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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提出、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广西生态学学会、

广西乐源大容山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覃子蕴、樊帆、谢劲松、罗应华、黄天述、曾庆龙、周晓果、尹家炀、李月东、

刘雁玲、马坚炜、孙冬靖、苏焕鹏、周小颖、黄芩芬、候小利、罗洁、刘莹、冯敏婷、黄丽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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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基地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自然教育基地建设涉及的术语和定义，确立了自然教育基地的建设原则，规定了基本

要求、建设内容、运行管理、监督管理以及评价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自然教育基地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 

GB/T 20416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技术规程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T 51046  国家森林公园设计规范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JGJ 62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64  饮食建筑设计标准 

LB/T 007  绿色旅游饭店 

LY/T 2005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教育  nature education 

以自然环境为背景,依托自然资源,通过提供设施和人员服务引导公众亲近自然、认知自然、保护自

然的主题性教育过程。 

[来源：LY/T 3329—2022,3.1] 

3.2  

自然教育基地  nature education base 

具有一定面积的自然场地，配套有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设施及人员，且能够提供多种形式自然教育

课程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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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原则 

4.1 保护优先 

注重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控制设施规模，避开野生动物活动场所或迁徙路

线，不对自然资源、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保护对象的栖息环境造成破坏，不对环境造成污染。 

4.2 协调发展 

设施规划设计符合生态环保理念，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宜就地取材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4.3 地方特色 

自然教育基地建设应因势利导，积极发现、挖掘和传承自然与文化资源，体现当地的人文、地理、

生物多样性等特征。 

4.4 互动体验 

调动参与者五感（视、听、嗅、味、触）多方位地感知和接触自然，以互动体验的方式开展活动，

培养参与者同理心、认知能力、实践能力、集体观念和创新精神。 

5 基本要求 

5.1 自然教育基地边界清晰，权属无争议，能长期作为自然教育基地使用。 

5.2 自然教育基地范围及周边的自然生态系统应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自然景观或自然遗产特色明显，

生物多样性富集，文化底蕴突出，利于设计和开发多种自然教育课程。 

5.3 自然环境良好，周边 2
 
km范围内不应存在大气、水源土壤、噪声等固定污染源以及地质灾害等安

全隐患。 

5.4 生态环境安全，无森林病虫害等有害生物成灾风险和野生动物疫源疾病风险记录。 

5.5 自然教育基地内应干净整洁，垃圾清理及时，收运设施完善，无塑料污染情况。 

5.6 生活饮用水卫生应符合 GB 5749的规定，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095 的规定，声环境质量应符

合 GB 3096的规定。 

5.7 可达性好，连接自然教育基地的外部公路应畅通，且符合安全行车要求。 

5.8 应拥有专职课程开发团队或聘请外部机构进行课程开发，课程定期更新和优化升级。 

5.9 应根据自然教育方案与活动计划，配备规范的硬件资源。 

6 建设内容 

6.1 场地 

6.1.1 自然教育基地面积不小于 20
 
hm

2
。 

6.1.2 自然教育基地接待规模与环境承载量相适应，符合 GB/T 20416要求。 

6.1.3 应具备分区合理、功能完善、安全便捷的室外活动设施。包括但不限于生态科普设施、互动体

验设施、休闲娱乐设施、景观欣赏设施、健身拓展设施等。 

6.1.4 应具备功能分区合理，面积适宜的室内自然教育活动场所。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体验馆、自然多

媒体教室、自然创意坊等体验型场所，标本馆、博物馆等展示型场所。 

6.1.5 应根据体验路径格局，设置科学准确、通俗易懂、与环境充分融合的自然教育解说、引导标识

和标牌、科普长廊等。对野生动植物和鸟类栖息地、古树名木等可供开展自然教育的典型性、独特性场

所采取必要保护措施。 

6.2 设施设备 

6.2.1 基础设施 

6.2.1.1 包括人工步道、手作步道和自然小径等，设计和建设应顺应自然、和谐环保，具有观赏自然

景观、进行自然体验和获取自然生态及人文历史知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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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路面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注重安全、自然、简朴、舒适，最大化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冲

击和扰动。步道路线宜设计为环道系统，沿途设置自然科普与文化解说标牌和解说站点，提供解说服务。 

6.2.1.3 步道应配套设置休息点、应急报警电话、安全警示标牌、垃圾回收系统。 

6.2.1.4 建筑设施、照明设施和语音播报系统等，应减少对动物和环境的影响。 

6.2.1.5 应配备一般伤病医务室，配备急求箱、AED等应急设备。 

6.2.1.6 应配置访客问询和服务中心、休息场所、避难所等必要的服务设施。 

6.2.1.7 宜采取生态方式配置或建立停车场。 

6.2.2 辅助设施 

6.2.2.1 住宿设施应符合 JGJ 62的规定。 

6.2.2.2 餐饮设施应符合 JGJ 64的规定。 

6.2.2.3 餐厅微小气候、空气质量、通风等卫生标准，餐厅内外卫生应符合 GB 37487的规定。餐（饮）

具消毒卫生应符合 GB 14934的规定。 

6.2.2.4 餐饮、住宿环境应符合 LB/T 007的规定。 

6.2.2.5 厕所设置应符合 GB/T 18973 的规定，并具展示功能。 

6.2.2.6 生活污水应集中处理，符合 GB 8978的规定，并具展示功能。 

6.2.2.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应符合 GB 16889或 GB 18485的规定，并具展示功能。 

