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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之一，其中哺乳动物物种多样，分布范围广，对栖息地变化敏感，是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环境评价的关键指示生物类群。 生境的退化或丧失、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等因素造成

我国哺乳动物受到严重威胁。 针对哺乳动物种群持续衰退的现状，为了掌握其生存状态、种群动态变化以及受威

胁状况，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了全国大中型哺乳动物观测网络建设。 重点介绍了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的建设目标、主要内容、红外相机观测技术和样地选择方法等，讨论了哺乳动物观测网络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解

决办法，提出进一步完善全国大中型哺乳动物观测网络及信息化数据平台的建议，从而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管理和资源利用提供基础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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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观测是在一定区域内对生物多样

性的定期测量。 它通过获取生态系统的格局与质

量、物种组成与分布以及环境要素等方面的数据，
掌握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协助保

护成效评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和重

要手段［１］。 其中，哺乳动物类群和物种多样，分布

范围广，适应于多种生境类型，对栖息地变化特别

敏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与评价的关键指示

类群［２］。
我国哺乳动物多样性非常丰富，随着研究的深

入，我国哺乳动物记录不断增加。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我国确定现有 １２ 目 ５５ 科 ２４５ 属 ６７３ 种哺乳

动物，哺乳动物总种数占世界哺乳动物总种数的

１２ ３％。 此记录使我国哺乳动物丰富度世界排名超

过印度尼西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红色名

录记录的种数为 ６７０ 种〕而上升到第 １ 位。 同时，我
国哺乳动物特有种丰富，有 １５０ 种，特有种种数占比

为 ２２ ３％［３］。 但是，我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发

展、城镇化扩张和交通路网建设等原因，造成动物

栖息地萎缩或丧失、资源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等负

面影响，使得我国哺乳动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４］。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２０１５
年）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哺乳动物受威胁物种（极
危、濒危和易危等级）共计 １７８ 种，占物种总种数的

２６ ４％，其中，特有种有 ３８ 种为受威胁物种，占特有

种总种数的 ２５ ３％［５］。 尽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生

物多样性保护措施，但是生物多样性丧失仍在继

续。 针对哺乳动物种群持续衰退的现状，为了掌握

其生存状态、种群动态变化及受威胁状况，进而提

出有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开展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

就显得非常重要。

１　 国内外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概况

近年来，许多国际机构和国家陆续建设了全

球、区域或国家层次的野外生态长期观测和研究网

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立了全球环境监测系统

（ＧＥＭＳ），对全球范围的兽类状况、鸟类状况、濒危

物种贸易及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进行观测。 地球观

测组织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ＧＥＯ⁃ＢＯＮ）提出了开

展全球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估的工作方向，试图建立

全球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的推动

下，世界多国都在进行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建

设［６］，制定了生物多样性观测的指标、方法和相关

技术标准，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观测计划。 例

如，热带生态评价与监测网络（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ＥＡ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自

２００７ 年起已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等 １７ 个热带森

林监测样地陆续开展监测研究（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ｔｅａ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ｒｇ），针对陆生脊椎动物（兽类和鸟类）多样

性开展红外相机监测［７］。
我国哺乳动物观测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当时

大量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带动了我国哺乳动物观测

工作的开展。 其中，有针对哺乳动物物种资源开展

的一次性本底调查［８］，有针对大熊猫（Ａｉｌ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
ａｎｏｌｅｕｃａ）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ｇｏｖ． ｃｎ ／ ｍａｉｎ ／ ７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７４２８８０． ｈｔｍｌ ）、 东 北 虎 （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ａｌｔａｉｃａ）和东北豹（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ａｒ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９－１０］ 及

江豚 （Ｎｅｏｐｈｏｃａｅｎａ ａｓｉａ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ａｓｉａ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１１］

等旗舰濒危物种开展的观测，有针对农田害鼠等有

害动物开展的观测研究［１２］，有针对具体科研而开展

的观测研究［１３］。
近年来，红外相机技术作为一种非伤害性野生

动物观测技术，已成为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观测的重

要工具和动物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被广泛应用

于我国大中型哺乳动物观测研究，该技术的应用取

得了重要进展［１４］。 红外相机技术在我国野生动物

研究与保护中的应用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被
最先运用在云南省高黎贡山地区和台湾地区［９］。
红外相机技术应用领域包括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

