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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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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西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湖北省农业生态环

境保护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严东权、张宏斌、段美春、孙玉芳、陈宝雄、刘云慧、段青红、李少华、黄宏坤、张驰、

李垚奎、宇振荣、宋振、冼晓青、王景升、樊丹、覃如霞、张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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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农田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旱地农田生物多样性调查的基本要求、调查方法、标本保存和鉴定、数据处理、质量控

制、安全管理和报告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旱地农田生物多样性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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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７７１４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２１０１０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HJ/T１６６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６２８　生物遗传资源采集技术规范

HJ７１０１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

HJ７１０３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

HJ７１０４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

HJ７１０５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

HJ７１０６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

HJ７１０１０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大中型土壤动物

HJ７１０１３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蜜蜂类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旱地　nonＧirrigatedcropland
种植农作物且全年或有一段时间未被水淹的耕地,包括雨养田、水浇地、水旱轮作田.

３２
农田生物多样性　farmlandbiodiversity
农田中生长、繁殖、栖息、取食、迁移、避难等活动的所有物种.

３３
农田景观　farmlandlandscape
农田和半自然生境,包括休耕地、草地、林地、防护林、田埂、溪流等多种斑块和廊道组成的镶嵌体.

３４
生境　habitat
具有一定环境要素的生物生活、繁殖或栖息场所.

３５
调查样地　samplingsite
调查者用于调查农田生物群落结构、种群数量等信息、环境特征或采集样本而设置的具有一定面积且

环境均质的地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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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调查样方　samplingquadrat
位于样地内,用于调查农田生物群落或环境特征而随机选择的取样位置.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调查目的

掌握调查地区的农田生物多样性现状,农田景观中的珍稀濒危、特有、入侵物种,以及具有较高经济价

值或重要研究价值物种的分布特性、种群动态,为长期评估农田生物多样性奠定基础.

４２　调查周期

调查周期一般为每３年~５年进行１次.

４３　调查范围

旱地及其所处的农田景观.

４４　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包括目测法、手拣法、样方法、地表陷阱法、彩盘法、扫网法、吸虫器法、栅栏陷阱法、样点法、
红外相机法,每种方法具体调查类群及适宜生境见附录表 A１,具体调查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选用.

４５　样地布设

４５１　布设要求

４５１１　科学性

调查结果能够代表整个调查区域的农田生物多样性状况,可根据农田景观中常见农田生境类型和分

布范围采用随机方法布设样地.

４５１２　独立性

样地之间距离应控制在１km 以上.

４５１３　重复性

同一类型的农田生境调查样地至少３个.

４５１４　延续性

应在可长期稳定维持的农田生境设置样地,做好标记标识,便于长期定位调查.

４５２　样地数量

调查的样地数量应符合统计学的要求,以保证充足的样本量,可以采用效能检验公式计算最小样本

量,计算过程 HJ/T１６６.

４５３　样地布设流程

４５３１　制作土地利用图

确定调查区域范围和边界,以高清遥感影像为底图,结合实地调查或无人机航拍数据制作调查区域的

１∶２０００土地利用图,土地利用类型按 GB/T２１０１０执行.

４５３２　确定调查生境和田块

基于土地利用图确定调查区域内主要农作物生境类型,查看这些生境田块的分布情况,按４５１的要

求,每种生境类型随机选择至少３块调查田块.所选的田块,要保证足够的取样面积,方形田块应大于

２５m×２５m;条形田块长度应大于１００m,宽度大于１５m.单个田块面积不满足此要求时,可以选择几块

相邻的且种植作物相同的田块组合作为调查田块,但其田埂宽度应小于０５m、高度小于０２m.

４５３３　设置样地

在方形田块中,选取２０m×２０m 的地块作为样地(方形样地);在条形田块中,选取１００m×４m 的地

块作为样地(条形样地).样地距离调查生境田块边界的距离应大于５m.

４５３４　样地编号和标识

在土地利用图上标注样地中心点的位置,制作样地分布图.样地按“调查区域 生境类型 样地序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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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式统一编号,每个样地应设立标识牌,在表 A２中记录样地信息.

４６　调查程序

确定调查目的、对象和内容;制定调查计划,包括调查类群、方法、范围、时间、位置、实施程序和人员组

织等;培训参与调查人员,按计划实施田间调查;整理、鉴定标本和分析数据,建立数据库;编写调查报告,
归档保存调查资料.

