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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节选）

（2022年修订，2023年 5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节选节选））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野
生动物保护及相关活动，适用本法。

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
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
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本法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是指野生动物
的整体（含卵、蛋）、部分及衍生物。

珍贵、濒危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水生野
生动物的保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有
关法律的规定。

第七条 国务院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分别
主管全国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野生
动物保护工作负责，其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分
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
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
责野生动物保护相关工作。

第十条 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
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论证
评估后，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征求国务院
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生态环境、卫生健
康等部门意见，组织科学论证评估后制定并公布。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指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以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的野生

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科学论证评估，征求国
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意见后制定、公布。

对本条规定的名录，应当每五年组织科学论
证评估，根据论证评估情况进行调整，也可以根
据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第二十三条 猎捕者应当严格按照特许猎捕
证、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或者限额、地点、工

具、方法和期限进行猎捕。猎捕作业
完成后，应当将猎捕情况向核发

特许猎捕证、狩猎证的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
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猎
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应当由专业机构和
人员承担；猎捕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有条
件 的 地 方 可 以 由 专 业
机构有组织开展。

持枪猎捕的，应当依
法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持

枪证。
第二十八条 禁止出售、购

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

因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
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
规定取得和使用专用标识，保证可追溯，但国务院
对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

出售、利用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
当提供狩猎、人工繁育、进出口等合法来源证明。

第三十一条 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
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前款规定的野生动物。

禁止生产、经营使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

第三十二条 禁止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
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禁止为违法
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制品发布广告。

第三十三条 禁止网络平台、商品交易市场、餐
饮场所等，为违法出售、购买、食用及利用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展示、交
易、消费服务。

第三十四条 运输、携带、寄递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调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出县境的，应当持有或者附有本法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或者第二十九条规
定的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

运输、携带、寄递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依
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出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出县
境的，应当持有狩猎、人工繁育、进出口等合法来源
证明或者专用标识。

运输、携带、寄递前两款规定的野生动物出县
境的，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
规定附有检疫证明。

铁路、道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企业对托
运、携带、交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当查验其相
关证件、文件副本或者专用标识，对不符合规定的，
不得承运、寄递。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
主管部门应当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
演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活动进行规范和监
督管理。

市场监督管理、海关、铁路、道路、水运、民航、
邮政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交易、利用、运输、携带、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检
查。

国家建立由国务院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牵
头，各相关部门配合的野生动物联合执法工作协调
机制。地方人民政府建立相应联合执法工作协调
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
门和其他负有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的部
门发现违法事实涉嫌犯罪的,应
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具有侦查、
调查职权的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野生
动物保护犯罪案件过程
中认为没有犯罪事实，
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
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
任，但应当予以行政处
罚的，应当及时将案件
移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和其他负有野生动物保护
职责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
依法处理。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
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的部门，在履行本法规定

的职责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与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为有关

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调查；
（二）对野生动物进行检验、检测、抽样取证；
（三）查封、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

移、销毁、隐匿或者篡改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
（四）查封、扣押无合法来源证明的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查封、扣押涉嫌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或者非
法收购、出售、加工、运输猎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工具、设备或者财物。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
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
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狩
猎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
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处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在自然保护地、禁猎（渔）区、禁猎（渔）期
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二）未取得狩猎证、未按照狩猎证规定猎捕有
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
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三）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在自然保护地、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
具、方法猎捕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破坏生态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
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

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
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
获物价值不足一千元的，并
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持
枪证持枪猎捕野生动物，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还应当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
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

定，未经批准、未取得或者未按照规定使用专用标
识，或者未持有、未附有人工繁育许可证、批准文件
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
寄递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依照本
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
责令关闭违法经营场所，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
值二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
工繁育许可证、撤销批准文件、收回专用标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第一
款、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持有合法来源证明
或者专用标识出售、利用、运输、携带、寄递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动物，并处野生动物价值一
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第四款规定，铁路、道路、
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企业未按照规定查验或者
承运、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交通运输、铁路
监督管理、民用航空、邮政管理等相关主管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
四款规定，食用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本法规定保护
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
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二十倍以下
罚款；食用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批评教育，没
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情节严重的，并处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生产、经营
使用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
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责令关
闭违法经营场所，并处违法所得十五倍以上三十倍
以下罚款；生产、经营使用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制作的食品的，给予批评教育，没收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白冠长尾雉（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

↑野生蕙兰（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

在第十一个在第十一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来临之际来临之际，，随州市自然随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呼吁资源和规划局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建人与野生动植物和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建人与野生动植物和
谐共生的美丽家园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构建野生动植物智慧保护体系构建野生动植物智慧保护体系！！

第二条 本条例所保护的野生植物，是指原生地天然
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经济、科
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

