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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保护生

态环境，指导和规范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的评价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是对《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非污染生态影响》（HJ/T 19—1997）的修订，主

要修订内容如下： 

1、充实调整和规范了术语和定义，增加了生态影响，直接、间接、累积生态影响，生

态影响区域。生态监测，特殊、重要、一般生态敏感区术语和定义。 

2、调整了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标准； 

3、明确确定评价范围的依据、步骤和基本方法； 

4、规范生态系统和敏感因子的调查内容、方法； 

5、增加生态影响预测内容、基本方法； 

6、规范和系统化工程生态影响分析内容； 

7、增补生态影响的防护与恢复内容； 

8、修订和增补了附录。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代替《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非污染生态影响》（HJ/T 
19—1997）。 

本标准附录 A 和附录 D 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附录 C、附录 E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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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方法、内容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规划、区域开发和建设项目等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对陆域和水域生态系统及

其生物因子、非生物因子所造成影响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HJ/T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T130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行） 

HJ/T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态影响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对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因子、非生物因子所产生的任何有益的或有害的

作用。根据影响对象可划分为物种、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生物因子影响和气候、土壤、

地形、水文等非生物因子影响；根据影响性质可划分为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根据影响来源

可划分为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累积影响；根据影响的后果可划分为可逆影响和不可逆影响。 

3.2 直接生态影响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与该活动同时同地发生的生态影响。 

3.3 间接生态影响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及其直接生态影响所诱发的、与该活动不在同一地点或不在同一时间

发生的生态影响。 

3.4 累积生态影响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或者该活动与其他相关活动（包括过去、现在、未

来）之间造成生态影响相互叠加或扩大。 

3.5 生态影响区域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的生态影响所涉及的区域。 

3.6 生态监测 

运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等方法对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因子、非生物因子状况及

变化趋势进行的测定、观察，及其数据的汇总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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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特殊生态敏感区 

指具有极重要的生态经济价值或生态服务功能，或生态极为脆弱，或已有较为严重的生

态问题，遭到占用、损失或破坏所造成的生态影响后果严重且难以预防、生态功能难以恢复

和替代的区域，见附录 A。 

3.8 重要生态敏感区 

具有相对重要的生态价值（功能）或生态较为脆弱，遭到占用、损失或破坏所造成的生

态影响后果较严重，但可以通过一定措施加以预防、恢复和替代的区域，见附录 A。 

3.9 一般生态敏感区 

除特殊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敏感区以外的其它区域。 

4 总则 

4.1 评价原则 

坚持重点与全面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突出评价项目所涉及的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和主导生态

因子，又要从整体上兼顾评价项目所涉及生态系统与因子在不同时空等级尺度上的结构与功

能的完整性。 

4.1.1 坚持预防与恢复相结合的原则，以预防为主，恢复补偿为辅。 

4.1.2 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生态影响评价应采用定量方法进行描述和分析，当现

有科学方法不能满足定量需要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实现定量测定时，生态影响评价可通过定性

或类比的方法进行描述和分析。 

4.2 评价工作分级 

4.2.1 依据影响区域的生态敏感性和评价目标所造成的生态影响范围，将生态影响评价工作

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如表 1 所示。 

4.2.3 凡涉及影响特殊生态敏感区，需开展一级生态影响评价；基本不会造成不可逆生态影

响，或者通过人为努力可以使生态功能得以恢复，或者虽有不可逆生态影响，但由于规模小、

范围有限，不会对区域主导生态功能造成破坏的评价项目，开展二级生态影响评价；本身无

害于生态系统或生态影响很小的项目开展三级影响评价。 

表 1  生态影响评价等级划分要求 

影响范围 

影响区域生态敏感性 

面积>30km
2
 

或长度>50km 

面积 10～30km
2
 

或长度 30-50km 

面积<10km
2
 

或长度<30km 

特殊生态敏感区 1 一级 一级 一级 

重要生态敏感区 1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生态敏感区 二级 三级 三级 

注 1：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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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评价工作范围 

生态影响评价应能够充分体现生态完整性，涵盖评价项目全部活动的直接影响区域和间

接影响区域。评价工作范围应依据评价项目对生态因子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和生态因子之

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关系确定。 

4.4 生态影响判别依据 

4.4.1 国家、行业和地方已颁布的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等相关法规、政策、规划、区划等

确定的目标、措施与要求。 

4.4.2 科学研究判定的生态效应或评价项目实际生态监测、模拟结果。 

4.4.3 评价项目所在地区及相似区域生态背景值或本底值。 

4.4.4 已有性质、规模以及区域生态敏感性相似项目的实际生态影响类比。 

4.4.5 相关领域专家、管理部门及公众咨询意见。 

5 工程和规划方案调查分析 

5.1 调查与分析重点 

根据评价项目自身特点、区域的生态特点以及评价项目与影响区域生态的相互关系，确

定调查和分析的重点。 

a)可能产生重大生态影响的工程行为或规划措施； 

b)与特殊和重要生态敏感区有关的工程行为或规划措施； 

c)可能产生间接生态影响的工程行为或规划措施； 

d)可能造成的重大资源占用和配置的工程行为或规划措施。 

5.2 工作内容 

5.2.1 工程调查与分析 

调查和分析内容应包括项目所处的地理位置、项目组成、工程类型、工程占地规模、工

程空间布局、主要生产工艺及流程、运行方式、施工方案（包括施工方式和施工时序）、替

代方案、工程总投资与环保投资，以及生态保护措施等；识别、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同时

期（勘察期、施工期、运营期和退役期）的影响性质、作用方式和影响后果，以施工期和运

营期为调查分析的重点。 

a） 施工期应针对影响区域生态背景特点，分析施工工艺、施工时段、施工场站规模和

布局、施工人员施工活动及机械设备使用等开发建设活动对影响区域内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

子的生态影响过程，分析工程施工可能对生态敏感区产生的生态影响。 

b） 运营期应根据项目的运营方式、评价项目与影响区域生态的相互作用过程和主导生

态影响因子的特点，分析项目运营可能造成生态影响的性质、强度、范围、方式和后果，明

确由项目长期运行而可能引发的直接和间接生态影响。 

5.2.2 规划方案调查与分析 

规划调查内容包括规划的编制背景、规划目标、规划对象、实施方案、规划的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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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与结构、土地利用、生态保护措施、相关图件及其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划的关系；

应分析规划涉及的区域/行业领域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及其历史演变，进行规划的生态可行

性初步分析，分析可能对规划发展目标形成制约的生态敏感区域或生态敏感问题。 

6 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 

6.1 生态现状调查 

6.1.1 生态现状调查要求 

生态现状调查是生态现状评价、影响预测的基础和依据，调查的内容和指标应能反映生

态影响区域的生态背景特征和存在主要生态问题。在有敏感生态保护目标或有特别保护要求

的对象时，应做专题调查。 

生态现状调查应在收集资料基础上开展现场工作，调查范围应不小于评价工作范围，生

态现状调查方法参见附录 B；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监测方法参见附录 C，图件收集和编制要求

