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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１２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综合评价生态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现批准 《生态环境

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试行）》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Ｔ１９２—２００６
该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和中国环境标准网站 （ｗｗｗ．ｅｓ．ｏｒｇ．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年３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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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充分发挥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综合评价我国生态环境状况及变

化趋势，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起草。

本标准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９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起试行。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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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试行）

１　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生态环境状况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

本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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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如下列标准被修订，其最新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Ｔ１４８４８　地下水质量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反映被评价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数值范围０～１００。

３２　生物丰度指数
指通过单位面积上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在生物物种数量上的差异，间接地反映被评价区域内生物丰

度的丰贫程度。

３３　植被覆盖指数
指被评价区域内林地、草地、农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五种类型的面积占被评价区域面积的比

重，用于反映被评价区域植被覆盖的程度。

３４　水网密度指数
指被评价区域内河流总长度、水域面积和水资源量占被评价区域面积的比重，用于反映被评价区

域水的丰富程度。

３５　土地退化指数
指被评价区域内风蚀、水蚀、重力侵蚀、冻融侵蚀和工程侵蚀的面积占被评价区域面积的比重，

用于反映被评价区域内土地退化程度。

３６　环境质量指数
指被评价区域内受纳污染物负荷，用于反映评价区域所承受的环境污染压力。

３７　林地
指生长乔木、灌木、竹类等的林业用地。包括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和其他林地。单位：

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８　有林地

指郁闭度大于３０％的天然林和人工林，包括用材林、经济林、防护林等成片林地。单位：ｋｍ２。
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９　灌木林地
指郁闭度大于４０％、高度在２ｍ以下的矮林地和灌丛林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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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　疏林地
指郁闭度为１０％～３０％的稀疏林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１１　其他林地
包括果园、桑园、茶园等在内的其他林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１２　草地
指以生长草本植物为主，覆盖度在５％以上的各类草地，包括以牧为主的灌丛草地和郁闭度在

１０％以下的疏林草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１３　高覆盖度草地

指覆盖度大于５０％的天然草地、改良草地和割草地，此类草地一般水分条件较好，草被生长茂
密。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１４　中覆盖度草地

指覆盖度为２０％～５０％的天然草地和改良草地，此类草地一般水分不足，草被较稀疏。单位：
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１５　低覆盖度草地

指覆盖度为５％～２０％的天然草地，此类草地水分缺乏，草被稀疏，牧业利用条件较差。单位：
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１６　耕地

指耕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耕地、新开荒地、休闲地、轮歇地、草田轮作地；以种植农作物为

主的农果、农桑、农林用地；耕种三年以上的滩地和滩涂。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１７　水田

指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溉，种植水稻、莲藕等水生作物的耕地，包括实

行水稻和旱地轮种的耕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１８　旱地

指无灌溉水源和设施，靠天然降水生长作物的耕地；有水源和浇灌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溉

的旱作物耕地；以种菜为主的耕地，正常轮作的休闲地和轮歇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
新。

３１９　水域湿地
指天然陆地水域和水利设施用地，包括河渠、水库、坑塘、海涂和滩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

源：遥感更新。

３２０　河流 （渠）

天然或人工形成的线状水体。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２１　湖泊 （库）

天然或人工作用下形成的面状水体。包括天然湖泊和人工水库两类。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
感更新。

３２２　滩涂湿地
指受潮汐影响比较大、海边潮间带水分条件比较好的土地，或河、湖水域平水期水位与洪水期水

位之间的土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２３　建设用地

指城乡居民点及县辖以外的工矿、交通等用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２４　城镇建设用地

指大、中、小城市及县镇以上建成区用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２５　农村居民点

指农村居民点。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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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６　其他建设用地
指独立于城镇以外的厂矿、大型工业区、采石场以及交通道路、机场及特殊用地。单位：ｋｍ２。

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２７　未利用地
为未利用的土地，包括难利用的土地或植被覆盖度小于５％的土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

感更新。

３２８　沙地
指地表为沙覆盖，植被覆盖度小于５％的土地，包括沙漠，不包括水系中的沙滩。单位：ｋｍ２。

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２９　盐碱地
指地表盐碱聚集，植被稀少，只能生长耐盐碱植物的土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３０　裸土地
指地表土质覆盖，植被覆盖度在５％以下的土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３１　裸岩石砾
指地表为岩石或石砾，植被覆盖度小于５％的土地。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３２　其他未利用地
指其他未利用土地，包括高寒荒漠、苔原、戈壁等。

