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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提出。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风景园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中国城

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大学、武汉市园

林和林业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徐州市市政园林局、唐山市园林绿化管

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峰、田永英、崔晓菊、王香春、白伟岚、牛萌、

李洪澄、刘宁京、俞孔坚、洪敏、余凤生、吴芝瑛、杨学民、李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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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指导各

地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工作，保护和扩大生态空间、修复受损生态系统、恢

复生态功能，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宜居性，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生态评估、

生态修复、效果评价七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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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评估与生态修复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生态评估和山体、水体、棕地生态修复以及绿地系

统提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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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420-2007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

GB/T50563-2010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HJ623-2011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HJ192-2015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CJJ/T85-2017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GB51220-2017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修复 ecological restoration

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法，对被破坏或恶化且难以自我

恢复的山体、水体、植被等进行系统修复，实现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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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改善、资源再利用、生态景观优化等目标的活动。

3.2

城市生态修复 urban eco-system restoration

指在加强城市自然生态资源保护的基础上，采取自然恢复为主、与人

工修复相结合的方法，优化城市绿地系统等生态空间布局，修复城市中被

破坏且不能自我恢复的山体、水体、植被等，修复和再利用城市棕地，实

现城市生态系统净化环境、调节气候与水文、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建设方式。

3.3

生态评估 eco-system assessment

指以城市生态系统为对象，以恢复、完善和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为目标，科学诊断城市主要生态问题及其空间分布的方法。

3.4

棕地 brown field

棕地是指废弃的、闲置的、受污染的或未被充分利用的工业、商业、

公用设施等用地以及其他由于各种原因未使用或尚不能使用的土地，如塌

陷地、盐碱地、陡坡地、沙地等用地。

4 总则

4.1 原则

4.1.1 城市生态评估与生态修复应遵循保护优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基本原则，对没有遭到人为破坏的、受到一定人为干扰和破坏

性影响的、已造成较大生态破坏的区域因地制宜采取分类修复策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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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下列要求：

a）对没有遭到人为破坏，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的区域，应严格执行生态

保护要求，杜绝可能发生的人为破坏和人工干扰行为，维持生态系统的良

性循环。

b）对受到一定人为干扰和破坏性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

但尚在自然更新恢复能力之内的区域，应严格控制人工干预特别是工程措

施、工程建设等，采取促进自然生态系统恢复的措施，让自然做功，使城

市生态环境得以休养生息，促进城市生态的自我恢复。

c）对已造成较大生态破坏的区域，应采取必要的工程修复措施，使生

态系统向正向演替，促进生态恢复。

d）对城市生态建设的不同区域或者是同一区域的不同建设阶段，宜综

合运用城市生态保护、恢复和修复三种方式，使其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共同对城市生态保护修复发挥作用。

4.1.2 根据城市所处气候地带及其自然环境条件、现有生态问题的轻重缓

急，遵循修复与保护相结合，针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

近期与远期相结合的原则，应编制城市生态修复专项规划、制定城市生态

修复目标、实施计划和技术措施。

4.1.3 城市生态修复应进行系统修复，坚持“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

思想，同时树立“节约和保护也是修复”的理念，以生态安全格局为依据，

以完善绿地系统和山体、水体、棕地等重点修复工程为依托，应统筹生产、

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的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内容，统筹节能减排、循环利用

等绿色发展措施。

4.2 工作流程

城市生态评估与修复活动应符合图 1的工作流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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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城市生态修复工作流程

4.3 专项规划

4.3.1 规划内容

城市生态修复专项规划应在城市生态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编制，提出城

市山水格局、绿地系统、水系统、重点生态修复的区域和项目，并可提出

景观走廊、整体空间形态、街区开放空间等相关管控引导内容。

4.3.2 规划衔接

城市生态修复专项规划宜与国土空间规划同步编制或单独编制，衔接

协调城市绿地系统、水系统、交通系统、海绵城市等专项规划。

4.3.3 规划成果

4.3.3.1 规划成果应包括文本、图纸和相关说明。

4.3.3.2 规划成果表达应清晰、准确、规范，成果文件应以书面和电子文件

两种方式表达。

4.3.3.3 城市生态修复专项规划图纸宜包括：现状图（包括高程坡度、水系

湿地、植被生物、绿地系统等要素）、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图（包括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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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区域）、城市生态修复分类规划图（包括城市山体、水体、棕地和绿

