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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影响评价等级和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结合评价区生态环境现状及本工程建设的生
态影响特征，确定评价工作等级和范围如下。

（一）评价等级

根据工程设计方案，项目选线涉及忠县湿地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长度6.58km，永久占地面积27.80hm2，
不涉及保护区缓冲区和核心区，确定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一级。

（二）评价范围

陆生生态评价范围：拟建道路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区域，以及忠县湿地自然保护区范围，以拟建道路两侧外
扩1000m范围内的区域为重点评价范围，合计评价区面积2836.86hm2。

水生生态评价范围：保护区范围内的汝溪河干支流水域。

三、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一）生态功能区划

根据《重庆市生态功能区划（修编）》，项目所在地属II1-2生态功能区划，即：三峡库区（腹地）水质保
护－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该生态功能区主导生态功能定位为三峡库区生态与环境安全保护。

（二）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1.植被现状

采用现场踏勘和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现状调查，结果显示，线路穿越区域植被以农田、果园和针叶
林为主，农田以水田和旱地为主，果园主要是柑橘园，自然植被以柏木林为主，少部分区域涉及慈竹林，以及
马桑、盐肤木和黄荆等灌丛。评价区域的自然植被有暖性针叶林、落叶阔叶林、落叶阔叶灌丛等6个植被型、
15个群系；栽培植被有4个组合型。

2.动植物现状

采用现场踏勘、调查访问和资料查阅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结果显示，评价区域内有两栖动物8种（隶
属1目3科6属）、爬行动物12种（隶属1目5科10属）、鸟类75种（隶属10目27科59属）、哺乳动物10种（分属
5目5科9属），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国家级和市级重点保护动物，主要分布范围见表1。

表1  评价区内重点保护动物主要分布范围

种名 保护级别 主要分布范围 备注

黑耳鸢 II 高空飞行，有分布，数量少 评价区域内未发现营巢地

普通鵟 II 高空飞行，有分布，数量少 评价区域内未发现营巢地

泽陆蛙 ▲ 水田、河岸 —

黑斑侧褶蛙 ▲ 水田、河岸 —

灰胸竹鸡 ▲ 灌丛及灌草丛 —

噪鹃 ▲ 广布于林灌生境 —

四声杜鹃 ▲ 广布于林灌生境 四声杜鹃

       
       注：Ⅱ为国家二级保护物种，▲为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乡村旅游公路建设是乡村地区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要求，是促进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的新途径。我国大多数乡村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势明显，且极有可能涉及生态敏感区。因
此，在乡村公路建设过程中，需做好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本文以重庆市忠县至石宝沿江旅游公路二期工程
为例，开展乡村旅游公路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影响评价研究，对项目涉及自然保护区生态敏感点提出施工规
避、恢复植被、暂时驱逐等措施，以期将项目对乡村沿线地区产生的生境破坏、生态功能下降等不利影响降到
最低，提升依托项目景区形象。

一、工程概况

忠县位于重庆市中部、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忠县至石宝沿江旅游公路二期工程项目（G348牟家山至兰家山
段），工程起点位于望江村牟家山处，终点位于兰家山马家梁附近，道路沿长江走向布线，在忠县经济版图中
占有重要的位置。项目为新建二级公路，全长4.74km，路基宽12m，桥梁2座348m，二级沥青混凝土路面。项
目的建设将极大提升忠县石宝旅游形象，满足当地石宝寨景区的旅游需求。

乡村旅游公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文＿韦   玮（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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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敏感点与保护目标

