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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导则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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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新旧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HJ19- 2011 和 HJ/T19- 1997 的对比分析, 对两

个导则中主要内容的差异进行了解析。 以帮助读者了解新旧导则的异同, 有利于更加深

入地理解和使用新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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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rast analysis of the new and old guidelines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HJ19- 2011 and HJ/T19- 1997), primary aspects of content differences in the
two guidelines were analyzed.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for the two guidelines were helpfu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wo guidelines and usage of HJ19 - 2011
guidelines.
Keywords: The new guideline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The old guideline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Contrast analysis

2011 年 4 月 8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 （HJ19- 2011）》（简称

新生态导则），代替原来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非污染生态影响 （HJ/T19- 1997）》（简称老生

态导则），新生态导则在评价工作分级、评价范围

确定方法、生态环保措施等方面都进行了修订。新

生态导则于 2011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通过参加

新生态导则的培训以及学习， 对新生态导则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本文对新旧生态导则主要

内容进行对比分析。
区别于老生态导则， 新生态导则在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了较大的修订：

（1）新导则在术语中对“生态影响、直 接（间

接）生态影响、累积生态影响、生态监测、特殊生态

敏感区、重要生态敏感区、一般区域”等进行了说

明，而老生态导则中对“生物量、生态因子、生物群

落”等名词进行了解释。新生态导则侧重对生态环

境影响评价中的有关生态影响以及敏感区进行定

义说明， 老生态导则侧重对名词术语进行定义说

明。
（2）评价工作等级及评价范围的确定方面，新

生态导则在评价工作等级及评价范围的确定方面

有了较大的修改。 老生态导则的评价等级确定见

表 1， 新生态导则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见

表 2。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新的生态导则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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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群落

生物量减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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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

绿地数量减少,分布不均,连通程

度变差

绿 地 减 少 1/2,分 布 不 均 ,连 通 程

度变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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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地区 1 1 1

注重工程所在区域的敏感性， 要求评价工作者要

有识别工程所在区域的生态敏感性的工作能力。

老生态导则中指出“根据项目的性质、总投资

和产值，项目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的敏感程度，生态

影响的空间分布情况等， 对评价的级别作适当作

调整，但调整幅度上下不应超过一级，调整或从简

结果应征得环保主管部门同意”，这主要是因为原

来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评价工作大纲， 在大纲

阶段可由环保专家和主管部门对评价等级进行审

核后调整。 新生态导则在确定评价工作等级时更

为简化，并且评价等级不允许调整。新老生态导则

中对生态影响分别属于两个不同评 价 工 作 等 级

时，均依据较高的评价工作等级行进评价，这一点

是相同的。
老生态导则中对 1、2、3 级不同评价等级的生

态影响评价范围给出了具体的评价范围“对于 1、
2、3 级评价项目， 要以重要评价因子受影响的方

向扩展距离，一般不能小于 8~30km，2~8km 和 1~

2km”，而新生态导则中则对评价工作范围没有具

体数字要求，仅提出了原则“生态影响评价应能够

充分体现生态完整性， 涵盖评价项目全部活动的

直接影响区域和间接影响区域”，评价工作范围更

加切合实际， 这也对评价工作技术人员以及审查

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3）新生态导则中工程分析章节更加简洁扼

要，关注施工过程、方式和时序等，同时提出了工

程分析重点。老生态导则中为“工程调查与分析”，
其中对工程资料的收集以及对同类项目的类比调

查作出了说明，对工程分析的时段明确性不强。
（4）新生态导则中现状调查强调实测，并对不

同评价等级的现状调查内容作出了规定， 同时强

调用图示方式表达评价结果， 明确了具有强制性

的基本图件。 同时在新的生态导则中取消了对社

会经济状况调查的要求，明确生态现状调查要求，
其中包括生态现状调查范围、内容等，其中调查内

容中明确指出包括生态背景调查和主要生态问题

调查 2 大内容。
（5）新生态导则中在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章

节中指出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内容应与现状评价

内容相对应， 依据区域生态保护的需要和受影响

生态系统的主导功能选择评价预测指标。 相比老

生态导则， 新生态导则的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内

容更为简单明确。
（6）新生态导则中生态保护措施要求更加具

体， 要求明确不同生态保护目标应采取的生态保

护和恢复措施、要求分时段设计管理措施等，并明

确施工期和运营期管理原则与技术要求。 相对于

老生态导则， 新生态导则增加了施工期工程环境

监理，环境保护阶段验收和总体验收、环境影响后

评价等环保管理技术方案等要求。
通过对新旧生态导则以上六大方面内容的对

比分析， 明确了新旧导则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要求的差异。有助于对新导则的理解和掌握，有

利于新导则实施后生态环境影响评 价 工 作 的 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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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态影响及其变化程度

表 1 老生态导则评价工作级别(1、2、3 级)

评价工作级别 工程影响范围

表 2 新生态导则评价工作级别划分

影响区域生态

敏感性

工程占地（含水域）范围

面积≥20km2

或长度≥100km
面积 2~20km2

或长度 50~100km
面积≤2km2

或长度≤50km
特殊生态敏感区 一级 一级 一级

重要生态敏感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区域 二级 三级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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