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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与经营利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晓东、郭岳、吴景才、孙效维、林宝庆、宋丽文、孔维尧、邹畅林、李伟东、

郑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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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迁徙白鹤种群保护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东北松嫩平原白鹤迁徙种群及中途停歇地保护与监测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松嫩平原范围内迁徙白鹤种群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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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T 1813 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LY/T 1814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 

LY/T 1820 野生植物资源调查规程 

LY/T 2359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松嫩平原 Songnen Plain 

位于大、小兴安岭与长白山脉及松辽分水岭之间、由松花江和嫩江冲积而成的区域，主要包括吉林

省长春市、松原市、白城地区和四平市北部湿地，黑龙江省大庆市、齐齐哈尔市，内蒙古兴安盟南部和

东南部分区域。 

3.2  

中途停歇地 stopover sites 

白鹤迁徙途中因休息、补充能量等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停歇的具体栖息地点。 

3.3  

迁到日期 arrival date 

白鹤在迁徙到松嫩平原某迁徙中途停歇地的最早日期。 

3.4  

迁离日期 leaving date 

白鹤从松嫩平原某中途停歇地最晚迁离的日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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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息期 stopover duration 

白鹤在一个迁徙季节里在松嫩平原某中途停歇地从迁到日期至迁离日期的时间段。 

3.6  

成体/亚成体 adult and sub-adult 

性腺发育成熟、具有繁殖能力的个体及虽不具备繁殖能力但体色与成鸟基本一致的个体。 

3.7  

幼鸟 juvenile 

体羽大部分为棕黄色，具备一定生活能力，跟随亲鸟活动的个体。 

3.8  

停歇地保护与监测 protection and monitoring of stopover habitats  

对停歇地进行保护管理与监测的过程。 

3.9  

潜在停歇地栖息地 potential stopover habitats 

满足白鹤栖息的基本条件，可能成为白鹤停歇栖息地的湿地。 

3.10  

停歇栖息地回复 stopover habitats restoration 

通过相关技术和措施修复白鹤迁徙停歇栖息地生境的过程 

3.11  

历史停歇地 historical stopover hahitats 

历史资料记载有迁徙白鹤停歇的栖息地。 

3.12   

生态需水量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维系白鹤停歇地生态系统各项生态功能正常发挥的水需求量。 

4 迁徙白鹤种群及中途停歇地保护与监测 

4.1 保护 

4.1.1 白鹤迁徙种群保护 

4.1.1.1 开展白鹤物种保护公众教育 

结合白鹤停息栖息地生境保护，开展白鹤物种知识、生活习性、栖息环境、保护的意义等教育。 

4.1.1.2 进行野外巡护 

对白鹤停歇地、潜在停息地进行巡护，发现、制止干扰白鹤停歇行为，对威胁、危害白鹤栖息的不

法行为进行制止、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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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野外救护 

4.1.1.3.1 需要救护的前提 

遇到下列情况的，需要进行野外救护处理： 

a) 野外巡护或有当地群众报告发现有伤残个体时； 

b) 野外巡护或有当地群众报告发现有体弱、病患个体时； 

c) 遇有特殊自然灾害威胁到白鹤停歇种群生存时。 

4.1.1.3.2 伤残、病患个体救护过程 

实施野外救护的过程主要包括： 

a) 及时诊断，判定伤、病类型，以采取接续措施； 

——主要外伤症状包括肢体损伤等； 

——主要中毒症状包括麻痹、昏迷、流诞，排稀便、瞳孔缩小、体温下降、心率失调等。 

b) 实施救治。 

——伤残个体急救：止血——创面清洁——局部用药——缝合包扎——全身疗法； 

——中毒个体急救：控制毒源——排除毒物——应用解毒剂——实施必要的全身对症治疗； 

——疾病个体急救：对病鹤进行隔离——可确诊的根据病症进行药物和全身治疗，不能确诊的按国

家“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规范（试行）”上报和处理。 

d) 还需记录受救助个体的发现时间、地点、周边区域使用农药及杀虫剂种类、工厂有毒排放物、

动物疫情等信息。 

4.1.1.3.3 被救助个体管理 

对被救护的白鹤个体，应视具体情况进行管理： 

a) 能直接放飞的应就地放飞，并提倡对放飞个体进行环志； 

b) 对断翅、断腿、喙部严重缺损等丧失或部分丧失野外生存能力的个体，以及需要进一步治疗、

恢复的个体，要送至保护区或救护中心等具有饲养资质单位进行后续处置，再根据个体情况确

定继续人工驯养，作为科研、科普宣教的动物源，或适时野化放飞。 

4.1.1.3.4 种群保护应急预案 

中途停歇地各责任单位在以下情况下应制定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建议、提交白鹤种群保护应急预案： 

