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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红 秦秀芳 安勤勤 李一航

摘要：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研究室（简称“绿会研究室”）收到河

北省唐山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的函件，请求确认蓝黄金刚鹦鹉和太阳锥尾鹦鹉的野生种

群、人工繁育技术、养殖规模情况。绿会研究室通过文献查阅、线上调研、电话访谈

等方式，对两种鹦鹉的人工繁育技术及种群规模现状进行了详细调研。通过本次调研

可以看出，蓝黄金刚鹦鹉和太阳锥尾鹦鹉在我国的人工繁育实践逐渐增多，养殖规模

逐渐扩大，但总体技术与管理尚不成熟，仍处在逐渐摸索中。蓝黄金刚鹦鹉和太阳锥

尾鹦鹉属于受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在其养殖繁育方面，应严格参照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育以及相关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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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鹦鹉野生种群的分布及保护

现状

鹦鹉目（Psittaciformes，旧称

鹦形目）通常划分为凤头鹦鹉科

（ Cacatuidae ） 、 鹦 鹉 科

（ Psittacidae ） 、 吸 蜜 鹦 鹉 科

（Loriidae）三个科，种类繁多，有

约 82 属 358 种。

俗语鹦鹉，可以单独用来指代鹦

鹉科，或者整个鹦鹉目，后一种情况

更常见。鹦鹉目动物多以谷物、果实

等为食，在树洞中营巢，少量种类为

地栖类。雏鸟为晚成性。鹦鹉是典型

的攀禽，对趾型足，两趾向前，两趾

向后，适合抓握；鹦鹉的喙强劲有力，

可以食用坚果，在世界各地的热带地

区都有分布：其中在拉丁美洲和大洋

洲分布的种类最多，在非洲和亚洲种

类要少得多。

2023 年 11 月，河北省唐山市公

安局森林分局第二次发函请求协助

认定其养殖规模和人工繁育技术成

熟度的两种鹦鹉，分别是：蓝黄金刚

鹦鹉（Ara ararauna）和太阳锥尾鹦

鹉（Aratinga solstitialis）。

这两个物种的野外原产地，都主

要分布在南美的亚马逊雨林中南部

和亚马逊雨林东北部、东部。在我国，

其野生种多属于引入物种，均非我国

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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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蓝黄金刚鹦鹉

图 1：蓝黄金刚鹦鹉。拍摄：孔垂澜

1.1 物种及分布情况

英文名 Blue-and-yellow Macaw，

学名：Ara ararauna，是鹦鹉目鹦鹉

科金刚鹦鹉属的大型鸟类，攀禽。蓝

黄金刚鹦鹉又名琉璃金刚，是最常见

的金刚鹦鹉，也是世界上色彩最漂亮、

体型最大的鹦鹉之一。它爱亲近人、

活泼顽皮的特质，使得这种大型的金

刚鹦鹉特别受人们欢迎。

蓝黄金刚鹦鹉的体形较大，身长

86-94 厘米；翼展 104-114 厘米；尾

长 40-50 厘米。体重 1 千克左右；寿

命 60 年，也有记录达 80 年。自嘴基

部经眼睛下方至耳部有 3 条黑色毛

羽排列而成的横纹，眼先部还有 6-7

条由黑色毛羽排列而成的竖纹，颏部

和喉部为黑色，从耳的后部至胸部、

腹部为橙黄色，翅膀和尾羽为紫蓝色。

初级飞羽的外部为紫蓝色，内为黑色，

尾下覆羽为翠蓝色。雄鸟和雌鸟的羽

毛颜色基本一样，只是雄鸟的头部要

比雌鸟宽一些。蓝黄金刚鹦鹉羽毛的

整体主色调为蓝色，额部有些黄色的

羽毛，鸟喙的颜色为铅黑色，爪子是

铅灰色。

蓝黄金刚鹦鹉广布于南美国家

热带雨林和稀树草原，主要生活在海

拔 500 米以下区域，其中有少数种群

生活在巴拿马和特立尼达；此外，也

有部分引入种群分布在美国的佛罗

里达和波多黎各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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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野外种群保护状况