地修复规划图）、城市生态修复分期建设规划图。

4.4 实施计划

4.4.1 明确工作目标任务

4.4.1.1 城市生态修复实施计划应针对生态修复目标，明确生态修复建设重

点，以及修复工程量、实施主体、进度安排、修复措施、技术要求、考核

指标等，构建生态修复的技术指标和工作指标并合理赋值（可参考附表 A、

B和附录 C）。

4.4.1.2 城市生态修复工程项目方案应统筹项目受损山体、水体与其周边区

域的系统修复目标和内容。

4.4.2 编制工程项目清单

工程项目清单应包括项目类型、数量、规模、建设成本和时序、项目

实施进度、项目完成情况以及项目总量分类统计等内容。工程项目清单和

汇总表详见附表 D、E。

4.4.3 筛选工程技术措施

4.4.3.1 生态修复工程技术的筛选应符合城市生态修复内容要求和建设时

序安排。

4.4.3.2 工程技术方案应制订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实施的技术路径、过程控制

要求及后期维护管控要求。

4.4.3.3 工程技术方案应比对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的生态状况和

效果，并应对其进行预测、分析和方案优化。

5 生态评估

5.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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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评估应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山体、河流、湿地、绿地、林地等

生态空间、生态要素开展历史与现状摸底普查，分析存在和面临的主要生

态问题、起因、规模等，分类分级梳理，识别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明确实

施生态修复任务的优先次序和空间区域，确定生态修复项目和坐标点位，

形成生态评估报告，建立信息管理系统。

5.2 生态本底调查

5.2.1生态本底调查应包括城市自然条件、生物多样性、城市历史沿革、城

市发展状况等内容。

5.2.2自然条件应包括城市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质、土壤、动植物等

生态本底、历史变迁的基础数据和卫星影像数据等，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气象资料应包括气温、日照、降水、风向、风速、城市建成区热岛

效应强度等。

b）水文资料应涉及水系格局演变、历史洪涝淹没区分布两个方面，应

包括水网密度、水系等级、水质监测数据、地下水位及补给区、泉水出露

区、超采形成的地下漏斗区、水利工程设施分布、水体形态变迁、河道流

量等。

c）地形地貌资料应包括地形图和数字高程数据（DEM）。

d）地质资料应包括地震断裂带和地质灾害分布区。

e）土壤资料包括土壤质地、土壤类型分布及土壤受污染情况。

f）植被资料包括植物种类及其分布，各类生境条件植被覆盖和林相分

布等。

5.2.3生物多样性应包括动物、植物物种的种类和分布；重要物种栖息地和

迁徙情况；湿地资源类型及保护状况。

5.2.4城市历史沿革应包括城市的发展脉络、历史变迁、重要城市历史文化

的承载地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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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城市发展状况应包括历年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水平、城市土地利

