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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起草《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评估认定暂行 

技术规定》和提出《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 

（第一批）》的情况说明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为落实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

息地名录制度，规范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评估认定的标准和程

序，我局组织起草了《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评估认定技术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提出了《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名录（第一批）》。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必要性和依据 

野生动物栖息地是野生动物种群生存繁衍所必须的自然区

域。为加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采取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各类自然公园、重要湿地等方式，将大量野生动物栖息地纳入保

护范围，总体上有效维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安全，并促进其生

境不断优化，在拯救濒危野生动物、维护野生动物种群发展方面

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我国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生物学习性各异，

还有不少野生动物栖息地没有得到纳入保护范围，导致其范围不

断被侵占、蚕食、分割，其生境逐步劣化、退化或破坏，危及野

生动物种群安全；有的纳入保护范围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并没有

根据其分布的野生动物种类习性进行生境管理或改善，不利于野

生动物种群的繁衍扩大。特别是由于野生动物栖息地没有具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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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效力的边界，执法过程中对许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行为难

以实施有效约束，各种冲突时有发生，不利于统筹兼顾、妥善处

理野生动物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最终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 

为改变上述现状，2017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导，遵循野生动物保护科学规律，明确要求建立野生动物

重要栖息地名录制度，并对加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保护作出了

相应的规定。 

为贯彻落实《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科学确定野生

动物重要栖息地，科学划定其范围、边界，有效实施保护管理措

施，首先就必须明确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标准及划定范围、边

界的方法，规范认定程序及命名，建立信息档案，才能为强化保

护、评估保护成效奠定基础。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专门技术规定，

对制定名录和建立健全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档案进行科学规范，

为有效强化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对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起草过程 

2017 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发布后，我局就着手研究

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认定和发布工作，设立专门研究项目，

委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自然

保护地研究所）研究评估认定标准和方法，组织专家收集了二十

多年来我国各项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所掌握的信息、数据，分类梳

理了我国野生动物自然分布的特点、种群活动规律和生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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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针对我国野生动物种类多、分布范围广、濒危程度差异大、

保护管理要求不一致等实际情况，提出了分类设定标准、科学划

定范围等思路，起草了技术规定草案，向有关部门、省级林业和

草原主管部门、相关科研院所征求了初步意见。经汇总各方意见

和建议，并 3 次组织专家审议、修改、完善，整理形成了本技术

规定的征求意见稿。 

按照拟定的技术规定，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

自然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地研究所）组织专家依据现掌握的调

查资料，经逐一分析评估，筛选提出了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

栖息地名录。对其他因资料、数据、信息缺乏或不足，现阶段难

以评估是否符合重要栖息地标准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分布区域，

建议作为研究认定第二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对象予以

考虑。 

三、技术规定主要内容 

本技术规定主要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认定标准、评

估程序、档案信息、范围划定、命名规则等作出技术性规范。 

（一）分类设立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认定标准 

我国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种群状况不一。有的种类处于极度

濒危或濒危状态；有的种类尚未面临生存威胁，但其种群对维护

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同样需要加以保护；有的种

类具有集群、迁飞等习性，其集群区域、迁飞通道遭受破坏，对

其种群影响巨大；还有的种类受社会广泛关注，对其栖息地加强

保护，对提升公众保护意识、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具有十分积极的

意义。针对上述不同情况，本技术规定根据陆生野生动物物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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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丰富度、种群数量、功能重要性、区位重要性、特殊代表

性等因素，将重要栖息地分为六类，从有利于濒危野生动物种群

繁衍扩大，确保集群、迁飞种群安全，扩大社会正面影响的角度，

分别设立了相应的科学标准，对符合其中标准之一的，均列入陆

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二）建立广泛收集意见、统一评估论证程序 

本技术规定根据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精神，确立

了国家林草局组织专家依据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资料提出重

要栖息地的主渠道，进一步完善“从上而下”推动保护的长效机

制，确保资源调查成果快速、高效应用到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

地保护工作之中。考虑到我国野生动物分布范围广、现有能力难

以及时全面覆盖等实际情况，本技术规定对任何个人或单位发现

符合标准的区域，均可向我局书面提出列入名录的建议，但该区

域是否确实达到规定的标准，须经统一的评估论证和征求有关部

门意见确认，确保名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三）明确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档案信息 

为有效服务于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技术规定要求陆

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必须具备以下信息：一是统一命名；二是

地理位置及其范围和四至边界，并附具地图；三是生存繁衍的珍

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种类和其他主要种类；四是地形地貌及植被

类型。上述基本信息，将作为建立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档案

的基础，为研究保护措施、明确保护任务目标、建立保护成效评

估机制提供依据。 

（四）科学划定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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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范围，既要考虑其中的陆生野

生动物种群生存繁衍的需要，还要考虑当地社会发展和保护管理

实际情况。对此，本技术规定确定以下基本原则确保科学划定重

要栖息地的范围及边界：一是满足保护基本需求原则，要求重要

栖息地范围应当满足保护对象以种群为单位持续生存繁衍的需

要；二是有利于种群繁衍扩大原则，要求划定区域尽可能维护隔

离种群的连通性、种群发展的预期性，将建立生态廊道实现地理

连通的不同区域合并为一处重要栖息地，将适宜种群生存繁衍的

潜在区域尽可能划入重要栖息地范围，对涉及现有自然保护地为

独立连续地理区域的，可采用该保护地整体为范围；三是边界范

围显著性原则，要求重要栖息地的边界以明显地形地貌特征、天

然植被显著变化、既有道路或基础设施（如山脊、河流、森林农

田分界线、公路）等作为划界依据，特殊情形下可采取标桩方式

划界，确保边界清晰可查；四是兼顾性原则，遵照我国社会管理、

社会发展等实际情况，要求原则上重要栖息地不跨省级行政区

域，并不得将农田、村庄等非自然区域划入重要栖息地范围。按

照上述原则，本技术规定明确了划定重要栖息地范围和边界的六

项要求，确保划界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五）统一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命名规则 

本技术规定要求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称应包括六方

面信息：一是所属省级行政区域名称；二是所属县级行政区域名

称，如果该重要栖息地跨越两个或以上县级行政区域，则采用上

一级行政区域名称，直至仅采用省级行政区域名称；三是所在地

的地理名称；四是该区域最重要或主要的陆生野生动物种类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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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称；五是依据陆生野生动物在该区域的活动规律，对其长期

或定期居留的区域命名为重要栖息地；对其短暂通行的区域命名

为迁徙通道或迁飞通道。按照上述规则，确保命名科学、规范、

简洁，并可直观提供有关该重要栖息地的简要信息。例如：黑龙

江宁安东京城东北虎豹重要栖息地，云南巍山鸟道雄关候鸟迁飞

通道。 

四、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基本情况说明 

根据专家初步评估意见，第一批提出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

地 870 处，遍布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香港、

澳门、台湾）。 

上述全部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中，命名为重要栖息地的

849 处，为鸟类迁飞通道的 21 处，共覆盖国家一级、二级重点

保护兽类 127 种、鸟类 339 种、爬行类、两栖类 62 种、昆虫 37

种，合计 565 种，占我国受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种类的 82.36%。 

上述全部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中，现有 800 处重要栖息

地和 8 处鸟类迁飞通道已包括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

园、重要湿地等范围；49 处重要栖息地和 13 处鸟类迁飞通道分

布于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以外，需采取相适应方式加强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