瓶、解剖镜、录音设备、绘图笔、记步器、石膏粉及个

人用品等。 

5 两栖爬行类动物资源调查 

5.1 调查对象 

调查区域内所有两栖爬行类物种。 

5.2 调查要求 

（1）调查时间 

两栖爬行类应选择在繁殖季节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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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频次 

在一个样点最好能进行 2 次以上的调查，特别是两栖爬行类的

繁殖季节相对集中，宜以天为频度展开观察，维持至繁殖行为结束。 

（3）样区选择 

样区的选择应该覆盖各种栖息地类型，每种生境确定不同数量

的调查点和线。 

5.3 调查内容 

（1）种类； 

（2）分布；  

（3）种群数量（种群密度、栖息地面积等）；  

（4）栖居生境类型及质量； 

（5）不同生境的指示物种； 

（6）重要经济用途及利用现状； 

（7）重要经济种类的人工养殖； 

（8）受威胁现状及因素； 

（9）保护现状。 

5.4 调查方法 

（1）全部计数法 

将调查样区内所有种类和数量都统计出来。 

（2）样线（带）法 

此方法适于大范围内估计物种种群密度，可以以一定的路线长

度为基础，也可以以一定的调查时间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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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鸣声计数法 

这种定点声音监测法通常会连续记录好几个晚上，所以会配合

定时器做片断选取。 

（4）卵块或窝巢计数法 

对于一些繁殖时间和繁殖地点相对固定的两栖爬行类，宜采用

本方法。 

（5）陷阱法 

根据调查对象的生态习性来选择设施。 

（6）访问调查法 

对于一些特殊种类可采取本方法。 

5.5 标本收集与鉴定 

在调查过程中要主要收集标本及其他相关资料，保留可靠凭证，

以备核查。 

标本鉴定要依据《中国动物志》等权威书籍，同时，请专门的

分类学家帮助完成。 

5.6 调查结果整理与分析 

5.6.1 组成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及野外调查，统计分析该地区两栖爬行类各目、

科、属所属物种数目占总种数的比例及各高级分类阶元的组成。 

5.6.2 区划类型的分析 

对调查区域的两栖爬行类进行地理区划分析，分析该地区物种

所占分区的多样性及每个分区中物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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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物种资源概述 

（1）种类名称：中文名、俗名、拉丁名； 

（2）分布； 

（3）数量、种群密度及栖息面积；  

（4）栖居生境及质量；  

（5）重要经济用途及利用现状；  

（6）受威胁现状及因素；  

（7）保护现状； 

（8）利用与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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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调 查 数 据 处 理 
 

1．样线法数据处理 

Mi=Ni/（2×L×∑Dj/Ni） 

其中，Mi—为动物 i在调查区域内密度； 

      Ni—为动物 i在整个观察样线中所有的记录数； 

      L —为整个样线的长度； 

      Dj—为动物 i第 j 个个体距样线中线的垂直距离。 

2．资源量计算 

以置信度为α，进行密度误差限估计： 

⊿D=t1-α )ND-d1)(-1/N(N 22
i∑  

调查区域内资源量为： 

X=(D±⊿D)×S 

其中，di—为第 i 条样线中种群密度； 

      D —为平均密度； 

      N —为样线总数； 

S —为栖息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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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两栖爬行动物野外调查记录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乡（镇）          村 日期：         时间：        

经纬度：起点 N               E          终点 N          E             海拔：      ～       m 调查人：           

小地形：            植被类型：                   天气状况：当时：          当天：         近期：              

调查方式及标准：                                                                        表格编号：            

动物名称 人为干扰 
编  号 

中名 俗名 
记录方式 性别 数量 海拔 习性及特征 小生境 栖息地 

性质 状况 
备  注 

             

             

             

             

             

             

             

             

             

             

             

             

注：（1）记录方式：成体、幼体、蝌蚪、卵、鸣声等；（2）小生境：林缘、林中空地、林分、灌丛、农地、民宅、河流、溪流、自然湖泊、沼

泽、临时水域、人工湖泊、草丛；（3）栖息地：山坡、地面、水中（石上、石下、水面、水中）、水边（石上、土上、泥中）、树上（草、

低矮树叶、树枝、高树叶）；（4）人为干扰：性质（砍伐、采集、偷猎、放牧）、状况（频繁、一般、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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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两栖爬行类动物访问调查记录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乡（镇）                      村  

