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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1年 4月，由青海省草原总站申请地方标准的立项，

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发 2021 年青海

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函〔2021〕253

号)，批准《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技术规范》（以下简

称《规范》）地方标准的制定（项目编号 DB63JH-123-2021）。

（二）起草单位

青海省草原总站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徐公芳 女 高级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材料总结、凝练和撰写

刘晓建 男 高级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征求专家意见、调研

康海军 男 高级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参加调研

刘凯 男 助理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收集资料、材料撰写

卢成保 男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林业碳汇中心 整理材料、参与调研

吴桂玲 女 副教授 青海大学 参加调研

慈建勋 男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收集整理材料、参加调研

王九峦 女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参与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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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登果 男 工程师 青海交控集团 参与调研

辛玉春 女 推广研究员 青海省草原总站 参与调研

刘华 女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参与调研

于海 男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收集资料、征求专家意见

陆阿飞 男 高级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整理材料

范佩珍 女 中级 青海省草原总站 整理材料

李翠翠 女 初级林业工程师 海东市林业站 参与调研

仁青卓玛 女 畜牧(草原)师 祁连县林业站 参与调研

刘发蓉 女 初级林业工程师 互助县实验林场 参与调研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必要性

草原作为青海省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是生态安全

屏障的主体，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抉择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的重要内容。合理利用草原资源，是保护和改

善生态环境的保障，征占用草原管理是草原保护管理的内容

之一，根据《青海省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相关

规定，项目使用草原申报材料应当提供有资质单位编制的项

目使用草原可行性报告。编制项目使用草原可行性报告由于

缺乏规范的现状调查，分析缺乏数据支撑，内容空泛，格式

不规范。因此，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

调查技术规范。

（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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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规范》是为了规范青海省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

调查工作，不断提升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工作水平，

使行政主管部门能够掌握项目使用草原更全面、客观、真实

的信息，为资源管理和草原执法提供准确依据。

草原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其基本情况是实施草

原资源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基础。作为草原资源 

大省，随着青海省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公路、铁路、水利水

电等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生建设项目增多，用地大规模

向草原转移，据省自然资源厅统计，青海省建设项目用地 95%

来自于天然牧草地。以《草原法》和《青海省草原征占用审

核审批管理规范》为指导，在最大限度保护草原资源的前提

下，结合青海省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制定开展

项目建设中草原合理规范使用并形成标准时不可待。

编制《规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准确掌

握草原的变动情况，及时变更草原资源信息，对于保持青海

省草原资源数据和基础信息的准确性和现势性；二是将建设

项目占用草原的性质和数量以及非法占用草原的查处情况

作为调查内容，有利于发现违法行为，督促当地政府和林草

主管部门履行管理职责，推动草地执法工作，提升监管能力；

三是有利于提高《建设项目使用草原可行性报告》的质量。

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是编制《建设项目使用草原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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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报告》的基础性工作，《建设项目使用草原可行性报告》

就是用数据说话，以数据支撑分析和结论。数据的来源均需

来源于现状调查，现状调查的质量直接影响可行性报告的各

种数据的正确性、可信度，间接影响林草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审批工作。因此，编制该规范，对于保障调查质量，提高可

行性报告分析的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四是有利于保障农牧

民权益的要求。将建设项目使用草原面积和牧民补偿安置情

况作为调查内容，有利于发现建设单位是否按规定标准对被

征地农牧民进行补偿和拖欠被征地农牧民征地补偿安置费

用以及是否落实被征地农牧民社保等问题。

三、主要起草过程

2021年 3月，根据省草原征占用主管部门的要求，成立

了《规范》编制组，对《规范》起草工作进行分工，明确各

自任务和职责，并邀请青海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省林业草原规划院和省草原总站的专家对编制工作

进行了探讨。

2021年 8月至 10月，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立项，

根据《规范》编制内容以及政策性强的特点，广泛整理收集

草原法律法规等资料，并查阅、搜集青海省项目使用草原审

核审批材料，广泛收集与本《规范》相关的现行技术标准和

规范，以及国内外相关的资料。总结近年来在项目使用草原

调查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编制内容中的重点问题，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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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草原专家开展实地调研和考察。通过召开座谈会的形式，

