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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摄影单元

参 赛 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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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赛主题

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是全球第一个由中国人主办的同类型大赛，由中国国家地理
主办，中国国家地理·图书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承办。赛事以“生命的力量”为
主题，面向全球征集摄影、视频和自然绘画作品，希望借此来增进公众对自然生态和野
生生物的了解和热爱，促进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

创办 5年来，年赛已经成为享誉国际的自然影像赛事，是中国及全球自然影像创作、
交流与传播的专业平台。迄今已积累超过 40,000 分钟的野生生物珍贵影像，119,506 部
投稿作品，得到了来自全世界 81个国家和地区的关注，相关内容全网曝光量已达 4亿+
人次。2022 年，年赛受邀亮相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大会，
代表中国民间力量，向世界讲述了“影像保护自然”的中国故事。2023 年，年赛发起
首届中国自然影像创作者大会，成为全球首个由中国团队发起的同类型国际自然影像节
庆。

2024 年赛以“山海有灵”为主题，如约而至。人类对于自然的好奇与探索从未停
止，大自然不仅孕育了生灵万千，也赋予人类无穷的灵感。古人对自然的探索、记录和
想象，诞生了《山海经》等中国传统典籍；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对自然依然充
满了好奇，向中华传统文化致敬，去寻找现实世界中的山海灵兽，拍摄自然好故事，看
见生命的力量。2024，共赴自然影像巅峰赛事！

二、学术委员会

荣誉科学顾问 —— 珍·古道尔 博士 【英】
联合国和平使者、高级英帝国女勋爵士、珍·古道尔研究会及根与芽创始人。

科学顾问 —— 刘嘉麒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火山地质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顾问 —— 蒋志刚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

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CITES 公约中国科学机构）前常务副主任。

科学顾问 —— 李渤生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三、评委阵容（按姓名拼音排序）

评委会主席 —— 李栓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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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评委 —— 鲍永清
国际著名自然摄影师、中国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首席生态摄影师。

特邀评委 —— 罗莎蒙德·基德曼·考克斯【英】
野生动物和环境领域的编辑、图片编辑和作家，国际保护主义摄影师联盟成员。曾

担任《BBC野生动物杂志》编辑，近 40 年来，一直参与年度野生动物摄影师大赛。

特邀评委 —— 吕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及生态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

特邀评委 —— 奚志农
国际著名野生生物摄影师、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ILCP）成员、野性中国工作

室创始人。

特邀评委 —— 扬尼斯 K·西内佐斯【希腊/意大利】
作家、自然摄影师、意大利《Asferico》野生动物摄影杂志主编/艺术总监。

特邀评委 —— 袁明辉
国际著名自然摄影师、艺术家，曾获得包括WPY在内的 181 个国际顶尖专业类自

然摄影大赛奖项。

四、组别及奖项设置

2024 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摄影单元分为哺乳动物、鸟类、植物和真菌、其
他动物、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手机组骁龙特别奖七个组别。（只接受单
幅作品，不接受组照。）

详见下表：

组别 等级 名额 奖金（元）

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 年度大奖 1 50,000

哺乳动物
冠军 1 10,000
亚军 1 5,000
优秀奖 8 荣誉证书

鸟类
冠军 1 10,000
亚军 1 5,000
优秀奖 8 荣誉证书

植物和真菌
冠军 1 10,000
亚军 1 5,000
优秀奖 8 荣誉证书

其他动物
冠军 1 10,000
亚军 1 5,000
优秀奖 8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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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
冠军 1 10,000
亚军 1 5,000
优秀奖 8 荣誉证书

人与自然
冠军 1 10,000
亚军 1 5,000
优秀奖 8 荣誉证书

手机组骁龙特别奖
冠军 1 10,000
亚军 1 5,000
优秀奖 8 荣誉证书

特别说明:
1．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奖从上述 7个组别冠军中选出。

2．年赛奖金为含税金额，发放时将代缴个人所得税（20%）。

五、组别说明及评选标准

参赛者须采用生动、新颖、富有感染力的方式，表现下列类目：

1. 哺乳动物

表现野生哺乳动物的形态特征，或其令人难忘的、戏剧性的行为，凸显物种的稀有
性或行为的代表性。

2. 鸟类

表现野生鸟类的形态之美，或其独特的行为、个体或群体的精彩瞬间。

3. 植物和真菌

表现植物或真菌的独特美感；或体现其在生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对环境的重要性、
独特的生存策略等。

