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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金丝猴运输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滇金丝猴（Rhinopithecus bieti）运输管理涉及的基本原则、职责要求、运输条件和运

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滇金丝猴运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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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7882 活体动物航空运输载运

LY/T 2500.2 活体野生动物运输容器 第2部分：标签与标识

DB53/T 1060 滇金丝猴饲养繁育技术规范

铁路鲜活货物运输规则（铁总货[2018]180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滇金丝猴交运方 Rhinopithecus bieti supplier
拥有滇金丝猴的人工饲养、公众展示、收容救护机构。

3.2

滇金丝猴承运方 Rhinopithecus bieti carrier
运送滇金丝猴的机构或个人。

3.3

滇金丝猴接收方 Rhinopithecus bieti receiver
接收滇金丝猴的合法机构。

4 基本原则

4.1 合法合规原则

滇金丝猴运输应符合国家野生动物运输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跨境运输还应符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相关要求。

4.2 安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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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充分考虑运输过程的安全，做好风险控制及应急预案，确保滇金丝猴运输安全，避免对人员造成

伤害。

4.3 福利原则

运输设备及操作程序科学、合理，运输过程的装卸、运输时间、运输环境温度等因素能有效控制，

保障饲料和饮水充足，减少应激反应。

5 职责要求

5.1 交运方

5.1.1 提供或办理滇金丝猴运输业务所需的相关资质、批准文件及运输检疫等证明材料。

5.1.2 负责制定滇金丝猴运输方案和运输应急预案，必要时，提供滇金丝猴运输过程中的兽医护理。

5.1.3 应与承运方、接收方保持及时有效的联系与沟通。

5.1.4 提供运输动物的相关档案资料。

5.2 承运方

5.2.1 具备运输鲜活货物业务所需的工具及条件、相关资质，并能够满足交运方和接收方对动物运输

的相关要求。

5.2.2 承运人应了解滇金丝猴的生活习性，并接受交运方的技能培训。

5.2.3 承运方应与交运方、接收方保持及时有效的联系与沟通。

5.3 接收方

5.3.1 具备引进滇金丝猴所需的相关资质及批准文件。

5.3.2 具备滇金丝猴饲养的环境设施及条件，并准备满足饲养、医护等相关的物资。

5.3.3 接收方的兽医、饲养人员应接受滇金丝猴饲养、医护等专业知识培训，具备一定专业技能。

5.4 兽医

5.4.1 交运方和接收方均需兽医来保障滇金丝猴引进、运输、展示等方面的安全。

5.4.2 运输前，交运方兽医或其授权人应对滇金丝猴的精神状态、粪便等进行临床健康检查及记录。

5.4.3 滇金丝猴运抵接收方，兽医或其授权人员应对滇金丝猴进行检验检疫。

6 运输条件

6.1 运输方式的选择

6.1.1 应综合考虑滇金丝猴的数量、生理状态、运输距离、运输时间、气候环境等因素，选择合适的

运输方式和运输工具。

6.1.2 运输方式应由交运方、接收方共同商定。

6.2 运输工具

6.2.1 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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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运输应使用专用运输工具，承运车辆在运输前后应进行清洁及消毒处理，运输车辆要求但不限

