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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南

京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1

生物多样性观测站建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物多样性观测站的建设原则、功能定位、建设要求、建设内容、污染控制、

质量管理、命名规则等。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范围内的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滨海湿地、森林和农田等类型的生物多

样性观测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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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710.1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

HJ 710.3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

HJ 710.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

HJ 710.5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

HJ 710.6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

HJ 710.7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

HJ 710.8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HJ 710.9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蝴蝶

HJ 710.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大中型土壤动物

HJ 710.11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大型真菌

HJ 710.12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HJ 710.13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蜜蜂类

HJ 71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多样性观测固定样地的设置

HJ 710.15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红外相机技术

GB/T 12763.6 海洋调查规范 6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NY/T 3959 农业外来入侵昆虫监测技术导则

SL 733 内陆水域浮游植物监测技术规程

SC/T 9402 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技术规范

DB32/T 4539 淡水生物环境 DNA监测技术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物多样性观测站 biodiversity observatory station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考核评估和科学研究，掌握生物多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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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变化趋势、开展生物多样性长期定位观测和研究的重要基地，包括综合观测站和固定观测站

两种。

3.2 综合观测站 integrated observation station

以生物物种及其生境的持续性观测为主要目的，并具有野外观测、实验分析、科教宣传的功

能，兼具有区域统筹协调功能。

3.3 固定观测站 fixed observation station

以生物物种及其生境的持续性观测为主要目的，一般具有野外观测、基础实验的功能。

3.4 功能用房 function room

观测人员用于日常办公、室内实验、数据管理的场所，可以临时或永久存放生物标本、采集

样品及仪器设备，包括综合管理室、综合实验室、综合标本室、技能培训室、仪器设备室、数据

控制室等。

3.5 宣教基地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base

主要向社会公众宣传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典型示例、生物资源，并开展生物多样性宣

传保护教育和生态体验的场所，包括生物多样性展示中心、生物多样性互动中心、生物多样性教

育中心和野外观测体验样地等。

3.6 观测样区 observation area

主要是开展生物多样性长期定位观测、具有观测研究设施、符合观测技术规范的野外场地，

能够反映观测站所在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典型性和生态系统的代表性。针对不同生物类群，通常

设置样地、样方、样线和样点等进行观测。

4 建设原则和功能定位

4.1 建设原则

4.1.1 代表性原则

建设观测站应综合考虑所在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典型性、能够反映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特点，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系统的基础数据和科技支撑。

4.1.2 可行性原则

建设观测站应尽可能依托当地现有房屋进行装修改造。综合考虑依托单位的技术基础和保障

条件，保证观测站的安全性、长期性及经济性，合理选择建设指标和技术因地制宜制定建设方案。

4.1.3 规范性原则

建设观测站应拥有必要的站房和相关观测仪器设施设备，观测与管理工作应在相关技术标准

和规范要求下进行，能够长期、持续、高效地开展观测研究工作。

4.1.4 保护性原则

野外设备仪器布设应充分利用周边环境特点，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生境的改造，降低对区域内

生物的影响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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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功能定位

江苏省生物多样性观测站分为两个层级，第一层级为综合观测站，定位“野外观测、实验分析、

科教宣传”功能，包括功能用房、宣教基地和 1至多个观测样区，兼具区域统筹协调功能：第二层

级为固定观测站，主要定位“野外观测、基础实验”功能，一般包括功能用房和 1至多个观测样区，

也可仅设置观测样区。

5 建设要求和主要内容

5.1 选址

生物多样性观测站所在地应位于或毗邻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环境适宜、交通方便，到达野

外观测样区较为便利，生活、水电、通讯等配套条件成熟，无地震、台风、滑坡、泥石流、洪涝

等重大安全隐患。

5.2 建设内容

5.2.1 站房建设与改造升级

1）综合观测站：站房可新建，也可依托既有建筑的闲置房间和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以满

足生物多样性野外观测、室内实验鉴定、科普宣传等工作需求，主要用来汇总区域生物多样性成

果、分析区域生物多样性状况、集中展示区域生物多样性特征，分为功能用房和宣教基地，总面

积应不小于 450m2。其中，功能用房应包括综合管理室、综合实验室、综合标本室、技能培训室、

仪器设备室、数据控制室等，其总面积应不小于 150m2。宣教基地应包括生物多样性展示中心、

生物多样性互动中心、生物多样性教育中心、野外观测体验样地等，其总面积应不小于 300m2。

2）固定观测站：站房主要依托既有建筑的闲置房间和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以满足本区域

生物多样性野外观测工作需要，主要用来汇总区域生物多样性成果、分析区域生物多样性状况。

其中，固定观测站的功能用房建设不做强制要求，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综合观测站进行合理布设。

站房改造升级技术要求见附录 A。

5.2.2 野外观测样区设置及技术要求

综合观测站和固定观测站均需根据生态类型、观测对象、观测覆盖范围以及区域内生物多样

性的典型性和生态系统的代表性，设置 1至多个观测样区，并在样区内建立固定样地、样方、样

线和样点等观测设施，以满足长期的观测需求，反映观测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特征和变化规律，保

证观测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性。观测样区建设应避开人畜频繁活动区和土壤基质不稳定的地段，