见附录 D。 

6.1.2 调查内容 

6.1.2.1 区域生态背景调查 

根据生态影响的空间和时间尺度特点，调查影响区域内涉及的生态系统类型、结构、功

能和过程，以及相关的非生物因子特征（如气候、土壤、地形地貌、水文及水文地质等）。

重点调查受保护的珍稀濒危物种、关键种、土著种和特有种，天然的重要经济物种等。如涉

及国家级和省级保护生物、珍稀濒危生物和地方特有物种时，应逐个或逐类说明其类型、分

布、保护级别、保护状况等。 

6.1.2.2 区域主要生态问题调查 

调查影响区域内已经存在的制约开发建设活动或本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生态问题和

自然灾害问题，如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盐渍化、自然灾害和污染危害等，指出其类

型、成因、空间分布、发生特点、历史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 

6.1.3 生态现状评价 

6.1.3.1 评价要求 

在区域生态基本特征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对评价区的生态质量现状进行定量或定性的分

析评估，评价应采用文字和图件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图件制作应遵照附录 D 的规定，评价

方法参见附录 E。 

一级评价原则上应出示采用样地样方实测或遥感方法估测的生物量数据、物种多样性数

据，出示主要生物物种名录、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物种调查报告；二、三级评价的生物量和

物种多样性调查可以依据已有资料推断，或实测一定数量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方予以验证，

但需对主要生物物种名录、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物种进行实际调查。 

6.1.3.2 评价内容 

a)在阐明生态系统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区域内生态质量的主要原因。从生态系统完

整性的角度，评价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状况、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和存在的问题、生态系

统的总体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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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析和评价影响区域内动、植物等生物因子的现状组成、分布、发展趋势和承受干扰

的能力；当评价区域涉及受保护的敏感物种时，应重点分析该敏感物种的生境、生态习性，

并从物种或群落的水平上评价其生态质量状况。 

c)识别和筛选影响区域内的土壤、地质、水文等因子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分析其对评

价项目的约束关系；评价项目应能通过保护和补偿等措施，减缓和改善已有的生态问题，至

少应不加剧已有生态问题的恶化。 

7 生态影响评价与预测 

生态影响评价与预测内容应与现状评价内容相对应，依据区域生态保护的需要和受影响

生态系统的主导生态功能选择评价预测指标。 

a）评价范围内涉及的生态系统及其主要生态因子的影响评价。通过分析影响作用的方

式、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判别生态系统受影响的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预测生态系统

组成和服务功能的变化趋势，重点关注造成影响中的不利、不可逆影响。 

b）敏感生态保护目标的影响评价应在明确保护目标的性质、特点、法律地位和保护要

求的情况下，分析评价项目的影响途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预测潜在的后果。 

c）预测评价项目对区域已有主要生态问题的影响趋势。 

8 生态影响评价与预测方法 

生态影响评价和预测方法应根据评价对象的生态学特性，在调查、判定该区主要的、辅

助的生态功能以及完成功能必须的生态过程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常用评价与预测方法参见附录 E。 

9 生态影响的防护、恢复及替代方案 

9.1 生态影响的防护与恢复 

9.1.1 生态影响的防护与恢复原则 

按照避让、减缓和补偿的次序编制生态影响防护与恢复的方案。 

a）凡涉及不可替代、极具价值、极敏感、被破坏后很难恢复的重要生态目标（如特殊

生态敏感区、珍稀濒危物种）时，必须提出可靠的避让和工程设计优化措施； 

b）涉及采取措施后可恢复或修复的生态目标时，应制定恢复和修复方案； 

c）对影响基本农田、生态林等的项目，应进行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措施应按项目实施

阶段分别提出，对补偿措施的效应要进行评估论证，并估算经费和时限。涉及不同行政区的

亦可分行政区提出。 

9.2 替代方案 

9.2.1 替代方案主要指项目中的选线、选址替代，项目的组成和内容替代，工艺和生产技术

的替代，施工和运营方案替代、生态保护措施的替代以及规划的不同选择方案。 

9.2.2 评价应对替代方案进行生态合理性论证，选择最小生态影响的替代方案。但最终选定

方案至少应该是生态保护可行选择。 

9.3 生态保护措施 



HJ□□□—200□ 

 
6

9.3.1 应针对工程或规划造成不利影响的对象、范围、时段和程度，提出预防、减免、恢复、

补偿、科研和监测等对策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应包括保护对象、目标，措施的内容设施的规

模及工艺、实施的空间时序，实施保障措施、预期效果分析等，并提出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管

理规章制度，与主体工程配套实施；生态保护工程措施应落实到图上，包括环保措施平面布

置图、环保措施基本工艺要求图等。 

9.3.2 对重要生态保护项目和可能具有较大生态风险的建设项目、区域、流域开发项目及规

划，应提出长期的生态监测计划，明确监测因子、方法、频次、经费来源、工作组织结构等，

并开展阶段性的回顾评价。 

9.3.3 生态影响管理应包括管理计划的编制，分阶段提出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管理措施，进

行生态质量分析与评价及生态保护科研和技术管理等；管理人员的编制，建议纳入项目的环

境管理机构，并落实生态管理人员的职能。 

10 结论 

a)生态影响评价最终结果，应得出项目实施的生态可行性分析、结论。 

b)结论的内容包括生态现状概要、现状评价、生态影响预测和评价的结果，以及生态恢

复和保护措施的评述和建议等。 

c)应说明施工期与营运期采取的生态影响防护、恢复措施及其投资估算。 

d)在评价过程中确定项目方案比选时，应从生态保护角度提出推荐方案。`在结论中要

就生态影响监测制度、生态管理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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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生态敏感区分类 

生态敏感区分类见表 A.1。 

 

表 A.1 生态敏感区分类 

生态系

统类型 
特殊生态敏感区 重要生态敏感区 

森 林 生

态系统 

① （ａ）国际公约、议定书、协定保护目标；

（ｂ）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规划

保护的或监督管理的，如珍稀动植物栖息

地或特殊生态系统、国际生物圈保护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江河

源头水源保护区等；（ｃ）列入珍稀动植

物保护名录的物种的生境，及其它特有种

的生境； 
② 重要的天然林和热带雨林； 
③ 极具生态价值区，如生物廊道、洪泛区；

④ 沙化、荒漠化、石漠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⑤ 其他已经科学判明的区域。 

①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

省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一、二级水源涵养

区、河流源头区、蓄滞洪区、

防洪保护区； 
② 生态脆弱区，如 25 度以上陡坡

地、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重

点预防保护区、重点监督区；

③ 面积超过 1hm2 的天然、次生

林地或热带雨林地区； 
④ 防护林、护路林、实验林、母

树林、退耕还林地。 

草 地 生

态系统 同上“森林生态系统”。 

① 面积超过 1hm2 的典型草原/草
山/草坡； 

② 重要放牧场、割草地、用于畜

牧业生产的人工草地、退耕还

草以及改良草地、草种基地、

科研/教学试验草地。 

荒 漠 生

态系统 

① 同上“森林生态系统”的第○1 条； 
② 极具生态价值区，如胡杨林； 
③ 沙尘暴源区、荒漠中的绿洲 
④ 沙化、荒漠化、石漠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湿地、河