6.2.2.8 建筑垃圾处理应符合 CJJ/T 134的规定。 

6.2.2.9 电气、通讯网络、安全等设施应符合 LY/T 2005、GB/T 51046和 GB/T 20416的规定。 

6.2.2.10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GB/T 10001.2的规定。 

6.2.2.11 安全标志及使用应符合 GB 2893、GB 2894的规定。 

6.2.2.12 配置室内外信息栏，及时向参与者提供空气质量指数、紫外线指数，以及雨雪、雷电等灾害

性天气预警等气象信息服务。 

6.3 人员要求 

6.3.1 管理人员 

6.3.1.1 结构合理，岗位分工明确，应至少配备 3名专门负责或分管自然教育的管理人员。 

6.3.1.2 能够承担基地日常运行、后勤保障、安全保障、宣传推广等工作。 

6.3.2 服务人员 

6.3.2.1 服务人员人数配比 1∶10人。 

6.3.2.2 应至少配备 3 名专职自然教育师，且均接受过专业学习或专业机构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

书，并满足以下条件： 

—— 热爱自然教育工作，具备专业、系统的自然与环境相关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专业的授课能

力，能够执行自然主题的课程教学和体验活动，传递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理念； 

—— 具备较强的引领和带动能力，能够激发参与者对自然生态的兴趣和关爱，并逐步建立正确的

生态伦理观； 

—— 能完成课程组织带领等工作，确保各项自然教育设施的正常运转和课程活动的有效开展。 

6.3.2.3 应配备至少 3名专职自然解说员，并满足以下条件： 

—— 对所处自然教育基地有较全面的了解，能够对典型自然生境、物种及事件等进行科学生动的

解说； 

—— 每年参加不少于 2次的自然教育专业培训。 

6.3.2.4 每次活动应至少配备 1名安全员，安全员定期接受培训。 

6.3.2.5 应配备急救包和救护员，救护员定期接受培训，有简单处理突发伤病的能力，熟悉自然教育

基地周边的医疗资源，保障伤者及时转送医院。 

6.4 服务产品 

6.4.1 应立足于自然教育基地条件，制定有主题明确、特色鲜明、操作性强的自然教育方案与活动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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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应根据资源特色、季相变化、访客群体等研发多元化的自然教育课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生态

保护、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探究性学习、体验式活动、自然游戏、手工制作等。 

6.4.3 应重点开发针对中小学生的自然教育课程以及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教育课程。 

6.4.4 应提供系统化的自然教育课程。课程类型多样，数量不少于 3项。 

6.4.5 宜配置数量合理、内容丰富、种类齐全的相关科普读物、音像制品、宣传手册、导览图等公共

信息资料。 

6.4.6 应提供网络平台查询、预定服务，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推广。 

7 运行管理 

7.1 应具备自然教育经营主体，建立自然教育运营管理机构，形成管理体系。 

7.2 应建立健全各项服务管理制度和行为准则。 

7.3 应建立健全骨干人员培养培训机制和社会及公众共建共享机制。 

7.4 应编制有自然教育基地发展规划或建设方案，保障自然教育基地可持续发展。 

7.5 应建立完善的安全制度，具备应对突发事件、极端天气和重大事故等的安全预案；设置逃生通道

和应急避难场所。 

7.6 应在自然教育基地明显位置张贴安全须知，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活动前针对参与者进行安全宣导。 

7.7 应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安全责任落实、事故处理、责任界定及纠纷处理机制，做到责任到人。 

8 监督管理 

8.1 宜委托第三方咨询评估服务机构组织专家以材料审查、实地核查、向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了解情况、

多方调查了解等多种形式对自然教育基地进行监测评价。 

8.2 应接受主管部门的评估考核及监督。 

9 评价与改进 

9.1 应通过日常检查、周期性检查、定期回访等内部评价方式，收集服务质量信息，对服务进行评价。 

9.2 应采用服务满意度调查、第三方评价、社会监督、意见反馈等外部评价方式收集服务质量信息，

了解服务质量。 

9.3 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对出现的不合格服务进行纠正。 

9.4 分析不合格服务的产生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并跟踪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9.5 通过信息的收集与分析，不断创新服务与管理，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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