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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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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野猪种群监测技术规程

一、概述

1.1 适用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使用自动红外相机法进行野猪种群监测的技术方法，包括 4

个环节：相机布设、数据分析、报告整理、资料归档。本细则适用于使用红

外相机对江苏省范围内的野猪种群进行监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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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陆生野生动物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陆生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技术规程》；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红外相机技术》。

1.3 术语与定义

自动红外相机

可自动拍摄在其前面经过的野生动物的一种装置，由相机、控制系统、

感受器、存储卡等组成。

红外相机法

按照统计学要求布设自动相机，根据自动相机获取的影像进行分析，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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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野生动物种类、数量、生态习性和生境信息等的调查方法。

相机位点

野外放置自动相机的地点（经度、纬度）。

野猪相机位点出现率

某一调查区域内，野猪被拍到的相机位点数占所有正常工作的相机位点

数的百分率。

相机工作日

一台相机连续工作 24小时为一个相机有效工作日（简称相机日）。

“有野猪”照片

含有野猪的照片或录像。

“无野猪”照片

被人或其他非动物因素触发的照片或录像。

无效照片

因曝光过度、曝光不足等造成，缺少有效信息的照片或录像。

野猪有效照片

相机正常拍摄中记录到野猪有效信息的照片或录像。一般地，同一相机

位点同期触发拍摄的、时间连续的（限 1分钟内）野猪照片或录像视为 1 张

野猪有效照片。

野猪独立有效照片

野猪在某一相机位点出现（活动）一次拍摄到的照片（组）为一张独立

有效照片。一般地，在 30分钟内，同一相机位点同期触发拍摄的野猪 1张或

多张有效照片视为 1张独立有效照片。

1.4 自动红外相机基本性能要求

 待机时间 >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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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卡容量 > 32G

 探测距离 > 10 m

 分辨率：照片 > 800万像素；录像 > 720p

 照片连拍数量：连拍 2张及以上

 视频录制长度：10秒及以上

 触发速度 < 1/2 秒

 运行温度： 在-20℃至 60℃范围内可正常运行（江苏省全省全年的温

度范围在-10℃至 40℃之间）。

 防尘防水性能：达到 IP68级别

二、相机布设

2.1 相机参数设置

2.1.1 相机编号

为每台相机编设一个唯一的号码，可以设置为字母加数字的形式。相机

的编号应包含调查单元、调查样区的信息，使用地级市加区县名的首字母缩

写表示样区编号，使用数字表示该样区相机编号，如 NJPK01表示江南京市浦

口区布设的 01号相机。

2.1.2 相机参数设定

相机安装前，应对以下参数进行设置：

（1）拍摄模式设置

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拍摄模式，分别为“照片”、“照片+录像”、“录像”。可

根据需要选择拍照还是录像，在拍照+录像模式下，相机会先拍照再接着录像。

野猪种群监测中，一般设置为“照片+录像”的拍摄模式。

（2）连拍数量设置

红外相机连拍张数可设置为 1-3张，录像的长度可选 1-60秒。在野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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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监测中，连拍数量设置为“2张照片”+“10秒视频”的模式，拍摄间隔时间一