流、湖泊

生 态 系

统 

① 同上“森林生态系统”的第○1 条； 
② 极具生态价值区，如生物廊道、洪泛区；

③ 重要湿地、鱼虾产卵场、天然渔场等。 

① 面积超过 0.5hm2 潮间带滩涂、

面积超过 0.5hm2 淡水或赶潮

沼泽、面积超过 1hm2 湿地、

长度超过 100 米的天然溪流或

河道、退田还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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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

统类型 
特殊生态敏感区 重要生态敏感区 

海 洋 生

态系统 

① 同上“森林生态系统”的第○1 条； 
② 鱼虾产卵场、天然渔场、鱼类洄游通道；

③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如珊瑚礁、红树林）

等。 

① 省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② 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

或娱乐区，与人类食用直接有

关的工业用水区等 
③ 面积超过 1hm2 的滨海湿地或

长度>500m 受干扰的天然海

岸。 
农 田 生

态系统 —— 基本农田、鱼塘 

   

注 a：国际公约、议定书、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野生动植物保护公约》、《海洋公约》、

《防止荒漠化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保护世界文

化和遗产公约》、《东南亚及太平洋区植物保护协定》、《国际热带木材协定》、《中日保护

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中美自然保护议定书》、《中蒙关于保护自然环境的协定》、

《中朝环境保护合作协定》、《关于建立中、俄、蒙共同自然保护区的协定》等。 

注 b：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

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等。 

注 c：珍稀动植物：指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

一批）》、《中国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受重点保护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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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生态现状调查方法 

B.1 资料收集法 

即收集现有的能反映生态现状或生态本底的资料，从表现形式上分为文字和图形资料，

从时间上可分为历史资料和现状资料，从收集行业类别上可分为农、林、牧、渔和环境保护

部门，从资料性质上可分为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关污染源调查、生态保护规划、规定、生态

功能区划、生态敏感目标的基本情况以及其他生态调查材料等。使用资料收集法时，应保证

资料的现时性，引用资料必须建立在现场校验的基础上。 

B.2 现场勘查法 

现场勘查应遵循整体与重点相结合的原则，在综合考虑主导生态因子结构与功能的完整

性的同时，突出重点区域和关键时段的调查，并通过对影响区域的实际踏勘，核实收集资料

的准确性，获取实际资料和数据。 

B.3 公众咨询法 

公众咨询是对现场勘查的有益补充，应收集影响区域的公众、社会团体和相关管理部门

对项目影响的意见，发现现场踏勘中遗漏的生态问题。公众咨询应与资料收集和现场勘查同

步开展。 

B.4 生态监测法 

当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公众咨询提供数据无法满足评价的定量需要，或项目可能产生

潜在的或慢性的效应时，可考虑选用生态监测法。生态监测应根据监测因子的生态特点和干

扰活动的特点确定监测位置、频次，有代表性布点。生态监测方法与技术要求须符合国家现

行的有关生态监测规范和监测标准分析方法，参见附录 D；对于生态系统生产力的调查，必

要时需要现场采样、实验室测定。 

B.5 遥感调查法 

遥感调查适用于涉及区域范围较大或主导生态影响因子的空间等级尺度较大，通过人力

踏勘较为困难或难以完成的评价项目。当以上手段不能满足现状调查需要时，可采用遥感调

查法，但遥感调查过程中必须辅助必要的现场勘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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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监测方法 

C.1 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监测方法见表 C.1。 

表 C.1 森林生态系统监测方法 

指标类型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布点要求 监测制度 
土壤 土壤物理、化学

性质、生物学性

质 

物理、化学分析 典型性和代表性 参照具体规范？ 

植被 植 物 与 植 被 组

成、分布、面积、

覆盖率和生物量 
 

统计和样地调查

收割法 
森林选用 1000m2、

疏林及灌木选用

500m2、草本群落

选用 100m2 地点随

机设置 

 

野生动物和

土壤生物 
①鸟类 
②大型兽类 
③龋齿动物 
④昆虫 
⑤土壤动物 
⑥土壤微生物 

①统计法 
②路线统计法 
③夹日法 
④直接和间接样

方法（扫网法）

⑤手捡法、漏斗法

和市内培养 
⑥实验室分析 

100m 100m① ⅹ 样

方 
②样线长 5000 米

左右 
5③ -10 米放捕获

器 
④典型区取样 
⑤随机采样 

①每一类生境设置

3-4 个样方 
5000② 米样线用计数

器计数 
③连捕 3 天 

10④ 米内取样 20 次 
⑤离地面 5cm、10cm、

15cm和 30cm分别

取样 
人类社会活

动指标 
①林业经济 
②污染物监测 
③生物毒性 
④生态评价 

调查 评价范围内  

生物多样性

指标 
①动植物多样性 
②生境 
③种群特征 
④保护物种 

调查 评价范围内  

功能指标 ①涵养水源 
②保持土壤 
③净化环境 
④栖息地 
⑤防灾减灾 
⑥景观与文化 
⑦重要生态功能

区 

调查 评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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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草地生态系统类型监测方法见表 C.2。 

表 C.2 草地生态系统类型监测方法 

指标 
类型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布点要求 监测制度 

小气候

监测 
①表征辐射的各种特征

量 
②表征热的各种特征量 
③表征气体成分的各种

特征量 
④表征水气的各种特征

量 
⑤表征空气运动的各种

特征量 

仪器法 典型性和代表

性 
每天至少 4 次，而

且要将日变化中的

最高值和最低值或

接近值包括进去 

土壤 土壤物理、化学与农业化

学性质、生物学性质 
化学分析 典型性和代表

性 
1 次 

植被 植物与植被 
灌木与小树 

样方调查 1m2 样方地点

随机设置 
 

野生动

物和土

壤生物 

①鸟类 
②大型兽类 
③龋齿动物 
④昆虫 
⑤土壤动物 
⑥土壤微生物 

①统计法 
②路线统计法 
③夹日法 
④直接和间接

样方法（扫

网法） 
⑤手捡法、漏斗

法和市内培

养 
⑥实验室分析 

100m 100m① ⅹ

样方 
②样线长 5000

米左右 
5③ -10 米放捕

获器 
④典型区取样 
⑤随机采样 
 

①每一类生境设置

3-4 个样方 
5000② 米样线用

计数器计数 
③连捕 3 天 

10④ 米内取样 20
次 

⑤离地面 5cm、

10cm、15cm 和

30cm 分别取样

 
生物多

样性指

标 

①植物多样性 
②动物多样性 
③分布密度 
④保护物种 

调查 评价范围内  

功能指

标 
①保持土壤 
②防灾减灾 
③景观与文化 

调查 评价范围内  

系统指

标 
①三化问题（退化、沙化、

碱化） 
②生态平衡 
③气候恶化 
④自然灾害 

调查 评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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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荒漠生态系统类型监测方法见表 C.3。 

