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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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秦皇岛市林业局提出井归口 。  

本文件起草单位：秦皇岛市鸟类收容救助站、秦皇岛市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科（法制科）、秦皇岛

海关技术中心、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检察院、秦皇岛市森林公安局、秦皇岛市人民检察院、秦皇岛市

中级法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军、李倞、钱云开、梁斌、张博茹、鄂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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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涉案）野生动物放归自然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救护（涉案）野生动物放归自然的基本原则、救护机构要求、以及证据固定、疫

情监测、健康评估、放归自然、后续跟踪等方面主要技术内容、工作流程和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秦皇岛市救护（涉案）野生动物放归自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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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9525.2 畜禽场环境质量评价准则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涉案野生动物 involved wild animals 

国家执法机关依法查没的陆生野生动物。 

4  基本原则 

涉案野生动物的救护和放归自然应遵循及时、就近、科学和统一协调的原则。 

5  涉案野生动物救护机构要求 

5.1  资质能力要求 

涉案野生动物救护机构应获得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资质，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配

备具有野生动物救护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建有符合GB 5749、GB 13078、GB 18596、GB/T 19525.2、

GB 50015等标准规定条件的野生动物医院 （或诊疗室）、 检疫隔离宠舍、饲养和康复训练场所、无害

化处理设施和适合野生动物生活的环镜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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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备配备要求 

5.2.1救护设备 

涉案野生动物救护机构应配备救护专用辜辆、捕捉工具、运输笼箱、应急处理医疗箱、人员防护

设备、消毒设备、医疗垃圾储存设备、通信设备、照相取证设备等。 

5.2.2 诊疗设备 

涉案野生动物救护机构应根据救护需要，配备昕诊器 、红外测温仪、手术台、无影灯、X光

机 、呼吸麻醉机、血细胞分析仪、生化检测仪、心电监测仪、动态血压记录仪等，以及手术刀、手

术剪、手术镊、止血钳、棉球、普通绷帮、石膏绷带等外科医疗器械和用品。 

5.2.3 其它设备 

涉案野生动物救护机构应配备显微镜、培养箱、离心机、冰箱、冰柜、紫外灯、器械柜 、药品

柜、饲料储存容器等。 

5.3 常用药品要求 

涉案野生动物救护机构应配备相应的消毒药品、体外补充药品及酸碱平衡调节药品、止血药品、抗

菌消炎药品、抗病毒药品、解毒药品、局部麻醉药品、肾上腺素药品、环境消毒药品等常用药品，数量

根据实际需要适当配置。具体药品名称参见表1。 

表1 涉案陆生野生动救护常用药品 

药品种类 常用药品 

消毒药品 

皮肤黏膜消毒

防腐药品 
乙醇类、醋酸洗必泰、碘伏、双氧水、高锰酸钾等 

环境消毒药品 过氧乙酸、百毒杀、来苏尔、氯制剂类消毒液、碘制剂类消毒液 

体液补充药品及酸

碱平衡调节药品 

0.9%生理盐水、葡萄糖类、乳酸林格注射液、碳酸氢钠、口服补液盐、辅酶A、ATP、维生素类

等 

止血药品 维生素K、酚磺乙胺、吸收性明胶海绵等 

抗菌消炎药品 头孢类、沙星类、四环素类、红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磺胺类等 

抗病毒药品 利巴韦林等 

解毒类药品 阿托品注射液、解磷定类等 

局部麻醉药品 盐酸普鲁卡因、盐酸利多卡因等 

拟肾上腺素药品 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去甲肾上腺素、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等 

全身麻醉药品 异氟烷、舒泰等 

6  工作程序 

6.1 信息接收 

涉案野生动物救护机构接到执法单位求助的涉案野生动物救护电话时，值班人员应详细询问求助

人（或单位）姓名（或单位名称）、联系方式、涉案野生动物发现或存放地点、动物外部形态特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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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况等。需要时可通过手机照片和视频等方式做进一步深入了解，做好记录，及时通知救护人