用、交通以及环境质量（包括大气、水和土壤）等基础资料。

5.3 生态问题分析

生态评估应结合城市生态本底调查，生态问题的分析应符合下列要求：

a）自然水体和湿地被侵蚀，城市水生态系统割裂，水体、湿地遭到填

埋、占用；河湖水系水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水质污染，水生态系

统自我净化功能减弱；水体堤底遭硬化、自然岸线被破坏等。

b）山体、地形地貌景观、自然植被和土壤受到破坏；山体遭受侵占；

存在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隐患和水土流失风险等；

导致石漠化、沙漠化等。

c）天然表土受到破坏；土层结构受损，水土保持能力降低；土壤污染，

大面积的棕地造成城市土地浪费等。

d）生物栖息地减少和破碎化；物种单一，生物多样性降低，群落结构

及生物链稳定性相对差，抗干扰能力低下等。

e）城市绿地系统破碎化，各类绿地缺乏有机联系，城市内外不连贯，

可达性弱；城市中心区绿地不足，分布不均，城市绿地遭受侵占或破坏；

公园绿地综合功能不强，应用植物种类偏少、配置欠合理，生态效益不强

等。

f）存在雾霾、沙尘等城市空气污染问题。

g）乡土文化遗产及其依存的生态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等。

5.4 生态安全格局识别

生态安全格局识别应根据城市生态问题的分类分级梳理结果，对水生

态环境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地质灾害敏感区、城市绿化隔离

区、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等重点区域进行图形叠加和分析，并应符合下列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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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于水资源保护、雨洪管理、水环境改善三个基本目标，叠加识别

城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划定水源保护区、河流廊道和湿地保护区域等。

b）基于保护生物栖息地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目标，叠加识别生物生态安

全格局。通过对城市特定生物物种（包括濒危种和指示物种）栖息地适宜

性分析，识别和划定物种栖息地以及迁徙廊道，以及严禁人类进入、活动

的生物栖息地核心区和物种栖息地的缓冲区。

c）针对城市泥石流、滑坡、崩塌（滑塌）、矿山地面塌陷、地裂缝、

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结合城市现状发展影响，识别并划定城市地质灾害

敏感区和城市建设控制区。

d）结合城市现有涉及安全隔离的主要基础设施，包括如污水处理厂、

环卫设施、输变电设施、管道运输设施、道路、铁路和轨道交通等，划定

绿化隔离区。

e）对城市区域内的风景名胜区、郊野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历

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城市山水格局等系统梳理，识别并划定城市生态游憩空

间。

5.5 生态评估结果

城市生态评估结果应明确城市建设空间和自然生态空间的演变关系，

确定城市生态修复区域和范围，划定城市生态控制线，明确城市规划区内

确需实施生态修复的场地分布状况和项目类型，因地制宜提出修复策略，

确定修复优先顺序。

6 生态修复

6.1 一般规定

城市生态修复应包括绿地系统提升、山体生态修复、水体生态修复、

棕地生态修复等内容，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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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绿地系统提升应推进城乡一体绿地系统的规划建设，构建覆盖城乡

的生态网络，提升绿色公共空间的连通性与服务效能，优化城市绿地系统

布局，加大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绿地、附属区域绿地建设，消除城

市绿地系统不完整、破碎化等问题。推广立体绿化，竖向拓展城市生态空

间；实施老旧公园提质改造，强化文化建园，提升综合服务功能。

b）山体生态修复应依据山体自身条件及受损情况，对采石坑、凌空面、

不稳定山体边坡、废石（土）堆、水土流失的沟谷和台塬等破损裸露山体，

排除安全隐患，采用工程修复和生物修复方式，修复与地质地貌破坏相关

的受损山体以及与动植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相关的植被，在保障安全

和生态功能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改造提升，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和景观价

值。

c）水体生态修复应坚持“控源截污是前提”的基本原则，系统开展城

市河流、湖泊、湿地、沿海水域等水体生态修复，按照海绵城市建设和黑

臭水体整治等有关要求，从“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入手，采

用经济合理、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恢复水体自然形态，改善水环境与水

质，提升水生态系统功能，打造滨水绿地景观。

d）针对因产业改造、转移或城市转型而遗留下来的工业棕地，以及废

弃的港口码头、垃圾填埋场，因矿山开采形成的露天采矿场、排土场、尾

矿场、塌陷区，受重金属污染而失去经济利用价值的矿山棕地等，应开展

城市棕地生态修复，确保生态安全前提下，兼顾景观打造和有效再利用。

6.2 绿地系统提升

6.2.1 生态空间

6.2.1.1 城乡生态空间是指“生态功能区—生态廊道—生态节点”相结合的

多层级城乡绿地生态体系。

6.2.1.2 城乡生态空间应基于绿地系统绿线、水体保护蓝线、历史文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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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分不同类型和等级的生态功能区，划定区域重要

