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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公司的内部生态平衡，同时预防外部生物物种对公司生产、环

境和生态系统造成潜在危害。

2、适用范围

适用于戴卡凯斯曼成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关于生物多样性、生物入侵的管理。

3、职责

安全环保科负责生物多样性、生物入侵的管理，识别并公布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及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名单，同时负责外来人员、外部施工人员的相关方告知，销售、采购负责与供

方、顾客、运输方等相关方进行沟通。

4、定义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

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5、管理要求

5.1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分四种：

5.1.1 是就地保护，大多是建自然保护区，比如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等；

5.1.2 是迁地保护，大多转移到动物园或植物园，比如，水杉种子带到南京的中山陵植物园

种植等；

5.1.3 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研究，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和政策；

5.1.4 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宣传和教育。

5.2 其中最重要的是就地保护，可以免去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人和自然都有好处。就地保

护利用原生态的环境使被保护的生物能够更好的生存，不用再花时间去适应环境，能够保证

动物和植物原有的特性。

5.3 对我们企业而言，最重要的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宣传和教育，让全厂所有员工都

清楚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厂内做到不排放超标废气，不排放超标废水，不排放超标的噪音，

危险废弃物交给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置，尽量减少对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厂区内，做好

绿化工作，营造舒适自然的环境。重复利用可回收资源，例如打印纸可以用双面；节约水电

资源；为 自然为生物的多样性创造有利的条件。

5.4 生物入侵管理程序具体目标包括：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739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1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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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平衡保持:通过有效的生物入侵管理，确保公司内部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防止

外来物种对原有生态平衡造成破坏。

（2）设施和财产保护:防止外部生物入侵对公司设施、设备和财产造成损害，维护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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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性和安全性。

（3）环境保护: 减少外来生物物种对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维护生态多样性，遵循环境法规，

保护自然资源。

（4）员工健康与安全:确保员工在安全的工作环境下工作，减少因生物入侵引起的潜在健康

风险。

（5）合规性要求满足: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规，行生物入侵管理的合规性要求，避免可能

的法律和财务风险。

5.5 生物入侵识别和监控

生物入侵识别和监控是戴卡凯斯曼成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生物入侵管理程序的核心环

节，旨在及早发现和跟踪外来生物物种的出现和扩散,以便采取相应措施来减轻潜在影响。以

下是该环节的关键内容：

（1）定期巡检和设施巡视：设立定期的巡检计划，包括对公司内部设施、生产区域和周边环

境的巡视。员工需注意异常迹象，如新物种、不寻常的群体增加等。

（2）生态环境监测: 利用传感器、监控摄像头等技术手段对公司周边环境进行实时监测。这

有助于捕捉外部生物入侵的初期迹象，以便及时采取行动。

（3）早期警报系统:建立早期警报系统，根据已知的生物入侵威胁和生态特征，设定警报指

标，一旦指标超过阈值，及时发出警报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计划。

（4）数据分析和趋势预测:对监测数据进行定期分析，识别生物入侵的趋势和变化。通过数

据分析，可以预测可能的扩散路径和影响范围。

（5）联合监测与合作:与相关环保部门、科研机构、社区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生物侵

入的监测工作，分享信息和经验，提高整体监测效率。

5.5 风险评估与分类

5.5.1 开展详尽的外来物种调查，深入了解其生态习性、扩散途径、竞争优势等方面的信息。

5.5.2 基于调查数据，将不同外来物种进行严谨的风险定级，将其分为高、中、低不同风险

级别，为进一步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5.5.3 进行影响评估，综合考虑外来物种可能对本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经济和人类健

康造成的潜在影响。

5.5 生物入侵应急响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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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应急响应步骤:制定外来生物入侵应急响应计划，明确发现外来物种后的紧急处理步骤

和责任分工。

5.6.2 应急控制措施:规定应急控制措施，包括清除、离、消毒等，以最小化外来物种的影响。

5.6.3 定期评估:定期评估生物入侵管理程序的有效性，发现问题和不足，及时调整和改进措

施。

5.6.4 最佳实践应用:借鉴行业内的最佳实践和科学研究成果,不断提升生物入侵管理水平。

5.6.5 通过实施这一生物入侵管理程序，戴卡凯斯曼成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将能够降低外

部生物入侵风险，保护内外环境的健康和稳定，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6、附则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监督执行和解释修订由安全环保科负责。

7、附件

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记录 L01-KSM(C)-ASI-15/A

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 F01-KSM(C)-ASI-15/A

生物多样性评估报告 F02-KSM(C)-ASI-15/A

8、审批表

版 本 编 制 审 核 批 准 生效日期

A 胡彬 马朝辉 李甲天 202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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