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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要求，规范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的技术要求，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的流程、主要内容、技术和方法的要求。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C~ F 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生态状况监测（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生态功能评价（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保护成效评估（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监

管技术规范 台账数据库建设（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数据质量控制（试行）》《生

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平台建设（试行）》等同属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系列标准。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0 年 11 月 24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0 年 11 月 24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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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基础调查（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的流程、内容、技术和方法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信息的本底调查与成果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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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2763.9 海洋调查规范 第9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9377 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的分级标准 

GB/T 24255 沙化土地监测技术规程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623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HJ 633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 

HJ 7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HJ 1144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台账数据库建设（试行） 

HJ 1145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数据质量控制（试行） 

DZ/T 0261 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1：50000） 

LY/T 2587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监测站点建设技术规范 

NY/T 635 天然草地合理载畜量的计算 

SL 190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技术规定》 （国污普〔2018〕3号）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试行）》 （国环规生态〔2017〕3号）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环办〔2014〕12号）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环办生态〔2017〕48号） 

《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 （环办生态〔2019〕4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

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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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3.2 

生态空间 ecological space 

指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森林、草原、湿地、

河流、湖泊、滩涂、岸线、海洋、荒地、荒漠、戈壁、冰川、高山冻原、无居民海岛等。 

3.3 

生态功能 ecological function 

指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过程中，为人类提供的惠益，通常包括产品提供、

生态调节、娱乐文化和支持功能。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通常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

生物多样性维护、洪水调蓄等类型。 

3.4 

自然保护地 protected area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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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 baseline investigation for supervision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指为满足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求，对生态保护红线基本状况、生态状况、人类活动本底情况和

其他相关基础信息进行的调查统计。调查工作主要通过现场调查、遥感监测、资料收集等技术手段

开展，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进行汇总。 

4 基本原则 

4.1 协调性原则 

生态环境部门应按照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职责要求，组织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并积

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充分运用相关行业已有各类调查/详查的工作成果，丰富调查资料来

源渠道，提高工作效率。 

4.2 科学性原则 

遵循科学的调查方法和技术手段，严格按照本标准明确的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对生态保护红

线的基本状况、生态状况、人类活动本底情况等信息，开展系统、全面的调查，并保障调查成果的

真实性、准确性、时效性。 

4.3 可操作性原则 

在保障调查结果准确、实用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人力、物力、资金、后勤保障等条件，因地

制宜，结合实际情况科学选取调查数据源。根据地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求，可在规定的调查内容

外，根据监管需求开展补充调查。 

5 工作流程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的工作流程（见图1）分为：前期准备、调查登记、质量管理、成果

应用四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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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工作流程图 

6 前期准备 

6.1 基础资料收集 

调查开始前，调查单位应收集调查区域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其他专

题数据等相关基础资料，包括但不局限于与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的专题图件及空间数据、遥感影像、

调查登记 

成果应用 

质量管理 

前期准备 

基础资料收集 

全面自查 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 

调查成果要求 

调查人员培训 

人类活动本底调查 

基本状况调查 

生态状况调查 

调查方案制定 

生态保护红线分布 管护状况 

生态系统格局 

环境质量状况 

农林业 畜牧养殖业 

居民点 工业用地 

矿业用地 能源设施 

旅游设施 交通设施 

线性工程 排污口 

调查成果应用 

其他活动 

生态系统质量 生态退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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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鉴及各部门已有的相关权威调查监测结果，数据资料收集说明参见附录A。 

6.2 调查方案制定 

县级及以上生态环境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根据监管基础调查的工作流程，编制本行政区的调

查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技术路线、主要任务、数据口径、责任分工、质量管理、主要成果和进度

安排等。其中，涉及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结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求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台

账数据库建设有关要求，参照GB/T 12763.9确定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 

6.3 调查人员培训 

在开展调查前，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组织对参加调查的人员进行培训，明确调查任务与调查内

容，确定调查原则和工作纪律，规范调查程序和调查方法，统一调查标准和成果要求，保证调查工

作进度与成果质量。 

7 调查登记 

7.1 基本状况调查 

7.1.1 生态保护红线分布情况 

对县级行政区内生态保护红线的分布情况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内容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图斑的

个数，以及各生态保护红线图斑对应的地理位置、面积、主导生态功能和保护目标。 

数据来源：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成果。参照附录表B.1进行填写。 

7.1.2 环境质量状况 

对县级行政区内生态保护红线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内容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内

地表水、空气、土壤、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情况。 

数据来源：环境监测数据。参照附录表B.2进行填写。 

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实际情况或监管需求，选取针对性内容，调查环境状况

的补充调查指标，参见附录C。 

7.1.3 管护状况 

对县级行政区内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护状况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内容包括：自然保护地面积和比