便于定期观测，防止人为破坏。野外观测样区设置要求见附录 B。

5.2.3 设备仪器配置

根据各观测站的站房改造升级需求、覆盖的生态系统类型、主要观测对象以及观测样区，配

置相应的观测、检测、分析仪器设备。设备仪器配置要求见附录 C。

5.2.4 标识牌设计要求

对完成建设的观测站与观测样区统一设置标识牌，主要包括名称、编号、介绍内容、建设单

位等信息。具体标识牌设计要求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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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污染控制

6.1 固废污染及其防治

固体废物来源主要是站房改造升级过程中，水、电、网等设施设备及管路系统升级改造建设

产生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等。其污染防治措施包括对临时固废堆存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及时集

中堆置/苫盖/处理固体废物等。对于涉及危险废物的，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要求，委托

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6.2 大气污染及其防治

大气污染来源主要是站房改造升级过程中产生的扬尘、颗粒物和污染废气。其污染防治措施

包括覆盖苫盖防尘网、洒水等。

6.3 噪声污染及其防治

噪声污染来源主要是站房改造升级过程中机械运输、设备运转等产生的噪声，应充分考虑可

能的噪声源及与环境敏感受体的距离，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如建设隔音墙、控制作业时间等。

7 质量管理

建设单位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对建设全过程实行质量控制。

建设单位自身及第三方质量管理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应对照建设方案，在实施各阶段对建设范

围、工程量进行核验。

加强运营档案管理，指定岗位责任制，由专人负责各项基础设施维护。

综合观测站和固定观测站建设完毕后均应开展效果评估，通过第三方评估和专家评审方式，

确认观测站建设是否满足观测、实验、科教、宣传等功能需求。

8 命名规则

观测站的命名格式为“XXX（观测站所在地级/县级行政区）+XXX（地点名称）+XXXX（生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综合/固定观测站”，如“南京沿江湿地生物多样性综合观测站”。
观测样区的命名格式为“XXX（观测站所在地级/县级行政区）+XXX（地点名称）+XXXX（生

态系统类型）+生物多样性观测样区”，如“南京沿江湿地生物多样性观测样区”。
观测样地（样方/样线/样点）的命名格式为“XXX（观测站所在地级/县级行政区）+XXX（地

点名称）+XXXX（生态系统类型）+观测类群+观测样地（样方/样线/样点）”，如“宜兴龙池山森

林陆生维管植物观测样地”。
观测样地编号由“行政代码+XXXX（生态系统类型：河流湿地 HLSD、湖泊湿地 HPSD、滨海

湿地 BHSD、森林 SL、农田 NT）+ XXX（类群代码：陆生维管植物 TVP 、陆生脊椎动物 TV、
陆生昆虫 TI、水生生物 AR）+ SP（观测类型：观测样地）+XXX（按验收时间进行数字编号，起

始数字为 001）”，如“宜兴龙池山森林陆生维管植物观测样地”应编号为“320282-SL-TVP-SP-001”。
观测样地内的植株编号由“行政代码+TVP+四位编号”构成，如“320282-TVP-0001”。

观测样方编号由“行政代码+XXXX（生态系统类型：河流湿地 HLSD、湖泊湿地 HPSD、滨海

湿地 BHSD、森林 SL、农田 NT）+ XXX（类群代码：陆生维管植物 TVP 、陆生脊椎动物 TV、
陆生昆虫 TI、水生生物 AR）+ OP（观测类型：观测样方）+XXX（按验收时间进行数字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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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数字为 001）”，如“宜兴龙池山森林陆生脊椎动物观测样方”应编号为“320282-SL-TV-OP-001”。
观测样线编号由“行政代码+XXXX（生态系统类型：河流湿地 HLSD、湖泊湿地 HPSD、滨海

湿地 BHSD、森林 SL、农田 NT）+ XXX（类群代码：陆生维管植物 TVP 、陆生脊椎动物 TV、
陆生昆虫 TI、水生生物 AR）+ LT（观测类型：观测样线）+XXX（按验收时间进行数字编号，起

始数字为 001）”，如“宜兴龙池山森林陆生昆虫观测样线”应编号为“320282-SL-IN-LT-001”。
观测样点编号由“行政代码+XXXX（生态系统类型：河流湿地 HLSD、湖泊湿地 HPSD、滨海

湿地 BHSD、森林 SL、农田 NT）+ XXX（类群代码：陆生维管植物 TVP 、陆生脊椎动物 TV、
陆生昆虫 TI、水生生物 AR）+ OQ（观测类型：观测样点）+XXX（按验收时间进行数字编号，

起始数字为 001）”，如“盐城滨海湿地水生生物观测样点”应编号为“320900-BHSD-AR-OQ-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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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站房升级改造技术要求

