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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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盘锦市林业和湿地保护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苏芳莉、张晓东、肖常青、赵文元、曲波、李玉祥、孙迪、李海福、宋飞、魏

超、李丽锋、高真伟、宋爽、宓辰羲、王诗童、刘奕、贾玉华、郑云龙、王孔海、王志丹、苗青、邵美

妮、张颂、姜祛寒、韩成、陈永强、严雪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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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重要湿地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辽宁省境内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的术语、概况调查、气象、水文和水质、土壤及沉积

物、植物及其群落、野生动物、外来物种、人为活动监测以及监测报告与数据资料编写样式等监测内容

和技术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境内重要湿地的监测，一般湿地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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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GB/T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7477 水质 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滴定法

GB/T 7485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7489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

GB/T 11892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T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4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GB/T 11896 水质 氯作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

GB/T 11899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3195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T 15265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966 水文仪器基本参数及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135 土壤质量 总砷的测定 硼氢化钾-销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6 土壤质量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0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KI-MIBK 萃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27648 重要湿地监测指标体系

GB/T 27845 化学品 土壤粒度分析试验方法

GB/T 35224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天气现象

GB/T 35225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气压

GB/T 35226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空气温度和湿度

GB/T 3522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风向和风速

GB/T 35228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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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5230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蒸发

GB/T 35231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辐射

GB/T 35232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日照

GB/T 35233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地温

GB/T 35234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冻土

GB/T 3523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自动观测

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503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稀释与接种法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7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HJ 897 水质 叶绿素a测定 分光光度法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LY/T 1210 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

LY/T 1237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化的计算

LY/T 1239 森林土壤pH值的测定

LY/T 1244 森林土壤交换性盐基总量的测定

LY/T 1253 森林土壤矿质全量元素(硅/铁/铝/钛/锰/钙/镁/磷)烧失量的测定

LY/T 1254 森林土壤全钾、全钠的测定

LY/T 1255 森林土壤全硫的测定

LY/T 1258 森林土壤有效硼的测定

LY/T 1259 森林土壤有效钼的测定

LY/T 1260 森林土壤有效铜的测定

LY/T 1261 森林土壤有效锌的测定

LY/T 2090 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NY/T 1121.3 土壤检测 第3部分：土壤机械组成的测定

NY/T 1121.4 土壤检测 第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

SL 87 透明度的测定(透明度计法、圆盘法)

SL 187 水质采样技术规程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SL/T 58 水文测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辽宁省重要湿地 Important wetland in Liaoning Province

辽宁省境内下列范围内的湿地：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辽宁省发布的重要湿地、国家级和

省级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以及未纳入上述范围，且为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的栖息地、繁殖

地、越冬地或者迁徙停歇地的湿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湿地类型原生地，其他典型的、独特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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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生态功能、或者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湿地。

3.2 辽宁省一般湿地 General wetland in Liaoning Province

辽宁省境内重要湿地以外的湿地。一般湿地的名录及范围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

门发布。

3.3 生境 Habitat

又称栖息地，指湿地中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

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由生物和非生物因子综合形成，描述某个生物群落的生境时通常只包括非生物

环境。

4 湿地概况调查

4.1 湿地背景

包括地理位置及坐标、土地权属、平均海拔高度、气象条件、土壤状况、湿地总面积、主

要湿地类型及面积、水域面积、植被面积、地表径流量、年排入量、降雨量、蒸发量、供给水

量、湿地所在县（区）社会经济状况（常住人口数量、主要收入来源、经济产值、旅游业产值、

人流量等）。湿地背景（本底）调查每年一次。

调查方法主要利用卫星、无人机等天空地技术，通过近三年遥感影像、实地调查及自然资

源部门统计数据获得。数据源的比例尺不应小于 1:2.5 万。

4.2 湿地面积监测

湿地面积监测采用卫星遥感-无人机 -地面实地观测相结合的方式。卫星遥感采用分辨率不

低于 10m,云量小于 5%的影像数据，选择与调查时段相近月份的遥感影像，其时间相差不超过

15d。

卫星遥感监测湿地面积的频率为每月一次；无人机及地面实地观测每个季度一次，一年四次。

监测记录见附录 A。

5 气象与大气环境监测监测

5.1 气象要素

气象监测的指标、单位、频度和引用方法见表 1。可在场地内设置自动气象监测系统，自

动气象监测系统按照 GB/T 35237的规定设置。

监测记录见附录 B。

表 1 湿地气象要素监测指标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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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次 参见标准

天气现象（扬沙、沙尘暴降水、地面凝结等现象） — 连续监测 GB/T 35224

气压 hPa 连续监测 GB/T 35225

风速 m·s-1 连续监测 GB/T 35227

风向 — 连续监测 GB/T 35227

空气温度（距地面 1.50m） ℃ 连续监测 GB/T 35226

地温（离地面 0cm、5cm、10cm、15cm、20cm深度） ℃ 连续监测 GB/T 35233

空气湿度（距地面 1.50m） % 连续监测 GB/T 35226

总辐射量 W·m-2 连续监测 GB/T 35231

净辐射量 W·m-2 连续监测 GB/T 35231

日照时数 h 连续监测 GB/T 35232

降水量 mm 每次降水时监测 GB/T 35228

降水强度 mm·h-1 每次降水时监测 GB/T 35228

蒸发量 mm 连续监测 GB/T 35230

土壤冻结深度 cm 连续监测 GB/T 35234

5.2 大气环境

大气环境监测的指标、单位、频度和引用方法见表2。监测点位应布设在湿地内部，且距离人为干

扰区域10公里以上。

表 2 大气环境监测指标及方法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次 参见标准

二氧化硫（SO₂） μg·m-3 连续监测 GB 3095

二氧化氮（NO₂） μg·m-3 连续监测 GB 3095

一氧化碳（CO） μg·m-3 连续监测 GB 3095

臭氧（O3） μg·m-3 连续监测 GB 3095

粒径小于等于 10μm颗粒物（PM10） μg·m-3 连续监测 GB 3095

粒径小于等于 2.5μm颗粒物（PM2.5） μg·m-3 连续监测 GB 3095

总悬浮颗粒物（TSP） μg·m-3 连续监测 GB/T 15432

大气降尘量 t/km² 1次/月 GB/T 15265

负氧离子 个/m3 连续监测 —

6 水文和水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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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水文监测

