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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指导与规范自然保护区

人类活动的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等相关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环境保护部组织遥感监测技术单位开展全国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组织对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遥感监测结果进行实地核查。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结果开展实地核查，并对核

查结果进行处理。必要时，各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省级有关

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开展。 

地市级和县级自然保护区的遥感监测和核查处理工作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实施。 

第三条  环境保护部建立全国自然保护区遥感监测本底数据库和

全国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信息平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省

级自然保护区遥感监测、实地核查和处理结果及时纳入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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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环境保护部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实地核查和结果处理的相关情况。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和核查处理的信息公开工

作。 

第五条  经实地核查确认的本年度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

动遥感监测结果应当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管理评估、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审批、考核和奖惩等环境监管工作

的依据。 

 

第二章  遥感监测 

第六条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分为常规遥感监测和专

项遥感监测。 

第七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常规遥感监测每半年开展一次，遥

感监测技术单位应当在每年的三月和十月上报上一年度下半年和本

年度上半年的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常规遥感监测报告。 

省级自然保护区常规遥感监测每年开展一次，遥感监测技术单

位应当在每年的六月上报上一年度全国省级自然保护区常规遥感监

测报告。 

第八条  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开展自然保护区评审、自然

保护区管理评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审批、处理

涉及自然保护区的投诉举报和案件调查等工作时，可根据需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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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遥感监测。遥感监测技术单位对特定自然保护区进行专项遥感

监测并及时上报专项遥感监测报告。 

第九条  遥感监测技术单位负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省级自然

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影像数据的收集、处理和解译，对自然保护区

范围内的人类活动类型、面积、变化进行初步判读，编写遥感监测

报告。 

第十条  遥感监测技术单位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省级自然保

护区人类活动遥感数据的解译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在

分析解译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篡改监测数据、故意隐瞒遥感监

测发现的问题。 

 

第三章  核查和处理 

第十一条  环境保护部在收到遥感监测技术单位上报的常规遥

感监测报告十个工作日内，将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省级自然保

护区人类活动常规遥感监测报告转发至相关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进行实地核查和处理。 

自然保护区专项遥感监测的实地核查应当根据实际工作的需

要，以适当形式开展。 

第十二条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相关专业管理人

员，开展实地核查工作，确保现场核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实地核查时，应当对遥感监测发现的人类活动点位逐一进行现

场核查。如有必要，可以通过座谈交流、专家评估等方式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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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有关情况进行研判。 

第十三条  自然保护区常规遥感监测实地核查的内容应当包括

活动(设施)名称和类型、经纬度、所在功能区、规模、变化类型、

活动(设施)现状、历史沿革、环评审批等相关手续、生态环境影响

和破坏等情况。 

第十四条  对于存在下列情形的自然保护区，应当进行重点核

查： 

（一）上一年度（次）人类活动常规遥感监测后，又发现新增

人类活动类型的； 

（二）遥感监测发现，原有人类活动规模明显扩大的； 

（三）曾经因违法违规开发活动被依法查处的。 

第十五条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常规遥感监测结果的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实地核查并向环境保护

部上报实地核查报告。 

本行政区域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较多、面积较大或存在其

他情形导致实地核查任务较重的省份，可以适当延长实地核查报告

的上报时间，但最长不超过四十个工作日。 

实地核查报告应当包括实地核查工作的组织开展情况、人类活

动遥感监测实地核查处理情况一览表（见附表）、配套现场照片、

人类活动综合分析及核查结果处理情况。 

第十六条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如实、及时上报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常规遥感监测实地核查和处理情况，不得弄虚作假、故

意瞒报、玩忽职守导致漏报、无故拖延迟报实地核查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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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完成本行政区域省

级自然保护区常规遥感监测结果的实地核查工作和处理工作。 

第十八条  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遥感监测实地核查的情况，

必要时，环境保护部可会同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进

行抽查。 

经遥感监测发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存在重大环境违法和生态

破坏行为的，环境保护部直接组织进行实地核查和处理。 

第十九条  经遥感监测发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省级自然保护

区内存在违反《自然保护区条例》和其他环境违法行为的，有关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进行查处，涉嫌构成环境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向司法

机关移送。 

在遥感监测实地核查中发现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或其他相关法规的行为的，省（区、

市）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移送。 

第二十条  对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和核查处

理中，存在《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环境违法案件挂牌督办

管理办法》规定情形的，环境保护部依据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约谈

和挂牌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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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一条  对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省级自然保护区遥感监

测和实地核查工作中，弄虚作假、篡改遥感监测数据结果和故意瞒

报、玩忽职守导致漏报、无故拖延迟报实地核查发现问题的，应当

依照相关规定追究环境保护部门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二条  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和实地核查工作不予配合、

拒绝提供相关资料、强行阻挠的，对相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将有关材料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 

第二十三条  对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实地

核查工作中，存在《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规定的应当予以追责的情形的，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将有关材料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

部门。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人类活动，是指在自然保护区内发

生的、影响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状况的各类人为活动及其产生的结

果，包括矿产资源开发、采石采砂、能源开发生产及水利工程、旅

游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居民点、农业垦殖及养殖场（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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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所指的人类活动遥感监测是指利用卫星、无人机、固定

翼飞机等技术对自然保护区内人类活动进行的高空遥感监测或航空

遥感监测，包括数据和信息的获取、处理、解译、分析和报告等。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所依据的自然保护区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环境保护部另行制定。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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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实地核查处理情况一览表 

 

填写人姓名：            联系方式：                 核查时间：      年    月     日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一、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 

1. 自然保护区名称：  

2. 自然保护区情况（自然保护区建立/晋升/边界调整情况，总体规划编制情况等） 

 

 

 

 

 

 

 

 

 

 

 



 —  11  — 

二、人类活动现场核查情况（此表可复制延续） 

序号 

（XXX） 

遥感监测

情况 

编号 经度 纬度 所在功能分区 活动类型 规模 变化类型 

       

现场核查

情况 

活动/设施名称  典型现场相片 

活动/设施类型  

 

经度  

纬度  

所在功能区  

规模  

变化类型  

活动/设施现状  

历史沿革（开工建设时间、建成时间、改扩建情况等）  

环评审批等相关手续情况  

生态影响及破坏情况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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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法违规问题处理情况（此表可复制延续） 

序号 违法违规问题 查处情况 限期整改情况 责任追究情况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