表 C.3 荒漠生态系统类型监测方法 

指标类型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布点要求 监测制度 
土壤指标 ①有效土壤深度 

②土壤有机质 
③土壤结皮 
④灰尘、尘暴和

沙暴 
⑤盐化作用和碱

化作用 

①调查 
②化学分析 
③监测 
④空气密度测量 
⑤化学分析 

①流域内 
②土壤类型 
③土壤类型 
④评价区范围内 
⑤土壤类型 

① 每月 
② 每月 
③ 每月 
④ 每天 
⑤ 每月 

水指标 ①地下水埋深和

质量 
②现存水面 
③排水系统状况 

①水质许化学分

析 
②监测 
③监测 

①区域和局地 
②局地 
③流域 

每月 

植被 ①盖度 
②地上生物量 
③关键物种 

①监测和遥感 
②样方和样带取

样、实验室分

析 
③地面样带监测

和访问专家 

①生态单元 
②生态单元 
③流域 

① 干旱季节和

雨季 
② 每月 
③ 6 个月到 1 年

动物 ①关键野生动物 
②驯养动物种群 
③牧群组成 
④生产 
⑤产量 

①监测、公众调

查 
②调查 
③调查 
④调查 
⑤专业人员测量 

①生态单位或流域

②生态单位或流域

③生态单位或流域

④市场区域或民族

语言区域 

季或年统计 

生物多样

性指标 
①动植物多样性 
②地域分异形或

生境多样性 
③种群特征 
④保护物种 

调查 评价范围内  

社会指标 ①草地资源等级 
②限制因素 

调查 评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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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湿地生态系统类型监测方法见表 C.4。 

表 C.4 湿地生态系统监测方法 

指标 
类型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布点 
要求 

监测制度 

气候

要素 

①降水量 
②相对湿度 
③蒸发量 
④日照时数 

仪器法 
调 查

范 围

内 

4① 次/d 
4② 次/d 
1③ 次/d 
1④ 次/d 

湿地

生物

要素 

①湿地植被 
②湿地植物群落特征 
③湿地植物群落生物

量 
④湿地植物群落第一

性生产力 
⑤水禽种类和数量 
⑥爬行类、两栖类种

类和数量 
⑦土壤动物种类和数

量 
⑧鱼类种类和数量 
⑨浮游动物 
⑩水中底栖动物种类

和数量 
○11 昆虫种类和数量 

①利用卫星影像、航空相片、地形

图等资料，结合野外勘察 
②样方法和叶面积仪法 
③野外和室内进行监测、直接收获

样方法、平均标准木法、框架

采集法、叶绿素测定法或黑白

瓶测氧法 
④收获法或光合作用测定仪法；叶

绿素测定法或黑白瓶法 
⑤样线统计法或样点统计法 
⑥样线统计法 
⑦采集框法、镜检法、漏斗法 
⑧捕获，或者利用渔场或渔民所提

供的渔获物 
⑨显微镜计数、测量法 
⑩采泥器法 
○11 样方法 

典 型

植 被

类型、

典 型

生 态

单元 

1① 次/5a 
1②③ 次/3a，在

植物生长期调

查，每月 1 次 
1④⑤ 次/5a，在

植物生长期调

查，每月 1 次 
1⑥⑦ 次/5a，在

植物生长期调

查，每月 1 次 
3⑧ 次/a，春季、

繁殖期以及秋

季进行监测 
1⑨⑩ 次 /5a，

春、夏、秋季进

行监测 
○11 1 次/5a 

湿地

土壤

要素 

①土粒密度 
②湿地土壤有机质 

①比重瓶法 
②化学方法：重铬酸钾氧化-外加

热法 
③物理方法：大小分组和密度分组

典 型

生 态

单元 

1① 次/10a 
1② 次/3a 

湿地

水要

素 

①地表水位 
②径流量 
③地下水位 
④水温 

①自记水位计和水尺 
②三角形量水堰测流法 
③自记水位计测量或人工测量 
④水温计 

调 查

范 围

内 

1① 次/d 
1② 次/d 
1③ 次/d 
4④ 次/d 

湿地

面积 

①湿地地表水面积变

化 
②湿地景观类型面积

变化 
③湿地景观结构变化 
④湿地景观破碎化程

度 

①遥感图像解译 
②遥感图像解译 
③野外调查和遥感解译 
④遥感图像解译、分析 

调 查

范 围

内 

1① 次/5a 
1② 次/5a 
1③ 次/5a 
1④ 次/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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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河流生态系统类型监测方法见表 C.5 

表 C.5 河流生态系统监测方法 

指 标 类

型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布点要求 监测制度 

自 然 地

理 及 水

文指标 

① 水域形态特征 
② 流测流计 
③ 洪枯比 
④ 生活污水 
⑤ 水系分布 
⑥ 极端水情 

调查 评价范围内  

理 化 要

素 
① 物理要素 
② 化学要素 

按地表水监测方法 
按地表水 采

样布点方法 
按地表水监测

布点原则 

生 物 要

素监测 

① 大型植物 
② 浮游植物 
③ 浮游动物 
④ 底栖动物 
⑤ 游泳动物 
⑥ 细菌 

① 带网钢夹法 
② 浮游生物网、沉淀法

③ 浮游生物网、沉淀法

④ 菜泥器法 
⑤ 网具法 
⑥ 平板法、直接计数法

调查范围内 

① 每年 1-2 次 
② 每年 4 次 
③ 每年 4 次 
④ 每年 2-4 次 
⑤ 每年 1 次 
⑥ 每年 2 次 

生 物 生

产力 

① 浮游植物初级生

产力 
② 叶绿素 

① 4C、黑白瓶测氧法 
② 分光光度法 

调查范围内 每年 4-12 次 

水 域 及

周 边 社

会经济 

渔业经济、土地利

用、植被和人口 
调查 评价范围内  

生 物 多

样 性 指

标 

①水生植物 
②浮游植物 
③浮游动物 
④游泳动物 
⑤底栖动物 
⑥鱼类和保护物种 

调查和利用生物要素监

测结果 
评价范围内  

河 流 整

体 性 指

标 

①河道通畅性 
②河道河岸自然性 
③流量流态稳定性 

 

调查和遥感图像解译 
 

评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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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湖泊生态系统类型监测方法见表 C.6。 

