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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规范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方法，掌握并了解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空间分布及变化趋势，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与方向，整体上提高城市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管理能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部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组织起草工作。2022年 11月，起草组向江苏省环境科学学

会提交立项申请，经专家论证，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于 2022 年 12月 28日批准

立项（苏环学[2022]61号）。

1.2 工作过程

2019年 7月，项目承担单位在接到标准制定任务后，迅速成立了标准编制

组。

2020年 5月，编制组调研并系统分析了国内外和有关研究机构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案例。

2020年 10月，形成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规范》（草案）及编

制说明。

2021年 5月，向深圳各区征求《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规范》（草

案）意见。

2021年 6月，召开《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规范》（草案）专家评

审会。

2022年 11月，主编单位向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提交团体标准《城市生物多

样性评价技术规范》立项申请。

2022年 12月 19日，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组织召开团体标准《城市生物多

样性评价技术规范》立项审查会，经专家论证，本文件可为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

保护评价和管理提供技术指导，有利于促进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专家组一致

同意该标准立项。同时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并一致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城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规范》。

2022年 12月—2023年 3月，起草组根据立项审查会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对文件初稿进行补充完善，形成技术规范初稿，并将文件初稿名修改为《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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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规范》。同时为提升技术规范的科学性和推广性，增加深

港产学研基地、徐州工程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总站和江苏淮安

环境监测中心 4家协作单位，分别负责后期技术规范实地验证、生物多样性计算

方法和数据来源整理、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指标调研和术语与定义规范化确认相

关工作。

2 国内外城市生物多样性性评价概况

2.1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现状

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成为维持地球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组织的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小组认为，生物多样性对一个城市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可以增强其吸引人才及资金的竞争力，而且也可以推动生

物制药科研、科技创新以及自然旅游等产业。2010年 9月，由新加坡提出的“新

加坡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正式被国际社会采纳，这是首个用以衡量城市、国

家级别以下区域或地方政府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所做努力的一种工具。

目前，在我国已发布的国家、部门和地方标准中，尚未制定发布“城市生物

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规范”。新加坡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主要分为三大类指标：

城市本土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相关城市治理及管理，具体

衡量标准达 23项。结合深圳、上海等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前期研究表

明，上述方法对我国城市生物多性保护评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存在适用性的问

题。

2.2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的方法与指标

有效评估生物多样性状态、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是推动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基础，而迄今仍缺乏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方法。栗忠飞

等总结了众多生物多样性测度、评估方法。主要包括传统的指标测度、基于保护

目标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基于遥感技术的评估方法、模型模拟的评估方法和

综合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

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过程长期而复杂，需要结合科学研究、

监测以及决策制定，并基于合理的结构进行指标设计。构建适宜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评价指标体系、监测评估区域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及保护现状，已被纳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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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及其行动计划。李果等结合国内外经验，从指标的逻辑框架、

空间尺度、时间尺度、指标类型、评价方法等 5个方面探讨了指标体系构建中需

要注意的问题。并依据我国 2011–2030年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提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的 8个重要参考方面，分别是：生物多样性的现

状与变化趋势；生态系统的产品与服务功能；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可持续利

用；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共享；政策法律体系与生态规划；财政资源状况；公

众意识。最后基于适用性、代表性、敏感性、综合性原则，甄选出 26个评价指

标。

3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3.1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严重

随着全球城镇化浪潮不断推进，到 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的比例预计将超

过 68%，2019 年末中国的城镇化率为 60.6%，未来还将有更多的人口陆续进入

城市。城市已成为人类居住生活的最重要空间。城市化是一种强烈的地表人类活

动过程，与资源和生态环境条件之间相互耦合相互制约。城市生态系统是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当

前，我国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城市生态平衡问题不断

加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破坏，“城市热岛”、“城市荒漠”等生态安全

问题突出。二是城市环境污染边缘化问题日益显现。来自中心城区生产、生活所

产生的污水、垃圾、工业废气等，使得城市周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更为

严峻。三是机动车保有量的高速增长导致的城市空气污染，是大城市发展面临的

严峻问题。诸多研究表明，城市化是生物多样性降低，外来种入侵和本地种灭绝

的重要原因，城市物种组成的同质性也使城市生物多样性面临着重要的挑战。

3.2 国家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管理的相关要求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生态监测预警、生态

功能修复工作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

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应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制度建设。生态文明是五位一体的

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核心。2015年 8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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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国办发〔2015〕56号）明确提出“定

期开展全国生态调查与评价”、“全面设点，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到 2020

年实现生态状况监测全覆盖”。2016年 11月，《国家“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国发〔2016〕65号)指出要“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进行调查

