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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有效防止规划和建设项目损害生物多样性的 “第一道防线”，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制度和手

段。 生物多样性数据的质量直接影响着环评结果的准确性。 然而在目前执行环评制度的过程中， 仍存在缺乏高质量的生物多样

性数据以及该类数据未能有效应用于环评的缺憾。 建议整合现有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和环境影响评价交

互体系， 优化数据共享系统， 制定和完善相关标准规范， 并将交互体系有效应用于涉及生态影响的环评工作中， 以切实发挥环

评预警生物多样性破坏风险的源头防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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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但是由于

人类的活动， 生物多样性至今仍面临着严重威胁， 其

中工程项目建设造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物种栖息地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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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生境破碎化、 栖息地质量下降等威胁对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显著［１－３］。 通过事先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 预防对生物多样性可能造成的破坏， 是被世

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有效做法［４－５］。 １９９３ 年生效的 《生
物多样性公约》 中的第 １４ 条 “影响评估和尽量减少

不利影响” 提出了 “采取适当程序， 要求就其可能对

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拟议项目进行环境影

响评估， 以期避免或尽量减轻这种影响， 并酌情允许

公众参加此种程序”。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召开的 《生物多样

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 《昆明—蒙特

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规定了 ２３ 个以行动为导

向的全球目标， 其中行动目标 １４ 进一步要求将生物

多样性充分纳入环境影响评估中。
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不断建立健全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

从决策源头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措施， 发挥了

“第一道防线” 的决定性作用［６］。 我国于 ２００３ 年开

始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以法

律的形式确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明确要求综合

考虑规划或者建设项目实施后对各种环境因素及其

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 此后， 《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 《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 等法律法规， 以及针对不同环境

要素、 不同行业的一系列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陆

续发布。 其中，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ＨＪ １９—２０２２， 以下简称 《生态导则》）明确提出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要

求， 在环评相关法规中， 《生态导则》 与生物多样

性关系最为紧密。 然而在落实执行中， 《生态导则》
仍面临缺乏生物多样性数据支撑的问题。 现有生物

多样性数据库与环境影响评价实际数据需求之间存

在一定的差距， 这可能会影响到环评结果的科学性，
急需构建和应用生物多样性数据和环境影响评价的

交互体系， 以切实发挥环评的源头防控作用。

１　 生物多样性数据支撑环评的现状

１ １　 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的应用

《生态导则》 明确了物种、 生境、 生态系统及

生物多样性的评价内容、 指标及成熟的评价方法，

提出了引用资料时效性等细化要求。 在生态影响评

价工作的第一阶段， 需要识别生态敏感区， 确定生

态保护目标， 以满足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尽量避让

各类生态敏感区等相关要求。 在这一阶段， 生态敏

感区和生态保护目标的空间分布数据对于确定生态

影响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至关重要。 根据 《生态导

则》 中的相关定义， 生态敏感区包括法定生态保护

区域、 重要生境以及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 对保

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 生态保护目标

包括受影响的重要物种、 生态敏感区以及其他需要

保护的物种、 种群、 生物群落及生态空间等。 对生

态敏感区及生态保护目标进行准确识别所需的数据，
除有明确边界的法定生态保护区域以外， 主要包括

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重要物种名录、 建设项目规划

范围所涉及的重要物种栖息地、 重要生态系统空间

分布等基本信息。
上述数据中， 由于重要物种栖息地识别标准和名

录尚未正式发布， 重要生态系统尚未有明确的识别标

准， 需要根据重要物种、 各类生态系统的分布情况进

行判别， 以对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生态本底状况进行

预先判断。 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重要物种名录可通过

文献调查获取， 但各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强度存在差

异， 一些县域尚不能直接从已有资料中获取较新的、
较为准确的重要物种名录， 甚至无相关统计数据， 需

要在文献或数据库中综合检索获取。
１ ２　 国内外主要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近年来， 随着生物多样性数据资源受到国内外

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不断建立完

善， 已经在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研究、 规划和物种

保护、 外来入侵物种风险防控等领域得到了应

用［７－８］。 中国科学院等学术机构整合了多来源的数

据资源， 建立了涉及生态系统数据、 生物标本信息、
生物物种名录等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的多个大数据