３３３　河流长度
特指是空间分辨率３０ｍ×３０ｍ的遥感影像能够分辨的１∶２５万水系图上的天然形成或人工开挖

的河流及主干渠长度。单位：ｋｍ。数据来源：遥感更新和国家地理中心１∶２５万基础地理数据。
３３４　近岸海域面积

海岸线以外２ｋｍ海洋区域。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遥感更新。
３３５　土地轻度侵蚀

评价区域内受自然营力 （风力、水力、重力及冻融等）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下，土壤侵蚀模数

≤２５００ｔ／（ｋｍ２·ａ），平均流失厚度≤１９ｍｍ／ａ的区域。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地面监测与遥感更
新相结合。

３３６　土地中度侵蚀
指评价区域内受自然营力 （风力、水力、重力及冻融等）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下，土壤侵蚀模

数在２５００～５０００ｔ／（ｋｍ２·ａ）之间，平均流失厚度在１９～３７ｍｍ／ａ之间的区域。单位：ｋｍ２。数据
来源：地面监测与遥感更新相结合。

３３７　土地重度侵蚀
指评价区域内受自然营力 （风力、水力、重力及冻融等）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下，土壤侵蚀模

数＞５０００ｔ／（ｋｍ２·ａ），平均流失厚度 ＞３７ｍｍ／ａ的区域。单位：ｋｍ２。数据来源：地面监测与遥感
更新相结合。

３３８　水资源量
指被评价区域内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的总量。单位：１０６ｍ３。数据来源：统计数据。

３３９　ＳＯ２年排放量
指被评价区域内每年由于工业生产、居民生活和交通工具等产生并排放的 ＳＯ２总量。单位：ｔ。

数据来源：环境统计年报。

３４０　ＣＯＤ年排放量
指被评价区域内每年由于工业生产、居民生活等产生并排放的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总量。单位：

ｔ。数据来源：环境统计年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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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　固体废物年排放量
指被评价区域内每年由于工业生产产生并排放的固体废物总量。单位：ｔ。数据来源：环境统计

年报。

３４２　降水量
指被评价区域内年度降水总量。单位：ｍｍ。数据来源：统计数据。

３４３　归一化系数
归一化系数＝１００／Ａ最大值

式中：Ａ最大值———某指数归一化处理前的最大值。

４　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４１　生物丰度指数的权重及计算方法
４１１　权重

生物丰度指数分权重见表１。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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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５ 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１

结

构

类

型

有

林

地

灌

木

林

地

疏

林

地

和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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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建

设

用

地

沙

地

盐

碱

地

裸

土

地

裸

岩

石

砾

分权重 ０６ ０２５０１５ ０６ ０３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６ ０６ ０４ ０３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２

４１２　计算方法
生物丰度指数 ＝Ａｂｉｏ×（０３５×林地 ＋０２１×草地 ＋０２８×水域湿地 ＋

０１１×耕地 ＋００４×建设用地 ＋００１×未利用地）／区域面积
式中：Ａｂｉｏ———生物丰度指数的归一化系数。
４２　植被覆盖指数的权重及计算方法
４２１　权重

植被覆盖指数的分权重见表２。

表２　植被覆盖指数分权重

林地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权重 ０３８ ０３４ ０１９ ００７ ００２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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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有

林

地

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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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地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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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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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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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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建

设

用

地

沙

地

盐

碱

地

裸

土

地

裸

岩

石

砾

分权重 ０６ ０２５ ０１５ ０６ ０３ ０１ ０７ ０３ ０３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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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计算方法
植被覆盖指数 ＝Ａｖｅｇ×（０３８×林地 ＋０３４×草地 ＋０１９×耕地 ＋

００７×建设用地 ＋００２×未利用地）／区域面积
式中：Ａｖｅｇ———植被覆盖指数的归一化系数。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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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土地退化指数的权重及计算方法
４４１　权重

土地退化指数分权重见表３。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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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５ ０２５ ０７

４４２　计算方法
土地退化指数 ＝Ａｅｒｏ×（００５×轻度侵蚀面积 ＋０２５×中度侵蚀面积

＋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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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　环境质量指数的权重及计算方法
４５１　权重

环境质量指数的分权重见表４。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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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 ０４ ０２

４５２　计算方法

环境质量指数 ＝０４×（１００－ＡＳＯ２×ＳＯ２排放量 ／区域面积）＋

０４×（１００－ＡＣＯＤ×ＣＯＤ排放量 ／区域年均降雨量）＋

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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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Ｉ）计算方法

５１　各项评价指标权重
各项评价指标权重，见表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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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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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５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１５

５２　ＥＩ计算方法
ＥＩ＝０２５×生物丰度指数 ＋０２×植被覆盖指数 ＋０２×水网密度指数 ＋

０２×（１００－土地退化指数）＋０１５×环境质量指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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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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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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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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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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