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动物学野外实习概论

第一节　实习目的与要求

一、实习目的

动物学野外实习是高等院校生物学相关专业实践教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动物学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野外实

习更是掌握和巩固动物学课堂教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实验技能

的重要环节。野外实习更是学生从课堂走进大自然、了解大自

然、热爱大自然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1. 通过实习，巩固课堂所学动物学理论知识。实习过程中

对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动物进行野外实地观察、记录，经分析整理，进一步了解动

物的形态结构、生态习性和数量动态等，从而认识生物有机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

及与环境的相关性与统一性，从而进一步验证、巩固充实课堂教学内容，并加深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

2. 通过实习，在实践中将知识转化成能力。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学习野外工作方法，

学习动物标本的采集、制作和分类鉴定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知识转化成

能力，特别是提升动物学野外工作能力。

3. 通过实习，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实习过程中认识生物之间的相互

关系，了解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动物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动物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

生活习性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不能孤立地认识动物，不能片面地看待自然界，促使

学生建立整体观、生态观，增强学生的生态保护意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增强社会责任感，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4. 通过实习，提升专业认同度。实习过程中了解动物科学对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重

要性，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同时，提高对生物多样性及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认识。

若有条件，安排学生参观考察相关生产单位，了解动物科学与社会经济建设、人民生

动物学野外实习概论

拓展资源



动物学野外实习2

活的关系，从而提升学生对生物科学相关专业的热爱与认同。

5. 通过实习，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动物学野外工作有多种潜在危险，野外实

习可培养学生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同时，由于野外工作非常辛苦，野外实习还可培

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二、实习方式

1. 野外工作

在指导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前往野外考察，在野外对动物及其生活环境进行观

察、记录（包括笔记、拍照等），进行标本采集并对标本进行必要的初步处理等。

2. 室内工作

校对和完善野外实习记录；整理所采集的动物标本；进行初步鉴定和标本制作。

三、实习用品

1. 观察及拍摄设备

包括望远镜、放大镜、数码相机、摄像机、解剖镜和显微镜等。

2. 采集工具

网具：昆虫网、手抄网。

夹具：不同型号的捕鼠夹。

挖掘工具：军用锹、铲。

3. 标本制作工具

剪刀、镊子、昆虫针、大头针、三级板、展翅板、标签、毒瓶、标本盒等。

4. 药品及浸制标本用具

甲醛、乙醇、乙酸乙酯；广口瓶、离心管、注射器及大小针头。

5. 测量和记录用品

温度计、采水器、钢卷尺、电子秤等。

6. 急救药品

一般治疗药品、消毒药品、蛇药片及抗蛇毒血清、纱布、药棉及绷带等。

7. 个人用具

长袖衣裤、水壶、雨具、手电筒及必要的文具、记录本、铅笔等。

8. 参考书

实习指导书、分类学参考书和动物图谱等。

四、实习记录与实习报告

（一）实习记录

野外实习记录是实习的重要环节之一，野外记录也是原始的科学资料，是野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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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实习过程中必须重视记录工作。野外记录一般按每日进行，

记录可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几个方面：

1. 记录实习日期、时间、天气状况，以及实习地点的自然环境，如地形、植被等。

2. 观察到的各种自然现象，应及时记录，以免遗忘。

3. 记录的内容可以包括个人的观察、教师的讲解、同学的分享以及当地居民的相

关描述等。

4. 记录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动物的种类、数量和生境等。

5. 拍照或拍摄短视频记录一些难以用文字表述的情况。

（二）实习报告

野外实习结束后，每位学生都必须认真整理实习总结，撰写实习报告。实习报告

的内容可包含以下几方面：

1. 专业方面的收获

（1）所学习掌握的调查研究方法；

（2）认识的动物种类及其主要特征和分类地位；

（3）以所采集到的主要类群如昆虫纲动物为例，编写分目或分科检索表；

（4）动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5）动物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

2. 思想方面的收获

（1）对祖国大自然的热爱，对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生态安全的认识，对生

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性的认识等。

（2）对从事生物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以及在艰苦条件下，克服困难，开展工作，

取得的成绩与收获。

（3）自我评价：就自己在实习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评价。

3. 结论与体会

总结实习的主要收获，包括对实习的意见和建议等。

五、实习考核

1. 动物标本：考核的依据包括标本采集的代表数量、制作标本的规范性，以及辨

认标本的能力等。

2. 检索表：考核依据包括检索表编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3. 动物学实习报告：考核依据报告所阐述问题的完整性、科学性和逻辑性。

六、实习的组织工作及注意事项

为了保证野外实习能够安全、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做好组织工作，

严格遵守实习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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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形式

