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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Ｂ、附录Ｄ和附录Ｅ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和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严旬、刘国强、温战强、任毅、唐小平、刘德望、张陕宁、金学林、张晓峰、贺海霞、

叶新平、戴波、欧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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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熊猫（犃犻犾狌狉狅狆狅犱犪犿犲犾犪狀狅犾犲狌犮犪）是我国特有珍稀孑遗动物，有“国宝”和“活化石”之称。它是我

国自然保护的旗帜和象征，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在国家林业局的高度重视以

及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等国际组织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我国的大熊猫监测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参与人数越来越多，技术水平日益提高，对管理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但是，由于大

熊猫分布区的自然、社会、经济以及管理等情况复杂多样，人们对监测的理解深浅不一，监测人员的业务

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监测指标不一致、监测方法不统一、监测数据可比性和共享水

平较低等问题。为了规范我国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工作，促进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经深入调查研

究，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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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的内容、范围、指标、方法、频次和时间以及监测成果等技术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工作，也适用于非林业主管

部门开展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工作。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大熊猫栖息地　犵犻犪狀狋狆犪狀犱犪（犃犻犾狌狉狅狆狅犱犪犿犲犾犪狀狅犾犲狌犮犪）犺犪犫犻狋犪狋

大熊猫个体或种群为满足生存和繁衍的需要而占据的休息、采食、繁殖、隐蔽、迁移等具体场所。

２．２

大熊猫潜在栖息地　犵犻犪狀狋狆犪狀犱犪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犺犪犫犻狋犪狋

与大熊猫栖息地相连、有适于或比较适于大熊猫生存繁衍的生境条件、目前没有大熊猫分布，但在

消除相关阻限因素后，大熊猫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扩散过来的地域。“不久”的时间跨度为１０年～

１５年。

２．３

大熊猫主食竹　犫犪犿犫狅狅犪狊狋犺犲犿犪犻狀犳狅狅犱狅犳犵犻犪狀狋狆犪狀犱犪

大熊猫在其栖息地中主要取食的竹子种类。

２．４

圈养大熊猫　犵犻犪狀狋狆犪狀犱犪犻狀犮犪狆狋犻狏犻狋狔

人工饲养条件下的大熊猫，不管其来自野外还是人工繁殖。

２．５

同域分布主要野生动物　犿犪犻狀狊狔犿狆犪狋狉犻犮狑犻犾犱犪狀犻犿犪犾狊狅犳犵犻犪狀狋狆犪狀犱犪

与大熊猫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主要野生动物物种，包括大熊猫的天敌、竞食动物以及其他大、中型兽

类和鸟类（参见附录Ａ）。

２．６

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狅犳犵犻犪狀狋狆犪狀犱犪犪狀犱犻狋狊犺犪犫犻狋犪狋

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和地点，采用相同的方法和衡量指标，对大熊猫种群、栖息地、主食竹、干扰以

及保护管理状况等内容进行重复观测和评价的过程。其目的是及时掌握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动态变

化，为有关保护管理部门制定保护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３　一般要求

３．１　监测内容

———大熊猫野外种群状况；

———大熊猫同域分布主要野生动物野外种群状况；

———大熊猫栖息地植被和竹子状况；

———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受干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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