平台［９］。 其中， 一些在线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平台

整合了文献、 调查和用户上传的生物多样性数据，
可帮助使用者较为便捷地获取物种基本信息、 物种

分布等信息（见表 １）。
１ ３　 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的优缺点

在上述数据库中， 其生物多样性分布数据来源

主要可归为三大类： 数字化的标本信息、 文献资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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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的物种分布信息以及公众上传的自然观察信息。
各数据来源的优势和缺憾如下。

关于数字化的标本信息， 由于与标本实物相对

应， 可对应标本进行查询验证， 该类信息的可信度

相对较高。 但由于许多标本年份久远、 记载不清，
数字化的标本信息中往往含有大量难以直接识别采

集地点的分布信息以及未继续采用的物种名称， 需

要的人工地标化、 核对校正工作较为烦琐， 且部分

标本存在错认物种的现象， 造成部分物种分布数据

存在错误。 此外， 标本数据主要集中于生物多样性

的研究热点区域， 非研究热点区域的数据较少。 另

外， 由于同一时间在一个地点采集同一物种多个标

本情况的普遍存在， 在每份标本信息均作为分布数

据录入之后， 产生了数据冗余。

表 １　 国内外主要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数据平台类型 数据平台名称∕网址 数据内容和数据量 数据来源

物种多样性数据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ＮＳＩＩ）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ｓｉｉ ｏｒｇ ｃｎ

共收录动物标本记录 ６８２ ３ 万
条， 植物标本记录１ ６４４ ６万条

各科研院所、 高校、 自然保护区等数字化平
台上传的标本信息

物种多样性数据平台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ｎ

共收录物种分布记录 ４２２ 万条，
涉及物种 １４ ８ 万余种

专业志书、 文献、 调查资料等多来源的物种
分布信息， 并关联了 ＧＢＩＦ 中的物种分布信息

植物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ｌａｎｔｐｌｕｓ ｃｎ 共收集１５５ ８４３ ２万条记录

科研机构上传的数据集以及普通用户上传的
含分类和分布信息的植物图片数据

中国观鸟记录中心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ｂｉｒｄｒｅｐｏｒｔ ｃｎ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已收录共
１ ３７８种鸟， 约占全国鸟种的
９４％， 共收集 ４９ ２ 万篇报告，
７５９ ８ 万条鸟种记录

各地的观鸟爱好者注册成为用户， 上传观鸟
报告和鸟类分布记录

自然观察物种数据集
ｈｔｔｐｓ ∶ ∕∕ｂｉａ ｈｉｎａｔｕｒｅ ｃｎ∕

收集２ ５９１个中国本土物种， 共
１３５ 万条动植物物种在国内的
分布记录（其中包含约１ ２００个
受保护物种）

文献中的物种分布信息； 网上公开的数据库；
基于当地社区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 “自然
观察联动平台” 及公民科学（中国观鸟记录
中心等）建立关系数据库； 按照动植物分类学
以及保护名录建立的本土物种清单

中国两栖类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收录中国两栖类物种 ６５４ 种，
图片数据 １ １ 万条

实地调查、 相关文献和用户上传的两栖动物
分布数据和照片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ｐ２０００ ｏｒｇ ｃｎ

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１４８ ６７４
个， 其中物种１３５ ０６１个， 种下
单元１３ ６１３个

由专业科研机构整理的物种分类信息和精确
到省级行政区的分布信息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ＧＢＩＦ）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ｂｉｆ ｏｒｇ

收录中国大陆的１ ０３８ ６万条具
有地理坐标的物种分布数据

标本记录、 文献记录、 用户上传的物种分布
记录

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ｏｒｇ

收录中国的３７ ７８２个物种、 ８６ ５
万条分布数据

用户上传的各类群物种分布数据和照片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物种分
布数据集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 ｏｒｇ