目前，蓝黄金刚鹦鹉在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的物种保护等级为

无危（LC），但整体种群呈下降趋势。

在自然状况下，蓝黄金刚鹦鹉的

繁殖率偏低，加上自然栖息地的洪水、

疾病的威胁，以及人类滥捕、其遗传

多样性低等因素，其种群面临极大的

生存压力。在巴拉圭分布的蓝黄金刚

鹦鹉种群濒临区域性灭绝，在特立尼

达的种群一度曾经灭绝，后来尝试重

新引入。根据评估，在过去三代（38

年 ） 内 ， 该 物 种 丧 失 了 大 约

20.9-35.3%的栖息地，但考虑到该物

种较为良好的适应力，其种群数量在

三代范围内的整体下降幅度应小于

25%。

综合来看，蓝黄金刚鹦鹉面临的

主要危险是宠物贸易，虽然其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附录 II，但野生个体仍屡

次出现在国际贸易中。据统计，该物

种是巴西交易数量第二多的野生动

物，从 1975-2016 年的统计来看，共

计 135160 只蓝黄金刚鹦鹉被交易，

同时它们也是出口数量最多的野生

动物之一 [1]。从全球宠物贸易市场看，

虽然大约 1/3 的个体是人工繁育的，

但被贸易的野生个体仍然大量存在。

针对该物种的偷猎行为也频繁被报

道。

此外，一项针对巴西 Emas 国家

公园的研究显示：路杀是该区域内该

物种面临的最主要威胁，而频繁针对

雏鸟的偷猎行为，也对其种群有着明

显负面影响。此外，该公园的种群显

示：蓝黄金刚鹦鹉的遗传多样性较低，

接近濒危物种的等级，更容易受到疾

病或盗猎的影响 [2]。

图 2：Emas 国家公园的蓝黄金刚鹦鹉在不同偷猎和路杀程度下的灭绝速率。图源：
Applied Animal Behaviour Science, 241, 10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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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阳锥尾鹦鹉

图 3：太阳锥尾鹦鹉。拍摄：孔垂澜

2.1 物种及野外分布状况

英文名：Sun Parakeet，学名：

Aratinga solstitialis，又名金黄

鹦哥，是鹦鹉目鹦鹉科锥尾鹦哥属的

鸟类，俗名金太阳、小太阳。地理分

布主要在南美亚马逊雨林东北部、东

部。

太阳锥尾鹦鹉，体长约 30 厘米，

体重 120-130 克，是一种中小型鹦鹉。

其鸟体大部分为金黄色，头顶、脸颊

两侧、下腹部和背部下方都带有点桔

色的色调；尾巴内侧的主要覆羽为深

绿色并带有点金黄色调、翅膀部分的

主要飞行羽为深绿色，尖端有蓝色；

翅膀外侧的次要飞行羽为金黄色，并

参杂些许深绿色的羽毛；眼睛外带有

一圈白色的裸皮；鸟喙为黑色，虹膜

为深棕色。

该物种分布范围较窄，目前主要

发现于南美洲西北部分地区，包括巴

西和圭亚那。在法属圭亚那，苏里南

和委内瑞拉也疑似有边缘性分布。该

物种一般栖息于干旱森林、海岸森林

和潮湿云雾林的边缘。分布海拔范围

为 0-1400 米。

2.2 野外种群的保护现状

目前，太阳锥尾鹦鹉在 IUCN 的

物种保护等级为濒危（EN）。据预测，

全 球 当 前 成 熟 的 野 生 个 体 约 有

1000-2499只，而且有持续下降趋势。

栖息地破坏和宠物贸易是其面临的

主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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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种在圭亚那的种群，上世纪

曾遭到严重偷猎，处于区域灭绝的边

缘。目前在圭亚那还保留有一个繁殖

种群（约 200 只），已被重点关注和

保护 [3]；针对这一种群，目前采取的

主要保护措施包括：确定该种群的基

因组成、当地居民援助 [4]。2005 年至

2016 年间，有多于 20000 只的个体

被出口到新加坡。据另一项研究统计

表明，从 1975-2016 年期间，共有

127798 只太阳锥尾鹦鹉被交易。

目前该物种被列入 CITES附录 II，

但被提议提升至附录 I。任何野生个

体的捕捉和交易都是非法行为。

二、两种鹦鹉在中国的贸易和养殖情

况

1. 两种鹦鹉在国内的贸易情况

1.1 贸易趋势：蓝黄金刚鹦鹉进口需

求上升，太阳锥尾鹦鹉下降

中国是鸟类动物进口贸易大国。

自 CITES 公约发布濒危物种禁止或

限制贸易名录以来，总体上我国濒危

鸟类进口贸易的数量呈持续上升状

态。

有学者统计发现，1981-2010年 [5]，

我国进口活体蓝黄金刚鹦鹉数量

1909 只，太阳锥尾鹦鹉 4561 只。

2010-2019 年 [2]，太阳锥尾鹦鹉和蓝

黄金刚鹦鹉进口数量是继灰鹦鹉

（Psittacus erithacus）、和尚鹦

鹉（(Myiopsitta monachus）和橙翅

亚马逊鹦鹉（Amazona amazonica）

之后的第四和第五位，分别为 5495

只和 4932 只。

表 1：2010-2019 年我国进口太阳锥尾鹦鹉和蓝黄金刚鹦鹉数量及来源情况 [6]

