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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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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建设，是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基础性工作。 我国现行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有关标准多达 ３５０ 多项，存在标准体系不统一、内容交叉重复、协调性差、发布时间长、关键标准缺少等问题。
在梳理相关领域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实践，提出以矿山、水环境、森林、农田、湖泊、草
原、湿地、海洋、农村、城市等为对象，以生态问题和修复工程为重点，围绕生态目标控制、调查监测评价、规划设计、工程技术、生
态维护管理等功能需求，研究提出建立统一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指导当前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建设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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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等，提出实施生态修复

重大工程，分区分类开展受损生态空间的修复。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原环境保护部联合

印发《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要求以“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指导开展工作，部署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完善生态修复的标准体系、技术规范等，为地

方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指导。 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国家组织实施了三批次 ２５ 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重大工程，分布在全国 ２４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方案预算总投资 ３５００ 多亿元。 各地结合试点工程项

目实施，探索并提出了生态修复标准化工作［１⁃３］。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４］，标准化和

标准体系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工作［４⁃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指出，强化依据标准监管。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提出，建立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

的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格

局，让标准成为质量的“硬约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
推动技术创新、标准研制和产业化协调发展，用先进标准引领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升。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新修

订的《标准化法》提出，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

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同年 ６ 月，国家标准委印发《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发展行

动指南》，提出构建空间布局、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等 ４ 个标准子体系，在生态环境标准子体系下建

立生态保护修复分支体系。
开展技术标准制定、标准体系建设，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基础工作、主要任

务［１⁃３，５⁃８］；是实现自然资源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国土空间统一生态保护修复、
夯实生态保护修复科学化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１，３，５］。 ２０１８ 年以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了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领域标准体系研究。 本文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切入点，研究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建设

路径，研究探索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标准体系建设。

１　 生态修复及其标准化

掌握生态保护修复和标准化的有关概念，有助于我们了解标准化对象，把控生态修复标准化内容，更加深

刻地理解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的内容［９⁃１１］。
１．１　 生态保护修复概念剖析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修复是反复强调的一个重点，不断出现在我国的

政策文件中［１⁃３，８］。 生态修复是恢复生态学中出现的新词，是生态恢复重建中的一项重点内容，是协助一个遭

到退化、损伤或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１２⁃１４］。 生态修复应区别于生态重建、生态恢复［１２，１５⁃１８］。 在综合李

文华、张新时的观点后，沈国舫指出，生态修复比生态保护更具积极含义，又比生态重建更具广泛的适用性；生
态修复既具有恢复的目的性，又具有修复的行动意愿［１２］。 宁清同认为，生态修复是指借助人工力量，对受损

或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行修理、整治，以使其结构和生态服务功能等回复到较好状态，不同于生态恢复、环境修

复等［１５］。 生态修复对象既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也包括人工生态系统，涉及国土空间各生态要素。 生态修复与

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一起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块基石［１２⁃１３］。
周远波提出，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在乡村地区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工

程，在矿产集中开发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在海岸海域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生

态修复工程布局［８］。 针对生态修复的具体措施，沈国舫提出，要全面增进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维护好山水

２７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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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按照系统论的观念进行综合治理，实施三项基础工作：生态红线划定、区域发展格局

（功能区划）、区域土地利用方向和布局的调整；实现两项辅助措施：人工修复措施、自然恢复，其中人工修复

措施包括造林、种草，水土保持措施、病虫鼠害防治及防火等［１２］，以及受损矿山、河湖水域、农田、湿地、海洋、
农村、城市等的修复治理整治［１⁃３，８］。
１．２　 生态修复标准化对象

《标准化工作指南》将标准定义为，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

准，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文件。 国际标准化组织给出的

标准定义为：对活动或活动的结果规定了规则、导则或特殊值，供共同使用和反复使用，以实现在预定领域内

最佳秩序的效果。 标准化是一个过程，是在经济、技术、科学和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

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简化、协调和优化，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的过程。 标准化的对象是重

