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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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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巡护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陕西省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巡护的目的、任务、分类、巡护区划分、路线

设定、人员职责内容、巡护计划、工作记录以及数据库和档案管理等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陕西省范围内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巡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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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4529 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

LY/T1685 自然保护区名词术语

GB/T31759 自然保护区名词术语

LY/T1726 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评价技术规范

LY/T1813 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LY/T1814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LY/T1685-2007、LY/T1813-2009、LY/T1814-20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巡护 Patrolling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地沿着一定的路线，按要求对自然资源、

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主要保护对象、干扰活动等进行观察和记录，及时将所发现的情况上

报，并依法采取相关措施的过程。

3.2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对有代表性或有重要保护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

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内陆湿地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范

围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引自GB/T31759-2015 自然保护区名词术语。

3.3 巡护区 Patrol area

根据保护区自然地形地貌、野生动植物资源、重点保护对象分布等，科学划分的固定或

临时的，需进行巡护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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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巡护路线 Patrol route

以巡护区为基本单元，根据巡护区的特点、巡护距离、巡护路况、重点区域等因素，有

着固定长度、方向和距离，以线性方式布设出的一系列需进行巡护的路线。

4 巡护的目的、任务和原则

4.1 目的

通过全面、系统、科学的巡护，及时掌握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因子的变化情况，

有效制止各类破坏自然资源的违法行为，确保保护区内保护对象、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等

因素的安全，并为保护区管理提供决策信息。

4.2 任务

4.2.1 发现自然保护区异常情况（如森林火灾、植物病虫害、疫源疫病、自然灾害、野生

动物肇事等）和隐患（如火灾隐患、植物病虫害隐患等），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并上报上级

主管部门。

4.2.2 发现自然保护区人为干扰情况，及时制止违法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

4.2.3 检查和维护自然保护区的设施、设备。

4.2.4 了解社区情况，对进入自然保护区的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

4.2.5 填写巡护表（或在智慧巡护系统输入巡护信息），记录巡护监测的基本信息、动植

物信息、干扰信息等。

4.2.6 发现和记录其它特殊、异常和变化情况。

4.3 原则

4.3.1 安全性原则

巡护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巡护人员人身安全、巡护资料安全和自然资源安全。

4.3.2 科学性原则

巡护区域的划分、巡护路线的设置、巡护计划的制定以及巡护人员的安排，都要做到科

学合理，满足巡护目的的需要。

4.3.3 时效性原则

按照巡护计划，在规定的时间段完成巡护工作，做好相关巡护记录，并及时整理归档巡

护资料。

5 巡护类型和时间安排

5.1 类型

5.1.1 日常巡护

根据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管理计划和巡护计划，由巡护人员定期地沿巡护路线进行的

巡护。

5.1.2 专项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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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护区针对重点任务、临时任务、突发事件等情况，所开展的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

和不定期、不定线的巡护工作。如防火巡护、旅游活动巡护、综合执法（稽查）巡护、重点

物种巡护等专项巡护。

5.2 巡护时段确定

5.2.1 日常巡护的时间应固定，每条路线按巡护计划开展定期巡护。对外部干扰较强的时

期或重点保护对象受较影响的特殊时期，应扩大巡护区域，加大日常巡护频次。

5.2.2 专项巡护的安排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般在旅游旺季、防火期、物种繁殖季节、

候鸟迁徙季和偷猎、采集高发期以及其他突发事件发生的时段应加大专项巡护频次。

6 巡护基本要求

6.1 巡护人员基本能力要求

6.1.1 法规政策

巡护人员应熟悉国家、省市制定的有关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

6.1.2 专业知识

巡护人员应掌握以下专业知识：

a)巡护安全常识；

b)物种识别，包括当地分布的常见物种、重点保护物种、地方特有物种和优势物种；

c）病虫害识别；

d）野外生存技能，包括用影子端点轨迹定向、用影子端点轨迹定向定时、遇到危险动

物时的应急方法、防寒、标记、野外应急技术（伤寒、蛇咬伤、野生植物采食等）。

6.1.3 工具使用

巡护人员在野外应熟练使用地形图、遥感影像图，能够识别地形、地物并标注位置。

巡护人员应熟练掌握简易罗盘、照相机、摄像机、GPS、PDA、望远镜、执法记录仪、无

人机、智慧巡护系统设备、野外救护药械等工具的使用方法。

6.2 巡护工具和用品

6.2.1 巡护手册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编制巡护手册，主要内容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巡护安全规