例、生态保护红线界桩、标识牌、专业技术人员、生态环境监测点位等管护现状情况，以及近五年

生态保护红线内发生的重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事件。 

数据来源：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成果、资料收集。参照附录表B.3进行填写。 

7.2 生态状况调查 

7.2.1 生态系统格局 

对县级行政区生态保护红线的各类生态系统类型分布现状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县级

行政区内生态保护红线中各类生态系统类型的面积、比例及主要分布情况等。分类体系参照全国生

态状况遥感调查评估，参见附录D。 

数据来源：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完成的遥感解译成果。参照附录表B.4进行填写。 

7.2.2 生态系统质量 

对县级行政区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质量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内容包括：自然生态用地面积

和比例、海洋自然岸线保护情况、植被覆盖状况和生物多样性状况。 

数据来源：自然资源、水利、生态环境、林草、气象等部门已有调查成果、遥感监测、实地调

查等。生物多样性调查所采用的资料来源应以近5年或10年的文献资料为主，辅以实地调查数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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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附录表B.5 ~ B.7进行填写。 

7.2.3 生态退化状况 

对县级行政区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退化状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土壤侵蚀、土地沙

化、盐渍化、石漠化、其他生态退化状况等。对于天然草地分布区域，应进行草地超载率调查。 

土地沙化调查方法参见GB/T 24255；土壤侵蚀等级划分参见SL 190；盐渍化等级划分参见GB 

19388；草地超载率调查方法参见NY/T 635。 

数据来源：水利、生态环境、林草、农业、气象等部门已有调查成果、遥感监测、实地调查等。

参照附录表B.8进行填写。 

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实际情况或监管需求，选取针对性内容，调查生态状况

的补充调查指标，参见附录C。 

7.3 人类活动本底调查 

7.3.1 农林业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直接或间接为农、林业生产所利用的土地，包括水田、旱地、果园、茶园、

商品林等，进行调查登记。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农林业用地的中心经纬度坐标、所在生态保护红线

名称、所在生态保护红线编码、活动/设施现状、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面积、与自然保护地及其功

能区的位置关系、主要产品、年产量、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以及对应的空间数据等。 

数据来源：资料收集、遥感调查结果、实地调查结果。参照附录表B.9进行填写。 

7.3.2 畜牧养殖业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存在滩涂、沿海、沿江及内陆养殖经济动植物的区域，包括规模化海水养殖

场、淡水养殖场、畜禽养殖场等，进行调查登记。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养殖场的中心经纬度坐标、

所在生态保护红线名称、所在生态保护红线编码、活动/设施现状、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面积、相

关审批手续情况、历史沿革、与自然保护地及其功能区的位置关系、养殖品种、养殖规模、其他需

要特别说明的情况，以及对应的空间数据等。 

数据来源：资料收集、遥感调查结果、实地调查结果。参照附录表B.10进行填写。 

7.3.3 居民点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存在的集聚定居地点，包括城镇和农村居民点，进行调查登记。主要调查内

容包括：居民点的中心经纬度坐标、所在生态保护红线名称、所在生态保护红线编码、活动/设施现

状、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面积、与自然保护地及其功能区的位置关系、所属行政村/街道名称、常

住人口数量、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以及对应的空间数据等。 

数据来源：资料收集、遥感调查结果、实地调查结果、人口统计结果。参照附录表B.11进行填

写。 

7.3.4 工业用地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独立设置的工厂、车间、建筑安装生产场地等，包括工厂、工业园区等，进

行调查登记。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工业用地的中心经纬度坐标、所在生态保护红线名称、所在生态

保护红线编码、活动/设施现状、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面积、与自然保护地及其功能区的位置关系、

相关审批手续情况、历史沿革、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以及对应的空间数据等。 

符合工业污染源统计范围的工业用地，视监管需求，对污染源的污染物产生、排放、治理情况

进行调查登记，调查方法参见HJ 772。 

数据来源：资料收集、遥感调查结果、实地调查结果。参照附录表B.12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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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矿业用地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开采矿产资源、建筑石（砂）料，以及进行矿产资源勘探的场所，包括矿山、

油罐、油井、采石场、采砂场等，进行调查登记。主要调查内容包括：采石（砂）场的中心经纬度

坐标、所在生态保护红线名称、所在生态保护红线编码、活动/设施现状、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面

积、与自然保护地及其功能区的位置关系、相关审批手续情况、采矿（砂）权人、开采矿种、开采

方式、生产规模、采矿（砂）许可发证机关、采矿（砂）许可有效期、历史沿革、其他需要特别说

明的情况，以及对应的空间数据等。 

对涉及矿产资源勘察的，应调查对应的探矿权人、勘察许可编号、勘察矿种、勘察范围与面积、

发证机关、有效期限，以及对应的空间数据等。 

数据来源：资料收集、遥感调查结果、实地调查结果。参照附录表B.13、B.14进行填写。 

7.3.6 能源设施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利用各种能源产生和传输电能的设施，包括风力发电场、水电站、水库、水