6.1.1地表水水文监测

地表水水文监测指标及方法见表 3。监测频次为每年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冰封期各 1次。冰封

期先在冰面上开孔，监测指标与方法与非冰封期一致。监测点位应布设在湿地内部，且距离

人为干扰区域 10 公里以上。

监测记录见附录 C。

表 3 湿地水文监测指标及方法

6.1.2地下水水文监测

地下水水文监测的指标、频率、测定方法和引用方法见表 4。每年丰水期、平水期和

枯水期各一次。

表 4 湿地地下水水文监测指标及方法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参见标准

地下水位 3次/年 自记水位计/手工测量 SL 58

水量 3次/年 水表法/流量计法 HJ 164

6.2 水质监测

地表水水质监测指标及方法见表 5。监测频次为每年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冰封期各 1次。冰

封期先在冰面上开孔，监测指标与方法与非冰封期一致。样品采集方法按照 SL187的规定执行，样

品保存及预处理方法按照 SL219的规定执行。监测点位应布设在湿地内部，且距离人为干扰区域

非冰封期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方法 参见标准

流量 m3·s-1 流速仪法/浮标法 GB 50179

流速 m·s-1 流速仪法/浮标法 GB 50179

水位 m 自记水位计/水尺 GB/T 50138

淹水历时 d（h） 淹水期观测

水深 m 自记水位计/水尺 GB/T 50138

积水面积 hm2 GIS或测绘法

冰封期

径流量 m3·s-1 流速仪法 GB 50179

流速 m·s-1 流速仪法 GB 50179

冰厚 m 量冰尺 GB/T 15966

水深 m 测深杆/回声测深仪 GB/T 5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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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里以上。

地下水水质监测频次同地下水水文监测频次，监测方法同地表水水质监测。

表 5 湿地水质监测指标及方法

7 湿地土壤及沉积物监测

7.1 土壤及沉积物样品的采集、制备与保存

采集方法按照 LY/T1210执行，土壤样品制备与保存方法按照 HJ/T166执行。水体中沉积物的采样

方法以及样品制备与保存方法按照 SL219 执行。监测点位应布设在湿地内部，且距离人为干扰区

域 10 公里以上。

7.2 土壤及沉积物物理性质监测

土壤及沉积物物理性质监测的指标、单位、频率和引用方法见表 6。

指标 单位 方法 参见标准

水温 ℃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 GB/T 13195

pH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

透明度 cm 透明度计法/圆盘法 SL 87

悬浮物 mg·L-1 重量法 GB/T 11901

总硬度 mmol·L-1 EDTA滴定法 GB/T 7477

溶解氧（DO） O2，mg·L-1 溶氧仪/碘量法 GB/T 7489

高锰酸盐指数

（CODMn）
O2，mg·L-1 酸性高锰酸钾法/碱性高锰酸钾法 GB/T 11892

五日生化需氧量

（ BOD5）
O2，mg·L-1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

氨氮（NH4+-N） mg·L-1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

总磷（TP） mg·L-1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

总氮（TN） mg·L-1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

光度法
GB/T 11894

挥发酚 mg·m-3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

氯化物 mg·m-3 硝酸银滴定法 GB/T 11896

硫酸盐 mg·m-3 重量法 GB/T 11899

砷 mg·m-3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7485

叶绿素 mg·L-1 分光光度法 HJ 897

重金属含量 mg·kg-1 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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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记录见附录 D。

表 6 湿地土壤监测指标及方法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次 参见标准

沉积物粒度 % 每年 1次 GB/T 27845

容重 g·cm⁻³ 每年 1次 NY/T 1121.4

质地 — 每年 1次 NY/T 1121.3

土壤机械组成 1次/年 NY/T1121.3

湿地土壤深度 10cm、20cm、40cm、60cm、80cm和 100cm处含水率 % 连续监测 LY/T 1213

湿地土壤深度 10cm、20cm、40cm、60cm、80cm和 100cm处温度 ℃ 连续监测 LY/T 1213

饱和导水率 mm·d⁻1 每年 1次 LY/T 1215

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及非毛管孔隙度 % 每年 1次 LY/T 1215

蒸发量 mm 连续监测 LY/T 1215

凋萎含水量 % 每月 1次 LY/T 1217

渗透系数 mm·d⁻1 每年 1次 LY/T 1218

坚实度 N·mm⁻³ 每年 1次 LY/T 1223

湿地土壤和沉积物类型 — 每五年 1次 LY/T 2090

沉积层厚度 m 每年 1次 SL 219

7.3土壤及沉积物化学性质监测

土壤及沉积物化学性质的监测指标、单位、频率和参见标准见表7。

表 7 土壤及沉积物化学性质监测指标及方法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次 参见标准

pH —— 每月 1次 LY/T 1239

潜性酸度 cmol·(100g)-1 每年 1次 HJ/T 166

阳离子交换量 cmol·kg-1 每年 1次 HJ/T 166

交换性钙和镁(盐碱土) cmol·kg-1 每年 1次 HJ/T 166

交换性钾和钠 cmol·kg-1 每年 1次 HJ/T 166

交换性酸量(酸性土) cmol·kg-1 每年 1次 HJ/T 166

交换性盐基总量 cmol·kg-1 每年 1次 HJ/T 166

碳酸盐量(盐碱土) cmol·kg-1 每年 1次 HJ/T 166

氧化还原电位 mV 每月 1次 HJ/T 166

有机质 mg·kg-1 每年 1次 LY/T 1237

有机碳 mg·kg-1 每年 1次 LY/T 1237、HJ615、GB/T3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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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汞 mg·kg-1 每年 1次 GB/T 17136

