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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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青海省天然林保护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海省天然林保护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调查规划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秀玲、王海、霍俊领、卓玛措、贾毅立、高芳芳、白凌霄、傅凯林、范文秀、

张霖、张晗、刘嗣、王兴邦、王敏利、牛青翠、宇文思名。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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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林管护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天然林管护目的、管护对象、管护原则、管护人员、管护设备、管护用品及资料、管

护工作分类、管护工作程序等方面的工作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天然林管护工作，生态公益林及其他纳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管护工作可参照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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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63/ T1669 森林资源管护站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天然林管护

天然林的管理与保护，特指由林业主管部门对管辖林区天然林的管理与保护。

3.2

巡护

巡护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指定区域进行野外巡查，记录沿途管护对象情况、管护对象受干扰、

破坏、损毁等状况，对发现的干扰、破坏、损毁情况要及时制止和上报。

4　管护目的

管护目的如下：

a) 掌握天然林状况，发现天然林区的变化，及时上报和处置，确保天然林资源及天然林生态系

统安全；

b) 收集管护区内人为活动信息，制止非法盗猎、盗伐、开荒、开矿、放牧等破坏天然林资源的

行为，并及时上报、调查取证，为后续处理留存证据和提供基础资料；

c) 管理和维护管护区内的设施、设备，确保能正常使用；

d) 宣传天然林管理的制度、规定，普及天然林保护价值和重要性，以及天然林保护的相关常识

和要求，提高林区及周边社区人员对天然林保护的认识。

5　管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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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对象主要包括：

a) 林地、土壤、河流、湖泊、野生动植物等构成天然林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 

b) 森林火险、有害生物；

c) 属于管护范围的道路桥梁、电力设施，以及管护、防火、宣传、森林资源监测、相关科研监

测等的标识和设施设备；

d) 进入管护范围的人员或者在管护范围内的常驻人员。

6　管护原则

管护遵循以下原则：

a) 必须依据天然林保护的相关规定、制度进行管护工作；

b) 按照管护的目的，合理制定管护计划，按计划开展管护活动；

c) 真实有效、及时准确地反馈管护信息；

d) 管护人员应具备较强的组织观念和安全意识，管护工作中要确保人身安全；

e) 要保守秘密，按规定使用图件、数据信息，确保信息和数据安全。

7　管护人员

7.1　基本要求

管护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管护人员应该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有一定的组织和决断能力；没有盗伐滥伐行为，无引发

森林火警、火灾、毁林及其它违法违纪行为；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敢与破坏天然林等违法、

违规行为作斗争。

b) 管护人员需要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合格证书后，才能够上岗参加管护工作。上岗的管

护人员，经过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下年度不能上岗参加管护工作。培训要求见 7.2.1。

c) 掌握国家、省、州（市）、县（区）管理部门制定的与天然林管护相关的规章、制度。

d) 能识别当地分布的国家或者地方保护、地方特有和优势物种种类，及其生境和生物学特性。

e) 能识别当地主要的有害生物，熟悉当地潜在的森林火灾发生重点区域及规律，了解当地易发

性洪涝、风雪、地质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重点区域及规律。

f) 能够在野外借助责任区范围地形图或遥感影像图、电子地图等识别地形、地物并标注位置，

掌握手机拍照、摄像功能，掌握卫星定位仪、望远镜、常用救护用品等的使用技能，若借助

智能巡护设备开展野外巡护时，要掌握信息输入、拍照、摄像、卫星定位设置和使用操作技

能。

g) 能够按照要求填写管护记录、日志，按照要求编制管护报告。

7.2　培训

7.2.1　内容

培训的主要内容如下：

a) 职业道德培训，主要包括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诚实守信、团结互助、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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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天然林管护相关规章、制度培训；

c) 天然林管护专业技能培训，主要包括管护范围野生动植物的识别、森林火灾防控、有害生物

识别和防控，巡护设备、资料、救护用品的使用，管护新技术的运用，管护记录、日志、报

告的填写等；

d) 宣传教育培训，主要是对进入管护范围的人员进行天然林保护、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控等