物种名 来源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太 阳 锥 尾

鹦鹉

野生 0 0 0 0 0 0 0 0 0 0

人工繁育 1285 1180 0 300 600 600 400 112 1018 0

合计 1285 1180 0 300 600 600 400 112 1018 0

蓝 黄 金 刚

鹦鹉

野生 155 0 82 199 162 567 397 454 947 286

人工繁育 358 106 40 136 545 241 152 92 12 1

合计 513 106 122 335 707 808 549 546 959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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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0-2019 蓝黄金刚鹦鹉、太

阳锥尾鹦鹉这两种鹦鹉进口的数量

来看，年际进口数量变化起伏较大，

两者分别在 2018 年（959 只）、2010

年（1285 只）达到进口峰值；从整

体趋势看，蓝黄金刚鹦鹉的进口量呈

上升趋势，太阳锥尾鹦鹉呈下降趋势。

详见图 4。

图 4：2010-2019 年我国两种鹦鹉的进口情况。

1.2 进口来源：蓝黄金刚鹦鹉大多为

野生种，太阳锥尾鹦鹉全部来自人工

繁育

从 2010-2019 蓝黄金刚鹦鹉、太

阳锥尾鹦鹉这两种鹦鹉进口的来源

来看，蓝黄金刚鹦鹉约 66%来自于野

外，而太阳锥尾鹦鹉全部来自于人工

繁育。详见图 5 和图 6。

图 5：2010-2019 蓝黄金刚鹦鹉的进口来源。 图 6：2010-2019 太阳锥尾鹦鹉的进口来源。

为了解 2019 年之后的进口情况，

绿会研究室在 CITES 官方数据库进

行了查询，未发现蓝黄金刚鹦鹉、太

阳锥尾鹦鹉这两种鹦鹉出口到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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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地区）的记录，这与全球新冠