般设置为 1分钟。

（3）照片视频清晰度设置

图像尺寸的选择从 800万-1200万像素，录像的分辨率从 720P-4K，高分

辨率可以拍出高质量的照片和视频，当然也会占用更多的存储空间和存储时

间，进而影响到拍照的速度。在野猪种群监测中，照片推荐使用 1200万像素，

视频推荐使用 1080P高清画质。

（4）设置日期及时间

设置日期和时间，可在拍摄的照片底部显示拍照时的日期和时间，便于

后期对照片的管理。

（5）触发灵敏度设置

红外相机的灵敏度有高、中、低和关闭四个等级。高灵敏度适用于室内

等干扰较小的环境；中/低灵敏度适用于室外等干扰较大的环境；此外，温度

也会影响灵敏度，高灵敏度适用于温度较高的环境，低灵敏度适用于寒冷的

环境。

2.1.3 存储卡

应为相机配置容量足够大的存储卡。新的存储卡或已用过的存储卡在安

装前均应格式化。

2.1.4 电池

如果相机的说明书中没有特别指定，宜为相机配置碱性电池。为相机配

置充电电池的，安装前一天应充满电。

2.2 相机布局

2.2.1 各类型单元的布设

调查单元植被大部分为森林、灌丛的（即森林单元、草原单元），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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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2.2.3的规定布设相机。调查单元植被为其他类型的，应在野猪集中分布的

区域或季节适当布设相机。

2.2.2 空间布局原则

在调查样区内可以按照森林、灌丛、湿地、农田等不同生境类型进行分

层，自动红外相机宜按照分层抽样的原则进行空间布局，面积大的生境按照

比例分配更多的相机。

2.2.3 空间布局

在调查单元内，依据监测样区的生境类型和面积，以一定的间隔或者按

密度进行布设自动红外相机，每 2台相机之间的距离应大于 200米。在野猪

种群分布较为集中的重点监测区域按照标准网格布设相机，依据监测样区的

范围划定公里网格，去除面积不足 1/2和不宜布设相机的网格（如军事管理区、

大型水库、景区等），每个网格布设 1台相机。

2.3 相机安装

2.3.1 相机工作时长

野猪种群监测期间，每台自动红外相机的工作时长不少于 6个自然月。

2.3.2 相机布设季节

自动红外相机野外工作时间宜避开雨水集中的季节和极端低温的季节。

自动红外相机的工作温度一般为-20℃至 60℃，工作湿度一般为 5%至 95%。

2.3.3 安装地点选择

宜在事先确定的安装地点附近，选择合适的地点安装相机。选择安装地

点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1）宜安装在野猪可能经常出现的地点，如兽道、水源地、集群地、求

偶地、排粪地等处；

（2）相机前面具有相对较大的空间，如垭口处、通道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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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机前没有灌草或植物叶片遮挡镜头（在植物生长季节需要特别注