文件中站房升级改造技术要求见表 A.1。

表 A.1 站房升级改造技术要求

项目

类型

类

别
名称 服务定位 建设要求 建设设备

建筑面

积（m2）

综合

观测

站

功

能

用

房

综合管

理室

主要用于日常办公、资料

存放等。

窗户：宜设在干燥、通风位置，自然采光好，避

免阳光直射，可安装窗帘或百叶窗等遮阳装置；

设备：配备空调、办公桌椅等相关办公与生活设

施。

笔记本计算机、台式计算机、办公桌椅、

储物架、档案柜、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以及日常办公耗材等。
≥10

综合实

验室

主要承担生物鉴定、环境

DNA分析、标本制作等。

实验台：具备耐强酸碱腐蚀、耐磨性、耐冲击性、

耐污染性等要求，底座可调节；

洗涤台：主架及台面应与实验台保持一致，洗涤

槽采用耐强酸碱腐蚀、耐磨性材料，水龙头采用

两联或三联化验水龙头，底座可调节；

上水：水管材质应符合国家饮用水管道材质要求，

能够满足水质卫生，不渗漏的要求；

插座：实验台处预留至少 2个五孔插座。

实验室操作台、样品柜、实验药品储存

柜、通风橱、超净台、实验分析仪器（电

子天平、玻璃电极、自动电位滴定剂、

电导率仪、离心机、PCR仪、分光光度

计、电泳仪、凝胶成像系统、体式显微

镜、解剖镜、高倍显微镜水浴锅、离心

机、干燥箱、烘箱、冰箱、冷藏柜等）、

消耗器材（移液管、吸管、样品瓶、标

本架等）、以及紧急洗眼喷淋设施等。

≥50

综合标

本室

主要用于存放陆生维管植

物、陆生脊椎动物、陆生

昆虫、水生生物等标本和

部分野外采集样品。

窗户：宜设在干燥、通风位置，标本室窗户一定

密封，选用隔热防晒窗帘，防止阳光直射引起标

本变形、褪色；

排气：标本室应配备排气电扇、空调机或配备抽

湿机；

标本橱：标本室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标本橱，用于

寄存、陈设标本，规格自定；

配备标本柜、标本橱、标本架、标本盒、

控温控湿机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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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型

类

别
名称 服务定位 建设要求 建设设备

建筑面

积（m2）

标本柜：标本室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标本柜，主要

寄存研究标本、昆虫标本、植物标本及玻片标本

等，规格自定；

标本盒：标本室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标本盒，要求

用较好的轻质木材或质地坚硬的纸板制成，大小

应保持一致，入柜即整齐存放。

技能培

训室

主要用于生物多样性研讨

会议、技能培训。

配置要求简洁，能满足一般的多媒体会议需求即

可。

会议桌椅、投影仪、大型显示屏、扩声

装置等。
≥20

仪器设

备室

主要用于存放野外采样耗

材、可移动仪器设备等。

地面：应铺设防水、防滑地面砖；

插座：预留 3个五孔插座与空调插座；

设备：安装排风换气装置，保障空气通畅。

储物架、精密仪器储存柜、干燥箱、控

温控湿机等。 ≥20

数据控

制室

主要用于实现观测数据的

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包

括数据的录入、传输、接

收、存储、分析以及处理

等过程。

材质：操作台应采用钢制结构，具备足够的承重

性能，可以承载重量较大的设备，并对其进行稳

固安装；

防火：达到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的防火等级要求；

功能：具备线缆管理功能，对各种线缆进行有序

管理，便于施工及后期维护。

办公座椅、网络服务器、标准机柜、数

据存储设备、机架式服务器、个人计算

机、显示器、路由器、交换机、网络安

全设备、小型无线路由器等。
≥20

小计 ≥150

宣

教

基

地

生物多

样性展

示中心

主要用于生物多样性标本

陈列展示，重大项目成果

展现宣传等。

面向公众开放，具备一定规模的接待能力，符合

相关公共设施、场所安全标准。

三脚架、展示牌、展示标本、展示柜，

以及常规生态造景等。 ≥100

生物多

样性互

动中心

主要利用各种数字多媒体

手段丰富展示形式，加强

生物多样性科学知识、典

型案例的讲解互动。

面向公众开放，具备形式多样的科普设施设备，

符合科普设施设备标准。

3D 立体投影设备、智能互动屏等数字

化互动设备等。 ≥20

生物多

样性教

育中心

主要用于开展生物多样性

科普教育活动，提升公众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面向公众开放，设置内容科学、通俗易懂的科普

教育内容，并拓展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对

外宣传渠道。

台式计算机、教学讨论等相关设备。

≥30

野外观 主要用于组织开展鸟类户 面向公众开放，依托固定样地、样方等自然资源 基础采集工具等户外体验配套材料，如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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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型

