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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野外实习》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生物学野外实习 

英文名称: Biological Practice in the Field 

课程编号:  

课程类别: 必修 

学    时: 2周（另外，研究性创新实习 2 周） 

学    分: 2（研究性创新实习 2 周，学分 1 分） 

授课老师: 廖文波(教授)，项辉（教授），凡强，刘蔚秋，石祥刚，

王英永，黄建荣，等 

授课对象：全院所有本科生 

编写人：项辉，廖文波 

编写日期：2015 年 3 月 

  
一、课程目的与要求 

《生物学野外实习》是生命科学大学院各专业基础生物学教学计划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等课程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一方面将课

堂上的理论知识与野外实际或生产实践相结合，从而达到验证书本知识和巩固理

论知识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强调整个实习过程的参与

和学习，更加重视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强化学生热爱科学、热爱生命、保护环境的态

度与观念，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综合素质。《生物学野外实习》是培养学生自

律守纪、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勇于钻科、团结协作的创新精神和团队意识的重

要途径。具体要求如下： 

1．验证和巩固理论知识。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内容涉及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变异、衰老、死亡、起源与演化，以及生物

的地理分布、生态环境等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各分支学科。生物学无

疑也是一门实践性、实验性强的学科。因此，本学院各专业的学生，必须立足自

然，研究自然，顺应自然，通过开展“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从而验证、巩固

和质疑课堂的理论知识，并补充和获取新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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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物种识别方法，认识常见动植物。通过生物学野外实习，不但要学会

识别物种的方法，而且要认识一定数量的常见动植物（包括被子植物、裸子植物、

蕨类植物、苔藓植物、菌类、地衣、藻类、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

和哺乳类），并充分理解和掌握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掌握药用动植物、

珍稀动植物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3．学习生物标本采集、制作方法。要求学生学会采集、制作、鉴定及保存动

植物标本的方法。包括植物蜡叶标本和浸泡标本以及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行

类标本制作的基本技术和方法，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 

4. 认识和了解各类生态环境类型。了解实习地区地形、地貌、土壤、气候、

主要生态环境类型，如陆地森林生态系统，海滨湿地生态系统，海岸海滩、库区

生态系统等，使学生进一步理解生物的分布、数量、生活习性与环境的统一。 

5. 学习基础生态学调查方法。了解植被和植物群落调查的基本方法，实际学

习或开展植物样方调查、巢式样方、分种产量样方和记名样方（频度样方）调查

等；选择典型生态环境，以样线法、固定半径样点法、样方法调查统计动物的数

量，使学生掌握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6. 学习熟悉野外照相技术。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实习过程都要严格控制野

外采集，同时应记录生物所处环境要素，因此要求在实习期间学生要掌握野外照

相和摄像的基本方法和技术。 

7．认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谐共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所赖以生存

的自然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通过野外综合实习，让学生走进自然、深入社会，

了解人类如何适应、利用自然环境，思考自然保护与社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与

对策，从而增强学生热爱大自然和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提高环境

理论修养，加深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认识。 

8．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野外实习与食宿条件比较辛苦；通过野外实习，锻

炼和提高学生们吃苦耐劳的能力、应变能力及团队精神，认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

存的理念，提高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等。 

 

二、实习地点介绍 

生命科学大学院在国家、教育部及学校各级实践教学项目支持下，先后建立

了“广东封开黑石顶省级自然保护区实习基地、广东珠海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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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实习基地，广东龙门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实习基地，广东大亚湾生物学

教学科研基地，深圳仙湖植物园实习教学科研基地”。目前，在黑石顶、大亚湾

（含仙湖植物园）和珠海（含淇澳岛）三个基地均有良好的住宿条件，每年均有

接待数批学生前往实习。 

 

1、广东封开黑石顶省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封开黑石顶离广州 200km, 是广东省境内面积较大、北回归线恰从中部

横穿而过的省级自然保护区。该区地理位置位于 23°25′15″～

23°30′02″N，111°49′09″～111°55′01″E，属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9.6℃，最冷月平均气温 10.6℃，无霜期 297 天。从全球范围看，