坝、变电站、太阳能电站等，进行调查登记。主要调查内容包括：能源设施的中心经纬度坐标、所

在生态保护红线名称、所在生态保护红线编码、活动/设施现状、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面积、与自

然保护地及其功能区的位置关系、相关审批手续情况、历史沿革、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以及

对应的空间数据等。 

数据来源：资料收集、遥感调查结果、实地调查结果。参照附录表B.15进行填写。 

7.3.7 旅游设施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用于开展商业、旅游、娱乐活动所占用的场所，包括旅游用地、高尔夫球场、

度假村、寺庙等，进行调查登记。主要调查内容包括：旅游设施的中心经纬度坐标、所在生态保护

红线名称、所在生态保护红线编码、活动/设施现状、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面积、与自然保护地及

其功能区的位置关系、相关审批手续情况、历史沿革、游客情况、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以及

对应的空间数据等。 

数据来源：资料收集、遥感调查结果、实地调查结果。参照附录表B.16进行填写。 

7.3.8 交通设施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从事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工具及设施，包括港口、机场、码头等，进行调查登

记。主要调查内容包括：交通设施的中心经纬度坐标、所在生态保护红线名称、所在生态保护红线

编码、活动/设施现状、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面积、与自然保护地及其功能区的位置关系、相关审

批手续情况、历史沿革、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以及对应的空间数据等。 

数据来源：资料收集、遥感调查结果、实地调查结果。参照附录表B.17进行填写。 

7.3.9 线性工程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线性工程基础设施，包括高等级公路、铁路、引水/输水渠等，进行登记调

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线性工程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起止点经纬度坐标、所在生态保护红线名称、

所在生态保护红线编码、活动/设施现状、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长度和面积、与自然保护地及其功

能区的位置关系、穿越方式、相关审批手续情况、历史沿革、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以及对应

的空间数据等。 

数据来源：资料收集、遥感调查结果、实地调查结果。参照附录表B.18进行填写。 

7.3.10 排污口 

对生态保护红线内实际存在的通过沟、渠、管道等设施向环境水体排放污水的入河（海）排污

口进行调查登记。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入河（海）排污口名称、类型、经纬度坐标、与自然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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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功能区的位置关系、所在生态保护红线名称、所在生态保护红线编码、相关审批手续情况、设

置单位、规模、污水入河（海）方式、受纳水体名称、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以及对应的空间

数据等。 

数据来源：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等。参照附录表B.19进行填写。 

7.3.11 其他活动 

根据实际情况，对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对生态环境具有一定影响，但无法精准划分到以上各人

类活动类别中的人类活动情况进行调查登记。主要调查内容包括：活动的中心经纬度坐标、所在生

态保护红线名称、所在生态保护红线编码、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面积、与自然保护地及其功能区

的位置关系、相关审批手续情况、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以及对应的空间数据等。 

7.3.12 人类活动总体情况 

以县级行政辖区为基本单元，对当地各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人类活动情况进行汇总，参照附录表

B.20进行填写。调查方法参见附录E。 

8 调查周期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原则上每五年开展一次，与全国生态状况遥感调查评估周期保持一

致，最长不能超过十年。 

9 质量管理 

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对调查成果进行全面自检，以确保成果的完整性、规范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自检工作以调查结果核查和外业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对质量问题、问题处理及质量评价等

内容进行全程记录。 

地市级及以上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行政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成果的质量管理，设立专

职检查组，采用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两种形式，利用遥感影像、举证照片、实地核查和相关资料，

对调查过程和调查成果的完整性、规范性、准确性、一致性进行审核，确保调查成果质量。审核内

容和数据质量控制要求参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数据质量控制（试行）》。 

10 成果要求 

10.1 文本成果 

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工作方案、调查质检报告、调查成果报告等。调查成果报告格式参见附录F。 

10.2 空间数据成果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空间数据成果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1985国家高

程基准。空间要素分类、编码、属性数据结构等要求参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台账数据库

建设（试行）》。 

包括但不限于：生态保护红线成果要素、自然保护地要素、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类型要素、

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要素等空间数据。 

10.3 调查登记表及数据成果 

包括但不限于：生态保护红线的基本状况、生态状况、人类活动本底调查登记表及对应的生态

保护红线基础状况数据、生态状况数据、各类人类活动本底数据等，以及必要的自然地理、社会经

济基础数据。 

10.4 多媒体成果 

包括工作过程中实地拍摄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人类活动密集区、重要生态环境受损破坏情况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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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片（应注明拍摄定位坐标和方位角）或音频、视频资料等。 

11 成果应用 

11.1 调查成果信息化集成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的各项成果，应按照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台账数据库等信息化要求，