a) 白鹤迁入前，重点适宜停歇地水位过高或过低时的应急补、排水预案：水深控制指标：春季水

深<20cm，秋季 5cm～40cm； 

b) 突发低温冰冻、暴风雪等情况下的补饲应急管理预案：补饲地点应选择适宜白鹤停歇的湿地周

边湿草甸区域或农田、岗地，补充食物种类可为玉米等谷物籽实； 

c) 在遇有重大疫情发生的情况下，应结合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部署实施应急预案； 

d) 在人为干扰强度突发性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加大保护巡护力度预案。 

4.1.2 中途停息地保护 

4.1.2.1 开展栖息地保护宣传教育 

宣教内容包括白鹤停歇地基本特征、主要分布区域、湿地保护相关知识，野生动物及其生境保护相

关法规；可利用地方媒体如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活动日如爱鸟周、地球日、湿地日等，举办中小

学生知识竞赛、印发和张贴宣传画册、传单、挂图等多种方式开展宣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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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开展野外巡护 

对白鹤停歇区域内的停歇地、潜在停息地进行巡护，发现、处理存在的问题，对于不能解决的问题

及时上报、反馈有关的主管部门。 

4.1.2.3 对区域内各类生产活动管理 

4.1.2.3.1 在白鹤停歇期对主要停息地附近农业生产活动进行监管； 

4.1.2.3.2 实施禁牧或阶段性禁牧；在重点白鹤分布区实施阶段性禁渔； 

4.1.2.3.3 对观鹤旅游、鸟类摄影等人类活动进行监管； 

4.1.2.3.4 严禁向白鹤现有和潜在停歇地排入工业废水等污染源。 

4.1.2.3.5 种群及停歇地保护巡护记录见表 B.1。 

4.2 监测 

4.2.1 监测内容与指标 

4.2.1.1 白鹤迁徙种群监测 

对迁徙停歇期白鹤种群进行跟踪监测，内容包括： 

a) 种群数量、成幼比例，包括每个具体监测点、监测停歇地种群最大数量； 

b) 停歇期内主要停歇地点不同阶段白鹤种群数量变化； 

c) 停歇期，迁到、迁离时间，数量高峰期； 

d) 停息地微生境类型。 

4.2.1.2 停歇地监测内容与指标 

参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LY/T 1813）和野生植物资源调查规程（LY/T 1820），涉及白鹤

停歇地监测内容包括： 

a) 停歇地面积：包括停歇地面积和具体停歇地点面积； 

b) 停歇地水质：如水体 pH值、盐度、水温； 

c) 停歇地植被类型与分布：参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LY/T 1814）相关内容； 

d) 其它主要伴生水鸟：如其他鹤类、鹳类等珍稀、濒危水鸟，以及监测地点优势种、常见种等； 

e) 白鹤主要食物种类与资源量：如沼泽水域的扁秆藨草、三江藨草，以及农田岗地栖息地点的散

落玉米等； 

f) 人类活动类型及强度：如农事活动、牧业活动、捕鱼等，干扰等级参见表 B.1。 

g) 潜在栖息地及历史栖息地现状：如位置、面积、植被类型。具体参见表 B.3。 

4.2.2 时间与范围 

4.2.2.1 时间与频次 

监测时间：白鹤迁徙停歇期整个时间段，一般情况下春季3月10日～5月10日；秋季9月15日～11月

15日，具体可根据监测当年白鹤迁入、迁离时间调整。 

监测频次：种群监测间隔2～3天；栖息地监测间隔15天。 

4.2.2.2 范围 

已确定的白鹤迁徙停歇区域及潜在停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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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方法 