于：

a) 独立运输车厢，保障通风透气；

b) 防震防滑动装置；

c) 牢固且带网眼的内门；

d) 驾驶室内有可实时观察动物状态的监控终端；

e) 应配置防止动物外逃的防护窗和可上锁的双门系统；

f) 具备防晒防雨装置；

g) 必要时，可配置降温或保暖装置。

6.2.2 航空器

航空运输，应符合GB/T 27882的相关要求。

6.2.3 火车

铁路运输，应符合《铁路鲜活货物运输规则》的相关要求。

6.3 运输笼

6.3.1 运输笼内应配置饮水、饲料投喂装置，材质应无毒、耐腐蚀，便于清洁和消毒。

6.3.2 运输笼内部和边缘无锐角，以免伤害动物和人员。

6.3.3 运输笼外部应具有适合搬运的把柄，避免搬运者直接触到运输笼及动物。

6.3.4 单只滇金丝猴运输，运输笼尺寸应不小于：80 cm（长）×80 cm（宽）×100 cm（高）。

6.3.5 运输笼外部应有清晰的标识，标识内容及标识方法应符合 LY/T 2500.2的相关要求。

7 运输要求

7.1 运输方案的制定

7.1.1 运输方案应在确保滇金丝猴健康、安全的基础上，兼顾人员与环境安全，保障动物福利，减少

应激和不适。

7.1.2 运输方案应覆盖运输过程的各个环节，至少包括：

a) 运输方式及路径，必要时，宜有备选路径；

b) 运输日期、出发地点及时间、中转地点及时间、最终目的地及预计到达时间；

c) 所有参与运输的人员和责任人的信息，包括职责、要求、联系方式、接受相关知识及技能培训

内容；

d) 涉及多个承运方，应规定各方在运输过程中的职责；

e) 所用运输笼及放置密度、采用标识方面的规定；

f) 运输途中动物状态观察频率；

g) 饲料与饮水的提供方式和数量；

h) 运输途中，温度、通风等环境的控制；

i) 发生动物受伤、死亡、逃逸、运输延误、遇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的应急处理预案。

7.2 运输前准备

7.2.1 交运方与接收方应核对计划运输的滇金丝猴数量、性别、起运时间、接收时间和地点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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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交运方应提供运输许可材料和动物卫生检疫合格证明，并备齐以下材料：

a) 运输滇金丝猴的圈养种群状况说明和个体档案信息；

b) 接收方引进滇金丝猴的数量、相适应的固定场所、饲养设施设备及相关工作方案；

c) 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

7.3 装载

7.3.1 交运方应提前准备运输笼、麻醉剂、药品、防滑垫等。

7.3.2 运输装笼前，宜选用适量的氯胺酮、舒泰等麻醉剂对滇金丝猴进行麻醉，并密切观察生命体征

的变化，保障动物安全。

7.3.3 在滇金丝猴深度麻醉状态下，移入运输笼中，待麻醉完全苏醒后开始运输。

7.4 运输过程的控制

7.4.1 通用要求：

a) 采用公路、铁路运输，时间不应超过 8 h，尤其夏季、冬季不宜进行长时间陆路和铁路运输；

b) 在运输过程中，提供充足的饮水、饲料，至少有一名兽医或技术人员随行，适时检查动物健康

状况；

c) 车辆运输过程应保持平稳，避免剧烈摇晃或震动；

d) 运输途中转换交通工具时，应尽可能减少滞留时间，减少应激；

e) 途中遇到突发事件或运输滇金丝猴发生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相关方，并启动应急预案；

f) 滇金丝猴起运、中途休息或中转以及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应予以记录。

7.4.2 特殊个体运输：老、弱、病残、孕、幼猴等特殊个体的运输，应加强观察和护理，运输环境温

度宜在 15℃～30℃，并结合个体差异合理调整。

7.5 接收

7.5.1 接收方做好滇金丝猴接受准备，包括接收人员、设施、笼具、饲料、饮水，确认签收时间和地

点。

7.5.2 接收注意以下事项：

a) 应检查运输笼内的滇金丝猴是否与标签内容相符；

b) 对运输笼进行外表消毒后，转移到检疫室进行检疫及饲养观察，检疫应按照 DB53/T 1060的规

定执行。

7.6 运输文件管理

7.6.1 交运方、承运方和接收方均应按有关规定妥善保管动物的运输批准文件、个体档案、运输、检

疫等信息材料。

7.6.2 所有记录表格应形成文件，涉及多方运输的，文件应设置多联（或复印件）供各方分别保存。

7.6.3 接收方应收集其它相关信息资料归档保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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