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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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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的评价流程、评价范围与内容、评价指标和数据资料、成效

评价和评价报告编写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市域或者市辖区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714-200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50280-98 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

GB/T50563-2010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HJ 623-2011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HJ 710.1-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

HJ 710.3-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

HJ 710.4-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

HJ 710.5-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

HJ 710.6-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

HJ 710.7-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

HJ 710.8-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HJ 1272-2022 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 city

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主要是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

[来源：GB/T 50280-98，2.0.2，有修改]

3.2

市域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a city

城市行政管辖的全部地域。

[来源：GB/T 50280-98，2.0.5]

3.3

市辖区 municipal district

中央直辖市和省辖市下设的行政区，是城市建成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居民以城镇人口为主。

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3354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9%95%87%E4%BA%BA%E5%8F%A3/939806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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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成区 urban built-up area

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

[来源：GB/T 50280-98，3.0.6]

3.5

城市生态系统 city ecosystem

在市域或者市辖区范围内，由人、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系统，是社会—经济—自

然复合生态系统。

[来源：GB/T 50280-98，4.14.1]

3.6

生态用地 urban ecological land

评价区内林地、草地、湿地、农田、沙地、近海等具有生态属性的土地利用类型。

[来源：环监测〔2021〕99号，5.1.1，有修改]

3.7

生态系统格局 ecosystem patterns

指生态系统空间格局，即评价区各类不同生态系统在空间上的排列和组合，包括生态系统类型、数

目及空间分布与配置。

[来源：HJ1272-2022，3.2，有修改]

3.8

外来物种入侵度 degree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指评价区内外来入侵物种数与本地野生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淡水鱼类、蝶类和维管束

植物的种数的和之比，用于表征生态系统受到外来入侵物种的干扰的程度。

[来源：HJ 623-2011，3.8，有修改]

4 评价流程

评价期确定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评价期原则上在相关政策、规划、措施、工程等实施1年后开展，长期评价

在5年实施后开展，实施过程中评价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评价基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

规划、工程等实施的前一年或基准年，是与评价期各项评价指标进行对比的初始时间。

数据资料获取

针对各项评价指标，通过遥感监测、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部门资料收集、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

市域或者市辖区的基础资料与数据，建立评价数资料据集。

评价指标计算与分级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资料获取情况，对各项指标进行通过归一化处理、定量或定性评价，计算

评价结果。根据评价结果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分级（包括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形成评价结

论。

评价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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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前言、总则、基本情况、生物多样性保护评

价、主要成效与存在问题、相关建议、附录等。

工作流程

图1 工作流程

5 评价范围与内容

评价范围

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市域或者市辖区。

评价内容

包括城市生态空间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管理，反映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和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特点。生态空间保护反映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情况，物种多样性保护反映动

植物栖息生境的保护状况，生物多样性管理反映对城市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公众参与情况和地方特色。

6 评价指标和数据资料

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的具体指标如表 1所示，各指标计算方法见附录 B。

表 1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指标

指标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来源

城市生态空

间保护

1 重要生态系统面积增长率 % 遥感监测

2 生态用地面积比指数 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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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成区绿地率 % 部门资料收集

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
2

部门资料收集

5 重要生态空间连通度指数 遥感监测

物种多样性

保护

6 陆生维管植物丰富度 种 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

7 鸟类丰富度 种 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

8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丰富度 种 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

9 古树名木保护率 % 部门资料收集

10 外来物种入侵度 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

11 指示生物类群生命力指数 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

生物多样性

管理

12 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增长率 % 部门资料收集

13 城市每年实施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数量 个 部门资料收集

14 城市每年举办推广或公众意识活动的数目 个 部门资料收集

15 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度 % 问卷调查

16 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典型案例 个 部门资料收集

数据资料来源

a.遥感监测。获取重要生态系统面积增长率、生态用地面积比指数、重要生态空间连接度指数。

b.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获取陆生维管植物丰富度、鸟类丰富度、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丰富度、外

来物种入侵度、指示生物类群生命力指数数据。

c.部门资料收集。获取建成区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古树名木保护率、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

增长率、城市每年实施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数量、城市每年举办推广或公众意识活动的数目数据、生物多

样性保护模式与典型案例。

d.问卷调查。获取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度数据。

7 成效评价

指标归一化处理

CBPI' = CBPI−min（CBPId）
max（CBPId）−min（CBPId）

× 100% （1）

通过归一化处理，将评价城市或市辖区的诸项指标取值归一化到 0-1之间，便于比较及赋分。

式中：CBPI'——归一化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指标值；

CBPI——归一化前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指标值；

CBPId——下辖行政区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指标值；

指标赋分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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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评价指标的赋分

