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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2021〕236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陆生野生动物收容
救护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

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事务中心、

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

收容救护是野生动物保护的有效举措，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赋予各级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基

本职责。近年来，随着本市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和执法

力度的增强以及市民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日益提高，本市收容

救护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收容救护工作的基础能力建设，规范

收容救护程序、明确监管工作要求，建立健全本市收容救护

工作体系，切实提高收容救护工作管理水平和市民满意度。

结合本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实际，我局制定了《上海市陆生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指南（试行）》，现予发布，请遵照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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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市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指南（试行）

2021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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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指南（试行）

一、编制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切实提

高工作效能和服务水平，确保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得到科

学、合理的安置，引导市民通过收容救护工作了解、支持和

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特制订本工作指南。

本指南所称野生动物，是指依法受保护的陆生野生动

物。

二、上海市收容救护工作组织架构和工作职责

(一)组织构架

上海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体系由市、区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和管理机构，市、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以及

临时收容救护点组成。

(二)职责分工

1.市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负责指导、监督全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负责本

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统筹规划，指导收容救护应急处置工

作，组织制定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技术规范，公布野生动收容

救护机构和受托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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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

事务中心）：负责组织开展全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落

实收容救护应急处置工作，制定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技术规

范，监督管理野生动收容救护机构和各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

点。完成市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3. 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负责指导、监督辖区内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工作；负

责辖区内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统筹规划，指导收容救护应急

处置工作，建立区级野生动收容救护点。

4.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各区野生动植物保护站或

承担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相应机构等）：负责开展辖区内野

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落实收容救护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市、

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5.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

园为本市指定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负责在全市范围接

收、救护和饲养应施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做好隔离检疫和

档案记录，按要求开展放归和无害化处置。

6.临时收容救护点：区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需

要建立或委托有条件的单位设置临时收容救护点，参与收容

救护野生动物工作。临时收容救护点负责野生动物的暂养、

简单治疗，将国家重点保护或超出收容救护能力的野生动物

移交至指定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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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基本原则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应当遵循安全、及时、就地、就近、

科学的原则。经收容救护已恢复野外自主生存能力的本土野

生动物，应当尽快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予以放归。不得在本

市范围内放生外来物种。

四、收容救护工作流程

收容救护的工作流程可分为接收、初检、移交、救护和

检疫、安置五个环节（流程图见附件 1）。

（一）接收

1.各区野生动物管理机构或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临

时收容救护点在接到救护诉求电话后首先应当详细了解并

记录野生动物的基本情况，如物种名称、发现地点、当下伤

病情况以及联系方式。如果市民不能确认所发现的物种名称

时，应当询问野生动物的形态特征，也可通过网络照片、彩

信等形式获得动物信息进行初步判断。根据野生动物健康状

况和是否为本地物种决定是否救护以及救护方案。如需上门

接收，无特殊情况外，原则上应当尽快且不超过 24 小时内

完成。

无需上门处置的情形：通过与市民的电话沟通了解情

况，如确定为没有伤病或异常情况的本土野生动物，应指导

市民在发现地点选择合适生境放归。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上门处置或接收：动物具有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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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疑似染疫，可能会威胁市民人身安全；野生动物有伤病

或无野外自主生存能力；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上门处置的其

他情况。

2.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

园）应当积极配合各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执法部门以及

管理机构，妥善安置市民移交或执法暂扣、罚没的野生动物

活体，并按要求做好相关记录，向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

报告有关收容救护情况。对于市民移交的伤情严重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具有攻击性、疑似染疫的野生动物、执法

移交数量较大以及其他紧急情况下的收容救护活动，应当及

时派出专业人员和车辆进行接收。

（二）初步检查

各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或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

在接收野生动物后，应先检查野生动物体况，进行初步诊断。

有条件的区也可直接委托临时收容救护点进行上门处置接

收和初步检查。检查内容一般包括体重、体温、呼吸、心跳、

是否自主站立或站立行走、对受到外界刺激时反应的敏捷程

度等，同时做好记录。

（三）移交

根据初步检查结果选择合适的处置方式和收容救护单

位。

1.接收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尽快移交至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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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