类

别
名称 服务定位 建设要求 建设设备

建筑面

积（m2）

测体验

样地

外观测、两栖爬行类栅栏

陷阱制作、昆虫马氏网搭

建、夜行性昆虫灯诱诱捕、

植物标本采集和生态摄影

等研学教育活动。

和条件，以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为前提，组织开

展科普研学实践活动。
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相机、红外

相机、马来氏网、灯诱套组等。

小计 ≥300
合计 ≥450

固定

观测

站

功

能

用

房

基础实

验室

主要用于陆生维管植物、

陆生昆虫、水生生物等样

品或标本的前期处理和初

步分析。

实验台：具备耐强酸碱腐蚀、耐磨性、耐冲击性、

耐污染性要求，底座可调节；

洗涤台：主架及台面应与实验台保持一致，洗涤

槽采用耐强酸碱腐蚀、耐磨性材料，水龙头采用

两联或三联化验水龙头，底座可调节；

上水：水管材质应符合国家饮用水管道材质要求；

插座：实验台处预留至少 2个五孔插座。

实验室操作台、样品柜、实验药品储存

柜、通风橱、超净台、烘箱、冰箱、消

耗器材、以及紧急洗眼喷淋设施等。

不限

基础标

本室

主要用于存放陆生维管植

物、陆生昆虫、水生生物

等小型标本和部分野外采

集样品。

窗户：宜设在干燥、通风位置。标本室窗户一定

密封，选用隔热防晒窗帘，防止阳光直射引起标

本变形、褪色；

排气：标本室应配备排气电扇；

标本柜：标本室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标本柜，用于

寄存、陈设标本，规格自定；

标本架：标本室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标本架，主要

寄存研究标本、昆虫标本、植物标本及玻片标本

等，规格自定。

标本柜、标本架、排气电扇等。

不限

仪器设

备室

主要用于存放单反相机、

红外相机、无人机、叶面

积仪和野外采样耗材等可

移动仪器设备。

地面：应铺设防水、防滑地面砖；

插座：预留 3个五孔插座与空调插座；

设备：安装排风换气装置，保障空气通畅。

储物架、精密仪器储存柜、控温控湿机

等。
不限

注：固定观测站的功能用房建设不做强制要求，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综合观测站进行合理布设。



DB32/T XXXX—XXXX

10

附 录 B

（规范性）

野外观测样区设置要求

文件中野外观测样区设置要求见表 B.1-B.5。

表 B.1 河流及湖泊湿地野外观测样区设置内容

生态类型 观测对象 名称 综合观测站要求 固定观测站要求

河流及湖泊

湿地生态系

统

陆生维管植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水生维管植物 断面、样线、样方 必建 必建

浮游植物 断面、垂线、点 必建 必建

鸟类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点 必建 必建

红外相机观测点 必建 必建

AI智能观测点 必建 必建

哺乳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红外相机观测点 必建 必建

两栖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栅栏陷阱观测点 选建 选建

爬行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栅栏陷阱观测点 选建 选建

陆生昆虫

样线 必建 必建

马氏网观测点 必建 必建

灯光诱捕观测点 必建 必建

大中型土壤动物 样方和样点 必建 选建

内陆水域鱼类
断面和样点 必建 必建

环境 DNA采样点 必建 选建

淡水底栖大型无

脊椎动物

断面或样线、样点 必建 必建

环境 DNA采样点 必建 选建

浮游动物
断面、垂线、点 必建 必建

环境 DNA采样点 必建 选建

大型真菌 样地、样线和样方 必建 选建

长江江豚*
人工观测点 必建 必建

声呐观测区 必建 选建

环境 DNA采样点 必建 选建

*长江江豚的观测区和环境 DNA采样点仅设置于长江周边河流湿地生物多样性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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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滨海湿地野外观测样区设置内容

生态类型 观测对象 名称 综合观测站要求 固定观测站要求

滨海湿地

生态系统

陆生维管植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水生维管植物 断面、样线、样方 必建 必建

浮游植物 断面、垂线、点 必建 必建

鸟类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点 必建 必建

红外相机观测点 必建 必建

AI智能观测点 必建 必建

哺乳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红外相机观测点 必建 必建

两栖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栅栏陷阱观测点 选建 选建

爬行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栅栏陷阱观测点 选建 选建

陆生昆虫

样线 必建 必建

马氏网观测点 必建 必建

灯光诱捕观测点 必建 必建

大中型土壤动物 样方和样点 必建 选建

内陆水域鱼类
断面和样点 必建 必建

环境 DNA采样点 必建 选建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

椎动物

断面或样线、样点 必建 必建

环境 DNA采样点 必建 选建

浮游动物
断面、垂线、点 必建 必建

环境 DNA采样点 必建 选建

潮间带动物
断面、站位和样方 选建 选建

环境 DNA采样点 选建 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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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森林野外观测样区设置内容

生态类型 观测对象 名称 综合观测站要求 固定观测站要求

森林

生态系统

陆生维管植物

固定样地 必建 必建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样点 必建 必建

鸟类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点 必建 必建

红外相机观测点 必建 必建

AI智能观测点 必建 必建

哺乳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红外相机观测点 必建 必建

两栖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栅栏陷阱观测点 必建 必建

人工庇护所观测点 必建 选建

爬行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栅栏陷阱观测点 必建 必建

陆生昆虫

样线 必建 必建

马氏网观测点 必建 必建

灯光诱捕观测点 必建 必建

大中型土壤动物 样方和样点 必建 选建

大型真菌 样地、样线和样方 必建 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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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农田野外观测样区设置内容

生态类型 观测对象 名称 综合观测站要求 固定观测站要求

农田

生态系统

陆生维管植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鸟类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点 必建 必建

红外相机观测点 必建 必建

AI智能观测点 必建 必建

哺乳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红外相机观测点 必建 必建

两栖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栅栏陷阱观测点 选建 选建

爬行动物

样线 必建 必建

样方 必建 必建

栅栏陷阱观测点 选建 选建

陆生昆虫

样线 必建 必建

马氏网观测点 必建 必建

灯光诱捕观测点 必建 必建

大中型土壤动物 样方和样点 必建 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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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植物、动物及微生物群落观测设施技术要求

观测

类群
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个

/条）
引用标准

陆生

维管

植物

大型固定

样地

选择可代表群落基本特征的地段建设固定样地，覆盖

不同的植被类型。其中森林观测样地面积以大于

1hm2为宜，灌丛观测样地一般不少于 5个 10m×10m
的样方，对大型或稀疏灌丛，样方面积扩大到 20m
×20m或更大。草地观测样地一般不少于 5个 1m×