意灌草的生长）；

（4）宜避开阳光直射相机镜头；

（5）距离野猪可能通过的位置远近合适，保证野猪经过时间较长；相机

安放时不应使用诱饵或嗅味剂。

2.3.4 相机高度

相机高度可根据安装位置的坡度、朝向、相机前方视野等因素确定相机

高度及摄像头角度。

2.3.5 相机固定

相机宜固定在坚固的附着物上。固定后应对相机前面的树叶、枝条、灌

丛等进行必要清理，以免阻挡镜头或拍摄空片。可使用一次性安全锁对相机

进行绑定，以防偷盗。

2.3.6 相机测试

安装前应进行拍摄测试，以检测相机是否正常工作。

2.3.7 记录相机安装位点信息

安装相机后，应记录相机安装地点、经纬度、植被类型、人为干扰类型

等信息（附件 1 红外相机安装位点信息记录表）。

2.4 相机检查及维护

2.4.1 相机在野外的检查及维护

每隔 3-6个月应对野外工作的相机进行一次检查，检查相机的工作状态，

对相机进行必要的清洁，同时更换电池和存储卡，记录有关信息（附件 2 红

外相机日常维护登记表）。

2.4.2 取卡与换卡

取卡、换卡时，应拍摄 1张写有相机位点信息（安装人、相机位点编号、



T/JSF XXXX—2XXX

7

经纬度、日期和时间）的照片，以保证照片的参考信息（位置等）不丢失。

2.4.3 相机保存

取回相机后，应立即对相机进行干燥、清洁等；相机长期不用时，应取

出电池（非常重要），置于放有干燥剂（硅胶等）的防潮箱内保存。

2.4.4 内存卡保存

内存卡取出后，应及时读取数据，对于有故障或破损的内存卡应及时筛

出。运行正常的内存卡干燥保存。

三、数据分析

3.1. 数据筛选及整理

3.1.1 数据存储目录

宜在计算机、移动硬盘或其他存储介质上设置四级目录存储照片及视频

文件，各级目录依次定义为调查单元、调查样区（区县）、相机布设时间和

相机编号。比如：

(1) 调查单元：JSNJ（江苏南京）

(2) 调查样区（区县）：NJPK（南京浦口区）

(3) 数据回收时间：202312

(4) 相机编号：NJPK01（南京浦口区 01号相机）

3.1.2 野猪识别图像库建设

每一个调查单元宜建立一个野猪识别图像库，并填写有关表格（附件 3 红

外相机照片视频记录表）。该库及表主要用于物种识别人员的培训，便于其

快速掌握野猪鉴别特征，准确识别野猪。

3.1.3 物种鉴定

依次鉴别各张照片的动物种类，筛选出野猪照片和视频数据，填写自动

相机（视频）记录表（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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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分类

在物种鉴定时，首先将照片分为“野猪”、“其他动物” 和“无效照片” 3类。

“野猪” 照片的处理

（1）筛选野猪独立有效照片

依据每半小时内出现的野猪记为一个独立有效照片，筛选出野猪的独立

有效照片和视频数据。

（2）时间信息记录

提取独立有效照片中野猪种群的数量、成幼比例、出没时间、生境等信

息。

（3）行为描述

记录照片（视频） 描述野猪行为。 野猪行为类型见附件 4 。

（4）照片复查

所有已处理的图片还应该进行复查， 并在自动相机照片（视频） 记录

表格（附件 3）中标记为已复查。

“其他物种” 照片的处理

存档，暂不处理。这些照片对设置相机灵敏度有参考意义。

“无效照片” 的处理

存档，暂不处理。这些照片对设置相机参数有参考意义。

3.2 数据分析

3.2.1 野猪相机位点出现率

野猪相机位点出现率用于表示在该调查样区内布设的所有相机中，有多

少台记录到了野猪。

3.2.2 相对多度指数

相对多度指数用于评估监测样地野猪相对种群的数量，相对多度指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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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越大，表明野猪在区域范围内有较高的相对数量。

3.2.3 月相对丰富度指数

月相对丰富度主要用于分析监测样地野猪的年活动规律。

3.2.4 时间段相对丰富度

以每 2h 为一时间段，将每天的时间分为连续的 12 个时间段（即

00:00~02:00、02:00~04:00、…22:00~24:00），计算野猪时间段相对丰富度，

绘制日活动节律图，分析野猪日活动的规律。

3.2.5 种群密度

采用随机相遇模型等数学模型，估计野猪种群密度。

3.2.6 野猪种群数量

利用物种分布模型对野猪种群进行分布区预测，依据野猪分布区面积和

区域内野猪种群密度计算监测区域内野猪的种群数量。

四、 成果报告整理

4.1 报告内容

野猪种群监测及报告整理应满足《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技

术规程》、《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成果报告大纲》等要求，结

合监测区域及野猪种群的具体情况，撰写报告相关内容。

报告主体内容应包括相机布设方案、数据分析过程及结果部分。其中，

相机布设方案中，应详细介绍红外相机基本参数、布设依据、位点选择依据、

监测时长、及相机日常维护计划等内容。数据分析部分应符合项目要求，分

析野猪在监测区域内的位点出现率、相对多度指数、月相对丰富度、时间段

相对丰富度、种群密度、种群数量等内容。

数据分析中，应明确各参数的含义，并借助图表辅助展示结果。

4.2 监测报告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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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大纲应包含监测背景、相机布设、数据整理、数据分析与监测结果、

科学管理建议等部分。详见附件 5。

五、资料归档

5.1 纸质资料管理

红外相机野外记录表等原始材料，应专柜保存。

5.2 电子资料档案管理

（1）应建立监测区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库，录入野外记录表格与照片/视频

鉴定记录。

（2）应建立监测区红外相机监测图片/视频库，整理存储红外相机监测所

拍摄的野猪影像资料。

（3）应由专人负责上述数据库与图片/视频库的存储与保管，定期进行更

新、维护与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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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红外相机安装位点信息记录表