种类排查，涉及的自然保护区如广西花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１５］、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１６］ 等，
利用观测数据估算雪豹［１７］、东北虎和东北豹［１８］ 及

华北豹［１９］等大型猫科动物的种群数量及密度，以及

用来分析评估雉类［２０］、小型食肉类［２１］ 和有蹄类［２２］

等多种动物的活动节律和时间分配。 相比于传统

的观测方法，红外相机技术具有较明显的优越性，
如：能在恶劣的环境中昼夜连续工作，进行长期观

测；通过获得各种动物的真实图像确认物种的存

在，可实现区域内动物多样性的快速评价；对大中

型哺乳动物，行踪诡秘、夜行性、稀有和外形易于识

别物种更加有效。
目前，国内各单位也在开展红外相机观测网络

建设。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联合国内外科研院

所和相关自然保护区，已在全国初步建立了 ３０ 余个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的观测样区，并以此为基础建设

兽类多样性观测网络［２３］。 此外，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建立了一些基于红

外相机技术的区域性兽类观测专项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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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哺乳动物观测工作存在各种局限性：
（１）观测的物种数量较少，多集中于个别濒危旗舰

种，其他不常见的濒危物种及重要生态功能物种缺

乏观测；（２）缺乏长期性，有些地区仅观测 １ ａ 或一

段时期，无法监测长期变化；（３）观测指标和方法不

同，观测数据可比性差，数据区域共享困难；（４）观

测地点和区域受限，缺乏全国层面的大尺度设计，
无法形成全国多样性观测网络；（５）现有部分哺乳

动物观测网络集中在科研部门内部，开展的工作以

科研为主，内外联络不紧密，管理结构松散，数据不

集中，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支持力度不够。 综上

所述，现有的哺乳动物观测工作并未形成长期的、
全面有效的观测网络，不能满足全国哺乳动物多样

性保护和管理的需求。
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Ｃｈｉｎａ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简称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Ｎ）是由环境保护

部发起，依据我国自然条件的地理分布规律、国家

社会经济战略布局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通过

顶层设计而建设的野外观测网络，以长期定位观测

为基本手段，开展生物多样性动态观测和变化机制

研究，发现和认识规律，开发新技术并应用示范，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科技支撑。 全国哺乳

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Ｃｈｉｎａ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ａｍｍａｌｓ，简称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Ｎ⁃Ｍａｍｍａｌｓ）是

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中重要的子网络，目前主

要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我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

测，并制定统一的观测技术指南。 笔者主要介绍哺

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规划与设计、建设目标、布
局、观测指标和分析方法等，并总结了哺乳动物多

样性观测网络建设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为哺乳动

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工作的开展提供探索和指导。

２　 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建设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批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

程实施方案（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要求“建立布局合

理、层次清晰、功能完善的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

络；通过对重要生物类群和生态系统开展常态化观

测，掌握生物多样性动态变化趋势”。 鉴于此，自
２０１６ 年起，在环境保护部的支持下，环境保护部南

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牵头并组织全国各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保护区等相关单位和部门开展全国大中型

哺乳动物红外相机观测网络建设工作，逐渐形成覆

盖全国的大中型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建立规

范的红外相机观测技术准则，掌握全国范围内大中

型哺乳动物的多样性现状和种群动态变化趋势，分

析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多样性变化的

影响，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为制定全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关管理措施和政策提供技术支撑。
２ １　 建设目标

建立全国大中型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的

主要目标是对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群落及种群动

态进行观测，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和资源利用提

供基础性数据。 具体内容包括：（１）掌握大中型哺

乳动物多样性现状及种群的动态变化，揭示影响其

动态变化的关键因子，初步掌握物种分布、种群大

小和活动规律等，建立物种名录及分布数据库；（２）
深入了解观测样区大中型哺乳动物多样性面临的

威胁因素，分析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多

样性变化的影响；（３）以观测结果为依据，评估观测

样区现有保护措施和政策的有效性，提出针对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建议和对策；（４）完善红外相机的观

测标准和技术规范，促进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

的网络化和信息化，通过建立和开发全国哺乳动物

多样性观测信息数据库，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网
络化管理、长期有效存储，逐步建成全国哺乳动物

