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自然绘画单元

参 赛 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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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赛主题

2020 年疫情之初，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首次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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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第一个由中国人主办的同类型大

赛。赛事以“生命的力量”为主题，面向全球视频、摄影和自然绘画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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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赛一经问世，便成为中国及全球自然影像创作、交流与传播的专业平台。三年间，

超过20,000 分钟的野生生物珍贵影像、近 10万部投稿作品、401 部获奖作品，让中国

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得到了来自全世界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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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赛代表中国民间力量走上了联合国舞台，向世界讲述了“影

像保护自然”的中国故事。

2023 年赛全新启航，我们以“共生之地”为主题，希望更多自然绘画的创作者加入

“记录自然好故事、看见生命的力量”的行列。如今，摄影摄像技术得以普及，但是用画

笔描绘自然却依旧是展示野生生物不可或缺的方式。自然绘画展现出的想象力，不仅传

递着创作者对于地球多元的山川风貌、瑰丽的生物多样性的热爱，也体现出绘画媒介无

可替代的艺术性与打动人心的力量，从而带领大众奔赴万物共沐于自然的理想境界——

共生之地。这个星球，此时此刻，我们共享共生，同进同退，何其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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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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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委阵容（按姓名拼音排序）

评委会主席 —— 曾孝濂

植物科学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

特邀评委 —— 巴里W·范·杜森【美】

国际知名的野生动物艺术家、英国野生动物艺术家协会成员。2014 年在年度鸟类

艺术展（美国威斯康辛州）上荣获“大师级艺术家”称号。

特邀评委 —— 陈水华

生态学博士、浙江省博物馆馆长、全国鸟类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科学首席科学传

播专家。

特邀评委 —— 克里斯·罗斯【英】

国际知名的野生动物艺术家、伦敦 Mall 画廊野生生物艺术家协会（SWLA）成员、

FBA 前理事会成员。

特邀评委 —— 翁哲

中国国家地理图书部插画编辑，作品《秃鹫》曾获得 2013 年度英国 BBC野生动

物艺术家大赛国际鸟类分组亚军。

特邀评委 —— 杨永平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中国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

四、 组别及奖项设置

2023 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自然绘画单元设置成人组和未成年组，详见下表：

组别 奖项 等级 名额 奖金（元）

年度最佳自然艺术家 年度大奖 1 30,000

成人组 野生动物

冠军 1 10,000

亚军 1 5,000

优秀奖 8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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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1．年度最佳自然艺术家奖从成人组上述3个组别冠军中选出。

2．年赛奖金为含税金额，组委会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20%）。

3．未成年组，为投稿截止时小于 18周岁的自然绘画创作者专门设立。

五、 评选标准

成人组

1．野生动物

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并不孤独。纷繁多样的天地山川，孕育了千姿百态的野生动物。

从人迹罕至的高山与荒漠，到人来人往的农田与城市，它们的身影无处不在。

参赛艺术作品应以野生动物（如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无脊椎动

物等）为画面主体，可适当描绘其生境。构图合理，主次分明，可展现野生动物的形态

特征、生活史、行为习性（如捕食行为、求偶行为、防御行为等）等。作品主题富有深

度，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兼顾艺术性，充分展现野生动物的美感与魅力。

2．植物和真菌

植物和真菌在我们的生活中从不缺席，它们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基础，以独特的

生存策略跨越亿万年岁月，始终保持着族群的兴盛蓬勃。

参赛艺术作品应以植物、真菌、原生生物为画面主体，展现其形态特征、解剖特征、

独特的生态地位、生命周期等，体现出其在自然界中重要的生态价值和不可替代的美感。

植物与真菌

冠军 1 10,000

亚军 1 5,000

优秀奖 8 荣誉证书

共生之地

冠军 1 10,000

亚军 1 5,000

优秀奖 8 荣誉证书

未成年组 野生生物 获奖 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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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生之地

人类与野生生物，共同栖居于这颗蓝色的星球，相依相存，共生共息。我们守护众

生的家园，也不断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参赛艺术作品应以生境为画面主体，展现出森林、海洋、草原、冰原、荒漠、湿地

等自然生境（或含有野生生物的城市生境）的地理和生态特征，以及野生生物或人类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作品具有鲜明的立意，叙事准确。