综上，得出本项目生态环境敏感点，见表2。

表2  评价区域内生态环境敏感点一览表

序号 环境要素 敏感对象 保护目标 位置关系

1 陆生生态

永久占地 永久性占地面积13.04hm2，主要为水
田、旱地、灌木林地等 项目占地范围内

临时占地 包括施工场地等临时工程，占地面积
0.20hm2，主要为旱地、灌木林地 项目占地范围外

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黑耳鸢、普通鵟 黑耳鸢、普通鵟为高空活动鸟类，分布

广泛

市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四声杜鹃、噪鹃、黑斑侧褶蛙和泽陆
蛙

四声杜鹃、噪鹃在评价区林灌生境广泛
分布，灰胸竹鸡、黑斑侧褶蛙和泽陆蛙
有较少分布

2 水生生态 忠县段鱼类
产卵场

鱼类三场保护区，主要产卵鱼类包括
鲶、鲤、黄颡鱼、长吻鮠、岩原鲤、
中华倒刺鲃等

坪 山 坝 鱼 类 产 卵 场 与 项 目 路 线 中 段 齐
平，最近距离约50m，长江同侧

曾家河鱼类产卵位于项目上游，最近距
离1.20km，长江同侧

龙滩河产卵场位于项目下游，最近距离
约850m，长江同侧

3 生态环境 忠县湿地县级
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总面积2963.20hm2，其中实验
区面积1781.79hm2，保护区主要保护
对象为水生和陆生生物及其生境共同
形成的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

项目K12+136～K14+840段涉及实验区，
全长2704m，不涉及缓冲区和核心区

（四）生态环境现状综合评价

评价区生态功能保护与建设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好生态屏障建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根据现状调

查结果，评价区内生态环境较好，生物多样性和植被类型较丰富；评价区域森林、农用地和水体景观优势度均

较高，森林多为次生林，评价区域的主要生态问题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水土流失等。后续发展过程中，在保护

水环境的同时，应协调处理好农业开发和自然植被保护的关系。

四、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一）施工期

1.工程占地影响分析

项目永久占地面积13.04hm2，占地类型主要为水田、旱地、林地等，临时占地类型主要为灌木林地和空闲

地等，占地面积0.20hm2，未占用基本农田，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待施工结束后通过两侧栽植绿化树、路堤

边坡和路堑边坡绿化等措施，很大程度上可以补偿公路建设造成的损失。

2.施工期对动物的影响分析

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及施工人员的活动会使项目周边区域内的动物暂时迁移、避让。该区域动物主要为当

3.景观生态体系现状

评价区域属低山丘陵景观生态等级自然体系，以冲沟、山脊等为廊道，以林地、灌丛等为斑块，组成要素
丰富多样。根据现场调查，并结合评价范围内的1：10000地形图和区域遥感卫星影像图分析，在ArcGIS（地理
信息系统平台）9.3支持下，根据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的自然属性和人为干扰程度，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群落外
貌特征，进行人工数字化的基础上，在评价区内建立森林斑块、草地斑块、农用地斑块、水体景观、建设用地
斑块等5类景观生态分类系统。

（三）自然保护区现状

1.自然保护区概况

项目涉及特殊生态敏感区为忠县湿地县级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是以保护水生和陆生生物及其生境共同组
成的消落带湿地生态系统，以及未受污染的淡水环境、消落带湿地生态系统及其物种多样性为保护对象，特别
是珍稀濒危水禽、鱼类和湿地植物。保护区总面积2963.20hm2，分为2个核心区、2个缓冲区和1个实验区。

2.建设项目与保护区相关性分析

根 据 工 程 设 计 方 案 ， 工 程 涉 及 忠 县 湿 地 自 然 保 护 区 实 验 区 长 度 6 . 5 8 k m ， 在 实 验 区 永 久 占 地 面 积
27.80hm2，见图1。

         

图1  项目与保护区位置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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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常见的鼠类、鸟类，对区域环境适应性较强，种群数量不会有大的变化，对其影响是暂时且较小的。

3.施工期对植物影响分析

项目沿线植被分布茂盛，主要以水田、旱地、林地为主。工程永久占地包括灌木林地5.02hm2，自然植被
以针叶林、阔叶林、灌丛为主。施工过程中临时场地的修建，会造成植物群落的层次缺失，影响群落的演替，
待施工结束后对场地进行植被恢复和复垦。同时，施工运输车辆产生的扬尘、原材料的堆放和车辆漏油会对周
围植物的生长和土壤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车辆尽量走固定的路线，并充分考虑场区现有树木的移栽，最大
限度恢复和再建植被。

