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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9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 [2009J 88 号)的要求，

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规范。

本规范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总体设计; 5 动物展区设计; 6 安全防护设计; 7 导览、标

识系统设计; 8 建筑设计; 9 设备。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

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深圳市北林

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鑫

瑞科大楼一楼，邮政编码: 518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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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动物园 zoo 

饲养、展示、繁育、保护野生动物，为公众提供科普教育和

休闲游览服务的场所。

2. O. 2 适宜陆地 suitable land 

动物园用地范围内地面坡度不大于 25%的陆地。

2.0.3 动物园建设规模 zoo scale 

根据适宜陆地面积、饲养动物种类和数量的指标确定的动物

园大小分级。

2. O. 4 用地比例 ratio of land use 

动物园用地范围内按使用功能分类的用地占适宜陆地的百

分比。

2.0.5 综合休闲区 mixed use recreational area 

动物园内供游人停留休慧，并设有餐饮、小卖部、纪念品售

卖、卫生间等服务设施的区域。

2. O. 6 科普教育区 science education zone 

动物园内科普馆等科普教育设施集中的区域。

2.0.7 环园园务隔离带 administrative isolation ring 

环动物园围墙边界的管理专用园路与绿化带。

2.0.8 参观通道 visitor access 

动物展区内供游人观览的走道或集散场地。

2. O. 9 安全防护设施 safety protective facilities 

安全防护结构及附属构件的总称，其安全性应包括整体稳定

性、主体结构及附属构件的强度、连接构件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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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设计原则

3. 1. 1 动物园设计应符合功能性原则，满足饲养繁育、动物保

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和休闲观赏、安全卫生、环境优美的

要求。

3. 1. 2 动物园设计应符合安全性原则，保证游人、工作人员和

动物的安全。

3. 1. 3 动物园设计应体现生态性原则，合理利用地形、水体、

植被等环境条件创造近自然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并制定

雨水综合利用目标与技术措施。

3. 1. 4 动物园设计应符合动物的生活习性，满足动物福利要求。

3. 1. 5 动物园设计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满足游人和工作人

员的安全、使用要求，保证游人参观游览的舒适性，并对儿童使

用设施作出相应设计。

3.2 选址

3.2.1 动物园选址应以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为

依据，适应动物园建设规模的需要，预留发展空间。

3.2.2 动物园选址应与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存储场所、屠宰场等

保持安全距离。

3.2.3 动物园选址应与周边道路、水、电、通信、供暖等外部

条件连接方便，满足动物园安全运营的要求。

3.2.4 动物园宜选择自然山水、植被条件良好的场地。

3.2.5 动物园内不宜有高压输配电架空线、大型市政管线和市

政设施通过，无法避免时，应采取避让与安全保护措施。

3.2.6 动物园选址应避开下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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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涝、滑坡、熔岩发育的不良地质地区;

2 地震断裂带以及地震时发生滑坡、山崩和地陷等地质灾

害地段;

3 有开采价值的矿藏区域。

3.3 建设规模与用地比例

3.3.1 动物园建设规模宜符合表 3.3.1 的规定。

表 3.3.1 动物圄建设规模

建设规模指标

建设规模 适宜陆地面积 A 展示动物 B

(hm2 ) (种/只)

大型 A二三50 B二三120

中型 20<A<50 50<B<120 

小型 5<A<20 B<50 

注: 1 种/只为展示动物的种数或只数。

2 只数仅适用于专类动物园。

3.3.2 动物园主要用地比例应符合表 3. 3. 2 的规定。

表 3.3.2 动物园主要用地比例 c%)

动物园建设规模
用地名称

大型 中型 小型

动物展区建筑 主三6.5 6. 5~9. 4 <9.4 

科普教育建筑 主三O. 7 O. 5~0. 7 主二0.5

建筑用地 动物保障设施建筑 三三1. 5 1. 5~ 1. 8 <1. 8 

管理建筑 <1. 4 1. 4~ 1. 7 主二1. 7

服务建筑、游葱、建筑 三三2. 9 2. 9~3. 6 主三3.6

园路、铺装场地
园路

王三17 17~18 <18 
铺装场地

绿化用地
外舍场地、散养活动场地

注70 65~70 二主65
其他绿化用地

注: 1 用地比例以动物园适宜陆地面积为基数计算。

2 动物展区建筑指各个动物展馆组合而成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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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游人容量计算

3.4.1 游人容量应作为游慧与服务设施规模、数量计算以及动

物园管理的依据。

3.4.2 游人容量应按下式计算:

Al +A2 I A3 
N= "'.一一+ :."十 ηAml I A m2 

式中 :N一一游人容量;

Al一→园路及铺装场地面积 Cm2 ) ; 

A2→二游人可进人的动物园展区建筑面积 Cm2 ) ; 

A3-一→动物园游慧、绿地面积 Cm2 ) ; 

C3.4.2) 

Aml→一人均占有硬质活动场地面积，宜为 7m2 /人~

15时/人;

A m2 - 人均占有游葱绿地面积，宜为 20m2 /人~50m2 /人;

n→一动物园开展水上活动的水域游人容量，宜按照

150m2 /人~250m2/人计算。

3.4.3 动物园人均占有硬质活动场地面积、人均占有动物园游

恕绿地面积和水域游人容量的取值应根据动物园建设规模、性

质、区位、周边交通状况与人口密度等实际情况而确定。

3.5 常规设施

3.5.1 常规设施项目的设置应符合表 3.5.1 的规定。

表 3.5.1 常规设施项目的设置

建设规模
设施类型 设施项目

大型 中型 小型

游葱设施
动物展馆

• (含动物笼舍、室内展厅) • • (建筑类)
科普教育展馆 • 。 。

科普展不设施 • • • 游恕设施
动物主题雕塑、小品 • • • (非建筑类)
儿童游戏设施 • 。 。

ι-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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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设计

4.1 功能分区

4. 1. 1 功能分区应根据动物园性质、规模与实际需求，划定门

区、动物展区、综合休闲区、科普教育区、动物保障设施区和园

务管理区。

4. 1. 2 功能区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动物展区为中心，合理布置其他各类功能分区;

2 各功能分区应满足动物生活、游人观赏、园务管理、安

全防火、卫生防疫等要求。

4. 1. 3 功能分区的设置宜符合表 4. 1. 3 的规定。

表 4. 1. 3 功能分区的设置

建设规模
功能分区

大型 中型

门区 • • 
动物展区 • • 
综合休闲区 • 。

科普教育区 。 。

隔离区 • 。

动物保障 动物医院、医疗室 • • 
设施区 饲料加工、储存区 • • 

科研繁育区 • 。

园务管理区
办公区 • • 

环园园务隔离带 。 。

注: 1 表中"."表示应设， "0" 表示可设，"一"表示不设。

2 表中设为 "0" 或"-"时，其内容可在相关功能区合并设置。

3 小型动物园设动物医疗室。

小型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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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4 动物展区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布置在园区适于动物生活与展示、方便游人观赏和动

物管理、环境优美的区域;

2 宜在内设置儿童动物园。

4. 1. 5 综合体闲区宜设置于主游览路线上的动物展区之间。

4. 1. 6 科普教育区设置宜结合动物展示布置，也可集中布置在

游人集散场地的周边，或游人较为集中的区域。

4. 1. 7 保障设施区宜布置在动物园的下风向，并应设置隔离带

与专用出人口，隐蔽且方便管理使用。

4. 1. 8 环园园务隔离带宜设隔离林带消除或减小噪声、过滤不

良气味。

4.2 园路及铺装场地

4.2.1 园路设计应满足动物园规模、功能分区、游人容量、园

区管理、游览观赏和交通运输、卫生隔离的需要，并应确定道路

技术标准和园桥、铺装场地、观光车路线等的特殊要求。

4.2.2 出人口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z

1 主出人口、次出人口和专用出人口位置应根据城市道路

和园区规模与布局确定，井应分散布置于园区不同方位连接城市

道路;

2 主出人口应设置游人内、外集散广场，并应按动物园建

设规模、区位条件、交通条件、游人容量合理确定广场规模;

3 出人口附近应设置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停车场，并应

与城市道路连接方便顺畅。

4.2.3 园路按使用功能宜分为游览园路、管理专用园路两类，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游览园路宜分三级设置，其中一级园路应满足园务车、

观光电瓶车行驶要求;

2 管理专用园路宜连接专用出人口与园务管理区、动物保

障设施区，具备大型动物或饲料运输、消防车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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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园路宽度宜符合表 4.2.4 的规定。

表 4.2.4 园路宽度 (m)

动物园建设规模
道路

大型 中型 小型

→级园路 5. O~7. 0 3. 5~5. 0 2. 5~4. 5 

二级园路 3. 5~5. 0 2. O~3. 5 2. O~3. 5 

三级园路 1. 2~3. 0 1. 2~2. 0 O. 9~2. 0 

管理专用园路 4. O~6. 0 4. O~5. 0 3. 5~4. 0 

4.2.5 园路纵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级园路及管理专用园路最小纵坡不应小于 0.2% ，最

大纵坡不应大于 10.0% ，坡长不应大于 200m; 严寒地区最大纵

坡不应大于 8% ，坡长不应大于 150m。

2 二级园路最小纵坡不应小于 0.2% ，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14.0% ，坡长不应大于 150m; 严寒地区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12% ，坡长不应大于 100m。

3 三级园路最小纵坡不应小于 0.2% ，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18.0% ，严寒地区不应大于 4.0%; 纵坡超过 15%的路段，路面

应作防滑处理;纵坡超过 18%的路段，应按梯道设计。

4.2.6 园路横坡宜为1. 0% ~2. 0%; 降雨量大的地区宜为

1. 5%~2. 0%; 严寒地区宜为1. 0%~ 1. 5%; 透水路面宜为

1. 0%~ 1. 5% 。

4.2.7 一级园路和管理专用园路的最小转弯半径不应小于 10mη

4.2.8 一级园路宜设计为环回路，不宜与管理专用园路交叉或

重叠。

4.2.9 管理专用园路宜沿动物园围墙建设形成环回路。

4.2.10 园路与管理专用园路之间应有连接路相通。

4.2.11 门区、动物展区等游人大量集中的铺装场地应与一级园

路顺畅连接，便于人流集散。

4.2.12 铺装场地的分布与面积应根据动物展示和交通组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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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设置，采用透水铺装原地消纳雨水流量，并控制雨水面源