类型 序号 基础指标 具体要求 计分方式

城市生

态空间

保护

（30

分）

1
重要生态系统面积增长

率（5分）

①掌握被评价城市或市辖区重要生态系统

面积增长情况和基础数据；

②要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性质不

改变，主导生态功能不降低。

满足一项记3分（满

分 5分）。

2
生态用地面积比指数（5

分）

①≥0.50；

②＜0.50。

满足：

①记 5分；

②记 3分。

3 建成区绿地率（5分）

①≥0.75；

②≥0.50；

③≥0.25；

④＜0.25。

满足：

①记 5分；

②记 4分；

③记 3分；

④记 1.5 分。

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5分）

①≥0.75；

②≥0.50；

③≥0.25；

④＜0.25。

满足：

①记 5分；

②记 4分；

③记 3分；

④记 1.5 分。

5
重要生态空间连通度指

数（10 分）

①≥0.75；

②≥0.50；

③≥0.25；

④＜0.25。

满足：

①记 10分；

②记 7.5 分；

③记 5分；

④记 2.5 分。

物种多

样性保

护（45

分）

6
陆生维管植物丰富度（10

分）

①≥0.75；

②≥0.50；

③≥0.25；

④＜0.25。

满足：

①记 10分；

②记 7.5 分；

③记 5分；

④记 2.5 分。

7 鸟类丰富度（10 分）

①≥0.75；

②≥0.50；

③≥0.25；

④＜0.25。

满足：

①记 10分；

②记 7.5 分；

③记 5分；

④记 2.5 分。

8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丰

富度（10 分）

①≥0.75；

②≥0.50；

③≥0.25；

④＜0.25。

满足：

①记 10分；

②记 7.5 分；

③记 5分；

④记 2.5 分。

9 古树名木保护率（5分）
①古树名木保护率达到 100%。

②达到 90%以上

满足：

①记 5分。

②记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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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号 基础指标 具体要求 计分方式

10 外来物种入侵度（5分）

①≥0.75；

②≥0.50；

③≥0.25；

④＜0.25。

满足：

①记 5 分；

②记 4 分；

③记 3 分；

④记 1.5 分。

11
指示生物类群生命力指

数（5分）

①≥0.75；

②≥0.50；

③≥0.25；

④＜0.25。

满足：

①记 5 分；

②记 4 分；

③记 3 分；

④记 2 分。

生物多

样性管

理（25

分）

12
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增

长率（6分）

①≥0.67；

②≥0.33；

③＜0.33。

满足：

①记 6 分；

②记 3 分；

③记 1 分。

13

城市每年实施生物多样

性项目的数量（6分）
①≥0.67；

②≥0.33；

③＜0.33。

满足：

①记 6 分；

②记 3 分；

③记 1 分。

14

城市每年举办推广或公

众意识活动的数目（5 分）
①≥0.67；

②≥0.33；

③＜0.33。

满足：

①记 5 分；

②记 3 分；

③记 1 分。

15
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

参与度（5分）

①≥0.67；

②≥0.33；

③＜0.33。

满足：

①记 5 分；

②记 3 分；

③记 1 分。

16
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

典型案例（3分）

①提供 2个及以上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

典型案例；

②提供 1个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典型案

例；

③无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典型案例。

满足：

①记 3 分；

②记 1 分；

③记 0 分。

评价等级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规范共16项指标，总计100分。城市生态空间保护指标5项，共30分。

物种多样性保护指标6项，共45分。生物多样性管理指标5项，共25分。

基于各指标的评价得分，按照公式（2）计算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总得分（CBPS）：

CBPS= �=1
� ������ (2)

式中：CBPS——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总得分；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第i项指标得分；

i——指标序号；

n——指标数量；

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计算结果，确定成效等级，即：Ⅰ级、Ⅱ级、Ⅲ级、Ⅳ级（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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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分级表

评价得分 评价等级

CBPS≥85 分 Ⅰ

80 分≤CBPS<85 分 Ⅱ

60 分≤CBPS<80 分 Ⅲ

CBPS<60 分 Ⅳ

8 评价报告编写

基于成效评价计算和分级结果，编写《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报告》，报告格式和内容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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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陆生维管植物、鸟类及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数据采集表

表 A.1 陆生维管植物、鸟类及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数据采集表

物种信息 分布信息

序号 学名 中文名 中文别名 是否为入侵物种 是否为地区特有 区 1 区 2 区 3 ……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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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B

（规范性）

指标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B.1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1）重要生态系统面积增长率

指标解释：①指评价区域内森林、灌丛、草地、湿地、农田（非生态用地转化）、典型海洋生态系

统（红树林、盐沼、海草床、海藻场、珊瑚礁、牡蛎礁）等面积在评价期的增长情况。

②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确保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主导生态功能不降低。