药用野生植物和城市园林、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内的野生植物的保护，同时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第十条 野生植物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地
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

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由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
简称国务院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商国务院环境保护、
建设等有关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是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以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保护的野生植物。地方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
定并公布，报国务院备案。

第二十三条 未取得采集证或者未按照采集证的规
定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由野生植物行政主管
部门没收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
所得 10倍以下的罚款;有采集证的，并可以吊销采集证。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售、收购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野生植物行
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植物和违法所得，可
以并处违法所得 10倍以下的罚款。

湖北省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新版）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备注

兽纲MAMMALIA（3目8科17种）
食肉目食肉目食肉目食肉目 CARNIVORA

鼬科鼬科鼬科鼬科 Mustelidae

1 香鼬 Mustelaaltaica
2 黄腹鼬 Mustelakathiah

3 黄鼬 Mustelasibirica

4 鼬獾 Melogalemoschata

5 狗獾 Melesmeles

6 猪獾 Arctonyxcollaris

灵猫科灵猫科灵猫科灵猫科 Viverridae
7 果子狸 Pagumalarvata 仅限野外种群，原名“花面狸”

獴科獴科獴科獴科 Herpestidae

8 食蟹獴 Herpestesurva

偶蹄目偶蹄目偶蹄目偶蹄目 ARTIODACTYLA

鹿科鹿科鹿科鹿科 Cervidae

9 小麂 Muntiacusreevesi
10 狍 Capreoluspygargus

啮齿目啮齿目啮齿目啮齿目 RODENTIA

松鼠科松鼠科松鼠科松鼠科 Sciuridae

11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erythraeus 原名“红腹松鼠”

12 红腿长吻松鼠 Dremomyspyrrhomerus

鼯鼠科鼯鼠科鼯鼠科鼯鼠科 Petauristidae

13 红白鼯鼠 Petauristaalborufus

14 灰头小鼯鼠 Petauristacaniceps 原名“棕足鼯鼠”

15 复齿鼯鼠 Trogopterusxanthipes

豪猪科豪猪科豪猪科豪猪科 Hystricidae

16 中国豪猪 Hystrixhodgsoni 仅限野外种群，原名“豪猪”

鼹型鼠科鼹型鼠科鼹型鼠科鼹型鼠科 Spalacidae

17 中华竹鼠 Rhizomyssinensis 原名“竹鼠”

