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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青海省草原总站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海省草原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公芳、刘晓建、康海军、刘凯、卢成宝、吴桂玲、慈建勋、王九峦、辛玉春、

逯登果、刘华、于海、陆阿飞、范佩珍、李翠翠、仁青卓玛、刘发蓉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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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的术语和定义、总则、调查内容、成果编制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调查及成果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364.1 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技术规程

TD/T 1055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NY/T 1233 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NY/T 1579  天然草原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LY/T 1820  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NY/T 2997 草地分类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使用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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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项目区域  

建设项目拟使用草原所在的乡或县（市、区）行政区域。

3.3　

项目区 

建设项目拟使用草原的范围。

3.4　

草原补偿费



DBXX/ XXXXX—XXXX

2

草原是承包经营者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建设项目使用和临时占用草原，对失去草原的承包经营者

进行补偿。

3.5　

草原植被恢复费  

建设项目使用草原应当依法缴纳用于草原植被恢复及草原调查规划、草原生态监测等草原资源管护

等方面的费用。

3.6　

使用草原现状调查

对拟使用草原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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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

4　总则

4.1　原则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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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真实准确。实地调查，坚持实事求是，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准确。

4.1.3　科学全面。调查方法科学，内容全面实用，能够满足编制可行性分析的需求。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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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坐标系统与计量单位

坐标系统和计量单位以TD/T1055为准。

4.3　调查程序

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成果编制等。

5　调查内容

5.1　使用草原的范围和面积

通过查阅项目勘测定界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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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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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项目区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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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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项目区情况

5.4.1　涉及自然保护地等重点区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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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草原权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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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草原植物群落特征

在项目区内，踏查后按照草原类型布设调查样方,每个草原型不少于3个样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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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角线法或品字形取样布设样方；对于线

性的项目用地，随草原类型、行政界线区域变化设立样方。依据NY/T2997、NY/T1233，对植物种类组成、

类型、覆盖度、高度、生产力、等级等进行调查，植物名称以《青海植物志》为准，草原等级依据NY/T1579

执行。

动工建设原生植被已经灭失的地块，在相邻的区域开展调查；冬春单位产量无法通过调查获取的，

参照历年资料和现场调查的覆盖度估算。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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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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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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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7364.1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

息地调查技术规程。

5.5　补偿安置情况

见附录A并填写表A.8。

5.6　违法使用草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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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XX/ XXXXX—XXXX

4

6　成果编制

6.1　表格

见附录A并填写表A.1～A.9。

6.2　文字材料

见附录B。

6.3　图件

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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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度、海拔反映草原类型的照片、工作人

员实地调查场景的照片、访问牧户的照片等。草原类型图片拍摄要尽可能反映群落种类和结构。要求原

图像素≥400万，文件大小≥2MB，保留完整的EXIF信息，RAW或者JPG格式。图片名称和标注，必须真实、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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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附表种类及编制要求

表A.1给出了天然草原野外调查表

表A.1　使用天然草原野外调查表

项目名称 样方编号

调查时间 调查人员

调查地点 州（市）    县（市）     乡         村             海拔：             m    
地理坐标 东经 北纬 海拔

草原类 草原型

地形地貌

气候条件 年均降水量  mm 年均温度 ℃基本特征

土壤类型

植物种类组成

优势种

覆盖度 %

高度 cm

生产力（鲜草） （kg/hm2）

物种丰富度 （种数/ m2）

群落特征

草原等级

牲畜种类

利用状态 1：放牧 2：刈割 3：休牧 4：禁牧

利用季节 1：全年放牧 2：冬春放牧    3：夏秋放牧
畜牧业生产

利用程度 1：重度       2：中度    3：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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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给出了建设项目使用人工草原野外调查表

表A.2　建设项目使用人工草原野外调查表

项目名称

调查时间 调查人员

调查地点 州（市）    县（市）     乡         村             海拔：             m    

地理坐标 东经 北纬 海拔

种植牧草 种植年份

植物种类组成

植被盖度
%

草层平均高度
cm

地上生物量
（kg/hm2）

优良牧草占比
%

草原现状

利用状态

1：放牧 2：刈割

3：禁牧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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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给出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调查表

表A.3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调查表

项目名称 项目使用草原面积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县（市、区） 乡（镇） 村（社区）
调查地点

草原类 草原型

地形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名 拉丁名

保护级别 种群密度

东 南 西 北

东经 东经 东经 东经

北纬 北纬 北纬 北纬
分布范围

海拔 海拔 海拔 海拔

主要伴生种 物种丰富度

在调查地块的分布面积 在该县的分布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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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给出了使用草原野外样方调查汇总表