收录近１ ０００个涉及中国的物种
分布区域数据

根据各物种已有的研究资料勾画的矢量空间
分布范围

对生物多样性具有
重要意义的区域数据

生物多样性关键区（ＫＢＡｓ）数据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ｋｅｙ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ｒｅａｓ ｏｒｇ

收集涉及中国的 ９７１ 个生物多
样性关键区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根据相关标准［１０］ 确定的对
陆地、 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全
球持久性作出重大贡献的地点

　 　 文献资源获取的物种分布信息， 如专业的动植

物志、 经同行评议的文献中包含的物种分布信息可

信度较高。 但获取该类数据涉及大量的人工检索、
录入工作， 难免造成数据错填、 漏填现象。 个别文

献资源信息中也存在物种错认等现象， 录入人员若

未能加以核对则会造成数据错误。
公众上传的物种分布信息， 如观鸟爱好者相关

数据平台上所汇聚的信息， 数据来源广泛、 更新迅

速， 对于一些物种的数据比其他数据来源更加全面，
反映出公众的参与对濒危物种分布知识的丰富具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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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１１］。 由于公众的物种识别能力存在差异，
尽管此类数据平台采用了对上传观察记录进行人工

审核、 半自动审核等方法进行数据初筛， 也难以完

全避免数据偏差， 须对数据平台提出不断完善的要

求。 此外， 该类数据往往集中于观察强度较高的区

域。 以观鸟爱好者为例， 由于爱好者往往集中于热

门 “鸟点” 进行观察， 造成了数据空间分布不均，
“鸟点” 上的数据存在较多冗余， 而爱好者未能企

及或忽略之处的数据较少。
表 １ 中的各数据平台综合了上述各类数据来源

的优势和缺点， 尽管数据相对较容易获取， 并且已

形成了较大的数据量， 但普遍存在数据在不同区域

之间分布不均、 数据空缺较多、 未能集成行业部门

实地调查数据的缺憾， 且数据可信度均有不足， 在

具体使用过程中仍需进行大量的核对校正工作。

２　 生物多样性数据支撑环评的相关问题

２ １　 缺乏数据支撑影响环评编制的科学性

获取高质量的生物多样性数据， 是准确评估建设

项目生态影响的前提。 目前， 尽管生态环境、 林草等

相关部门以及科研机构已通过各类调查获取了一系列

生物多样性数据， 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遍应用仍然

存在较多数据空缺， 且现存数据较为分散、 整齐度

差， 共享应用壁垒普遍存在， 难以满足环评应用。 现

有的生物多样性在线数据平台（见表 １）尽管获取数据

相对较容易， 但仍存在数据误差较多、 数据空缺较

多、 难以直接获取某一区域的物种数据等问题［１２－１３］。
同时， 生物多样性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专业性较强， 环