鸟纲AVES（12目37科79种）
鸡形目鸡形目鸡形目鸡形目 GALLIFORMES

雉科雉科雉科雉科 Phasianidae

18 中华鹧鸪 Francolinuspintadeanus

19 鹌鹑 Coturnixjaponica 仅限野外种群

20 灰胸竹鸡 Bambusicolathoracicus

雁形目雁形目雁形目雁形目 ANSERIFORMES

鸭科鸭科鸭科鸭科 Anatidae

21 豆雁 Anserfabalis

22 灰雁 Anseranser

23 赤麻鸭 Tadornaferruginea

24 罗纹鸭 Marecafalcata

25 红头潜鸭 Aythyaferina

26 白眼潜鸭 Aythyanyroca

27 普通秋沙鸭 Mergusmerganser

??目??目??目??目 PODICIPEDIFORMES

????????’’’’科科科科 Podicipedidae

28 凤头?? Podicepscristatus

夜鹰目夜鹰目夜鹰目夜鹰目 CAPRIMULGIFORMES

夜鹰科夜鹰科夜鹰科夜鹰科 Caprimulgidae

29 普通夜鹰 Caprimulgusindicus

雨燕科雨燕科雨燕科雨燕科 Apodidae

30 短嘴金丝燕 Aerodramusbrevirostris

31 白喉针尾雨燕 Hirundapuscaudacutus

32 白腰雨燕 Apuspacificus

鹃形目鹃形目鹃形目鹃形目 CUCULIFORMES

杜鹃科杜鹃科杜鹃科杜鹃科 Cuculidae

33 红翅凤头鹃 Clamatorcoromandus

34 翠金鹃 Chrysococcyxmaculatus

35 小杜鹃 Cuculuspoliocephalus

36 四声杜鹃 Cuculusmicropterus

37 大杜鹃 Cuculuscanorus

鹤形目鹤形目鹤形目鹤形目 GRUIFORMES

秧鸡科秧鸡科秧鸡科秧鸡科 Rallidae

38 红胸田鸡 Zaporniafusca

39 董鸡 Gallicrexcinerea

鸻形目鸻形目鸻形目鸻形目 CHARADRIIFORMES

蛎鹬科蛎鹬科蛎鹬科蛎鹬科 Haematopodidae

40 蛎鹬 Haematopusostralegus

鸻科鸻科鸻科鸻科 Charadriidae

41 凤头麦鸡 Vanellusvanellus

42 长嘴剑鸻 Charadriusplacidus

彩鹬科彩鹬科彩鹬科彩鹬科 Rostratulidae

43 彩鹬 Rostratulabenghalensis

鹬科鹬科鹬科鹬科 Scolopacidae

44 丘鹬 Scolopaxrusticola

45 灰尾漂鹬 Tringabrevipes

46 红腹滨鹬 Calidriscanutus

47 红颈滨鹬 Calidrisruficollis

48 弯嘴滨鹬 Calidrisferruginea

三趾鹑科三趾鹑科三趾鹑科三趾鹑科 Turnicidae

49 黄脚三趾鹑 Turnixtanki

鸥科鸥科鸥科鸥科 Laridae

50 三趾鸥 Rissatridactyla

51 西北利亚银鸥 Larussmithsonianus 原名“银鸥”

52 普通燕鸥 Sternahirundo

鹈形目鹈形目鹈形目鹈形目 PELECANIFORMES

鹭科鹭科鹭科鹭科 Ardeidae

53 苍鹭 Ardeacinerea

54 草鹭 Ardeapurpurea

55 大白鹭 Ardeaalba

56 中白鹭 Ardeaintermedia

犀鸟目犀鸟目犀鸟目犀鸟目 BUCEROTIFORMES

戴胜科戴胜科戴胜科戴胜科 Upupidae

76 白颈鸦 Corvuspectoralis

苇莺科苇莺科苇莺科苇莺科 Acrocephalidae

77 远东苇莺 Acrocephalustangorum

蝗莺科蝗莺科蝗莺科蝗莺科 Locustellidae

78 矛斑蝗莺 Locustellalanceolata

79 斑背大尾莺 Locustellapryeri

燕科燕科燕科燕科 Hirundinidae

80 家燕 Hirundorustica

81 毛脚燕 Delichonurbicum

82 金腰燕 Cecropisdaurica

莺鹛科莺鹛科莺鹛科莺鹛科 Sylviidae

83 红嘴鸦雀 Conostomaaemodium

84 金色鸦雀 Suthoraverreauxi

鳾科鳾科鳾科鳾科 Sittidae

85 黑头鳾 Sittavillosa

鹟科鹟科鹟科鹟科 Muscicapidae

86 绿背姬鹟 Ficedulaelisae

87 白腹暗蓝鹟 Cyanoptilacumatilis

太平鸟科太平鸟科太平鸟科太平鸟科 Bombycillidae

88 小太平鸟 Bombycillajaponica

丽星鹩鹛科丽星鹩鹛科丽星鹩鹛科丽星鹩鹛科 Elachuriade

89 丽星鹩鹛 Elachuraformosa

花蜜鸟科花蜜鸟科花蜜鸟科花蜜鸟科 Nectariniidae

90 蓝喉太阳鸟 Aethopygagouldiae

91 叉尾太阳鸟 Aethopygachristinae

燕雀科燕雀科燕雀科燕雀科 Fringillidae

92 黑头蜡嘴雀 Eophonapersonata

铁爪鹀科铁爪鹀科铁爪鹀科铁爪鹀科 Calcariidae

93 铁爪鹀 Calcariuslapponicus

鹀科鹀科鹀科鹀科 Emberizidae

94 凤头鹀 Melophuslathami

95 田鹀 Emberizarustica

96 红颈苇鹀 Emberizayessoensis

爬行纲 REPTILIA（1目 7科 17种）
有鳞目有鳞目有鳞目有鳞目 SQUAMATA
鬣蜥科鬣蜥科鬣蜥科鬣蜥科 Agamidae

97 草绿龙蜥 Diplodermaflaviceps
98 丽纹龙蜥 Diplodermasplendidum

蜥蜴科蜥蜴科蜥蜴科蜥蜴科 Lacertidae
99 峨眉草蜥 Takydromusintermedius

石龙子科石龙子科石龙子科石龙子科 Scincidae
100 股鳞蜓蜥 Sphenomorphusincognitus

盲蛇科盲蛇科盲蛇科盲蛇科 Typhlopidae
101 钩盲蛇 Indotyphlopsbraminus 原名“盲蛇”

游蛇科游蛇科游蛇科游蛇科 Colubridae
102 王锦蛇 Elaphecarinata 仅限野外种群

103 棕黑锦蛇 Elapheschrenckii
104 黑眉锦蛇 Elaphetaeniura
105 玉斑锦蛇 Euprepiophismandarina
106 乌梢蛇 Ptyasdhumnades
107 滑鼠蛇 Ptyasmucosa

眼镜蛇科眼镜蛇科眼镜蛇科眼镜蛇科 Elapidae
108 银环蛇 Bungarusmulticinctus
109 舟山眼镜蛇 Najaatra
110 中华珊瑚蛇 Sinomicrurusmacclellandi