访谈时间：                    访谈地点：                    访谈人：                     表格编号：          

被访谈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民族        职业                             

种   名 访  查  种  凭  据 

中  名 俗  名 实  体 皮张 龟壳/壳板 其他 
主要特征 地  点 生  境 年  份 现  状 利用情况 备  注 

             

             

             

             

             

             

             

             

             

             

             

             

             

             

             

注：（1）现状：稀有、偶见、常见、丰富、已知消失、历史记录；（2）利用情况：大量、少量、偶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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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两栖爬行类物种名录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统计人                  日期             

纲/目/科       种类名称          拉丁名             特有性              经济用途               生境分布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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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鸟类物种资源调查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鸟类物种资源调查的内容、方法、数据处理和结

果编写等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环保部门组织、协同农业、林业、教育、中医药、

中科院等部门开展的以自然地理或行政区域为调查单元的鸟类物种

资源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范》（2008）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2007）   

3 范畴和术语 

3.1 样地 

是调查前所确定的进行详细调查研究的区域。 

3.2 样方 

是指在样地内设立的具有一定面积大小和形状的研究地块。 

3.3 样线（带）法 

是指调查者按一定路线行走，调查记录路线左右一定范围内出

现的物种，路线宽度可确定也可不确定。 

3.4 样方法 

指在样地上设立一定数量的样方，对样方中的物种进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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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的方法。 

3.5 样点法 

在一些不便行走的地区，可以在视野开阔的地区选择一个固定

点，观察记录周围的鸟类种类和数量等。 

3.6 访谈调查法 

根据事先设计好的调查表，通过对相关人员访谈，填写相关信息。 

4 工具及器材 

GPS 定位仪、望远镜、数码相机、地形图、地图、头灯或手电筒、

鸟网、绘图笔、记步器、石膏粉及个人用品等。 

5 鸟类物种资源调查 

5.1 调查对象 

调查区域内所有鸟类物种。 

5.2 调查要求 

（1）调查时间 

鸟类调查要选择在合适的或不同季节进行调查，在我国越冬的

候鸟在冬季调查，在我国繁殖的候鸟在夏季调查，其他鸟类和兽类

应在全年的不同季节调查。 

（2）调查频次 

在一个样点最好能进行 2次以上的调查。 

（3）样区选择 

样区的选择应该覆盖各种栖息地类型，每种生境确定不同数量

的调查线路或调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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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抽样强度 

通常要求实际调查面积不应少于调查对象栖息面积的 10%。 

5.3 调查内容 

（1）种类； 

（2）分布；  

（3）种群数量（种群密度、栖息地面积等）；  

（4）栖居生境及质量； 

（5）不同生境的指示物种； 

（6）重要经济用途及利用现状； 

（7）重要经济种类的人工养殖； 

（8）受威胁现状及因素； 

（9）保护现状。 

5.4 调查方法 

（1）样线（带）调查法 

每条样线要进行 2 次以上调查取样，每种栖息地或生境类型一

般需要 1000m 或更长的样线。 

（2）样点调查法 

在一些不便于行走的调查区，如崎岖山地、湖泊、水库、沼泽、

海岸、湿地等，宜采用本方法。 

（3）网捕调查法 

对于一些在森林地表茂密灌丛中活动的鸟类，如丽鸫科的所有种

类，鸫科的地鸫类，莺科的地莺类，画眉科的鹪鹛等, 宜采用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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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访问调查法 

对于鸟类被利用现状调查宜采用本方法。 

5.5 标本收集与鉴定 

在调查过程中，要注意收集标本及其他相关资料作为可靠凭证，

以备核查。 

标本鉴定要请专门的分类学家帮助完成。 

5.6 调查结果整理与分析 

5.6.1 区系分析 

依据资料及实地调查结果，统计分析调查地区内鸟类的种类组

成及所属目、科、属的多样性。分析调查区域的鸟类区系组成，计

算出东洋区、古北区和广布鸟种数各自所占繁殖鸟总种数的百分比。 

5.6.2 居留类型分析 

统计分析所记录到的鸟类分别属于哪种居留类型，如留鸟、夏

候鸟、冬候鸟、旅鸟、还是迷鸟。 

5.6.3 不同生境的代表种类分析 

分析调查区域不同生境类型的代表性鸟类，如游禽、涉禽、陆

禽、猛禽、攀禽、鸣禽。 

5.6.4 物种资源概述 

（1）种类名称：中文名、俗名、拉丁名； 

（2）分布； 

（3）数量、种群密度及栖息面积；  

（4）栖居生境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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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要经济用途及利用现状；  