1m样方，样方之间的间隔不小于 250m，若观测区域

草地群落分布呈斑块状、较为稀疏或草本植物高大，

应将样方扩大至 2m×2m。

1～3

HJ 710.1
HJ 710.14

样线

布设在植物生长旺盛的典型地段，应覆盖调查区域内

各种植被类型。森林、灌丛类型的调查线路每条长度

以 1000m～2000m为宜；湿地类型的调查线路每条长

度以 2000m～3000m为宜。

≥2

样方

样方一般设置为方形。其中乔木样方大小可设置成

10m×10m或 20m×20m，灌木样方大小可设置成 5m
×5m或 10m×10m，草本样方大小可设置成 1m×1m

或 2m×2m。

≥10

水生

维管

植物

断面、样

线、样方

根据水生植被的不同类型、水体环境特点以及干扰程

度等，将湖泊、河流、水库等大型水体划分为入口区、

深水区（或湖心区）、出口区、亚沿岸带、沿岸带，

或污染区和相对清洁区等不同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分

别设置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横断面。横断面的设置根据

调查的详细程度、优势种的多少、水流的速度和水体

的水质情况而定。横断面之间的间隔一般不小于

250m，可根据实际情况作一定调整。在每个横断面

上设置样线，在每条样线上每隔一定距离（根据野外

实际情况而定）设置样方，或从水体的岸边向水体中

央等距离布设样方，直至一定深度的水体为止。对于

水流缓慢甚至静止、或水深较浅的池塘等，可在每条

样线上均布设样方。样方的面积为 1m×1m或 2m×

2m。

按需设

置
HJ 710.12

浮游

植物

断面、垂

线、点

根据调查目标、观测区域空间差异和环境状况代表性

设置断面。水面宽度小于 50m，应在中心布设 1条
采样垂线（点），水面宽度为 50m～100 m的，应在

左右布设 2条采样垂线（点），水面宽度大于 100 m
的，采样垂线（点）不得少于左、中、右 3条。

≥2 SL 733

鸟类

样线

根据生境类型和地形设置样线，样线应覆盖样地内所

有生境类型，每条样线长度以 1000m～3000m为宜，

若因地形限制，样线长度不应小于 1000m。

≥2
HJ 710.4

HJ 710.15
样点

适合在崎岖的山地或片段化的生境中使用，以固定距

离设置观测样点，样点之间的距离根据生境类型确

定，一般在 200m以上。

≥30

红外相机

观测位点

在观测样区内选择合适位置布设相机位点，相邻的相

机位点之间相隔距离不小于 500m。

按需设

置

AI智能 在观测样区内选择适宜区域设置智能观测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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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

类群
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个

/条）
引用标准

观测点

哺乳

动物

样方

适用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样方一般设置为方形。统

计动物实体时，样方面积一般在 500m×500m左右；

利用动物活动痕迹（如粪便、卧迹等）进行统计时，

样方面积应不小于 50m×50m；小型陆生哺乳动物观

测可以设置 100m×100m样方。

≥7

HJ 710.3
HJ 710.15

样线
根据生境类型和地形设置样线，样线应覆盖样地内所

有生境类型，每条样线长度以 1000m～5000m为宜。
≥2

红外相机

观测位点

在观测样区内选择合适位置布设相机位点，相邻的相

机位点之间相隔距离不小于 500m，相机应安置在动

物经常出没的通道上或活动痕迹密集处。

按需设

置

两栖

动物

样线

根据生境类型和地形设置样线，在生境较复杂的山

区，以短样线为主，长度 50m～100m之间。样线的

宽度根据视野情况而定，一般为 2m～6m。在湿地生

态系统，可采用长样线，长度 500m~1000m之间；在

生境较为复杂的山地生态系统，可设置多条短样线，

长度 20m~100m之间。样线的宽度根据视野情况而

定，一般为 2m~6m。

≥7

HJ 710.6
样方

在观测样区内随机或均匀设置一定数量的样方，应尽

可能涵盖不同的生境类型和环境梯度，样方一般设置

为方形。样方大小可设置成 5m×5m或 10m×10m。

≥7

栅栏陷阱

观测点

栅栏应有支撑物支持，保持直立，高出地面 35~50cm，

埋入地下至少 10cm。
≥5

人工庇护

所观测点

用于观测树栖型蛙类的设施。在观测样区内随机设置

3个 10m×10m的样方，样方之间应间隔 100m以上。

在每个样方内，挑选树蛙常选择的产卵树 10棵，每

棵树捆绑固定 6个竹筒（或 PVC桶），2个在地面，

2个离地面 70cm，2个离地面 150cm，共布设 60个
竹筒（或 PVC桶）。

≥60

爬行

动物

样线

根据生境类型和地形设置样线，每条样线

500m~1000m，在生境较复杂的山区，以短样线

（50m～100m）为主。在生境较均一的湿地，可采用

长样线（1000m）。

≥7

HJ 710.5样方

在观测样区内随机或均匀设置一定数量的样方，应尽

可能涵盖不同的生境类型和环境梯度，样方一般设置

为方形。样方大小可设置成 5m×5m或 20m×20m。

≥7

栅栏陷阱

观测点

通常设置“一”字栅栏陷阱和“十”字栅栏陷阱观测

点。栅栏高度根据观测对象的习性而定，一般在

30cm～100cm之间。栅栏的底部埋入地下至少 20c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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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