复使用的一个事项，是一项活动或结果。 标准体系是由一定系统范围内具有内在联系的标准组成的科学有机

整体，是一个由若干标准组成的系统［９⁃１０］。
分析各地申报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实施生态修复的区域主要

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主，体现了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要求；同时

覆盖了城市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是对我国国土空间生态系统的一次整体诊断、全面修复、综合治理。 针

对国土空间的保护修复，应以维护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核心，统筹管理资源利用、污染防治和生态修

复，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多重服务价值，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３］。 从空间尺度来看，农田、村庄、流域、城
镇、沟路渠、山水林田湖草与人等不同尺度的生命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生态景观特征与功能，大尺度的生态环境

问题往往都来自于小尺度的联合作用驱动，大尺度的环境变化也会对小尺度的生态结构和过程造成影响［１９］。
《生态修复实践国际标准》给出了规划和实施生态修复项目的标准规范，包括 ４ 个方面：规划和设计，实

施，监测、记录、评价和报告，实施后维护［１４］。 这些标准成为参与生态修复项目各方使用的规范工作。 其中规

划与设计要求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外部环境评估、生态环境基线调查、参考生态系统识别、总目标及阶段目标

和具体目标、生态修复处理方案等［１４］，这是生态修复标准化的基础。 生态修复措施应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结
合各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工程技术措施［１２，１５］，通过合理的工艺流程安排（包括调查、监测、评价、规划、设
计、实施和维护等）和措施优化组合，科学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使之进入自然恢复的状态，实现最佳效果和

最低耗费［１３，１９］。
综上，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范围涉及整个国土空间，包括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等生态

问题区域；生态保护修复中所涉及的调查、规划设计、监测评价、工程技术和恢复维护等工作内容和要求构成

了标准内容的核心。 从行为的科学性看，山水林田湖草涵盖了国土空间生态各要素，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可以视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

２　 我国生态修复标准化工作现状

生态修复标准化与其他建设项目一样，伴随着项目实施而快速发展，并按照原有项目的隶属关系成立了

相应的标准化工作机构（标准化委员会），围绕项目实施流程制定了有关标准，以此规范项目业务工作［５⁃６，１０］。
我国生态修复标准化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 ３ 个方面：
２．１　 建立了以项目实施为主导的工作流程

多年来，我国农业、水利、国土、林业、采矿和住建等部门实施了一系列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如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提出的“以中大流域为骨干、小流域为单元实施的山水田林路渠综合治理”、１９７９ 年的“三
北”防护林工程、１９８９ 年长江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１９９７ 年开始的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

区重点防治工程、１９９９ 年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２００２ 年开始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３，１３］，以及国土综合

整治、国土绿化、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城市双修、生物多样性保护等［１⁃２，１２，１９］。 这些工程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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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面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积累了经验。 总体看，我国现有生态保护修复主要包括矿山

生态系统修复治理、水环境综合治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退化污染土地修复治理、森林草原生态系统修复治

理、湖泊湿地近海海域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项目，涉及生态修复目标、生态调查监测评价、规划设计方

案编制、工程技术、建设管理等工作序列。
２．２　 成立了相对独立的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我国现有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项目主要分布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业、农业、住建、交通、工业

等部门。 各部门依托业务工作成立了有关标准化委员会，涉及土地管理（ＴＤ）、地质矿产（ＤＺ）、海洋（ＨＹ）、环
境保护（ＨＪ）、水利（ＳＬ）、林业（ＬＹ）、农业（ＮＹ）、城镇建设（ＣＪ）、交通（ＪＴ）、能源（ＮＢ）、煤炭（ＭＴ）、石油化工

（ＳＨ）、有色金属（ＹＳ）等 １３ 个专业标准化委员会。 相关部门依托项目业务成立了标准化委员会及秘书处，专
门负责本专业领域内标准化工作，组织制定了有关生态保护修复方面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等，建
立了部门内相对独立的标准体系，指导本部门标准化工作。 如在植树造林、水土流失治理、防风固沙、水源地