北回归线所经之处大都为沙漠或荒芜之地，如非洲的撒哈拉沙漠、阿拉伯半岛乃

至印度西部等。而黑石顶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濒临太平洋，深受湿润的东南季

风的影响，因此雨量充沛，一改北回归线上沙漠地带干涸与苍凉的景象，发育着

以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又称季风常绿阔叶林）为主要标志、覆盖率达 95.5%的

森林植被，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该地区保存着同一纬度地带上原始的

地带性植被——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目前广东省境内原始森林面积较大且保

存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它是专性热带植物分布的北部界限，又是专性亚热带植物

分布的南部界限，是华南植物区系与西南植物区系交汇的场所，具有不可替代的

科学意义。 

据调查统计，黑石顶低等植物有藻类植物 9科 28属 126种、大型真菌 31

科 70属 138种，而高等植物有 224科 713属 1685种，其中苔藓植物 34科 59

属 80种，蕨类植物 30科 56属 100种，裸子植物 6科 8属 10种，被子植物 154

科 590属 1495种，包括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福建柏、伯乐树、格木、观光木、

粘木、合柱金莲木、穗花杉、八角莲、吊皮椎、半枫荷、白桂木、巴戟等，分布

有两亿多年前珍贵的孑遗植物——桫椤、黑桫椤。而一片叶子面积达或超过 1m2

的封开蒲葵，更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区内盛产多种兰花，是广东

兰科植物的主要分布区。动物方面，有脊椎动物 200多种，鸟类 110 多种以及昆

虫 98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云豹、蟒蛇，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穿山甲、

大灵猫、小灵猫、苏门羚、白鹇等 2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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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亚湾生物学教学科研基地 

广东大亚湾，中国南海重要海湾，北靠海岸山脉，东、西两侧受平海半岛与

大鹏半岛掩护。大鹏半岛区域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亚洲热带北缘与南亚热带的过

渡地带，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这一地理位置在中国极具特色。我们以建

在大鹏半岛的“南海水产研究所深圳试验基地”作为生活基地和实验室所需条件

的工作基地，选择了杨梅坑、坝光红树林、三门岛、大辣甲岛、大鹏半岛国家地

质公园（七娘山自然保护区）及深圳仙湖植物园作为野外考察地点，同时参观中

科院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海洋渔业局大亚湾水产养殖站、东山珍珠岛等

科研单位及养殖公司。中山大学南校区距南海水产研究所深圳试验基地约 200

公里，交通极为方便。大亚湾具有良好的海洋和陆地环境，特别重要是海洋生物

和七娘山、排牙山地区的陆生生物相对受到人为破坏较少，生物种类比较丰富，

生态环境富多样化，为生物学实习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大鹏半岛名胜古迹众

多，同时兼具地质特色及古生物产地(包括古文化遗址)，能让学生在野外实践过

程更好理解生物进化，人与环境和谐共处，让学生得到科研与人文方面全面的领

悟。 

陆生动植物野外考察主要地点是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七娘山自然保护

区），七娘山是大鹏半岛南岛的主要山峰，海拔 869米，是深圳市内山脉中仅次

于梧桐山第二高峰，全区森林茂盛，保存有近 50年未经人为破坏的常绿阔叶林。

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既有南亚热带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亦有沿海地区特有的红

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保存有大量野生植物，共有各类保护植物及珍稀濒危植物

66种，包括桫椤、金毛狗、毛茶、乌檀、粤紫箕、苏铁蕨、水蕨、樟木、大苞

白山茶等；稀有濒危植物有：中华双扇蕨、多花蓬莱葛等。 

海洋生物野外考察地点主要是杨梅坑、坝光滩涂及大辣甲岛、三门岛等。如

三门岛山峦叠翠，淡水资源丰富，各类动植物达 2000多种，有“海上动植物乐

园”之称。 

 

3、珠海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位于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交通便利，经京珠高速公路，

距广州校区仅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到珠海市市中心也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校区