类群
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个

/条）
引用标准

陆生

昆虫

样线
样线应覆盖样区内所有生境类型，每条样线长度以

1000m～2000m为宜。
≥2

HJ 710.9
HJ 710.13
NY/T 3959

马氏网观

测点

采用马氏网诱集昆虫。根据不同的生境类型设置马氏

网观测点。
≥3

灯光诱捕

观测点

应用灯光吸引趋光性昆虫并进行采集。诱集点应选择

远离公路和其他光源，选择人为干扰少，地势较平坦

的生境。

≥3

大中

型土

壤动

物

样方和样

点

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或系统抽样法选择样地，样地的选

择应覆盖主要生态系统类型。每个样地内随机或均匀

设置 5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方，每个样方面积为 25m2

（5m×5m），样方间的距离通常超过 100m。对中型

土壤动物，在每样方中设 4个 20cm×20cm均匀分布

的样点。对大型土壤动物，在样方中设 2个 30cm×

30cm均匀分布的样点。

≥10 HJ 710.10

内陆

水域

鱼类

断面和样

点

对于湖泊、水库等开阔性水域，根据水体底质、水生

植物组成、水深、水流、湖库性状、水质等因素划分

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设置若干样点，一般湖体水面

大于 2000m2时样点不少于 3个；对于通江湖泊，应

确保主要入湖支流、主湖区以及通江水道必须设置采

样点，主要入湖支流的样点数个不得少于 2个；对于

通江水道，样点不少于 2个，在离通江口和入湖口的

一定距离处分别设置样点。对于河流或河流型水库，

根据河流形态、河床底质、水位、水流、水质等因素，

将河流划分成若干断面，在同一断面上每隔一定的距

离设置一个样点。

≥2 HJ 710.7

环境

DNA采

样点

根据水体流域大小与监测目的，设置环境 DNA采样

点。
≥2 DB32/T

4539

淡水

底栖

大型

无脊

椎动

物

断面或样

线、样点

根据湖泊、水库、河流等水体形态特点、底质类型、

水文状况、水生植物和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的分

布特征，以及水体受污染状况等因素，在水域内设置

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断面或样线，在同一断面或样线上

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个样点。断面和样点的设置也可

根据观测区人类经济活动对水域的干扰程度做适当

调整。

≥3 HJ 710.8

环境

DNA采

样点

根据水体流域大小与监测目的，设置环境 DNA采样

点。
≥2 DB32/T

4539

浮游

动物

断面、垂

线、点

根据调查目标、观测区域空间差异和环境状况代表性

设置断面。水面宽度小于 50m，应在中心布设 1条采

样垂线（点），水面宽度为 50m～100m的，应在左右

布设 2条采样垂线（点），水面宽度大于 100m的，

采样垂线（点）不得少于左、中、右 3条。

≥3 SC/T 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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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

类群
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个

/条）
引用标准

环境

DNA采

样点

根据水体流域大小与监测目的，设置环境 DNA采样

点。
≥2 DB32/T

4539

潮间

带动

物

断面、站

位和样方

选择生境的潮间带断面（不少于 3条），毎条断面不

少于 5个站。通常在高潮区布设 2个站、中潮区布设

3个站、低潮区 1个站或 2个站。在滩面较短的潮间

带，在高潮区布设 1个站、中潮区布设 3个站、低潮

区 1个站。岩石岸每个站位不少于 2个定量样方，泥

滩、泥沙滩不少于 4个定量样方，沙滩不少于 8个样

方。其中，硬相（岩石岸）底质取样时，样方大小为

25cm×25cm；软相（泥滩、泥沙滩、沙滩）底质取

样时，样方大小为 25cm×25cm×30cm。

30～120 GB/T
12763.6

环境

DNA采

样点

根据水体流域大小与监测目的，设置环境 DNA采样

点。
≥2 DB32/T

4539

大型

真菌

样线和样

方

采用代表性样地法、随机抽样法、分层随机抽样法选

择样地。对于子实体显见的地生大型真菌和木生大型

真菌，在所选的样地内设置样线，样线应覆盖样地内

主要生境类型，每种生境类型至少有 2条样线，每条

样线至少保持 50m距离，每条样线长度在 500m～

1000m，其中子实体显见的地生大型真菌沿着样线每

隔 20m设置一个面积 5m2的圆形样方；木生大型真

菌则每隔 20m设置一个面积 20m2的圆形样方。对于

子实体较小的大型真菌，在靠近子实体较大的大型真

菌样方的附近建立样方，建立 1m2的圆形样方。在所

选样地内有濒危大型真菌分布的地块上，设置若干

10m×10m的样方。

10～50 HJ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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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设备仪器配置要求