５　调查方法

５１　作物病虫害———目测法

５１１　样方布设

在方形样地内,按对角线随机选择间隔１m 以上的２０株作物植株(含粮食作物、蔬菜、果树、烟草、花
卉等);在条形样地内,沿中央线随机选择间隔至少１m 以上的２０株作物植株;对株高１５m 以上的大型

植株,每株随机选择１根枝条进行调查;对间套作等多作物种植的,每种作物至少调查１０株,植株之间间

隔至少１m.

５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目测法按表 A３记录每株作物叶片、茎秆、果实上病虫害的种类发生情况,危害等级见表 A４.

５１３　调查时间及频率

在作物生育期内至少进行２次调查,间隔１个月以上.同时,记录调查前１个月内的农药使用情况.

５２　大型土壤动物———手拣法

５２１　调查对象

适用于体宽在２mm~２０mm 的大型无脊椎土壤动物,主要包括蚯蚓、蜈蚣、马陆等.

５２２　样方布设

在方形样地中,按五点法选取５个样方,且样方之间的距离不小于５m.在条形样地中,沿中央线随

机选取间隔５m 以上的５个样方.样方大小均为３０cm×３０cm.

５２３　调查方法

快速挖取３０cm×３０cm×２０cm(深)的土块放置在白色塑料膜上,采用手拣法分拣出土块中的大型

土壤动物,浸泡入７５％酒精的塑料瓶中,其他要求照 HJ７１０１０规定执行.

５２４　调查时间及频率

在作物生育期至少进行２次调查,间隔１个月以上.

５３　维管植物———样方法

５３１　样方布设

在方形样地中,按五点法选取草本植物调查样方,且样方之间的距离不小于５m.在条形样地中,沿
中央线随机选择５个间隔５m 以上的草本植物调查样方.样方大小均为１m×１m.

５３２　调查方法

通过目测估计法,在整个样地范围内统计所有乔木、灌木信息,填入表 A５中.分别统计５个样方中

的草本植物(含作物植株)信息,在表 A６中记录物种及其盖度等信息.胸径、冠幅、物候期、生长状态、生
活力等指标调查按照 HJ７１０１执行.

５３３　调查时间及频率

选择在作物开花期或成熟期至少进行１次调查,多次调查至少间隔１个月.同时,调查前至少１个月

未进行除草.

５４　地表节肢动物———地表陷阱法

５４１　调查对象

主要包括地表活动的蜘蛛、步甲、隐翅虫、蚂蚁等节肢动物类群,以及马陆、蜈蚣等土壤无脊椎动物.

５４２　样方布设

３



NY/T４６０１—２０２５

在方形样地内设置９个陷阱杯,分别置于样地分割为５m 的栅格的交叉点上图B１.在条形样地内,沿中

央线布置９个间隔５m 以上的陷阱杯.

５４３　调查方法

陷阱杯为杯口直径８cm、容积４５０mL的硬质塑料杯,杯内倒入２/３的饱和食盐水,并添加３滴~５
滴洗洁精溶液或肥皂水.挖坑放入陷阱杯,使容器上边缘与土壤表面持平,并在容器上方５cm 处放置方

形遮雨盖.每７d为１次取样周期,将捕获的地表节肢动物等标本浸泡在７５％的酒精中.

５４４　调查时间和频率

选择在作物生育期进行,至少调查４个取样周期,可连续或间隔进行.

５５　传粉昆虫———彩盘法

５５１　调查对象

适用于膜翅目、鞘翅目、鳞翅目中的传粉昆虫.

５５２　样方布设

在方形样地内设置９个彩盘,分别置于样地分割为５m 的栅格的交叉点上,黄白蓝色彩盘分开交叉放

置,见图B２.在条形样地内,沿中央线放置９个间隔５m 以上的彩盘,不同颜色相间排列,见图B３.

５５３　调查方法

彩盘放置或悬挂在离地垂直距离为１m 高的支架上,或高于种植植株或与花朵相同的高度.彩盘上

口径１５cm,高６cm,分别喷涂黄色、白色或蓝色荧光漆.每个彩盘中倒入约１/２的饱和食盐水,并添加３
滴~５滴洗洁精溶液或肥皂水.每７d为１次取样周期,大雨或暴晒天气需提前收集或者补充溶液.将捕

获的昆虫标本浸泡在７５％的酒精中.

５５４　调查时间和频率

选择在作物生育期进行,至少调查４个取样周期,其中至少１个周期在作物开花期,可连续或间隔进行.

５６　节肢动物———扫网法

５６１　调查对象

适用于蝴蝶、蜜蜂、瓢虫、蜘蛛等低空飞行和植被冠层节肢动物.