总镉 mg·kg-1 每年 1次 GB/T 17140

总铅 mg·kg-1 每年 1次 GB/T 17140

总砷 mg·kg-1 每年 1次 GB/T 17135

全盐量 mg·kg-1 每年 1次 LY/T 1244

全氮、亚硝态氮 mg·kg-1 每年 1次 LY/T 1228

全磷/有效磷 mg·kg-1 每年 1次 LY/T 1253

全钾/有效钾 mg·kg-1 每年 1次 LY/T 1254

全镁/有效镁 mg·kg-1 每 2年 1次 LY/T 1253

全钙/有效钙 mg·kg-1 每 2年 1次 LY/T 1253

全硫/有效硫 mg·kg-1 每 2年 1次 LY/T 1255

全硼/有效硼 mg·kg-1 每 2年 1次 LY/T 1258

全锌/有效锌 mg·kg-1 每 2年 1次 LY/T 1261

全锰/有效锰 mg·kg-1 每 2年 1次 LY/T 1253

全钼/有效钼 mg·kg-1 每 2年 1次 LY/T 1259

全铜/有效铜 mg·kg-1 每 2年 1次 LY/T 1260

全铁/有效铁 mg·kg-1 每 2年 1次 LY/T 1253

8 湿地植物及其群落监测

8.1 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包括高等植物的种类、数量、高度、物候期；沉水、浮水、挺水和湿生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

多度、密度、高度、盖度、频度和生物量，生境特征和群落干扰等。

8.2 监测方法

监测样地

a）根据湿地高等植物的基本特征，选择代表性生境设置永久性固定监测样地。

b）覆盖主要湿地植物群落和物种。

c）每个永久性监测样地的面积为 100hm2，按样地总面积原则上不小于湿地面积的 5%确定样地数量。

湿地面积不足 100hm2的，按 1个样地处理。单个湿地面积小于 100hm2，每一单建种群落设置样方数不

少于 3个，共建种群落的样方数不少于 5个；单个湿地面积大于 100hm2，每一单建种群落样方数不少

于 5个，共建种群落的样方数不少于 10个。

监测样带和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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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由湖泊、水库、河流和采煤沉陷区的中央向岸边，沿着水浸梯度变化的方向设置。

b）覆盖种植和养殖区、植被修复区、退田还湖和退耕（养）还湿区等人为扰动区域。

c）在每个样地内，至少设置 1条贯穿于样地的样带。

d）样方应反映各湿地植物随地形、土壤和人为环境等的变化特征，每个样地须保证有不少于 3个重复

样方。森林样方大小为 20m×20m，灌丛为 10m×10m，草本和水生植物样方大小为 1m×1m。

8.3 监测时间和频次

应在生物量最高的时期监测，每年监测 1次，按照 GB/T 27648 和 HJ 710.1 标准执行。监测指标及

方法见表 8。

监测记录见附录 E。

表 8 湿地植物和群落监测指标及方法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方法 备注

湿地植被类型、

面积与分布
-

遥感影像结合野外

调查

植物群系 - 现场判定

植物种类 种 样方法

多度 - 样方法

某个种的多度=（该种的个体数目/样地中同一生长型全部种的个

体数）×100%。对于乔木、灌木的统计，采用直接计数法；草本

植物可以采用德氏多度法。

密度 - 样方法 密度=（样地内某种植物的个体数/样地面积）×100%

高度 cm 样方法 分别监测平均高度和最大高度

盖度 % 目测法和照相法
乔木的树冠投影盖度（又称郁闭度），灌木和草本植物枝叶部分

的投影盖度

频度 % 样方法
频度=（某种植物个体出现的样地数/同一植被单元内的全部样地

数）×100%

生物量 g·m-2 样方法 收获法

优势种 - 照相法 数量（株数或蓄积量）占优势地位的植物种

9 湿地野生动物监测

9.1 鸟类

9.1.1 监测对象

对监测区域内所有鸟类进行监测；对国家重点保护、国际受胁物种进行重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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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名称应统一采用中文名及拉丁学名表示，不应用俗名。

9.1.2 监测频次

每年应不少于 5次监测，其中繁殖期 1次，春季和秋季迁徙期各 2次。春季迁徙期监测时间为每年

3月中旬-5月中旬，繁殖期监测时间为每年 5月下旬-7月下旬，秋季迁徙期监测时间为每年 9月上旬-11

月上旬。

9.1.3 监测方法

生境中均匀分布的鸟类监测适于采取样线法和样点法；集群分布的监测适于采取分区直数法。种群

密度低，大面积、连续的高度开放生境适于采取样线法；大面积、不同形状的生境，特别是呈斑块状生

境适于采取样点法；鸟类种群密度高的开阔生境适于采取分区直数法。其中：

样线法。监测者按照 1km/h～2km/h的速度沿样线行进，同时统计样线两侧发现的（包括见到的和

听到的）鸟类种类及数量。样线长度应≥3km，样线间距离≥500m，尽量覆盖鸟类在湿地范围内的所有

生境类型。

样点法。监测者在按预定规则布设圆形样地，以圆心为中心，统计监测区域内发现的（包括见到的

和听到的）鸟类种类及数量。样点间距离≥200m，每个样点监测时间为 10min，应覆盖鸟类在湿地范围

内频繁活动的主要生境类型。

分区直数法。将调查区域根据地形、地貌或生境类型划分为若干监测样区，逐一统计监测样区的鸟

类种类及数量。监测处应视野开阔，分区间有明显景观界限。监测时间按鸟类活动高峰确定，监测时间

≥10min。

湿地鸟类监测指标及方法见表 9。监测记录见附录 F.1。

表 9 湿地鸟类监测指标及方法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方法 备注

鸟类种类 只 样线法、样点法、分区直数法

鸟类种群数量 个

样线法 根据种群密度和生境面积进行统计，其中生境面积通过野外

调查结合遥感图像解释获取，单位为 km2样点法

分区直数法 直接统计鸟类种类及种群数量

鸟类种群密度 样线法

D =
N
2LW

式中：

D——种群密度；

N——样线两侧观察到的鸟类总数量；

L——样线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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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鸟类个体到样线的距离。