进行数据整理整合、质量检查和数据入库，形成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信息台账。有条件的地区可

依据监管数据需求，开展补充调查，结合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确定土地权属和用地性质，并进

行调查成果的信息化集成。 

11.2 台账数据库建设 

在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信息台账的基础上，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监

管台账数据库，以此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运行的重要数据保障，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评

价、保护成效评估、生态补偿核算、保护与修复、信息公开等工作，提供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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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数据资料收集说明 

 

 

根据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内容，搜集各类资料数据。进行资料收集时，应保证资料的时

效性和准确性。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在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工作方案过程中，应统一提供

本辖区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国土调查及变更数据、生态环境遥感调查评估数据结果等已有数

据资料。其中，涉密数据应严格按照相关保密规定使用。 

A.1 专题图件及空间数据 

专题图件及空间数据包括但不局限于：国土调查及变更数据、地理国情普查和监测数据、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态系统类型与分布数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林地变更调查数据等。 

A.2 遥感影像 

遥感影像一般包括：中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或航片等。生态保护红线

监管基础调查应采用空间分辨率优于30 m的遥感影像，有条件的区域优先选取10 m及更高空间分辨

率的遥感影像或航片。 

A.3 统计年鉴 

统计年鉴一般包括：国家、省及市县编制的近期统计年鉴。包括：人口、国民经济核算、财政、

资源环境、能源、农业、工业、建筑业、住宿、餐饮、旅游业等数据。 

A.4 现有各部门开展的权威调查监测结果 

充分结合现有各部门开展的权威调查监测结果，调查监测结果包括但不局限于：全国生态环境

遥感调查评估数据（生态环境部门），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调查数据（生态环境部门），大气环境质量

监测数据（生态环境部门），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生态环境部门），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生态

环境部门），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数据（生态环境部门），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生

态环境部门、农业部门），全国、省、市县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数据（林草部门）、自然资源调查数

据（自然资源部门）、全国、省、市县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林草部门），全国气象数据（气象部

门），全国、省、市县水资源调查数据（水利部门），全国国土调查及变更数据（自然资源部门）等。 

A.5 相关数据平台 

当现有资料无法满足监管调查的数据需求，可利用相关平台收集有关数据，包括：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NSII）：www.nsii.org.cn 

物种2000 中国节点：www.sp2000.org.cn 

濒危物种数据库：http://www.cites.org.cn/database/index.php 

中国珍稀濒危植物信息系统：http://rep.iplant.cn/ 

中国生物多样性数字图书馆（BHL-China）：www.bhl-china.org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www.iucnredlist.org 

中国生态系统评估与生态安全格局数据库：www.ecosystem.csdb.cn 

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www.cnern.org 

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www.cfbiodi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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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统计表 

 

表 B.1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分布情况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生态保护红线编

码 

生态保护红线名

称 
主导生态功能 保护对象 面积/km2 占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的比例/% 

其他需要特别说

明的情况 

          

图斑总数/个   
陆域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km2 
 

海洋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km2 
 总面积/km2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按照生态保护红线图斑逐个进行调查登记。 

2）生态保护红线编码、名称、主导生态功能、保护对象、面积按照省级人民政府发布实施的结果进行填写。 

3）若生态保护红线图斑发生调整，应特殊说明。 

4）调查填表时间和审核时间应注明调查和审核的具体日期，包括年、月、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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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状况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地表水环境质量 空气环境质量 土壤环境质量 

国家级地下水

水质监测点达

到或优于Ⅲ类的

比例/% 

县级以上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优良比

例/%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生态保护红线

内省控及以上

地表水监测断

面达到或优于

III 类水质的比

例/% 

生态保护红线

内省控及以上

地表水监测断

面水质达标率
/% 

优良天数/天 
重度和严重污

染天数/天 
超筛选值耕地安全利用率/%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地表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情况、地下水环境质量、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以县级行政辖区内的生态保护红线为调查单元，按照调

查时间近五年生态环境部门环境监测结果的年平均值填写，若因监测点位条件等因素限制无对应监测数据结果，则应特别说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空气环境质量，可用县级行政区

内的空气环境质量代表。 

2）地表水环境质量等级划分参见 GB 3838、空气环境质量指数等级划分参见 HJ 633、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参见 GB 15618、地下水环境质量等级划分参见 GB/T 14848。 

 

 

 

 

表 B.3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管护状况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生态保护红线标识牌数目/个 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名 生态环境监测点位/个 自然保护地面积比例/% 
生态保护红线

界桩数目/个 

其他需要特别

说明的情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生态保护红线标识牌数目、界桩数目按照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成果填写。 

2）专业技术人员指长期从事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监管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科研、监测、宣教培训、野外生态环境巡护、监测、检查等作业人员。 