4.2.3.1 前期准备 

a) 编制实施方案，印制调查表格。表格参见附录 B。 

b) 落实交通工具、数码相机、GPS手持机、双筒和单筒高倍望远镜、野外记录用品等监测用品。 

c) 组建专业监测队伍。监测人员需具备的条件：身体健康、有一定文化水平、具有初步野外观测

知识、能够使用相关的监测设备。 

d) 开展技术培训。内容包括监测方法、白鹤成/亚成体、幼体及主要伴生物种的识别、表格填写、

仪器设备使用；培训对象包括监测人员及相关的管理人员。 

4.2.3.2 种群监测 

4.2.3.2.1 采用定点双人直数法进行监测。即结合种群及停歇地保护巡护工作，在发现白鹤分布的停

歇地，选择适宜观测的位置，2人同时用双筒或单筒高倍望远镜直接观察、记录白鹤数量，取平均值作

最终数量； 

4.2.3.2.2 同时记录停歇地内主要伴生种如其他鹤、鹳类，珍稀、濒危水鸟、优势种、常见种等； 

4.2.3.2.3 监测时间：宜在早 4:00～8:00 和 16:00～19:00之间进行，具体时间视春、秋季节自行确定； 

4.2.3.2.4 野外监测记录表参见表 B.2。 

4.2.3.3 停歇地监测 

4.2.3.3.1 采用样方法或样线法进行。即根据白鹤分布监测与研究的历史资料，在充分考虑白鹤栖息

地类型、白鹤活动范围及生态习性、透视度和所交通可通行性等因素设置固定监测样地，具体方法参见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LY/T 1814）和野生植物资源调查规程（LY/T 1820）的相关部分内容； 

4.2.3.3.2 可根据调查时湿地实际增设临时性监测样地； 

4.2.3.3.3 栖息地监测应包括的内容要求参见表 B3。 

4.2.3.4 具体实施 

相关责任单位应根据所在松嫩平原白鹤迁徙停歇区所处具体位置，充分考虑当年气候等因素，制定

年度具体实施方案，筹措资金，组织具体实施。 

4.3 潜在栖息地的确定 

满足以下条件的区域，可确定为潜在分布区： 

a) 湿地类型：扁杆藨草沼泽，三江藨草沼泽，芦苇藨草沼泽； 

b) 湿地沼泽面积标：>50hm
2
； 

c) 水深：春、夏季水深<20cm，秋季 5cm～40cm； 

d) 人为干扰程度：干扰少。 

4.4 监测报告 

按年度撰写迁徙白鹤种群保护与监测报告。报告内容、格式和具体要求见资料性附录A1。 

5 保护成效评估 

5.1 评估指标和赋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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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食物丰富度 

食物丰富度赋分标准为： 

a) 有扁杆藨草/三江藨草分布且能满足 300 只以上较大白鹤迁徙种群迁徙停歇期食物需求的停歇

地赋值 12分～15分； 

b) 有扁杆藨草/三江藨草，但作为食物供应有限，不能满足 100 只～300 只以下白鹤迁徙种群停

歇期食物需求的，赋值 8分～11分，根据藨草资源量具体赋值; 