听取了地方政府及部门、农牧民代表、用地单位就项目使用

草原审核审批工作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根据调研资料和实地

调研情况的梳理，进一步确定了《规范》的框架结构和编制

内容。

2022年 1-4月，征求了省师范大学、省青海大学、省草

原总站以及编制单位 5位专家的意见，编制组先后 3次对草

稿进行讨论修改，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直接指导，征求意见，

其后根据专家的意见与建议，结合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现状，

对《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2022年 5月 23日，省林业标准化委员会组织青海畜牧兽

医科学院、青海大学、省林业和草原局草原处、省草原总站

4个单位 5位法律、草原专家对《规范》进行了预审，进一

步对《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

规、标准的关系

（一）标准编制原则

1.依法依规。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草原管理的法律、规

章、政策规定和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

2.真实准确。实地调查，坚持实事求是，确保调查数据

真实准确。

3.科学全面。调查方法科学，内容全面实用，能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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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可行性分析的需求。

4.突出重点。调查应有针对性，把握需求点，重点突出

使用草原对生态环境、农牧民生产生活影响相关内容的调查。

（二）编制依据

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编

制，编制成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技术规范。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涉及到的法律法规有《草原法》《草原征占用审

核审批管理办法》，本标准编制与上述法律法规无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标准》本文件规定了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总则、

调查内容、成果编制等。适用于全省范围内的建设项目使用

草原现状调查及成果编制。主要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总

则、调查内容、成果编制。

（一）调查内容设定的依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2020年第 19号）《矿藏开采、

工程建设征收、征用或者使用七十公顷以上草原审核办事指

南》（附件 3 现场查验表格）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 的

《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2020〕2号）第十三条

第二款“现场查验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拟征收、征用或

者使用草原项目基本情况；拟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权

属、面积、类型、等级和相关草原所有权者、使用权者和承



7

包经营权者数量和补偿情况；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各类

自然保护地内草原和未批先建等情况。”的规定，确定调查

内容归纳为：项目使用范围和面积、区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

经济、否涉及自然保护地等重点区域、草原权属、草原植物

群落特征、畜牧业情况、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其

栖息地情况等项目区情况、补偿安置情况以及违法使用草原

等情况。

（二）调查方法的依据

1.使用草原的范围和面积

通过查阅项目勘测定界技术报告或将建设项目使用土

地范围红线叠加到自然资源部门最新土地调查数据库，确定

项目使用草原的范围和面积。

2.项目基本情况

通过查阅立项文件等查阅相关资料，了解项目名称、建

设单位、业主性质、批准单位、批准文号、建设地点、建设

内容、投资规模、来源以及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和社会、生态

和经济效益、拟用草原规模、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3.项目区域概况 

通过查阅资料，了解项目区域的气候、地形地貌、植被、

土壤等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概况。

4.涉及自然保护地等重点区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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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省林业和草原局出具的文件等相关资料以及

实地调查，查清项目建设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各类自然

保护地、城市规划区等。

5.草原权属调查

调查草原使用权者和承包经营权者数量，使用权、承包

经营权调查，以草原权属证为准，草原权属不清晰的，以县

级人民政府出具的权属证明材料为准。

6.草原植物群落特征调查

按照 NY/T 1233-2006 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的规定，1 个样地面积不小于 100 公顷，一个样地应作描述

样方 1 个，测产样方 3 个。从 2020 年长期使用草原审核审

批汇总数据来看，办理的使用草原手续的 112个项目中，仅

有格尔木至老茫崖公路扩建工程 1 个项目使用草原超过了

100公顷，占审核审批项目总数的 0.9%，99.91%的点状或块

状使用草原面积低于 100公顷，不足以设置 1个样地，故直

接采用样方法，每个草地型设置 3-5个样方。

参考 HJ25.1-2014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SF/T 

0074—2020《耕地和林地破坏司法鉴定技术规范》“对于存

在物理破坏的土地鉴定单元，应采用“之”字形取样法、梅

花形取样法、对角线法或品字形取样法布点采用”等相关规

定，对于同一个草地型，点状或块状建设项目用地，在调查

地块内采用“之”字形取样法、梅花形取样法、对角线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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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字形取样布设 3-5个样方进行调查。对于线性的项目用地，

