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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
（生态影响类）（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以生态影响

为主要特征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包括农业，林业，渔业，

采矿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地热等其

他能源发电，房地产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的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社会事业与服务业（不包括有化学或生物实

验室的学校、胶片洗印厂、加油加气站、洗车场、汽车或摩托车维修场

所、殡仪馆、动物医院），水利，交通运输业（不包括导航台站、供油

工程、维修保障等配套工程）、管道运输业，海洋工程（不包括排海工

程），以及其他以生态影响为主要特征的建设项目（不包括已单独制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格式的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

以生态影响为主要特征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依据本指南

进行填写，与本指南要求不一致的以本指南为准。

二、总体要求

一般情况下，建设单位应按照本指南要求，组织填写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建设项目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需要深入论证的，

应按照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导则开展专项评价工作。根据建设项

目特点和涉及的环境敏感区类别，确定专项评价的类别，设置原则

参照表 1，确有必要的可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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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专项评价一般不超过两项，水利水电、交通运输（公路、铁

路）、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类建设项目不超过三项。

表 1 专项评价设置原则表

专项评价的类别 涉及项目类别

地表水

水力发电：引水式发电、涉及调峰发电的项目；

人工湖、人工湿地：全部；

水库：全部；

引水工程：全部（配套的管线工程等除外）；

防洪除涝工程：包含水库的项目；

河湖整治：涉及清淤且底泥存在重金属污染的项目

地下水

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全部；

地下水（含矿泉水）开采：全部；

水利、水电、交通等：含穿越可溶岩地层隧道的项目

生态
涉及环境敏感区（不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科研、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的项目

大气

油气、液体化工码头：全部；

干散货（含煤炭、矿石）、件杂、多用途、通用码头：涉及粉尘、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的项目

噪声

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运输业涉及环境敏感区（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

教育、科研、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的项目；

城市道路（不含维护，不含支路、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全部

环境风险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全部；

油气、液体化工码头：全部；

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线（不含城镇天然气管线、企业厂区内管线），危

险化学品输送管线（不含企业厂区内管线）：全部

注：“涉及环境敏感区”是指建设项目位于、穿（跨）越（无害化通过的除外）环境敏感区，或环

境影响范围涵盖环境敏感区。环境敏感区是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针对该

类项目所列的敏感区。

三、具体编制要求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指立项批复时的项目名称。无立项批复则为可

行性研究报告或相关设计文件的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指发展改革部门核发的唯一项目代码。若发展改革

部门未核发项目代码，此项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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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地点：指项目具体建设地址。线性工程等涉及地点较多的，

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至区县级或乡镇级行政区，海洋工程建设地点

应明确项目所在海域位置。

地理坐标：指建设地点中心坐标，线性工程填写起点、终点及

沿线重要节点坐标。坐标经纬度采用度分秒（秒保留 3 位小数）。

建设项目行业类别：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中项目行业具体类别。

用地（用海）面积（m
2
）/长度（km）：用地面积包括永久用地和

临时用地。租用建筑物的建设项目填写实际租用面积。海洋工程填

写占用的海域面积。线性工程填写用地面积及线路长度。改建、扩

建工程填写新增用地面积。

是否开工建设：填写是否开工建设。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

为的，填写已建设内容、处罚及执行情况。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需要设置专项评价的，填写专项评价名称，

并参照表 1 说明设置理由。未设置专项评价的，填写“无”。

规划情况：填写建设项目所依据的流域、交通等行业或专项规

划等相关规划的名称、审批机关、审批文件名称及文号。无相关规

划的，填写“无”。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情况：填写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名称、

召集审查机关、审查文件名称及文号。未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

填写“无”。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分析建设项目与相关规

划、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审查意见的符合性。

其他符合性分析：分析建设项目与所在地“三线一单”（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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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及相

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符合性。

（二）建设内容

地理位置：填写项目所在行政区、流域（海域）位置。线性工

程填写线路总体走向（起点、终点及途经的省、地级或县级行政区）。

建设内容涉及河流（湖库、海洋）的项目填写所在行政区及所在流

域（海域）、河流（湖库）。

项目组成及规模：填写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依托

工程、临时工程等工程内容，建设规模及主要工程参数，资源开发

类建设项目还应说明开发方式。水利水电项目应明确工程任务及相

应的建设内容、工程运行方式。

总平面及现场布置：简述工程布局情况和施工布置情况。

施工方案：填写施工工艺、施工时序、建设周期等内容。

其他：填写比选方案等其他内容。比选方案主要包括建设项目

选址选线、工程布局、施工布置和工程运行方案等。无相关内容的，

填写“无”。

（三）生态环境现状、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生态环境现状：说明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功能区划情况，以