评价”和“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实施城市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2017年

10月，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强快速城

市化地区生物多样性观测，可以为城市生态安全预警和生态修复提供科学数据与

决策依据。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建成中国特色的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总体目标。2021年 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

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提出“着力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城市生态

空间格局持续优化，城市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CBD COP15大会主题确定为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方案的重要舞台。

2022年 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2022 年 1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

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办，大会讨论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集中载体，也必然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

要组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保护好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不仅对城市自

身有诸多重要价值，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3.3 现行的标准缺乏针对城市特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规范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环保、林业、住建等

部门，围绕自然生态系统监测、生物多样性观测等，先后发布了《自然生态系统

土壤长期定位监测指南》(GBT 32740-2016)、《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2014-2016年，陆生维管植物、水生维管植物、蜜蜂类、地衣和苔藓、陆生哺

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内陆水域鱼类、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蝴蝶、大中型土壤动物、大型真菌等 13个）；在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先后

发布《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02)、《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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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63-2010）、《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 50513-2009）、《国家森林城市评

价指标》（LY/T 2004-2012）等；在区域生态环境评价方面，先后发布《生态环

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623-2011)

等。在地方标准中，2004年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制定发布了《城市生态系统

中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第 2部分：遥感调查规程》(DB31/T314.2-2004)。

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生物多样性观测相关指标分散在环保、农业、林业、水

利、海洋、质检、国土资源等部门的标准体系中。针对生物多样性观测及保护标

准与体系，国内陆续出台一系列规程规范，用以规范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的野

外台站的生物多样性观测工作，这些规范分别属于林业、农业、科学院等系统，

此类标准与监测规程适用于科学研究的长期观测，而无法在城市生物多样性观测

工作得到应用，同时缺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的评价；现有标准的覆盖面还十

分有限，空白点和薄弱点较多，造成在许多方面无标准可循的状况。城市生物多

样性保护评价是在常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基础上，包括对城市生物多样性

有重要影响的生态空间状况指标，以及能够反映城市生物多样性管理状况的指标。

因此，亟待针对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结合国内外文献调研，研究制

定《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规范》，可以为快速城市化地区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提供指导。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4.1 标准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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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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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评价流程、评

价范围与内容、评价指标和数据资料、成效评价及评价报告编写等 7项内容。

为了使标准内容易于理解，本标准规定了城市、市域、市辖区等 8个重要的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的内容、范围、指标、程序和方法。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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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评价流程、评价范围与内容，然后规定了评价指标和数据资料，其次提出

了各指标分值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数的计算方法，最后规定了生物多样性等级的

评定方法及评价报告撰写要求。

5 主要技术要点说明

5.1 本标准的目标

编制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指标和方法，掌握并

了解城市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空间分布及变化趋势，明确城市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管理的重点与方向，整体上提高我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能力。

5.2评价流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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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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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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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评价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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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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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作流程

5.3 评价范围和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市域或者市辖区单元的城市生物多

样性保护评价。

本标准以城市生态空间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管理为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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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评价指标和数据资料

（1）评价指标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对象及指标如表 1所示。

表 1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内容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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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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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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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多样性保护评价指标共 16项。其中，城市生态空间保护包括 5项指标：

重要生态系统面积增长率、生态用地面积比指数、建成区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和重要生态空间连通度指数。重要生态系统面积增长率指评价区域内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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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面积在评价期内的变化。生态用地面

积比指数是指评价区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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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区绿地率是指城市建成区内各类绿地面积（km²）占建成

区面积（km²）的百分比。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指城市建设用地内的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用以表征城区绿化情况。重要生态空间连通度指数是反映城市建成区生

态空间斑块之间连续性程度的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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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物种多样性包括 6项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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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保护率、外来物种入侵度和指示生物类群生命力

指数。其中，陆生维管植物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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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丰富度则包括城市建成

区范围内已记录的鸟的种类，用于表征鸟类的多样性。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丰富

度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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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保护率是指古树名木受保护的比例。外来物种入

侵度是指指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生存繁殖，对当地生态或者经济构成破坏的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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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具体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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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环发〔2014〕57号）、

《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四批）》确定。指示生物类群生命力

指数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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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生物多样性管理包含 5项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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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典型案例。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

增长率包括城市或辖区的人力预算及其运作和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项目开支在评

价期内的增长情况。城市每年实施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数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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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每年举办推广或公众意识活动的数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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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度主

要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典型案例是根据城市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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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数据资料来源

通过遥感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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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地调查和自动观测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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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部门资料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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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典型案

例数据。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度数据。各指标评价依据

和数据资料来源见附录 B。

按照《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HJ 710.1-2014）》《生物

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HJ 710.4-201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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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HJ 710.8—2014)》执行。实地调查数据要结合历年调查数