疫情暴发有直接相关性。

1.3 交易数量：太阳锥尾鹦鹉＞蓝黄

金刚鹦鹉

蓝黄金刚鹦鹉和太阳锥尾鹦鹉

进入国内市场后，各经营主体之间也

会产生出售或购买等交易行为。

绿会研究室对 2019-2023 年以来

政府官方网站上对这两种鹦鹉较大

数量的出售或购买审批信息进行梳

理，虽不能反映全部的实际交易情况，

但也能间接地反映出这两种鹦鹉在

国内交易的概况。

从整体交易数量来看，涉及太阳

锥尾鹦鹉交易的申请，单次大数量的

交易较多，且总数量也较多，合计有

280余只；涉及蓝黄金刚鹦鹉的交易，

单次交易数量较少，总交易数量较少，

总计 60 余只；从所了解的单只交易

价格来看，蓝黄金刚鹦鹉因体形大、

颜色绚丽、对人亲近等，动辄价格过

万，太阳锥尾鹦鹉其单只市场价格相

对较低，价格多在数百元至数千元一

只。

具体交易事项如：2019 年，保定

市万祥鹦鹉驯养有限公司拟向濮阳

金鹦缘野生动物繁育有限公司出售

太阳锥尾鹦鹉 40 只 [7]；2020 年，铁

岭县宾丽鹦鹉养殖有限公司售卖太

阳锥尾鹦鹉 100 只 [8]；2020 年，保定

市万祥鹦鹉驯养有限公司拟向山东

省爱尔物种保育有限公司出售太阳

锥尾鹦鹉 60 只 [9]；2021 年，鹤山市

巴布亚动物园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出

售太阳锥尾鹦鹉 75 只给江苏灵灵淹

城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粤江林许

准〔2021〕38 号）；2023 年，鹤山

市新快科技有限公司从广州裕隆动

物养殖有限公司购买太阳锥尾鹦鹉 8

只，蓝黄金刚鹦鹉 6 只；2023 年，

桃江县龙翔特种养殖有限公司欲向

海南鑫海泰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出售太阳锥尾鹦鹉 4 只，蓝黄金刚

鹦鹉 4 只；2023 年 8 月，南陵县大

山生态农业科技农场申请出售蓝黄

金刚鹦鹉 35 只 [10-11]；2020 年，鹤山

市巴布亚动物园管理有限公司出售

给资中县老颜鹦鹉养殖场蓝黄金刚

鹦鹉 4 只（粤江林护许准〔2020〕88

号）；2023 年 9 月，动趣（长沙）

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从望江

县鹦姿勃勃养殖有限公司购买蓝黄

金刚鹦鹉 10 只（湘林护许准〔2023〕

182 号）；等等。

2. 两种鹦鹉的国内养殖状况

据调研，我国规模养殖鹦鹉的地

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安徽、湖南等

地。绿会研究室通过在以上省份林业

局、自然资源局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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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网站查阅，收集了自 2021-2023 年

以来函件中提到蓝黄金刚鹦鹉、太阳

锥尾鹦鹉这两种鹦鹉的人工繁育、出

售或购买等相关批复文件。

据不完全统计，受理申请中涉及

蓝黄金刚鹦鹉的共 96 家单位；涉及

太阳锥尾鹦鹉为 74 家。（详见附录

1）

图 7：两种鹦鹉 2021-2023 年养殖场数量走势图。

根据所调查的获批的养殖场数

量，按照年度顺序制成的走势图如上。

从上图可以看出，蓝黄金刚鹦鹉和太

阳锥尾鹦鹉自 2021年到 2023 年以来，

获批的养殖场数量逐年增加，2022

年到 2023 年大幅增加。蓝黄金刚鹦

鹉的养殖场数量每年都比太阳锥尾

鹦鹉养殖场数量多，说明蓝黄金刚鹦

鹉的养殖意愿高、养殖规模大。

3. 国内两种鹦鹉的养殖繁育技术状

况

人工繁育情况下，蓝黄金刚鹦鹉

雏鸟需要 3-4 年达到性成熟 [12]，之后

每个繁殖季大约能产 2-3 枚蛋。其繁

殖期长，可以终身繁育，每次约持续

1-2 年。据了解，当前蓝黄金刚鹦鹉

人工繁育的难点，主要在于其个体大、

难以为其提供足够大的繁育空间。

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良好的环

境布置，能更好的改善人工繁育个体

的进食和活动，同时可能会增加其繁

殖成功几率 [13]。

绿会研究室以“蓝黄金刚鹦鹉”、

“blue and yellow macaw”、“ara

ararauna”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

行文献检索，共发现 14 篇文章，其

中中文文献 4 篇，英文文献 10 篇。

与养殖和育雏有关的 3 篇，与季节性

迁徙相关的 2 篇，与养殖育雏疾病预

防相关的 3 篇，与电子定位和鉴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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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 1 篇，与基因研究相关的 1 篇，