（6）受威胁现状及因素；  

（7）保护现状； 

（8）利用与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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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调 查 数 据 处 理 
 

1．样线法数据处理 

Mi=Ni/（2×L×∑Dj/Ni） 

其中，Mi—为动物 i在调查区域内密度； 

      Ni—为动物 i在整个观察样线中所有的记录数； 

      L —为整个样线的长度； 

      Dj—为动物 i第 j 个个体距样线中线的垂直距离。 

2．样带法数据处理 

D=∑Ni/∑2LiWi 

其中，D —为种群密度; 

      Ni—为第 i 条样带上发现的个体数； 

      Li—为第 i 条样带的长度; 

      Wi—为第 i 条样带的单侧宽度。 

3．样点法数据处理 

W=∑Ni/∑πRi
2
 

其中，W —为种群密度; 

      Ni—为第 i 个样点个体数； 

      Ri—为第 i 个样点的观察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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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样方法数据处理 

a.种群密度计算： 

di=n/s 

其中：n—为样方内记录的个体数； 

s—为样方面积。 

b.平均密度为： 

D=∑di/N 

其中：di—为第 i 样方的密度，i=1，2，3……N,N 为样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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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样线（带）法鸟类调查记录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乡（镇）               村 （小地点） 

经纬度：起点 N       E         终点 N         E          海拔幅度：     m-     m 天气：      能见度：        

区域生境：                 样带长：    m，宽：   m  记录时间：    时    分 至     时     分 日期：         

地点：                           调查人：                                                 表格编号：         

时  间 种 类 名 称 拉丁学名 数量 观察距离 栖息物类型 栖息物高度 栖息高度 栖息生境 备  注 

          

          

          

          

          

          

          

          

          

          

          

          

          

          

注：（1）时间栏记录观察到该种鸟的时分，如“7：25”；（2）观察距离：每次鸟群中心个体到观察样线中心线的垂直距离；（3）栖息物类型：

树桩、岩石等；（4）栖息生境：树冠、地面灌丛等。 



 —  106  —

附表 2  样点法鸟类调查记录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乡（镇）         村  地点：             

生境类型：                                               海拔：      m 天气：              视野距离：          m 

调查人：                        日期：            起止时间：    时    分至    时    分    表格编号：         

时  间 种 类 名 称 拉丁学名 数  量 观察距离 活 动 生 境 活 动 高 度 备  注 

        

        

        

        

        

        

        

        

        

        

        

        

        

        

        

注：（1）时间栏记录观察到该种鸟的时分，如“7：25”；（2）数量为每次观察到并在一起活动的个体数量，如能辨别雌雄成幼，记录时尽可能

详细；（3）观察距离为每次鸟群中心个体到观察样线中心线的垂直距离；（4）活动生境栏记录该群鸟停息的活动位置，例如“树冠”、“地

面灌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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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鸟类访问调查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乡（镇）           村 日期：              

调查人：                 访谈地点：                        访谈时间：                      表格编号：           

被访谈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民族：        

种类名称 俗  名 拉丁学名 用  途 利用现状 人工繁殖情况 保护现状 流 失 现 状 备  注 

         

         

         

         

         

         

         

         

         

         

         

         

         

         

         

注：（1）用途：食用、观赏等；（2）利用现状：大量、少量、偶尔等；（3）人工繁殖情况：现状与规模；（4）保护现状：采取的保护措施；（5）

流失现状：包括流失途径、流向国家及用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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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鸟类资源物种名录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统计人：                日期：           

目/科            种  名           拉丁名              用  途            居留类型              分  布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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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兽类物种资源调查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兽类物种资源调查的内容、方法、数据处理和结