样点法

D =
N
Kπr2

式中：

D——种群密度；

N——样点观察到的鸟类总数量；

K——总样点数；

r——样点半径。

分区直数法

多样性指数 参照 HJ 710 执行

9.2 兽类

9.2.1 监测内容

兽类物种和数量分布，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国际受胁物种的种群数量或各种痕迹数量、成幼比

及其栖息地状况。

9.2.2监测频次

丰水期和枯水期各 1次。

9.2.3监测方法

样线法。适合大型兽类监测。样线相对独立，样线间距离不小于 1km；样线长度不小于 1km，单

侧宽度 50～100m；当湿地面积小于 100hm2，设置样线 1～2条。

按 1～2km/h 的速度沿着监测样线匀速行走，观察两侧 100m范围内兽类实体或兽类活动遗留踪迹

（足迹、粪便、擦痕、抓痕、洞穴、脱毛、食痕、尿迹等），并拍摄照片。清除监测对象踪迹。间隔 3～

5d作 1次重复监测。

笼捕法。适合食虫类、啮齿类等小型兽类监测。湿地面积小于 100hm2设置样带 2条，每增加 100hm2，

增设 1条样带；样带宽单侧 50m，每一样带布设鼠笼 2行，按笼距 15m、行距 50m布设，每行 15笼，

共计 30笼。

傍晚放置捕鼠笼，内置诱饵，隔天日出前回收，察看捕捉物种情况，收集物种信息。对每个捕捉到

的个体拍摄照片，记录完后释放。间隔 3～5d作 1次重复监测。

红外相机监测。为避免对鼠类以外其它小型动物伤害，采用红外相机监测。根据兽类出没留下的脚

印、粪便较多的区域，且隐蔽性较强，人为活动影响小的区域，放置红外相机。相机数量尽量覆盖兽类

出没区域。根据监测影像，判别兽类物种和数量分布。

监测记录见附录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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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两栖、爬行动物

9.3.1 监测内容

两栖和爬行动物的物种及其数量分布，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物种的种群数量及其栖息地状况。

9.3.2 监测频次

春季（冬眠结束后）、夏季（繁殖季节）、秋季（冬眠前）各 1次。

9.3.3 监测方法

包括样带法、样方法和围栏陷阱法。对野外不能确定的物种，需采集少量标本做鉴定。

样带法。每种生境类型设置样带 3条，每条样带长度 1km，间隔不小于 100m；小型两栖和爬行动

物样带单侧宽度为 3～5m，大型的为 8～10m；对于主要活动区域为溪流的种类沿溪流分段布设，样带

长度不小于 100m，总长度为 3km。

沿监测样带以 1～2km/h速度行进，记录遇见的动物种类、数量和活动状况，并拍摄照片。每条样

带隔 3～5d后进行 1次重复监测。

样方法。样方面积 10m×10m，按照每种生境类型监测面积的 1％确定样方数量。至少 4人同时从

样方四边向中心行进，仔细搜索并记录发现的动物种类、数量和活动情况。每样方间隔 3～5d后进行 1

次重复监测。

围栏陷阱法。在两栖、爬行动物集中活动的区域，覆盖其主要的生境类型，每种生境类型设置围栏

3～5条，长度 10～20m，高 40～60cm。每个围栏设置 3～5个陷阱。

在监测期隔天上午 7：00～10：00时查看围栏陷阱，收集物种信息，对每一个捕捉到的个体拍摄照

片，记录完后释放。重复监测 3～5d。

监测记录见附录 F.3。

9.4 鱼类、贝类、虾类

9.4.1 监测内容

鱼类、贝类和虾类种类和数量状况，以及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物种、珍稀濒危鱼类的种群数量及

经济鱼类的捕获量。

9.4.2 监测频次

每年监测 4次。四季各监测 1次。

9.4.3 监测方法

根据湖泊和水库等开阔水域的自然特征，将水体划分成若干分区，在每一分区内设置若干代表性样

点；根据河流、河流型水库和河道型湖泊的自然特征，将水体划分成若干断面，在同一断面上间隔一定

距离设置一个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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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网捕、电捕或调捕等方法，或者利用水产部门、渔场或渔民所提供的渔获物。按照 HJ710.7的

规定进行渔获物分析。

监测记录见附录 F.3。

9.5 底栖动物

9.5.1 监测内容

湿地范围内陆地和浅海的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等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种群密度、

生物量。软体动物应鉴定到种；水生昆虫（除摇蚊科幼虫）至少应鉴定到科；水栖寡毛类和摇蚊科幼虫

则至少应鉴定到属；鉴定水栖寡毛类和摇蚊科幼虫时，应制片在解剖镜或显微镜下观察，一般用甘油做

透明剂。

9.5.2 监测频次

每季度监测 1次。

9.5.3 监测方法

采样点应能覆盖监测单元，并关注湖泊和水库消落带、水下旧河床、河道洄水区。每个采样点上，

应用合适的采样器采集三个间隔 2～3m的平行样品。具体参照 HJ710.8执行。

9.5.4 监测指标

湿地底栖动物监测指标及方法见表 10。

监测记录见附录 F.4。

表 10 湿地底栖动物监测指标及方法

指标名称 方法 备注

种类和数量 计数法

重量 称重法
已固定 10d以上；没有附着的淤泥杂质；标本表

面水分已用吸水纸吸干

生物多样性 香农-威纳指数和均匀性指数计算 参照 HJ 710

9.6 浮游生物

9.6.1 监测内容

浮游生物的种类组成、密度和生物量。

9.6.2 监测频次

每季度监测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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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监测方法