4. 其他动物

除哺乳动物与鸟类之外的其他类别动物，包括鱼类、两栖爬行类和无脊椎动物等，
展现其难得一见的肖像或精彩行为。

5.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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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保护地（中国自然保护体系总称）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自然公园范
围内拍摄的，具有国家代表性和独特美学价值的野生生物或自然景观的作品。

投稿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组的作品拍摄范围，必须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
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
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国外投稿作品参照当地保护地划分标准。）

6. 人与自然

展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既有冲突和矛盾，又有平衡和共存：表达人类对自然环
境、野生生物或其栖息地的影响，或气候及环境变化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作品
中不一定有人类出现，但应体现出人类的态度、决定和行动与自然世界的相互作用，相
辅相成。作品可具有挑战性、可振奋人心、可发人深思。

7. 手机组骁龙特别奖

(1) 须使用搭载骁龙处理器的手机：例如One Plus、vivo、OPPO、小米、荣耀、魅
族、华为/三星/索尼（部分型号）等。本组参赛作品请务必在作品说明处注明拍摄手机
型号。

(2) 须体现手机拍摄的灵活性与便利性，及搭载骁龙处理器的手机的拍摄功能优势：
如 2亿像素、超广角镜头、长焦镜头、色彩艳丽场景、低光照环境、微距、鹰眼模式、
认知 ISP-实时语义分割等。

(3) 须展现拍摄价值：可以展现野生生物的独特美感；或自然景观的壮美，或物种
与生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4) 不限制外接光学附件使用。

六、规则

特别说明：摄影单元规则有简体中文、英文 2种语言版本，摄影单元规则（以下简
称“规则”）的简体中文版具有最终解释和约束力。

1. 投稿截止时间：北京时间 2024 年 8 月 20 日 23 点 59 分。

2. 拍摄地域：全世界范围内。

3. 参赛资格：

（1）年赛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赛者，参赛者没有国籍、性别、年龄限制。但本
届年赛组委会工作人员、赞助商、摄影单元评委、评委的直系亲属及评委所在机构、所
属机构及相关人员不得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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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往届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摄影单元的获奖作品（冠军、亚军、优秀奖等），
不得重复参赛。

（3）使用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不得参赛。

4. 参赛费用：本次年赛不收取报名费用。

5. 参赛作品数量：每位参赛者上传作品总数不超过 30幅。

6. 作品拍摄时间：照片必须是在过去 10 年内拍摄的。拍摄日期必须在 2014 年 5

月 22 日（含）之后，并根据要求提供证明。

7. 拍摄对象：

需是野生状态下的生物或自然景观。不接受家畜家禽、家庭宠物、处于养殖/饲养/
笼养/栽培/培养等人工状态下的生物为主题的作品。如果涉及非野生状态的情况，请投
稿时说明拍摄意义。详见“组别说明及评选标准”，如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野生生物影像
年赛组委会。

8. 器材要求：

除手机组外，其余各组参赛作品没有拍摄器材限制。手机组投稿作品须使用搭载骁
龙处理器的手机，详见上文“组别说明及评选标准”。

9. 数码文件技术要求：

上传参赛作品必须为数码文件，格式为 JPG格式，长边边长不超过 1920 像素，文
件大小不超过 5MB。可以是数码相机或手机拍摄的照片，也可以提交负片、正片以及传
统技法所拍照片的扫描文件。只要最终提交的参赛作品格式是 JPG格式即可。

10. 后期处理规则：

（1）参赛摄影作品不得人为去除 EXIF 信息（胶片作品需保留底片备查），不得添
加任何影响摄影作品的内容。评委将不考虑含有包括但不限于镶边、水印或签名等的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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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受彩色及黑白摄影作品。

（3）参赛作品允许进行合理的数码调节，其中包括色调和对比度、局部额外曝光、
局部遮光、裁剪、锐化、降噪、微小的清理工作（例如：去除传感器上的灰尘或透明胶
片/扫描件上的划痕、消除色差、镜头畸变、晕影），接受使用高动态范围成像（HDR）、
多重曝光、全景拼接、景深合成、显微摄影、堆栈等数码调节，但前提是这些数码调节
遵守了大赛的真实性原则（让自然真实地再现），不会欺骗观众或者歪曲大自然的真实
性，或照相机原始捕捉到的内容。

（4）参赛摄影作品不允许进行以下的数码调节：添加、移动或移除物体、动物或
动物的部分、植物、人物等；去除污迹、加光、反向散射、气泡、碎片或类似物品；合
成、绘制前景/涂去背景。