果编写等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环保部门组织、协同农业、林业、教育、中医药、

中科院等部门开展的以自然地理或行政区域为调查单元的兽类物种

资源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范》（2008）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2007）  

3 范畴和术语 

3.1 样地 

是调查前所确定的进行详细调查研究的区域。 

3.2 样方 

是指在样地内设立的具有一定面积大小和形状的研究地块。 

3.3 样线（带）法 

是指调查者按一定路线行走，调查记录路线左右一定范围内出

现的物种，路线宽度可确定也可不确定。 

3.4 样方法 

指在样地上设立一定数量的样方，对样方中的物种进行全面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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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的方法。 

3.5 样点法 

是一种特殊的样线法(调查者行走速度为零的样线法)。即在兽

类经常出没的地方选择一固定点，进行观察记录。 

3.6 铗日法 

对于小型兽类常用此法，在选定样地中或单位面积内放置 100

个鼠铗过一夜（或一昼夜）后进行整理统计，布铗形式应该一致（通

常铗距 5 米、行距 50 米，50 铗为一行，长方形或正方形棋盘状布铗）； 

3.7 标记-重捕法 

标记-回捕法又称标记-重捕法，是在确定的样地内安置鼠笼捕

捉活鼠标记后释放，待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捕捉，然后按回捕到“标

记鼠”的百分比来推算样地内实有鼠数。标记-回捕法可以按照一段

时间间隔多次进行。 

3.8 踪迹判断法 

根据兽类活动时留下的踪迹---足印、粪便、体毛、爪印、食痕、

睡窝、洞穴等来判定留下的踪迹物种、个体大小、家域面积大小、

数量、昼行或夜行、季节性迁移和生境偏好等。  

3.9 洞口统计法 

在选定的样地中，识别、清查鼠类的有效洞口，再通过安置鼠

铗或挖掘鼠洞内全部鼠类来确定系数，来换算样地单位面积的鼠类

数目。 

3.10 直观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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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猿猴、松鼠、旱獭等少量昼行类群，按一定的路线或方向

无声缓慢行进，直接观察记录视线范围内的各兽类及其活动情况。 

3.11 鸣叫调查法 

此法主要是针对长臂猿的种群调查，每天早晨记录长臂猿的晨

鸣时间、位点等，连续监听一周以上记录，据此来推算种群及个体

数量。 

4 工具与器材 

GPS 定位仪、望远镜、数码相机、地形图、地图、鼠夹、头灯或手

电筒、诱捕笼、录音设备、绘图笔、记步器、石膏粉及个人用品等。 

5 兽类物种资源调查 

5.1 调查对象 

调查区域内所有兽类物种。 

5.2 调查要求 

（1）调查时间 

兽类调查要选择在全年不同的季节进行调查。 

（2）调查频次 

在一个样点最好能进行 2次以上的调查。 

（3）样区选择 

样区的选择应该覆盖各种栖息地类型，每种生境确定不同数量

的调查点和线。 

5.3 调查内容 

（1）种类； 



 —  112  — 

（2）分布；  

（3）种群数量:种群密度、栖息地面积等；  

（4）兽类种群结构； 

（5）栖居生境类型及质量；  

（6）不同生境的指示物种； 

（7）重要经济用途及利用现状； 

（8）重要经济种类的人工养殖； 

（9）受威胁现状及因素； 

（10）保护现状。 

5.4 调查方法 

（1）样线调查法 

按一定的路线，沿途通过驱赶等方法，沿途观察动物活动或存

留足迹、粪便、爪印等，准确记录出现的动物种类和数量。 

（2）样点调查法 

根据当地村民提供的兽类可能出没的盐碱塘、野生动物的经常

饮水处、有规律性的必经通道等场所进行定点定时观察兽类动物的

实体和相关踪迹，特别要区分动物的不同个体和踪迹的新旧。 

（3）踪迹判断法 

很难直接观察到野生兽类动物实体或不能采集标本时，根据兽

类活动时留下的踪迹--足印、粪便、体毛、爪印、食痕、睡窝、洞

穴等来判定所属物种、个体相对大小、雌雄性别、家域面积大小、

大致数量、昼行或夜行、季节性迁移和生境偏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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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铗捕调查法 