据综合分析。

维管植物：选择植物生长旺盛期进行观测，一般为夏季。胸径大于或等于 1

cm的乔木、灌木每 5年观测一次；胸径小于 1 cm的乔木、灌木每年一次或两次；

灌丛群落灌木植物每 3年观测一次；草本每年观测一次。

鸟类：繁殖鸟类在 3～7月份观测（根据所在地区鸟类繁殖季节具体确定），

开展 1-2次观测，时间间隔为 1个月以上。冬季鸟类在 12月至次年 1月观测，

开展 1次观测。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明确观测对象并设置观测样点，根据湖泊、水库、河

流等水体形态特点、底质类型、水文状况、水生植物和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的分布特征，以及水体受污染状况等因素，在水域内设置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断面

或样线。在同一断面或样线上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个样点。观测时间可视观测目

标和地域而定，一般以春末(3~4 月) 至秋末 (910 月)为宜，在秦岭-准河一线以

南地区，观测时间可延期至 11 月。每年观测不少于 2 次

5.5指标计算方法

（1）重要生态系统面积增长率

参照《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试行）》》（HJ 1272—2022）

重要生态系统面积��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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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态用地面积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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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Ael ×[有林地面积+灌木林地面积+疏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流面积+湖

泊近海面积+滩涂面积+永久性冰川雪地面积+沼泽面积+沙地面积+其他林地面

积∗ 0.7 +水库面积 0.7+水田面积∗ 0.7 + 旱地面积∗ 0.5 ]/LA

式中：EL—生态用地面积比指数；

Ael—生态用地面积比指数的归一化系数，参考值为 100.5022。

LA——区域国土面积，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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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成区绿地率

指建成区内各类绿地面积（km²）占建成区面积（km²）的百分比。

建成区绿地率 =
各类绿地面积

城市建成区面积
× 100%

（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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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绿地面积 =
公园绿地面积

建成区内人口数量
× 100%

（5）重要生态空间连通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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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

规定。

自然保护地的比例（�� ） =
自然保护地面积（��2）

城市国土空间面积（��2）
× 100%

（6）古树名木保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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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树名木保护率 =
建档并存活的古树名木数量

古树名木总数
× 100%

（7）外来物种入侵度（引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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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物种入侵度 = 被评价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数

野生动物的种数+被评价区域内野生动物的种数
× 100%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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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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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指示生物类群的物种多样性的变化状况。

计算方法：

式中：Qt——指示生物类群生命力指数；

AQ——指示生物类群生命力指数的归一化系数，参考值为 13.5288；

Nit——第 i 个物种第 t 年的个体数量，个；

N0——初始年特定类群所有物种的个体数量总和，个；

S——第 t 年的物种数，种；

Pit——第 t 年特定物种的个体数量占所评价区域内实际监测到的指示生物

总个体数的比例，%；

Pi0——初始年特定物种的个体数量占所评价区域内实际监测到的指示生物

个体总数的比例，%。

（9）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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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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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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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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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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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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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指标赋分标准

表 2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打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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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陆生维管植物丰富

度（10 分）

①≥0.75；

②≥0.50；

③≥0.25；

满足：

①记 10 分；

②记 7.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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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号 基础指标 具体要求 计分方式

护

（45

分）

④＜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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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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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

①记 3分；

②记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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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号 基础指标 具体要求 计分方式

式与典型案例；

③无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典

型案例。

③记 0分。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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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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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质量管理策略

样地设置环节的质量控制。严格按照本标准要求进行样地的选址、设置和采

样设计，对样地选取依据与过程、样地本底调查等操作进行详细、如实地记录。

野外观测与采样环节的质量控制。观测者应掌握野外观测标准及相关知识，

熟练掌握所承担观测项目的操作规程，严格按照观测标准要求在适当的采样时间，

完成规定的采样点数、样方重复数。

数据记录、整理与存档环节的质量控制。规范填写观测数据，完好保存原始

数据记录。原始数据不得涂改，若有错误需要改正时，可在原始数据上划一横线，

再在其上方填写改正的数字，并签上数据记录者的姓名。原始记录、数据整理过

程记录及过程数据都需要建档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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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备份。所有长期观测数据和文档需进行备份（光盘、硬盘），保证数据

长期可用和安全性。每半年检查并更新、备份数据一次，防止由于储存介质问题

引起数据丢失。

7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开展标准的培训工作，使相关机构和专家掌握必要的

知识和方法。地方生态环境局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定期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评价工作，通过开展定期评价，促进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根据标准实施

情况，适时对本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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