3）生态环境监测点位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内设置的自然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种群、生态环境变化等监测点位。 

4）若近五年内存在较大及以上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事件，则应特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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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格局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面积/km2 面积占比/% 
分布范围与位置描

述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合计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分类体系按照全国生态状况遥感调查评估生态系统分类体系，参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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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质量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生态基本状况 生物多样性状况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比例/% 海洋自然岸线保有率/% 植被覆盖指数 受保护的重点生物物种种数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自然生态用地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河流、湖泊、湿地、荒漠等具有自然生态属性的用地。 

2）海洋自然岸线保有率指指自然岸线保有量（长度）占行政管辖范围内海岸线总长度的百分比。 

3）植被覆盖指数采用近5年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湿地等有植被覆盖区域的生长季平均植被覆盖度的多年平均值，不包括农田。 

4）重点生物物种指国家一、二级野生动、植物，参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县（市、区）重点生物物种分布参考《中国生物多样性

本底评估报告》提供的县域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单。 

5）若有其他反映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变化特别重要的信息，如发现新的国家重点生物物种等，则应特殊说明，并需补充相关的证明，如照片、视频、痕迹点、或标本等。 

 

 

表 B.6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野生动物名录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序号 科名 中文名 拉丁名 保护等级 
是否为主要保护对

象 

主要分布地

点 
保护现状 数据来源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数据来源以资料收集为主，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依据HJ 710开展实地调查，名录登记范围以生态保护红线内主要保护物种、特有物种、珍稀濒危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重点。 

2）保护等级参见国家、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3）主要分布地点尽可能详细记录到镇、村及具体地点名。 

4）保护现状为已采取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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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野生植物名录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序号 科名 中文名 拉丁名 保护等级 
是否为主要保护对

象 

主要分布地

点 
保护现状 数据来源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数据来源以资料收集为主，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依据HJ 710开展实地调查，名录登记范围以生态保护红线内主要保护物种、特有物种、珍稀濒危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为重点。 

2）保护等级参见国家、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3）主要分布地点尽可能详细记录到镇、村及具体地点名。 

4）保护现状为已采取的保护措施。 

 

 

表 B.8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退化状况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土壤侵蚀面积/km2 沙化土地面积/km2 盐渍化土地面积/km2 石漠化土地面积/km2 
草地超载率

/% 

其他生态退

化问题及面

积/km2 

其他需要特

别说明的情

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土地沙化调查参见GB/T 24255；土壤侵蚀等级划分参见SL 190；盐渍化等级划分参见GB 19377。 

2）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天然草地开展草地超载率调查，草地超载率参见NY/T 635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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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9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农林业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乡镇/街道  

活动/设施类型 经度 纬度 
所在生态保护

红线编码 

所在生态保护

红线名称 
活动/设施现状 所在村 

位于生态保护

红线内的面积
/km2 

是否位于现有

自然保护地范

围内 

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年产量/kg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活动/设施类型包括水田、旱地、果园、茶园和商品林。 

2）活动/设施现状包括：长期使用、间断使用、已停用、长期停用、其他。 

3）农业主要产品指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及其产品等初级农产品，不包括经过加工的各类产品。林业产品指林业活动中获得的木材、薪材、干鲜品和其它工业原料。 

4）主要产品年产量按照对应地块近5年年平均产量填写。 

5）若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则填写所在自然保护地名称及功能区。 

6）若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存在轮耕休耕情况、涉及多种主要产品，则应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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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0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养殖业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乡镇/街道  

活动/设施名

称 

活动/设施类

型 
经度 纬度 

所在生态保

护红线编码 

所在生态保

护红线名称 

位于生态保

护红线内的

面积/km2 

活动/设施现

状 

相关审批手

续情况 

历史沿革（开

工建设时间、

建成时间、改

扩建情况等） 

是否位于现

有自然保护

地范围内 

                      

养殖场法人 

养殖品种及规模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生猪年出栏

量/头 

奶牛年末存

栏量/头 

肉牛年出栏

量/头 

蛋鸡年末存

栏量/羽 

肉鸡年出栏

量/羽 

鱼类年产量/

吨 
其他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活动类型包括海水养殖场、淡水养殖场和畜牧养殖场。 

2）调查范围以养殖规模为生猪年出栏量≥50头、奶牛年末存栏量≥5头、肉牛年出栏量≥10头、蛋鸡年末存栏量≥500羽、肉鸡年出栏量≥2000羽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养殖专业户，

规模化水产养殖场以及养殖面积≥5亩的池塘养殖、养殖水体体积≥1500立方米的工业化养殖、养殖面积≥100平方米的网箱养殖、养殖面积≥2亩的围栏养殖、养殖面积≥100亩的滩涂