样方应随草地类型、行政界线区域变化设立，每个草地型不

少于 3个样方。植物名称以《青海植物志》为准。

7.畜牧业情况

通过调查问卷了解项目使用草场利用季节、涉及农牧民

的饲养牲畜情况、畜牧业收入等情况，了解对农牧民生产生

活影响程度。    

8.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调查

采用野外调查和查阅资料、座谈访问相结合的方法，参

照LY/T1820的规定，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中国植物红皮书》、

《青海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二批）》为准，调

查项目区内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名称（学名）、

地点、分布面积、种群密度、保护级别等。

9.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

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查范围以《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准，调查方法以查阅资料、社会调查和

专家咨询的方法为主，现场调查为辅，现场调查参照GB 

T37364.1-2019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技术规程。

10.补偿安置情况

依据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征占用土地补偿标准和项目

征占用补偿协议，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了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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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补偿安置措施的落实情况，项目建设对牧民群众生产生活

的影响，以及农牧民群众对补偿安置情况是否满意，并由草

原使用者或承包者签字确认。

在问卷调查中，主要目的是了解所涉及的农牧民群众对

项目征占用草原的意愿、安置补偿情况以及对生产生活的影

响程度。全面调查涉及的每一户农牧民，可获得精准的数据，

但涉及农牧群众较多时，全面调查，耗时时间长，浪费大量

人力和财力。为了节约资金和时间，常采用抽样调查方法。

样本容量越大。抽样误差越小。抽样调查要保障较高的精确

性，需要保证最低的样本量，也就是确定最少要访问多少农

牧民，才能得出与全面调查相同的结果。

我们根据调研情况，规定对集中连片使用草原的块状、

点状项目，走访牧户调查问卷对于涉及牧户不足 10 户的，

走访比例不低于 80%；涉及 10-20户的，走访比例不低于为

60%；涉及 20-50 户的，走访比例应不低于 40%，涉及 50 以

上的，走访比例应不低于 20%，对于线路长、使用草原面积

大的线性项目，涉及自然村或行政村不足 5个的，走访村的

比例不低于 80%；涉及自然村或行政村 5-20个的，走访村比

例不低于 60%；涉及自然村或行政村 20个以上的，走访村比

例不低于 30%；每村随机走访 2-3 户农牧民。同时，我们利

用在线计算样本量的网站置信区间计算公式与在线计算器  

https://www.23bei.com/tool/946.html 以及网址〔Sample 

https://www.23bei.com/tool/946.html
https://www.surveysystem.com/sscal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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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Calculator - Confidence Level, Confidence 

Interval, Sample Size, Population Size, Relevant 

Population - Creative Research Systems 

(surveysystem.com) 〕，可计算出，置信度（confidence 

level）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25.2%，总

体数量（population）50，样本数（sample size）12；占

比 24%；经验取样值接近在线计算的样本量，可以保证调查

的精度。

11.违法使用草原情况调查

实地查看是否存在未批先建违法使用草原行为，拍摄照片

或影像作为佐证材料；对存在非法使用草原的，要查阅资料

核实查处情况。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在编制过程中针对规范适用问题，出现了分歧。申报和

编制前期，规范适用范围定义为矿藏开采和项目建设使用草

原审核审批前期调查，没有涵盖临时占用草原的调查。调研

和征求意见过程中，部分专家和同行提出建设项目使用草原

https://www.surveysystem.com/sscalc.htm
https://www.surveysystem.com/sscalc.htm
https://www.surveysystem.com/sscalc.htm
https://www.surveysystem.com/sscal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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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调查技术规范应适用项目永久使用草原调查和临时占