由有威望的教师任领队，负责实习期间的整体领导工作。野外实习工作团队可分

设教学及后勤、文体等组，各组在领队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各司其职。

1. 教学组

由领队及其他实习指导教师组成。负责实习日程的安排调配，具体指导学生实习、

讨论以及总结工作。根据指导教师人数，将学生分成若干实习小组。

2. 后勤组

由实验中心教师或负责学生工作的教师和学生组成。根据实习日程的安排，负责

实习工具的准备，实习仪器、药品的保管和供应，以及实习期间食宿、交通等工作。

3. 文体组

由学生组成。负责实习期间开展必要的文娱、体育活动。

各组在领队的统一领导下，既要明确分工，又要互相配合，以确保实习任务的完成。

（二）实习纪律

1. 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服从领队教师的统一领导。严格遵守野外实习纪律，听

从指挥。做到令行禁止，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队自由活动，不得擅自离开实习驻地，

不得无故缺席、迟到或早退。

2. 野外实习期间，安全第一。高度重视野外实习期间的安全，包括交通安全、治

安安全、野外工作安全等。在野外观察、采样等活动中不得有任何冒险行为。禁止单

独行动，不得离队擅自闯入森林。严禁在河流、湖泊等地游泳，不准在地势危险处拍照。

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在驻地不准私用明火，不得违章使用电器。个人证件及贵重物品

要注意妥善保管，防止丢失。

3. 自觉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遵守社会公德，讲文明礼貌。不在公共场所喧哗、

起哄，不吸烟，不饮酒。

4. 自觉遵守实习驻地和实习单位规章制度，尊重当地人们生活习惯，与当地群众

建立良好关系，积极维护大学生形象。

5. 发扬艰苦奋斗和集体主义精神，充分展现团队协作精神。实习中要吃苦耐劳、

团结互助、友好协作，积极完成各项实习任务。

6. 要爱护文物和生物资源，不准在文物上刻画甚至毁坏文物，不许私自采集标本，

采集前需经带队指导老师同意，采集标本要有计划性，要科学、依规。不准滥捕动物，

不准随意折、摘和损坏农作物、苗木和花卉。

7. 根据要求严格完成实习笔记及工作记录。

8. 爱护实习用具及仪器，注意保管保养，防止丢失损坏。

9. 在实习驻地要有礼貌，遵守就餐和住宿规定，用餐时不浪费食物，注意房间卫生，

爱护财物，注意节约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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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项

1. 增强安全意识，了解野外工作可能发生的各种安全风险，充分做好安全防范。

确保在安全的条件下开展野外实习，做好安全事故预案，确保能够及时、科学处理安

全事故。

2. 实习过程中，应尽量安静、有序地活动，以免惊走动物，影响观察，并保持注

意力和警觉性，以获得较好的野外考察效果。

3. 野外活动期间，严禁穿短裤和裙子，以减少意外受伤的可能性。尽量穿灰、蓝

或草绿色等隐蔽色彩的服装，不要穿颜色太鲜艳或易被动物发现的衣服，特别是红色、

白色等，以免影响观察。

4. 观察时，教师走在前面，教师讲解时要认真听取并做必要的记录。

5. 发现鸟巢或其他数量有限的动物，应加以保护，以便其他组的同学也有机会进

行观察。

6. 所采集标本应及时进行测量和处理。

第二节　野外实习中的安全防护

一、防雷击

在户外遇到雷雨，总体原则是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迅速到附近干燥房屋内避雨。

户外防雷要注意以下五点：

1. 不要停留在山顶、山脊或建筑物顶部。

2. 不要停留在水边（江、河、湖、海、塘、渠等）、游泳池和洼地。

3. 不要停留在铁门、铁栅栏、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路轨道附近。

4. 不要在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各类铁塔下避雨。这些物体相当于引雷装置，

如果身体接触它们，很可能会被雷击。

5. 应迅速躲入附近干燥房屋，或有防雷保护的建筑物内，或有金属壳体的各种车

辆及船舶内。不具备这些躲避条件时，应立即双脚并拢下蹲，头部向前弯曲，降低自

己的高度，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

二、防蛇咬

野外活动时候，特别是在蛇可能较多出现的生境中，要穿长衣长裤和高帮鞋子，

把裤脚绑紧，尽量避免皮肤裸露。尽量人手一竿，进入草丛或森林前先打草以达到驱

赶效果。进入森林采集时，师生必须戴草帽，以防竹叶青等毒蛇袭击。

万一发生蛇咬事故，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合理处置：

1. 尽可能快速判断是毒蛇还是无毒蛇，从咬伤处蛇留下的牙痕也可大概分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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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的牙痕通常两排，细小且浅。最好立即拍照，拍摄到蛇的高清照片有利于到达医