与环境富集和行为关系相关的 1 篇，

研究巴西蓝黄金刚鹦鹉食物来源和

习性的 2篇，与视力测试相关的 1篇。

从文献检索的结果看：涉及蓝黄金刚

鹦鹉养殖实践的科研论文占比仅为

21.4%，说明目前国内外涉及蓝黄金

刚鹦鹉养殖技术的相关研究总量偏

少。

在国内，与蓝黄金刚鹦鹉养殖和

育雏相关的科研论文，是来自上海动

物园、杭州动物园根据园内饲养的 2

只和 16 只蓝黄金刚鹦鹉情况，重点

观察蓝黄金刚鹦鹉的饲养繁育、行为

训练以及日常疾病预防过程，以总结

出蓝黄金刚鹦鹉的繁育要点以及疾

病预防措施等。然而其繁育规模较小，

不具有普适性。

太阳锥尾鹦鹉的平均寿命长达

30 年。其繁殖期通常始于春季，但

冬季也可进行，不过需要特别保温，

一年可进行数次繁殖。每对种鸟需隔

离饲养，单个繁殖体一年可产 3-4 窝，

平均每窝下 4-5 个鸟蛋，孵化期约

23 日，幼鸟 50 天羽毛长成。幼鸟离

开巢箱后可继续跟随父母生活一段

时间。由于这种鹦鹉体型小，大多数

的太阳锥尾鹦鹉都是采用笼养繁殖

的方式。这种鹦鹉一般在 2-3 岁左右

性成熟，每年可以繁殖 1-3 次。但该

物种不能终身繁育，一般在 10 岁之

后就停止了 [14]。

以“太阳锥尾鹦鹉”、“金黄鹦

哥”、“Sun Parakeet”、“Aratinga

solstitialis”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

进行文献检索，共有 13 篇文章，其

中中文文献 1 篇，英文文献 12 篇。

12 篇英文文献主要与基因、物种、

遗传学、保护研究等相关，1 篇中文

文献为多种鹦鹉的耐药基因分子进

化特征研究，其中包括太阳锥尾鹦鹉。

从对国内近 10 家较大型的鹦鹉

养殖场实际抽查情况来看，太阳锥尾

鹦鹉的养殖技术相对成熟，蓝黄金刚

鹦鹉以引进为主，随访对象中仅一家

表示可以提供相应的人工养殖技术。

随访抽查情况见表 2。

表 2 国内鹦鹉养殖场两种鹦鹉养殖技术的随机调查

养殖场名称 鹦鹉品种、数量（规模）、养殖技术以及市场情况

郯城********养殖场

单县********养殖厂

肥城********养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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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名称 鹦鹉品种、数量（规模）、养殖技术以及市场情况

临沭********合作社 只有小太阳、和尚鹦鹉、牡丹鹦鹉（能繁殖）。其他的没有

繁殖出来。二级的不卖。

宿州********公司 蓝黄金刚鹦鹉作为种鸟，还没有繁殖出来；太阳锥尾鹦鹉有

几只，只对接有鹦鹉养殖的机构。

鹤山********公司 蓝黄金刚鹦鹉和太阳锥尾鹦鹉这两个品种数量不多，后续可

以提供养殖技术

南陵********农场

海南******** 两种鹦鹉都有：蓝黄金刚鹦鹉价格在 2 万元左右，太阳锥尾

鹦鹉是 2 千元左右。建议买断奶后的，售后有终生一对一技

术服务群。

三、国内政府管理现状及探索

1993 年，《林业部关于核准部分

濒危野生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的通知》（林护通字[1993]48

号）文中规定：我国是《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公约》）

成员国。为加强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的进出口管理，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

使国内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与

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相衔接，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

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决定将《公约》附录一和附录二所列

非原产我国的所有野生动物分别核

准为国家一级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对这些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包

括任何可辨认部分或其衍生物）的管

理，同原产我国的国家一级和国家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一样，按照国家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施管理；

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同样依法查处。

2021 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经国务院批准，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公布实施。根据最新版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5]，中国

原生的鹦鹉一共有九种，分别是：短

尾鹦鹉、蓝腰鹦鹉、亚历山大鹦鹉、

红领绿鹦鹉、青头鹦鹉、灰头鹦鹉、

花头鹦鹉、大紫胸鹦鹉、绯胸鹦鹉。

以上九种鹦鹉，都是受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稀、濒危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其余种类的鹦鹉，除了《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

录 I 和附录 II 所列种类并被我国野

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按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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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的外，不再是国 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图 8：CITES 附录 I 和附录 II 中的鹦鹉种类（2023 年 2 月 23 日生效）。图源：CITES
附录 I 和附录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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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CITES）附录 I 和附录 II

（2023 年版本），蓝黄金刚鹦鹉（Ara

ararauna ） 和 太 阳 锥 尾 鹦 鹉

（Aratinga solstitialis）都属于

附录 II。

2021 年 4 月 2 日，针对新版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实施

后、存在部分传统笼养观赏鸟已被升

级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情况，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给河南省林业

局的复函《关于妥善解决人工繁育鹦

鹉有关问题的函》中再次明确指出，

按照规定，除桃脸牡丹鹦鹉、虎皮鹦

鹉、鸡尾鹦鹉外，从境外引进的《公

约》附录所列鹦鹉种类均按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管理，其人工繁育活动

应依法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同时要

求“对我国没有野外自然分布、人工

繁育的费氏牡丹鹦鹉、紫腹吸蜜鹦鹉、

绿颊锥尾鹦鹉、和尚鹦鹉开展专用标

识管理试点”。在养殖户自愿前提下，

可对确属人工繁育的、来源合法的上

述鹦鹉，加载专用标识，凭标识销售、

运输”，“对合法人工繁育来源、依

法允许出售的鹦鹉，停止执行禁止交

易措施，但其销售活动须在所在地政

府确定的场所进行，且符合防疫检疫

各项要求”。

这意味着，在我国，鹦鹉类除桃

脸牡丹鹦鹉、虎皮鹦鹉、鸡尾鹦鹉外，

其他鹦鹉物种，无论是野外种群还是

人工繁育种群，均为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蓝黄金刚鹦鹉和太阳锥尾鹦

鹉的人工繁育活动，均应依法取得人

工繁育许可证。

2023 年 4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关于《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