用草原调查，于是按项目长期使用草原调查和临时占用草原

调查进行了修改。但预审时，有专家质疑按照《草原征占用

审核审批管理规范》、《青海省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

范》，项目征占用草原分为使用和临时占用以及为草原保护

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立项的题目为建设项目使用

草原现状调查技术规范，不包含临时占用草原的调查。后又

按此意见再次进行了修改。

（一）征求意见情况

初稿完成后，征求了省师范大学、省青海大学、省草原

总站以及编制单位 5位专家的意见，共收到 6条反馈意见，

采纳了 3条意见，未采纳 3条意见。

1、采纳意见情况

采纳的意见有 3条，对采纳的情况说明如下：

（1）项目布局图、使用草原现状图的要求应细化一下。

采纳，对项目布局图、使用草原现状图在附件中进行了要求。

（2）“5.1 使用草原的范围和面积”、“将建设项目使用

土地范围红线叠加到自然资源部门最新土地调查数据库，确

定调查范围”修改为“建设项目使用草原范围依据项目勘测

定界成果”，采纳。依据调研，大部分项目编制使用草原可

行性报告时，勘测定界验收工作尚未完成，故修改成“通过

查阅项目勘测定界技术报告或将建设项目使用土地范围红



13

线叠加到自然资源部门最新土地调查数据库，确定项目使用

草原的范围和面积。”

（3）立项题目“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技术规

范”，建议简化成果编制内容。采纳，对编制部分及成果提

交的内容进行了删减。

2、未采纳意见情况

未采纳的意见有 3条，对未采纳情况说明如下：

（1）建议将该规范名称修改为“建设项目使用草原可

行性报告编制规范”，未采纳，因已立项，不可更改。

（2）永久使用和临时占用不宜采用同样的调查方法，建

议将调查类型分成永久使用草原调查和临时占用草原调查。

未采用，为避免混淆，此规范只适用使用草原的调查。

（3）调查表格中增加表头区分永久和临时，也可以同

一个表格按永久和临时分别统计。未采纳，此规范只适用使

用草原的调查。

（二）预审情况

2022 年 5 月 23 日，省林业标准化委员会组织青海畜牧

兽医科学院、青海大学、省林业和草原局草原处、省草原总

站 4个单位 5位法律、草原专家对《规范》进行了预审，经

汇总，专家意见共 17条，采纳了 11条意见，未采纳 6条意

见。详见附件预审意见汇总表。

1.采纳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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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文中“草地”转换成“草原”，采纳。

（2）2、4.3坐标系统与计量单位：以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技术规程为准。建议改为：以“TD/T1055-2019”执行。

（3）“参照历年资料和调查所得的印象估算”。印象一

次不妥当，采纳，修改成“参照历年资料和现场调查的覆盖

度估算。”

（4）文本中有“牧民”、“农牧民”，建议统一为“农牧

民”

（5）6.4 照片和影像，“大于”修改成“≥”

（6）使用草原的定义不准确，由“在自然资源部门界

定的草原草原范围内，用于矿藏开采和工程设施建设，以及

其他改变草原用途的建设行为”，采纳，修改为“在自然资

源部门界定的草原范围内，因矿藏开采、工程设施建设、民

生建设等使用草原以及改变草原用途的草原。”

（7）术语和定义增加“使用草原现状调查”的定义，

采纳。

（8）5.4.1涉及自然保护地等重点区域调查删除“是否

位于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交通干线两旁直观可

视范围内，是否位于居民密集区范围可视范围内，是否位于

大江大河两侧及大型湖泊和水库周边可视范围内。”，采纳。

（9）6.4 照片和影像“主要包括反映调查地的植物生

活环境、标注拍摄时间、地点、海拔反映草原类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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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点”修改成“经纬度”。采纳。