方面宣传教育能力的培训；

e) 安全生产培训，主要是野外巡护人身安全等方面的培训。

7.2.2　组织

培训组织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a) 培训由县级（含县级）以上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组织实施部门需要制定培训计划；

b) 每 1-2年开展 1次全面培训，针对实际需要和薄弱环节，可组织专项培训；

c) 要针对培训的内容，聘请各方面的专业人员作为老师进行培训，专业技能、安全培训需要有

现场操作培训，培训内容详见 7.2.1；

d) 各方面培训完成后，要组织考试，考试命题、阅卷、打分等由各专业老师共同完成。

7.3　绩效考核

绩效考核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a) 县级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组织年度考核，林场、乡镇可根据需要组织季度或者半年考核；

b) 管护人员绩效考核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天然林资源保护管理情况，二是管护设施设备保

护和管理情况；

c) 天然林资源保护管理情况，主要包括盗砍滥伐、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侵占用林地、违禁

放牧、乱捕滥猎野生动物、乱采乱挖野生植物等情况有无发生及发生程度；

d) 管护设施设备保护和管理情况，主要是 5 c）所包括的设施、设备、标识等的损坏程度及补修

情况；

e) 根据护林员管理办法中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进行上述内容的考核。

8　管护设备、用品、资料

管护设备、用品、资料要求如下：

a) 工作、生活、交通、通讯等设备按照 DB63/T1669 配备；

b) 野外救护用品包括求生哨、药械（常用药品、急救包）、绳索、刀具等。

c) 适用于管护范围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图册或鉴定、识别手册。

d) 规章、制度汇编资料和以往管护报告等；

e) 地图资料是比例尺不小于 1:50000 的地形图或近期的遥感影像图，有智能巡护终端设备且安

装有巡护范围的地形图或者遥感影像图时，无需纸质地图。纸质地图要保证防晒、防雨淋、

耐折叠。地图资料要按照相关保密规定使用。

9　管护工作分类

9.1　常规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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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管护区的管理目标，管护人员定期对指定区域开展日常管护的工作。

9.2　专项管护 

当管护区接受临时任务或发生自然或人为突发事件时，根据保护管理的要求而开展的管护工作。包

括以下情况：

a) 在高火险期、自然灾害多发期；

b) 非法偷猎及盗伐案件多发期或者有举报信息；

c) 旅游旺季、节庆、庙会时，管护范围有游客、人员进入；

d) 管护区内及相邻周边社区、村镇人员活动频繁的时期；

e) 管护区及周边有工程施工或者征占用林地的情况；

f) 其他对管护对象有干扰、破坏的情况发生时。

10　管护工作程序

10.1　工作准备

10.1.1　制定巡护计划

按照以下要求制定巡护计划：

a) 按照管理部门的要求和指令制定固定、临时或专项的巡护计划，主要内容包含巡护小组及人

员安排、巡护范围和管护对象、野外巡护路线设置、时间安排，以及设备、资料、用品等配

置；

b) 时间安排要根据管护的目的、要求、野外巡护路线长短、路线通行速度、天气情况等，对每

条巡护路线计算出合理的时间消耗量，进行科学的时间安排。

10.1.2　巡护路线设置

按照以下要求设置：

a) 根据管护范围的地形地貌、海拔高度，进行路线规划，路线优先考虑宜当天返回或达到宿营

地的情况，同时考虑发生意外的回撤或者规避路线，每 20公里左右应设有紧急联系地点；

b) 应优先考虑周边环境、主要道路、人为活动频繁地带以及各种代表性的生境；

c) 综合考虑管理站、管护点、宿营地、安全避难点的位置；

d) 要考虑天气、地质灾害等多种因素，必要时设置备选路线；

e) 要考虑路线沿途有代表性或者需要关注的因素，即关键点，关键点主要包括：始点、主要保

护对象分布点、重点保护动植物分布点、其他重要物种分布点、典型植被变化点、海拔最高

点、人为干扰点、终点等，也可由管理人员根据区域特点设置关键点。

10.1.3　巡护小组安排

巡护小组是管护的最小工作单位，按照以下要求安排：

a) 日常管护人员应安排在 2 人或以上，成员必须熟悉所管护的区域，掌握巡护所需的野外生存

经验和专业技能；

b) 专项管护应该根据管护工作的要求合理安排人员。

10.1.4　设备、资料、用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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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常管护和专项管护的工作需要，准备必要的设备、资料和用品，详见 8。电子设备要保证有

充足的电源供应。资料设备要采用防雨、防寒、防摔的设备包存放。

10.2　工作开展

10.2.1　野外巡护

要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a) 要严格按照巡护计划安排的时间、路线、管护范围和对象进行；

b) 巡护过程中，要在管护日志上及时记录野外巡护现场情况；

c) 巡护中发现破坏、损毁管护对象的现场行为，或已经发生的现场情况，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