表 C.6 湖泊生态系统监测方法 

指 标 类

型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布点要求 监测制度 

气 象 常

规 

云、气压、风、空

气湿度、降雨、雪、

蒸发量、地表温

度、辐射、日照时

数和地温 

参照气象台站标准方

法 
调查范围内 按气象台要求 

自 然 地

理 及 水

文指标 

①水域形态特征 
②流测流计 
③交换率 
④生活污水 
⑤地表径流 

调查 评价范围内  

理 化 要

素 
①物理要素 
②化学要素 

按地表水监测方法 
按地表水采样

布点方法 
按地表水监测布

点原则 

生 物 要

素监测 

①大型植物 
②浮游植物 
③浮游动物 
④底栖动物 
⑤游泳动物 
⑥细菌 

①带网钢夹法 
②浮游生物网、沉淀法

③浮游生物网、沉淀法

④菜泥器法 
⑤网具法 
⑥平板法、直接计数法

调查范围内 

①每年 1-2 次 
②每年 4 次 
③每年 4 次 
④每年 2-4 次 
⑤每年 1 次 
⑥每年 2 次 

生 物 生

产力 

①浮游植物初级

生产力 
②叶绿素 

①4C、黑白瓶测氧法 
②分光光度法 

调查范围内 每年 4-12 次 

水 域 及

周 边 社

会经济 

渔业经济、土地利

用、植被和人口 
调查 评价范围内  

生 物 多

样 性 指

标 

①水生植物 
②浮游植物 
③浮游动物 
④游泳动物 
⑤底栖动物 
⑥鱼类和保护物

种 

调查和利用生物要素

监测结果 
评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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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海洋生态系统类型监测方法见表 C.7。 

表 C.7 海洋生态系统监测方法 

指标类

型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布点要求 监测制度 

气 象 指

标 

云、能见度、气压、

风、空气湿度、降

水、蒸发量、地表

温度、辐射、日照

时数 

监测方法见 GB12763.3-91
《海洋调查规范  海洋气

象监测》 
调查范围内 按气象台要求 

自 然 地

理指标 

① 面积 
② 深度 
③ 海岸线类型 
④ 海岸线长度 

测量   

水 文 指

标 

① 水文 
② 水深 
③ 水色 
④ 透明度 
⑤ 浊度 
⑥ 水下辐射 

监测方法见 GB12763.2-91
《海洋调查规范  海洋水

文监测》 

按海洋采 样

布点方法 
按海洋监测布

点原则 

生 物 指

标 

① 生物生物量和

种群组成 
② 生物生产力 

① 叶绿素 a、浮游植物、浮

游动物、游泳生物、底

栖生物、微生物 
② 初级生产力、细菌生产

力 

调查范围内 每年 4-12 次 

化 学 指

标 
① 水体指标 
② 底质分析 

① 见 GB17378.4-1998《海

洋监测规范 海水分析》

② PH、Eh、底质类型、粒

度、有机碳、有机质、

总氮、总磷 

① 按地表水

布点方法 
② 底质采样

布点方法 

① 按地表水监

测布点原则 
② 底质采样布

点方法 

人 类 社

会 活 动

指标 

① 渔业养殖和捕

捞 
② 污染物监测 
③ 生物毒性 
④ 生态评价 

调查 调查范围内  

生 物 多

样 性 指

标 

①水生植物 
②浮游植物 
③浮游动物 
④游泳动物 
⑤底栖动物 
⑥保护物种 

调查和生物要素监测结果 评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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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生态影响评价图件规范与要求 

D.1 一般原则 

D.1.1 生态影响评价图件是生态影响评价报告的必要组成内容或评价分析的主要依据，是指

以图形、图像形式对生态影响评价有关空间内容的描述、表达或定量分析。 

D.1.2 本附录主要适用于生态影响评价工作中表达地理空间信息的地图，应遵循有效、实用、

规范的原则，根据评价等级和成图范围以及所表达的主题内容选择适当的图件构成和成图精

度，充分反映出评价项目、生态因子构成、空间分布以及评价项目与影响区域生态的空间作

用关系、途径或规模。 

D.2 图件构成 

D.2.1 根据评价项目自身性质特点、评价工作等级以及区域生态敏感性不同，生态影响评价

图件由基础图件和推荐图件构成，如表 D.1 所示。 

D.2.2 基础图件是指根据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不同，各级生态影响评价工作所必需制作提

供的必要图件：评价项目区域地理位置图、评价范围概况图、工程或规划总平面图、环保措

施平面布置图和环保措施基本工艺要求图。当评价项目涉及特殊生态敏感区域时必需提供能

反映生态敏感特征的空间专题图，如保护物种空间分布图、水土流失分布图；当开展生态监

测工作时必需提供相应的生态监测点位图。 

D.2.3 推荐图件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可以图形图像形式表达的、有助于阐明生态影响评价结

果的选作图件。 

表 D.1  生态影响评价图件构成要求 

评价

等级 
基础图件 推荐图件 

一级 

（1）项目区域地理位置图 
（2）工程平面图或规划总平面

图 
（3）土地（或水域）利用 
（4）植被类型图 
（5）土壤类型分布图 
（6）生态敏感区空间分布图* 
（7）主要评价因子的评价成果

和预测图（原则要求） 
（8）生态监测布点图（如开展

生态监测） 
（9）环保措施平面布置图 
（10）环保措施基本工艺要求

图 

（1）当评价范围内涉及山岭重丘区时，应提供地形

地貌图、土壤图和土壤侵蚀分布图。 
（2）当评价范围内涉及河流、湖泊等地表水时，应

提供地表水系图和水环境功能区划图；当涉

及地下水时，应提供潜水等水位线图和水文

地质剖面图等，选做水平衡图。 
（3）当评价范围涉及海洋和海岸带时，应提供岸线

图、海洋功能区划图，根据评价需要选做海

洋渔业资源分布图、主要经济鱼类产卵场分

布图、滩涂分布现状图。 
（4）当评价范围内已有土地利用规划时，应提供已

有土地利用规划图和生态功能分区图。 
（5）当评价范围内涉及地表塌陷时，应提供塌陷等

值线图。 
（6）此外，还应根据评价范围内涉及生态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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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等级 
基础图件 推荐图件 

不同，选作动植物资源分布图、农田分布图、

绿化布置图、荒漠化等。 

二级 

（1）项目区域地理位置图 
（2）工程平面图或规划总平面

图 
（3）土地利用或水体利用现状

图 
（4）植被类型图 
（5）生态敏感区空间分布图 
（6）主要评价因子的评价成果

和预测图 
（7）环保措施平面布置图 
（8）环保措施基本工艺要求图

（1）当评价范围内涉及山岭重丘区时，应提供地形

地貌图和土壤侵蚀分布图。 
（2）当评价范围内涉及河流、湖泊等地表水时，应

提供地表水系图；当涉及地下水时，应提供潜

水等水位线图。 
（3）当评价范围内涉及海域时，应提供海域岸线图

和海洋功能区划图。 
（4）当评价范围内已有土地利用规划时，应提供已

有土地利用规划图和生态功能分区图。 

三级 

（1）项目区域地理位置图 
（2）工程平面图或规划总平面

图 
（3）土地利用或水体利用现状

图 
（4）关键评价因子的评价成果

图 
（5）环保措施平面布置图 

（1）评价范围内，陆域应根据评价需要选做植被类

型图或绿化布置图。 
（2）当评价范围内涉及山岭重丘区时，还应提供地

形地貌图。 
（3）当评价范围内涉及河流、湖泊等地表水时，应

提供地表水系图。 
（4）当评价范围内涉及海域时，应提供海洋功能区

划图。 
注*：“生态敏感目标区”指术语中“特殊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敏感区”所述区域。 