建设、矿山修复治理、土地整治等方面，制定了相关的工程实施标准规范［１，１０］。 原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了土地

整治技术标准体系研究，发布实施了 ５ 项国家标准、２７ 项行业标准、１５０ 多项地方标准，初步建立了以“项目管

理”为需求，以“过程控制”为重点，涵盖调查、规划、设计、造价、施工、监理、验收、评价等工作序列，由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共同组成的标准体系［３，５，９⁃１０］。
２．３　 颁布实施了多项生态保护修复有关标准

按照前述生态修复和标准化的理解，经对现有标准进行梳理，多个部门制定并实施了 ３５０ 多项有关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方面的标准，其中国家标准 ８５ 项、行业标准 １８３ 项、地方标准 ８３ 项。 针对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主要涵盖矿山、流域水环境、森林、草原、荒漠、农田、湖泊湿地、海洋、生物多样性、农村地区、城镇地

区等专业领域，涉及生态功能分区、生态目标控制与质量标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生态风险评估、实施方

案编制、生态调查、生态监测、定位观测等专业工作，以及水源地保护、小流域建设、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土壤修

复、森林抚育、草地建设、生态岛礁建设、滑坡防治、泥石流防治、采空塌陷防治、防沙治沙、水污染治理、镇村环

境保护、农村环境整治等工程技术。
按照部门专业类别划分的生态保护修复标准数量分布见图 １。
从功能来看，现行有效的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主要涉及目标管控、调查监测、评估评价、规划设计、工程技

术、建设管理等。 按照功能序列划分的生态保护修复标准数量分布见图 ２。

图 １　 专业类别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图 ２　 专业功能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其中，综合类标准主要包括术语、信息化、数据库建设等；目标管控类标准包括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生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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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标准、重要生态系统分级分类等；调查监测类标准包括生态本底条件调查、环境质量监测、生态变化观测等；
评估评价标准包括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生态风险评估、生态健康状况评价、生态系统评价等，规划设计类标准

包括实施方案编制、土地规划编制、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土地整治工程设计、地质灾害工程设计等；工程技术类

标准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海、村、城等生态系统单元修复技术；建设管理类标准包括生态修复工程的质量

检验、评定、监理、验收和后期管护等。

３　 我国生态修复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研究收集的 ３５０ 余项生态修复标准，并不能全部展示现行有效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方面的标

准。 根据不同的专业理解，还有一些标准没有放进来，特别是流域水环境、农村和城镇等方面的工程技术标准

还有很多；而且在国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各个部门和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均把生态保护修复标准

作为当前标准化工作的重点任务，提出了多项生态修复标准制修订计划，有些标准已编制完成并进入征求意

见阶段，近期将发布实施。
从标准梳理情况看，现行有效的生态保护修复标准分布在多个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原有各部门立足于工

作职责，主要针对生态系统的单一要素，制定了有关标准规范，未体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

性要求，不能很好地指导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标准化工作［１，３，５⁃６，８］，严重影响了标准的使用效力。 主要问题

如下：
３．１　 标准体系不统一，标准内容交叉重复

多个部门主导制定的生态修复标准，主要从工作职责出发，围绕生态系统单一要素而制定标准，没有体现

标准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也割裂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且，围绕单一生态要素制定的标准，其标准内容交

叉、重复普遍存在。 比如，有关生态保护修复目标类标准中，分类标准多，涉及土地分类、水功能区划分、湿地

分类、草地分类、自然保护区类型划分、绿地分类、地质灾害分类、天然草地利用单元划分、湿地分类、荒漠化分

类等，而面向生态系统的环境质量标准少；作为重要生态功能类型的水土保持工程，水利、林草均制定了多项

技术规范，标准内容重复；针对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治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工信、林草分别制定了有

关矿山复垦方案编制、绿色矿山建设、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及规划编制、铁矿山排土场复垦、矿
山废弃地植被恢复、煤炭工业露天矿土地复垦等标准，标准内容交叉，复垦方案规定不统一；针对土壤质量检