员，便于救护人员采取适宜的收容救护为式及措施。 

6.2 收容救护方式及措施 

6.2.1 指导放归 

经现场检查，涉案野生动物健康状况良好，报经执法机关批准，在完成现场证据收集固定后，救

护人员可在现场将该涉案动物就近放归至合适的自然环境，并做好记录。 

6.2.2 收容救护 

6.2.2.1捕捉动物 

现场拍照或录像取证后，救护人员做好个人防护，根据涉案野生动物习性，利用防护手套、网具、

夹钳、套索、布袋、麻醉器械等适宜工具和方法捕捉受伤、受困的涉案野生动物。期间保证救护人员人

身安全和对涉案野生动物不造成二次伤害。 

对无法排除染疫风险的涉案野生动物救护时，应做好个人防护，避免疫病感染传播扩散。 

完成涉案野生动物捕捉后，经现场检查和初步救治，采用适宜的笼舍和交通工具，安全转运至指定

的涉案野生动物救护机构，做好交接记录。 

需要开展跨省运输涉案野生动物的，运输前须办理好野生动物运输证明等凭证。 

6.2.2.2 接收检查 

涉案野生动物救护机构应对涉案野生动物及时进行健康检查，对健康状况不佳，外伤或患病的，

救护人员应根据初诊判断结果，尽快开展检查和治疗。  

6.2.2.3检疫隔离  

6.2.2.3.1 接收的涉案野生动物存在染有疫病风险的，在排除危及生命危险后，应在检疫隔离场所遮

行检疫隔离观察和疫情监测。 

检疫隔离观察期 （包括自疗期）一般为 7天-14天，根据涉案野生动物的习性和染疫风险不同，

检疫隔离观察期可适当延长或缩短。 

检疫隔离期的确定应主要参照以下因素确定： 

a）目前国内外及当地野生动物疫病流行状况； 

b）实验室检测结果。  

6.2.2.3.2检疫隔离观察期间，应安排专业人员做好个人防护，按时对涉案野生动物给药、喂食，根

据兽医医瞩调整治疗和饲养方案。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病情较重的和手术前后的野生动吻，应专人负责护理，保证伤口平燥、

清洁，防止污染，随时记录动物状态变化情况。 

检疫隔离期间，发现有法定疫病的涉案野生动吻，应立即向所在地县（区）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

主官部门报告。 

6.2.2.3.3 经检疫隔离排除疫病的、健康状况基本恢复的涉案野生动物，应转运至适宜的场所进行饲

养和进一步治疗与康复训练，做好治疗、饲养、观察等记录，收集整理后跟随档案装订成册。 

6.2.2.4 诊疗救护 

对受伤和患病的涉案陆生野生动物应及时进行诊断和治疗。救治人员和饲养人员应密切配合、科

学治疗、细心观察、精心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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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伤病情严重动物和濒危动物，要及时采取紧急抢救措施。必要时请求国家相关部门调集技术力

量，集中救护、兽医、饲养员等人力和设备设施资源，尽最大努力实施救护。 

6.2.2.5 康复饲养 

对未染有疫病且经治疗愈的涉案野生动吻，转入康复场所进行康复饲养。饲养人员应严格按照

动物的不 同种类、不同时期、不同饲养要求，依照相应的饲料配方饲养，做好饲养场所消毒和动物

防疫，注意意观察动物健康状况，遇异常情况，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涉案野生动物康复饲养期间，注意人员安全防护，严守操作规范，严格做到进出笼舍随手关门，

人走断电 （根据笼舍和动物情况，视具体情况而定） ，下班后笼舍大门必须上锁。 

6.2.2.6 野化训练 

经救治恢复良好并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涉案野生动吻，应在康复训练场所或选择适宣场地进行野

外生存康复训练。 

6.3 处置 

6.3.1 活体处置 

6.3.1.1放归自然 

经科学评估，涉案野生动物伤病均巳经恢复，且能够适应野外的生活，报经林业、公安等主管部

门批准后，由市林业局或指定的单位选择适合的季节、时间、地点、环境、天气尽快放归野外。做好

记录存档。 

6.3.1.2 饲养照护 

经科学评估，涉案野生动物因伤病无法康复或丧失野外生活能力的，报经林业、公安等主管部门

批准后，送至指定的野生动物救护机构饲养照护，供相关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使用。做好记录存档。 

6.3.1.3 后续追踪 

    对放归自然的和仍需饲养照护的涉案野生动物，由指定的单位采用安装卫星跟踪器、环志等方式做

好后续跟踪观察。 

6.3.2 死体处置 

涉案野生动物因伤病死亡的，报经林业、公安等主管部门批准后，送至指定的野生动物救护机构

保存或制作成标本，供相关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使用。对无利用价值的进行无害化处置。做好记录存

档。 

7  资料整理 

7.1 资料收集 

完整收集涉案野生动物救护全过程的影像、记录等数据资料，每只（种或案）汇总成案卷，建立电

子数据库，按照相关规定方式和时限妥善加以保存。 

7.2 总结报告 

每次涉案野生动物救护活动完成后，应及时总结救护经验教训，完成救护报告，上报相关部门。 

在救护过程中发现新的和需更正的涉案证据，应固定证据，并及时向林业、公安等执法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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