生态廊道，严格控制开发强度，保护城乡绿色生态基底。

6.2.1.3 城乡生态空间应结合黑臭水体治理、湿地修复治理、道路交通系统

建设、风景名胜资源保护等，实施环城绿带、生态廊道等规划建设，使城

市内部的水系、园林绿地同城市外围的山林、河湖、湿地等形成了完整的

生态网络体系。

6.2.2 绿地布局

6.2.2.1 城市绿地布局应结合城市发展需要，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用地，

构建高品质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提高城乡绿化建设水平。将城市廊道建

设与城市有机更新相结合，严格保护现有城市绿地、道路、河流及其它城

市开敞空间的基础上，合理规划构建城市通风廊道，增强中心城区绿地斑

块布局的均好性，增加中小型开放绿地。

6.2.2.2 城市绿地布局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加大绿地的实施建设，推广墙

体、屋面、阳台、桥体、公交站点、停车场等立体绿化，构建多层次城市

绿地建设模式，拓展竖向生态空间。

6.2.2.3 城市绿地布局应结合重要的城市生态功能区，以及郊野公园、湿地

公园、遗址公园等建设，通过生态廊道建设增加开敞空间和各生境斑块的

连接度和连通性，保护栖息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构建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网络。

6.2.2.4 城市各类绿地要严格按照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实施建设，强化监管，

对被侵占或受到破坏的绿地加大腾退和修复。

6.2.3 绿地功能

6.2.3.1 绿地综合功能包含绿地的生态、游憩等服务功能。

6.2.3.2 绿地综合功能提升应开展老旧公园提升改造工程，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增强公园绿地休闲游憩、科普教育、防灾避险等综合服务功能。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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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等园林绿地专业化、精细化管理。

6.2.3.3 绿地综合功能提升应开展近自然绿地建设，恢复稳定的地带性植物

群落，促进野生种群恢复和生境重建，广植乡土植物和本地适生植物，提

高乔木的种植比例，推进城市湿地公园建设，提升园林绿地生态功能和碳

汇功能。

6.3 山体生态修复

6.3.1 山体安全

山体生态修复应根据破损山体地质资料和现场勘察情况，采取山体加

固、场地整理、修建排水系统等措施，彻底消除破损山体滑坡、碎石崩塌

等安全隐患。

6.3.2 修复植被

6.3.2.1 山体生态修复应保护山体原有植被，对已经排除安全隐患的山体实

施植被修复，进一步稳定边坡，控制水土流失，适当补植乡土植物、本地

适生植物和抗逆性强的植物，恢复重建山体植被群落，恢复自然生态环境。

6.3.2.2 植被修复应考虑季相变化、景观效果和休闲游览需求，种植观赏性

强的植物。

6.3.2.3 植物栽植应乔、灌、草及地被植物合理搭配，丰富植物景观层次，

增大生态效益，提高恢复区域生物多样性。

6.3.3 景观修复

6.3.3.1 景观修复应结合城市山水基本格局，分析山体要素的生态敏感性和

景观视觉敏感性，修复受损山体不良的视觉影响，恢复城市山体原有脉络

和形态。

6.3.3.2 景观修复应结合土地整理、城市建设和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等需求，

因地制宜营造环境优美、具有一定休闲、游憩功能的山地公园、郊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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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城市绿地。