文件中设备仪器配置要求见表 C.1-C.4。

表 C.1 河流及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观测站设备仪器配置内容

序号 名称 用途 数量
综合观

测站

固定观

测站

1
野外观测常用基础设备（地

图、对讲机、卫星电话、夜

视仪、样品采集工具等）

野外观测必备耗材用具 5～8 必选 必选

2 植物基础参数测量设备（树

高测量仪、径向生长仪）

测定树木高度、直径变化等相关参

数
2～8 必选 必选

3 低空无人机及机载设备
生态系统遥感观测、大范围动物活

动观测
1 必选 必选

4 红外相机
连续、可视化、无损伤地观测野生

动物

按实际情

况设定
必选 必选

5 双筒望远镜 动物跟踪观测 5～10 必选 必选

6 单筒望远镜 动物跟踪观测 3～5 必选 必选

7 单反照相机 动物跟踪观测 2～3 必选 必选

8 长焦镜头 动物跟踪观测 1～2 必选 必选

9 微距镜头 大型真菌观测 1～2 必选 可选

10 大型真菌采集盒 采集烘干大型真菌标本 10～15 必选 可选

11 高清水下摄像机 水下动物跟踪观测 1 可选 可选

12 鸣声记录分析系统
采集动物（例如鸟类、蛙类及大型

动物）鸣声
1 可选 可选

13 鱼类捕获设备（捕鱼网等） 鱼类常规捕获 5～10 必选 必选

14 昆虫采集设备（捕虫网、马

来氏网等）
昆虫定点诱捕与标本采集 2～3 必选 必选

15
底栖动物样品采集设备（箱

式采样器、多管采样器和弹

簧采样器等）

底栖动物采集 1～2 必选 必选

16 浮游生物样品采集设备（采

水器、浮游生物网等）
浮游生物采集 2～4 必选 必选

17 土壤生物样品采集设备（定

容采样器等）
土壤生物采集 1～2 必选 可选

18 鸟类 AI识别设备及系统 鸟类自动观测、识别 1 必选 必选

19 长江江豚自动观测船* 长江江豚观测、鱼类辅助观测 1 必选 可选

20 多功能回声探测仪 长江江豚及鱼类水下声呐探查 1 可选 可选

21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全天候视频不间断监控兽类、鸟类

等动物类群
1 可选 可选

22 环境 DNA采集设备（水样抽

滤设备等）
水生生物的环境 DNA采集与保存 1 必选 可选

*长江江豚自动观测船仅配置在长江周边河流湿地生物多样性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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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观测站设备仪器配置内容

序号 名称 用途 数量
综合观

测站

固定观

测站

1
野外观测常用基础设备（地

图、对讲机、卫星电话、夜

视仪、样品采集工具等）

野外观测必备耗材用具 5～8 必选 必选

2 植物基础参数测量设备（树

高测量仪、径向生长仪）

测定树木高度、直径变化等相关参

数
2～8 必选 必选

3 低空无人机及机载设备
生态系统遥感观测、大范围动物活

动观测
1 必选 必选

4 红外相机
连续、可视化、无损伤地观测野生

动物

按实际情

况设定
必选 必选

5 双筒望远镜 动物跟踪观测 5～10 必选 必选

6 单筒望远镜 动物跟踪观测 3～5 必选 必选

7 单反照相机 动物跟踪观测 2～3 必选 必选

8 长焦镜头 动物跟踪观测 1～2 必选 必选

9 水下数码照相机 动物跟踪观测 2～3 必选 可选

10 鸣声记录分析系统
采集动物（例如鸟类、蛙类及大型

动物）鸣声
1 可选 可选

11 鱼类捕获设备（捕鱼网等） 鱼类常规捕获 5～10 必选 必选

12 昆虫采集设备（捕虫网、马

来氏网等）
昆虫定点诱捕与标本采集 2～3 必选 必选

13
底栖动物样品采集设备（箱

式采样器、多管采样器和弹

簧采样器等）

底栖动物采集 1～2 必选 必选

14 浮游生物样品采集设备（采

水器、浮游生物网等）
浮游生物采集 2～4 必选 必选

15 土壤生物样品采集设备（定

容采样器等）
土壤生物采集 1～2 必选 可选

16 定量框 潮间带动物采集 3-5 可选 可选

17 鸟类 AI识别设备及系统 鸟类自动观测、识别 1 必选 必选

18 多功能回声探测仪 鱼类水下声呐探查 1 可选 可选

19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全天候视频不间断监控兽类、鸟类

等动物类群
1 可选 可选

20 环境 DNA采集设备（水样抽

滤设备等）
水生生物的环境 DNA采集与保存 1 必选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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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森林生物多样性观测站设备仪器配置内容

序号 名称 用途 数量
综合观

测站

固定观

测站

1
野外观测常用基础设备（地

图、对讲机、卫星电话、夜

视仪、样品采集工具等）

野外观测必备耗材用具 5～8 必选 必选

2 植物基础参数测量设备（树

高测量仪、径向生长仪）

测定树木高度、直径变化等相关参

数
2～8 必选 必选

3 植物综合分析系统（光合测

定系统、冠层分析系统等）
净光合速率分析、冠层分析等 1 可选 可选

4 低空无人机及机载设备
生态系统遥感观测、大范围动物活

动观测
1 必选 必选

5 红外相机
连续、可视化、无损伤地观测野生

动物

按实际情

况设定
必选 必选

6 双筒望远镜 动物跟踪观测 5～10 必选 必选

7 单筒望远镜 动物跟踪观测 3～5 必选 必选

8 单反照相机 动物跟踪观测 2～3 必选 必选

9 长焦镜头 动物跟踪观测 1～2 必选 必选

10 微距镜头 大型真菌观测 1～2 必选 可选

11 大型真菌采集盒 采集烘干大型真菌标本 10～15 必选 可选

12 拦截沟池 人工庇护所制作 2 可选 可选

13 土壤生物样品采集设备（定

容采样器等）
土壤生物采集 1～2 必选 可选

14 鸣声记录分析系统
采集动物（例如鸟类、蛙类及大型

动物）鸣声
1 可选 可选

15 昆虫采集设备（捕虫网、马

来氏网等）
昆虫定点诱捕与标本采集 2～3 必选 必选

16 鸟类 AI识别设备及系统 鸟类自动观测、识别 1 必选 必选

17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全天候视频不间断监控兽类、鸟类

等动物类群
1 可选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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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农田生物多样性观测站设备仪器配置内容