a.夹日法 

对于小型兽类常用此法，在选定的样地中放置 100 个鼠铗，过

一夜后进行整理统计，布铗形式应该一致（通常铗距 5 米、行距 50

米，50 铗为一行，长方形或正方形）； 

b.标记-回捕法 

捕捉到活鼠，标记后释放，待过 4-5 天再进行重复捕捉，再按

回捕到“标记鼠”的百分比来推算样地实有鼠数。 

（5）洞口统计法 

在选定的样地中，识别、清查鼠类的有效洞口，再通过安置鼠铗或

挖掘鼠洞内全部鼠类来确定系数，来换算样地单位面积的鼠类数目。 

（6）直观调查法 

对于猿猴、松鼠、旱獭等少量昼行类群，按一定的路线或方向

无声缓慢行进，直接观察记录视线范围内的各种动物及其活动情况。 

（7）鸣叫调查法 

此法用于长臂猿的种群调查，每天早晨记录长臂猿的晨鸣时间、

位点等，连续监听一周以上记录，据此来推算种群及个体数量。 

（8）访问调查法 

通过与当地熟悉情况的猎手、放牧者等进行交谈，了解本地区

的野生兽类物种和数量等信息。 

5.5 标本收集与鉴定 

在调查过程中，注意收集兽类实体标本及其他资料留作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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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备核查。 

标本鉴定要依据《中国动物志》等权威书籍，同时，请专门的

分类学家帮助完成。 

5.6 调查结果整理与分析 

5.6.1 物种组成分析 

通过资料查阅及实地调查，分析调查地区兽类的资源状况，分

析各分类阶元的比例组成。 

5.6.2 动物地理区划分析 

分析统计区系成份组成，如东洋种、古北种、广布种等，并注

明土著种、外来种、特有种、优势种等。 

5.6.3 栖息地评价 

分析评价兽类所在区域的栖息地的总体气候类型、时空连续性

和完整性以及兽类赖以生存的植被生境类型、时空结构水平。 

5.6.4 物种资源概述 

（1）种类名称（中文名、俗名、拉丁名）； 

（2）分布； 

（3）数量、种群密度及栖息面积；  

（4）栖居生境及质量；  

（5）重要经济用途及利用现状；  

（6）受威胁因素；  

（7）保护现状； 

（8）利用与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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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调 查 数 据 处 理 
 

1.样线法数据处理 

Mi=Ni/（2×L×∑Dj/Ni） 

其中，Mi—动物 i 在调查区域内密度； 

      Ni—动物 i 在整个观察样线中所有的记录数； 

      L —整个样线的长度； 

      Dj—动物 i 第 j个个体距样线中线的垂直距离。 

2.样带法数据处理 

D=∑Ni/∑2LiWi 

其中，D —种群密度; 

      Ni—第 i条样带上发现的个体数； 

      Li—第 i条样带的长度 ; 

      Wi—第 i条样带的单侧宽度。 

3.样点法数据处理 

W=∑Ni/∑πRi
2
 

其中，W —种群密度; 

      Ni—第 i个样点个体数； 

      Ri—第 i个样点的观察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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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样方法数据处理 

a.种群密度计算：di=n/s 

其中：n—样方内记录的个体数； 

s—样方面积。 

b.平均密度为：D=∑di/N 

其中：di—第 i样方的密度，i=1，2，3……N； 

N —样方总数。 

5．标记-回捕法数据处理 

X=M1(N+M2)/M2 

其中，X —样地内鼠类种群大小估计数； 

      M1—首次捕捉的标记释放鼠类； 

      M2—第二次回捕到的标记鼠数； 

      N —第二次回捕到未标记鼠数。 

6．洞口统计法数据处理 

洞口系数=样地内总鼠数/样地内洞口数 

单位面积鼠只数=单位面积洞口数/洞口系数 

7．灵长类直接计数法数据处理 

首先根据野外调查记录，求出该物种每群的平均个体数： 

X=1/m×∑Xi  i=1, 2, 3,……m 

其中，m —抽样调查群数； 

Xi—第 i群的数量。 

以α的可靠性进行估计，在 t 分布表中查取 tα值，再求取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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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个体的误差限： 