c) 虽无藨草类植物，但有其他食源可提供部分白鹤食物条件，赋值 2分～7分。 

5.1.2 停歇地面积 

停歇地面积赋分标准为： 

a) 沼泽湿地总面积<500hm
2
，赋值 5分以下； 

b) 超过 500h
2
，每增加 100hm

2
增加 1分，最高赋值 10分。 

5.1.3 有效面积 

有效面积赋分标准为： 

a) 适宜于白鹤取食的沼泽水域面积小于 50 hm
2
赋值 1分～5分； 

b) 每增加 50 hm2赋值增加 1分，最高赋值 10分。 

5.1.4 水源及保障 

水源保障赋分标准为： 

a) 有稳定水源，能保证藨草类植物正常生长需求，保证春秋白鹤迁徙停歇期水深在 10cm～40cm

的，赋值 10分； 

b) 水源供应不稳定，或完全依赖天然降水等水源的，赋值 5分以下，视水源可控程度赋值。 

5.1.5 人为干扰强度 

人为干扰程度赋分标准为： 

a) 依据放牧、捕鱼、耕作人为活动频度及强度等进行赋值，干扰程度分为重、中、轻、偶尔和无，

分值梯度为 3； 

b) 无干扰的中途停歇地赋值为 15分。 

5.1.6 湿地利用频次 

种群（>50只个体）第1次利用记1分，每增加一次分布记录增加2分，最高10分。 

5.1.7 停歇种群大小 

停歇种群大小赋分标准为： 

a) 平均停歇种群<50只赋值 1分，平均种群每增加 50只增加 2分； 

b) 种群数量>500只后，赋值 15分。 

5.1.8 停歇期 

停歇期短于5天赋值2分，每增加5天增加2分；最高分值15分。 

5.2 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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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结果评估等级见下表： 

表1 保护成效评估结果 

等级 得分 描   述 

好 > 90 迁徙白鹤及中途停歇地保护成效优秀 

较好 75～89 75分～89分，迁徙白鹤及中途停歇地保护成效良好 

一般 60～74 60分～74分，迁徙白鹤及中途停歇地保护成效一般 

差 < 60 <60分，迁徙白鹤及中途停歇地保护成效较差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在充分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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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迁徙白鹤种群保护与监测年度报告提纲 

A.1 迁徙白鹤种群保护与监测年度报告提纲 

第一章 概况 

1.1 项目区简介 

应包括项目区自然概况如地理位置、行政区属，现状如水源、湿地、停歇地面积与范围等简介。

应附项目区图。 

1.2 目标、内容 

项目开展要达到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项目的主要工作内容：应包括种群监测、停歇地监测、种群及栖息地保护。 

1.3 任务完成情况 

具体实施情况，包括组织、落实情况，对照工作目标、内容进行简述。 

第二章 工作方法 

2.1 监测方法 

    白鹤种群监测方法 

停歇地监测方法 

监测时间及频度 

2.2 数据处理 

    数量汇总、统计分析的方法 

第三章 监测结果 

3.1 白鹤种群数量及分布 

    包括迁到、迁离时间，高峰期数量、最大群数量、迁徙期数量动态变化，成（亚成）/幼比例；

主要分布地点等。 

3.2 停歇地现状 

    包括监测区内主要白鹤停歇点沼泽面积、植被类型、水深、人为干扰类型及强度；区内潜在停

歇地位置、面积及相关指标。 

3.3 与上年相比较 

种群数量、分布，以及停歇地环境的变化情况。 

3.4 白鹤野外救助情况 

    救助的类型、数量及后期处置情况；实施的白鹤保护应急预案及执行情况。 

3.4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威胁白鹤停歇种群、停歇栖息地生境的主要因素，如人为活动干扰等，自然环境如水源供给和

排涝能力等，项目运作本身需要改进的情况，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4 附件 

图：绘制年度白鹤分布示意图，应包含春、秋两季白鹤主要分布点位置等信息； 

    绘制白鹤主要停歇地分布示意图，应包含主要停歇地位置及范围、主要潜在停歇地位置及范围。 

表：不同季节白鹤种群监测数量及分布汇总表，包括日监测最大数量、春秋两季种群最大数量及主

要分布点； 

栖息地监测信息汇总表，包括；白鹤利用的栖息地植被类型、主要伴生种、存在问题等； 

白鹤野外救助情况统计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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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表格 

B.1 XXX 项目区白鹤停歇地巡护管理记录表 

巡护日期：    年    月    日 天气：              巡 护 人： 

巡护地点：                     巡护区域：          巡护方式： 

地理坐标： 起点：              N，             E；      海拔： 

终点：             N，             E；      海拔： 

时间 微生境类型 种群数量 
人类活动类 

型及强度 
问题及处理情况 

     

     

     

     

     

     

     

     

     

     

     