定、常见动植物和病虫害图鉴、野外生存常识、仪器设备使用说明和主要技术参数等，以满

足巡护工作的需要。

6.2.2 地图资料

准备巡护需要的地形图和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图，自然保护区的调查资料和监测成果等。

6.2.3 交通工具

结合保护区实际，选择汽车、摩托车、船艇、自行车、马匹等适宜的巡护交通工具。

6.2.4 工作仪器

结合保护区实际，选择电话、对讲机、卫星电话、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执法记录

仪、无人机、罗盘、手持GPS、PDA、望远镜、测量仪器、智慧巡护系统设备等工作用品。

6.2.5 救护用品

结合保护区实际，选择野外救护常用药品、野外急救包、绳索、安防器具、多功能刀具

等救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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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生活用品

结合保护区实际，准备野外巡护工装、背包、食物、火柴、雨具等，需要野外露营时应

配备帐蓬、防潮垫、野外睡袋（垫）、炊具等野外生活装备。

7 巡护工作流程

7.1 巡护工作流程划分

自然保护区巡护工作流程图如下：

图 1 自然保护区巡护技术路线图

7.1 巡护区划分

以基层保护站（点）为单元，按照自然地形地貌、野生动植物资源、重点保护对象分布

等，科学划分巡护区域，合理布设巡护线路，做到巡护全覆盖。

7.2 巡护路线设定

7.2.1 巡护路线设置应考虑周边地区、主要道路、人为活动频繁地带以及各种有代表性的

生境。

7.2.2 巡护路线应综合考虑保护（管理）站、哨卡、宿营地的位置，当日巡护的路线不宜

太长，宜当天能够返回或到达计划宿营地。

7.2.3 巡护路线应利用明显的地形标志物或在现地埋桩做标记，在地形图上标出路线，并

对线路进行编号，设置图示。

自然保护区巡护工作

确定巡护区域和路线

组织巡护队伍制定巡护计划（方案）

开展野外巡护

巡护记录整理分析 巡护报告编制

巡护档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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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制定方案

根据保护区自身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巡护计划，明确巡护的主要内容、巡护职责、巡

护时间、设施设备、安全事项，规范巡护记录的填写要求，以及巡护绩效考评办法。

7.4 组织队伍

根据巡护工作的实际需求，确定专业类别齐全的巡护人员，组建巡护队伍。每个巡护小

组1名组长，组员构成注意专业、特长搭配，优势互补。日常巡护至少2人一组，稽查巡护至

少3-4人一组（2人以上要有执法资格），监测巡护至少3-4人一组（1人以上为专业技术人员）。

7.5 野外巡护与记录

每个巡护小组根据巡护计划，按时沿固定的巡护路线开展野外巡护工作，对巡护过程中

发现的各种情况做好巡护记录，特殊事项要及时报告。

巡护员应按要求填写巡护记录表（或在智慧巡护系统设备上录入）。日常巡护应记录巡

护路线上的自然环境、人为干扰、保护动物、保护植物等信息。专项新户应记录巡护路线上

发现的与巡护任务相关的信息。

巡护记录表应字迹清晰，不随意涂改，除文字和规定的代码外，不应使用其它符号或自

创的代号。

巡护过程中发现特殊、异常事件时，应记录坐标点并拍摄照片，有必要时还可进行摄影、

录音、标本采集、绘图等。

记录表的内容、格式和填写说明见附录。

7.6 总结报告

7.6.1 巡护记录整理

当日巡护结束后，巡护人员应及时整理巡护笔记，补充完善巡护表格（或在智慧巡护系

统设备上录入数据信息），并逐级汇报巡护中发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对巡护笔记和表格进行检查、分类整理，对巡护表格进行录入、统