污染。

4.2.13 沿主要游览线路宜结合动物展区、综合休闲区、科普教

育区设置开敞休闲活动场地。

4.3 地形7.1<系

4.3.1 地形水系布局应根据动物展示、空间塑造、景观风貌等

各项要求，合理确定园区竖向标高、地形起伏、水系的功能和

形态。

4.3.2 地形水系布局应满足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游人观赏要求，

营造丰富的园林地貌和动物生境，为游人提供自然生态的浸人式

展示和散养展示环境。

4.3.3 动物园地形与水系应符合下列安全性与经济性原则:

1 充分收集、净化、利用地面雨水，满足园区地面雨水源

头控制、排水、防洪、排涝要求和水士、建筑、景观、动物安全

要求;

2 合理利用园区地形设置园路、水体与动物笼舍，减少土

石方、挡土墙、护坡、建筑基础工程量，防止水土流失。

4.3.4 动物展区地形应满足动物隔障、展示、视障的要求。

4.3.5 动物展区的水体宜模拟动物原分布区自然环境，并满足

动物嬉戏、繁殖等自然行为的要求。

4.3.6 水系类型与形态应根据动物饲养与景观需求合理选择，

综合休闲区水体应以天然水源为主。

4.3.7 水体有进出口的应合理确定进出水口、溢流口、水闸或

水坝、泵房的位置。

4.4 建(构)筑物

4.4.1 建(构)筑物布局设计应按动物园功能和景观要求，确

定建(构)筑物的位置、朝向、出人口和空间关系，并应满足动

物福利、采光、通风、防火、安全、防噪、防污染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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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动物展区设计

5.1 设计原则

5. 1. 1 以笼舍为展示基本单元的动物展区布局可按下列方式

组合:

1 动物分类组合;

2 动物的地理分布组合;

3 动物生境地类型组合。

5. 1. 2 动物展区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 符合动物、游人、饲养人员安全要求;

2 保证动物基本福利要求;

3 满足游人观赏要求;

4 满足动物饲养管理要求;

5 满足科普教育要求;

6 丰容设施应按动物的生理特征和自然行为特点设置;

7 展区景观应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保护展区原有植被或种

植植物，并应传达反映动物自然生态环境的信息;

8 参观路径宜引导游人单向行进。

5.2 场地设计

5.2.1 场地竖向标高设计应以总体设计所确定的各控制点高程

为依据，满足动物展区笼舍的排水、防洪、排涝要求。

5.2.2 不同类型动物展馆或笼舍之间宜通过地形塑造等方式进

行空间隔离，避免不同生境的动物展示产生视觉干扰。

5.2.3 隔障设施高程应合理控制，防止动物逃逸与游人进入。

5.2.4 当采用堆山、叠石、塑山模拟动物的野外生境时，应符

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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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物栖息的洞、穴等室内环境应符合动物习性要求;

2 应兼顾游人观赏与动物庇护的需求。

5.2.5 堆山、叠石、塑山结构应保证安全、适用、经济、耐久，

并应采取防止动物破坏和逃逸的措施。

5.2.6 饲养水生禽类的水体驳岸、水体闸门和溢水口应控制高

程，防止动物逃逸或上岸与游人接触。

5.2.7 观赏动物水下活动的水体应采用过滤、循环、净化等技

术措施，保证水体的洁净与透澈。

5.2.8 固定饮水池、动物洗浴池的形状、质地和色彩设计应与

环境协调。

5.2.9 动物笼舍的场地应根据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与饲养操作

需求确定其结构和面层设计。

5.2.10 游人参观通道铺装场地应根据不同功能要求确定其结构

和饰面，面层材料应与园区或动物展区风格相协调。

5.3 种植设计

5.3.1 动物展区种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同动物展馆之间应有植物分隔;

2 动物展馆的种植应符合动物的生态习性要求，并宜通过

绿化遮挡降低游人对动物的视觉压力;

3 隔障周边宜设置绿化隔离带隐蔽隔障。

5.3.2 动物外舍和散养区种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遵循生境相似性原则，宜选择亲缘关系相近或形态相似

的植物，模拟动物原生境，营造适合动物生活、展示的植物

空间;

2 应结合漫人式展示或散养展示要求体现原生境特色;

3 动物笼舍外侧与游人参观道之间的隔离带种植不应遮挡

游人视线，并满足卫生防护隔离的要求;

4 动物活动区域内应选择对动物无毒无害且便于维护的

种类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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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壤沟内不应种植乔木或密植灌木。

5.3.3 动物笼舍内种植的乔木不应成为动物逃逸的支点。

5.3.4 动物外舍和散养区的乔木应设置免受动物破坏的保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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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防护设计

6.0.1 动物安全防护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动物与游人之间的隔障设计;

2 动物与饲养管理人员之间的隔障设计;

3 动物相邻笼舍之间隔障设计;

4 同→外舍动物之间躲避、藏匿的设计;

5 对有害生物的防御设计;

6 安保监控设计。

6.0.2 动物安全防护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 隔障尺度、强度、建造工艺、材质应满足防止动物逃逸

和避免对动物造成伤害的要求;

2 隔障应采用自然风格或隐形的形式，减少人工建造痕迹;

3 尊重动物习性，控制游人观赏视线，避免俯视和环视

动物;

4 有效保护动物展区内植被和自然风貌;

5 满足游人观赏和动物福利的要求;

6 避免游人投打、投喂动物以及其他任何对动物造成伤害

的行为。

6.0.3 安全防护设施的整体稳定性、主体结构及附属构件的强

度、连接构件的强度等必须满足展示动物的跳跃、奔跑、攀爬、

飞翔、推拉、拍打、撞击能力产生的最大荷载作用的要求，隔障

结构必须能够耐受四倍以上动物体重力量的冲击破坏。

6.0.4 动物展区的观赏面玻璃或其他透明材料应具备足够的结

构稳固性。

6.0.5 游人隔离带最小宽度不应小于成人与展示动物最长肢体

之和的长度，最小隔离宽度不应小于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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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动物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障设施尺度低于灵长动物、食肉动物最大跳跃能力的

外舍应加盖顶网。

2 跳跃能力较强的食草动物的围栏顶部应为向内呈 45。弧

形反扣护栏。

3 采用玻璃作为隔离墙面时，应按动物种类确定其厚度，

相邻的玻璃缝隙用专用粘合剂密封后，应安装压缝条。

4 游人观赏护栏高度为 O. 8m~O. 9m，宜设置儿童使用的

次扶手，高度为 O. 5m~O. 7m; 示意性护栏高度不宜超过 O.4m;

临空高差大于l. Om处的防护护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园设

计规范)) GB 51192 的有关规定。

5 笼舍内设置的脉冲电子围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脉冲

电子围栏及其安装和安全运行)) GB/T 7946 的规定，且脉冲电

网不应作为唯一性的终极隔障设施。

6 动物散养区出人口应设置两道自动控制闸门，两道闸门

围合的空间不应小于 15mX5. 5mX4m (长×宽×高)的空间需

求，闸门高度不小于散养区围护设施的高度。

7 动物散养区出人口应安装监控设备，监控范围应无死角。

8 动物内舍的电线、灯具、取暖降温、通风设施及玻璃均

应进行防护设计，并预留检查与维修装置。

6. O. 7 安全防护设施配置应符合表 6. O. 7 的规定。

表 6.0.7 安全防护设施配置

安全等级 防护要求 安全防护类型 主要适用对象

不允许动物逾
国网、网笼、栏

大型食肉类、大型食草类、

一级
越、逃逸、伤害游

杆、墙体、嚎沟、
大型灵民类、走禽、毒蛇、

人、动物饲养管理
水体、玻璃幕墙

鲸鱼类;游人、动物饲养管
人员、社会人群 理人员及社会人群

中型食肉类、中型食草类、
限定动物、游人

围网、栏杆、电
中型灵长类、涉禽、爬行类;

二级 活动区域及其他保
网、钢琴线围栏

游人、动物饲养管理人员及

证展示效果需要 社会人群;笼舍内设施、设

备及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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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要求

续表 6. O. 7 

安全防护类型 主要适用对象

限制动物、游人 1 ~ ~ ."._ 1 小型食肉类、小型食草类、
| 围网、栏杆、|

破坏设施设备及 1.'::'.' '-"，小型灵长类、中小型鸟类;
!电网 l 

绿化 1 _.. 1 笼舍内设施、设备及植物

注: 1 水体安全防护有两种应用模式，即利用部分动物惧怕水的特点使动物远离

水体和利用水对跳跃能力的限制，使动物元法逃逸。

2 硬质网为钢绞线轧花编织方格网，用于网笼侧壁竖向隔离，为有攀爬行为

的动物创造活动机会。软网为不锈钢丝编织网，用于网笼顶部。

3 钢琴线是采用钢丝绳竖向排列形成的新型隔障方式，可以应用于部分动物

隔障。

6.0.8 对动物有害的生物应设置安全防御设施，保证育幼动物

的安全，防止有害生物侵袭。安全防御设施应符合表 6.0.8 的

规定。

表 6.0.8 安全防御设施

有害生物来源 地下 地表 空中

动物种类 鼠类、蛇
鼠类、蛇、黄融、 猛禽、乌鸦、喜鹊

流浪猫 及麻雀

下水道口用 20mm 铺设具有醒目标识

X20mm硬质不锈钢 的地表电网;地表以
铺设 50mmX50mm

网封闭;非硬质地面 上1. 2m 为 20mmX

安全防御设施 地表下 40cm 铺设 20mm硬质金属方格
的不锈钢顶网;非封

20mmX 20mm 硬质 网;室外罩棚四壁竖
闭网笼展区内为动物

不锈钢网，并与周围 立网格上沿铺设具有
提供充足的躲避空间

墙体基础附合 醒目标识的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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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导览、标识系统设计

7.0.1 导览、标识系统应包括语音导览、语音讲解等电子设备，

以及导览牌示、动物说明牌、警示牌和安全标志。

7.0.2 园区及各分区人口宜配置信息发布显示屏系统和多媒体

触摸屏查询设备。

7.0.3 动物展区宜结合展示合理布置语音导览、讲解设备。

7.0.4 导览牌示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国路交叉口、游人集中区域布置导览牌示，宜设置

触摸式盲文地图导览;

2 导览牌示的外观、展示内容应结合动物展区特色体现科

学性、趣味性、艺术性，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7.0.5 动物说明牌宜结合动物形态、展区主题，采用雕塑小品、

多媒体等多元化形式进行展示。

7.0.6 动物说明牌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体现科学性、趣味性、易读性的特点，能提供展区信

息以外的知识延伸;

2 应避免枯燥冗长的解说文字，使用生动有趣的词汇语句，

每句字数宜控制在 15~20 字左右;