养殖的水产养殖专业户为主。 

3）活动/设施现状包括：长期使用、间断使用、已停用、长期停用、已拆除、其他。 

4）若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则填写所在自然保护地名称及功能区。 

5）若存在畜禽放养的情况，则应特别说明，参见NY/T 635调查对应的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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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1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居民点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乡镇/街道  

活动/设

施名称 

活动/设施

类型 

居民点

常住人

口数量/

人 

经度 纬度 
所在生态保护

红线编码 

所在生态保护

红线名称 
活动/设施现状 

位于生态保护

红线内的面积
/km2 

是否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活动/设施类型包括农村居民点和城镇居民点。 

2）按照生态保护红线内居民点逐个进行调查登记。 

3）活动/设施现状包括：长期使用、间断使用、已停用、长期停用、已拆除、其他。 

4）若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则填写所在自然保护地名称及功能区。 

 

 

表 B.12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工业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乡镇/街道   

活动/设施名

称 

活动/设施类

型 
经度 纬度 

所在生态保

护红线编码 

所在生态保

护红线名称 

位于生态保

护红线内的

面积/km2 

活动/设施现

状 

相关审批

手续情况 

历史沿革（开工

建设时间、建成

时间、改扩建情

况等） 

是否位于现有

自然保护地范

围内 

           

污染源调查情况说明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活动/设施类型包括工厂、工业园区等。 

2）如符合HJ 772所规定的污染源调查标准，则应对是否已作为污染源进行统计进行说明。 

3）活动/设施现状包括：长期使用、间断使用、已停用、长期停用、已拆除、其他。 

4）若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则填写所在自然保护地名称及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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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3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矿业情况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乡镇/街道   

活动/设施名

称 

活动/设施类

型 
经度 纬度 

所在生态保护

红线编码 

所在生态保

护红线名称 

位于生态保

护红线内范

围及面积/km2 

活动/设施现

状 

相关审批手

续情况 

历史沿革（开

工建设时间、

建成时间、改

扩建情况等） 

是否位于现

有自然保护

地范围内 

                      

采矿（砂）权人 许可证编号 开采矿种 开采方式 
生产规模/万

吨/年 

采矿（砂）许

可发证机关 

采矿（砂）许

可有效期限 

其他需要特

别说明的情

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活动/设施类型包括矿山、油罐、油井、采石场、采砂场等。 

2）采矿（砂）权人、许可证号、采矿（砂）许可发证机关、采矿（砂）许可有效期限按照采矿（砂）许可证填写。 

3）开采矿种、开采方式、生产规模参照采矿许可材料中的信息，经由实地调查确认后填写。 

4）活动/设施现状包括：长期使用、间断使用、已停用、长期停用、已拆除、其他。 

5）若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则填写所在自然保护地名称及功能区。 

6）若无采矿（砂）许可则应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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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4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探矿情况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乡镇/街道  

活动/设施名

称 

活动/设施类

型 

所在生态保

护红线编码 

所在生态保

护红线名称 

是否位于现

有自然保护

地范围内 

探矿权人 
勘察许可证

号 
勘察矿种 

位于生态保

护红线内的

勘察范围及

面积/km2 

发证机关 有效期限 

其他需要特

别说明的情

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探矿权人、勘察许可证号、发证机关、有效期限按照勘查许可证填写。 

2）勘察矿种和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勘察范围及面积，参照勘察许可证中的信息，经由实地调查确认后填写，若无探矿许可材料则应特别说明。 

3）活动/设施现状包括：长期使用、间断使用、已停用、长期停用、已拆除、其他。 

4）若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则填写所在自然保护地名称及功能区。 

5）若无勘察许可则应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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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5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能源设施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乡镇/街道   

活动/设施

名称 

活动/设施

类型 
经度 纬度 

所在生态

保护红线

编码 

所在生态

保护红线

名称 

位于生态

保护红线

内的面积
/km2 

活动/设施

现状 

相关审批

手续情况 

历史沿革

（开工建

设时间、建

成时间、改

扩建情况

等） 

是否位于

现有自然

保护地范

围内 

生态影响

缓解措施 

其他需要

特别说明

的情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活动/设施类型包括风力发电场、水电站、水库、水坝、变电站、太阳能电站等能源基础设施。 

2）活动/设施名称包括：长期使用、间断使用、已停用、长期停用、已拆除、其他。 

3）若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则填写所在自然保护地名称及功能区。 

 

 

表 B.16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旅游设施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乡镇/街道   

活动/设施

名称 

活动/设施

类型 
经度 纬度 

所在生态

保护红线

编码 

所在生态

保护红线

名称 

位于生态

保护红线

内的面积
/km2 

活动/设施

现状 

相关审批

手续情况 

历史沿革

（开工建

设时间、建

成时间、改

扩建情况

等） 

是否位于

现有自然

保护地范

围内 

游览人数

（人次/年） 

其他需要

特别说明

的情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活动/设施类型包括旅游用地、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寺庙等。 