情况下，及时制止、及时上报，并现场拍照、录视频或者录音，并对破坏、损毁的对象、范

围进行初步调查，填写在管护日志上，留存证据；

d) 向社区群众和进入林区人员宣传天然林保护的意义和相关制度、规定等。

10.2.2　管护日志填写

完成一次野外巡护后，应在现场记录的基础上，规范填写管护日志表，有智能巡护终端设备时，可

直接在终端设备上填写管护日志表。管护日志表样式见附录A。管护日志表填写要符合以下要求：

a) 要按照规范格式完整填写相关信息；

b) 要及时完善或者修正野外巡护现场记录表的缺失信息、错误信息；

c) 需对完成的管护工作进行总结，并根据需要提出意见和建议；

d) 填写用语要规范，字迹要清楚。

10.2.3　专项管护报告编制

完成一次专项管护的野外巡护后，要填写专项管护报告表，有智能巡护终端设备时，可直接在终端

设备上填写专项管护报告表。专项管护报告表样式见附录B。专项管护报告表填写要符合10.2.2 a)、b)、

c)、d)的要求。

10.3　管护总结

按照管理部门的要求，管护区、管护小组等分别对一定时期内的管护工作进行总结，填写管护总结

表，管护总结表样式见附录C。管护总结表填写要符合10.2.2 a)、b)、c)、d)的要求。

10.4　资料数据归档

10.4.1　资料数据归档内容

主要内容如下：

a) 上级文件、检查考核文件、计划文件、管理制度文件等；

b) 人员信息，包括人员基本信息、培训信息、出勤信息、考核及奖惩信息等；

c) 图纸，包括管护区、管护小组的图纸；

d) 管护记录、管护日志、管护报告、管护总结等文件；

e) 照片、影像等；

f) 其他需要归档保存的信息。

10.4.2　存档形式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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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形式和要求如下：

a) 管护单位要建立天然林管护信息数据库，及时将管护工作形成的电子文件保存在数据库中；

b) 要将管护总结等扫描成电子文件存档；

c) 智能巡护终端上传的管护记录、管护日志等电子文件要及时存档备份，手工填写的管护记录、

管护日志等要专柜保存；

d) 照片、影像、录音等多媒体电子文件资料按照要求存档并保存在数据库中。

10.4.3　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要求如下：

a) 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进行；

b) 档案由专人储存、保管、备份，并定期维护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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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天然林管护日志表样式

表A.1给出了天然林管护日志表样式。

表A.1 天然林管护日志表

县（市、区）名： 管护区名称： 巡护小组：

巡护范围： 巡护人员：

管护对象：

巡护路线： 路线类型：

备选路线： 路线类型：

天气: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巡

护

计

划

所需设备、资料、用品： 计划批准：

巡护范围： 巡护人员：

巡护路线：

野

外

巡

护 天气: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地理位置 现场情况（行为）
时间

经度 纬度 海拔 类型 发生时间 情况描述 发生原因 处置措施

照片

编号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

第   页，共   页 参与管护人员： 报告表编制人员： 日期：

填写表说明：

1. 管护现场填写此表。表格中 1-5列为必填项，6-10列为选填项；

2. 县（市、区）名：管护所在市、县、区名称的简称；

3. 管护区名称：用管护区简称；

4. 巡护小组、巡护人员：巡护小组填写小组名称或者编号，巡护人员填写参加巡护的人员姓名；

5. 巡护范围：巡护路线沿途涉及的范围，用四至地名等表示；

6. 管护对象：主要包括天然林林地、林木的基本情况，主要野生植物、植被种类，主要常见野生动物，主要管护

设施，涉及社区、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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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天然林管护现场记录表（续）

7. 巡护路线：采用小地名、道路名称、河流名称、关键地物点、关键构筑物等命名；

8. 路线类型：分为常规、临时、专项 3种；

9. 备选路线：同巡护路线；

10. 天气：按照巡护当时天气情况填写；

11.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发生时间：采用 24小时制，如 8点 24分，15点 48分；