3 牌面文字应以中文标注，并宜附以英文、拼音与盲文，

动物种名宜用拉丁文。

7.0.7 动物展区、水域、 1显地、山石等涉及游人安全处，应设

置警示牌，设置间距不应大于 50m o

7.0.8 牌示应根据其安装高度调整平面角度，主要图文信息的

位置应适合游人视觉范围。

7.0.9 各类牌示应使用结实耐久、无反光的材料，材质表面工

艺处理应符合户外防晒防雨的要求，在沿海地区应进行防盐碱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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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工艺处理。

7.0.10 导览、标识系统的安装应保证牢固、可靠、耐久，表面

无尖角、毛刺。

7.0.11 标识信息面板的设计需充分考虑在日照和雨淋的户外条

件下褪色可能，根据地域不同，规定使用年限和更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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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设计

8.1 一般规定

8. 1. 1 建筑设计应符合安全、适用、美观、经济、节能、低碳、

卫生的设计原则。

8. 1. 2 建筑类型按使用功能可分为动物笼舍建筑、动物科普教

育建筑、动物保障建筑、管理建筑、服务游恕建筑五类。

8. 1. 3 各类建筑的面积可按下式计算:

Ll~5 = Kl~5Cl~5S C8. 1. 3) 

式中: Ll 动物笼舍的内舍建筑面积 Cm2 ) ; 

L2~一动物科普教育建筑面积 Cm2 ) ; 

L3一一动物保障设施建筑面积 Cm2 ) ; 

L 管理建筑面积 Cm2 ) ; 

L5一一一服务游慧、建筑面积 (m2 ) ; 

C川 各类用地比例 C%) ，按本规范表 3.3.2 取值;

S一一适宜陆地面积 Cm2 ) ; 

Kl 动物笼舍的内舍建筑面积系数，按表 8. 1. 3 取值;

凡 动物科普教育建筑面积系数，按表 8. 1. 3 取值;

K3一一动物保障设施建筑面积系数，按表 8. 1. 3 取值;

K1一一一管理建筑面积系数，按表民. 1. :1取:值;

K5 服务游慧、建筑面积系数，按表 8. 1. 3 取值。

建筑面积系数

数值

表 8. 1. 3 各类建筑面积系数 (K)

8. 1. 4 动物园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应与建筑同

时设计，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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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的有关规定。

8.2 动物笼舍

8.2.1 动物笼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动物饲养、展示、动物福利、游人观赏和安全防

护的要求;

2 应满足动物对朝向、日照和采光、通风、保温、防热、

隔声等室内环境的要求，并应防止室外环境的噪声、眩光和反光

对动物健康和游人观赏产生不良影响;

3 大型动物展厅出人口净宽度不应小于1. 5m，出人口净高

度不应小于 2.5m;

4 大型动物笼舍的侧面应预留装笼运输进出的专用通道;

5 地面坡度不应小于1. 0%，排水沟坡度不应小于 3.0% 。

8.2.2 动物笼舍门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方便操作人员、动物进出以及货物运输;

2 饲养员可观察动物所处位置;

3 应坚固耐久，连接牢固，启闭操作方便，防止被动物

开启;

4 灵长、食肉动物的门应配置自锁装置;

5 大型食草动物进出内舍的门应采用上悬或推拉门，门宽

和高应符合动物的体征要求。

8.2.3 动物笼舍功能空间设计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有关规定。

8.2.4 常见动物笼舍室内温度宜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有关规定。

8.2.5 动物笼舍操作通道设计应符合本规范附录仁的有关规定。

8.2.6 动物笼舍设计技术参数宜按本规范附录 D 的规定取值。

8.3 动物医院、医疗室

8.3.1 动物医院、医疗室规模应与动物园饲养动物数量、管理

水平相适应。

8.3.2 动物医院、医疗室功能分区及设计内容应符合表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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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表 8.3.2 动物医院、医疗室功能分区及设计内容

功能分区 设计内容

办公区 办公室、会议室、资料室、浴室

治疗室、手术室、放射室、血液化验室、生化检验室、微生物化

诊疗区 验室、粪尿化验室、病理室、细菌室、 PCR 室、 ELISA 室、洗涤室、

高压灭菌室以及药房

住院区
食草动物笼舍、食肉动物笼舍、鸟类笼舍、饲料加工室、办公室、

工具室

尸体处理区 解剖室、冷库、焚尸间(房)

标本制作区
皮张处理室、骨儒处理室、模型制作室、标本制作室、制作材料

存放室、制作工具存放室、标本储存室、危险物品储存室及办公室

8.3.3 动物医院各功能分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功能区应独立且连通。

2 办公区、诊疗区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医院建

筑设计规范>> GB 51039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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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疗室、手术室、放射室的门应通向室外和连接室内

走道，并应采用双开门，宽度应不小于 2m，走道净宽

度应不小于 2m，高度应不低于 3m;

2) 治疗室墙面应易清洗，地面应防渗、防滑;周边设沿

墙排水沟，并应设置电源插座、给水排水、排风及墙

柜、边台、紫外线消毒灯等设施;

3) 细菌室、 PCR 室、 ELISA 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实

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 19489 中生物安全防护二

级的有关规定;

4) PCR 室设计应符合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设置

要求;

如放射室的放射源防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用 X射

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 130 的规定。



3 尸体处理区的解剖室应与冷库、皮张处理室、骨髓处理

室相邻。

4 标本制作区的皮张处理室、骨髓处理室、模型制作室、

标本制作室、制作材料存放室、标本储存室等地面应满足防渗、

防滑、易清洗的要求，室内应设置电源插座、给水排水、排风等

设施。

5 尸体处理区、标本制作区的其他设计内容应符合本规范

附录 E 的有关规定。

6 动物住院治疗用房应设草食动物、肉食动物、杂食动物

治疗用房，室内应安装取暖和降温设备，并应符合动物笼舍设计

要求。

7 动物医院应设独立的污水处理系统。

8 危化物品储藏室、枪支保存室设计应符合剧毒药、枪支

等的储藏设计要求。

8.4 饲料加工、贮存场和草库

8.4.1 饲料加工、贮存场和草库规模应与饲养动物数量相适应。

8.4.2 饲料加工、贮存场和草库道路宽度不应小于 6m，道路转

弯半径不应小于 9m。

8.4.3 饲料加工、贮存场应设置围墙，高度不应低于 2.5m，围

墙大门宽度不应小于 6m，出人口应设车辆消毒池。

8.4.4 饲料加工、贮存场道路应采用硬质路面，并应满足中型

及以上载重货车道路通行和车辆停泊的要求。

~.4.5 饲料加工、贮存场院落内应设饲料晾晒场，地面平整、

不积水，地面排水坡度不小于 0.5% ，并采用光面天然石材或抹

光混凝土地面。

8.4.6 饲料加工场、贮存场和草库的设计内容应符合本规范附

录 F 的有关规定。

8.4.7 饲料加工场的颗粒料加工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颗粒料加工间应分为原粮储存区、颗粒料加工区和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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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暂存区，并应设与用量相适应颗粒料加工设备、计量设施，以

及储存原粮、颗粒料的木质垫板、货架;

2 颗粒料加工间净高不应低于 5m;

3 应设置通风窗或机械通风装置。

8.4.8 草库周边设置消防水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8.5 动物隔离场

8.5.1 动物隔离场规模应与动物数量相适应。

8.5.2 动物隔离场出人口应设人员、车辆消毒设施，场内设装

卸平台。

8.5.3 动物隔离场道路宽度不应小于 4m，道路转弯半径不应小

于 6m。

8.5.4 动物隔离场应设置独立的污水处理系统，动物产生的垃

圾及排世物宜有专门的处理设施。

8.5.5 动物隔离场应设置值班室、工作室、饲料加工及存储间、

工具库等附属用房。

8.5.6 动物隔离场笼舍设计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G 的有关规定。

8.6 动物繁殖场

8.6.1 动物繁殖场规模应与繁殖动物种类相适应。

8.6.2 动物繁殖场出人口应设人员、车辆消毒设施。

8.6.3 动物繁殖场宜设置种乌饲养笼舍、种兽饲养笼舍和鸟类

繁殖笼舍，并应设置饲料库、草库、栅库、饲料加工间、发电机

室、工作间和工具间等附属设施用房。

8.6.4 鸟类繁殖笼舍设计应包括孵化室、育雏室等功能设施用

房，并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H 的有关规定。

8.6.5 草食性动物、杂食性动物繁殖笼舍设计应符合表 8.6.5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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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5 草食性动物、杂食性动物繁殖笼舍设计

名称 面积 (m2 ) 设计要求

(1)草食类动物地面为水泥地面，杂食类动物地面为土

地面

(2) 设置饮水槽

内舍 主主20 (3) 外墙、屋顶应保温、防热

(4) 自然采光、通风良好

(5 )内舍与内含设置实体隔墙

(6) 内舍与操作通道设置栏杆隔墙

(1)地面为土地面

外舍 >20 (2) 可采用栏杆、方格网围合

(3) 设置遮荫设施，宜封顶

操作通道 设置上水和明沟式下水

8.7 动物育幼室

8.7.1 动物育幼室应布置在动物园动物展区内，规模与育幼动

物数量相适应，可适当开放展示。

8.7.2 动物育幼室的育幼间、内舍和外舍设计应符合表 8. 7. 2 

规定。

表 8.7.2 育幼间、内舍和外舍设计

名称 面积 (m2 ) 设计要求

(1)宜采用袖面砖内墙面、陶瓷砖地面

育幼间 宜二三20 (2) 游人观赏面为落地波璃墙

(3) 室内设置温度、湿度调控设备

(1)地面为水泥地面

(2) 游客观赏面为落地玻璃墙
内舍 1O~20 

(3) 外墙、屋顶应保温、防热

(4) 自然采光、通风良好

(1)地面设置为水泥地面和土地面

外合 15~25 (2) 外墙、隔墙为钢网

(3) 屋顶为钢网封顶 | 

8.7.3 动物育幼室应设置饲料间、消毒间、工作间等辅助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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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管网。

9.2 供暖、通凤和空气调节

9.2.1 供暖方式应根据地域差异以及动物需求选择，常见动物

笼舍室内温度设计参数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9.2.2 供暖系统地盘管宜按每个自然开间的供暖热负荷设置。