测，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草等分别制定了土壤质量测定、检测等规范，检测方法标准不统一。
３．２　 标准内容较单一，标准之间不协调，甚至矛盾

从标准内容来看，有关目标管控的标准达 ３５ 项，生态调查监测类的标准达 ４９ 项，生态评估评价的标准达

３３ 项，标准内容较单一，缺少整体评价的目标标准；有关生态系统分类和生态调查、监测、观测、评估、评价等

标准多，标准之间不协调、矛盾问题突出。 比如，针对耕地质量评定，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分别制定了耕地

质量等级、农用地定级、农用地质量分等等国家标准，对于耕地质量的规定不统一；针对场地、沙地、土壤、地下

水、地表水、污水、污染物、海水、沉积物、生物体、红树林、防护林、森林、草地、荒漠、海洋、湿地、湖泊、农田、自
然保护区等生态环境要素，以及土地复垦、土地整治、水土保持、石漠化治理、风沙源治理等项目类型，分布制

定了调查监测观测规范，调查监测内容单一，而调查方法、指标不统一；围绕森林城市、园林绿化、绿色城市、草
原健康状况、森林可持续状况、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生态环境状况、绿色矿山、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质量地

球化学、红树林湿地健康、生态公益林等制定了评价规范，针对森林、荒漠、戈壁、岩溶石漠、湿地等生态系统服

务制定了评估规范，缺少针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评价规范。
３．３　 部分标准发布时间长，内容老化，时效性差

现有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标准中，有些标准发布实施时间较长，没有根据新的科学技术进展和质量目

标对标准内容进行及时更新，影响了标准的效力和效率。 比如，《铝矿山土地复垦工程设计规程》由有色金属

协会组织制定，发布实施于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海水水质标准》由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制定，发布实施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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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生态公益林建设通则》《生态公益林建设规划设计通则》《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生态公益林建设

检查验收规定》《生态公益林建设效益评价方法》由原国家林业局制定，发布实施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国家标准

《土壤质量六六六和滴滴涕的测定气象色谱法》《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原子荧光法》《水、土中有机

磷农药测定的气相色谱法》等由原农业部制定，发布实施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土壤检测》（含样品制备、１９ 种元素

测定，２０ 个标准）发布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江河入海污染物总量监测技术规程》《河口生态系统监测技术规

程》《海湾生态监测技术规程》《红树林生态监测技术规程》由原国家海洋局组织制定，发布实施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上述标准均具有很强的技术时效性，技术更新快，如不及时修订，将会影响到标准的使用。
３．４　 关键技术标准缺失

现有部门标准中，缺少统一的生态系统分区分类标准，缺少统一的生态保护修复目标和绩效指标；缺少针

对生态系统调查、生态问题诊断、生态变化因子监测、生态环境要素指标检测、生态系统观测的标准；缺少针对

生态问题区域和类型的工程技术标准，如矿山生态修复、水源地保护、河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退化土地治理、
污染场地修复、海域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 林草部门牵头制定了土地、森林、荒漠、戈
壁、岩溶石漠化、湿地等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规范，但评估对象单一，缺少面向山地、水体（流域水环境）、复合林

草植被、农田、农村、城市等复合生态系统评估标准，缺少可量化、可评价的生态系统评估指标。
３．５　 标准内容规定过细，限制了技术创新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修复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 一方面，国家不断加大科技

投入，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有关部门将标准发布的数量作为科研项目考核的主要指标，推动了生态修复标准

化工作。 但是已发布标准提出的技术方法并不十分成熟，有些是为完成科研任务而做。 另一方面，标准是对

一定时期内科技成果的总结，如果标准内容不能够及时更新，将会限制社会科技创新的热情，限制了企业技术

发展。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明确了标准化工作改革的行动计划，
提出建立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整合精简强制性