6.4 水体生态修复

6.4.1 自然形态

6.4.1.1 恢复水体自然形态应包括保护和修复河道的蜿蜒性特征、河床自然

形态、岸线多样性、湖泊湿地区域内自然地貌形态等内容。

6.4.1.2 恢复水陆交错带植被应优先采用以乡土生物链和乡土生物栖息地

为主体的“非工程性”措施，结合地形及水量分布特征实施原生生境重建

与演化系统修复，逐步恢复退化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实现湿地生

态系统的自我持续状态。

6.4.1.3 岸线修复主要技术包括植物护坡、植物纤维毯、人工抛石护坡、石

笼护坡、植被型生态混凝土护坡、多孔质结构护坡、三维土工植被网护坡、

生态土工固袋护坡等。

6.4.2 自净能力

6.4.2.1 增强水体自净能力应通过种（养）植水生植物、底栖生物、滤食鱼

类等生物措施，采用人工湿地、水生植物种植等技术方法，构建“土壤—

微生物—植物”生态系统，有效降解、去除水体中的有机物、氮、磷等污

染物。保护和修复河滩和湖滨植被缓冲带，优先选择具有水质净化功能的

水生、湿生植物。

6.4.2.2 提升水生态系统功能应参照历史连通状况及河湖水文特征，根据现

状水文、地貌条件和社会、经济与环境需求，在保障水安全的基础上，因

地制宜实施城市水系连通。

6.4.3 滨水景观

6.4.3.1 滨水景观提升应在保护水利工程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优化

配置土地和空间利用，完整保护对构成滨水景观资源的水体、滨水地、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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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功能性工程构筑物和有价值的建筑物，综合与协同保护生态、园林、

水利、风景和历史文化等内容。

6.4.3.2 滨水地带宜优先改造为城市滨河公园、郊野公园等。

6.5 棕地生态修复

6.5.1 土壤修复

6.5.1.1 污染物治理可采用物理、化学、植物、微生物等方法。对于无防渗

措施的垃圾处理场，可采取就地封场、筛分减量综合处理、存量垃圾焚烧

或卫生填埋的治理方式，并完善渗沥液、填埋气的收集处理系统，对腾出

的场地要进行土壤修复，防止污染长期存在。

6.5.1.2 土壤生态修复应管控污染风险。对于重金属污染，可采用固化/稳

定化方法，并通过植物吸收，降低其毒性；对于有机污染物污染，可采用

焚烧、微生物分解、热脱附或化学氧化等方法，用无毒物质覆盖，建立环

境隔离区，用无毒物质覆盖，建立环境隔离区，消除安全隐患；对于固体

废弃物，可采取土壤微生物分解等生物技术处理；对于地下水污染风险较

大的区域，要同时采取工程阻隔措施，进行风险管控。

6.5.1.3 土壤改良可采用物理（换土、覆土）、化学（淋洗、稀释）和生物

（植物、微生物）修复方法。生活垃圾、动物粪便、污水泥碳等均含有大

量有机质，释放缓慢，在土壤中可以缓解金属离子毒性，并能提高土壤的

持水保肥能力，在土壤改良中能起到“以废治废”、促进生态平衡功效。

6.5.2 植被恢复

6.5.2.1 植被恢复应恢复土壤性能，改善植物生长环境，为植物生长创造良

好的生长环境。短时间不能恢复完好的土壤，可选择种植抗逆性强、适应

性强的植物。

6.5.2.2 植被恢复应因地制宜，选种乡土植物、本地适生植物，营造适应当

地环境的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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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 植物群落营造应与自然恢复的野生植被相融合，形成协调统一的植

物景观，维护生态平衡。

6.5.3 棕地再利用

6.5.3.1 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棕地应在生态修复并满足环境质量安全标准

后进行再利用。

6.5.3.2 再利用的棕地可优先改造为城市遗址公园、郊野公园等。

7 效果评价

7.1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应考虑山体、水体、棕地生态修复和绿地系统提升方面的技

术要素，包括技术指标和工作指标，详见附表 A和附表 B。

7.2 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应包括自评报告审查、问卷调查、第三方监测、实地考查、

综合评审等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结合城市生态修复工作进展情况，开展综合评价，并形成自评报

告，至少每年一次。

b）应组织专业社会调查机构通过现场、网络、微信等方式开展生态修

复效果问卷调查并形成分析报告。

c）应组织开展遥感测试处理分析。

d）应采取既定路线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对照城市生态修复实施计划中

的预期指标进行实地考查并形成书面考查意见。

e）应以会议的形式对城市生态修复工作进行综合评审。

7.3 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应综合比较修复前、后各相关指标的实现情况，评价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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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修复效果。评价结果可作为城市生态修复工作改进、提升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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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A