⊿D=t1-α )mX-X1)(-1/m(m 22
i∑  

调查精度为：P=1-⊿（X）/X 

最后得出该物种的在调查区域内资源量为： 

N=M×[X±⊿（X）] 

其中，M—该物种的总群数。 

8．大型兽类粪便调查法数据处理 

W=X∑Mi R /∑Si Y= X∑DR/Y 

其中，X —分布面积； 

Mi—第 i号样带内的粪堆数； 

Si—第 i号样带面积； 

D —粪堆密度； 

      R —粪堆消失率(粪堆消失数/天数)； 

      Y —粪堆新增率(排粪堆数/天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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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兽类动物样线（带）调查记录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乡（镇）                村（小地名） 

地点：           经纬度：起点：E             N           终点：E            N            海拔幅度：     m -     m 

植被类型：                                       坡向：        坡度：        坡位：       日期：            

起止时间：     时    分  至     时    分  天气：        样线长：        m 调查者：         表格编号：        

实   体 间  接  证  据 
兽种名 拉丁学名 

性别 成幼 数量 证据类型 数量 描述与测量 
小生境 海拔（m） 坐标位置 遇见率 备  注 

             

             

             

             

             

             

             

             

             

             

             

             

             

             

注：（1）性别：雌、雄；（2）证据类型：足印、粪便、食痕、擦痕、爪印、毛发、鸣声；（3）遇见率：稀有、偶见、常见、丰富、已知消失、

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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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野外兽类足迹记录式样 

网格编号：        调查者姓名：             物种名：                      地点/位置：                            

地表状态：                栖息地景观：                            海拔高度：         m        日期：            

检查要点：左/右，前/后，足印/足链，步态，尺寸，其他提示：                                                       

足印和足链标尺测量及标注（测量单位：      ） 

绘制草图：                                                     文字描述： 

 

 

 

 

 

足印基本测量统计表（测量单位：           ） 

编  号 左/右 前足长/宽 后足长/宽 步距 跨距 群距 群  间  距 爪印长 跖垫长 蹄  间  距 角  度 

            

            

            

            

            

            

平  均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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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兽类动物踪迹观察结果记录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乡（镇）              村   

地点：                                                        调查人：                     编号：          

日  期 种  名 踪  迹 地表状态 踪迹方位 踪迹方向 海拔（m） 坡  向 坡  度 踪迹景观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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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兽类物种问卷调查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市）         乡（镇）               村（小地名） 

访问地点：                      访问时间：              访查人姓名：                          编号：           

被访人情况： 

编  号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文 化 程 度 职  业 备  注 

        

        

        

        

        

        

 

被访内容： 

物  种  名 访  查  物  种  凭  据 
编  号 

中 名 俗  名 民族名 实体 皮毛 头骨 角 足 其他 
主要特征 遇  见  率 分布年 分布生境 

              

              

              

              

              

              

注：被访人应与被访内容对应。 



 —  122  —

附表 5 兽类物种名录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统计人：                 日期：           

目/科           种  名            拉丁名              用  途                分布型                分   布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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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畜禽动物资源调查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畜禽动物资源调查的内容、方法、数据处理和结

果编写等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环保部门组织、协同农业、林业、教育、中医药、

中科院等部门开展的以自然地理或行政区域为调查单元的畜禽动物

资源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技术手册》（2006） 

3 范畴和术语 

3.1 畜禽资源 

指家养动物的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和引进品种。 

3.2 统计调查法 

将所设计的表格，发放到相关单位，由相关负责人填写，或深

入产地实地（区）调查了解物种资源现状。 

3.3 现场调查 

深入养殖场、农户等地，对畜禽遗传资源进行实地调查，并进

行相关指标测量。 

3.4 访谈（问）法  

通过对农户、当地科技人员、相关专家等知情人访问或座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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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填写设计好地访谈表来掌握物种的相关信息。 

4 工具与器材 

GPS 定位仪、数码相机、地形图、地图、测量工具、记录表格及

个人用品等。 

5 畜禽动物资源调查 

5.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包括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中国畜

禽遗传资源名录》中品种；2002 年以后经过国家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经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如农业部）批