调查单元名称： 调查样区： 区 安装人：

相机地点： 省 市 区 镇 村 详细地点：

经度： 纬度： 海拔： m

相机组编号： 相机编号： 相机安装高度： cm

相机型号： 存储卡编号：

安装日期： 年 月 日

安装地点生境特点： □小路，□兽道，□山坡，□山脊，□垭口，□林间开阔地，

□溪边，□水塘，□石洞旁，□倒木，□其它

坡位： □山脊，□上部，□中部，□下部，□沟谷，□平地

坡向： □东，□东北，□东南，□南，□西， □西南，□西北，□北

坡度：

距离居民点距离：
居民点类型：□乡镇，□工厂，

□村，□零散户

水源地距离：
水源类型：□溪流，□水库，

□蓄水塘，□河流

植被类型：
□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

林，□常绿阔叶林，□竹林，□灌丛，□灌、草丛，□农田，□其它；

人为干扰类型：

□农业生产，□基建， □工业， □道路，□开矿，□放牧， □旅

游，

□狩猎， □铗子、套子等， □砍树， □砍柴， □采药， □其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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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红外相机日常维护登记表

调查单元名称： 调查样区： 相机编号：

相机地点： 省 市 区 乡 村 详细地名：

经度： 纬度： 海拔：

维护时间： 年 月 日 维护人员：

相机状态： □正常，□损坏，□丢失，□脱落，□停止工作，□其他

处理方式： □未做处理，□修复，□取回相机，□报告项目负责人

电池状态： □正常，□损坏，□丢失，□脱落，□其他

处理方式： □未做处理，□更换电池，□取回相机，□报告项目负责人

存储卡状态： □正常，□损坏，□丢失，□脱落，□其他

处理方式： □未做处理，□更换存储卡，□取回存储卡，□报告项目负责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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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红外相机照片（视频）记录表

调 查

单元

调 查

样区

相 机

编号

经

度

纬

度

拍 照

日期

拍照

时间

野猪数量
行为

文 件 类

别

存储

位置
鉴定人

雌 雄 幼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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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野猪行为类别

行为 描述

觅食 野猪正取食特定食物。如果食物类型（种类）能确认，在描述栏补充此信息。

饮水 在水边（溪流、水塘）有饮水动作

交配 交配行为。

打斗 同种间的斗殴行为，可在描述栏补充。

争食 同种或异种间的争抢食物行为。

驱赶 某一动物对另一动物表现为驱赶的行为。

嬉戏 同种动物之间的亲昵行为。

奔跑 在地面快速移动，常为有蹄类动物。

爬树 在树干、树枝上爬行。

休息 动物静卧于地面或停于某处未动超过 3 分钟。

警戒 动物对环境潜在危险的行为反应。

行走 行走行为。

其他 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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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野猪种群监测报告编写大纲

第一章 项目基本情况

1.1 项目来源及背景

1.2 项目监测内容

1.3 项目进度及安排

第二章 红外相机布设及维护

2.1 红外相机基本参数

2.2 红外相机布设依据

2.3 监测时长及相机日常维护

第三章 野猪种群监测结果

3.1 监测数据总体情况

3.2 野猪位点出现率

3.3 相对多度指数

3.4 月相对丰富度

3.5 时间段相对丰富度

3.6 野猪种群密度

3.7 野猪种群数量

第四章 科学管理建议

附件 1 红外相机布设位点记录表

附件 2 红外相机布设位点分布图

附件 3 监测到野猪的红外相机位点

附件 4 监测位点野猪独立有效照片数分布图

附件 5 红外相机监测到的野猪物种照片

附件 6 红外相机野外布设照片

附件 7 野猪种群监测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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