（规范性附表）

城市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技术指标

类别 序号 技术要素 技术指标 修复前 修复目标 修复后

绿地提升

1 城市热岛效应

2 生物多样性

3 生态用地比例

4 建成区绿地

5 建成区绿化覆盖

6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

7 屋顶绿化

8 林荫路推广

山体修复

9 山体地质安全

10 破损山体修复

11 植被覆盖指数变化

水体修复

12 水安全

13 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

14 水体岸线自然化

15 水景观

棕地修复
16 土壤污染治理

17 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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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B

（规范性附表）

城市生态修复效果评价工作指标

序号 指标 指标内容及评估方法

1
编制专项规划，制定实施计

划

在生态评估的基础上，确定修复目标和指标，选择合理修复方式，明确近期建设重点，筛选工程技术措施，明确保障措

施。

查看专项规划、实施计划等相关材料。

2 规划建设管理制度
建立城市生态修复的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制度。绿线、蓝线、生态红线划定。

查看城市控详规、相关法规、政策文件等。

3 技术规范与标准建设
制定较为健全、规范的技术文件，能够保障城市生态修复工作的顺利实施。

查看地方出台的城市生态修复工程技术、设计施工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图集、导则、指南等。

4 长效机制 对政府投资建设、运行、维护的城市生态修复成效相关的责任落实与长效机制等。查看出台的政策文件等。

5 投融资机制建设 制定和创新城市生态修复投融资、PPP模式等。查看出台的政策文件等。

6 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 项目清单完成情况检查考核以及城市生态修复成效相关的奖励机制等。查看工作台账资料和出台的政策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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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生态修复技术指标说明

C.1 绿地提升技术指标

C.1.1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采用城市建成区与建成区周边（郊区、农村）6 月～8

月的气温平均值的差值进行评价。

热岛效应是由于人们改变城市地表而引起小气候变化的综合现象。热岛效

应强度是评价城市生态修复效果的重要指标。

计算方法：城市热岛效应强度（℃）=建成区气温的平均值（℃）-建成区

周边区域气温的平均值（℃）

C.1.2 生物多样性指数

评价生物多样性的指标。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

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等，这

包含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计算方法：生物多样性指数（BI）=归一化后的野生动物丰富度×0.2+归一

化后的野生维管束植物丰富度×0.2+归一化后的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0.2+归

一化后的物种特有性×0.2+归一化后的受威胁物种的丰富度×0.01+（100-归一

化后的外来物种入侵度）×0.1

按照《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623中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处理方法

进行计算和等级划分。

C.1.3 生态用地比例

城市规划区内的绿地和水域湿地面积占城市规划区总面积的比例。

计算方法：城市规划区内的绿地和水域湿地面积÷城市规划区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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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C.1.4 建成区绿地率

建成区各类城市绿地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比例。

计算方法：建成区绿地率（%）=建成区各类城市绿地面积（km2）/建成区

面积（km2）×100%

允许将建成区内、建设用地外的部分“其它绿地”面积纳入建成区绿地率

统计，但纳入统计的“其他绿地”面积不应超过建设用地内各类城市绿地总面

积的 20%；且纳入统计的“其他绿地”应与城市建设用地相毗邻。

C.1.5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比例。

计算方法：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km2）

/建成区面积（km2）×100%

绿化覆盖面积是指城市中乔木、灌木、草坪等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

包括屋顶绿化植物的垂直投影面积以及零星树木的垂直投影面积，乔木树冠下

的灌木和草本植物以及灌木树冠下的草本植物垂直投影面积均不能重复计算。

城市建成区是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配套公

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城市建成区界线的划定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不