监测点布设：江河沟渠分成河心区和沿岸带两个采样区；河流的上、中、下游各段分段采样，在主

支流汇合处增设采样点；湖泊或水库在具有代表性的湖区或库区中心处和进、出水口处采样，在湖湾、

库湾等特异水体处增设采样点。水域面积小于 500hm2至少设置釆样点 3个；500～1000hm2设置 3～5

个；1000～5000hm2设置 5～7个；5000～10000hm2设置 7～10个；大于 10000～15000hm2设置 10～15

个；超过 15000hm2设置 15～20个。

水样采集法。适用于浮游植物、原生动物、轮虫等小型浮游动物。采用有机玻璃采样器，并配合浮

游生物网采集。当水深小于 3m时，采集表层（距离水面 0.5m）和底层（距离底面 0.5m）的水样；当

水深大于 3m时，每隔 0.5m或 1m采集水样，每个采样点应采水样 1L。分层采样时，可将各层水样分

别定量取平均值，或将各层所采水样等量混匀后取 1L 再定量。

枝角类和桡足类定量样品应在定性采样之前用采水器采集，每个采样点应采水样 10L～50L，再用

25号浮游生物网过滤浓缩至 100mL。原生动物、轮虫和无节幼体定量样品，可用浮游植物定量样品，

或者釆集 10L～50L水样混合后，先取出 1L 混合水样供浮游植物和小型浮游动物定量用，其余用网过

滤后供大型浮游动物定量。

拖网采集法。适用于枝角类、桡足类等浮游动物。使用 13 号浮游生物网。定性采集是在水中以

20-30cm·s-1的速度往复循回缓慢拖动，一般时间为 5～10min；定量釆集是通过采水器采集指定深度的

水，然后将水通过浮游生物网过滤，收集浓缩液。

浮游植物、原生动物和轮虫定性样品除留一瓶供活体观察不固定外，立即用鲁哥氏液固定，用量为

水样体积的 1～1.5%。如样品需较长时间保存，则需加入 37～40%甲醛溶液，用量为水样体积的 4%。

枝角类和桡足类定量、定性样品应立即用 37～40%甲醛溶液固定，用量为水样体积的 5%。浮游植物、

原生动物及轮虫水样带回室内沉淀 48h以上，将浓沉淀物移至小塑料瓶（带内盖）中。标明采集时间、

地点以及样品沉淀浓缩前后的体积等。借助显微镜进行物种鉴定，优势种类应鉴定到种，其它种类可鉴

定到属。枝角类和桡足类的种类鉴定用定性样品，其它浮游生物的种类鉴定还需使用定量样品作补充，

用定量样品进行微型浮游植物等鉴定须在定量观察后进行。

湿地浮游生物监测指标及方法见表 11。

监测记录见附录 F.5。

表 11 浮游生物监测指标及方法

名称 监测方法 备注

浮游植物 计数法
用计数框行格法或目镜视野法，在 10×40倍显微镜下，在 0.1mL计数框内按要求

计数 100个～300个视野内的个数或细胞数。

浮游

动物

原生

动物
计数法

将定量样品充分摇匀，在样品瓶内液体的垂直中间位置迅速吸出 0.1mL置于

0.1mL计数框内，在 10×20倍显微镜下全片计数。每瓶样品计数两片，取其平均

值，再换算成 i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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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虫 计数法

将定量样品充分摇匀，在样品瓶内液体的垂直中间位置迅速吸出 1mL样品，置于

1mL计数框内，在 10×10倍显微镜下全片计数。每瓶样品计数两片，取其平均值，

再换算成 ind./L

枝角

类
计数法

用 5mL计数框将定量样品中的浮游甲壳动物分若干次全部计数。如样品中个体数

量过多，可在浓缩样品中取 5mL～10mL，稀释后全计数，再换算成 ind./L

无节

幼体
计数法 样品中如果无节幼体数量不多，可直接计数，如过多可采用稀释法计数。

生物量
体积法或直

接称重法

生物多样性

香农-威纳指

数和均匀性

指数

参照 HJ 710

10 外来物种监测

10.1 监测内容

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无脊椎动物、植物等入侵物种；入侵物种出现的具体地点、

生境基本状况、分布面积、种群数量、种群结构、生活力、入侵途径、繁殖方式、扩散方式、危害状况、

防治措施等。

10.2 监测频次

同 8湿地植物及其群落、9湿地野生动物监测同时进行。

10.3 监测方法

同 8湿地植物及其群落、9湿地野生动物监测同时进行，鉴定为外来物种后，单独记录并按相关规

定上报。

监测记录见附录 G。

11 人为活动监测

利用遥感技术和人为巡护等手段，获取湿地范围内人类活动数据。每年监测一次。

湿地人为活动监测指标及方法见表 12。

监测记录见附录 H。

表 12 人为活动监测指标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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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备注

人口 常住或暂住人口的数量

农业 农作物种植面积、种类、种植结构、化肥使用量、农药使用量

渔业和水产 渔民数量、渔船、捕获量、网眼大小、水产养殖方式

牧业 牧民数量、牲畜数量、载畜量变化

旅游业 客流量、峰值期、日游客量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里程、客运量、货运量

污染物排放 污染源排放口、污染物种类、浓度和排放量

水资源利用 总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农业用水量、生活用水量、生态用水量

12 监测报告与数据资料

12.1 文本格式

12.1.1 文本规格

×××年度×××湿地监测报告报告文本外形尺寸为Ａ4（210mm×297mm）。

12.1.2 封面格式

×××年度×××湿地监测报告封面格式如下。

第一行书写：×××省或市×××湿地（一号宋体，加黑，居中）；

第二行书写：×××年度监测报告（一号宋体，加黑，居中）；

落款书写：编制单位全称（如有多个单位可逐一列入，三号宋体，加黑，居中）；

第四行书写：××××年××月（小三号宋体，加黑，居中）；

以上各行间距应适宜，保持封面美观。

12.1.3 封里-内容

封里—中应分行写明：监测项目实施单位全称（加盖公章）；项目负责人、技术总负责人、分项目

负责人姓名；报告书编制单位全称（加盖公章）；编制人、审核人姓名；编制单位地址；通信地址；邮

政编码；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E-mail地址等内容。各人名处需有手签字。

12.2 省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监测报告编写内容

每年湿地监测工作完成后，应按附录 I格式编写湿地监测报告，并附主要参考文献。监测报告应包

括 4湿地概况、5气象、6水文和水质、7湿地土壤及沉积物、8湿地植物及其群落、9湿地野生动物、

10外来物种、11人为活动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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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附图及附表资料