（10）A.1表中“物种多样性”修改成“物种丰富度”。

采纳。

（11）临时占用草原的调查单独立项，删除；采纳。

2.未采纳情况

（1）前言增加“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监督实

施”，未采纳，《地方标准制定工作规范》DB63/T 1789—2020

统一规定的格式。

（2）文件名称不规范，本文件、本标准统一修改成本

规范，未采纳，《地方标准制定工作规范》 DB63/T 

1789—2020统一规定的用语。

（3）5.调查内容修改成工作程序，按资料收集、草原

现状调查、图件制作及报告编制的结构编写，附件中已列，

故没有采纳。

（4）5.2项目基本情况调查删除“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和

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项目立项，已证明有意义；未采纳；

项目虽已立项，了解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和社会、生态和经济

效益，有利于权衡项目使用草原的必要性。

（5）附录 A.6 建设项目使用草原按建设内容统计表删

除，理由是没有意义，反正是已经改变了用途。没有采纳，

理由是了解项目使用草原的用途，可判定是否会影响周边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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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录建设项目使用草原可行性报告编写提纲太详

细，建议简化。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尽快发布，由省林业和草原局推广应用。

八、预期的生态效益

《规范》规定了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工作程序、

方法及成果的格式，明确了外业调查的内容、程序、方法和

要求，其发布实施，必将规范指导全省草原征占用现状调查，

达到了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操作程序、统一做法和要求的目

的，保证了调查成果质量，可为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提供现

势基础材料，为草原资源的保护利用、科学规划，乃至促进

生态保护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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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 

序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

家
处理意见和理由

1 全文 把文中“草地”转换成“草原” 施建军 采纳

2 4.3
“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为准”建议改为：“执行

TD/T1055-2019”。

冯廷花 采纳

3 5.3
“参照历年资料和调查所得的印象估算”。印象一次不妥当，采纳，修

改成“参照历年资料和现场调查的覆盖度估算。”

冯廷花 采纳

4 附录 B 附录表中有“牧民”、“农牧民”，建议统一为“农牧民 冯廷花 采纳

5 6.4  照片和影像，大于修改成≥ 施建军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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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术语和定

义

使用草原的定义不准确，由“在自然资源部门界定的草原草原范围内，

用于矿藏开采和工程设施建设，以及其他改变草原用途的建设行为”，采纳，

修改为“在自然资源部门界定的草原范围内，因矿藏开采、工程设施建设、

民生建设等使用草原以及改变草原用途的草原。”

施建军 采纳

7
术语和定

义 增加“使用草原现状调查”的定义 芦光新 采纳

8 5.4.1

删除“是否位于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交通干线两旁直观

可视范围内，是否位于居民密集区范围可视范围内，是否位于大江大河两

侧及大型湖泊和水库周边可视范围内。”

张雅宁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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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4

“主要包括反映调查地的植物生活环境、标注拍摄时间、地点、海拔

反映草原类型的照片”，地点修改成经纬度。 张雅宁 采纳。

10 附录 A.1表中“物种多样性”修改成“物种丰富度”。 张雅宁 采纳。

11 全文 临时占用草原的调查单独立项，删除。 张雅宁 采纳

12 前言 增加“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监督实施。” 芦光新

未采纳，《地方标准

制定工作规范》

DB63/T 1789—2020

统一规定的格式。

13
1. 

2. 文件名称不规范，本文件、本标准统一修改成本规范。 冯廷花

未采纳，《地方标准

制定工作规范》

DB63/T 1789—2020

统一规定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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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5.
“调查内容”修改成“工作程序”，按资料收集、草原现状调查、图件

制作及报告编制的结构编写。

芦光新
没有采纳，附件中已

列。

15 5.2
项目基本情况调查删除“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和社会、生态和经济效

益”，项目立项即表示有意义。

张雅宁

未采纳；项目虽已立

项，了解建设项目的

必要性和社会、生态

和经济效益，有利于

权衡项目使用草原的

必要性。

16 附录 A.6
建设项目使用草原按建设内容统计表删除，因为没有意义，反正是已

经改变了用途。

张雅宁

没有采纳，理由是了

解项目使用草原的用

途，可判定是否会影

响周边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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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附录 A.6 建议简化 芦光新

没有采纳，理由是有

利于规范编制使用草

原可行性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