能突破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范围，且形态相对完整。

C.1.6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占居住用地总面积的比例。

计算方法：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

用地面积（hm2）/居住用地总面积（hm2）×100%

公园绿地按现行的《城市绿地分类标准》统计，其中社区公园包括居住区

公园和小区游园。

对设市城市，5000㎡（含）以上的公园绿地按照 500m服务半径考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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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5000 ㎡的公园绿地按照 300m 服务半径考核；历史文化街区采用 1000

㎡（含）以上的公园绿地按照 300m服务半径考核；

对县城，1000-2000 ㎡（含）的公园绿地按照 300m 服务半径考核；2000

㎡以上公园绿地按 500m服务半径考核。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应以公园各边界起算。

C.1.7 屋顶绿化率

已完成屋顶绿化的建（构）筑物屋顶面积占城市建成区建（构）筑物总屋

顶面积的百分比。

屋顶绿化是以建（构）筑物顶部为载体，不与自然土层相连且高出地面

150cm以上，以植物材料为主体的一种立体绿化形式，一般可分为花园式、组

合式和草坪式三种类型。

花园式屋顶绿化：选择各类植物进行复层配置，可供人游览和休憩的屋顶

绿化类型。

组合式屋顶绿化：以植物单层配置为主，并在屋顶承重部位进行复层配置

的屋顶绿化类型。

草坪式屋顶绿化：采用适生地被植物或攀缘植物进行单层配置的屋顶绿化

类型。

计算方法：已完成屋顶绿化的建（构）筑物屋顶面积（㎡）÷城市建成区

建（构）筑物总屋顶面积（㎡）×100%

C.1.8 林荫路推广率

城市建成区内达到林荫路标准的步行道、自行车道长度占步行道、自行车

道总长度的百分比。林荫路指绿化覆盖率达到 90%以上的人行道、自行车道。

计算方法：林荫路推广率（%）=建成区内达到林荫路标准的步行道、自行

车道长度（公里）/建成区内步行道、自行车道总长度（公里）×100%

C.2 山体修复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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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 山体地质安全

进行山体修复前，应根据破损山体地质资料和现场勘察情况，采取山体加

固、场地整理、修建排水系统等措施，彻底消除破损山体滑坡、碎石崩塌等安

全隐患，保障山体地质安全。

C.2.2 植被覆盖指数变化率

评价区域实施生态修复前后的植被覆盖指数变化情况。植被覆盖指数为区

域单位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计算方法：（生态修复后的植被覆盖指 数-修复前的植被覆盖指数）÷修

复前的植被覆盖指数×100%

C.2.3 破损山体修复率

城市规划区内的破损山体修复面积占城市规划区内山体破损总面积的比

例。

计算方法：城市规划区内的破损山体修复面积（㎡）÷城市规划区内山体

破损总面积（㎡）×100%

C.3 水体修复技术指标

C.3.1 水安全

水安全包括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防治及饮用水安全。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防治

需达到的要求是历史积水点彻底消除或明显减少，或者在同等降雨条件下积水

程度显著减轻。城市内涝得到有效防范，达到《室外排水设计规范》规定的标

准。饮用水安全需水源地水质达到国家标准要求：以地表水为水源的，一级保

护区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和饮用水源补充、特定项目的

要求，二级保护区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和饮用水源补充、

特定项目的要求。以地下水为水源的，水质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的要求。自来水厂出厂水、管网水和龙头水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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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C.3.2 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各考核断面水质达标频次之和占各考核断面监测总频次的比例。

计算方法：各考核断面水质达标频次之和÷各考核断面监测总频次×100%

C.3.3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符合自然岸线要求的水体岸线长度占水体岸线总长度的比例。