附图应包括湿地范围分布图、湿地分区图、重要物种分布范围图、监测点位/路线布设图等图件。

附表包括附录中所有原始记录表格。

12.4 监测数据资料存档上报

湿地监测资料应按有关规定，每年上报，并妥善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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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湿地概况调查

表 A.1 湿地概况调查表

湿地名称 调查地点 地理坐标N E 海拔高度 米

所在行政区 行政编码 土壤质地 地表特征 水分条件

湿地面积 公顷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起 年 __ 月 ____ 日止

湿地区名

称

斑块

编号

类型
面积 中心坐标 所属流域 地貌类型 地域分布 平均海拔 监测方法

类 型

注 1：样地所在行政区按照“省＋市＋县＋镇（乡）＋村”形式填写。

注 2：行政编码按照样地所在地具有行政编码的最小行政区填写。

注 3：湿地类型按照实际情况，根据 GB/T 24708填写湿地生态系统的二级和三级类型名称。

注 4：土壤质地包括：砾石质、沙土、壤土、黏土。

注 5：地表特征包括：有无枯落物及厚度；有无覆沙及厚度；有无侵蚀，侵蚀原因（风蚀、水蚀、冻融、超载、其他）；有

无盐斑；裸地面积比例

注 6：水分条件包括：地表有无季节性积水；

注 7：监测方法包括：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实地观测。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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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湿地气象监测

表 B.1 气象要素监测

序号 监测位置

气象要素监测结果

天气现象
总辐射量

(W·m-2)

净辐射量

(W·m-2)

日照时数

(h)

降水量

(mm)
降水强度

蒸发量

(mm)

土壤冻结深度

(cm)

注：天气现象是指扬沙、沙尘暴降水、地面凝结等。

表 B.2 大气环境指标监测数据表

监测单位：_________

监测时间：___年___月___日 报表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序号
监测位

置

大气环境监测结果

大气温

度(℃)

大气湿

度(%)

土壤温

度 0cm

（%）

土壤温

度-5cm

（℃）

土壤温

度

-10cm

（℃）

土壤温

度

-15cm

（℃）

土壤温

度

-20cm

（℃）

风速

(m·s-1)
风向

气压

(hPa)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DB XX/T XXXX—2023

22

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水文和水质监测

表 C.1 水文指标监测数据表

序号
监测

位置

监测时间

(年/月/日)

水

源

流速

(m·s-1)

水深

(m)

流量

(m3·s-1)

温度

(℃)

是否

汛期

含沙量

(kg·m-3)

有无

结冰

有无

凌汛
备注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表 C.2 水质指标监测数据表

监测单位：_________

监测时间：___年___月___日 报表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填表者_______校对者________审核者________

序

号

监

测

位

置

水质监测结果

水

温

p

H

透

明

度

(c

m

)

悬

浮

物

(mg

·L-1)

总硬

度

(mmo

l·L-1)

DO(

O2，

mg·

L-1)

CO

DMn(O2.

mg·L-1)

BOD(

O2，

mg·L-

1)

NH4+-N

(mg·L-1)

TN(m

g·L-1)

TP(m

g·L-1)

叶

绿

素

a

氯

化

物

(mg·

m-3)

挥

发

酚

(mg·

m-3)

阴

离

子

阳

离

子

重

金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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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土壤及沉积物指标监测数据表

监测单位：_________

监测时间：___年___月___日 报表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序号
监测

位置

土壤指标监测结果（mg·kg-1）

pH TDS TN TP 阴离子 阳离子 重金属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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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湿地植物及其群落检测表

表 E.1 湿地植物及其群落监测数据表

样方号 ： 样方面积： m²

植物群系： 调查日期：

积水状况： 总盖度：

地上生物量(湿重): 地上生物量(干重):

群落描述(群落结构、自然环境、受干扰状况等):

物种多样性

序号 植物种名 拉丁学名 盖度(%) 高度(cm) 生物量(g) 多度
密度

(株·m-2)
物候相 生活型

注 1:调查日期指在湿地进行野外工作的实际持续时间。

注 2:野外调查植物群系不能现场判确时，应通过计算群落物种重要值的方法来确定。

注 3:样方号为调查单元序号+群系序号+样方序号。

注 4:积水状况填写永久性、季节性、暂时性、不积水。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表 E.2 植物监测数据处理方法

E.2.1 重要值

重要值是评价植物种群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项综合性指标，按式(E.1)计算：

IV = RCO +RFE + RDE························································(E.1)

式中：IV——重要值；

RCO——相对盖度，%;
RFE——相对频度，%;
RDE——相对密度，%。

相对盖度按式(E.2)计算：

RCO = Ci/ Ci × 100%�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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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i——样方中第 i种植物的盖度，m²;
Ci� ——所有植物种盖度之和，m²。

相对频度按式(E.3)计算：

RFE = Fi/ Fi × 100%� ························································· (E.3)

式中：Fi——第 i种植物的频度，%;
Fi� ——所有植物种的总频度，%。

相对密度按式(E.4)计算：

RDE = Di/ DCi × 100%� ·······················································(E.4)

