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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猎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安勤勤 杨晓红

摘要：野猪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员，随着野猪被调出“三有”保护名录、野生

动物种群调控方案的发布，野猪生存或将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本文分析了野猪种群调

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野猪种群调控、促进野猪种

群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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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习性及分布

野猪（Sus scrofa），属偶蹄目

（Artiodactyla）猪科（Suidae）猪

属（Sus）中型哺乳动物。其适应能

力强，栖息在灌丛、林地、草地等生

境中；夏季选择在高海拔区域的阴坡，

冬季则选择在低海拔的阳坡区域；主

要以植物嫩叶、果实、根系等为食，

也吃小型啮齿类动物、其他动物尸体

等；活动范围一般在 20-150 公顷，

常呈 4-10 头的集群式活动 [1]。野猪

繁殖力强，每年可产 2 胎，每胎有

12-20 只。在我国，多数地区有分布。

野猪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重要

一员，是虎、狼、熊、豹等大型肉食

性动物的猎物，取食植物，小型啮齿

类、昆虫等动物，构成了食物链中的

重要一环。野猪在林地中活动栖息，

具有抑制森林虫鼠害、清道夫（腐食

性）、疏松土壤、传播植物种子等作

用 [2]。

二、种群现状及调控方案

为加强对野猪的保护，2000 年，

野猪被列入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国

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

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即“三有名录”）。近年来，随着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再加

上野猪适应能力强、繁殖率高，大型

肉食型天敌物种数量少等因素，野猪

种群数量不断在上升，一些地方出现

了野猪导致农作物受损的现象。据有

关专家调查评估，野猪在我国 28 个

省份有分布，数量达 200 万头，其中

有 26 个省份 857 个县（市、区）存

在野猪致害问题 [3-4]。考虑到野猪局

部致害问题，2023 年，国家林草局

发布的新调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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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

野猪被调出新“三有名录”。

2017 年，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关

于切实做好调控野猪种群和防控野

猪危害工作的紧急通知》。《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野猪危

害防控工作的通知》和《防控野猪危

害工作技术要点》也于 2021 年相继

印发，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野猪危害

防控，特别是加快推进以种群调控等

措施防控野猪危害。2021 年，国家

林草局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等

14 个省（自治区）启动防控野猪危

害综合试点，探索科学防控野生动物

危害的有效路径。2024 年 2 月，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央政法委等多部

门联合发布了《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

致害防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方案》中指出，种群调控

分级分类进行开展，对于法律规定保

护范围之外的野生动物，可在自然保

护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以外依据

猎捕方案开展猎捕活动，不受猎捕量

限制，无需申请《狩猎证》，但猎捕

人员和组织应当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不得使用法律禁止的工具和方法。并

强调，严防种群调控过程中出现乱捕

滥猎、过度猎捕、误伤其他野生动物

或破坏其栖息地等行为；种群调控人

员和方法方面，组建野生动物种群调

控专业机构，加强人员野生动物保护

等方面培训，积极推广规范化笼捕、

网捕、围栏诱捕等种群调控手段等。

三、野猪猎捕存在的问题

（一）猎捕方法欠妥

2022 年，陕西渭南林业局发布

关于在全市范围奖励自发狩猎野猪

的通告，通告发出后，有群众便组建

团队，带着猎犬进行猎捕。猎犬对猎

捕的对象没有选择性，可能会误伤到

其他野生动物。笔者通过查询野犬误

杀濒危野生动物，发现这样的案例并

不少见。例如，为守护地里的庄稼，

四川广元市旺苍县的一位村民曾经

养了 3 条猎狗用于驱赶野猪。但是，

猎狗却咬死了多只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斑羚。最终，该村民因犯非法

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2 万元，赔偿因犯罪行

为所导致的生态资源损失费 20 万元。

（二）宣传力度不够

随着被调出“三有”名录及野猪

致害防控相关信息的发布，很多短视

频用户借着猎捕野猪的名义，在短视

频平台展示利用禁用的猎捕工具猎

捕野猪的视频，甚至还有博主通过捕

获野猪来吸引流量。2023 年 9 月，

一网红联合其他人在北京市门头沟

区九龙山上用猎狗围猎一头野猪，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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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复合弓、扎枪等禁用工具将野猪