计和分析。

7.6.2 巡护总结

对于日常巡护，保护站（点）应按月对各个巡护小组的工作进行汇总，及时总结巡护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每月编写日常巡护总结；专项巡护应在巡护工作完成后的7日内编写巡护

总结。

巡护总结的内容、格式和填写说明见附录。

7.6.3 巡护报告

保护站（点）汇总全年的日常巡护和专项巡护资料后，系统分析巡护经验和存在问题，

按年编写年度巡护报告。

7.7 档案建立

7.7.1 以保护站（点）为单位，将巡护记录原始资料存档，同时对原始记录复印件存档和

建立电子档案，供查阅使用。

7.7.2 使用智慧巡护系统方式开展巡护时，可在现场直接将巡护信息通过设备上传，建立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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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查监督与考核

8.1 检查监督

对管护人员完成辖区巡护工作进行检查监督，监督的主要方面有巡护员出勤情况、巡护

记录表填写情况、巡护报告提交情况、突发事件上报情况。

8.2 业务考核

各保护区依据实际情况，制定《自然保护区巡护考评量化评估表》，考核内容包括：

a）基本巡护知识考核

b）巡护工具使用考核

c）巡护结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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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自然保护区日常巡护记录附表格式

表 A.1 规定了自然保护区日常巡护记录的内容和格式。

表 A.1 陕西省自然保护区日常巡护记录表

保护区 站（点） 日常巡护线路编号： 巡护人员：

巡护日期： 年 月 日 起止时间： 时 分 至 时 分 天气状况：

线路： GPS 坐标： 里程： 公里

序号 时间 小地名
地理位置 干扰信息 保护动物信息 保护植物信息

群落类型 备注
东经 北纬 海拔 干扰类型 干扰强度 持续时间 动物名称 年龄 数量 行为 痕迹类型 植物名称 物候 数量

设施设备情况：

巡护小结：

记录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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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陕西省自然保护区日常巡护记录表填表说明

天气：晴、多云、阴、阵雨、雷阵雨、小雨、中雨、大雨、冰雹、雨夹雪、小雪、中雪、大雪、暴雨、其他（直接描述）；

干扰类型：1.放牧（1-1 牛 1-2 羊 1-3 其他） 2.采集（2-1 菌类 2-2 药材 2-3 其他） 3.采伐 4.盗猎 5.毁林 6.旅游 7.工程建设 8.自然灾害 9.其他（直接描述）；

干扰强度：1.强 2.中 3.弱；

持续时间：1.永久 2.临时

动物名称：动物的中文学名；

年龄：1.成体 2.亚成体 3.幼体 4.不清

行为：1.取食 2.饮水 3.休息 4.行走 5.站立 6.攻击 7.躲避 8.其他（直接描述）；

痕迹类型：1.粪便 2.足迹 3.鸣叫 4.食痕 5.卧迹 6.窝穴 7.擦痕 8.尸体 9.其他（直接描述）；

植物名称：植物的中文学名；

物候：1.初芽 2.初蕾 3.初花 4.盛花 5.末花 6.花谢 7.初果 8.落果 9.落叶 10.枯萎

群落类型：1.针叶林 2.常绿阔叶林 3.落叶阔叶林 4.针阔混交林 5.竹林 6.灌丛 7.草丛 8.沼泽草甸 9.湿地 10.其他

涉及保护动植物的填写：

表格中填写的主要保护动物范围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2年）中列出的物种。

表格中填写的主要保护动物范围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年）、《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2年）中列出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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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自然保护区专项巡护记录附表格式

表 B.1 规定了自然保护区日常巡护记录的内容和格式。

表 B.1 陕西省自然保护区日常巡护记录表

保护区 站（点） 专项巡护线路编号： 巡护人员：

巡护日期： 年 月 日 起止时间： 时 分 至 时 分 天气状况：

线路： GPS 坐标： 里程： 公里

序号 时间
地理位置

专项巡护名称 巡护情况 处置情况 备注
东经 北纬 海拔

巡护小结：

记录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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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陕西省自然保护区专项巡护记录表填表说明