9.2.3 供暖系统散热量宜分室调节。

9.2.4 采用地暖保温的大型食草动物内舍，地热管线铺设应采

取预防保温灼伤设计。

9.2.5 动物笼舍宜以自然通风为主，当自然通风达不到要求时，

可采用机械通风或自然与机械相结合的通风方式。

9.2.6 空调冷源宜采用分散式，同时制冷、供热的动物活动场

所，经技术经济合理性比较后可采用风冷热泵中央空调系统或土

壤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

9.2.7 空调末端宜加防护。

9.2.8 各运行设备应采用高效率、低噪声产品。

9.2.9 动物园应采取合理措施，控制污气排放，减少环境污染，

防止动物疾病发生和传播。

9.3 电气

9.3.1 动物笼舍用电设备电源负荷分级和电源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

范)) JGJ 16 的有关规定。

9.3.2 限制动物活动范围的脉冲电子围栏系统、动物医院手术

室、动物繁殖场、动物育幼育雏室以及笼舍内因动物季节性要求

设置的供暖、空调的用电设备应按一级负荷供电。

9.3.3 供配电系统应根据园区规模设置总配电所和分配电所，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供配电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 及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3 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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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2 变电所宜靠近负荷中心，避开园区的下风向;

3 室外电力及照明线路宜埋地敷设。

9.3.4 低压配电及电气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0.4kV 配电系统宜分区控制，配电箱不得设置在动物活

动范围内，并宜设置在非游览地段，可结合动物笼舍管理房、饲

养员操作通道、设备房设置;

2 动物可能到达的地方或者可能被动物妨碍的位置，不应

安装隔离和开关设备，以及作为紧急操作的设备;

3 动物笼舍照明应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明灯具应按照昼夜

节律的规则进行控制，昼夜明暗交替时间可采用 12h/12h 或

10h/14h，照明设计应满足室内展出的动物对频谱和光强的

要求;

4 应合理布置照明灯具及插座，灯具开关及插座应布置在

饲养员通道内，动物笼舍灯具应有防止动物破坏的措施，动物笼

舍内电源线应暗埋;

5 宜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室外道路照明系统，并不得对动物

笼舍和动物散养区产生干扰。

9.3.5 防雷、接地和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动物园内建筑物、动物笼舍、配电设施防雷装置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的有关规定;

2 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形式可采用 TN-C-S、 TN-S、 TT 系

统，当低压配电线路带有一级、二级负荷时，不宜采用 TT

系统;

3 动物笼舍和草库等堆储仓库电气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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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物笼舍和室外场所的约定接触电压限值应为 25V ，

正常环境中当接触电压超过 25V 时，应在规定时间内

切断故障电路;

2) 动物笼舍内插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用插头插



座和相合器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11918. 1 

和《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藕合器 第 2 部分:带插销和

插套的电器附件的尺寸兼容性和互换性要求)) GB/T 

11918. 2 的有关规定;

3) 动物笼舍额定电流不大于 32A 的插座供电终端回路，

应采用额定动作电流 16n不大于 30mA 的 RCD;

4) 动物笼舍额定电流大于 32A 的插座供电终端回路，应

采用额定动作电流 16n不应大于 100mA 的 RCD;

5) 动物笼舍应做局部等电位联结，可能被动物触及的外

露导电部分和装置外导电部分均应与 PE 线相连通;

6) 在需要时，动物笼舍的局部等电位联结可在地面内铺

设金属均压网格，并与 PE 线相连通;

7) 动物笼舍内电热设备的位置应固定，并与动物和易燃

物品保持安全距离，电气设备的防护等级不应低

于 IP35;

8) 干草、麦秸等的堆储仓库，电源进线处宜设置防电弧

接地火灾的 RCD，其额定动作电流 16n 不应大于

300mA，其动作时间不宜大于 1s 。

4 动物医院的手术室应按 2 类医疗场所采取防电击措施，

并按"不大于 O. 5s 级场所"设置允许中断供电的时间。

9.3.6 动物园应因地制宜地运用新技术和新能源。

9.3.7 智能化系统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园区及各分区入口等公共区域，应配置公用直线电话，

并配置无障碍电话;

2 在游人休闲场所等处，宜配置宽带无线接入网的接人点

设备;

3 管理建筑应根据业务需要配置相应的电信端口和数据

端口;

4 园区内应配置室外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5 动物园内应设置广播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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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宜分为公共广播、背景音乐等，并分区控制;

2) 应配置多音源播放设备，对不同分区播放不同音源

信号;

3) 分区管理房宜配置传声器和呼叫站，宜具有分区呼叫

控制功能;

4) 扬声器布置应避免对动物的影响。

6 动物医院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动物笼舍及活动区

宜装设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7 脉冲电子围栏和动物笼舍的供暖、空调设备，宜配置远

程控制和集中管理模块，并能对触网、短路、断路和温度异常等

作出报警;

8 动物笼舍饲养员人口等处，宜设置门禁系统;

9 园区人口宜设置自动售票及自动查验票系统;

10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程

技术规范 ìì GB 50348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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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空间名称 使用功能 服务对象 设计内容及要点

(l)模拟自然环境，反映生境特征，弱化

人工建筑痕迹

(2) 绿化种植设计应保护本地植物，使展

展示功能 区呈现自然风貌
动物

外合 生活功能 动物
空间

(1)设置展示背景

丰容功能 (2) 设置食槽、水槽、水池

(3) 地面符合动物原生境、生活习性的要

求，以自然种植地面、士面、沙地等为宜

(4) 设置栖架，兼顾遮荫、遮蔽的需求

(1)游线为单向行边路线，提供多种参观

参观通道 形式，丰富游人参观体验

(2) 地面铺装以自然材质为主

室内 (1)科普教育活动

游人 参观区 参观体验
游人

(2) 满足游人安全的要求并兼顾观赏效果

空间 科普教育
(1)多样的参观形式、丰富游人参观体验

室外
(2) 动物与游人隔障

(3) 通过遮荫、绿化、服务设施的设计满
参观区

足游人参观的舒适性

(4) 科普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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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常见动物笼舍室内温度

表 B 常见动物笼舍室内温度

动物种类 适宜温度CC) 备注

适用于不休眠状态。对多数北半球物种，秋季

无尾目 21~26 饲养温度降至 5'C~lO'C. 有利于冬季休眠和第

二年春季的繁殖

有尾吕 18~24 水温

陆龟类
笼舍内需要设置局部加热点，加热点温度不超

25~30 
过 45'C

两栖龟类
部分物种冬季休眠温度7'C ~ 12'C. 水温 20'C

25~30 
~22'C 

大型晰踢
笼舍内需要设置局部加热点，加热点温度不超

25~40 
过 45'C

中小型撕赐
笼舍内需要设置局部加热点，加热点温度不超

22~32 
过 45'C

蛇类
笼舍内需要设置局部加热点，加热点温度不超

22~30 
过 40'C

鸽类 24~30 水温 20'C~22'C

澳洲鹦鹉 lO~15 温度不低于 lO'C

犀乌 22~28 

南美洲鹦鹉 24~28 

巨嘴鸟 24~28 

火烈鸟 1O~15 温度不低于 lO'C

走禽 5~lO 温度不低于 5'C

温带企鹅 15~25 

中小型鸟类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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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动物种类 适宜温度 ('Cl 备注

袋鼠 18~20 

斑马 1O~15 温度不低于 10'C

非洲玲羊 15~20 温度不低于 15'C

象 15~21 温度不低于 15'C

犀牛 18~20 温度不低于 18'C

河马 18~20 水温不低于 18'C

长颈鹿 15~20 温度不低于 15'C

大型灵长类 22~28 包括长臂猿、猩猩、大猩猩、黑猩猩

中型灵长类
包括热带、亚热带狐猴科、猴科、卷尾猴科

18~22 
物种

小型灵长类
笼舍内需要设置局部加热点，加热点温度不超

20~24 
过 40'C

注: 1 表中列出动物园常见野生动物笼舍室内温度来源于国内动物园的饲养

经验。

2 表中的动物种类按照动物园的饲养管理习惯分类。

3 对于特异物种的饲养管理温度，应根据该物种的生态资料和饲养管理指南

所提供的数据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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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动物笼舍操作通道设计

表 C 动物笼舍操作通道设计要求

动物种类
操作通道宽度

(m) 
安全等级 备注

熊科动物

犬科动物

大型猫科动物

(体型大于等于给猢) 关1. 5
需要设置投食、给水操作口，

行为训练操作口

中小型猫科动物

(中小型食肉日动物)

中小型灵长类

象 二主4.0 →级
行为训练操作面需要采用方格

网或加密栏杆

犀牛

河马

长颈鹿
行为训练操作面应单独设计高

二三2. 0 台，高度 2m

斑马、玲羊 需要设置t 隶、给水操作口

大型灵长类
需要设置投食、给水操作口和

行为训练操作口

注: 1 操作通道宽度与隔离方式有关，应保证饲养员免于动物伤害和操作过程中

操作主具的搬运。

2 操作通道应局部加宽以便于运输笼或串笼的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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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动物笼舍设计技术参数

D.O.l 灵长类动物壤沟隔离式笼舍设计技术参数宜符合表

D. o. 1 的规定。
表 D.O.l 灵长类动物壤沟隔离式笼舍设计技术参数

笼舍最小
围栏高度

围网钢丝
嚎沟宽度 壤沟深度

湿壤沟 基本种群

展示物种 面积 直径 水深 数量
(m) (m) (m) 

(成年个体)(m2 ) (mm) (m) 

黑猩猩 100 4.0 5.0 4. 0 4.0 1. 0 3 

猩猩 80 4.0 5.0 4.0 4.0 1. 0 2 

长臂猿 60 4. 0 3.0 4.0 4.0 O. 5 2 

拂拂 80 4.0 3.0 4.0 4.0 1. 0 4 

你猴 60 4.0 3.0 4. 0 4.0 1. 0 4 

僧幅猴 40 2.5 2.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长尾猴 40 2. 5 2.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松鼠猴 15 2.5 1.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5戎等南美
2.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6 1. 0 

小型猴

注: 1 每增加一只成年个体，内舍面积需要增加 25%~50% 。

2 设置丰容设施的围栏高度不低于 4m。

D.O.2 猫科动物嚎沟式隔离笼舍设计技术参数宜符合表D. O. 2 

的规定。

表 D.O.2 猫科动物壤沟式隔离笼舍设计技术参数

展示物种
嚎沟宽度 干嚎沟深度 湿壤沟深度 湿壤沟水深

(m) (m) (m) 

非洲狮 7.5 5.0 4.0 

虎 7.5 5.0 4.0 

猎豹 6.5 3.0 2. 5 

注:干嚎沟需相应的反扣设计而湿壤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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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0 

2.0 

1. 5 

高于水面的围墙高度

(m) 