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有若海、隐湖、沕水湖等湖，水波荡漾，风景优美，景色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793/73806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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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空气清新，自然环境十分优越。该基地以本校珠海校区的生活条件和实验

室条件为依托，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无论是实习路线还是创新性实习工作的开展，

都相对成熟，承担了本校大部分学生的实习任务。本课程的实习除部分内容在校

区内完成外，还把珠海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保护区及中山五桂山森林公园作为

主要的实习地点，同时也利用珠海鱼女、鸡山等海滨作为潮间带动物的实习场所。

淇澳岛的红树林保护区，居于东经 113。36′--113。39′，北纬 22。23′--22。27′，

为珠江四大出海口之咽喉。保护区拥有维管植物 695种，野生动物 347 种，其中

真红树植物有 15种，半红树植物 9种。该保护区是鸟类和海洋生物栖息、繁衍

的良好场所，更是中国三大候鸟迁徙路径之一，秋冬季栖息着数以万计，主要迁

飞候鸟有 90多个种类路经此地。因此，珠海校区基地主要进行以海洋动植物为

主的实习，包括浮游生物、鱼类、鸟类、昆虫、潮间带生物等，植物部分包括红

树林生态、藻类及其他高等植物等。 

 

三、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单元：报名、分组和实习动员会。 

内容：根据季节，学院本科实习是分时段和分地点进行，所有参加实习的学

生根据公布的方案自由报名选择，由学工部辅导员组织和协调，实习负责老师明

确学生分组与实习内容的衔接。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主持召开实习动员会，参加

实习的老师和学生必须参加，由专业指导教师介绍实习的意义、任务、管理和实

习注意事项。 

要求：课程负责人组织安排参加实习的老师，确定当年实习内容和计划，并

向全院学生公布。具体落实实习学生的分组，指定和选定各小组组长、明确各小

组成员名单。要求每位学生准时参加实习动员会，了解实习的目的、意义和实习

要求，明确各自在实习过程中的分工和职责。 

 

第二单元：前往实习地点，熟悉实习基地环境。 

内容：确定大巴车牌和司机联系方式，全体指导教师和实习学生根据分组做

好坐车安排，指定随车负责老师，集中乘车前往实习基地。到达实习基地后需在

指导教师帮助下做好住宿安排，熟悉驻地及周围环境，集中分发实习工具。明确

作息时间和实习内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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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为确保野外实习的顺利实施和管理、提高野外实习教学效果，全体指

导教师熟悉实习学生的分组和组长，建立老师和学生的联系，明确各实习小组的

分工和职责。实习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尽快熟悉实习基地环境，在思想和物

质上为实习作准备。 

 

第三单元：植物实习概况介绍。 

内容：植物实习负责老师向实习学生系统介绍实习点植物实习安排、路线，

植物采集的方法、标本制作技术和注意事项。 

实验要求：实习学生明确植物实习的特点、要求，了解植物标本的采集和标

本制作方法，做好野外考察准备。 

 

第四单元：动物实习概况介绍。 

内容：动物学实习负责老师向实习学生系统介绍实习点动物学实习的特点、

安排及要求，动物标本采集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整理和标本制作技术。 

要求：实习学生明确动物学实习的特点、要求，了解动物标本的采集和标本

制作方法，做好野外考察准备。 

 

第五单元：植物学野外考察，标本采集、整理和制作。 

内容：黑石顶、大亚湾和珠海三个实习地点野外考察路线不同，但均有三天

野外考察、采集标本时间。学生在考察过程注意听和记录老师的讲解，按老师要

求采集标本，相应做好包括图片视频等内容的记录工作。 

黑石顶：三天路线分别为沿驻地前公路 3-5公里；沿保护区内小溪上山；沿

保护区内简易公路上山。白天野外考察，晚上在驻地整理复习。另外一天按走过

路线自由考察复习，第五天，考试及小组总结汇报。 

大亚湾：野外考察地点为一天坝光红树林及排牙山，一天仙湖植物园，一天

七娘山周边。同样一天自由复习，一天考试和小组总结汇报。 

珠海：野外考察地点为一天校园和淇澳岛红树林，一天五桂山保护区，一天

中山植物园加考试。另做两天低等植物，含考试。 

要求：要求对采集的植物标本分别挂牌标记，在采集记录本进行具体准确的

记载，采集结束回到驻地及时进行标本的整理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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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动物学野外考察，标本采集、整理和制作。 

