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4： 

进展名称 大熊猫野化放归关键技术研究 

推荐单位 中国林学会 

进展介绍 

大熊猫（Ailuropodamelanoleuca）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全球野生动物保

护的旗舰。为了将圈养大熊猫个体放归自然，复壮野生小种群，项目组在攻克圈养

大熊猫人工繁育“三难”问题后，于 2003 年启动了大熊猫野化放归研究，历时 16

年的科研攻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建立了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体系。创新采用“母兽带仔野化培训”技术；创

新了利用音频颈圈技术进行野化培训大熊猫行为数据收集；创新了利用“熊猫伪装

服”建立熊猫与人的隔离机制；建立了大熊猫野化培训个体选择标准体系，主要包

括野化培训个体选择标准、放归个体选择标准。 

2.建立了大熊猫放归技术体系。建立了大熊猫野化放归个体评估体系，主要包

括放归后食性监测、放归后巢域稳定性监测和放归后身体状况监测；创新使用大熊

猫放归笼技术；通过食物丰富度调查、栖息地质量调查、公众态度调查、极端气候

对放归大熊猫生存能力影响程度调查等方面建立了大熊猫拟放归地选择标准体系。 

3.此项目获省部级科技技术奖 1项、国家发明专利 2项、其他专利 9项；出版

专著 1 部，发表研究论文 45 篇（其中 SCI 收录 10 篇）；制定行业标准 1 项，地方

标准 4项。 

4.此项目共野化放归圈养大熊猫 11只，存活 9只，存活率 81.8%；此外，短期

放归 8 只（次）、救护放归 9 只。这些工作促进了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与放归工作

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进程，推动了大型哺乳动物放归的科学研究，奠定了珍稀野生动

物迁地保护的科学基础，为推动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保护做出了重大贡献。 

5.野化培训与放归工作的多项研究成果发表后，被 BBC、CNN、China Daily、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浪网、网易新闻等国内外媒体广泛

评述与报道，其中新闻联播报道了 11 次；科研人员穿戴熊猫伪装服的科研工作照

片被《NewScientist》评为全球年度最佳科学新闻图片；为中国在野生动物和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社会效益显著。 

6.大熊猫栖息地通过改变保护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的生态效益至少

为每年 8.65亿元人民币，生态效益显著。 

推荐理由 

《大熊猫野化放归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围绕大熊猫野化放归的技术体系开展

了历时 16 年的系统研究，技术路线科学合理，研究结论可信，创新性强，已产生

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1.该成果的总体水平居国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填补了我国在大型食肉类哺

乳动物迁地保护和放归方面的空白，为其它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提供了重要借鉴和

示范，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2.该项目生态效益显著，通过圈养大熊猫放归，促进了圈养大熊猫和野生种群

之间的基因交流，增加了放归地大熊猫数量，优化了放归地野生小种群的遗传结构，

解决了野生大熊猫极小种群面临较高灭绝风险的问题，对大熊猫物种保护具有重大

意义。 

3.项目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极大提升了公众保护意识，在生态及环境保护

领域为国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4.项目通过提高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管理能力、增加相关地区旅游收入、增加大

熊猫数量等，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