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65.020.99
B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

LY/T2805—2017

涉案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处置规程

Thecodetodisposecase-involvedterrestrialwildlifeandtheirproducts

2017-06-05发布 2017-09-01实施

国 家 林 业 局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Ⅲ…………………………………………………………………………………………………………

引言 Ⅳ…………………………………………………………………………………………………………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陆生野生动物暂养处的设立要求 1………………………………………………………………………

5 陆生野生动物产品保管室的设立要求 2…………………………………………………………………

6 处置 2………………………………………………………………………………………………………

7 物证标识 4…………………………………………………………………………………………………

8 台账与档案 4………………………………………………………………………………………………

附录A(资料性附录)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其他要求 5…………………………………………………

附录B(资料性附录) 涉案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管理表格 7…………………………………………

附录C(资料性附录) 涉案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处置汇总统计表格 9………………………………

Ⅰ

LY/T2805—2017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与经营利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6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湖北省森林公安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邱云亮、于成江、于德仲、吴鹏、李浩、孙晋伟、周用武、蒋敬、郭海涛、侯森林、

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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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办案机关办理涉及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时,对涉案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

品等案件物证进行科学、合理的处置,不仅是降低涉案陆生野生动物死亡率、保障动物基本福利的根本

保障,也是对涉案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进行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为实现上述目的,本标准推荐设立

“陆生野生动物暂养处”及“陆生野生动物产品保管室”,在“陆生野生动物暂养处”及“陆生野生动物产品

保管室”设立的前提下,本标准进一步给出了针对涉案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处置的原则性要求和具体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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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处置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涉案陆生野生动物暂养处和陆生野生动物产品保管室的设立要求、野生动物及其产

品的处置、物证标识、台账与档案管理等技术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涉案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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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6548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涉案 case-involved
涉及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

3.2 
陆生野生动物暂养处 temporaryhostingsiteforwildlife
由各级陆生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在辖区内设立的,专门为涉案陆生野生动物提供救治、

防疫、暂时饲养等功能的场所。

3.3 
陆生野生动物产品保管室 storageroomofwildlifeproducts
由各级陆生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在辖区内设立的,专门为涉案陆生野生动物尸体及产

品提供保管的场所。

3.4 
物证标识 physicalevidence-identification
对涉案的陆生野生动物活体、尸体及产品作为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物证所设置的唯一性编码。

4 陆生野生动物暂养处的设立要求

4.1 场所

陆生野生动物暂养处(以下简称“暂养处”)的场所应符合下列原则性要求:

a) 暂养处应就近设立,利于办案并方便运输;

b) 暂养处应设有专门用于救治、防疫、饲养等功能的独立区域,各功能区域布局应科学、合理;

c) 暂养处应建有笼舍、圈舍、围栏等基础设施,其内部空间可行有效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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