标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专

用标识范围（第一批）[16]，再次公开

征求意见。第一批人工繁育作为宠物

的鸟类中，列出了费氏牡丹鹦鹉、非

洲灰鹦鹉、葵花凤头鹦鹉、绿颊锥尾

鹦鹉等 13 种鹦鹉，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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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专用标识范
围（第一批）中所列举的鹦鹉种类。图源：《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和专用标识范围（第一批）

唐山公安局森林分局此次发函

要求协助认定养殖规模和技术成熟

度的蓝黄金刚鹦鹉和太阳锥尾鹦鹉，

都在第一批人工繁育作为宠物的鸟

类名单（征求意见稿）中，可见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也关注到鹦鹉人工繁

育作为宠物的普遍现象。截止目前，

这一征求意见名录，还未正式发布。

四、结论

综上，根据两种鹦鹉的野外种群

及保护现状、国内常见鹦鹉养殖和所

指定两种鹦鹉的养殖情况、国家已制

定发布的法律法规以及我国国内试

点实行人工繁育鹦鹉作为宠物的管

理探索等来看，虽然蓝黄金刚鹦鹉

（Ara ararauna）和太阳锥尾鹦鹉

（Aratinga solstitialis）在我国

的人工繁育实践逐渐增多，养殖规模

逐渐扩大，但总体技术与管理尚不成

熟，仍在逐渐摸索中。

同时，要考虑到蓝黄金刚鹦鹉和

太阳锥尾鹦鹉的野生种群均受到极

大的贸易威胁的情况。早在 2005 年，

这两种鹦鹉即已被纳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

录 II，其物种保护状况受到国际国

内高度重视。尤其太阳锥尾鹦鹉的自

然栖息地非常狭窄，濒危程度高，当

下全球野生种群中成熟个体的总数

不超过 3000 只，对太阳锥尾鹦鹉的

保护等级，一度也曾动议提升至

CITES 附录 I。

因此，对应《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蓝黄金刚鹦鹉和太阳锥

尾鹦鹉均属受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

动物，在其养殖繁育方面，应严格参

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

育、以及相关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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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山东、安徽、湖南等地 2021-2023 年批复的两种鹦鹉的人工繁育场地列表

物种名称 主体名称 审批号/时间

蓝黄金刚鹦

鹉

Ara

ararauna

邹城市金鹦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740 号

淄川区森语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739 号

滕州市善国动物园管理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741 号

单县元年宠物养殖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722 号

聊城市滨河乐园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710 号

单县鸿鹄鹉业珍禽养殖厂 鲁自然资函〔2023〕662 号

山东菇婆婆农场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667 号

禹城市昌盛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648 号

郯城县皮皮鸟园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649 号

单县单州养殖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381 号

莒南合尚禽畜养殖园 鲁自然资函〔2023〕370 号

聊城雷扬养殖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312 号

临淄区硕铭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212 号

金乡县立昂特种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96 号

微山县夏镇聚友综合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60 号

鱼台凯顺养殖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61 号

成武县牧丰特种动物农场 鲁自然资函〔2023〕38 号

日照嗡嗡乐动物园管理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34 号

菏泽青年湖动物园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鲁自然资函〔2022〕987 号

五莲县木舟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2〕8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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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 主体名称 审批号/时间