准的引进品种；新发现但尚未鉴定、认定的地方品种或遗传资源。 

5.2 调查要求 

（1）抽样要求 

抽样时先随机选择一个调查点，再按照半距起点，对称等距抽

样即梅花型抽取，确保调查点有代表性。 

（2）样本量的确定 

根据抽样调查的经验和畜牧业调查的总体要求，对乡镇按照 30

个以下村民小组的乡镇抽取 2 个样本；在 30 个-80 个村民小组的乡

镇抽取 3 个样本；在 80 个以上村民小组的乡镇抽取 4 个样本。 

（3）实地测量 

指标测量一般按大家畜公畜 5 个，母畜 30 个；小家畜公畜 30

个，母畜 40 个进行测量。 

5.3 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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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中的各项指标要严格按照《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技术手

册》和《畜禽培育及引入品种、配套系调查提纲》中规定标准进行。 

（1）一般情况：品种名称、经济类型、中心产区及分布、原产

区自然条件等； 

（2）品种来源及发展：品种来源、群体数量、规模及近来（10

年-20 年）的消长动态、濒危程度等； 

（3）体型外貌描述：包括被毛、肤色、蹄色、被毛形态、整体

结构及分布、头部特征、前中后躯特征、喙及冠型等； 

（4）体尺体重体高：体高、体长、胸围、管围、胸宽、龙骨长、

体重等； 

（5）生产性能：包括产肉性能、泌乳性能和品质、产蛋性能、

生长发育及饲料利用性能等； 

（6）繁殖性能：包括性成熟、初配年龄、发情季节及周期、产

仔数等； 

（7）饲养管理：包括饲养方式、舍饲补饲情况、是否温顺易管

理等； 

（8）有关品种的附加信息：包括生化和分子遗传测定情况，保

种区（场）建设和利用情况，品种登记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等； 

（9）对品种的评估：包括该品种的主要遗传特点和优缺点，可

供研究和开发利用的主要方向等。 

5.4 调查方法 

（1）面上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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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设计的表格，发放到相关畜牧兽医站（处），由相关负责人

填写名称、数量等相关内容。 

（2）现场调查 

根据了解的大概数量和分布，采取中心产区和分布区不同密度

抽样的典型调查方法，深入品种的原产地、主产区以及保种场等，

实地调查了解品种的名称、数量、当地有无品种杂交，杂交的范围

和时限等。 

5.5 标本收集与鉴定 

在调查工作中，要注意收集图片及影像等相关资料作为凭证，

以备核查。 

5.6 调查结果整理与分析 

5.6.1 总体分析 

（1）多样性分析； 

（2）优势特色。 

5.6.2 种类及品种概述 

（1）畜禽种类、数量、中心产区； 

（2）品种来源、发展简史； 

（3）利用现状； 

（4）受威胁情况； 

（5）近 10 年-20 年的消长动态； 

（6）国际引种交换情况； 

（7）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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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畜禽品种资源调查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乡（镇）         村（小地点）调查日期：     编号：      

调查地点：              规模：            联系人：              联系方式 ：               调查人：              

产区自然条件：地貌               海拔          m  气候类型              气温       ～      ℃  平均         ℃ 

              年降雨量               无霜期                     水源水质                                        

物种名称：                    学名：                          科：                    属：                      

保种群数量 种群年龄结构 
品种名称 来  源 用  途 总  数 

公 母 
品系数

岁 岁 ＞岁 

年增

数量
受威胁因素 备注 

             

             

             

             

             

             

             

             

             

             

             

             

             

             

注：（1）调查地点：保育场（区）、农户等；（2）来源：固有、引进驯化及近代育成；（3）用途：肉用型、蛋用型、兼用型、药用型、观赏型等；

(4) 气候类型：区域气候因子的综合特征，如：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等；（5）受威胁因素：引入品种排挤等。 



             —  128  —

表 2 畜禽遗传资源调查统计表 

网格编号：                   省         市（州）        县   统计人            日期          表格编号：       

中心产区或主要分布区及数量 纯  种  保  存  现  状 繁  殖  现  状 
品种名称

中心产区或分布区 数  量 种畜禽场数量 保纯种数量 扩繁场数量 年增种畜禽数量

近10年-20年

消长情况 
混杂情况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