D.3 图件制作规范与要求 

D.3.1 数据来源与要求 

a)生态影响评价图件制作基础数据来源包括已有图件资料、采样、实验、地面勘测和

遥感信息等。 

b)图件基础数据来源应满足生态影响评价所需的时效要求，选择与评价基准时段最近

的数据源。当图件主题内容无显著变化时，制图数据源的时效要求可在无显著变化期内适当

放宽，但必须经过现场勘验校核。如自身无力监测或现阶段无法获取数据，可选取国家最新

测绘数据。 

D.3.2 制图与成图精度要求 

生态影响评价制图的工作精度应与工程可行性研究保持一致；制图比例应与评价因子和

生态影响的空间尺度相对应。 

生态影响评价成图应能准确、清晰的反映评价主题内容，成图比例不应低于表 D.2 的规

范要求。当成图范围过大而不能准确清晰的反映评价主题内容，可采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

分幅成图；当涉及敏感生态目标时，应分幅单独成图，提高成图精度。 

 

表 D.2  生态影响评价图件成图比例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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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图比例尺 
评价范围 

一级评价 二级评价 三级评价 

＞1000km2 ≥1：10 万 ≥1：25 万 ≥1：25 万 
100～1000km2 ≥1：5 万 ≥1：10 万 ≥1：10 万 

50～100km2 ≥1：5 万 ≥1：5 万 ≥1：10 万 
10～50km2 ≥1：1 万 ≥1：1 万 ≥1：5 万 

面积 

＜10km2 ≥1：5000 ≥1：5000 ≥1：1 万 
＞500km ≥1：50 万 ≥1：100 万 ≥1：100 万 

100～500km  ≥1：25 万 ≥1：50 万 ≥1：100 万 
50～100km ≥1：10 万 ≥1：25 万 ≥1：50 万 
10～50km ≥1：5 万 ≥1：10 万 ≥1：25 万 

长度 

＜10km ≥1：1 万 ≥1：1 万 ≥1：5 万 

D.3.3 图形整饬规范 

生态影响评价图件应符合地图学的整饬规范要求，成图应包括图名、比例尺、方向标（比

例尺小于 1：50 万的成图应采用经纬网）、图例、注记、制图数据源（调查数据、实验数据、

遥感信息源或其它）、成图时间等要素；如采用经纬网表示方向，还应注明坐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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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推荐的生态影响评价和预测方法 

E.1 列表清单或描述法 

列表清单法是 little 等人于 1971 年提出的一种定性分析方法。该法的特点是简单明了，

针对性强。 
a)列表方法 
列表清单法的基本做法是，将拟实施的开发建设活动的影响因素与可能受影响的环境因

子分别列在同一张表格的行与列内。逐点进行分析，并逐条阐明影响的性质强度等．由此分

析开发建设活动的生态影响。 
b)列表清单法应用 
1)用于生态影响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 
2)进行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因子的影响分析， 
3)进行生态保护措施的筛选； 
4)进行物种或栖息地重要性或优先度比选。 

E.2 图形叠置法 

图形叠置法，是把两个以上的生态信息叠合到一张图上，构成复合图，用以表示生态变

化的方向和程度。本法的特点是直观、形象，简单明了，但不能作精确的定量评价。 
图形叠置法有两种基本制作手段：指标法和 3S 叠图法。 
a)指标法 
1)确定评价区域范围； 
2)进行生态调查，收集评价范围与周边地区自然的和生态的信息，同时收集社会经济和

环境污染及环境质量信息； 
3)进行影响识别和筛选拟评价因子，其中包括识别和分析主要生态问题； 
4)研究拟评价生态系统或生态因子的地域分异特点与规律，对拟评价的生态系统、生态

因子或生态问题建立表征其特性的指标体系．并通过定性分析或定量方法对指标赋值或分

级，再依据指标值进行区域划分； 
5)将上述区划信息绘制在生态图上。 
b)3S 叠图法 
1)选用适当的遥感影像作为工作底图，底图范围应略大于评价范围； 
2)在底图上描绘生态主要因子信息，如植被覆盖度、动物分布、河流水系、土地利用和

特别保护目标等等； 
3)进行影响识别与筛选评价因子； 
4)运用 3S 技术，分析评价因子的不同影响性质、类型和程度； 
5)将影响因子图和底图叠加，得到生态影响评价图。 
c)图形叠置法应用 
1)生态图主要用于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和影响评价； 
2)用于具有区域性影响的特大型建设项目评价中如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新能源基地建

设、矿业开发项目等； 
3)用于土地利用规划和农业开发规划中。 

E.3 生态机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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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或植物与其生长环境构成有机整体，当开发项目影响植物生长环境时，对动物或植

物的个体、种群和群落也产生影响。按照生态学原理进行影响预测的步骤如下： 
a)调查环境背景现状和搜集有关资料； 
b)调查植物和动物分布，动物栖息地和迁徙路线； 
c)根据调查结果分别对植物或动物按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进行划分，描述其分布特点、

结构特征和演化等级； 
d)识别有无珍稀濒危物种及重要经济、历史、景观和科研价值的物种； 
e)监测项目建成后该地区动物、植物生长环境的变化； 
f)根据兴建项目后的环境（水、气、土和生命组分）变化，对照无开发项目条件下动物、

植物或生态系统演替趋势，预测动物和植物个体、种群和群落的影响，并预测生态系统演替

方向。 
评价过程中有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生物模拟试验，如环境条件。生物习性模拟

试验、生物毒理学试验、实地种植或放养试验等，或进行数学模拟，如种群增长模型的应用。 
该方法需与生物学、地理学、水文学、数学及其它多学科合作评价，才能得出较为客观

的结果。 

E.4 景观生态学法 

景观生态学对生态质量状况的评判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空间结构分析，二是功

能与稳定性分析。这是因为景观生态学认为，景观的结构与功能是相当匹配的，且增加景观

异质性和共生性也是生态学和社会学整体论的基本原则。 
空间结构分析基于景观是高于生态系统的自然系统，是一个清晰的和可度量的单位。景

观由拼块、模地和廊道组成，其中模地是景观的背景地块，是景观中一种可以控制环境质量

的组分。因此，模地的判定是空间结构分析的重要内容。判定模地有三个标准，即相对面积

大、连通程度高、有动态控制功能。模地的判定多借用传统生态学中计算植被重要值的方法。

决定某一拼块类型在景观中的优势，也称优势度值（Do）。优势度值由密度（Rd）、频率（Rf）
和景观比例（Lp）三个参数计算得出。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Rd=（拼块 i 的数目／拼块总数）xl00％ 
Rf=（拼块 i 出现的样方数／总样方数）xl00％ 
Lp=（拼块 i 的面积／样地总面积）xl00％ 
Do=0.5*[0.5*（Rd+Rf）+Lp]*100% 
上述分析同时反映自然组分在区域生态中的数量和分布，因此能较准确地表示生态的整