评单位短期内极难获得充分、 科学、 可靠的数据。 数

据的缺乏使环评很难全面、 准确地识别涉及的 “生态

保护目标”， 导致分类和分级错误， 评价要求被降低

甚至忽略， 造成专题调查被遗漏、 影响被严重低估、
保护措施不力等问题［１４］。 如连云港 “蓝色海湾” 基

础工程破坏半蹼鹬（Ｌｉｍｎｏｄｒｏｍｕｓ ｓｅｍｉｐａｌｍａｔｕｓ）等珍稀

水鸟觅食地事件， 其环评报告存在关键内容被遗漏的

问题， 未对建设项目区域的鸟类情况和生态影响进行

评价， 后经专家论证确认环抱堤将减少水鸟觅食地，
对其进行了公益诉讼， 而相关环评单位表示对区域涉

及鸟类觅食地的事实缺乏了解， 出现疏漏［１５］。 又如

回龙山水电建设站环保公益诉讼案， 经论证该项目不

仅淹没西双版纳原始热带雨林及其中的千果榄仁、 红

椿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而且大坝将阻隔澜沧江

中下游（包含罗梭江鱼类保护区）珍贵鱼类的洄游通

道， 直接威胁澜沧江珍贵鱼类种群的生存和繁衍， 然

而其环评报告中的生态影响评价内容与事实严重

不符［１６－１７］。
２ ２　 缺乏数据标准导致审批监管缺少决策依据

由于一些生态保护目标（如重要生境、 物种栖息

地）缺乏详细的识别、 判定标准和空间分布数据， 环

评审批部门缺少充分的依据来做出准确判断和有效

审核， 即使依靠专业机构和专家， 仍存在影响项目

“带病” 获批的高风险。 如云南戛洒江一级水电站侵

占国家 Ｉ 级保护动物绿孔雀（Ｐａｖｏ ｍｕｔｉｃｕｓ）栖息地案，
环评得出该项目对绿孔雀 “无直接影响” 的结论， 审

批部门因缺乏相关数据支撑而无法作出准确决策。 后

经专家实地调查证实， 该项目淹没区内存在国家 Ｉ 级
保护植物陈氏苏铁（Ｃｙｃａｓ ｃｈｅｎｉｉ）， 而且此区为中国面

积最大的几处绿孔雀栖息地之一， 具有重要生物多样

性保护价值， 与环评中未涉及陈氏苏铁、 不会影响绿

孔雀在当地生存和繁殖的结论不一致［１８］。 又如， 在

连云港 “蓝色海湾” 基础工程破坏半蹼鹬等珍稀水鸟

觅食地一案中， 负责审批的当地海洋局因缺乏涉及鸟

类项目的环评经验和信息， 对该项目给予了批复［１５］。
２ ３　 环评实地调查数据未得到汇总和再利用

在 《生态导则》 细化了现场调查基本技术、 陆生

生态及水生生态调查等的具体要求后， 环评中通过现

场勘查获得的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数据将有更高的

准确性和使用价值。 由于许多非热点区域普遍存在生

物多样性数据空缺的问题， 环评中获取的调查数据可

能是该区域唯一的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 具有填补空

缺的价值。 然而， 现行环评体系缺乏相关数据收集和

存档管理的机制， 环评获取的大量实地调查数据分散

在各环评机构， 未被汇总、 结构化和再利用， 当未来

其他项目需进行环评时无法获取历史环评数据作为参

考， 造成重复调查、 资源浪费。

３　 生物多样性数据与环评交互体系的建立和

应用建议

　 　 通过整合多来源环境数据， 建立方便用户查询

的平台， 优化环评中获取相关数据的途径。 目前，

４



第 ６ 期 任月恒等： 生物多样性数据与环境影响评价交互体系的建立和应用研究 　 　 　

已有众多应用案例， 如绿网环境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ｌｖｗａｎｇ ｏｒｇ ｃｎ）等众多污染、 生态情况查询工具， 可

实时查询主要监测站点的环境空气质量、 水质以及

重要排污企业的废气废水排放的监测值， 并在地图

上进行显示。 将生物多样性数据进行整合， 并针对

环评数据需求场景搭建数据平台， 方便用户实现环

评目标区域与物种、 保护地分布交互查询功能的交

互体系， 在国内外也已有尝试， 如国内的生物多样

性影响评估工具（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简称 ＢＩＡ 工具， ｈｔｔｐｓ ∶ ∕∕ｂｉａ ｈｉｎａｔｕｒｅ ｃｎ∕）和国际上

的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工具（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ＩＢＡＴ）， 均可实现上述功能， 提升

了环评中生物多样性数据获取的效率。
建议参考上述工具以及各类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的实践经验， 构建 “生物多样性数据和环境影响评

价交互体系” （以下简称 “交互体系”）， 实现生物

多样性数据上传汇总、 用户基于环评相关需求查询

下载数据等交互功能。 依据 《生态导则》 等法律法

规和技术标准中的 “重要物种” “生态敏感区” “生
态保护目标” 定义， 将生物多样性数据与之对应，
并结合决策场景打造 “交互体系”。 整合多个来源

的优质生物多样性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和可

信度分级， 以解决现存数据较为分散、 整齐度差、
存在共享应用壁垒等问题。 此外， 通过多来源数据

的互补和环评数据的回流， 弥补现有生物多样性相

关数据库各自存在数据空缺的问题。
（１）整合多来源的生物多样性数据， 构建数据

基础。 自第九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后， 国家数据局成

立， 建议结合该部门的指导工作， 将原分散在各部

门和相关单位的、 已经获得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分布

数据和重要生态系统分布数据， 包括生态环境部生

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项目、 中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