主要针对城市规划区内的较大型河道和水体，公园绿地中的水体和个城市

建设用地中的水体岸线一般规模较小，可不作要求和统计。

计算方法：水体岸线自然化率（%）=符合自然岸线要求的水体岸线长度

（km）/水体岸线总长度（km）×100%

纳入统计的水体，应包括《城市总体规划》中被列入 E水域的水体；纳入

自然岸线统计的水体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在满足防洪、排涝等水工（水

利）功能基础上，岸体构筑形式和所用材料均符合生态学和自然美学要求，岸

线形态接近自然形态；滨水绿地的构建本着尊重自然地势、地形、生境等原则，

充分保护和利用滨水区域原有野生和半野生生境；岸线长度为河道两侧岸线的

总长度；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水巷、码头和历史名胜公园的岸线可不计入统计

范围。

C.3.4 水景观

水景观是指可以引起人们视觉感受的水域（水体）及其相关联的岸地、岛

屿、植被、建筑等所形成的景象。水体景观效果主要考察景观营造水文化主题

是否突出、特色是否显著；水工程与周边环境是否融合，景观效果如何；是否

有省级以上水利风景区、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等。

C.4 棕地修复技术指标

C.4.1 棕地土壤污染治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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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土壤污染治理达到相关标准要求的棕地面积占棕地总面积的比例。

计算方法：经过土壤污染治理达到相关标准要求的棕地面积（㎡）÷棕地

总面积（㎡）×100%

C.4.2 棕地修复再利用比例

经修复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后再利用的棕地面积占棕地总面积的比例。

计算方法：经修复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后再利用的棕地面积（㎡）÷棕地总

面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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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D

（资料性附表）

城市生态修复工程项目清单

统计

时间

范围

修复类

型
序号

项目名

称

生态修复任务量

（面积或长度）

项目坐落

地理位置
开始

时间

预计

竣工

时间

实施

责任

主体

投资

额

（万

元）

资金

来源

主要

现状

生态

问题

主要

修复

方法

预期修

复效果

预期修

复质量
备注

山体
1

…

水体
1

…

棕地
1

…

绿地
1

…

说明：

1.城市山体修复主要是对城市规划区内采石坑、凌空面、不稳定边坡、废石堆等破损裸露山体进行固定、修整、植被恢复等。需要修复的数量、面积

请填写受损山体个数、面积（公顷）。

2.城市水体修复主要是对城市规划区内被破坏的河流、湖泊、湿地等进行水系恢复、硬质驳岸衬底生态化改造、生物净化等。需要修复的数量请填写

河流条数或湖泊、湿地个数，河流填写需要修复的长度（公里），湖泊、湿地填写需要修复的面积（公顷）。

3.城市棕地修复主要是对城市规划区内矿区棕地、城市产业棕地、垃圾处理场等进行土壤改良、植被恢复、废弃设施改造利用等。需要修复的数量、

面积请填写废弃场地个数、面积（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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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绿地提升主要指对城市绿地系统结构、布局、功能的完善，包括已批准的绿地系统规划的实施、绿道绿廊建设、老旧城区改造增绿等。需要修

复的数量、面积请填写绿地个数、面积（公顷）。

5.时间范围：2010-2015 年度进行汇总统计；2016 年（含）以后按年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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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E

（资料性附表）

城市生态修复工程项目汇总表

时

间
类型

项目数

量(个)

项目预计面积(公顷)

或长度(公里)

总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比例
项目完成

率

备

注国家财政 省财政 市财

政

区财

政

社会资本

统

计

时

间

范

围

山体修复

水体修

复

水系恢复

水体岸线修复

湿地修复

……

棕地修复

绿地提升

说明：

1.城市山体修复主要是对城市规划区内采石坑、凌空面、不稳定边坡、废石堆等破损裸露山体进行固定、修整、植被恢复等。

2.城市水体修复主要是对城市规划区内被破坏的河流、湖泊、湿地等进行水系恢复、硬质驳岸衬底生态化改造、生物净化等。

3.城市棕地修复主要是对城市规划区内矿区棕地、城市产业棕地、垃圾处理场等进行土壤改良、植被恢复、废弃设施改造利用等。

4.城市绿地提升主要指对城市绿地系统结构、布局、功能的完善，包括已批准的绿地系统规划的实施、绿道绿廊建设、老旧城区改造增绿等。

5.时间：2010-2015 年度进行汇总统计；2016 年（含）以后按年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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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城市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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