标准，优化完善推荐性标准，发展团体标准，搞活企业标准，提高标准的国际化水平，建立统一协调、运行高效、
政府与市场共治的标准化管理体制，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格局。 未来，
应重点加强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的研发，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地位，及时将成熟的科技成果转化为

标准。

４　 我国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构建设想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化工作改革方向，建立政府主导与市场自

主制定的标准体系，明晰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内容和重要标准计划。
４．１　 总体思路

树立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按照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总要求，科学划分生态保护

修复的专业类别和功能序列，制定标准计划表，明确国家、行业、地方和团体等标准的制修订范围，构建目标清

晰、部门统一、相互协调的标准体系。 国家标准要加强生态功能分类、生态目标管控和生态系统调查、问题诊

断、环境监测、绩效评估及规划方案编制等通用性、基础性规定；行业标准要加强生态修复工程技术、环境要素

检测、生态质量评估、项目验收等专用性规定；地方标准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与本地区生态本底条件相适应的

工程建设标准，并明确项目管理、工程质量评定、生态管护等规定；鼓励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技术联盟、企业等

制定团体标准。 工作思路见图 ３。
４．２　 专业类别

专业类别即标准体系所涉及的专业对象，应以自然生态空间所涉及的矿山、水体、森林、草原、农田、海洋、
湖泊、河流、湿地为主要对象，兼顾农村地区、城市化地区，围绕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的总要

求，按照生态问题、修复措施和科学技术规律，重点开展土地综合整治、矿山生态修复、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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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标准体系的构建思路

Ｆｉｇ．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污染与退化土地修复治理、生态多样性保护、海岸带海岛保护修复、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等标准制定，构建

生态保护修复系列标准，见图 ４。

图 ４　 标准体系的专业类别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３　 功能序列

功能序列即标准体系所涉及的工作序列。 从业务活动所需要的工作流程进行分析，制定相关标准，明确

工程技术和方法等。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特点，将功能序列分解为综合、目标控制、调查评

价、规划设计、工程技术、维护管理等，见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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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标准体系的功能序列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４　 标准体系框架

以专业类别和功能序列为基础，按照基础标准、通用标准、专用标准的层次划分，初步提出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构建的框架，见图 ６。

图 ６　 标准体系框架

Ｆｉｇ．６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５　 结语

山水林田湖草是自然资源的构成要素，也是自然生态空间的环境要素。 统一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标准体系建设，对于规范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与生态修复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指导当前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实施，有利于协调各部门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 研究提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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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快建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标准体系。 国土空间涵盖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各要素，国土空间生态保

护修复也是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各要素的保护修复。 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为核心，以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专业技术和学科建设为引领，细化生态保护修复专业类别和功能序列，编制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为重点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标准计划，明确各项标准的名称、层次、性质、级别、状态、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

等；同时整合现有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标准，提出需要撤销、合并、修订的标准，制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内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标准化工作。
二是加强重要标准的研制。 按照基础性、通用性、专用性的排序，重点加强生态功能分类、生态修复目标

标准、生态环境调查监测及规划方案编制等标准的编制；整合现有山地、河流、林草、荒漠、农田、湖泊、湿地、海
洋、农村、城市等调查监测规范，统一为土壤、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要素调查监测观测标准；整合现有单

一生态要素评估评价规范，制定复合生态系统评估评价标准；整合现有工程技术标准，研制以矿山生态修复、
水源地保护、河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退化土地治理、污染场地修复、海域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等为重点的工程技术标准（指南），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
三是建立生态保护修复标准化工作专门机构。 成立自然资源部是一场整体性、系统性、重构性的变革，统

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工作。 当前，多个部门参与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并
制定了有关标准，形成了多部门业务、技术、项目和资金等融合的工作局面，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工作统筹的难

度。 建议尽快成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接受全国自然资源标准化委员会统一管理，负责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标准体系建设，负责有关部门标准化工作协调、本领域标准计划制定和标准立项评审等工作。
具体执行中，建议与现有的土地整治、耕地保护标准化委员会进行合并，统一为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保护修复

标准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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