５６２　调查方法

调查人员在方形或条形样地内沿对角线、中央线或根据实际地形选择路线行走１０min,步行速度约

５m/min,使用网纱８０目、网口直径３０cm、网深５５cm、杆长１１０cm 的捕虫网捕获植被冠层或低空飞行

的节肢动物,其他要求 HJ７１０１３执行.将捕获的蜜蜂、甲虫等节肢动物浸泡在７５％的酒精中,鳞翅目昆

虫装入三角袋中.所有样地的调查应由同一名调查人员完成.如果是多人同时调查,应随机分配调查样

地和调查时间.

５６３　调查时间和频率

在作物生育期进行,每个样地至少调查４次,间隔１周以上.每次调查时,选择晴天、气温大于１５℃、
风速小于２５m/s,于９:００—１７:００进行扫网.

５７　植被层节肢动物———吸虫器法

５７１　调查对象

适用于蜘蛛、瓢虫、蚜虫等植被层的节肢动物类群.

５７２　样方布设

方形样地中,按五点抽样法设置调查样方,并且样方之间的距离不少于５m.条形样地中,沿中央线

随机选择间隔５m 以上的５个样方.样方大小为直径４０cm 的圆.

５７３　调查方法

在每个样方用去底的塑料桶(底面直径４０cm、高４０cm、体积约５０L)快速地罩住种植作物,用手提

式吹风机改装的吸虫器吸取其中节肢动物.将采集到的节肢动物浸泡在７５％的酒精中.

５７４　调查时间和频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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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物生育期进行,每个样地至少取样４次,间隔１周以上.每次调查时,选择晴天、气温大于１５℃、
风速小于２５m/s,于９:００—１７:００使用吸虫器取样.

５８　鸟类———样点法

５８１　样方布设

以样地的中心点为圆心、半径为５０m 的圆作为调查样方.

５８２　调查方法

调查员站在样地中心点,以目视观察为主,结合望远镜观察和鸟叫声辨识,辨别出样方内的鸟类种类

及数量,每个样方调查１０min.所有样地的调查应由同一名调查人员完成.如果是多人同时调查,可以

随机分配调查样地和调查时间,其他要求照 HJ７１０４执行.

５８３　调查时间和频率

在作物生育期进行,每个样地至少调查４次,间隔１周以上.选择在日出后３h和日落前３h鸟类活

跃时间段、风速小于４m/s、晴空的条件下进行调查.

５９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栅栏陷阱法

５９１　调查对象

适用于蛙类、蟾蜍等两栖动物和蛇类等爬行动物.

５９２　样方布设

在样地中心设置１处栅栏陷阱.

５９３　调查方法

采用“一”字型栅栏,沿等高线埋设,栅栏两侧各埋设１个陷阱.栅栏可采用５００cm×５０cm 的长方形

塑料布或纱窗等,两边用木条或铁条拉紧固定.挖与栅栏等长、深１０cm 的沟渠,用挖出的泥土把栅栏长

边一侧底部埋在沟渠之中.陷阱选用直径２４cm、深３２cm 的塑料桶,挖洞将陷阱埋入地下,陷阱口与地

面平行.桶内放置瓦片作为动物的临时躲避所,同时加入少量的水(深１cm~５cm),桶上方加遮雨的盖

子.其他要求和布置示意图 HJ７１０５和 HJ７１０６执行.每个取样周期为期１０d,每天巡视１次,捕获其

中的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拍照后释放,并在表 A７中记录相关信息.

５９４　调查时间和频率

选择在作物生育期进行,至少调查２个取样周期,间隔１个月以上,但要与５４调查时间错开.

５１０　脊椎动物———红外相机法

５１０１　样方布设

在样地的中心布置１台调查相机.

５１０２　调查方法

红外相机架设高度应高于作物、最低距地面垂直距离不少于５０cm,相机镜头与地面平行或略向下

倾,方向避免阳光直射,并清理相机前的障碍物,其他要求照 HJ７１０３和 HJ７１０４执行.３０d为一个取样

周期,在表 A８记录拍摄到的动物时间、种类、数量等信息.

５１０３　调查时间和频率

选择在作物生育期进行,至少调查１个取样周期.