（5）参赛作品允许裁剪，但如果裁剪掉的部分大于原始图像尺寸的 35%，则评委
不会优先考虑此照片。

11. 文字说明：

投稿时，填写的文字说明信息必须是完整、真实和准确的，并包括对下述内容的描
述：所观察到的行为、背景故事、确切地点、是否使用了任何方式的人为干预，包括但
不限于食物、声音或气味等（如果答案为“是”，需详细阐述做法，原因、物种科学价
值等）。填写翔实生动的文字说明有助于评委更好地理解您的作品。但，文字说明不得
暴露个人身份信息，例如姓名、供职单位等。评委将不考虑透露个人身份信息的参赛作
品。

12. 遵守法律：

参赛作品需遵守任何适用的国家/或国际法规（包括与无人飞机有关的法规），并
确保获取任何相关许可（如果出现人类肖像，则应包括该拍摄对象的许可），并且应该
能够在组委会提出要求时予以出示。

参赛者及参赛作品不得有以下情形、要素：
 种族、宗教及身份歧视，恶意攻击民族传统和习俗，违背公序良俗；
 违反相关国家、地区法律、法规规定；
 泄露国家秘密或商业机密；
 侵犯他人隐私或任何他人权益，侮辱或诽谤他人人格；
 任何侵犯他人权益的内容、行为。

13. 道德规范：

（1）作品不得呈现任何用于牟利的生物；不接受任何使用生物模型的拍摄；不允
许使用活体诱饵；不允许使用可能对野生生物行为、状态产生影响的任何诱饵（如使用
任何方式的诱饵，包括但不限于食物、声音或气味等，必须进行说明，以便评委和组委
会审核）；不能为拍摄而囚禁、虐待、伤害野生动物（假设作品中展现了救助动物的场
景，参赛者必须说明该动物所处场景，澄清动物被圈养、被限制自由，以及作品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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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或标本的可能性）；不能为拍摄而伤害或惊扰动物或者破坏其栖息地，包括使用飞
行器以过于近的距离接触动物，使用太嘈杂的飞行器或其他拍摄工具等。

（2）当作品中涉及任何生产作业设备或捕捞工具（如渔网、兽夹等）时，需要在
投稿填写作品信息时予以说明。如作品表达正向积极的影响，其中涉及的设备工具，需
是在人类生活区范围内拍摄，且属于法律允许且必要的生产捕捞工具；如作品想表达人
类对自然的消极影响，其中涉及使用违法或违背道德的设备工具时，需要在投稿时注明
拍摄意图，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

（3）参赛作品不得试图欺骗观看者、试图隐藏、歪曲大自然的真实性；所提供的
说明文字信息必须是完整、真实和准确的。必须将野生生物的利益、权益放在第一位。
如果组委会怀疑某张照片是借助残忍或不道德的行为拍摄而成，且参赛者没办法提供合
理的依据时，组委会有权随时取消其参赛资格，同时拥有保留向适当的官方机构举报参
赛者的权利。

14. 规则知情：

每位参赛者（和/或参赛者的父母或监护人）均有责任确保已仔细阅读、知晓并遵
守比赛规则。每位参赛者（和/或参赛者的父母或监护人）提交参赛作品，即表示同意
和遵守比赛规则，并对因违反规则而导致的任何损害或损失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5. 取消资格：

在年赛的任何阶段，任何不符合年赛规则的参赛作品或参赛者被年赛组委会发现后，
都可能会被取消参赛资格，同时取消已获奖项。

16. 本次年赛的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七、版权声明

1．参赛作品的版权仍归版权拥有者所有。

2．参赛者享有对参赛作品的署名权，具体署名方式由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
赛主办方及承办方决定。

3．参赛者必须是参赛作品的唯一的版权所有者，对参赛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
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参赛者需保证参赛作品内容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且不存在任何侵犯他人权益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参赛者授权中国野生生
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承办方、合作方及其他相关方以本手册约定的方式使用获奖
作品，并承诺该等使用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权益。若参赛者违反本款保证内容，由此引
起的争议由参赛者负责解决，由此给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承办方、合
作方及其他相关方造成损失的，由参赛者负责足额赔偿；且参赛者存在该等行为的，一
经发现即永久取消参赛资格，并予以公示，参赛者退还因参赛作品获奖或经主办方选用
所获得的一切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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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赛者授权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承办方在年赛及年赛相关传
播活动、自然及野生生物保护相关公益活动中使用参赛者作品（授权时间为五年，自参
赛者提交参赛作品时起计算），并有权以修改、复制、发行、展览、放映、广播、摄制、
改编、翻译、汇编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方式使用参赛作品行使
参赛作品的著作权权利，并有权在网络平台上行使参赛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
参赛者同意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及承办方将参赛作品转授权给主办方指
定合作伙伴，包括但不限于年赛影像技术合作伙伴、年赛公益战略合作伙伴、相关媒体
等，用于上述场景及用途。在上述场景及用途内，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
承办方及主办方指定合作伙伴使用相关参赛作品时，无需向参赛者支付费用。中国野生
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承办方及主办方指定合作伙伴因上述场景使用参赛作品所
获得的收益参赛者不参与分配。