计算方法：重要生态系统面积增长率=（评价当年的重要生态系统面积-评价基期的重要生态系统面

积）/评价基期的重要生态系统面积×100%

数据来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或评估单位遥感监测。

（2）生态用地面积比指数

指标解释：指评价区林地、草地、湿地、农田、沙地、近海等具有生态属性的用地面积占比情况。

计算方法：按照《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规定。

数据来源：城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资料收集

（3）建成区绿地率

指标解释：指建成区内各类绿地面积（km²）占建成区面积（km²）的百分比。

计算方法：建成区绿地率=各类绿地面积÷城市建成区面积×100%

数据来源：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城市统计年鉴的资料收集

（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指标解释：指在城市建设用地内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以平方米/人表示。

计算方法：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内的城区人口数量×100%

数据来源：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的资料收集。

（5）重要生态空间连通度指数

指标解释：反映城市建成区生态空间斑块之间连续性程度的度量指标，用以表征城市建成区范围内

物种在空间上迁移的便利程度。重要生态空间包括林地、草地、水域、湿地进行合并后、面积大于0.1 km2

的斑块。

计算方法：按照《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规定

数据来源：城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评估单位遥感监测。

B.2 物种多样性保护

（6）陆生维管植物丰富度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已记录的陆生维管植物的种类（含亚种、变种或变型），用于表征

植物的多样性。

计算方法：按照《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 623-2011）规定，观测记录方法示例见附录A。

数据来源：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

（7）鸟类丰富度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已记录的鸟的种类，用于表征鸟类的多样性。

计算方法：按照《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HJ 710.4-2014）规定，观测记录方法示例见

附录A。

数据来源：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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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丰富度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已记录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用于表征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的多样性。

计算方法：按照《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HJ 710.8—201）规定，

观测记录方法示例见附录A。

数据来源：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

（9）古树名木保护率

指标解释：古树名木受保护的比例，用建档并存活的古树名木数量占总古树名木数的比例计算。

计算方法：建档并存活的古树名木数量÷古树名木总数×100%

数据来源：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的资料收集

（10）外来物种入侵度

指标解释：外来入侵物种包括外来入侵动物和外来入侵植物。外来物种种类参照《国家重点管理外

来物种名录（第一批）》《关于发布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的通知》（环发〔2003〕11号）、《关

于发布中国第二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的通知》（环发〔2010〕4号）、《关于发布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

单（第三批）的公告》（环境保护部2014年第57号）。

计算方法：=）×100%

数据来源：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

（11）指示生物类群生命力指数

指标解释：指评价区内已记录的野生哺乳类、鸟类、两栖类和蝶类等生态环境指示生物类群的物种

多样性的变化状况。

计算方法：按照《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规定

数据来源：实地调查或自动观测

B.3 生物多样性管理

（12）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增长率

指标解释：投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预算在评价期的增长情况

计算方法：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增长率=（评价当年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政管理方面的资金-

评价基期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政管理方面的资金）/评价基期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政管理方面

的资金×100%

数据来源：城市发改等部门的资料收集。

（13）城市每年实施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数量

指标解释：指城市每年实施的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和计划数量，计划和项目不仅限于受保护区

的保护，还可以包括物种(如植物，鸟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保护，物种恢复、生物多样性调查，

生物多样性改善项目、复原项目和绿色服务采购等各个有关方面。

统计方法：按照《新加坡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规定

数据来源：城市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

（14）城市每年举办推广或公众意识活动的数目

指标解释：指城市每年每年举办推广生物多样性保护或提高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活动的数目

数据来源：城市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的资料收集。

（15）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度

指标解释：指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参与程度。该指标值通过统计部门或者独立调查机构以抽样

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调查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宣传等活动的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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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方案，抽样调查在95%的置信度、方差为0.4、抽样误差控制

在3%以内的情况下，小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抽样样本量分别为600人、1000人、1500

人、2000人、2500人。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参照《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 ）执行。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或独立调查机构

（16）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典型案例

指标解释：根据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凝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典型案

例

数据来源：城市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的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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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C

（规范性）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报告》编写提纲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报告由封面、报告目录、正文、参考文献、附录等组成。

前言

简要说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的工作背景与意义、组织形式与工作过程。

一、总则

概述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目标与原则、评价范围、评价对象、编写依据等。

二、基本情况

概述被评价城市或市辖区概况、总体目标，相关政策、规划、工程等实施情况等。

三、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

参照本标准，说明各项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得分依据，包括各项评价指标的基本情况、相关辅证材

料及指标分值等。

根据本标准，确定评价结果，形成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得分表，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分级。

根据评价结果，阐述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的结论。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评价结果，说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加强管理的对策建议。

五、附件

各项指标得分相关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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