2.接收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体况较好，可移

交至临时收容救护点做救治或暂养；如需做进一步救护或在

特殊条件下安置的，应当尽快移交至条件适合的指定野生动

物收容救护机构。

（四）治疗和隔离检疫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和临时收容救护点应当设立隔

离检疫区，对接收的野生动物实施隔离观察和检疫，在确保

卫生安全的情况下，对受伤或患病的野生动物进行治疗。野

生动物检疫隔离时间应当按照相关技术标准不得少于 30天。

简单治疗、喂养应当由具备相关物种饲养经验且受过野生动

物救护专门培训的人员操作，复杂治疗应当由具备兽医资格

证的专业人员操作。治疗后需要根据野生动物恢复情况进行

康复饲养，待其伤病和精神状态完全恢复后再行安置。治疗

和喂养过程需详细记录。

（五）安置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后的安置一般分为放归自然、统一调

配、无害化处理等。

1.对体况良好、无需再采取治疗措施或者经治疗后体况

恢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本土野生动物，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选择合适的季节和自然栖息地放归。野生动物收容救护

机构或临时收容救护点应当在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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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指导下实施放归，每次放归至少需要两人在场，并做好

视频、照片、文字等形式的记录。需要实施跨省放归野生动

物的，由市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协调。

2.对经救护治疗但仍不适宜放至野外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由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

构指导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

报由国家林草局或市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统一调配;其他

野生动物，由临时收容救护点报由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调配处理。

3.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或临时收容救护点对收容救

护后死亡的野生动物，应当进行检疫;检疫不合格的或无法

检疫的，应当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无害化处理过程需要两

人以上在场，并做好视频、照片、文字等形式的记录。

4. 对于收容的确认感染疫病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收

容救护机构或临时收容救护点应当立即向所在区野生动物

保护主管部门报告，按照《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印发贯彻落实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沪林〔2013〕88 号)做进一步处置。

5.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或临时收容救护点应当为收

容救护后的野生动物提供相对独立的饲养场所，如无条件

的，必须做好个体可识别标识，方能与自有动物安置同养。

6.严禁将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违规用于商业性借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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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等谋利行为。

五、收容救护工作要求

（一）积极应答

在应答市民时，应当做到认真、严谨、热情，详细记录

有关信息，并给出科学、规范、合理的反馈。

（二）安全防护

工作人员在实施野生动物救护行为时，必须操作规范，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1.救护人员在外出收容救护时应当做好防护，携带专业

工具，避免与所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产生直接接触。

2.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在初步鉴定所收容救护野生

动物种类、健康状况时，应注意安全防护措施，尤其在面

对具有攻击性的野生动物时，要注意防止自身或他人受到

伤害。

3.在运输所收容救护野生动物时，应该采用专用收容设

施做好所收容救护动物的暂时隔离工作，注意运输环境的

通风开放，根据气温变化，对所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采取

防暑或者保暖措施。

4.所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应当在第一时间送至隔离观

察室，进行隔离饲养。

（三）档案管理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和临时收容救护点应当为收容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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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野生动物建立个体档案，记录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基本

信息（包括种类、数量、措施、状况等）以及收容救护过程

的详细记录（包括来源情况、接收凭据、初检记录、检疫隔

离日期、治疗和康复情况、饲喂记录、死亡记录、后续处置

方式等），必要时还应当制作全过程音视频记录。相关表格

样式由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统一制定（附件 2）。档案应

当进行编号以及留存相关凭据，保存时间以被救护物种生命

周期或处置结束后为起点计算不得少于三年，供主管部门或

送交者后续查阅。

（四）监管要求

每年 12 月 15 日前，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区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将收容救护野生动物总体情况，按照年

度向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报告。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

构当于每年 12 月 30 日前将全市收容救护野生动物的有关情

况，向市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附件：1.各种情形下的收容救护流程图

2.收容救护相关表格与凭证

3.收容救护接收范围参考

4.收容救护机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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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收容救护工作相关流程图

（一）市民移交野生动物救护流程

是否为本土物种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死亡

存活

了解动物情况

是否需要救护 是否本土物种

接到救护电话

前往救护

检查治疗

饲养康复

野化训练

由林业主管部门

调配处置

进入死亡动物处置流程

状态评估 符合野放标准后放归野外

是否可以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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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业主管部门调配处置流程图

（三）死亡动物处理流程图

由区级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调配处置

由林业主管部门调

配处置物种

是否为国家重

点保护动物

是

动物死亡

登记备案

由林业主管部门调

配处置

做好记录后无害化处理

否

是

是否检疫合格

由省级以上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统一调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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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罚没动物接收流程图

