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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熊猫监测技术研发与功能集成示范 

应急”揭榜挂帅项目榜单 

 

一、立项需求 

加强大熊猫保护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开展大熊猫调查、监测和

评估是依法制定大熊猫保护、编制规划、管理政策的基础，也是

评价大熊猫保护管理成效的重要依据。传统调查监测技术和方

法，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花费时间长，观察范围小，难

以满足当前大熊猫保护需求，亟待探索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适当区

域运用卫星、临空飞艇、无人机、伪装机器人、全景感知动物监

测仪等“天空地”一体化感知监测技术以及大数据传输、人工智

能识别等手段，集成北斗、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

术，对大熊猫种群及其栖息地开展监测和评估，研发更加高效、

节约、精准的大熊猫调查监测技术和方法，还可兼顾森林草原火

情监测试点，并复制推广至大熊猫国家公园全域、带动我国野生

动物监测技术进步，切实维护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栖息地安全。 

二、攻关要求 

（一）申报要求。国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校、企事

业单位等均可组建科研团队。组建联合攻关科研团队，必须包括

监测技术和野生动物保护专业研究力量。鼓励申报团队自筹资金

予以配套。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和若干课题负责人，负责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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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内具有较高认可度，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科研诚信良好，

一般须承担过国家或省部科研项目，无年龄、学历和职称要求，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应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团队参与单位总数

不超过 10 家。 

（二）考核要求。揭榜团队要全力限时攻关，项目实施过程

中，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开展中期考核，未通过评估的，

予以淘汰，不再支付任何经费。项目验收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

关司局、大熊猫国家公园等满意度打分和第三方专家测试方式开

展，并以是否解决问题为考核标准。 

三、榜单任务 

主要目标：针对大熊猫传统调查监测技术耗时长、物力财力

投入大，难以同步、准确掌握种群变化及其栖息地状况问题，在

大熊猫国家公园不同山系、本底资源相对清楚的成都、绵阳、阿

坝等区域，探索研发和集成运用卫星、无人机、临空飞艇、伪装

机器人、全景感知动物监测仪等“天空地”一体化感知监测技术

以及大数据传输、人工智能识别等技术开展大熊猫和林草火情监

测，切实维护大熊猫种群安全和实现林草火情主动预警。具体目

标为： 

（一）基于卫星遥感、临空飞艇、无人机遥感、伪装机器人、

全景感知动物监测仪等技术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天空地”一体

化感知监测技术 1 套。基于卫星、临空飞艇、无人机协同等技术

的森林草原火险高精度影像监测技术 1 套。 

1. 卫星遥感监测：建立基于多类型、多尺度、高动态卫星

遥感的栖息地监测算法与评价模型工具集，支持计算地表覆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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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物量、生态环境因子等不少于 10 项栖息地监测指标，同

时支持栖息地范围划定、潜在栖息地发现、栖息地扰动发现、重

点区域三维场景构建、栖息地健康程度评价等功能，基于卫星遥

感的栖息地变化与扰动提取准确率优于 85%，栖息地日常动态监

测空间分辨率优于 5m、时间频率优于月度。 

2. 无人机监测：研制集成北斗、遥感一体、自主可控、协

同联动的无人机集群系统，可搭载多种传感器；研制适用于林下

环境与动物探测的单光子激光雷达载荷，激光器重频≥4kHz，探

测距离≥1km，实现在森林郁闭度不超过 60%情况下的林下环境

建模与林下动物监测；具备机上实时自主的旗舰动物发现、物种

识别以及多无人机协同动物跟踪能力，具备机上实时火点发现与

定位能力，定位精度优于米级。 

3. 地面监测：研制适应于国家公园特定地形条件的伪装机

器人，可以在草原、平地等场景下自主行动，伪装形态包括石头、

枯树、旗舰动物等 3 种以上，搭载多种传感器，具备自动巡航、

活体触发、自动避障、动物跟踪监测等功能；研制全景感知动物

监测仪，支持全景、红外、可见光、激光雷达等 4 种以上监测方

式，具备动物物种实时识别、动物尺寸实时测量等功能，监测半

径≥30m，全景监控相机视场角≥360°×150°，激光雷达帧率

≥10Hz，激光雷达点频≥200,000points/s。 

（二）研发适合“天空地”感知监测数据的大熊猫人工智能

识别算法和数量智能统计方法及技术 1 套。针对目前智能识别技

术存在的问题，研发全域自主可控遥感大模型支持下的准确、高

效的物种智能识别模型和算法，形成可自进化的旗舰物种智能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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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系统。实现基于图像的旗舰物种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85%，基于

多源数据融合的旗舰物种个体数量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0%。 

（三）研发自动采集和整合大熊猫种群及其栖息地状况信

息，形成完整监测数据 1 套，能够快速、准确评估大熊猫栖息地

状况的技术 1 套。支持卫星、无人机、伪装机器人、全景感知动

物监测仪等 4 种以上传感器数据接入，具备对示范区域光学和

SAR 卫星的自主规划，调度和数据获取能力，高空间影像分辨率

优于 0.5 米，SAR 卫星分辨率优于 0.5 米，波段要包含 KaSAR，视

频卫星优于 0.6 米。具备“天空地”监测感知数据采集、汇聚、

融合、建模、挖掘、管理、服务共享发布能力。具备大熊猫及其

栖息地状况准确评估及可视化展示能力，支持空间分析、对比分

析、分类展示、位置与定位、预警管理等功能，面向国家公园管

理局、管理分局、保护站等不少于 3 类用户进行综合展示。 

（四）对照已有监测数据和结果，测试、验证和优化临空飞

艇遥感等技术，封装为从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到监测结果产出

的大熊猫临空飞艇监测技术 1 套。 

（五）科学估算监测试点区大熊猫种群及其栖息地状况，印

证其他监测技术、方法获取的监测数据和结果。 

（六）主动预警森林草原火险，实时监测森林草原火情；研

发应用森林草原火险趋势分析预测模型，提供长中短期火险趋于

分析预测报告；满足森林草原防火通信需求。 

四、执行期限 

时限 1 年（2024 年 9 月-2025 年 8 月），2024 年 9 月-2025

年 2 月为重点技术攻关期，2025 年 3-8 月为技术完善提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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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中期评估机制。 

五、项目经费 

18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