12. 计划批准：为计划批准人员姓名；

13. 地理位置：经纬度用“度分秒”表示。海拔用米表示，精确到个位数字；

14. 现场情况（行为）类型：用代码表示，代码表示如下含义：1-盗砍滥伐林木、2-火情火警火灾、3-森林有害生

物、4-侵占林地、5-违禁放牧、6-乱采乱挖野生植物、7-乱捕乱猎野生动物、8-野生植物病或死、9-野生动物病或死、

10-地质灾害、11-洪涝灾害、12-水质异常、13-管护设施破坏、14-其他监测设施和标识受损、15-有人员活动、16-其

它非木林产品采集、17-野生动物活体、18-动物痕迹、19-植物物候；

15. 情况描述：对不同类型的现场情况（行为）进行具体状况、程度或范围大小、数量等方面的描述；

16. 处置措施：分为制止、上报、修复等；

17. 影像编号：影像器材自动生成的本记录点影像资料的编号或者名称；

18. 记录人签字： 填写本管护表格的人员签字；

19. 管护人员签字：参加管护的所有人员对上述内容复核后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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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天然林专项管护报告表样式

表B.1给出了天然林专项管护报告表样式。

表B.1 天然林专项管护报告表

县（市、区）名： 管护区名称： 巡护小组：

巡护范围： 巡护人员：

管护对象：

巡护路线： 路线类型：

天气: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任务概述 交代任务来源、任务情况等。

1.本次管护由        单位的     、     、     、     、     （人员姓名）参加。

2.本次管护工作累计   人天。分别是      （人员姓名）   天、      （人员姓名）   

天、…

3.本次管护累计完成巡护路线   条，总里程   公里，管护范围    平方公里，包括：   区

域   公里   平方公里、   区域   公里   平方公里、   区域   公里   平方公里。

4.本次管护发现现场情况（行为）   处（起），其中   情况    处、   情况    处、   

情况    处（起），其中处置   处（起）。        

5.本次管护共填写了管护现场记录   份，记录管护数据   条，拍摄现场照片   张、现场影

像   段，进行现场宣传教育   次，接受宣传教育   人次。

2.管护实施基本情况　

　

6.本次管护共用了经费       元。

3.发现情况及处置

本次管护发现现场情况（行为）及处置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情况：                                                                  。

2．    情况：                                                                  。

3．……

4.未完成任务和原因 本次管护没有完成     、    计划任务，原因分别是：    、    。

5.管护效果 本次管护效果：                                                                。

6.问题及解决方案
本次管护中存在问题是                                                          ，

解决方案是                                                                    。

第   页，共   页 参与管护人员： 报告表编制人员： 日期：

天然林专项管护报告表填表说明： 

1. 完成一次专项巡护工作后，按照野外巡护现场记录表的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填写此表；

2. 名称、小组及人员、范围、对象、路线及类型、时间、天气等按照表 A.1说明，按照巡护过程中实际情况填写；

3. 任务来源：主要有省、市（地、州）、县级林草部门通知和要求，管护区（林场、乡镇）通知和要求等；

4. 发现情况及处置的内容主要包括：地点、类型、范围及规模、程度及数量等，处置情况按照表 B.1说明表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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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天然林管护总结表样式

表C.1给出了天然林管护总结表样式。

表C.1 天然林管护总结表

县（市、区）名称： 管护区名称： 管护小组：

管护范围： 管护对象：

管护时间段： 总结编写人： 单位负责人：

1.任务概述 任务来源、任务情况等。

1.本期管护由    、    、    单位的    名管护人员参加。

2.本期管护工作累计    人天。

3.本期管护累计完成巡护路线   条，总里程   公里，管护范围    平方公里，包括：   区

域   公里   平方公里、   区域   公里   平方公里、   区域   公里   平方公里。

4.本期管护发现现场情况（行为）   处（起），其中   情况    处、   情况    处、   

情况    处（起），其中处置   处（起）。

5.本期管护共填写了管护现场记录   份，记录管护数据   条，拍摄现场照片   张、现场影

像   段，进行现场宣传教育   次，接受宣传教育   人次。

5.本期管护共用了    、    、    管护设备、资料、用品。

2.管护实施基本情况

6.本期管护共用了经费       元。

3.发现情况及处置

本期管护发现现场情况（行为）及处置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情况：                                                                  。

2．    情况：                                                                  。

3．……

4.未完成任务和原因 本期管护没有完成     、    计划任务，原因分别是：    、    。

5.管护效果 本期管护效果：                                                                。

6.需要解决协调的问题

和建议

本期管护需要上级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如下：

1．    问题：                                                                  。

2．    问题：                                                                  。

3．……

7.下期管护安排 下期管护工作安排：                                                            。

第   页，共   页 参与管护人员： 报告表编制人员：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