否

是

接到罚没动物

尸体储存是否活体

收容救护

存活

检查治疗

饲养康复

死亡

结案后按罚没物品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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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收容救护相关表格与凭证

（一） 接收证明（一式三联）

编号：

本单位于年月日接收由移送的野生动物只。

物种名称： 保护级别：

健康状况： 来源情况：

移送单位： 移送人： 联系电话：

注：编号按照各区代码加日期及当日接收顺序组成。如奉贤区 2020 年 8 月 23 日接收到

的第 3个野生动物诉件，编号则为 FX20200823003。上海动物园代码为 SD,上海野生动

物园代码为 SYD。如一次性移送数量多的，可附件列明详情。存根分别由收容救护机构

或临时收容救护点，市、区主管部门保存。

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事务中心制
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事务中心制

编号：

本单位于年月日接收由移送的野生动物只。

物种名称： 保护级别：

接收单位： 接收人： 联系电话：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爱护，感谢您对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印制单位公章）

接收野生动物证明存根

接收野生动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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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物初检记录

初检记录

动物种类：接收原因 弃养罚没伤病其他

笼舍号日期：

动物标号：

治疗史： 有  无 

动物来源地：

动物情况： 雄 雌 不明 幼体 亚成体 成体 不明

精神状况：正常 跛脚 缩脖 垂翅 颤抖 昏迷

呼吸： 正常 快 满 深 张口 杂音 失声

体表：体形腹部形态肛门

毛发及羽毛排泄物其他骨骼：正常 不对称 开放性骨折 粉碎性骨折

损伤： 损伤面积 损伤深度 创口数量

损伤部位：

头部：正常  不对称  鼻腔分泌物  口腔溃烂 

眼： 左 正常  分泌物  瞳孔反射  眼底检查 

右 正常  分泌物  瞳孔反射  眼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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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物诊断记录

临床诊断治疗记录

动物种类： 初检  复检  放归前 日期：

动物编号： 常规检查  临床检查 笼舍号：

症状：

治疗方案：

检疫隔离起止时间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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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物护理记录

护理记录

动物种类： 动物编号：

日期： 年月日 饲养员：

治疗记录：

饲养建议：

初始体重： 饲料种类：

喂养方法：

体重记录

称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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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害化处理登记表

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动物名称 动物编号 数量 处理方式 处理地点
无害化处理

人员签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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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收容救护接收范围参考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

为本市指定的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按照就近原则承担全

市范围接收、救护和饲养应施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接收物

种主要为国家 I、II级保护动物、CITES附录 I、附录 II物种

以及临时收容救护点无法处置的动物。

临时收容救护点：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

需要建立或委托有条件的单位设置临时收容救护点，参与收

容救护野生动物工作。临时收容救护点主要负责非国家重点

保护物种的暂养、简单治疗，将国家重点保护或超出收容救

护能力的野生动物移交至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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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上海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相关单位联系方式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限工作日 9:00-16:00)

上海动物园 长宁区虹桥路 2381 号 62689517

上海野生动物园 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178 号 58035522

徐汇区绿化管理中心 徐汇区钦州路 601 号二楼综合办公室 54483886

长宁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 长宁区天山路 1920 弄 8 号 62595775

黄浦区绿化管理所 黄浦区皋兰路 2号甲 305 室 53064611

虹口区绿化管理中心 虹口区中山北二路 1775 号 204 室 65752610

普陀区社区绿化管理所 普陀区真北路 1663 号 52378005

静安区绿化管理中心 静安区武定路 1128 弄 16 号 62670030

杨浦区绿化管理事物中心 杨浦区隆昌路 677 号 962348

崇明区林业站 崇明区城桥镇寒山寺路 166 号 69627031

宝山区林业站 淞青路 18 号 1 楼 56807617

奉贤区林业站 奉贤区南桥镇南亭公路 929 号 67193592

金山区林业站 金山区朱泾镇临仓街 311 号 57315814

嘉定区林业站 嘉定区塔城东路 400 号 1 号楼 1楼 69900119

闵行区林业站 闵行区黎安路 328 号 B 栋 64908318

浦东新区林业站 浦东新区华夏东路 285 号 61872119

松江区林业站 松江区银泽路 839 号 67650213

青浦区林业站 青浦区城中西路 57 弄 81 号(西护弄内) 5972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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