2）活动/设施现状包括：长期使用、间断使用、已停用、长期停用、已拆除、其他。 

3）若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则填写所在自然保护地名称及功能区。 

4）游览人数根据近3至5年，旅游设施有关统计数据填写，若无相关统计则应特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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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7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交通设施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乡镇/街道   

活动/设施名称 
活动/设施类

型 

所在生态保

护红线编码 

所在生态保

护红线名称 

位于生态保

护红线内的

面积/km2 

活动/设施现

状 

相关审批手

续情况 

历史沿革

（开工建

设时间、建

成时间、改

扩建情况

等） 

是否位于现

有自然保护

地范围内 

生态影响缓

解措施 

其他需要特

别说明的情

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活动/设施类型包括港口、机场、码头等。 

2）活动/设施现状包括：长期使用、间断使用、已停用、长期停用、已拆除、其他。 

3）若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则填写所在自然保护地名称及功能区。 

 

 

表 B.18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线性工程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乡镇/街道   

活动/设施名

称 

活动/设施类

型 
起点经度 起点纬度 止点经度 止点纬度 

所在生态保

护红线编码 

所在生态保

护红线名称 

活动/设施

现状 

相关审批

手续情况 

历史沿革（开工

建设时间、建成

时间、改扩建情

况等） 

是否位于现

有自然保护

地范围内 

                        

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面积/m2 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长度/km 穿越方式 
生态影响缓解措

施 

其他需要特

别说明的情

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活动/设施类型包括高等级公路、铁路、引水/输水渠等线性工程基础设施。 

2）以线性工程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两端点作为起止点。 

3）活动/设施现状包括：长期使用、间断使用、已停用、长期停用、已拆除、其他。 

4）若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则填写所在自然保护地名称及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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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9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入河（海）排污口调查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乡镇/街道   

排污口名称 类型 经度 纬度 

所在生态

保护红线

编码 

所在生态

保护红线

名称 

设置单位 规模 
相关审批

手续情况 

污水入河

（海）方式 

受纳水体

名称 

是否位于

现有自然

保护地范

围内 

其他需要

特别说明

的情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填写说明： 

1）根据最新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填写。 

2）如有需要可参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技术规定》（国污普〔2018〕3号）开展补充调查。 

3）若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则填写所在自然保护地名称及功能区。 

 

 

 

 

表 B.20  XX 县（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内人类活动情况汇总表 

所在行政区 市级  县级  

农林业活动面积
\km2 

养殖业活动面积
\km2 

居民点面积
\km2 

工业用地面

积\km2 

矿业用地面

积\km2 

能源设施面积
\km2 

旅游设施面积
\km2 

交通设施面积
\km2 

线性工程面积和

长度\km2、km 
其他活动面积\km2 

          

人类活动面积合

计\km2 
 

位于现有自然保护地内的面积
\km2 

 
其他需要特别说

明的情况 
 

填表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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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补充指标 

 

若资料收集、遥感调查、交流座谈等方法，均无法满足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定量需求，

根据地区生态保护红线实际情况，可选取针对性的调查内容，按照生态保护红线图斑，通过定位或

半定位调查监测等方式，开展地面补充调查，以综合反映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环境状况。调查方法

与技术要求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指标的调查监测技术规范和数据处理方法执行，有必要时需进行现场

采样和实验室测定。 

C.1 生态状况补充调查指标 

生态状况补充调查指标包括植被状况指标和生物多样性指标。 

植被状况指标包括但不局限于： 

乔木层：基于多个样方调查统计优势树种、密度、平均高度、平均冠幅、平均胸径、郁闭度、

叶面积指数等； 

灌木层：基于多个样方调查统计物种数、优势种、平均高度、平均丛幅、群落盖度、叶面积指

数等； 

草本层：基于多个样方调查统计物种数、优势种、平均高度、地上部分生物量、叶面积指数等； 

凋落物层：基于多个样方调查统计平均厚度、单位面积的凋落物质量、含水量、最大持水量等； 

生物多样性：可参见HJ 710对生物多样性情况进行调查，可参见HJ 623对外来入侵物种情况进

行调查。 

海洋生态状况：可参见GB/T 12763.9对海洋生物要素、环境要素等进行调查。 

C.2 环境状况补充调查指标 

环境状况补充调查指标包括：土壤指标、水质指标、空气指标等。 

土壤指标包括但不局限于：土壤类型、pH值、有机质含量、土壤温度、土壤湿度、阳离子交换

量、土壤剖面特征、土壤质地、非毛管孔隙度、非毛管最大持水量、土壤根系层深度、重金属含量、

微生物状况等。调查技术方法可参见HJ/T 166等相关标准。 

水质指标包括但不局限于：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总

氮、总磷、氨氮及其他污染物含量等。技术方法参见GB 3838和HJ 91.1等相关标准。 

空气指标包括但不局限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10、PM2.5、负氧离子浓度等。技术方法参