临沂动植物园 鲁自然资函〔2022〕845 号

河东区舍予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2〕736 号

菏泽市牡丹区凯凯动物店 鲁自然资函〔2022〕684 号

兰陵县万泉家庭农场 鲁自然资函〔2022〕631 号

郯城县庙山镇一二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2〕401 号

山东鲁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2〕367 号

菏泽龙池生态动物园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2〕214 号

肥城市凤鸣宠物养殖中心 鲁自然资函〔2022〕1 号

潍坊金宝乐园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1〕1941 号

垦利区胜坨金缘观赏龟繁育中心 鲁自然资函〔2021〕1942 号

淄博市博客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1〕1929 号

济宁若宇养殖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1〕1921 号

淄川区腾彩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1〕1624 号

利津县陈庄晓东宠物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1〕1847 号

德州市运河经济开发区羽安特种动

物农场
鲁自然资函〔2021〕1827 号

淄川区金泽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1〕1750 号

临沭县繁兴鹦鹉养殖专业合作社 鲁自然资函〔2021〕455 号

禹城市昌盛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1〕222 号

淄博桃花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1〕10 号

开平市沙塘镇牧晨动物饲养场 粤江林许准〔2023〕90 号

鹤山市飞多远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3〕89 号

合肥疯狂松鼠岛游乐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669 号

南陵县大山生态农业科技农场 林审准﹝2023﹞647 号

合肥互动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551 号

宿州泽茂鸟类繁育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5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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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 主体名称 审批号/时间

宿州市同正野生动物繁殖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548 号

六安市梦幻游乐园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555 号

合肥互动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541 号

淮北致尊伯乐马术俱乐部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447 号

滁州万萌养殖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415 号

宁陵县博涵鹦鹉宠物养殖畜禽养殖

场
林审准﹝2023﹞144 号

安徽安伽物语宠物养殖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106 号

安徽雅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99 号

安徽铭沐鹦鹉养殖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33 号

淮北鹦之花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林审准﹝2023﹞28 号

宿州市马戏世家动物表演团 林审准﹝2022﹞459 号

宿州长森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2﹞448 号

宿州市马戏世家动物表演团 林审准﹝2022﹞459 号

宿州市埇桥区太阳大马戏动物表演

团
林审准﹝2022﹞346 号

宿州凤鸣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2﹞214 号

望江县鹦姿勃勃养殖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2﹞195 号

蚌埠海贝海洋乐园有限责任公司 林审准﹝2022﹞144 号

安徽省玖赋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林审准﹝2021﹞31 号

长沙市雨花区万英鹦鹉养殖场 湘林护许准〔2022〕162 号

宁远县赵青山养殖场 湘林护许准〔2021〕51 号

邵东市砂石镇大鹦帝国养殖场 湘林护许准〔2023〕46 号

长沙世界之窗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2〕221 号

湖南苏卡达养殖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3〕1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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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 主体名称 审批号/时间

湖南省祺秀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3〕102 号

湖南可萌可萌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2〕196 号

湖南今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3〕72 号

桃江县龙翔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3〕91 号

海南鑫海泰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湘林护许准〔2023〕91 号

桃江鸟语林鹦鹉养殖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3〕54 号

邵东市砂石镇大鹦帝国养殖场 湘林护许准〔2023〕46 号

长沙世界之窗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2〕221 号

邵东市兴齐养殖厂 湘林护许准〔2023〕167 号

商丘市睢阳区桂莲养殖场 豫林护许准〔2021〕282 号

河南神州鸟园有限责任公司 豫林护许准〔2021〕768 号

商丘市睢阳区飞越养殖场 豫林护许准〔2021〕287 号

保定丰翊养殖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徐水区森尼尔特种动物养殖场 2023 年 5 月

保定市千羽鸟舍鹦鹉养殖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开平市沙塘镇牧晨动物饲养场 粤江林许准〔2023〕90 号

鹤山市飞多远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3〕89 号

广东花海欢乐世界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粤江林许准〔2021〕117 号

广东苏卡达生态观赏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1〕56 号

海南英达动物养殖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1〕32 号

鹤山市新快科技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3〕125 号

鹤山市龙口镇锦丰动物驯养繁殖场 粤江林许准〔2022〕169 号

鹤山市醒目仔仔鹦鹉养殖销售有限

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2〕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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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 主体名称 审批号/时间

鹤山市巴布亚动物园管理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1〕131 号

信阳龙湖动物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豫林护许准〔2022〕167 号

郑州市异青宠物销售有限公司 豫林护许准〔2022〕131 号

濮阳金鹦缘野生动物繁育有限公司 豫林护许准〔2021〕179 号

商丘市梁园区同达养殖场 豫林护许准〔2021〕778 号

合计 96 家

太阳锥尾鹦

鹉

Aratinga

solstitial

is

邹城市金鹦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740 号

淄川区森语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739 号

单县元年宠物养殖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722 号

单县鸿鹄鹉业珍禽养殖厂 鲁自然资函〔2023〕662 号

山东菇婆婆农场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667 号

禹城市昌盛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648 号

郯城县皮皮鸟园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649 号

单县单州养殖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381 号

莒南合尚禽畜养殖园 鲁自然资函〔2023〕370 号

聊城雷扬养殖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312 号

临淄区硕铭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212 号

金乡县立昂特种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96 号

微山县夏镇聚友综合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3〕60 号

鱼台凯顺养殖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61 号

成武县牧丰特种动物农场 鲁自然资函〔2023〕38 号

淄博市博客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3〕47 号

菏泽青年湖动物园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鲁自然资函〔2022〕987 号

五莲县木舟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2〕888 号

河东区舍予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2〕7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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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 主体名称 审批号/时间