体性。 
景观的功能和稳定性分析包括如下四方面内容： 
a）生物恢复力分析：分析景观基本元素的再生能力或高亚稳定性元素能否占主导地位。 
b）异质性分析：模地为绿地时，由于异质化程度高的模地很容易维护它的模地地位，

从而达到增强景观稳定性的作用。 
c）种群源的持久性和可达性分析：分析动、植物物种能否持久保持能量流、养分流，

分析物种流可否顺利地从一种景观元素迁移到另一种元素，从而增强共生性。 
d）景观组织的开放性分析：析景观组织与周边生境的交流渠道是否畅通。开放性强的

景观组织可以增强抵抗力和恢复力。景观生态学方法既可以用于生态现状评价也可以用于生

境变化预测，目前是国内外生态影响评价学术领域中较先进的方法。 

E.5 指数法与综合指数法 

指数法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规定的评价方法．同样可将其拓展而用于生态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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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中。指数法简明扼要，且符合人们所熟悉的环境污染影响评价思路，但困难之点在于需明

确建立表征生态质量的标准体系，而且难以赋权和准确定量。 

a)单因子指数法 

选定合适的评价标准，采集拟评价项目区的现状资料，可进行生态因子现状评价，例如

以同类型立地条件的森林植被覆盖率为标准，可评价项目建设区的植被覆盖现状情况。亦可

进行生态因子的预测评价，如以评价区现状植被盖度为评价标准，可评价建设项目建成后植

被盖度的变化率。 

b)综合指数法 

1）分析研究评价的生态因子的性质及变化规律； 

2）建立表征各生态因子特性的指标体系； 

3）确定评价标准； 

4）建立评价函数曲线，将评价的环境因子的现状值(开发建设活动前)与预测值(开发建

设活动后)转换为统一的无量纲的环境质量指标。用 l～0 表示优劣(“l”表示最佳的、顶极的、

原始或人类干预甚少的生态状况，“0”表示最差的、极度破坏的、几乎无生物性的生态状况，

如沙漠。这一划分实际上是确定了生态质量标准。)由此计算出开发建设活动前后环境因子

质量的变化值； 

5）根据各评价因子的相对重要性赋与权重； 

6）将各因子的变化值综合，提出综合影响评价值，即： 

E△  =∑(Ehi一 Eqi)×Wi 

式中： 

E△ ——开发建设活动日前后生态质量变化值； 

Ehi——开发建设活动后 i 因子的质量指标； 

Eqi——开发建设活动前 i 因子的质量指标； 

Wi——i 因子的权值。 

c)指数法应用 

1）可用于生态因子单因子质量评价； 

2）可用于生态多因子综合质量评价； 

3）可用于生态系统功能评价(见示例)。 

d)说明与举例 

建立评价函数曲线须根据标准规定的指标值确定曲线的上、下限。对于空气和水这些已

有明确质量标准的因子，可直接用不同级别的标准值作上、下限；对于无明确标准的生态因

子，须根据评价目的、评价要求和环境特点选择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值，再确定上、下限。 

E.6 类比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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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法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定性和半定量评价方法，一般有生态整体类比。生态因子类比、

生态问题类比等。 
a)类比方法 
类比分析是根据已有的开发建设活动（项目、工程）对生态产生的影响来分析或预测拟

进行的开发建没活动（项目、工程）可能产生的生态影响。选择好类比对象（类比项目）是

进行类比分析或预测评价的基础，也是该法成败的关键。 
类比对象的选择条件是：工程性质、工艺和规模与拟建项目基本相当，生态条件（地理、

地质、气候、生物因素等）相似，项目建成已有一定时闸，所产生的影响已基本全部显现； 
类比对象确定后，则需选择和确定类比因子及指标，并对类比对象开展调查与评价，再

分析拟建项目与类比对象的差异。根据类比对象与拟建项目的比较，做出类比分析结论。 
b)类比法应用 
1)进行生态影响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 
2)以原始（生）生态系统作类比对象，可评价生态的质量； 
3)进行生态影响的定性分析与评价； 
4)进行某一个或几个生态因子的影响评价； 
5)预测生态问题的发生与发展趋势及其危害； 
6)确定环保目标和寻求最有效、可行的生态保护措施。 

E.7 系统分析法 

系统分析法因其能妥善地解决一些多目标动态性问题，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尤

其在进行区域规划或解决优化方案选择问题时，系统分析法显示出其它方法所不能达到的效

果。 
在生态系统质量评价中使用系统分析的具体方法有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

评判法、综合排序法、系统动力学、灰色关联等方法，这些方法原则上都适用于生态影响评

价。这些方法的具体操作过程可查阅有关书刊。 

E.8 生物多样性定量计算方法 

生物多样性一般由多样性指数、均匀度和优势度三个指标表征。 
a）香农-威纳指数法（Shannon-Wiener index）。 

H＝ −
=
∑ ( )(log )Pi Pi
i

S

2
1

 

式中： 
H—采样的信息含量（彼特/个体）＝物种的多样性指数 
S—物种数 
Pi—属于第 i 物种在全部采样中的比例 
在香农－威纳信息论多样性指数中包含两个组成：种类数目和种类中个体分配上的平均

性（equitability）或均匀性（evenness）。种类数目大，也就越增加种类的多样性，由于用香

农－威纳指数测量物种多样性，使种类间个体分配的均匀性分布也会增加。均匀性可用几种

方法测出。最简单的方法是：如果所有 S 物种在丰盛度上相等，那么样品的物种多样性为： 

Hmax＝-S 1
2

1
2S S Slog ) log=  

式中： 
Hmax—在最大的均匀性条件下种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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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群落中的种数。 
示例：在一群落中仅有两个种： 

Hmax＝log22=1.00 彼特/个体 
如上所观察，均匀性可限定为一种比。示例： 

E＝ 
H

H m a x  

式中： 
E—均匀性（阈为 0-1） 
H—观察的种类的多样性 
Hmax—最大的种类多样性＝log2S 

b）均匀度 

均匀度指数：E =H／Hmax 

式中： 

E —均匀度； 

Hmax —最大多样性。设群落中物种总数为 T,当所有种都以相同比例(1／T)存在时，将有

最大的多样性，即 Hmax=log2Ｔ 

样方中各个种多度的均匀程度，即是每个种个体数量间的差异。种的多样性与种间个体

分布的均匀度有关。 
c）优势度 
优势度表明群落中占统治地位的物种及其分布。优势度指数计算公式： 

D=log2T+∑Pilog2Pi， 
式中： 
D —优势度； 
T —总丰富度，即群落中物种总数； 
Pi —属于第 i 物种在全部采样中的比例。 

E.9 生态质量评价（EQI）法 

EQI 法适用于生态质量及其变化幅度评价。EQI 法以植被区划理论为指导，根据我国植

被分布的八大区域分别提出相应的指标体系，打破了区域行政界限，充分考虑了不同地理、

气候条件影响下的原生态状况，EQI 法主要包括三大部分：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生态指标体