表A.4　使用草原野外样方调查汇总表

样 方 编

号

野外调

查地点
东经 北纬 海拔(米)

植被盖

度(%)

植被平

均高度

(厘米)

植 物 种

数(种)

主 要

植 物

名称

总产量鲜

重 (千克 /

公顷)

草原

类
草原型 等级

地形

地貌

土壤

类型

牲畜种

类

利用

方式
利用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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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给出了建设项目使用草原按行政村面积统计表

表A.5　建设项目使用草原按行政村面积统计表

涉及村 使用草原总面积（hm2） 天然草原面积（hm2） 人工草地面积（hm2） 基本草原面积（hm2） 承包方式 涉及牧户数 涉及牧户人口

xx县 xx乡 xx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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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给出了建设项目使用草原按建设内容统计表

表A.6　建设项目使用草原按建设内容统计表

建设内容

地点 使用草原地块数(块) 使用面积（hm2） 天然草原面积（hm2） 人工草原面积（hm2）

xx县 xx乡 xx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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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给出了建设项目使用草原按天然草原类统计表

表A.7　建设项目使用草原按天然草原类统计表

草原保护情况
草原类

草原型

面积

（hm2）

植被覆盖度 草原等级 重点保护植物

基本草原面积（hm2） 一般草原面积（hm2）

XX类 XX型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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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给出了项目使用自然保护地草原面积统计表

表A.8　项目使用自然保护地草原面积统计表

重点生态区域名称 区域类型 级别 功能区 面积 备注

a   填写说明：区域类型：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包括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草原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等）。级别：包括国家级、省

级、市级、县级。功能区：按照所涉重点生态区域的功能分区名填写。同一生态区域涉及多个功能分区的，需逐条填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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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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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以上的，走访比例应不低于 2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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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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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项目使用草原入户调查问卷

征占用您的草原，您是否同意？

您家里有几口人？全家承包草原多少亩 ？该项目使用您承包草原多少亩？

项目使用草场是哪个季节利用？是否是禁牧草场？这个季节的草场您共承包了多少亩？ 

4、您家养牛（羊）；您家是纯牧户还是兼业户？您家经济收入来源是？年收入多少元；饲养牲畜收入占您总收入的比重是多少？

5．项目使用草原给您的补偿标准是每亩多少元？给您共支付多少钱？建设单位是否将补偿金额已经支付还是承诺该项目审批通过后支付补偿款？

6、征占用草原对您的生产生活是否有影响？

                                            户主姓名：                 住址：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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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B

（资料性）

建设项目使用草原可行性报告编写提纲

B.1　概论

B.1.1　编制报告摘要

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实施单位、项目建设内容、使用草原地点与面积、是否涉及自然保护地、是否涉及基本草原、是否未批先建、植被恢复费数量、使用草原是

否可行分析结论。

B.1.2　编制依据

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技术规范等。

B.2　基本情况

B.2.1　项目概况

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来源、项目性质（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建设单位及法人代表、业主性质（国有、集体、私有、合作、独资、外资、股份等）、项目批

准单位、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投资规模及来源、项目拟用地规模、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B.2.2　项目建设意义

简述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和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

B.2.3　述项目区域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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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概况：气候、地形地貌、植被、土壤等方面的情况。

社会经济概况：近期乡镇（或县）人口、牧业人口、人均草原、畜牧业产值、畜牧业产值占比，人均纯收入、畜牧业生产收入占比，畜牧生产状况等。

B.3　使用草原情况

B.3.1　使用草原范围与面积

按建设内容，详细说明项目使用草原的用途情况。例如，点状工程说明使用草原的用途、四至坐标；公路、铁路等线性工程项目，要分别说明主线（路基、边坡

宽度）、服务区等不同用途使用草原情况；水利水电建设要分别说明淹没区、坝址等建设规模及其使用草原情况；矿山项目要说明采矿、选矿厂、尾矿库、堆土（石）

区等建设规模及其使用草原情况。

B.3.2　涉及使用自然保护地等情况

说明项目建设是否涉及使用自然保护区、草原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草原，使用草原面积等情况。

B.3.3　涉及基本草原情况：说明是否涉及基本草原、涉及基本草原的面积、类型等情况。

B.3.4　权属：使用权属应按项目建设内容分项阐述使用草原的承包经营方式和涉及农牧民数量，以及草原利用方式、利用状态、载畜量等畜牧业生产状况

B.3.5　使用草原类型特征使用草原植物种类组成、类型、覆盖度、高度、生产力、等级等。

B.3.6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情况。说明项目区内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名称（学名）、位置、分布面积、密度、保护等级、生境等。