猎杀，在运输时被公安机关查获。办

案人员在该网红家中发现了大量的

狩猎工具。原来，为博取流量、吸引

眼球，自 2021 年起，该网红便在自

媒体账号上传捕猎野猪、驯养猎狗的

视频。这些信息的大量传播，势必会

对公众带来误导。在上述的北京非法

猎捕野猪事件短视频报道中，就有不

少人发布“野猪不是可以猎捕了吗”

等类似的评论。

（三）审批流程欠缺

2024 年 2 月发布的《方案》中

提到，对于法律规定保护范围之外的

野生动物，可在自然保护地、野生动

物重要栖息地以外依据猎捕方案开

展猎捕活动，不受猎捕量限制，无需

申请《狩猎证》。而这势必会对一些

没有生态保护意识的人释放一种“野

猪可以随意捕杀”的错误信号，“野

猪捕杀”审批流程的缺失会让不在管

理范围内的猎捕活动越来越多。

四、建议

野猪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的一

部分，如果大量进行猎杀，势必也会

破坏生态系统平衡。野猪本身就是一

个例子，因为虎、熊、豹等天敌动物

数量稀少、濒临灭绝，导致野猪种群

数量失控，进而对人类生活带来影响。

因此，在野猪种群调控中，需要把握

其中的度，找准猎捕与保护之间平衡

点，避免过度捕杀，陷入“滥捕滥杀

——保护恢复——滥捕滥杀”的循环

中。

（一）划定种群调控区域

应该做好前期调查，全面掌握野

猪致害的区域分布和受影响情况，了

解野猪分布和活动规律；根据掌握的

数据，划定出需要调控的区域，并严

格禁止在划定区以外的区域猎捕。通

过这种方式保护野猪的种群数量，避

免因为“一刀切”对当地生态环境带

来破坏。

（二）加强队伍建设与培训

根据《方案》要求，建设种群调

控专业机构，保障工作开展有组织、

有计划，人员相对稳定。同时，应加

强对专业机构和人员的培训，工作人

员应具备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

保护、调控科学方法、安全防范等相

关知识，避免“蛮干”“乱干”。

（三）规范猎捕方法

严防使用法律禁止的方法和方

式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可能误伤人身

安全和其他野生动物安全的猎捕方

法，根据实际情况，规定当地应采用

的猎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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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猎捕时间和数量

根据野猪危害农作物的特点，确

定狩猎时间，一般而言，8 月中旬-11

月中旬为最佳狩猎期，其它时期应严

禁狩猎 [1]。根据已掌握的野猪资源数

量、分布情况等基础资料，核定猎捕

数量，狩猎过程中，应跟踪动态信息，

避免过度狩猎，损害野猪种群正常繁

衍。

（五）加强监管和管理

狩猎期，应加强监督和管理。应

制定严格的调控管理措施，每次猎捕

行动前，应要求上报省级林业部门审

批，避免因为流程的缺失而带来滥捕

滥杀问题；同时，应建立应急管理部

门、公安部门、林业部门、乡镇人民

政府和广大群众参与的相互监督制

约的管理机制，避免出现不当的狩猎

行动，严防以“护农”为名的非法私

自猎捕行为；狩猎行动结束后，严格

执行各项规定，做好猎获物的无害化

处理，防止生态环境破坏和疫源疫病

的传播。

（六）加强宣传

做好宣传，提醒公众私自猎捕、

在禁猎区捕杀、使用禁用的工具猎捕

等都属于非法行为，避免引起公众形

成错误的想法，进而对野猪资源带来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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