式中：Di——样方内第 i种植物的密度，株/m²;
DCi� ——群落所有植物群落密度的总和，株/m²。

E.2.2 物种多样性

多样性用以测度群落内的物种多样性，可采用物种丰富度、辛普森(Simpson)指数、香农-维纳

(Shannon-Wiener)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表示。物种丰富度为物种数量的直接计数，其余各指数计算方法

如下：

辛普森多样性指数(D)按式(E.5)计算：

D = 1− �=1
� ��2� ································································(E.5)

式中：

��——物种 i 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例；

S——物种种类总数。

Shannon-Wiener指数(�·)按式(E.6)计算：

�· = �=1
� [��� ����] �=1

� ��2� ······················································(E.6)

式中：

��——物种 i 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例；

r——物种种类总数

S——物种种类总数。

均匀度指数(J)按式(E.7)计算：

J = H/Hmax···································································· (E.7)

式中：

H——物种多样性指数；

Hmax——为多样性指数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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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湿地野生动物检测表

表 F.1 鸟类监测数据报表

F.1.1 鸟类监测样线调查记录表

日期 天气 温度℃ 样地编号 地点

观测者 记录者 生境类型 干扰类型 干扰强度

起点

坐标

经度
起点海拔(m) 开始时间

纬度

终点

坐标

经度
终点海拔(m) 结束时间

纬度

物种

总数

个体

总数

样线长度

(km)
备注

序号 中文名
距离

(m)

小

生

境

保

护

等

级

数量（只） 地理坐标
海

拔

(m)

栖

息

地

居

留

型

繁

殖

期
雌 雄 成 幼 经度 纬度

注：小生境是某种野生动物取食、活动、营巢、隐蔽的具体地点，以一定的地物特征加以说明，如林缘、养殖区、

河滩、林下、溪岸、沟边、湖岸、河岸、草丛、芦苇丛、灌丛、泡沼等。

F.1.2 鸟类监测样点调查记录表

日期 天气 温度(℃)

观测者 记录者 样点编号

地点 海拔(m)

地理坐标
经度 开始时间

纬度 结束时间

小生境类型 干扰类型 干扰强度

物种总数 个体总数

序号 中文名
数量（只） 保护等

级

栖

息

居

留
繁殖期

雌 雄 成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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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型

F.1.3 鸟类监测分区直数调查记录表

日期 天气 温度(℃)

观测者 记录者 分区编号

地点 海拔(m)

地理坐标
经度 开始时间

纬度 结束时间

小生境类型 干扰类型 干扰强度

物种总数 个体总数

序号 中文名

数量(只)
保护等

级

栖

息

地

居

留

型

繁殖期
雌 雄 成 幼

F.1.4 鸟类迁徙监测表

湿地名称_________调查地点_________ 地理坐标 N ____E____ 海拔高度_____米

湿地面积_____公顷天气状况_____调查日期起____年 ____月_____日止 ___年 __月 ___日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居留型 迁来时间 高峰期 迁离时间 停歇时间 居留期 备注

注 1:调查日期指在湿地进行野外工作的实际持续时间。

注 2:序号按分类学上的目、科顺序进行编号。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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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 兽类监测表

湿地名称_________调查地点_________ 地理坐标 N ____E____ 海拔高度_____米

湿地面积_____公顷天气状况_____调查日期起____年 ____月_____日止 ___年 __月 ___日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保护等级 种群数量 居留型 小生境 调查面积

注 1:调查日期指在湿地进行野外工作的实际持续时间。

注 2:序号按分类学上的目、科顺序进行编号。

注 3:小生境是某种野生动物取食、活动、营巢、隐蔽的具体地点，应以一定的地物特征加以说明，如：林缘、养殖区、河

滩、林下、溪岸、沟边、湖岸、河岸、草丛、芦苇丛、灌丛、泡沼等。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表 F.3 两栖类、爬行类、鱼类、贝类、虾类监测数据报表

湿地名称_________调查地点_________ 地理坐标 N ____E____ 海拔高度_____米

湿地面积_____公顷天气状况_____调查日期起____年 ____月_____日止 ___年 __月 ___日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保护等级 数量(只) 种群密

度

小生境 栖息地 繁殖期 备注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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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4 底栖动物监测数据报表

湿地名称_________调查地点_________ 地理坐标 N ____E____ 海拔高度_____米

湿地面积_____公顷天气状况_____调查日期起____年 ____月_____日止 ___年 __月 ___日

断面： 位置： 标本编号：

气温 水温：表层/底层 透明度 水流

水深 底泥 pH 底层容氧量

基质类别（可填写淤泥、泥砂、粘土、粗砂、砂石、岩石，其他）：

水生植物多度（可填写 1、2、3、4、5）：

周围环境概况：

采样工具： 采集面积： 该点采集次数：

所采底栖动物名录 实采个数(个) 湿重(mg) 个体数(个·m-²) 重量(g·m-3)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表 F.5 浮游生物监测数据报表

湿地名称_________调查地点_________ 地理坐标 N ____E____ 海拔高度_____米

湿地面积_____公顷天气状况_____调查日期起____年 ____月_____日止 ___年 __月 ___日

气温: 水温：表层/底层 透明度: 水流:

水深: 水体 pH: 容氧量:

断面: 位置：

种(属)名称
采样点编号

备注
1 2 3 4 5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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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入侵物种监测表

表 G.1 植物群落监测表

湿地名称_________调查地点_________ 地理坐标 N ____E____ 海拔高度_____米

湿地面积_____公顷天气状况_____调查日期起____年 ____月_____日止 ___年 __月 ___日

序号 植物种名 发生面积 盖度(%) 高度(cm) 多度 密度 物候相 生活型

注：调查日期指在湿地进行野外工作的实际持续时间。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表 G.2 入侵动物监测表

湿地名称_________调查地点_________ 地理坐标 N ____E____ 海拔高度_____米

湿地面积_____公顷天气状况_____调查日期起____年 ____月_____日止 ___年 __月 ___日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种群密度(只·m2) 传入途径 小生境 备注