蝰科蝰科蝰科蝰科 Viperidae
111 白头蝰 Azemiopskharini
112 尖吻蝮 Deinagkistrodonacutus
113 短尾蝮 Gloydiusbrevicaudus

两栖纲 AMPHIBIA（1目 4科 18种）
无尾目无尾目无尾目无尾目 ANURA
铃蟾科铃蟾科铃蟾科铃蟾科 Bombinidae

114 利川铃蟾 Bombinalichuanensis
115 微蹼铃蟾 Bombinamicrodeladigitora

角蟾科角蟾科角蟾科角蟾科 Megophryidae
116 短肢角蟾 Boulenophrysbrachykolos
117 尾突角蟾 Boulenophryscaudoprocta

118 小角蟾 Boulenophrysminor
119 桑植角蟾 Boulenophryssangzhiensis
120 巫山角蟾 Boulenophryswushanensis
121 峨山掌突蟾 Leptobrachellaoshanensis
122 利川齿蟾 Oreolalaxlichuanensis
123 红点齿蟾 Oreolalaxrhodostigmatus

蟾蜍科蟾蜍科蟾蜍科蟾蜍科 Bufonidae
124 中华蟾蜍 Bufogargarizans 原名“中华大蟾蜍”

125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melanostictus
树蛙科树蛙科树蛙科树蛙科 Rhacophoridae

126 斑腿泛树蛙 Polypedatesmegacephalus
127 大树蛙 Zhangixalusdennysi
128 宝兴树蛙 Zhangixalusdugritei
129 白线树蛙 Zhangixalusleucofasciatus
130 黑点树蛙 Zhangixalusnigropunctatus
131 利川树蛙 Zhangixaluswui

昆虫纲（INSECTA）（2目4科5种）
鞘翅目鞘翅目鞘翅目鞘翅目 COLEOPTERA
虎甲科虎甲科虎甲科虎甲科 Cicindelidae

132 双锯球胸虎甲 Theratesbiserratus
鳞翅目鳞翅目鳞翅目鳞翅目 LEPIDOPTERA
凤蝶科凤蝶科凤蝶科凤蝶科 Papilionidae

133 宽尾凤蝶 Agehanaelwesi
眼蝶科眼蝶科眼蝶科眼蝶科 Satyridae

134 山地白眼蝶 Melanargiamontana
蛱蛱蛱蛱蝶科蝶科蝶科蝶科 Nymphalidae

135 珀翠蛱蝶 Euthaliapratti
136 玫环蛱蝶 Neptismeloria

57 戴胜 Upupaepops
佛法僧目佛法僧目佛法僧目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佛法僧科佛法僧科佛法僧科佛法僧科 Coraciidae

58 三宝鸟 Eurystomusorientalis
翠鸟科翠鸟科翠鸟科翠鸟科 Alcedinidae

59 蓝翡翠 Halcyonpileata
啄木鸟目啄木鸟目啄木鸟目啄木鸟目 PICIFORMES
拟啄木鸟科拟啄木鸟科拟啄木鸟科拟啄木鸟科 Capitonidae

60 大拟啄木鸟 Psilopogonvirens
啄木鸟科啄木鸟科啄木鸟科啄木鸟科 Picidae

61 蚁? Jynxtorquilla
62 斑姬啄木鸟 Picumnusinnominatus
63 棕腹啄木鸟 Dendrocoposhyperythrus
64 星头啄木鸟 Dendrocoposcanicapillus

65
灰头绿啄木

鸟
Picuscanus 原名“黑枕绿啄木鸟”

雀形目雀形目雀形目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黄鹂科黄鹂科黄鹂科黄鹂科 Oriolidae

66 黑枕黄鹂 Orioluschinensis
莺雀科莺雀科莺雀科莺雀科 Vireonidae

67 淡绿鵙鹛 Pteruthiusxanthochlorus
卷尾科卷尾科卷尾科卷尾科 Dicruridae

68 黑卷尾 Dicrurusmacrocercus
69 发冠卷尾 Dicrurushottentottus

王鹟科王鹟科王鹟科王鹟科 Monarchidae
70 寿带 Terpsiphoneincei 原名“寿带鸟”

伯劳科伯劳科伯劳科伯劳科 Laniidae
71 虎纹伯劳 Laniustigrinus
72 红尾伯劳 Laniuscristatus
73 棕背伯劳 Laniusschach

鸦科鸦科鸦科鸦科 Corvidae
74 红嘴蓝鹊 Urocissaerythroryncha
75 星鸦 Nucifragacaryocatactes

新版《湖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共收录陆生野生动物 136种，较 1994年版
数量增加 14种；其中调出 41种，调入 55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