６　标本保存和鉴定

６１　标本制作与保存

６１１　标本制作

采集的维管植物通过修整、压制干燥、装订贴签,制成蜡叶标本.现场采集的动物标本,直接浸泡在

７５％的酒精中,不定期更换酒精直至溶液基本无色.甲虫、蜂类、蝴蝶、蚂蚁等昆虫可制成针插标本.如需

要用于DNA提取,标本应立即用无水乙醇浸泡,多次更换直至溶液基本无色,再保存于－２０℃的冰箱中.
标本采集制作其他要求照 HJ６２８执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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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标本保存

维管植物以腊叶标本长期保存.动物浸制标本可长期保存在装有８０％~９５％酒精和少量甘油混合

液的密封塑料瓶或透明玻璃瓶中;针插标本可风干后放置在防压标本盒中,并加入樟脑丸防虫防腐,其他

要求照 HJ７１０１０规定执行.标本保存其他要求照 HJ６２８执行.

６２　标本鉴定

物种标本鉴定可参考各类动植物检索图鉴、病虫害鉴定手册、昆虫志、动物志、植物志,以及自动识别

App、网络信息等资料.有条件的机构可采用基因鉴定.

７　数据处理

７１　资料整理

每次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应及时核对记录信息,并对原始记录、照片视频进行分类整理存档.其中,
照片和视频应注明样地、拍摄时间、地点等情况.

７２　数据分析

病虫害发生率和被害指数的计算方法分别见附录C的C１、C２.
维管植物和动物类群的香农多样性指数、均匀度和辛普森多样性指数的计算方法分别见 C３、C４、

C５.

８　质量控制和安全管理

８１　质量控制

对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方法和操作规范的培训.调查人员应该掌握田间调查的相关知识,熟练操作流

程,严格如实记录数据.同时,对数据进行备份保存,每半年检查更新１次.

８２　安全保障

购买必要的野外防护装备、用品和应急药品,防止毒蛇和蚊虫叮咬,确保调查人员人身安全,避免单人

田间工作.

９　报告编制

调查报告包括调查背景、调查区域概况、调查过程、调查结果和对策建议,格式和大纲见附录D.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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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生物多样性调查表格

　

A１　不同调查方法对应的调查生物类群及适宜农田生境类型表

见表 A１.

表A１　不同调查方法对应的调查生物类群及适宜农田生境类型表

方法名称 常用指示生物类群 适宜农田生境 推荐或可选

目测法 　害虫、病菌等导致作物病虫害的生物 　所有种植作物的旱地 推荐

手拣法 　蚯蚓等大型土壤动物
　所有种植作物的旱地,稻田等水生生境可

布置在田埂上
推荐

样方法 　维管植物 　所有种植作物的旱地 推荐

地表陷

阱法
　蜘蛛、步甲、隐翅虫、蚂蚁等地表节肢动物

　所有种植作物的旱地,稻田等水生生境可

布置在田埂上
推荐

彩盘法 　蜂类、蝴蝶等传粉昆虫
　低矮作物田,不包括高秆且密植作物,如玉

米成熟期田地
推荐

扫网法
　蝴蝶、蜘蛛、步甲、蜻蜓等植被冠层和低空

飞行节肢动物

　低矮作物田,不包括高秆且密植作物,如玉

米成熟期田地
可选

吸虫器法 　蜘蛛、蚜虫等植被层节肢动物
　低矮作物田,不包括高秆且密植作物,如玉

米成熟期田地
可选

栅栏陷

阱法
　蛙类、蛇等两栖动物或爬行动物 　所有种植作物的旱地 可选

样点法 　鸟类 　所有种植作物的旱地 可选

红外相

机法
　哺乳动物、鸟类等脊椎动物

　低矮作物田,不包括高秆且密植作物,如玉

米成熟期田地
可选

A２　样地信息记录表

见表 A２.

表A２　样地信息记录表

样地编号 样地形状 方形/条形 照片编号

所在位置[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区/镇/村]

经度 纬度 海拔

坡度 坡向 坡位

种植作物种类 种植制度

农田所有人 联系方式

样地负责人 联系方式

样地附近特征建筑或标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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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３　 病虫害发生情况调查记录表

见表 A３.

表A３　 病虫害发生情况调查记录表

样地编号:　　　　　 日期:　　　　　调查人:　　　　　

序号 植株名称 植株编号 病虫害种类 危害位置 危害等级 照片编号

A４　病虫害危害等级

见表 A４.

表A４　病虫害危害等级

危害等级 症状描述

０ 　全株叶、茎、枝、果无病虫害状

１ 　叶片、茎、枝有病虫害少量症状(被损害率小于５％),株形、结果数量基本正常,果实损害率小于５％

２
　叶片、茎、枝有病虫害部分症状(被损害率介于５％~２５％),株形、结果数量有所减少,果实损害率介于５％~
２５％

３
　叶片、茎、枝有病虫害明显症状(被损害率介于２５％~５０％),株形、结果数量明显减少,果实损害率介于２５％~
５０％.