院后能够快速准确辨别毒蛇种类，从而得到及时适当的处理。

2. 迅速用绳子或布带在伤口近心端一侧的关节上方结扎，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

以阻断静脉回流但又不阻断动脉搏动为宜。结扎要迅速，在咬伤后 5 分钟内完成，越

快越好，每隔 15 min 放松 1 ～ 2 min，以免肢体因长时间血液循环受阻而坏死。在医

院注射抗蛇毒血清后，方可去掉结扎。

3. 排毒或减毒。用双氧水消毒剂冲洗伤口，若没有消毒剂，可使用清水冲洗。若

发现有伤口毒牙残留，应迅速消毒镊子等工具，将其取出。有吸吮器更好，避免直接

以口吸出毒液，若口腔有伤口可能引起中毒。

4. 服用蛇药。若带有蛇药，可立即依说明书服用。然后送医院治疗。

5. 若被金环蛇、银环蛇等毒液含神经型毒素的蛇咬伤，发生呼吸困难或昏迷的重

症患者，除了及时呼叫救护车，还需要就地采用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

三、防溺水

在野外工作中，尤其是汗流浃背时，人们可能有跳入溪涧一洗为快的冲动，但在

不清楚野外溪涧、河流、湖泊水深情况下，加之山区水温偏低易引起抽筋，从而有可

能发生溺水的危险。实习纪律有严格规定，禁止在河流、湖泊等野外水域游泳。

四、防蜂蛰虫叮

不可随意无组织捅捣蜂窝，也不可徒手抓蜂类、蚁类昆虫和蜈蚣、蝎类等动物。

若被蜂、蚁、蜈蚣、蝎类等动物咬伤，取蛇药片捣烂，加水调成糊状后敷在伤口处，

并多饮水以帮助排毒。

若被蚂蟥叮咬，不可强拉，应向蚂蟥身体上滴 75% 乙醇，使其自行脱落。或用

手拍打被叮咬处周围的皮肤，也能够让蚂蟥脱落。然后及时用 75% 乙醇消毒伤口并

止血。

五、防摔伤

在野外观察动物或采集标本过程中，应注意脚下安全。不可只顾观察或追捕蝴蝶

等动物而全然不顾脚下，更不可不顾危险，贸然攀爬悬崖或树木。

若有碰裂或刺裂的伤口，先用酒精消毒，若创口较小，直接用创可贴；若创口较大，

应采用医用绷带包扎，然后及时送往医院治疗。

六、防中暑、感冒、腹泻等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在野外工作，要注意防晒，适当的涂抹防晒霜并使用遮阳伞或

者遮阳帽来进行防晒，要及时补充水分，不能等到感觉非常口渴了才喝水。尤其要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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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长时间日晒，否则可能会导致中暑的风险增加。

野外实习归来后，不要图一时之快冲冷水澡甚至冷水洗头。若被淋雨，应尽快赶

回驻地冲热水澡，有条件的话服用红糖鲜姜水（姜糖水），以驱寒暖体。

在野外实习期间，要注意饮食卫生，以避免肠胃感染导致腹泻等。

在实习的准备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准备上述各种安全防护所需的药物和物资，以

防万一，做到有备无患。

第三节　陆生动物实习方法

一、实习地点的选择

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实习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再通过现场调查，对实习地区进

行全面了解。实习地点选择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多个方面的条件：

1. 多样而典型的自然景观，一般应包括森林、湖泊或水库、河流、开阔地和农田。

2. 动物的种类及数量较为丰富。

3. 人为干扰较少。

4. 交通便利。

5. 能解决实习师生的食宿问题。

在较为理想的动物学实习地点，最好建立固定的实习点，建立实习基地，一方面

有利于教师在不同季节进行全面深入考察，积累资料，以便修改完善实习指导，同时

还有利于完善设备，甚至建立简易实验室，提高实习教学条件，从而不断提高野外实

习质量。

二、实习方法

1. 了解实习地的自然地理概况

野外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了解工作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包括植被的类型、

分布和水源等。这些都是动物栖息和生存的条件，与动物的种类、分布及数量有着密

切的关系。只有了解实习地区的环境，才能使观察从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和严密的计

划，从而获得的资料才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在对整个工作环境有了大体了解的基础上，就要进一步深入观察不同生境内的地

形、植被、动物的隐蔽所、食物条件和活动的痕迹等。了解局部环境条件的特点，对

进一步认识动物生活与环境的适应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 实习地区的动物名录

最好能够获得实习地区的主要动物种类信息，尤其是常见的脊椎动物，按分类阶

元顺序编写成动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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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野外考察及采样

根据不同的动物类型，采取不同的考察和采样方法。

陆生动物实习一般安排在昆虫多样性丰富、鸟类处于繁殖季节的时候。

每天的实习程序应根据动物的日常活动规律安排，如鸟类在日出和日落前后活动

性较强，所以在清晨及傍晚观察为宜。爬行动物及两栖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宜在晚

上观察、采集。兽类多在夜间活动，一般只能根据其足迹、洞穴、粪便等分析判断其

活动情况，也可设置红外相机进行记录。中午应适当休息，午后和晚间整理观察记录、

处理及鉴定标本。

在野外观察时，不放过任何机会，要以敏锐的观察力去观察周围的一切，并做详

细的记录。当观察到某种现象或其他需要做记录的情况时，应尽可能立即记录。在不

得已的情况下，也应在观察的当天，趁记忆犹新的时候，进行回忆并记录。每次记录

都应写上时间及地点，凡属别人提供的信息，应注明来自同学、教师还是受访者。

具体观察、采样以及标本制备方法在后续章节展开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