2.0 

2.0 

1. 0 



D.O.3 猫科动物非;康沟式隔离笼舍设计技术参数宜符合表

D. O. 3 的规定。

表 D.O.3 猫科动物非壤沟式隔离笼舍设计技术参数

展示物种
笼舍最小面积 围栏高度 围网钢丝直径 反扣高度

Cm2 ) Cm) Cmm) (m) 

非洲狮 200 5 5 1 

虎 200 5 5 

猎豹 200 3 5 

美洲狮 150 3 5 网笼屋顶

豹 150 3 5 网笼屋顶

5含狞ú 100 3 5 网笼屋顶

基E猫 60 3 3 网笼屋顶

豹猫 60 3 3 网笼屋顶

北美山猫 60 3 3 网笼屋顶

注 1 表中数据适用于两只成年个体组成的展示群体;对于群居动物(非洲狮、

猎豹)每增加-个成年个体，笼舍面积需增加 25%~50% 。

2 围栏高度指地面到围栏顶端..反扣"的围栏高度指从地面到反扣最高点

的距离。

3 设置丰容设施的围栏高度不低于 4mo

D.O.4 犬科动物笼舍设计技术参数宜符合表D. O. 4 的规定。

表 D.O.4 犬科动物笼舍设计技术参数

展示物种
笼舍最小面积 围栏高度 反扣高度

顶网
(m2 ) (m) (口1)

狼 lS0 2.5 O. 5 可选

三色犬 150 2.5 O. 5 可选

北美郊狼 120 2. 0 0.5 可选

狐狼 120 2.0 O. 5 可选

廓狐 40 2.0 不需要 需要防天敌
L一

注: 1 表中数据适用于两只成年个体(含育幼期的幼年个体)。

2 对于狼、三色犬一类的群居犬科动物，每增加→只成年个体笼舍需要增

加 25%0

3 设置丰容设施的围栏高度不低于 3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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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5 大型食草动物笼舍设计技术参数宜符合表D. 0.5 的

规定。

表 D.O.S 大型食草动物笼舍设计技术参数

展示物种
笼舍最小面积 围栏高度 壤沟深度 嚎沟宽度

(m2 ) (m) (m) (m) 

象 900 2.0 2.0 3. 5 

犀牛 500 2. 0 2.0 3.0 

河马 350 2.0 2. 0 3.0 

{委河马 200 1. 5 1. 5 2. 5 

长颈鹿 500 3.0 1. 0 4.0 

注: 1 表中数据仅仅适用于最多两只成年个体组成的展示群。

2 每增加一只成年个体，笼舍面积需增加 25% 。

3 表中面积不包括因饲养管理操作而需要特殊设计的临时空间，如动物隔离

走道、小型隔离串间等。

D.0.6 熊科动物笼舍设计技术参数宜符合表D. 0.6 的规定。

表 D.O.6 熊科动物笼舍设计技术参数

展示物种
笼舍最小面积 围栏高度 壤沟深度 嚎沟宽度

Cm2 ) Cm) Cm) Cm) 

黑熊 300 3.5 3.5 3.5 

棕熊 500 4.0 4.0 4.0 

北极熊 500 4.0 4.0 4.0 

注: 1 表中数据仅仅适用于最多两只成年个体组成的展示群;每增加一只成年个

体.笼舍面积需增加 25% 。

2 表中面积不包括因饲养管理操作而需要特殊设计的临时空间，如动物隔离

走道、小型隔离串间等。

3 设置丰容设施的围栏高度不低于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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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7 水鸟笼舍设计技术参数宜符合表 D. 0.7 的规定。

表 D. O. 7 7.1<鸟笼舍设计技术参数

笼舍最 笼舍最
笼舍中 每增加一只成

类群
小面积

鸟类
小高度

池塘占 年个体需增加

(按体形划分) 数量 地比例 笼舍和池塘面
Cm2 ) (m) 

(%) 积 (m2 )

类群 1 (体长 10cm~30cm 的水
20 4 2 25 2 

鸟)例如:小型鹉类、偶类

类群 2 (体长 35cm~50cm 的水
30 4 3 30 3 

鸟)例如:鹏麟、潜鸭

类群 3 (体长 50cm~70cm 的水鸟)
40 6 4 35 4 

例如:普通鸭类、苍莺、小白莺

类群 4 (体长 75cm~95cm 的水
75 6 4 35 4 

鸟)例如:鹊、琵鸳、自莺

类群 5 (体长 100cm~165cm 的水
100 2 3 60 25 

鸟)例如:鸦鹏、天鹅

注: 1 笼舍最小高度指从地面到顶网的高度。

2 如果池塘面积大于 100时，池塘面积不必遵循上表中所占笼合面积的

比例。

D.O.8 猛禽和肉食性鸟类笼舍设计技术参数宜符合表 D. O. 8 的

规定。

裴 D.O.R 猛禽和肉食性鸟类笼舍设计技术参数

最小笼舍 最小内含 最小内舍
每增一只

成年动物
展示物种 面积 宽度 高度

增加面积
(m2 ) (m) (m) 

(m2 ) 

小型食肉鸟类:如仓枭、革枭、
15 

雀鹰、伯劳、喜鹊、乌鸦等
2.5 3. 0 5 

中小体型食肉鸟类:如褐林枭 21 3.0 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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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D. O. 8 

最小笼舍 最小内舍 最小内含
每增一只

成年动物
展示物种 面积 宽度 高度

增加面积
Cm2 ) Cm) Cm) 

Cm2 ) 

中型猛禽:如雕鸦、莺、猎竿、
24 3.0 

苍鹰、鸦等
3. 5 8 

大型猛禽 50 5.0 4.5 17 
t … 

注: 1 表中数据仅为两只个体的展示。

2 将两只个体是否能够放在同一笼舍中展示，需要视具体情况决定。

D.0.9 笼养鸟类室外笼舍设计技术参数宜符合表D. o. 9 的
规定。

表 D.0.9 笼养鸟类室外笼舍设计技术参数

鸟类体型 最小面积
鸟类数量

最小高度 每增加一只成年动物增加面积

(近似值) Ccm2 ) Ccm) Ccm2 ) 

(lOcm) 3700 l 60 1800 

C20cm) 7200 1 60 3600 

C30cm) 10000 1 90 5000 

C40cm) 15000 l 90 7500 

C50cm) 25000 I 150 12500 

一
D.0.10 笼养鸟类室内网展设计技术参数宜符合表D. 0.10 的

规定。

表 D. O. 10 笼养鸟类室内同展设计技术参数

鸟类体型 最小面积
鸟类数量

最小高度 每增加一只成年动物增加面积

(近似值) Ccm2 ) Ccm) ( cm2 ) 

(lOcm) 1000 1 34 500 

(20cm) 1600 34 800 

C30cm) 5000 90 250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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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0.10

鸟类体型 最小面积
鸟类数量

最小高度 每增加一只成年动物增加面积

(近似值) (cm2 ) (cm) ( cm2 ) 

(40cm) 10000 l 90 5000 

(50cm) 15000 1 150 7500 

注: 1 网笼的长宽之比不能大于 4 : 1，短边长度大于 90cm，且大于笼内最大翼

展鸟类的翼展的两倍长度时，这个比例可以适度增加。

2 网笼面积大于 2时，则网笼高度不应小于1. 5m，且需设操作门。

3 鸟笼的最小边长必须大于笼中体型最大鸟类体长的 2 倍。

D.O.ll 爬行动物笼舍设计技术参数宜符合表D. 0.11 的规定。

表 D.O.ll 爬行动物笼舍设计技术参数

最小内舍 最大容纳 内舍(展箱)
每增加一只

展示物种 (展箱)面积 动物 最小高度
成年动物需

增加的面积
(cm2 ) (个体数) (cm) 

(cm2 ) 

龟

体长小于 10cm 的龟 1600 1 20 400 

体长大于 10cm 的龟 20000 1 20 10000 

蛇

体长小于 60cm 的陆栖蛇类 1800 2 30 900 

体长小于1. 2m 的陆栖蛇类 4000 2 50 2000 

体长小于 2.5m 的陆栖蛇类 15000 1 120 7500 

体长小于1. 2m 的树栖蛇类 4800 2 80 2400 

体长大于 2.5m 的蛇类 20000 1 150 10000 

虫析踢

石龙子、蔬撕等 10000 1 100 5000 

巨蝴 45000 1 200 20000 

注: 1 只有在特殊状态下或经过实际确认，才能进行无论是同种或是异种爬行动

物的混养。

2 体长大于 2.5m 的蛇类至少需要体长的一半为最小边长的笼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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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尸体处理区、标本制作区设计

表 E 尸体处理区、标本制作区设计要求

分区 功能用房 设汁要求

1.空间尺寸长、宽、高宜为 6mX6mX4m

2. 应设通向室外的门和连接室内走道的门

尸体处理区 解剖室 3. 应采用双开门，宽度不小于 2m，高度不低

于 2m，并应设防盗门

4. 室内走道净宽度不小于 2m，高度不低于 3m

1.地面周边沿墙设排水沟

2. 排水沟下水口直径大于 O.10m

皮张处理室和 3 室内设工作台，工作台的长×宽×高宜为

骨倍处理室 2mXlmXO.8m，台面应耐酸碱

4. 应设通风、上下水、洗手池、墙柜等设施

5. 预留浸泡缸的位置

模型制作室和 1.设洗手池、上下水设施

标本制作室 2. 设强制通风设备安装口

标本制作区 1.应设固定储藏架和储藏柜

工具储存室 2. 钢质操作台长×宽×高为1. 2m X O. 8m 

×门， 8m

制作材料存放室 设材料存放架

1.应为密闭式设计，不设窗、不设供暖

2. 采用双开门

标本储存室 3 墙体预留强制通风设备安装口

4. 地面及墙面应做防潮设计

5. 设标本储藏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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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饲料加工、贮存场和草库设计

表 F 饲料加工、贮存场和草库设计要求

场所名称 功能分区 设计要求

应包括饲料加工

间、生食物加工间、 1.各加工阅、加工区布局合理、组

饲料加 熟食加工间、动物 合有序，符合饲料加工的工艺流程

工场 性食品加工间及消 要求

毒、厕所、淋浴、 2. 饲料加工间各区面积不小

更衣等辅助用房 于 25m2

3. 设置冷、热水供应系统，下水道

饲料加工 可设杂食饲料加 宜采用地槽式，下水口应设沉淀池和

饲料加 工区、肉食饲料加 过滤池

工间 工区、蔬菜水果加 4. 地面、墙壁、顶棚应耐消毒

工区 5. 门窗应安装纱门、纱窗、风帘等

防蝇设施

应包括操作间、
6. 房间的门应设置防鼠挡板，挡板

饲料加
热加工间、颗粒料

高度不低于 50cm

主区 7. 室内照明应采用防爆消毒灯具
加工间

应包括原料库、 1.各类库房布局合理、组合有序，

常温 饲料添加剂库、颗 符合饲料贮存、加工的工艺流程要求

库房 粒料储存分发库房、 2. 库房安装通风装置、温度、湿度

饲料
商品料库等 测量装置、防鼠害装置;粮食加工设

贮存场
备的库房灯具应加装防爆灯罩

应包括果蔬j令藏 3. 库房墙面、地面设防潮层

冷库
阅、冻结物冷藏问、 4. 常温库房设木质垫板、货架、货

冻结物间、原料及 柜、计量等设施

半成品冷却间 5. 冷库制冷不应采用氨制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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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场所名称 功能分区 设计要求