内容：黑石顶、大亚湾和珠海三个实习地点动物学实习内容上有差别，但均

有野外考察、采集标本及制作内容。学生注意听和记录老师的讲解，按老师要求

采集标本，相应做好包括图片视频等内容的记录工作。 

黑石顶：主要进昆虫，两栖类，爬行类及鸟类的实习。昆虫两天包含野外采

集及标本制作；两栖类爬行类及鸟类两天，包括野外观察，标本采集及制作。第

五天考试和小组总结汇报。 

大亚湾：昆虫两爬及鸟类 2天，海洋鱼类 1天，水产养殖基地考察及大甲岛

考察 1天，珍珠养殖及红树林动物 1天，考试及总结 1天。 

珠海：昆虫，鸟类，潮间带动物，鱼类及浮游动物五个内容分 3天完成，2

天进行研究性实习，一天考试和小组总结。 

要求：确保安全前提下按需要采集动物标本，不要过多采集。采回的动物标

本及时处理。 

 

第七单元：基础生态学实习。 

实验内容：在采集、辨认、检索和制作动植物标本的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

拟定出生态调查的课题。各实习小组依照指导小组的建议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在

查阅资料和向指导教师咨询的基础上撰写调查的专题报告。 

实验要求：各实习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依照指导小组建议的调查范围和主

题进行生态调查，掌握基本的样方定义及取样方法，积累和保存调查原始数据，

按要求撰写调查报告。 

 

第八单元：研究性实习课题。 

三个实习地点均开展创新性研究型实习内容。 

黑石顶主要是利用实习 2周外的时间完成，学生根据实习过程产生的兴趣和

问题组建小组，提出研究性实习的内容，报老师审核批准执行。如黑石顶石门堂

村落及农耕废弃地伴人植物研究，黑石顶有毒植物断肠草根系毒性转移研究,黑

石顶药用资源的调查与有效成份分析，黑石顶兰科植物；不同生境下植物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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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不同海拔某类植物组成，不同植被类型昆虫组成调查，某种鸟习性观察，

灯诱昆虫主要种类等。 

 

大亚湾在进行基础类实习的同时，开展研究性实习内容，在实习过程中建立

研究小组，各个小组利用整体实习外的时间查找相关资料，拟订研究计划，写出

研究方案，并与指导教师交流讨论。各小组在进行基础实习内容时，分别关注小

组的专题内容，如大亚湾鱼类资源调查，腹足类资源调查，双壳类资源调查，虾

蛄、虾类资源调查，蟹类和寄居蟹资源调查，大辣甲岛礁生物资源调查，坝光红

树林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多样性研究等。 

珠海校区的创新性实习，主要是利用了校区内的实验中心和海边的珠海市海

洋生物技术公共实验室开展项目，内容有珠海校区三大湖浮游动物生态群落观察

与分析，养殖水体与自然水体浮游动物生态群落观察与分析，珠海淇澳岛红树林

招潮蟹生活习性观察，养殖池塘理化因子昼夜变化，高等鱼类和低等鱼类外形特

征比较，鱼类高产养殖技术模式调研，珠海校区蝶类多样性研究，鸡山和渔女潮

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生物种类、数量与分布，等等。 

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研究性实习内容，并提交每个课题的总结报告。 

 

第九单元：考试与小组总结汇报答辩。 

内容：在动物或者植物实习单元完成后，植物考试 50-100种，动物考试 50

种。考试结束后，每个小组分别对实习内容进行总结汇报，介绍实习成果，收获

及心得体会，并提出建议和意见。实习老师和学生代表为各小组打分，优秀小组

将会得到表彰。 

要求：学生以闭卷形式对制作的或新鲜采集的动植物标本进行识别、性状描

述、特征分析等。每个学生独立完成考试。 

 

