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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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提出。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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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哈

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大连森林动物园、陕西师范大学、福州动物园管理处、太原动物园、东北农业大学、
陕西省自然保护区与野生动植物管理站、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秦皇岛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参加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钟立成、梁宇祥、孙红瑜、王帅、肖景贵、杨阳、翟学超、张明明、朱立夫、黄海娇、
那春子、张明海、阮向东、于晓平、王进军、宋晓东、唐耀、崔媛媛、田秀华、白秀娟、钟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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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 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的场地设施、人力资源、投入品、动物健康安全、饲养过程、制品服

务、自检等关键要素、关键控制点和符合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许可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的参考技术准则,也可用于指导野生动物饲养管理体系的

建立和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饲养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注1:本文件所称“机构”,均指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机构。

注2:本文件所称“饲养管理体系”,均指野生动物饲养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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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T50869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LY/T2499 野生动物饲养场总体设计规范

LY/T2500.2 活体野生动物运输容器 第2部分:标签与标识

LY/T2500.3 活体野生动物运输容器 第3部分:通则

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农业部公告 第2625号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农医发〔2017〕25号

活体动物运输规定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 wildlifehusbandry;WH
经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批准,依法从事批准范围内的野生动物饲养管理,以及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经营活动。

3.2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机构 wildlifehusbandryinstitution;WHI
从事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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