未成年组

本届年赛征稿截止时年龄小于 18周岁的创作者，可以参与本组投稿。年轻的视角

和感受力往往独特而富有创造性，我们鼓励新生代创作者观察、记录、研究大自然，激

发他们对生态保护的关注和热爱，感受生命的力量。

1. 野生生物

参赛艺术作品应以野生生物（动物、植物、真菌）为画面主体。作品主题明确，画

面富有想象力和美感，表达出对野生生物的独特理解，

友情提示：参赛作品的灵感可以从照片或其他绘画作品中获得，但作者须在参赛作

品中进行自己独特的诠释，并在作品简介中说明相关信息。年赛严禁直接临摹、抄袭他

人作品的行为。

六、 规则

特别说明：自然绘画单元规则有简体中文、英文2种语言版本，自然绘画单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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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08月 20日 23点 59分。

2．创作地域：全世界范围内。

3．参赛资格：



5

(1) 年赛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创作者参加，参赛选手没有国籍、性别限制。成人组

面向投稿截止时年满 18周岁及以上的创作者；未成年组面向投稿截止时小于 18 周岁的

创作者。

(2) 本届年赛组委会工作人员、赞助商、自然绘画单元评委及评委直系亲属及评委

所在机构、所属机构及相关人员作品不能参赛。

(3) 往届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自然绘画单元的获奖作品（冠军、亚军、优秀奖等），

不得重复参赛；除此之外，曾经在国内外其他同类比赛获得奖项的作品，可以参赛。

(4) 上述奖项（成人组野生动物、植物与真菌、共生之地；未成年组野生生物；年

度最佳自然艺术家）的参赛作品接受，除摄影和数字化手法（电子绘画、3D建模、人

工智能生成等）之外的其他任何技法、媒介或风格的作品，例如以下媒介：油画、丙烯、

水粉、水彩、铅笔、炭笔、蜡笔、混合媒介，铜、石膏、金属丝、拼贴等包含传统、抽

象、国画、插画等风格的作品。

(5) 再次重申，上述奖项（成人组野生动物、植物与真菌、共生之地；未成年组野

生生物；年度最佳自然艺术家）不接受摄影作品和使用数字化手法（电子绘画、3D建

模、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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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幅。

6．作品创作时间：无创作时间限制。

7．创作对象：

本次比赛基于野生生物艺术，参赛作品所表现的生物应为野生物种，不接受家畜家

禽、家庭宠物、或以商业化人工栽培和养殖繁育为目的生物主题作品。

8．上传作品文件要求：

(1) 上传参赛作品应为数码文件（翻拍、扫描作品原文件等方式），格式为 JPG格

式，图片大小不超过 5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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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品签名：评审是匿名进行的，我们理解签名是作品的一部分，但提交数码照

片时请将签名做必要的 PS模糊或去除处理。

9．作品验真：

为减少物流环节可能带来的时间成本与作品损耗，本届年赛自然绘画单元不必寄送

原作。但进入复评的作品，需按照组委会指定的视频样例，拍摄并提交一段视频，内容

包括作品细节、参赛者与作品同框自述等，用于判断原作的质量和真伪，并证实参赛者

是原作的著作权所有者。（如有特殊情况，请及时联系组委会。）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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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立意、背景故事、物种及生境信息等、创作技法说明等。

11．遵守法律：

参赛作品需遵守所有适用的国家和/或国际法规，并确保获取全部相关许可（如参

赛作品参考其他专业摄影作品或艺术作品，须获得其所有者的授权许可，并且应该能够

在组委会提出要求时出示授权证明等相关原材料，由此产生的任何版权纠纷由参赛者承

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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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艺术创作道德：

必须将野生生物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为艺术创作而囚禁、伤害、干扰野生动物，

不接受描绘以盈利为目的驯养野生动物的艺术作品，不能使用动物活体引诱其他动物来

进行艺术创作等行为。如果组委会怀疑某部作品是借助残忍或不道德的行为绘制而成，

且参赛者不能提供合理的依据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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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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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规则知情：

每位参赛者（和/或参赛者的父母或监护人）均有责任确保其已仔细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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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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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本次年赛的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七、 版权声明

1．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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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赛者保证其为参赛作品的作者，拥有参赛作品的完整著作权及相关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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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作

品中如涉及使用任何他人作品或涉及他人权利的，参赛者需保证已经获得相关权利人的

书面许可，并足额支付相关授权费用。参赛者同意因获奖作品存在任何形式翻拍、盗用

他人作品或其他违背赛事规则及法律约束、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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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的损失均由参赛者负责足额赔偿，且参赛者存在该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永久取消参赛