系递阶模型；利用 Matlab 计算权重；利用 EQI 计算公式评价生态状况。 

a)层次分析法建模 

层次分析法适用于难于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它的特点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

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

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并可利用

此方法建立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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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atlab 计算权重 

利用 Matlab 计算权重，并编制计算程序，减少了确定权重时矩阵计算的工作量，使其

成为一种方便的工具。 

c)EQI 评价 

1）EQI 指数 

EQI =（ni 针叶林+ n2 阔叶林+ n3 灌丛和萌生矮林+ n4 荒漠和旱生灌丛+ n5 针草原+ n6

草甸+ n7 草本沼泽）/总面积 

式中： 

ni——特定植被区域中植被类型的权重（i=1,2,…,7,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缺失） 

2）生态状况分级 

根据生态状况指数，将生态分为五级：优、良、一般、较差、差。 

3）生态状况变化幅度分级 

生态状况变化幅度分为 4 级：无明显变化、略有变化（好或差）、明显变化（好或差）

和显著变化（好或差）。 

E.10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法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cological Index，EI）法制定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计

算方法，适用于我国县级以上区域生态环境现状及动态趋势的年度综合评价。 

a)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1）生物丰度指数的权重及计算方法 

生物丰度指数分权重见表 E.1。 

表E.1  生物丰度指数分权重 

 林地 草地 水域湿地 耕地 建筑用地 未利用地 

权重 0.35 0.21 0.28 0.11 0.04 0.01 

结构 

类型 

有林

地 

灌木

林地 

疏林地和

其它林地 

高覆盖

度草地 

中覆盖

度草地 

低覆盖

度草地

河

流

湖泊

(库)

滩涂

湿地

水

田

旱

地

城镇建

设用地

农村

居民

点

其它

建设

用地 

沙 

地 

盐碱

地 

裸土

地 

裸岩

石砾

分权重 0.6 0.25 0.15 0.6 0.3 0.1 0.1 0.3 0.6 0.6 0.4 0.3 0.4 0.3 0.2 0.3 0.3 0.2

生物丰度指数＝Abio×（0.35×林地＋0.21×草地＋0.28×水域湿地＋0.11×耕地＋

0.04×建设用地＋0.01×未利用地）/区域面积。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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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o——生物丰度指数的归一化系数。 

2）植被覆盖指数的权重及计算方法 

植被覆盖指数的分权重见表 E.2。 

表E.2  植被覆盖指数分权重 

 林地 草地 农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权重 0.38 0.34 0.19 0.07 0.02 

结构类型 

有林

地 

灌木

林地

疏林

地和

其它

林地 

高覆

盖度

草地 

中覆

盖度

草地

低覆

盖度

草地

水田 旱田 城镇

建设

用地

农村

居民

点

其它

建设

用地 

沙

地 

盐

碱

地 

裸

土

地 

裸

岩

石

砾

分权重 0.6 0.25 0.15 0.6 0.3 0.1 0.7 0.3 0.3 0.4 0.3 0.2 0.3 0.3 0.2

植被覆盖指数＝Aveg×（0.38×林地面积＋0.34×草地面积＋0.19×耕地面积＋0.07×

建设用地＋0.02×未利用地）/区域面积。 

式中：Aveg——植被覆盖指数的归一化系数。 

3）水网密度指数计算方法 

水网密度指数=Ariv×河流长度/区域面积＋Alak×湖库（近海）面积/区域面积＋Ares

×水资源量/区域面积。 

式中：Ariv——河流长度的归一化系数； 

  Alak——湖库面积的归一化系数； 

  Ares——水资源量的归一化系数。 

4）土地退化指数的权重及计算方法 

土地退化指数分权重见表 E.3。 

表E.3  土地退化指数分权重 

土地退化类型 轻度侵蚀 中度侵蚀 重度侵蚀 

权重 0.05 0.25 0.7 

土地退化指数＝Aero×（0.05×轻度侵蚀面积＋0.25×中度侵蚀面积＋0.7×重度侵蚀面

积）/区域面积。 

式中： 

Aero——土地退化指数的归一化系数。 

5）环境质量指数的权重及计算方法 

环境质量指数的分权重见表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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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4  环境质量指数分权重 

类型 二氧化硫（SO2） 化学需氧量（COD） 固体废物 

权重 0.4 0.4 0.2 

 

环境质量指数＝0.4×（100－ASO2×SO2 排放量/区域面积）＋0.4×（100－ACOD×COD 

排放量/区域年均降雨量）＋0.2×（100－Asol×固体废物排放量/区域面积） 

式中： 

ASO2——SO2 的归一化系数； 

ACOD——COD 的归一化系数； 

Asol——固体废物的归一化系数。 

b）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计算方法 

各项评价指标权重，见表 E.5。 

表E.5  各项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 生物丰度指数 植被覆盖指数 水网密度指数 土地退化指数 环境质量指数 

权重 0.25 0.2 0.2 0.2 0.15 

EI＝0.25×生物丰度指数＋0.2×植被覆盖指数＋0.2×水网密度指数＋0.2×土地退化指

数＋0.15×环境质量指数。 

c）生态环境状况分级 

根据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将生态环境分为五级，即优、良、一般、较差和差，见表 E.6。 

表E.6  生态环境状况分级 

级别 优 良 一般 较差 差 

指数 EI≥75 55≤EI＜75 35≤EI＜55 20≤EI＜35 EI＜20 

状态 

植被覆盖度高，

生物多样性丰

富，生态系统稳

定，最适合人类

生存。 

植被覆盖度较

高，生物多样性

较丰富，基本适

合人类生存。 

植被覆盖度中等，生物多

样性一般水平，较适合人

类生存，但有不适人类生

存的制约性因子出现。 

植被覆盖较差，严

重干旱少雨，物种

较少，存在着明显

限制人类生存的

因素。 

条件较恶

劣，人类生

存环境恶

劣。 

d）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幅度分级 

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幅度分为 4 级，即无明显变化、略有变化（好或差）、明显变化（好

或差）、显著变化（好或差），见表 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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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7 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度分级 

级别 无明显变化 略有变化 明显变化 显著变化 

变化值 |ΔEI|≤2 2＜|ΔEI|≤5 5＜|ΔEI|≤10 |ΔEI|＞10 

描述 

生态环境状

况无明显变

化。 

如果2＜ΔEI≤5，则生态

环境状况略微变好；如果

－2＞ΔEI≥－5，则生态

环境状况略微变差。 

如果5＜ΔEI≤10，则生

态环境状况明显变好；如

果－5＞ΔEI≥－10，则

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变差。

如果ΔEI＞10，则生态

环境状况显著变好；如

果ΔEI＜－10，则生态

环境状况显著变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