专项巡护路线编号：编号规则为“专项巡护名称+路线号”；

天气：晴、多云、阴、阵雨、雷阵雨、小雨、中雨、大雨、冰雹、雨夹雪、小雪、中雪、大雪、暴雨、其他（直接描述）；

线路：填写起止点小地名；

GPS 坐标：填写起止点坐标，坐标用“度分秒”表示；

时间：填写此条记录时的时间，24 小时制，用“时分”表示，如 10 时 10 分；

地理位置：经纬度用“度分秒”表示，海拔单位为“米”；

专项巡护名称：填写本次专项巡护的名称，如野生保护动物专项巡护；

巡护情况：描述巡护情况。

处置情况：描述处置结果。

备注：填写表格中未列出的情况。

巡护小结：记录本次专项巡护总体开展情况，是否按计划完成巡护任务。并针对本次专项巡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处置情况，提出相关的保护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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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自然保护区巡护总结样式

表 C.1 规定了自然保护区巡护总结的内容和格式。本报告适用于日常巡护和专项巡护。

表 C.1 陕西省自然保护区巡护总结

保护区 站（点） 总结时间段：

巡护类型： 总结编写人：

编写日期： 年 月 日

1.巡护任务概述 介绍任务来源、任务情况

2.巡护工作基本

介绍

对本时间段巡护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陈述，包括对巡护计划、巡护任务、巡护时

间、巡护人员组成、巡护人员出勤情况等的陈述。

一、本期巡护计划

（1）日常巡护计划

本期日常巡护计划巡护区域为××，巡护路线××条，巡护路线的总里程××

公里，巡护路线名称依次为××、××、××，计划参与人员有××单位的××。

（2）专项巡护计划

本期专项巡护内容有……。

××专项巡护区域为××，巡护路线××条，巡护路线的总里程××公里，巡

护路线名称依次为××、××、××，计划参与人员有××单位的××。

……。

二、本期巡护完成情况

（1）日常巡护计划

本期完成的日常巡护区域为××，巡护路线××条，巡护路线的总里程××公

里，巡护路线的总里程××公里，巡护路线名称依次为××、××、××。

参与人员有××单位的××、××。本期巡护工作累计××天。分别是某人×

×天、某人××天××。

本期巡护共记录日常巡护记录表格××份，拍摄巡护音像资料××张（段）；

记录专项巡护记录表格××份，拍摄巡护音像资料××张（段）。本期巡护用到的

巡护工具和物资有××、××、××。共用巡护经费××元，主要用于××、××、

××等。

（2）专项巡护计划

写法同日常巡护计划。

3.发现问题和处 对本时间段巡护中发现的问题和处置情况进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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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情况 一、日常巡护中发现的问题和处置情况

本期日常巡护中发现××个问题，其中现场成功处理的问题有××个。待处理

的问题有××个，其中，需要上级机构协调解决的问题有××个。本期日常巡护中

需要上报上级管理机构的问题有××个，已经上报的问题有××个。本期巡护

问题和处置情况依次如下：

（1）××问题，主要分布地点为×××，处置情况为×××。

（2）××问题，主要分布地点为×××，处置情况为×××。

……。

二、专项巡护中发现的问题和处置情况

本期专项巡护中发现××个问题，其中现场成功处理的问题有××个。待处理

的问题有××个，其中，需要上级机构协调解决的问题有××个。本期专项巡护中

需要上报上级管理机构的问题有××个，已经上报的问题有××个。本期巡护

问题和处置情况依次如下：

（1）××问题，主要分布地点为×××，处置情况为×××。

（2）××问题，主要分布地点为×××，处置情况为×××。

……。

4.主要保护对象 对巡护过程中发现的主要保护对象的主要情况进行总结。

5.不足之处 填写巡护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6.下期巡护安排 对下一阶段的巡护工作制定计划、确定任务。

7.保护管理建议 在巡护结果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结果和实际情况，对下一步的保护管理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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