备注： 

注：填表说明： 

巡护地点：为项目实施区域行政区名称 

巡护区域：具体巡护区域（湿地）名称 

地理坐标：采用度-分-秒格式 

生境特征：按《全国际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与监测》（修订版）执行 

巡护方式：步行、摩托车、汽车 

人类活动类型及强度：类型包括：放牧、农事活动、捕鱼作业、其他（具体标注）；强度：没有为无，偶有且

规模很小为较弱，有但规模小为弱，有且规模较大为较强，有其规模大为强，画“×”选定 

处理情况：劝阻、批评教育、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等 

备    注：填写主要伴生种类，如珍稀、濒危水鸟，环境指示性物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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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XXX 项目区 迁徙白鹤种群野外监测记录表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天    气： 

监测地点：                               巡 护 人： 

                                                                          单位：只 

监测区域 
记录 

时间 

数量 
日最大 

数量 

微生境 

类型 

地理坐标 

总数 
成体及 

亚成体 
幼体 N E 

         

         

         

         

         

         

         

         

         

备注： 

注：填表说明： 

监测地点：为县、乡（镇）行政区名称 

监测区域：具体监测区域（湿地）名称 

记录时间：监测到白鹤的时间，采用 HH:mm 格式 

地理坐标：发现鹤群地点的坐标，采用度-分-秒格式 

微生境特征：芦苇沼泽、芦苇-藨草沼泽、藨草沼泽、湿草甸、农田/岗地、其他 

总    数：监测区域白鹤总数 

成体及亚成体数：除幼体外的白鹤数 

幼 体 数：体羽与成体颜色不同的个体 

日最大数量：每个监测区域单日观测到的最大数量 

备    注：填写主要伴生种类，如珍稀、濒危水鸟，环境指示性物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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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XXX项目区白鹤停歇地（潜在停歇地）监测记录表 

编    号：                                 监 测 人：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天    气： 

停 歇 地：                                 湿地名称： 

地理坐标：           N，           E    海拔高度：      m     坐标点方位： 

生境类型：                             湿地面积：      hm2 

植物群落 

特 征 

建群种 平均高度 (cm) 平均密度（株/m
2
） 占沼泽面积(%) 

扁干藨草群落    

三江藨草群落    

农作物群落    

    

    

水源情况  即时水深 cm 

人为干扰 

类   型 程      度 

 强 较强 弱 较弱 无 

备   注： 

注：填表说明： 

停 歇 地：为监测区域所在行政区名称 

湿地名称：具体停歇湿地名称 

地理坐标：采用度-分-秒格式 

坐标点方位：记录坐标点在监测湿地的方位 

生境类型：芦苇沼泽、芦苇-藨草沼泽、藨草沼泽、湿草甸、农田/岗地，其他（具体标注） 

湿地面积：实测是，在很难测得实际值时，可为估测值 

水源情况：河流（名称）、引水（工程名）、天然降水、其他（具体阐述） 

人为干扰：类型包括：放牧、农事活动、捕鱼作业、其他（具体标注）；强度：没有为无，偶有且规模很小为

较弱，有但规模小为弱，有且规模较大为较强，有其规模大为强，画“×”选定 

备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如家畜种类、群大小，人为活动简述；距村屯、道路距离；湿地开垦情况等。 

每块湿地 1 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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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XXX项目区野外救护记录表 

编    号：                                救 护 人： 

救护日期：      年    月    日            天    气： 

救护地点：      省（区）    县（市）     乡（镇）     屯    湿地名称：          

救护位点信息：  地理坐标：            N，             E    海拔高度：    m 

生境类型： 

伤/ 病类型 外伤 病 体弱 中毒 其他 

症状描述 

及初诊 
 

应急处置方式  

善后处置 放飞 伤残饲养 移送它处 死  亡 其  他 

后期救治建议  

备注： 

注：填表说明： 

救护地点：为行政名称 

救护位点：具体救护湿地名称 

地理坐标：采用度-分-秒格式 

生境类型：芦苇沼泽、芦苇-藨草沼泽、藨草沼泽、湿草甸、农田/岗地、其他 

伤/病情况：选择划“√” 

症状描述及标明受伤部位及程度，疾病及中毒类型及程度 

应急处置方法：包括外伤、中毒的应急处理、常规治疗用药情况等 

善后处置：选择划“√” 

备    注：其他情况说明，如如何发现伤病个体、发现时鹤的状态描述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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