第十单元：整理实习用品、归还实习工具，返校。 

内容：整理制作好的动植物标本，打包，每个小组归还实习工具并装箱。安

排专人负责管理。安排集体坐车，返校。 

要求：仔细清理和打包标本，预防损坏，清点工具，防止丢失。坐车清点人

数，保证每个学生安全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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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习成绩 

1、实习报告要求：按照学校规定的写作提纲客观、准确地撰写实习报告。提

纲中包括标题、报告人姓名、所在班级及实习小组、引言、正文、结语、参考文

献或资料等。实习报告文体朴实、用词简洁、结构完整，准确反映实习内容。每

个学生独立完成。 

2、成绩评定 

成绩组成（100％）＝个人动物和植物学实习报告（20％+20％）+ 现场动植

物考试（20％+20％）+ 动物和植物标本制作（5％+5％）+ 小组汇报（5％）+ 实

习表现（5％） 

 

五、教材与学习资源 

1、 教材： 

《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指导》（高教出版社，2011年） 

《生物学野外实习手册》（高教出版社，2014 年） 

《黑石顶种子植物图谱》（高教出版社，2014 年） 

《黑石顶陆生脊椎动物图谱》（高教出版社，2014年） 

《植物群落学实验手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其它参考书： 

略。 

 

六、野外实习前的装备准备 

1、学生个人用品 

（1）衣物、雨具及防晒用品 

实习在 6-8月份是台风雨季，需带伞或轻薄的雨衣。实习过程是一年中最

热的阶段，日照强烈，日照时间长，需要戴遮阳帽，穿长袖衣服，带上防晒霜和

防晒油，做好防晒和紫外线辐射防护工作。出野外，穿长袖长裤也能防蚊虫叮咬。

因此，建议学生野外考察过程都穿长衣长裤。 

（2）药品 

根据个人工身体情况，带适量常用药品，如防暑药、防蚊虫药、外伤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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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药、肠胃药，有晕车史的学生需带晕车药。南方蛇多，以小心为主，学院也会

带上蛇药以备紧急情况使用。 

（3）实习用品 

需带记录本、碳素笔、铅笔、橡皮等，以便记录实习过程中的见闻、老师讲

解及考察资料。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可带 MP3 或数码录音笔、数码照相机等，可

以随时记录语音和图像资料，而且可以将其输入到电脑中保存。带上实习指导、

动植物图谱、动植物检索表等。 

（4）其他用品 

提包、背包、小手电筒、小刀、水壶（杯）、手机和照相机专用电池等。提

包的大小视个人用品多少而定，背包应选择双肩包较好，不宜大，能放下记录本、

图谱、照相机、望远镜、水杯、雨具等野外考察必需品即可。 

    2、实习专业仪器及用品 

（1）实习用车 

选用底盘较高的客车为实习用车。 

（2）测量和记录用品 

温度计、测高器、钢卷尺、皮尺、游标卡尺、罗盘、海拔仪、样方绳、测树

尺（用于树胸高直径、基径的测量），解剖工具。 

（3）药品及浸制用具 

乙醇、甲醛、氯仿或乙醚等防腐和麻醉药品，用以浸泡鱼、两栖和爬行类标

本和麻醉昆虫的指管、广口瓶、各种大小的玻璃瓶（可用塑料瓶代替）、量筒等。 

（4）标本采集工具及制作用品 

植物标本采集工具及制作用品：枝剪、采集铲、放大镜、记录本、标签、标

本夹、吸水纸、塑料袋等。 

昆虫标本采集工具及制作用品：捕虫网、毒瓶、昆虫标本盒、昆虫针、标签、

三角袋、铝盒等。 

其他采集工具及制作用品：鼠铗、捕鱼网、蛇铗、广口瓶等、浮游生物采集

器、托盘天平、解剖镜、显微镜、弹簧秤、半导体点温计、脚环、彩色胶带、纱

布、药棉、尼龙绳、小锹等。 

（5）观察及摄影仪器设备 

主要包括望远镜、数码照相机、摄像机、GPS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