该使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1）在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承办方
及主办方指定合作伙伴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平台账号、官方网站、线下展览
空间等平台的赛事宣传、结果公告及年赛展览等。（2）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
主办方、承办方发起或参与的自然及野生生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公益项目：
如在合法平台上开展的公益募捐及筹款、展览展示、活动衍生品制作及各种渠道的活动
宣传等。

5．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承办方及主办方指定合作伙伴于前述范
围内在最终使用渠道上使用参赛作品时，需尊重参赛者的署名权并标注作品版权信息。
最终渠道包括但不限于：（1）电视广播等无线网络传播渠道；（2）地铁、公交、高铁
等交通工具相关媒体传播渠道；（3）手机端等设备客户端及移动通讯网络平台；（4）
线上自媒体平台、线下活动物料等。

6．参赛者授予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及承办方对获奖作品的专有出
版权，包括在合法出版单位出版与年赛相关的图书、画册等及该出版物的发行、销售、
宣传，同意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及承办方将参赛作品的专有出版权自行、
转授权或以合作方与主办方指定合作伙伴进行出版物制作、出版以及合作发行、销售、
宣传；如果产生上述合作机会，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或相关承办方将支
付相应授权费用，具体支付方式由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主办方或承办方与获奖参赛者
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协议确认。

7．参赛者同意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及承办方在年赛及年赛相关传
播活动、自然及野生生物保护相关公益活动中使用参赛者姓名和参赛作品相关的必要信
息。

8．参赛者同意，其参赛作品一经上传即视为参赛者同意本手册中约定的全部事项。

八、责任免除

1. 如果参赛者由于自己的电子邮箱安全设置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所设置的限制而
未能收到年赛官方发出的电子邮件，主办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参赛者必须确保自己
的设置能够接收来自 info@wonderoflife.cn 电子邮箱所发出的电子邮件。

mailto:如果参赛者由于自己的电子邮箱安全设置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所设置的限制而未能收到年赛官方发出的电子邮件，主办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参赛者必须确保自己的设置能够接收来自info@wonderoflife.cn电子邮箱所发出的电子邮件。
mailto:如果参赛者由于自己的电子邮箱安全设置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所设置的限制而未能收到年赛官方发出的电子邮件，主办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参赛者必须确保自己的设置能够接收来自info@wonderoflife.cn电子邮箱所发出的电子邮件。
mailto:如果参赛者由于自己的电子邮箱安全设置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所设置的限制而未能收到年赛官方发出的电子邮件，主办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参赛者必须确保自己的设置能够接收来自info@wonderoflife.cn电子邮箱所发出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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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参赛作品不退还数码文件，无论获奖或未获奖作品，邮寄给主办方备查的
胶片底片主办方会妥善保存并在比赛结束后退还参赛者。

3. 除了在规则中其他地方有明确声明之外，并在法律所允许的最大范围之内，对
任何参赛者在与年赛相关，或与年赛任何奖励之使用相关的事宜中遭受到的任何损失或
损坏，主办方不予负责。包括但不限于对任何参赛作品的丢失或损坏、对图片的滥用、
任何第三方未能遵守本规则中信用义务的不当行为的责任。

九、参与方式

【参赛流程】

1．参赛者需登录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官网（www.wonderoflife.cn），点击导航栏
的“报名参与-投稿参赛”，注册个人账号（往届年赛已经注册过账号的用户，可直接
登录），并填写个人资料。

2．点击【报名管理】，确认版权协议后，在线填写报名表。选择对应单元上传作
品，并填写作品信息（以具体页面为准）。

【上传作品须知】

1. 上传作品时，请熟读上述“六、规则中的 1-16 条”