４ 　叶片、茎、枝有病虫害大量症状(被损害率大于５０％),株形、结果数量大量减少,果实损害率大于５０％.

A５　乔木层、灌木层调查记录表

见表 A５.

表A５　乔木层、灌木层调查记录表

样地编号:　　　　　　日期:　　　　　　调查人:　　　　　　样地总盖度:　　　　　　乔木层高度:　　　　　
总盖度:　　　　　　灌木层高度:　　　　　 　总盖度:　　　　　

序号 植物名称
高度

m

胸径

cm

冠幅

m
物候期 生长状态 附注

A６　草本层及其他植物调查记录表

见表 A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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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６　草本层及其他植物调查记录表

样地编号:　　　　　　样方号:　　　　　　日期:　　　　　　调查人:　　　　　　草本层高度:　　　　　
总盖度:　　　　　　其他植物盖度:　　　　　　样方总盖度:　　　　　

序号 植物名称
高度(cm)

一般 最高

盖度

％
物候期 生活力 附注

A７　栅栏陷阱法调查记录表

见表 A７.

表A７　栅栏陷阱法调查记录表

样地编号:　　　　　调查人:　　　　　

序号 动物名称 观测时间 天气
体长

cm

体重

g
生活史阶段 照片编号

A８　红外相机调查记录表

见表 A８

表A８　红外相机调查记录表

样地编号:　　　　　　相机安放人:　　　　　　相机收集人:　　　　　

照片(视频)序号 名称 数量 生活史阶段 拍摄日期 拍摄时间 行为类型 备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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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样方布设示意图

　

B１　方形样地地表陷阱杯布设位置示意图

见图B１.

图B１　方形样地地表陷阱杯布设位置示意图

B２　方形样地彩盘安置位置示意图

见图B２.

图B２　方形样地彩盘安置位置示意图

B３　条形样地彩盘安置位置示意图

见图B３.

图B３　条形样地彩盘安置位置示意图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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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相关指数计算公式

　

C１　 病虫害发生率以D１ 表示,按公式(C１)计算.

D１＝１００×N１/T (C１)
式中:

D１———病虫害发生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N１———病虫害株数,单位为株;

T１———调查的总株数,单位为株.

C２　被害指数

以I表示,按公式(C２)计算.

I＝１００×∑(N２×R)∕(M ×T) (２)

式中:

I　——— 被害指数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 ———调查病虫害相对危害等级数值及其株数乘积的总和;

N２ ———病虫害某一危害等级的植株数,单位为株;

R ———病虫害的相对危害等级数值;

M ———病虫害的最高危害等级数值;

T ———调查总株数,单位为株.

C３　香农多样性指数

以 H′表示,按公式(C３)计算.

H′＝－∑PilnPi (３)

式中:

Pi ———物种i的个体数占群落内总个体数的比例,i＝１,２,３,,S;

S ———物种种类总数,单位为个.

C４　均匀度

以Jsw 或Jsi 表示,按公式(C４)、公式(C５)计算.

皮洛均匀度指数１　Jsw ＝－∑PilnPi ∕lnS (C４)

皮洛均匀度指数２　Jsi＝ １－∑Pi
２( )/１( －１∕S) (C５)

式中:

Pi ———物种i的个体数占群落内总个体数的比例,i＝１,２,３,,S;

S ———物种种类总数,单位为个.

C５　辛普森多样性指数

以D２ 表示,按公式(C６)计算.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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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２＝１－∑P２
i (６)

式中:

D２———辛普森多样性指数;

Pi———物种i的个体数占群落内总个体数的比例,i＝１,２,３,,S;

S ———物种种类总数,单位为个.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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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调查报告格式和大纲

　

D１　封面

报告标题、调查单位、编写单位和编写时间等

D２　目录

一般列出二级和三级目录.

D３　正文

包括:

a)　调查背景.

b) 调查区域概况.

c) 调查过程:调查内容、样地设计、调查时间、地点、范围及参加工作的人员组成

d) 调查结果:

１)　各种调查方法结果(按方法分别报告);

２) 各种生物类群调查结果(按生物类群分别报告);

３) 各种生境的生物多样性综合调查结果;

４) 结论.

e) 对策建议.

D４　参考文献

按照 GB/T７７１４的规定执行.

D５　附表

表１　物种名录及特征信息

表２　入侵植物名录

表３　保护动物、濒危动物、特有动物、资源生物名录

表４　各样地物种数量统计表



D６　附图

图１　调查区域土地利用图

图２　样地分布图

图３　生物多样性整体分布图

图４　各主要生物类群多样性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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