B.3.7　安置补偿情况：补偿协议签订情况，补偿资金到位情况、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农牧民对使用草原的意愿。

B.3.8　其他有关情况说明

a)项目使用草原权属争议情况说明。重点说明是否存在争议、争议情况、是否有解决方案等。

b)项目是否已开工建设等情况。重点说明项目建设是否存在擅自改变草原用途、未批先占等违法使用草原情况，违法使用草原的查处情况等。

c)项目前期为保护草原资源调整方案情况。

B.4　使用草原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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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　对项目准入性分析

根据相关部门发布的最新《禁止供地项目目录》、《限制供地项目目录》等规定对项目的合法性（是否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进行分析。并说明是否符合当地规

划。

B.4.2　对区域草原资源的影响

B.4.3　使用草原生态影响分析

分析项目建设使用草原对生物多样性、生态效能、自然景观等影响的分析和预测，是否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

B.4.4　使用草原对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分析

从草原被使用面积、劳动力人数、补偿金发放形式，使用前后收入比、收入的主要用途、被使用后收入获得渠道、生活方式情况，分析使用草原对农牧民生存生

活、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影响。依据当地干部群众对草原补偿事宜的满意度程度，预测分析社会群体事件的风险。

B.5　拟采取的保护措施及评价

针对项目使用草原存在的问题，综述使用和保护草原的相关支撑和保障措施，包括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效能保护及其他景观保护、

草原管护、草原植被恢复费征缴及使用、草原植被异地恢复等方面的措施及评价。

B.6　草原植被恢复费测算

说明建设项目拟使用草原应缴纳的草原植被恢复费测算依据和方法、测算标准、金额等。

B.7　使用草原可行性结论

综合分析，总结建设项目使用草原是否可行结论。

B.8　附件、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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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C

（资料性）

图件制作要求

C.1　 建设项目拟使用或临时占用草原图件种类

主要包括地理位置示意图、项目建设布局图、项目建设使用草原范围与重点生态区域关系图，项目使用草原现状图，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点位置示意图等。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增加项目用地范围的航空或卫星遥感影像图。

C.2　 坐标系

采用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C.3　 成图比例尺

——地理位置示意图、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点位置示意图：以不小于 A4幅面确定成图比例尺，分别标明项目所在的行政区域内的地理位置和在项目区的示意位

置。

——项目建设布局图：经营性项目及公益性非重点工程项目比例尺一般不小于 1:10000；其它项目根据项目区范围和不小于 A4幅面确定成图比例尺。

——项目建设使用草原范围与重点生态区域等区域关系图：使用草原涉及自然保护区、草原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重点生态区域及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草

原的，应绘制使用草原范围与重点生态区域等区域的关系图，成图比例尺根据项目区范围和不小于 A4幅面具体确定。

——使用或临时占用草原现状图：经营性项目及公益性非重点工程项目成图比例尺一般不小于 1:5000，大型工程、线形工程、重点工程项目成图比例尺一般不小

于 1:10000。

C.4　使用草原现状图制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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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以不低于 1：5万地形图为底图，叠加项目使用草原范围红线和草原“一张图”小班（图斑）界线制作使用草原现状图。

——用地范围标注。永久占地范围，用红色实线 RGB(255,0,0)，线粗 1mm。临时占地范围，用蓝色实线 RGB(0,0,255)，线粗 1mm。

——使用或临时占用草原现状图分幅绘制的，应同时绘制分幅接图表，每幅图标注图幅号。接图表装订于使用草原现状图首页。

——建设项目变更使用草原的，应分别新增、减少使用草原制作使用草原现状图。

——使用或临时占用草原现状图地块注记可采用表格标注或符号标注的方式。

C.5　图廓整饰

——图名：位于图廓内正上方居中。使用草原现状图分幅绘制的，在图名下方标注与接图表对应的图幅号。项目布局图，可在图廓内左上角绘制项目区地理位置

示意图，要求清晰绘制涉及的行政区域界线。

——图例：图例置于图廓内左下方或右下方。。

——指北针：一般位于图廓内右上方。

——比例尺：采用数字比例尺，置于指北针下方。

——编制单位、编制时间：注于图廓外右下方。

——调查人、制图人、审查人签字置于图廓外左下方。

——使用或临时占用草原现状图分幅绘制的，图例、比例尺、编制单位、编制时间、调查人、制图人、审查人等内容可单独设置页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