及项目用地及周边与项目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生态环境现状。其中，

陆生生态现状应说明项目影响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植被类型，水

利水电等涉及河流的项目应说明所在流域现状及影响区域的水生生

物现状，海洋工程项目应说明影响区域的海域开发利用类型、海洋

生物现状，明确影响区域内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含陆生和水生）

及其生境分布情况，说明与建设项目的具体位置关系；项目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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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大气、声、土壤等其他环境要素，应明确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

质量现状。

开展专项评价的环境要素，应按照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导则

要求进行现状调查和评价，并在表格中填写其现状调查和评价结果

概要（不宜直接全文摘抄）。不开展专项评价的环境要素，引用与项

目距离近的有效数据和调查资料，包括符合时限要求的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监测数据和调查资料，国家、地方环境质量监测网数据或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生态环境质量数据等；无相关数据的，

大气、固定声源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相关规定开展补充监测，水、

生态、土壤等其他环境要素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导则开展补

充监测和调查。

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改建、扩建和技

术改造项目，说明现有工程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排污许可手续等情况，阐述与该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按照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导则要求确定

评价范围并识别环境保护目标。填写环境保护目标的名称、与建设

项目的位置关系、规模、主要保护对象和涉及的功能分区等。

评价标准：填写建设项目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环境质量、污染物

排放控制等标准。

其他：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规定，填写总量控制指标等其

他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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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结合建设项目特点，识别施工期、运营期可能产生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的主要环节、因素，明确影响的对象、途径和性质，分析

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开展专项评价的环境要素，应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技术导则要求进行影响分析，并在表格中填写影响分析结

果概要（不宜直接全文摘抄）；不开展专项评价的环境要素，环境影

响以定性分析为主。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应单独列出相关影响内容。

涉及污染影响的，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

染影响类）》（试行）分析。

选址选线环境合理性分析：从环境制约因素、环境影响程度等

方面分析选址选线的环境合理性，有不同方案的应进行环境影响对

比分析，从环境角度提出推荐方案。

（五）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应针对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的对象、范围、时段、程度，参

照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导则要求，提出避让、减缓、修复、补偿、

管理、监测等对策措施，分析措施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运

行稳定性、生态保护和修复效果的可达性，选择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便于实施、运行稳定、长期有效的措施，明确措施的内容、设

施的规模及工艺、实施部位和时间、责任主体、实施保障、实施效

果等，并估算（概算）环境保护投资，环境监测计划应明确监测因

子、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监测方法等。各要素应明确影响评价结

论。

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造成影响的，应提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等措施，生态修复宜选用本地物种以防外来生物入侵。对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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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影响的，应提出优化工程施工方案、运行

方式，实施物种救护，划定栖息地保护区域，开展栖息地保护与修

复，构建活动廊道或建设食源地等措施。项目建设产生阻隔影响的，

应提出野生动物通道、过鱼设施等措施。涉及河流、湖泊或海域治

理的，应尽量塑造近自然水域形态和亲水岸线，尽量避免采取完全

硬化措施。水利水电项目应结合工程实施前后的水文情势变化情况、

已批复的所在河流生态流量（水量）管理与调度方案等相关要求，

确定合适的生态流量；具备调蓄能力且有生态需求的，应提出生态

调度方案。

涉及生态修复的，应充分考虑项目所在地周边资源禀赋、自然

生态条件，因地制宜，制定生态修复方案，重建与当地生态系统相

协调的植被群落，恢复生物多样性。

涉及噪声影响的，从噪声源、传播途径、声环境保护目标等方

面采取噪声防治措施；在技术经济可行条件下，优先考虑对噪声源

和传播途径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实施噪声主动控制。

涉及其他污染影响的，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

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提出污染治理措施。

涉及环境风险的，应根据风险源分布情况及可能影响途径，提

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应单独列出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内容。

其他：填写未包含在前述要求的其他内容。

环保投资：填写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估算（概算）投资，

主要包括预防和减缓建设项目不利环境影响采取的各项生态保护、

污染治理和环境风险防范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设施的建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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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维护费用，直接为建设项目服务的环境管理与监测费用以及相

关科研费用等。

（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按要素填写相关内容。验收要求填写各项措施验收时达到的标

准或效果等要求。

（七）结论

从环境保护角度，明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可行或不可行的结论

（无需重复前文所述的建设内容、具体的影响分析及保护措施等内

容）。

（八）其他要求

1．涉密建设项目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非涉密建设项目不

应包含涉密数据及图件。

2．报告表中含有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不可公开内容的应注明

并说明理由，未注明的视为可公开内容。

3．附图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线路走向图（线性工程）、

所在流域水系图（涉水工程）、工程总平面布置图、施工总布置图、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及位置关系图、生态环境监测布点图（包括

现状监测布点图和监测计划布点图）、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设计图

（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平面布置示意图、典型措施设计图）等。附

图中应标明指北针、图例及比例尺等相关图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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