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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生态状况调查评估 

项目公示材料 

一、成果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常州市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生态状况调查评估 

2.主要完成人：舒友林、宁玉科、陈翌昱、张杰、徐亚华、汤泽宇、

黄锦楼、张云 

3.主要完成单位：江苏常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勘测规划有限公司、中国

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服务中心 

4.项目验收时间：2022 年 12 月 

二、申报单位申报等级 

拟申报 2024 年度江苏省土地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三、成果简介 

立项背景：生态保护红线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

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和保护工作。依据《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家级生

态保护红线规划的通知》、《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省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文件要求，为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的保护管理，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内

生态状况、生态问题及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布，需开展生态保护红

线区域生态状况调查评估，为支撑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助推美丽常

州建设，重点对常州市区的 7 个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开展生态状况调

查评估，为科学进行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保护、修复及管理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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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本项目通过对常州市区 7 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开展生态

状况调查评估，摸清基础现状，识别和追溯范围内的生态问题，提

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措施和建议，为科学进行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

保护、修复及管理提供依据，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研究内容： 

1、通过开展自然资源调查、生态状况评估等工作，摸清红线区域基

础现状、生态状况、生态胁迫状况，识别各红线区域在生态、环

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2、针对各红线区域的主要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选择评估指标，确

定评估方法，形成补充调查方案。并对监测结果进行数据处理和分

析，完成对生态问题的系统评估。 

3、基于系统评估结果，提出对陆域、水源地、重要湿地针对性的提

出工程措施及管理措施建议。 

4、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构建一个生态保护红线调查评估

数据库。 

创新点： 

1、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资料分析、现场探勘，在摸清 7 个红线区域

自然资源、生态状况及生态胁迫基础现状的基础上，识别出主要问

题，针对性开展补充调查。 

2、精准化与科学化评估：运用先进的遥感技术、GIS地理信息系

统、采样检测等，对陆域、水域进行高精度、高时效性的数据收集

和处理。这不仅能够提高评估的精准度，还能为生态保护提供更为

科学的依据。 

3、全面性与系统性评估：在评估过程中，不仅关注了红线区域的自

然环境状况，还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人类活动等多方面的因素。

通过构建综合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对生态红线区域进行全方位、多

角度的评估，从而更全面地了解生态保护红线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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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与措施的创新：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结合 7 处红线实际情

况，针对性地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工程措施和保护政策。例如，对魏

村水源地可以强化跨市协同保护，做好联合防控工作；探索建立生

态补偿机制，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 

成果及推广情况： 

项目成果包含文本成果、图件成果、表格成果、数据库成果。依托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立调查评估

数据库，实现调查与评估结果上图入库；也构建长期调查监测周

期、调查内容、定点调查位置及评估指标体系，制定调查、评估指

标列表清单；在推广方面，常州市区生态保护红线调查评估成果得

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为其他地区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调查评估提

供了借鉴和参考。同时，常州市也积极推广生态保护红线理念和管

理模式，加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事

业的发展。 

四、客观评价 

2022 年 11 月 14 日，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修复处组织专家

对该项目进行了审查，对项目成果进行了充分肯定及客观评价： 

一、总体评审结论 

《项目成果》符合生态保护红线调查评估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工作基

础扎实，数据资料翔实，技术路线正确，工作过程严谨。全面分析了

常州市区 7 处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现状，识别和追溯了存在的生态问

题，开展了补充调查和综合评估，针对性提出了保护修复措施和建议，

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调查评估数据库，可为科学进行生态保护红线区

域的保护、修复及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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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 

1、进一步精简成果报告内容，文本中简化图件成果和表格成果中已

有图表。 

2、进一步理清文本内在逻辑主线，调整文本结构，章节体现系统性。 

3、进一步完善各个生态保护红线管护情况调查；细化各个生态保护

红线的保护与措施建议，增强针对性和指导性。 

4、进一步完善文本、表格、图件、数据库等成果整理，文本内容和表

格数据保持一致，图件统一比例尺、风玫瑰等。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

按程序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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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符合生态保护红线调查评估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工作基础扎实，

数据资料翔实，技术路线正确，工作过程严谨。全面分析了常州市区

7 处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现状，识别和追湖了存在的生态问题，开展

了补充调查和综合评估，针对性提出了保护修复措施和建议，建立了

生态保护红线调查评估数据库，可为科学进行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保

护、修复及管理提供依据。 

经审查，项目申报资料真实可靠，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同意推

荐申报江苏省土地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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