多样性观测网络的公共信息平台。
２ ２　 观测原则

２ ２ １　 科学性原则

有明确的观测目标，观测样地和观测对象应具

有代表性，能全面反映观测区域内哺乳动物多样性

和群落的整体状况；应采用统一、标准化的观测方

法，对哺乳动物多样性动态变化进行长期观测。 观

测方法和观测结果应具有可重复性。
２ ２ ２　 可操作性原则

观测计划应考虑所拥有的人力、资金和后勤保

障等条件，观测样地应具备一定的交通条件和工作

条件。 应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哺乳动物

资源现状、保护状况和观测目标等因素，选择合适

的观测区域和观测对象，采用效率高、成本低的观

测方法。
２ ２ ３　 可持续性原则

观测工作应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需

求，并能有效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 观测对

象、观测样地、观测方法、观测时间和频次一经确

定，应长期保持固定，不能随意变动。
２ ２ ４　 保护性原则

尽量采用非损伤性观测方法，避免不科学的频

繁观测。
２ ２ ５　 安全性原则

野外观测会面临很多困难，观测者要做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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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野外技术培训，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２ ３　 观测对象

根据哺乳动物体形和体重可分为小型、中型和

大型哺乳动物 ３ 类。 以兔形目动物（如蒙古兔）为

准，体型小于或等于兔形目动物的为小型哺乳动

物；以犬科动物（如狼）、灵长类动物（如猕猴）、偶蹄

类动物（如麝）为准，体型大于兔形目动物、小于或

等于狼、猕猴、麝的为中型哺乳动物；体型大于狼、
猕猴、麝的为大型哺乳动物。 该观测网络主要针对

长鼻目、奇蹄目、偶蹄目、食肉目、灵长目的大中型

哺乳动物及啮齿目松鼠科等部分小型哺乳动物。
２ ４　 主要内容和方法

２ ４ １　 样区的选择

从物种和生态系统 ２ 个层面考虑样区（ ｓａｍｐ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布置，重点关注旗舰物种、保护伞物种、濒危

物种、经济物种以及重要生态系统类型。 以代表性

自然保护区为重点，兼顾珍稀濒危物种、国家重点

保护物种的核心分布区，以及覆盖哺乳动物地理分

布的重点区域，统筹考虑已有观测工作基础的地

区［２４］，形成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重点观

测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群落组成及种群动态的变

化趋势，并评估影响其种群变化的关键环境因子。
根据 ＸＵ 等［２４］ 建立的哺乳动物最佳监测点及

相关专家提供的已有知识和经验设计了全国哺乳

动物观测样区的网络布局（图 １），该网络涉及全国

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县级行政区或重点

区域，共有 １１８ 个样区。

图 １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全国哺乳动物观测样区分布

Ｆｉｇ １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ａｍｍ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ｏｆ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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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２　 观测样地的设置

在每个样区采用公里网格抽样方案设置 ３ 个观

测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开展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
观测样地是在样区中开展实地调查和监测的区域。
观测样地的选址对观测工作至关重要，为了保证观