序号 名称 用途 数量
综合观

测站

固定观

测站

1
野外观测常用基础设备（地

图、对讲机、卫星电话、夜

视仪、样品采集工具等）

野外观测必备耗材用具 5～8 必选 必选

2 植物基础参数测量设备（树

高测量仪、径向生长仪）

测定树木高度、直径变化等相关参

数
2～8 必选 必选

3 低空无人机及机载设备
农田生态系统遥感观测、大范围动

物活动观测
1 必选 必选

4 红外相机
连续、可视化、无损伤地观测野生

动物

按实际情

况设定
必选 必选

5 双筒望远镜 动物跟踪观测 5～10 必选 必选

6 单筒望远镜 动物跟踪观测 3～5 必选 必选

7 单反照相机 动物跟踪观测 2～3 必选 必选

8 长焦镜头 动物跟踪观测 1～2 必选 必选

9 土壤生物样品采集设备（定

容采样器等）
土壤生物采集 1～2 必选 可选

10 鸣声记录分析系统
采集动物（例如鸟类、蛙类及大型

动物）鸣声
1 可选 可选

11 昆虫采集设备（捕虫网、马

来氏网等）
昆虫定点诱捕与标本采集 2～3 必选 必选

12 鸟类 AI识别设备及系统 鸟类自动观测、识别 1 必选 必选

13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全天候视频不间断监控兽类、鸟类

等动物类群
1 可选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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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标识牌设计要求

文件中设备仪器配置要求见表 D.1、D.2。

表 D.1 观测站标识牌设置内容

序号 参数 观测站标志牌 观测站介绍牌

1 悬挂

位置

观测站标志牌应悬挂于观测站站房正门右侧（或左侧）醒目位置，标志牌下沿距

离地面 1.8m。

2
材质

及工

艺

采用 304#（或更高标准级别）不锈钢制作，钢材厚度不低于 2mm，表面采用亚

光拉丝工艺处理，加装镜面边条。

3 样式

标志牌上所有字体均采用激光雕刻，并

以黑色漆喷涂，喷涂颜色的 RGB值为

（0,0,0）。标志牌上除“江苏省生物多样

性观测网络”和“建设单位名称”字样为

方正粗黑宋简体外，其余字样均为方正

小标宋 GBK。“江苏省生物多样性观测

网络”为 81磅；观测站名称为 130磅；

“建设单位名称”为 50磅。

标志牌上所有字体均采用激光雕刻，并

以黑色漆喷涂，喷涂颜色的 RGB 值为

（0,0,0）。标志牌上除“XXX观测站简介”
和“国家监测设施严禁干扰破坏”字样为

方正粗黑宋简体外，其余字样均为方正

小标宋 GBK。“XXX观测站简介”为 120
磅；“国家监测设施严禁干扰破坏”为 80
磅；其余字体 45磅（字体规格仅供参考，

各地可根据每个站点简介内容多少适当

调节字体大小和行间距）。

4 标识

要求

标志牌上的生态环境保护徽为圆形，直

径为 6.5cm，采用激光雕刻，并以绿色

和白色漆喷涂，喷涂颜色的 RGB值分

别为（0,154,68）和（255,255,255）。

简介牌上的二维码要求为正方形，尺寸

为宽 6.8cm×高 6.8cm，采用激光雕刻，

并以黑色漆喷涂，喷涂颜色的 RGB值为

（0,0,0）。

5
标志

牌尺

寸

标志牌外形采用不锈钢长方体，在正面

四边直角处倒角，形成立体效果。标志

牌尺寸为宽 70cm×高 50cm×厚 4cm。

标志牌外形采用不锈钢长方体，在正面

四边直角处倒角，形成立体效果。标志

牌尺寸为宽 70cm×高 50cm×厚 4cm。

6
参考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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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观测样区标识牌设置内容

序号 参数 样地介绍牌 其他介绍牌 永久性样桩 植物铭牌

1
标志内

容

主要包括样地名称、编号、建设单位、建设时间等。

样地标牌背面为样地简介，包括样地基准点、经纬

度、面积、植被概况等内容。

主要包括样方/样线/样点名

称、编号、建设单位等

主要包括观测样地编号、观测

样地全称等。
主要包括植株编号等。

2 位置
介绍牌应矗立于样地的醒目位置，设立的标牌应具

有较高的稳固性。

介绍牌应矗立于样方/样线/
样点的醒目位置，设立的标

牌应具有较高的稳固性。

样桩固定在样地边界点位，至

少露出地面 0.3m。

标记于样地内乔木树干中

央部位。

3
材质及

工艺
介绍牌使用坚固和耐腐蚀的材料制作。

介绍牌使用坚固和耐腐蚀

的材料制作。

样桩可采用铝材、不锈钢材、

水泥等坚固、耐腐蚀和无污染

的材料，印有样桩编号的样桩

标牌采用金属铝制作。

耐酸碱塑料，常规防腐蚀印

刷工艺。

4 尺寸 长 1m~1.5m；宽 0.8m~1m
长 0.5m~0.8m；宽

0.1m~0.5m
长 0.1m；宽 0.1m；高 1.2m 长 10cm；宽 6cm

5
参考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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