4.施工期对景观的影响分析

工程建设过程中会对项目区域的景观产生一定影响，具体体现在施工期路基开挖、设施摆放、材料堆放等
均严重破坏征地范围内的地表植被。在雨季，松散裸露的坡面易造成水土流失，导致区域土壤侵蚀模数增大；
在旱季，又易产生扬尘。待主体工程和附属配套设施完成后，将逐步恢复施工期间所造成的景观破坏。

（二）营运期

1.土地利用格局影响分析

工程占地类型主要为耕地、林地，从总体来看，工程占地面积对忠县的土地资源总量影响较小，不会导致
忠县土地利用格局发生变化。

2.对植物多样性影响分析

施工期地表开挖及施工机械的进出，给植物入侵创造了条件。公路投入运营后，将采取工程措施对施工基
地进行植被恢复，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较轻微。

3.对动物物种多样性影响分析

运营期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噪音、人为活动增加带来的干扰，以及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导致野生
动物生存环境破坏。由于拟建公路较窄，对野生动物的食物和栖息隐蔽场所的影响有限，不会导致野生动物大
量减少。

4.对景观影响分析

公路建设将使原来的自然景观格局发生变化。随着对公路两侧及道路边坡采取绿化等措施，形成的绿化区
域亦可降低沥青路面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使地、灌丛、耕地等自然景观更好融为一体。

5.对鱼类“三场”保护区影响分析

项目距离长江较近，主要涉及的鱼类“三场”保护区为忠县段鱼类产卵场，坪山坝鱼类产卵场与项目路线
中段齐平，最近距离约50m；曾家河鱼类产卵场位于项目上游，最近距离约1.20km；龙滩河产卵场位于项目下
游，最近距离约850m，均位于长江同侧。

根据坪山坝鱼类产卵场、曾家河鱼类产卵、龙滩河产卵场鱼类产卵习性，区域鱼类产卵期主要集中在每年
3—8月。因此，评价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期，临近段施工尽可能规避产卵期，以减少对鱼类产卵的影响。

（三）对自然保护区影响分析

1.对生态系统及环境质量影响

根据工程设计方案，对有生物量的生态系统进行计算，施工占地损失的植被生物量共计416t，见表3，占
评价区总生物量（1.04×105t）的0.40%，说明施工占地对评价区植被生物量损失的影响较小。

表3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区施工占地造成的植被面积及生物量损失表

植被类型 占地面积
（hm2）

单位面积生物量
（t/hm2）

损失生物量
（t）

占损失
总生物量（%）

占评价区
总生物量（%）

灌木林地 3.37 34.67 192.85 46.36% 0.19%

草地 1.81 11.59 165.18 39.71% 0.16%

居住地 0.09 0.10 12.78 3.07% 0.01%

水田 0.68 10.46 7.66 1.84% 0.01%

旱地 1.34 9.17 37.53 9.02% 0.04%

合计 7.29 65.99 416 100% 0.40%

2.对植被及植物多样性影响

占地区域内的自然植被主要是落叶阔叶灌丛、灌草丛及农业用地，种类包括柏木、黄荆、盐肤木、马桑和
白茅等，其中柏木多为人工林，评价区域内的植物物种在周边区域内分布广泛，项目建设对区域植物多样性的
影响不大；农用地主要是水田和旱地，以种植水稻、玉米为主，少量种植柑橘。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场地的临
时占地进行植被恢复，可弥补植物多样性的损失。