络（Ｃｈｉｎａ ＢＯＮ）、 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调查评估

等项目成果进行整合， 在业务主管部门的配合下，
对上述数据进行梳理和结构化， 按照统一的数据录

入标准和官方的物种名录对所收录的多来源数据进

行梳理， 生成规范统一的格式， 并制定数据审核和

清洗规则， 筛选出可靠的数据。 在生物多样性分布

数据的基础上， 整合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地、
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等生态敏感区空间数据以

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 建立重要生态保护目标

数据库， 并及时更新。 对于以往生物多样性本底不

清、 调查不足， 且涉及规划建设项目较多的区域，
建议优先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以获取高质量

的生物多样性实地调查数据， 填补数据空缺。
（２）建立数据更新和环评生态调查数据回流机

制， 形成 “交互体系” 数据闭环。 针对重点行业以

及涉及生态保护目标（含重要物种、 生态敏感区等）
的建设项目环评， 规范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调查

数据的收集和提交， 将数据汇入 “交互体系” 数据

库并实现数据再次利用。 伴随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

的不断开展， 持续充实 “交互体系” 数据基础， 提

高预警和核查的准确性。
（３）制定相关配套标准规范， 确保数据收集和使

用符合规范。 制定和完善重要生境、 重要生态系统识

别标准。 针对 《生态导则》 中提出属于生态敏感区的

重要生境， 参考生物多样性关键区（ＫＢＡ）基于受威胁

物种种群等对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的识别方法， 基于

物种调查监测数据和高质量的物种分布模拟结果， 根

据重点物种种群数量、 物种丰富度等， 制定识别标

准， 在空间上识别出一批生物多样性关键区， 为重要

生境的具体识别提供范围参考， 并录入重要生态保护

目标数据库。 根据生态系统质量评估结果、 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的重要性等， 制定重要生态系统识别标准。
制定生物多样性数据可信度评级标准和工作流程规

范， 将通过审批的环评报告中的生物多样性实地调查

数据以及经过清洗、 通过审核的其他来源数据评级为

优， 将未经审核或审批的生物多样性数据评级为一

般。 制定数据使用规范， 各需求单位和个人通过申请

的方式获取数据， 根据申请人的需求提供相应区域的

数据。 建立数据更新机制， 定期对 “交互体系” 中的

数据进行更新和审核。
（４）将 “交互体系” 在环评中进行全面应用，

防控生物多样性破坏风险。 运用 “交互体系” 优化

环评各环节中生物多样性数据的获取途径。 在环评

报告的编写、 审批过程中应用 “交互体系” 进行建

设项目生态风险预警， 识别保护对象， 并为生态影

响评价提供数据支持， 如通过物种分布区数据获知

评价区可能有分布的重要物种， 在环评中注重对这

些物种及其栖息地的调查和影响评估； 在 “双随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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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 等事中事后监管中应用 “交互体系” 进行环

评内容核查、 监督， 对风险项目进行重点监测。 项

目建设单位也可通过 “交互体系” 了解拟进行开发

建设区域的生态保护目标， 从项目选址阶段避免造

成生态风险。

４　 结束语

环评制度发挥着生物多样性保护 “第一道防

线” 的决定性作用， 并在近几年通过相关导则规范

的逐渐完善， 强化了环评保护物种栖息地、 重要物

种的作用。 通过建立 “生物多样性数据和环境影响

评价交互体系”， 将多来源的生物多样性数据进行整

合和清洗， 并针对数据空缺区域启动本底调查， 把

相关数据应用于环评工作中， 可弥补因目前生物多

样性数据难获取而影响环评及其审批结果的缺憾，
使涉及生物多样性的环评结果更加科学。 建议克服

数据共享壁垒， 建立交互体系， 制定相关标准规范，
完善环评中涉及生物多样性数据收集、 共享和应用

的工作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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