1.以围墙封闭，不得与其他部门交

独立院落
叉混杂

2. 围墙大门为甲级防火门，宽度不

小于 4m，并设置防鼠挡板

1.库房高度不应小于 6m

2. 地面应防潮，并高于院落地面不

小于 O.2m

库房 3. 前后对应开门，左右两侧为货

位，中间为车道

4. 库房大门为双开门，宽度不应小

于 4m，高度不小于 5m

革库

1.库房左右的货位每个宽度不应小

于 6.5m，进深不应小于 3m; 中间车

道不应小于 6m

2. 库房内货位应设不小于 O.2m 高

的水泥垫板或木质垫板

货位区
3. 货位区库墙距地面 O.5m 以上应

安装宽1. 5m、高1. 0m 的百叶窗，百

叶窗竖向间隔为1. 5m~2. Om 

4. 库房内墙应做不小于 O.3m 高的

防潮层

5. 库房外墙上下部位应设百叶窗式

的通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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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动物隔离场笼舍设计

表 G 动物隔离场笼舍设计要求

笼舍面积 (m2 ) 室内净高
动物名称

(m) 
设计要求

内舍 外舍

(1)内舍:操作通道宽度不宜小
于1. 8m; 室内温度为 180C~200C ; 
墙体、屋顶应保温防热;地面为水

食肉动物 二三12 注15 关4
泥地面;自然采光;设置上、下水
及取暖、排风设备

(2) 外舍 z 外墙、隔墙为钢网或

钢栏杆;地面为水泥地面;屋顶为
钢网封顶;设置上、下水设备

(1)内舍:操作通道宽度不宜小
于1. 8m; 室内温度为 250C~280C ; 
墙体、屋顶应保温防热;地面为水

灵长动物
泥地面;自然采光;设置上、下水
及取暖、排风设备

(2) 外舍 2 外墙、隔墙为钢网或
钢栏杆;地面为水泥地面;屋顶为
钢网封顶;设置上、下水设备

(1)内舍 2 操作通道不宜小于
2.5m; 室内温度为 100C~150C; 墙

体、屋顶应保温防热;地面为水泥
地面;自然采光;设置上、下水及

食草动物 二"，20 取暖、排风设备

(2) 外舍:外墙、隔墙为纲网或
钢栏杆，顶部加装反扣护栏或反击日
护网;地面为土地面;屋顶应设置

二三50 二三2.5 遮雨设备

(1)内舍:操作通道不宜小于
1. 5m; 室内温度为 100C~150C ;墙

体、屋顶应保温防热;地面为水泥
鸟类 二三9 地面;自然采光;设置上、下水及

取暖、排风设备

(2) 外舍:外墙、隔墙为钢网;

地面为土地面;屋顶为钢网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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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鸟类繁殖笼舍设计

H.O.l 孵化室设计应符合表 H.0.1 的要求。

表 H.O.l 孵化室设计要求

设施名称
用房面积 室内净高

设计要求
(m2 ) (m) 

(1)地面为水泥地面

鸟卵
(2) 墙、屋顶保温、防热，室内温度为 15'C

储存间
二三 15 二::':2.5 (3) 自然采光、通风良好，防阳光直射

(4) 清洁、卫生，防蚊蝇、防鼠害

(5) 设置上、下水及取暖、排风设备

(1)地面为水泥地面

(2) 墙、屋顶保温、防热

孵化间 二三15~35 (3) 自然采光、通风良好

二三3.5 (4) 清洁、卫生，防蚊蝇、防鼠害

(5) 设置上、下水及取暖、排风设备

出雏间 二::':35
设中转间、育雏箱房等辅助用房，其他同孵

化问

H.O.2 育雏室设计应符合表 H. O. 2 的要求。

表 H.O.2 育雏室设计

动物名称
内舍面积 外舍面积 室内净高

设计要求
(m2 ) (m2 ) (m) 

二三40 (1)内舍:地丽为水泥地面，墙、

(1月龄内) 屋顶保温、防热，室内自然采光、
二三30 通风良好，并应设置上、下水及取

烧鸡类
二三20

暖、排风设备
(3 月龄内)

(2) 外舍:地面为水泥地面，墙
二三30 注2. 5 为钢网，屋顶为钢网封顶，并设置

(3 月龄上)
二三50

遮荫棚，室内设置上、下水设备

(1)内舍:同雄鸡类
雁鸭类 二三15 三"，25 (2) 外合:地面为水泥地面，并

t 
设人工水面，其他同维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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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O.2

动物名称
内舍面积 外合面积 室内净高

设计要求
(m2 ) (m2 ) (m) 

二注20
(1)内合:同雄鸡类

鹤、鹤类 二三10
(3 月龄内)

二三3.0 (2) 外舍:地面为土地面，并设
二三50

人工水面，其他同维鸡类
(3 月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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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飞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可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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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3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4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3 

5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 

6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7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8 

8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352 

9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 51039 

10 <(公园设计规范)) GB 51192 

11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 

12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 194"89 

13 <(脉冲电子围栏及其安装和安全运行)) GB/T 7946 

14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调合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11918.1 

15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藕合器第 2 部分:带插销和插套

的电器附件的尺寸兼容性和互换性要求)) GB/T 11918. 2 

16 ((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 130 

17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J 27 

1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起)) JGJ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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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动物园设计规范>> CJJ 267 - 2017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 年 2 月 20 日以第 1474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

结了我国动物园建设的经验，并参考了国外相关标准，在听取了

国内众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多次论证，确定各项技术要求。

为便于设计、管理、科研、学校等有关单位人员在使用本规

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动物园设计规范》编制组按

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

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

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本规范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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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本条阐明制定本规范的目的，说明以下三点:

1 动物园是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城市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示范场所。同时实践证明动物园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建设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与标志，并在丰富

群众生活、保护野生动物物种及自然资源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

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2 根据动物园建设的实践表明，动物园设计亟待建立全国

统一适用的国家标准和提高动物园的规划、设计水平，以适应动

物园的发展，满足动物园建设的要求。

3 本规范的制定不仅填补了动物园设计标准领域的空白，

而且对正确引导动物园健康发展，保证动物园设计符合使用要

求，促进物种多样性保护、繁殖与研究，实现人、动物、自然和

谐发展，适应国际动物园行业发展趋势，建立动物园技术体系的

科学化、标准化、法制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城市动物园、野生动物园、专

类动物园、野生动物饲养繁殖中心、饲养场、保护基地等。

动物园的主管部门、投资运营主体、用地性质各不相间，通

常意义的城市动物园是指由各级政府财政投资建设、城建园林部

门主管、用地属于城市公共绿地的动物园，本规范对其完全适

用。而国内的"野生动物园"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和标准，所以

"野生动物园"、"主题动物园"等其他类型动物园可能涉及超出

本规范的内容，可以在保证安全、卫生的前提下根据实际功能需

求参照执行。

1. O. 3 本规范是综合性的技术标准，内容涉及动物学和园林、

建筑、结构、防火、热工、节能、隔声、采光、照明、给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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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暖通空调、强电、弱电、环保、卫生等各种专业，所以本条

明确规定，对于各专业颁布了相应的标准和规范除必要的予以重

申外，其他不再重复，而且在动物园设计中除应遵守本规范的规

定外，尚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洁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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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动物园的基本特征是饲养野生动物并对公众展览。除此

之外，现代动物园更重视科普教育、科学研究和野生动物的就

地、易地保护工作。

2.0.3 适宜陆地是指适宜进行场馆笼舍等设施建设的陆地。坡

度是用地适宜性评价的必要因子，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CJJ 83-2016 规定城市各类建设用地最大坡度不超过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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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设计原则

3. 1. 1 动物园设计应以其所承载的社会职能为出发点，现代动

物园除了承担传统的"休闲娱乐、饲养展示、科研科普"功能

外，还逐渐转向"综合保护和科普教育"。动物园是连接人与自

然的纽带，除了展示动物外，还通过动物承载传递环境保护

信息。

3. 1. 3 动物园设计要为野生动物创造自然的展示条件，尽量模

-拟动物的自然生活环境，少人工痕迹。

3. 1. 4 现代动物园与传统动物园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仅仅为圈养

动物提供"生存空间"，还应保障动物享有"五项自由"为基本

内容的动物福利标准，内容如下:

1 动物享有新鲜干净的饮水和食物的自由;

2 动物享有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的自由;

3 动物享有良好医疗服务与设施的自由;

4 动物享有表达自然行为的自由;

5 动物享有免于恐惧和窘迫的自由。

满足这些动物福利标准是动物园设计的出发点与准则。

3. 1. 5 儿童是动物园参观游览的主要群体，因此在动物园设计

中应充分考虑儿童的参观体验以及方便儿童使用的设施。

3.2 选址

3.2.1 动物园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确保动物园

按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要求的规模、位置实施。如果绿地系统规

划未涉及动物园相关内容或绿地系统规划处于编制、未审批状

态，应进行上位研究，综合考虑动物园的定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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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模是动物园设计的重要依据，以此来确定动物园各种