见GB 3095、LY/T 2587等相关标准。 

C.3 其他指标 

其他指标包括但不局限于：气象指标、地质灾害、洪水调蓄指标等。 

气象指标包括但不局限于：降水量、蒸发量、大气湿度、大气温度、风向、大风天数等。 

地质灾害指标：可参见DZ/T 0261对环境地质、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进行调

查。 

洪水调蓄指标：湖泊的洪水调蓄量、沼泽的洪水调蓄量等。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数据需求，选取其他补充调查指标并开展补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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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分类体系 

 

表 D.1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分类体系表 

I 级代码 I 级分类 II 级代码 II 级分类 

1 森林生态系统 

11 阔叶林 

12 针叶林 

13 针阔混交林 

14 稀疏林 

2 灌丛生态系统 

21 阔叶灌丛 

22 针叶灌丛 

23 稀疏灌丛 

3 草地生态系统 

31 草甸 

32 草原 

33 草丛 

34 稀疏草地 

4 湿地生态系统 

41 沼泽 

42 湖泊 

43 河流 

5 农田生态系统 
51 耕地 

52 园地 

6 城镇生态系统 

61 居住地 

62 城市绿地 

63 工矿交通 

7 荒漠生态系统 

71 沙漠 

72 沙地 

73 盐碱地 

8 其他 
81 冰川/永久积雪 

82 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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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本底调查方法 

 

E.1 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分类 

表 E.1 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分类表 

一类指标 定义 二类指标 

农林业 直接或间接为农、林业生产所利用的土地 

水田 

旱地 

商品林 

居民点 因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形成的集聚定居地点 
城镇 

农村居民点 

工业用地 独立设置的工厂、车间、建筑安装的生产场地、工业区等 
工厂 

工业园区 

矿业用地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矿业区、开采建筑石

（砂）料的场所 

油罐 

油井 

矿山 

采石场 

采砂场 

能源设施 利用各种能源产生、传输电能的设施 

风力发电场 

水电站 

水库 

水坝 

变电站 

太阳能电站 

旅游设施 用于开展商业、旅游、娱乐活动所占用的场所 

旅游用地 

高尔夫球场 

度假村 

寺庙 

交通设施 从事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工具及设施 

港口 

机场 

码头 

养殖场 在滩涂、浅海、沿江及内陆养殖经济动植物的区域 

海水养殖场 

淡水养殖场 

畜禽养殖场 

线性工程 高等级公路、铁路、引水/输水渠等线性工程基础设施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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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指标 定义 二类指标 

线性工程 高等级公路、铁路、引水/输水渠等线性工程基础设施 
高等级公路 

引水/输水渠 

排污口 

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备案）设置的、或未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备

案）的，通过沟、渠、管道等设施向环境水体排放污水的入河（海）

排污口 

排污口 

其他人工 

设施 
无法准确划分到以上 10 种人类活动类别中的设施 其他人工设施 

 

E.2 遥感数据来源 

人类活动监管基础调查优先选取调查年成像的空间分辨率优于2.5 m、云量覆盖小于10%且覆盖

主要调查区、影像质量良好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生态保护红线边界数据以勘界定标的成果为准。

数据来源以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下发的数据为主。 

E.3 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遥感解译 

人类活动遥感解译方法，参见《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试行）》（国环

规生态〔2017〕3号）和《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技术指南（试行）》（环办〔2014〕12号），

提取较为敏感的人类活动矢量斑块经纬度、面积、类型等信息，为实地调查、核查提供依据。 

E.4 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实地调查 

通过遥感监测提取的人类活动斑块的经纬度信息，需到实地进行定位验证。根据实地定位验证

结果，对解译过程中不易判读的人类活动类型进行补充，对错判、误判的人类活动类型进行属性修

改。采用资料收集、现场调查与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对应的特征信

息进行实地补充调查并填写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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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报告大纲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前言 

介绍调查工作的组织方式、工作原则等。 

2 生态保护红线基本状况 

描述和总结生态保护红线所在县级行政区内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区域社会经济总体状况、生态

保护红线分布、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状况、生态保护红线管护状况等基本情况和相关管控要求。 

3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 

描述和总结县级行政区内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态退化状况等情况。 

4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人类活动本底状况 

描述和总结生态保护红线内人类活动的总体情况，具体描述农林业、养殖业、居民点、工业、

矿业、能源设施、旅游设施、交通设施、线性工程、排污口及其他人类活动相关情况。 

5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综合对策 

根据生态保护红线的保护目标及管理需求，结合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基础调查结果，总结归纳县

级行政区内生态保护红线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今后一定时期生态环境保护主要任务和对策及其建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