注 1:调查日期指在湿地进行野外工作的实际持续时间。

注 2:序号按分类学上的目、科顺序进行编号。

注 3:小生境是某种野生动物取食、活动、营巢、隐蔽的具体地点，应以一定的地物特征加以说明，如：林缘、养殖区、河

滩、林下、溪岸、沟边、湖岸、河岸、草丛、芦苇丛、灌丛、泡沼等。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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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人为活动监测

表 H.1 湿地管理机构基本信息监测表

县(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乡(镇）： ________________ 湿地名称：_________________

监测人员：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第_____页，共_____页

机构与

人员信息

上级机关或 部

门
机构级别 设立日期

内设部门

(点)个数

编制人数 编制批准机构 在职人数 外聘人数

在职人员学历
硕士及以上 本科 专科以下 在职人员 技

术职称

高级 中级 初级

设施设备

信息

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设立/购置年

度
来源 使用状况 备注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表 H.2 社会经济情况统计表

县(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乡(镇）： ________________ 湿地名称：_________________

监测人员：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第_____页，共_____页

社区

名称

湿地

面积

人口 产业

常住人口

(人)

暂住人口

(人)

人口密度

(人·km-²)

第一产业生产总

值(万元)

第二产业生产总

值(万元)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万元)

居民年人均收入

(元·年-1)

注：湿地范围仅有一片时，填写一行即可，湿地范围分多片时，按片填写，每片一行。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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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3 日游客数量监测表

县(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乡(镇）： ________________ 湿地名称：_________________

监测人员：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第_____页，共_____页

日期 游客数量(人) 日期 游客数量(人)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表 H.4 农业生产监测表

县(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乡(镇）： ________________ 湿地名称：_________________

监测人员：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第_____页，共_____页

农作物 水生种植产品

作物种类 种植面积(hm²) 化肥种类 化肥使用量(t) 农药种类 农药使用量(t) 品种 产量(t)

注 1:作物种类：1-粮食作物，11-水稻，12-小麦，13-薯类，14-燕麦，15-藜麦，16-豆类，17-其它；2-经济作物，21-油料作

物(油菜籽、葵花、胡麻等),22-蔬菜作物(西芹、胡萝卜),23-嗜好作物(烟草、茶等);3-药用作物(黄芪、党参、板蓝根等);

注 2:化肥种类：1-氮肥，2-磷肥，3-钾肥，4-复混肥，5-微量元素肥，6-有机肥，7-不使用化肥；

注 3:农药种类：1-矿物源农药(无机化合物),2-生物源农药，3-化学合成农药，4-不使用农药；

注 4:品种：1-芦苇，2-蒲草，3-盐地碱蓬，4-水葱，5-莲藕，6-野生莲，7-慈姑，8-莼菜，9-其它。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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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5 养殖业监测表

县(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乡(镇）： ________________ 湿地名称：_________________

监测人员：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第_____页，共_____页

养殖种类 单位
数量

养殖方式 养殖户数量（户）
存栏 出栏

家禽

鹅 只

鸭 只

牲畜

牛 头

羊 头

猪 头

水产

鱼 t

虾 t

…

注：养殖方式：家禽和牲畜养殖方式分为放养、半舍饲、舍饲，水产养殖方式分为网箱、投饵、放养。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表 H.6 渔业捕捞监测表

县(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乡(镇）： ________________ 湿地名称：_________________

监测人员：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第_____页，共_____页

捕捞种类 捕获量(t) 网眼大小(目) 捕捞方式或渔具种类 渔民数量（人）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DB XX/T XXXX—2023

34

表 H.7 水资源利用监测表

县(区) : 乡 (镇）： 湿地名称：

监测人员： 日期 ： 年 月 日 第 页，共 页

社区名称 监测指标 监测因子 数量(104t) 影响强度 备注

取水量

总用水量

工业用水量

农业用水量

生活用水量

生态用水量

注 1:湿地范围仅有一片时，填写湿地名称，湿地范围分多片时，填写各片区名称。

注 2:对湿地及生物物种影响强度：分为高、中、低、无。

注 3:可文字描述具体的影响状况。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表 H.8 基础设施建设监测表

县(区) : 乡 (镇）： 湿地名称：

监测人员： 日期 ： 年 月 日 第 页，共 页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地点
里程

(km)

面积

(hm²)

对湿地及生物物

种影响强度

对湿地水文

影响强度
备注

注 1:设施类别：1-交通，2-旅游，3-水利，4-水电，5-住宅，6-其它；

注 2:里程：仅道路和航运填写；

注 3:对湿地及生物物种影响强度：1-高，2-中，3-低，4-无；

注 4:对湿地水文影响强度：1-高，2-中，3-低，4-无；

注 5:可文字描述具体的影响状况。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DB XX/T XXXX—2023

35

表 H.9 禁止性行为监测表

县(区) : 乡 (镇）： 湿地名称：

监测人员： 日期 ： 年 月 日 第 页，共 页

序号 禁止性行为类型 地点 中心点坐标 作用起始 时

间(年)

影响面积

(hm²)

已有危害 潜在威胁

E N

注 1:禁止性行为类型：为《辽宁省湿地保护条例》中规定的禁止性行为。

注 2:中心点坐标采用度、分、秒表示，秒保留一位小数。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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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辽宁省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监测报告》格式

一、概述

1. 湿地监测概述

包括监测的地点、范围，监测目的、意义，监测区域与周边区域的环境与资源状况，生态系统特点

等。

2. 监测方案

3. 监测指标体系

4. 监测方法

包括采样方法、监测方法及分析方法等。

5. 其它内容

二、监测结果

1.气象监测结果

2.水文和水质监测结果

3.湿地土壤及沉积物监测结果

4.湿地植物及其群落监测结果

5.湿地野生动物监测结果

6.外来物种监测结果

7.人为活动监测结果

三、湿地现状与趋势评价

1. 湿地现状

2. 湿地生态系统及环境变化及趋势

3. 湿地生态系统及环境变化的原因

4. 其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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