测样地的代表性及布局的合理性，需要对整个观测

样区有充分了解。 首先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将观测样区

划分成 １ ｋｍ×１ ｋｍ 的网格，然后从物种和生态系统

２ 个层面考虑样地的布设，在每个样区根据不同的

海拔、不同的植被类型、不同的人为活动干扰强度

和野生动物分布的先验知识等确定 ３ 个观测样地。
样地应设置在相应群落的典型地段，代表的群落范

围较大，地貌、植被等条件要具有同质性，样地之间

具有异质性。 每个样地面积约为 ２０ ｋｍ２，样地间应

保持一定间距，原则上大于 ３ ｋｍ。 观测样地一般选

择人为干扰较小、适宜大中型哺乳动物觅食栖息的

地点。 每个样地内有 ２０ 个网格，在每个网格中心区

域选择合适位置放置 １ 台红外相机，不同网格之间

的 ２ 个相机之间相隔距离至少 ５００ ｍ，观测网格之

间尽量保持连续形态。 各样区可根据各自的河流、
道路（巡护路线）或其他地形体征特点设计观测样

地。 另外，为保证观测实施的可行性，应选择具备

一定交通条件和工作条件的区域。
２ ４ ３　 观测方法

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主要采用红外

相机观测法。 根据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哺乳动物照

片、视频数据确定分类单元、种群数量（相对多度）、
分布、行为和家域大小等，从而明确哺乳动物资源

的时空动态、造成资源变化的影响因素以及资源变

化所产生的后果等。 该技术的应用受气候和地形

的影响较小，可有效提供观测区域内哺乳动物的物

种多样性与丰度（种类及数量）、地理分布格局、栖
息地的利用、人为干扰和野生动物肇事等重要信

息，适用于地栖性物种，对于大中型哺乳类、夜行

性、行踪隐秘、稀有和外形易于识别的物种更为有

效［２］。 此外，样带调查法将作为补充观测手段。 根

据各观测样区特点，在部分样区选择性地设置 ３ 条

５ ｋｍ 长样带，在利用红外相机进行观测的同时，每
年冬季开展 １ 次补充调查，通过样带痕迹对哺乳类

物种种类和分布区域进行调查。
２ ４ ４　 数据采集与管理

对每个位点的相机进行定位和编号，收集每台

相机的物种照片和视频，同时记录每个位点的生境

信息，包括经纬度、海拔、地形、植被类型、植被覆盖

度、水源类型、人为干扰类型和程度。 各样区应根

据实际情况按照常规红外相机观测规范，对相机进

行定期检查和维护。 在保证相机数据和电池用量

的前提下，每 ３ ～ ４ 个月换取 １ 次相机存储卡和电

池。 对获取的图像和视频信息进行整理、识别和分

类，最后将每个样区的观测数据导入全国哺乳动物

观测数据库管理系统进行汇总和管理，实现全国哺

乳动物观测数据的一体化和可视化。
２ ４ ５　 数据分析

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收集的数据可

用于以下分析：
（１）估算物种种群数量和密度。 估算不同物种

的种群数量和密度是野生动物生态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 基于网格抽样方案所采集的红外相机野生

动物观测数据，可用于估算种群数量。 目前，可采

用的统计分析模型主要包括标记－重捕模型（ｍａｒｋ⁃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 ［２５］、 随 机 相 遇 模 型 （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 ［２６］ 和野生动物图片指数（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ＷＰＩ） ［２７］ 等。 但是估算种群数量和密

度（绝对多度）对于实验设计、数据质量、观测时间

和数据分析等要求较高，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使用物

种相对多度来表示群落结构。 相对多度以基于相

机拍摄率计算得到的相对多度指数（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
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ＲＡＩ）来表征，用以代表动物种群的相对

数量，指数越高，表明该物种的相对种群数量越多。
（２）计算物种探测率和占域率。 物种的探测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和占域率（ｓｉｔｅ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ｒａｔｅ）
是生物多样性调查或观测中的重要参数［２８］。 占域

模型（ｓｉｔｅ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ｍｏｄｅｌ）可以在目标物种占据某

样点但不能每次都被探测到的情况下，通过多次重

复调查，从而科学地估算单次调查对目标物种的探

测概率，进而估算出特定位点或区域被目标物种占

有的概率。 该模型采用似然函数的原理，通过分析

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物种出现 ／未出现的记录，得
到探测率和占域率的最大似然估计［２９］。 占域模型

是通过重复调查以便准确估计低密度物种分布的

模型，所以每个样点需要重复调查多次［３０］。 由于可

以方便地把每个位点上的调查历史分为若干连续

的重复取样单元，红外相机拍摄的照片数据十分适

合采用占域模型进行分析。
（３）动物行为学参数分析。 由于红外相机在拍

摄照片和视频时会自动记录时间、温度等信息，研
究者可从红外相机照片或视频片段中提取行为类

型、发生时间等信息，计算研究对象的活动节律、活
动强度指数（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ＲＡＩ）并评估其活

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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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进展与讨论