菏泽市牡丹区凯凯动物店 鲁自然资函〔2022〕684 号

郯城县庙山镇一二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2〕401 号

济宁若宇养殖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2〕355 号

山东鲁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2〕367 号

潍坊金宝乐园有限公司 鲁自然资函〔2022〕247 号

肥城市凤鸣宠物养殖中心 鲁自然资函〔2022〕1 号

陵城区文达鹦鹉养殖部 鲁自然资函〔2021〕1631 号

淄川区腾彩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1〕1624 号

德州市运河经济开发区羽安特种动

物农场
鲁自然资函〔2021〕1827 号

兰陵县丰禾生态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1〕520 号

临沭县繁兴鹦鹉养殖专业合作社 鲁自然资函〔2021〕455 号

禹城市昌盛养殖场 鲁自然资函〔2021〕222 号

开平市沙塘镇牧晨动物饲养场 粤江林许准〔2023〕90 号

鹤山市飞多远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3〕89 号

亳州市靖垚养殖场 林审准﹝2023﹞631 号

亳州市鑫航养殖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621 号

宿州泽茂鸟类繁育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559 号

宿州市埇桥区太阳大马戏动物表演

团
林审准﹝2023﹞483 号

滁州万萌养殖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415 号

太和县小嘎鹦鹉养殖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413 号

宁陵县博涵鹦鹉宠物养殖畜禽养殖

场
林审准﹝2023﹞144 号

安徽铭沐鹦鹉养殖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3﹞33 号

淮北鹦之花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林审准﹝2023﹞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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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 主体名称 审批号/时间

芜湖市祥勇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林审准﹝2022﹞380 号

南陵县大山生态农业科技农场 林审准﹝2022﹞259 号

长沙市雨花区万英鹦鹉养殖场 湘林护许准〔2022〕162 号

汝城县惠馨观赏鸟养殖场 湘林护许准〔2022〕198 号

宁远县赵青山养殖场 湘林护许准〔2021〕51 号

双峰县崇亘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2〕189 号

湖南可萌可萌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2〕196 号

汉寿湘同发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3〕50 号

桃江县龙翔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3〕91 号

海南鑫海泰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湘林护许准〔2023〕91 号

桃江鸟语林鹦鹉养殖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3〕140 号

汉寿湘同发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 湘林护许准〔2023〕50 号

汝城县惠馨观赏鸟养殖场 湘林护许准〔2022〕198 号

邵东市兴齐养殖厂 湘林护许准〔2023〕167 号

商丘市睢阳区桂莲养殖场 豫林护许准〔2021〕282 号

河南神州鸟园有限责任公司 豫林护许准〔2021〕768 号

保定丰翊养殖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徐水区森尼尔特种动物养殖场 2023 年 5 月

保定市千羽鸟舍鹦鹉养殖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开平市沙塘镇牧晨动物饲养场 粤江林许准〔2023〕90 号

鹤山市飞多远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3〕89 号

广东苏卡达生态观赏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1〕56 号

广东花海欢乐世界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粤江林许准〔2021〕5 号

鹤山市新快科技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3〕1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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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称 主体名称 审批号/时间

江门市新会区大泽镇旺洲珏洋宝源

养殖场
粤江林许准〔2021〕99 号

广州缘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1〕99 号

鹤山市巴布亚动物园管理有限公司 粤江林许准〔2021〕38 号

江苏灵灵淹城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

司
粤江林许准〔2021〕38 号

信阳龙湖动物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豫林护许准〔2022〕167 号

郑州市异青宠物销售有限公司 豫林护许准〔2022〕131 号

濮阳金鹦缘野生动物繁育有限公司 豫林护许准〔2021〕179 号

商丘市梁园区同达养殖场 豫林护许准〔2021〕778 号

合计 74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