资格，并予以公示，参赛者应当退还因参赛作品获奖或经主办方选用所获得的一切报酬。

3．参赛者需保证参赛作品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且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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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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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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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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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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手册有效期内，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

及承办方有权将前述权利进行转授权而无需参赛者另行许可。

5．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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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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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授

权给主办方指定合作伙伴进行出版物制作、出版以及及合作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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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授权给主办方指定合作伙伴，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媒体、年赛影像技术合作伙伴、年赛公益战略合作伙伴等，用于年赛

相关传播活动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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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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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参赛者同意授权使用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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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约定的参赛作品时无需支付费用（豁免时间为五年，自参

赛者提交参赛作品时起计算）。乙方及乙方合作方将获奖作品用于出版物出版的，参赛

者同意在授权使用期限届满后，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赛主办方、承办方及主办方

指定合作伙伴有权将作品用于出版物的再版、重印、加印及销售（含已印制出版物的销

售及）而无需参赛者另行授权，也无需另行向参赛者支付费用，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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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赛主办方、承办方及主办方指定合作伙伴因使用参赛作品所获得的收益参赛者不参与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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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所有参赛作品不退还数码文件，无论获奖还是未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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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对于任何未经授权的第三方盗用照片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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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请参赛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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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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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组别、作品名称、作者姓名、作品说明等（以具体页面为准）。

【上传作品须知】

1. 参赛作品必须为数码文件，格式为 JPG格式，图片大小不超过 5MB。

特别提示：需扫描或翻拍原作，按照规定尺寸上传作品；请尽量使用接近原作的副

本。照片或扫描质量可能会影响评委评选。

http://www.wonderofli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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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参赛作品：通过官网进入“我的主页”，页面上有展示 “参赛作品”，可以根

据需要编辑或者删除作品。

3. 大部分参赛作品都不会出现在网站上，个别作品会被主办方选出，放在首页轮

播图上进行展示。

4.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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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自然绘画单元赛程

作品征集：2023 年 5月 30 日 0:00-2023 年 8月 20日 23:59（北京时间）

作品评审：2023 年 9月-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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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通过短信和邮件告知入围作品的联系人，参赛者需在接到通知

的 10日内登录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官网www.wonderoflife.cn，按照样例提交入围

作品原始文件和高清文件、以及一段验真视频，用于核实作品版权、过度后期及生态道

德风险等问题。逾期未提交原始文件视为放弃评选资格。特殊情况需及时与年赛组委会

沟通。

颁奖典礼：预计将于 2023年 12月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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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交参赛作品？

A：作品提交时间为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0:00 – 2023年8月20日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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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赛已经注册过账号的用户，可直接

http://www.wonderoflife.cn
http://www.wonderofli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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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并填写个人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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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组别、作品名称、作者姓名、作品说明等

（以具体页面为准）。

Q：为什么图片上传失败？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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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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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2023 年 5月 30日 0:00 – 2023 年 8月 20日 23:59）

可以对已上传的参赛作品进行编辑和删除：通过官网进入“我的主页”，页面上有展示“参

赛作品”，可以在此编辑或者删除作品。北京时间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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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报名费用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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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幅。

Q：我的组别投错了会影响我参赛吗？

A：投稿时请务必仔细阅读各个组别的文字介绍，以帮助您确认参赛作品投稿组别。

若在征稿结束后发现投稿组别错误，请及时联络年赛组委会，组委会工作人员会帮助您

把参赛作品移去正确的组别。评选期间，年赛评委会有可能对作品调整组别，将您的作

品移去更合适的组别。

Q：参赛作品的创作日期有限制吗？

A：参赛作品无创作时间限制。

Q：我的参赛作品会出现在年赛官方网站上吗？

A：大部分参赛作品都不会出现在年赛官方网站上，个别作品有可能会被主办方选

出，放在首页轮播图上展示。

Q：参赛作品有使用媒介要求吗？

A：参赛作品接受运用“不包含摄影和数字化手法（电子绘画、3D建模、人工智能

生成等）”的其他任何技法、媒介或风格的作品，例如以下媒介：油画、丙烯、水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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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铅笔、炭笔、蜡笔、混合媒介，铜、石膏、金属丝、拼贴等包含传统、抽象、国

画、插画等风格的作品。

再次强调：本次比赛不接受包含摄影和数字化手法（电子绘画、3D建模、人工智

能生成等）的艺术作品。

十二、 参赛咨询

有关赛事的任何疑问，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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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B站：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抖音：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公众号/视频号：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mailto:info@wonderoflif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