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建设已取得了

重要进展：（１）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已在全国以长江

经济带为重点，在 ７１ 个县域观测样区布设了红外相

机（图 １），完成 ４ ０００ 余台红外相机的布设并开展

观测。 目前已观测到哺乳动物共 ５ 目 ２１ 科 ８７ 种，
鸟类共 １１ 目 ２７ 科 １１８ 种。 （２）初步建立全国哺乳

动物观测图像数据库，该数据库为所有上传的图像

数据建立规范的存储标准，实现了网络化管理，并
将按观测样区和类群（物种）建立多种类型的数据

库、图片库和物种分布地图等。 （３）开发了红外相

机图像识别软件，该软件基于大数据、高通量计算

平台，利用图像识别和视频分析等核心技术实现对

生物多样性观测数据（海量图像与视频数据）的自

动目标检测与识别，最终形成一套生物多样性观测

数据分析处理与管理系统，大幅度提高用户分析生

物多样性观测图像数据的效率。 （４）编写了红外相

机观测技术操作规程。 上述重要进展将进一步推

动我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资源的网络化和标准化观

测与研究。
伴随着观测工作的开展，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

观测网络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１）红外相机丢失已经成为哺乳动物观

测中的一大重要问题。 如贡嘎山样区放置的 ６０ 台

相机，８ 个月内累积丢失 ２８ 台。 相机之所以丢失一

是因为部分样区在特定季节有虫草、竹笋等野生资

源，造成大量山民涌入，导致相机丢失；二是因为部

分样区存在盗猎现象，盗猎分子为防止自己被拍而

盗走相机。 （２）红外相机的损坏也是该项目面临的

一个大问题，这些损坏包括人为损坏和自然损坏。
人为损坏主要由盗猎人员造成，而自然损坏主要由

于野外湿度较大导致部分相机进水而损坏。 如黄

山样区 ６０ 台相机中有 １ 台人为破坏，１０ 台进水后

损坏；大别山样区 ６０ 台相机中有 １０ 台进水损坏。
另外，部分相机的质量也存在问题，不同批次采购

的相同型号相机损坏率不同。 （３）观测数据的质量

控制存在难点。 相机丢失、损坏问题会导致数据丢

失，从而使得数据分析存在较大偏差。 另外，在野

外的实际观测中，同一个体往往可能会以不同角度

被重复拍摄，在种群数量和种群密度的计算中被误

认为是不同的个体，从而使种群参数的估算结果偏

高。 （４）野外观测过程中会遇见各类困难和危险，
例如，南方地区每年雨季时间较长，山区容易出现

山洪和泥石流；另外，夏天山区毒蛇、蚂蟥和马蜂等

有毒动物较多，这些都会对野外观测人员的人身安

全造成威胁。 （５）由于人力、物力等资源的限制，当
前哺乳动物观测网络使用的观测方法较单一，观测

到的物种覆盖率和探测精度不高，观测到的哺乳动

物种数仅约占物种总种数的 ２０％，未能覆盖翼手

类、啮齿类等小型哺乳动物。 （６）目前，我国各地已

经实施或正在实施的与哺乳动物相关的多样性观

测项目数量众多，应用的观测指标也互不相同，各
具特色，观测方法及目标各有偏重，缺乏统一的观

测标准和数据处理与分析规范，历史数据分析和比

较相对困难。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解决：（１）各观测样区应当加大红外相机的管

护力度，增加护林员巡护频次，发现相机丢失或损

坏应及时补充相机，同时研究开发更加牢固的固定

设备如钢丝网、锁等，尽量减少相机丢失。 （２）加大

红外相机的质量控制，通过野外观测比较不同型号

相机的性能，选择性能较好的型号，同时联系厂家

开发针对性强的相机。 （３）开发新的数据统计模

型，在进行数据分析时，考虑将数据丢失问题纳入

统计模型之中；开发哺乳动物红外相机观测的图像

识别软件，该软件的使用不仅可以减少用于图像和

视频识别的大量人力投入，还能降低人为因素造成

的误差，同时也需要针对数据分析中重复统计问题

开发新的数据分析模型，从而增加数据分析的准确

性。 （４）需加强观测人员的安全保障，野外工作需

至少 ２ 人 １ 组完成，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由于各种不

利的因素如突降暴雨、天气环境恶劣等，可将野外

工作时间向后顺延，若所选样地为地形复杂、地势

险峻、多危险地段（悬崖、滑坡等）、植被浓密等难以

到达的地区，可适当调整样地的布设。 野外工作人

员需要购买保险，同时提高自身安全意识。 （５）加

强生物多样性观测资金的申请和投入力度，扩大观

测物种覆盖范围，除了应用红外相机观测技术以

外，可以增加样方法和标记重捕法，同时考虑遥感

监测技术、数字芯片标记、痕迹识别、ＤＮＡ 快速检测

和红外探头（摄像）等一系列更具前沿性的技术。
（６）联合相关部门，吸纳各类已有资源，建立统一观

测标准，制定明确的观测指标及数据处理标准，形
成全国性的哺乳动物观测网络，避免资源投入的重

复和浪费。
希望全国各地更多的单位和人员能够参与到

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建设工作中，逐步完

善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体系和数据管理

信息平台，针对哺乳动物多样性资源开展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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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测研究工作，提升我国哺乳动物多样性保护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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