2. 如需再次编辑参赛作品，可通过官网进入“我的主页”，页面展示“参赛作品”，

可以根据需要编辑或者删除作品。

十、摄影单元赛程

作品征集：2024 年 5 月 22 日 0:00-2024 年 8 月 20 日 23:59（北京时间）

作品评审：2024 年 9 月-2024 年 11 月

1．评审流程：

年赛评委会将组织包括初评、复评、终评在内的三轮专业评审。

2．复评通知：

年赛组委会将于初评结束后通过邮件告知入围作品的联系人，参赛者需在接到通知
的 10日内提交入围作品原始文件和高清文件，用于核实作品版权、后期及生态道德风
险等问题。逾期未提交原始文件视为放弃复审评选资格。

3．复评提交文件须知：

http://www.wonderofli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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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经处理的原始文件（例如CR2、NEF、ORF、PEF 等格式）、未作任何改动
的原始 JPEG 文件（应要求可提供一系列未改动的“之前”和“之后”的原始 JPEG 文
件）、原始正片或负片，以便进行核对。若是DNG文件，只有在它是相机的原始未加
工格式时方可允许。

（2）用于打印的高分辨率文件（最好是 TIFF 文件），并且应该与在参赛时所提交
的 JPEG文件有着相同的颜色和剪裁，请不要放大。文件不得超出 500MB。

（3）任何无法通过验证或质量不合格的参赛作品都将被取消参赛资格。若需进行
进一步验证，我们保留向您要求提供任何图片的“之前”和“之后”的一系列原始档案
的权利。

颁奖典礼：预计将于 2024 年年底举办。年赛组委会将于颁奖典礼现场公布获奖作
品名单。具体时间请见后续官方信息。

十一、常见问题

Q：投稿时间是什么时候？
A：作品提交时间为北京时间 2024 年 5 月 22 日 0:00 - 2024 年 8月 20 日 23:59。

Q：为什么图片上传失败？
A：请注意按以下要求提交作品：参赛作品必须为数码文件，格式为 JPG格式，长

边边长不超过 1920 像素，文件大小不超过 5MB。

Q：作品提交后还可以编辑或者删除吗？
A：征稿期间（2024 年 5 月 22 日 0:00 – 2024 年 8 月 20 日 23:59）前可以对已上

传的参赛作品进行编辑和删除：通过年赛官网进入“我的主页”，页面上有展示“参赛
作品”，可以在这里编辑或者删除作品。2024 年 8 月 20 日 23:59 投稿通道关闭后将不
能对投稿作品进行编辑和删除。

Q：参赛费用多少？
A：本次年赛不收取报名费用。

Q：我能提交多少张参赛作品？
A：每位参赛者上传作品总数不得超过 30幅。

Q：我的组别如果投错了,会影响我参赛吗？
A：投稿时请务必仔细阅读各单元各组别的文字介绍，以帮助您确认参赛作品投稿

的单元和组别。征稿期结束前，可在投稿平台自行调整组别；征稿结束后将不能调整。

Q：参赛作品的拍摄日期有限制吗？
A：照片必须是在过去 10 年内拍摄的。拍摄的日期必须在 2014 年 5月 22 日（含）

之后，请根据投稿页面提示填写拍摄时间。

Q：参赛作品必须用数码相机拍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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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除手机组骁龙特别奖外，其余组别参赛作品没有拍摄器材限制。可以是数码相
机拍摄的照片，也可以提交负片、正片以及传统技法所拍照片的扫描文件。只要最终提
交的参赛作品格式是 JPG格式即可。

投递手机组骁龙特别奖的作品，需要使用搭载骁龙处理器的手机，并务必在作品说
明处注明拍摄手机型号。详见“组别说明及评选标准”。

Q：我如何知道自己的作品入围／获奖？
A：您的参赛作品入围后，组委会工作人员会通过邮件（info@wonderoflife.cn）、电

话（+86 17343050570）、年赛官方社交账号私信等方式与您取得联系。摄影单元需要
入围者提交原始文件。请您保持电话畅通，及时关注邮件消息。邮箱中的反垃圾邮件过
滤器可能限制接收邮件，请您投稿后随时检查邮箱账户。

十二、参赛咨询

有关赛事的任何疑问，可以随时联系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组委会。

官方咨询邮箱：info@wonderoflife.cn （只接受中文和英文来信）
官方咨询电话：+86 17343050570（中国法定工作日：北京时间 9:30-18:30）

官方社交账号：
 公众号/视频号：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微博：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抖音：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B站：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今日头条：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Facebook：China Wildlife Image and Video Competition

mailto:info@wonderoflife.cn
mailto:info@wonderoflif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