设施类型、数量或规模。如果规模设定在选址之前，则选址用地

的大小、场地条件应与规模相适应。

动物园选址应根据城市规模、经济条件以及未来城市发展，

合理确定园址。城市动物园作为公园体系中的专类公园，选址不

宜位于远离城市的远郊，以保证其有效发挥各项功能和社会效

益，方便市民到达。

3.2.2 本条文从动物园的使用功能和安全、卫生等方面提出动

物园对周边外部条件应满足的要求。

3.2.3 动物园选址场地应有满足交通集散疏导、安全运营要求

的市政配套接驳。

3.2.4 动物园选址应满足动物栖息生活、繁育生长和满足动物

园的使用功能对地理环境的要求，以利于营造山林地、荒漠、草

原、田地等各种类型的景观，实现丰富、自然的展示效果，满足

不同生态环境中的各类野生动物的生活条件和发挥动物园使用功

能的要求。

从满足动物饲养、繁育和保护野生动物要求的角度考虑，

动物园宜靠近自然水系，并宜有丘陵、水体、植被等自然资

源。从动物园调研表明，动物园无论是湿地湖泊的景观营造

还是动物展示隔离、绿化浇灌都需要充足的水系，因此应特

别考虑利用自然地表水系，充分发挥自然地表水系的功能和

作用。

3.2.5 对动物园用地内的高压输配电架空线、大型市政管线和

市政设施的避让要求可参考《公园设计规范)) GB 51192 - 2016 

相关规定。

3.3 建设规模与用地比例

3.3.1 建设规模是动物园设计的重要依据，以此来确定动物园

各种设施类型、数量或规模。本规范根据我国动物园的实际情况

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研究，并以我国动物园建设和使用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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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对比了《公园设计规范)) GB 51192 - 2016 ，考虑了现代

动物园的发展要求，同时借鉴国际先进动物园相关经验设定动物

园建设规模。主要特点如下:

1 本规范将专类动物园和综合性动物园等进行了综合，并

统称为动物园。

2 本规范按适宜陆地面积和展示动物种类数量两个指标双

控动物园规模，分大、中、小三级。

3 本规范考虑动物园用地范围内陆地的复杂性、可用性和

建设的经济性，采用适宜陆地作为重要控制指标之一。

4 考虑到专类动物园不同于综合型动物园的特殊性，展示

动物种类相对单一，其规模指标中的展示动物数量以"只"为

单位。

5 动物园饲养动物的种群与展示规模应在设计工作开展之

前由设计方与园方商讨达成一致，形成总体设计的重要条件。

6 当动物园用地条件均为适宜陆地时，本表与《动物园管

理规范》相关规定一致。

3.3.2 动物园各类用地比例标准是以我国动物园调研情况的分

析研究为依据，并按动物园分类的规定要求，对比《公园设计规

范)) GB 51192 - 2016 综合确定的。各类用地比例、面积可依据

动物园规模合并计算和合并建设。

3.4 游人容量计算

3.4.1 、 3.4.2 游人容量是确定动物园各种设施数量或规模的依

据、运行管控游人量的参考数据。功物园游人容量是按旺季周末

高峰时段的游人量来计算，避免测算数值过高或过低。根据动物

园调研和动物园运行实际情况，动物园游人人均占有陆地面积不

宜小于 20m2 /人。

3.5 常规设施

3.5.1 本条是指动物园通常都应具备的，保证游人观赏、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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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慧、活动和动物园运行管理使用的基本常规设施，在动物园设计

和建设中按动物园的规模分为应设、可设和不设三种情况选用。

其他公园常规设施不在此列举，可参照《公园设计规范)) GB 

51192 - 2016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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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设计

4.1 功能分区

4. 1. 1 门区、动物展区、综合休闲区、科普教育区、保障设施

区和园务管理区是动物园展示与游赏、后勤保障与服务、安全运

行的常见功能区类型，可根据动物园的规模合理设置。

4. 1. 2 动物园功能区布置的核心是动物展区的布局，应根据场

地特点因地制宜、随形就势，实现丰富、自然的动物展示效果，

并围绕动物展区组织其他功能区的布局与交通流线。

4. 1. 5 综合休闲区为游人提供了开敞休想空间与服务设施，通

常会布置于动物展区之间，是参观游线上重要的停顿点，对于游

览序列起到节奏变化的作用，也为游人提供参观的"捷径"通道

与应急避险场所。

4.2 园路及铺装场地

4.2.1 园路与铺装场地主要是供游人观赏、娱乐、休想等活动

的场所，设计应使功能性、艺术性和生态化、人性化兼顾融合，

展现空间，组织路线，引导游览，为游人提供良好的游览、休想

活动环境和增强园林艺术效果;并应根据动物园规模和服务对象

不同需求，选用相应的面层材料，并宜采用透水环保型铺装材

料，以减少地面热辐射，增加生态效益。

4.2.2 动物园出人口位置应根据周边市政交通条件与主要游人

抵达方位确定。专用出人口作用在于员工出人和物资运输，宜临

近管理办公区、后勤保障区设置。

4.2.3 本条是阐述动物园园路根据功能分为游览园路、管理

专用园路两类，根据对动物园的道路实况调查进行统计分析，

提出了游览园路按使用功能要求分为主级。一级园路是连接门

62 



区、动物展区、综合休闲区等主要功能区，引导游人参观并可

行驶观光车的主游览道;二级园路是连接动物展区内各展示单

元的次级游览道;三级园路是动物展区、综合休闲区内部小游

览道。

管理专用园路是保障动物园安全、高效运行的通道，有

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分为管理主干道和围墙内作业通道，有时

二者也可合并。为了尽量不与游览区域交叉，管理专用园路

宜布置在动物展区和综合休闲区的外围，是动物展示的后台

运行空间。

4.2.4 本条根据动物园的规模和园路的类型、等级情况，对园

路的宽度设定了区间值，具体设计时可以根据实际的人流量取上

下限值。游览园路最小宽度为 O.9m，可供两人相遇时一人侧身

通过， 2.0m 宽度供两人通行， 2. Om~3. 5m 宽度可供多股人流

和小型车辆通行， 3.5m 以上宽度，供多股人流和大型车辆通

行;管理专用园路最小宽度为 3.5m o
4.2.5 , 4.2.7 明确规定了动物园园路的道路纵坡、横坡和转弯

半径等主要技术标准。相比市政道路而言，园路主要功能为满足

观光游览需求，对机动车的行车速度和交通功能要求有所降低。

因此，园路纵坡和转弯半径等参数要求均有所放宽，同时考虑到

北方严寒地区，对道路的纵坡和横坡等参数作了适当调整。一级

园路和管理专用园路有观光电瓶车和机动车辆通行要求，对其道

路的最小转弯半径作了规定。

4.2.8 一级游览园路设计为环回路便于动物展区的组织布局，

有效引导游人单向行进按展示组织序列参观，保证了参观的效率

和疏散安全。

4.2.9 环围墙建设管理专用园路能将动物园各功能分区连接起

来，并实现园务管理与游览线路的有效分离，减少工作车辆与游

人之间的相互干扰;同时也起到动物园安保巡查、内外防疫隔离

屏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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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也形水系

4.3.1 动物园地形水系设计应因地制宜，既要满足动物展示、

空间塑造、景观风貌等各项要求，又应合理设计工程量。水系设

计要根据水源条件和地形条件，做出水量计算以合理布置水体

规模。

4.3.2 动物园水体是动物园使用功能必需的要求，水体景观对

于为动物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丰富动物园景观空间和游人游慧、

活动内容起着重要作用。水体景观的建设与自然条件相关，应符

合"因地制宜"的原则。动物园的水系主要分为综合休闲区的水

体与动物展区内的水体。动物展区内的水体一般会跟动物直接接

触，应避免与游人发生交叉污染。

4.3.5 动物展区的水体是丰容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根据展

示动物习性的不同确定其水体形式、水深等要求，例如涉禽鸟类

所需的浅滩、大象、犀牛所需的泥潭。

4.4 建(构)筑物

4.4.1 、 4.4.2 动物园建(构)筑物的使用对象包括动物、饲养

员、游人，应根据不同功能分区的需要相应布置，并满足展示动

物的习性、游人参观、饲养员操作的多方要求。

4.4.3 动物展区的建(构)筑物应与自然环境融合协调，可采

取不同手段弱化人工建筑痕迹，也可根据展示主题设计与之呼应

的建(构)筑物风格。

4.5 种植

4.5.3 根据动物医疗、隔离场、繁殖场区对光照、通风、隔离

以及杀菌、抑菌等特殊要求，作出空间设计及植物选择的规定。

4.5.4 草库、堆储仓库、饲料加工和储存区应尤其注意防火，

种植设计兼顾美观的同时宜选择耐火性树种以达到防火目的。耐

火性树种也可称防火树种，借用了林业中森林防火的术语，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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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点燃或点燃后燃烧也难于维持的特性，通常枝叶茂密、含水量

大、耐火性强、含油脂少、不易燃烧。目前我国北方常用水曲

柳、刺槐、银杏、乌柏、山植、白榆等，南方常用木荷、乌墨、

马蹄荷、火力楠、珊珊树、杨梅等，均可作为防火耐火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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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动物展区设计

5.1 设计原则

5. 1. 1 在国内动物园调研的基础上，参考国际现代动物园的发

展情况，本条提出动物展区布局组合方式，即展区内展示动物和

展示环境、展示主题之间的联系。组合方式可以延伸展示内容，

为科普教育信息的传达创造条件。

5. 1. 2 本条是阐述各动物展区内部设计要求。展区设计首先要

组织好游人参观路线，最佳方式是形成各个动物展区的参观环

路。环路指在保证游览主线为单向行进的基础上，从主线分支进

人动物展区的环形参观线路。环路起于游览主线(一级园路或二

级园路)归于游览主线，保持与游览主线相同的行进方向，为游

人提供选择余地井有效保证游览主线的畅通。其次，根据不同动

物的展区结合游人参观方式设置隔障防护设施。

5.2 场地设计

5.2.3 动物展区隔障设施高程除参考本规起相关规定外，还应

充分与动物饲养专家沟通，得到动物专业人士的认可。

5.2.5 动物展区堆山、叠石、塑假山结构设计除了各项荷载计

算外，还需考虑、某些动物的掘土、摩擦、拍打、撞击、噬咬等可

能对结构稳定性有破坏作用的习性。

5.2.6 水禽湖一般会设有湖心岛供水禽上岸活动、栖息，湖心

岛的驳岸应设计为缓坡人水式。湖体周边的驳岸为防止水禽上

岸，正常水位至岸顶宜有不小于 40cm 的垂直高差。

5.2.9 笼舍内的水泥地面的粗糙度、质地、坡度应根据所养动

物的情况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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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种植设计

5.3.2 动物外舍和散养区种植设计要充分考虑游人观赏和动物

生活展示的需求，还必须满足安全、隔离、易于管理的要求。

壤沟作为安全隔障设施应保证其视线通透，防止动物藏匿或

影响意外状况下的人工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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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防护设计

6.0.2 用于安全防护的隔障包括围网、网笼、壤沟、钢索、玻

璃或透明墙面、实体墙面等设施，各类设施应满足安全隔离、观

赏视线、动物福利的要求。

6.0.3 本条文属强制性条文。对与动物直接接触的安全防护设

施作了结构强度的规定。

作为终极隔离设施的围网、网笼结构强度应充分考虑灵长

类、飞禽、猛兽等力量型动物的作用力。通透式栏杆多用于食草

动物和走禽。嚎沟沟壁高度的设计应外侧壁高于内侧壁(降低动

物园跳跃的风险) ，在北方冬季由于水面结冰，不适合采用"捏

壤沟"的隔障方式。

6.0.4 观赏面玻璃或其他透明材料能让游人近距离观赏动物。

隔障玻璃幕墙应采用不同强度的多层夹胶玻璃。玻璃幕墙不宜用

于非展示面的隔障，特别是不能应用于动物与动物之间的隔障。

6.0.5 本条文属强制性条文。游人隔离带宽度即观赏防护栏杆

距动物活动区边界的安全距离应根据不同动物的最长股体长度计

算，例如大象展区应考虑大象在展区边缘象鼻所能达到的最远距

离，加上成人俯身伸手计算出的最大长度，其隔离带宽度不应小

于 3m。游人隔离带最小隔离距离的规定以大于成人俯身伸出手

臂长度为依据，防止人手接触动物隔离网笼或围网。

6.0.6 

4 游人观赏护栏与示意性护栏高度规定考虑方便成人与小

孩的观赏。

5 脉冲电网应与嚎沟或其他隔障设施结合使用。应注意在

展区中有幼年动物时，不应采用电网，以防止造成动物嵌塞导致

触电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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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宽×高(l5mX 5. 5mX 4m) 的空间需求是便于进行

应急事件的救援、处理。两道闸门的打开与关闭应按安全管理要

求进行控制。

8 设备设施的防护既要防止对动物造成伤害，又要防止动

物对设备设施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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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导览、标识系统设计

7.0.1 导览、标识系统是动物园与游人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载

体，尤其是在保证动物展示效果、科普教育信息传递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应作为专项进行设计。安全标志应遵照《动物园

安全标志)) CJ 115 执行。

7.0.6 

2 动物说明牌要让游人在参观过程中快速浏览并记住解说

内容，阅读时间不宜超过 30s 甚至更短。普通成人的阅读速度约

为 200 字/分钟~500 字/分钟，儿童的阅读速度略低。因此每块

说明牌字数不宜过多，且尽量使用便于记忆的短句。

7.0.11 可按褪色标准规定标识的质量验收要求，并按使用年限

规范更换流程和考虑维护费用的预算，比如 3 年内信息面板的褪

色色阶不应超过 10% ， 5 年内褪色色阶不应超过 20% ，超过

20%就应更换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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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设计

8.1 一般规定

8. 1. 1 本条文是阐明动物园建筑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原则。动物

园建筑设计应按照人、动物、自然的生态关系和周围环境、地域

文化进行综合的设计，注重游人观赏空间变化的多样性、丰富

性、新奇性和趣味性。

8. 1. 2 本条文中的动物保障建筑含动物医院、医疗室，饲料加

工、贮存场和草库，动物隔离场，动物繁殖场，动物育幼室等。

8.2 动物笼舍

8. 2. 1 - 8. 2. 3 动物园动物笼舍建筑特殊需求设计的技术要点

是依据动物生理需求与管理工作需求提出的，是动物园建筑不同

于一般公共民用建筑的特殊要求。根据动物园调研和动物园运行

的实际情况，动物笼舍建筑的设计应符合动物的体征、习性、栖

息地生态和使用、管理的要求。条文中有关光照的设计要求应考

虑以下要点:

采用玻璃隔离展示动物的内舍、外舍，在游人参观处的照度

应低于展示动物活动区域的照度，或采取防镜面反射措施，并应

特别注意通风设计。

8.2.4 应用与本条文相关的附录表 B 时，应参考相关的饲养管

理指南。欧美动物园已有系列的管理指南成果，中国动物协会编

辑出版了多本饲养管理指南，如《金丝猴饲养管理指南》等。

8.3 动物医院、医疗室

8.3.1-8.3.3 动物医院是动物园中必要、特殊的建筑，中型及

以上的动物园应设置动物医院。动物医院在E生、安全等方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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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要符合人的医院的要求，还应充分考虑到野生动物疾病诊断的

特殊性(包括实验室、化学与生物药品、生物源、放射源品等工

作的安全风险) ，功能分区及房间职能的划分、布局、大小又要

适用于动物的特殊性。因此，动物园动物医院设计既不同于为人

看病的医院，又与宠物医院有区别。

动物园动物医院要满足动物疾病诊断、治疗、动物死亡后的

尸体处理等功能需要，但国内外还没有专门的动物医院的设计标

准。为此，在编写本设计规范过程中，总的原则是通用要求部分

参照国内的相关行业要求或标准，如《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 51039、《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ìì GB 19489 ，放射室的放

射源防护应符合《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标准 ìì GBZ 130 等

相关的设计标准或要求，包括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基本设置

有关要求。特殊的部分，如功能区的划分、一些工作室的大小

等，是根据北京动物园等的实际使用经验编写的，是多年来的经

验积累。(注:管理水平指动物医院的人员编制、技术力量和可

能开展的检测项目等因素)

危化物品储藏室、枪支保存室设计可参考国内公安系统的有

关要求。

8.4 饲料加工、贮存场和草库

8.4.1-8.4.8 饲料加工、贮存场和草库标准的形成是依据我国

动物园现状和经济发展水平，集多家动物园管理经验而成。

8‘ 5 动物隔离场

8.5.1-8.5.6 该标准的形成是依据我国动物园现状和经济发展

水平，集多家动物园管理经验而成，也是国内动物园的首创

标准。

8.6 动物繁殖场

8. 6. 1-8. 6. 5 动物繁殖场标准的形成是依据我国动物园现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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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集多家动物匾管理经验而成。

8.7 动物青幼童

8.7.1-8.7.3 动物育幼室标准的形成是依据我国动物园现状和

经济发展水平，集多家动物园管理经验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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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备

9.1 给水排7.1<

9. 1. 2 由于笼舍的冲洗用水与动物存在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可能，

防止管网由于产生虹吸现象对生活给水管网的水质产生二次

污染。

9. 1. 3 为方便管理，本条文对笼舍冲洗龙头作出相应的要求。

9. 1. 7 动物园的草食动物的粪便杂质较大，为了不堵塞园内的

污水管网，建议在笼舍的排出口处设便于清掏的沉淀池。

9. 1. 8 本条文属强制性条文。当疫情发生时，应有相应的措施

保证疫情不扩散。

9. 1. 9 动物经常活动的场所易产生大量的粪便，因此动物活动

区域的雨水应排人污水管网系统。

9.2 供暖、通凤和空气调节

9.2.5 动物笼舍优先采用自然通风，采用玻璃隔离展示动物的

内舍、外舍，应进行通风设计。

9.3 电气

9.3.2 本条文属强制性条文。根据动物园的特点，一些危险动

物的园区需设置电子围栏系统米防他危险动物越出边界。脉冲电

子围栏一旦断电，会使危险动物脱离限制而越出边界，对游人造

成伤害。

动物医院手术室中断供电将导致手术无法正常进行，会危及

手术中动物的生命安全，因此需要以医疗场所最高级别的 2 类进

行设置。

动物繁殖场、动物育幼育雏室中需使用一些保护动物幼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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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比如保温箱等，中断供电会危及幼雏的生命安全。

有些动物展馆与笼舍因动物习性要求设置有暖通、空调设

备，比如企鹅馆、北极熊馆和熊猫馆等，一旦停电将危及这些动

物的生命安全。

9.3.3 对动物园进行规划时，通常会根据饲养动物的种类、数

量、展览方案、分期引进计划等进行分区。不同的分区，对配电

系统的要求也不一样，设计时可以根据分区规划分别设置不同的

供电区块，这样不仅能够提升配电的可靠性、灵活性，也给运营

和维护带来了方便。

1 本款根据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3 -

2013 制订，动物粪便、尿液的挥发气体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变

电所选址时应避开园区的下风向。

9.3.4 

3 太阳光是自然环境中最重要的光源，太阳光到达地面的

自然辐射主要包括不同光波区域的紫外线、可见光及近红外光。

太阳光对动物的生长非常重要，同时晨昏交替也影响着动物的准

昼夜节律。因此，在动物园动物笼舍设计中应充分利用自然光。

同时，自然光零能耗、零排放、零成本，动物园笼舍建筑设计应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 2013。昼

夜明暗交替时间根据《实验动物设施建筑技术规范>> GB 50447-

2008 第 3.2.1 条制订。

室内展出的爬行类动物等往往得不到充足的 UVA、 UVB。

为避免 UVA、 UVB 缺乏对动物造成的不良影响，有些厂家己专

门研发出针对不同动物的全光谱照明灯具。部分动物园的工作人

员会定期使用专用灯具为有需要的动物进行照射，此时仅设计一

般的照明灯具即可。因此，设计人员应充分与动物园方面进行沟

通，了解其具体需求，有需要时应采用专用灯具。

5 有研究表明，除极少数在夜间活动的动物外，大多数动

物在晚上安静不动，不喜欢强光照射。可是夜间城市照明产生的

天空光、溢散光、干扰光和反射光往往把动物生活和休息环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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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亮，打乱了动物昼夜生活的生物钟的节律，使之不能入睡和

休息，甚至影响进食、繁衍和生存。因此，动物园夜间宜进行灯

光照明管理。

有些夜间动物园设有道路照明系统，部分动物园设置有夜间

值班照明，这些照明灯具的溢散光不得干扰到动物展舍。

9.3.5 

2 TT 系统通常采用 RCD作为接地故障的保护电器，这样

会降低系统的可靠性。

3 本条根据《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ìì (第四版)下册第

1475~ 1477 页制订。等电位联结及金属网的安装方式应能持久

防止机械应力和动物尿液等的损伤和腐蚀。电热设备与动物和易

燃物品的安全距离应满足生产厂家说明书的最低要求。当电热设

备生产厂家说明书没有注明最小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建议距离不

应小于 O.5m o

9.3.7 

5 室外广播采用分区控制，可以根据不同的动物种群播放

不同的内容，能够营造风格各异的播放效果，增强科普教育的作

用。设置分区呼叫站能够方便和增强工作人员与游人之间的

互动。

6 动物展馆、笼舍及活动区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可兼

作科学研究，同时可利用该系统将相关影像同步共享至动物园

网站。

7 很多动物展馆与笼舍未设置值班室，当设备出现故障可

能危及动物生命时，管理人员往往不能及时掌握现场情况，因此

本条作出相关规定。

9 设置自动售票及自动查验票系统，能够降低工作人员的

劳动强度，控制进入动物园的人流，提高游人通行效率。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