3.对动物多样性影响

由于车辆运行及施工人员活动等，会导致评价区内部分动物受到惊扰，离开原有栖息地，但施工完毕后这
种影响将大为减少，对其存活及种群数量影响轻微。对于保护动物，工程施工会对施工区域内分布的保护动物
造成暂时的驱逐影响，其中灰胸竹鸡、噪鹃等活动能力较强，受影响后会迁移寻找合适的栖息和觅食生境，由
于工程永久占地相对较少，且评价区域周边存在大面积的适宜生境，工程建设对其影响较小；至于活动能力较
弱，且主要在农田和林灌活动的泽陆蛙，受到影响相对较大。运营期对动物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噪声方面。所受
影响情况见表4。

表4  保护动物受影响情况

种名 主要分布范围 施工期影响 运营期影响

泽陆蛙 水田 受施工迁移而导致其食物来源减少；施工活动
对其暂时驱逐 极小

灰胸竹鸡 灌丛和灌草丛 施工活动对其暂时驱逐 极小

噪鹃 广布于林灌生境 施工活动对其暂时驱逐 极小

4.对自然景观影响

拟建道路在保护区内占地面积7.29hm2，均为新增占地，其中林地面积较小，主要为灌木林地。同时，拟
建公路涉及区域居民点相对较多，景观异质化程度相对较高，森林景观、农用地景观和水体景观三者共同构成
了该区域的景观基质，区域人为活动较强烈，森林景观以次生的柏木林景观为主，其抵抗力稳定性相对较差。
因此，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控制在用地红线范围内施工，同时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措施，工程结束后落实植被恢复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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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影响分析

工程未占用消落带湿地，不涉及消落带。根据现场踏勘，占地区域的植被类型主要是盐肤木、黄荆等灌木
林及农作物。此外，项目位于保护区实验区，通过加强施工和运营过程中的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措施，对于
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消落带湿地生态系统及其物种多样性的影响较轻微。

6.对自然保护区结构与功能的影响

工程占用的自然植被主要是灌丛和灌草丛，包括盐肤木、马桑、黄荆、白茅、芒等区域常见植被。拟建项
目没有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及生物多样性，也不涉及改变保护区性质和主要保护对象，因此，项
目建设对自然保护区结构与功能的影响较轻微。

7.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

（1）建设方案优化措施。在保护区内严禁设置渣场，严禁新增临时用地。施工过程中注意保护征占地范围
内表土，对剥离的表土层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严格实施水土保持监测监理报告制度，将施工水土流失控制在最
低限度，监测水土保持工程的运行情况，以便水土保持工程正常、持续发挥效益。

（2）施工期生态保护措施。施工时要严格控制破坏植被的面积，增加保护措施，完工后应迅速对山体开挖
区、边坡等区域进行水土流失防治和植被绿化。工程所开挖、回填的山体、沟壑的土层裸露面要及时加固，路
基土石方工程结束后应立即植草护坡。加强对运土机械、运输车辆的维修保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材料
应远离地表水，并提供环形排水沟和渗水坑。

（3）运营期生态保护措施。加强道路路面管理，对超过噪声标准的路段进行降噪处理。在涉林区的路段应
加密种植林木，设置绿化林带，使之形成绿化立体膨胀。建议施工期及营运期间在进出保护区的路段设置警示
牌，标明禁鸣限速等标识，减少工程建设和营运期人类活动等对保护区内动物的影响。

五、结论及建议

（1）项目选线源于乡村地区旅游景点路线，并涉及生态敏感区，生态影响评价尤为重要，通过采取生态补
偿措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减至最低。

（2）生态系统的演变是较为复杂的过程，需做好评价区生态监测及监管：施工期对景观斑块、生物量损
失、土石方等进行实测，运营期对动植物资源，尤其对重点保护资源进行监测，以期能更好地实现公路建设和
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3）旅游公路是通往景区的重要门户，强调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环境景观的协调与融合，在乡村振兴
和交通旅游融合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公路建设需最大限度保护和修复沿线生态环境，构建安全、便捷、舒适的
旅游通道，提升项目景区形象。

长期以来，受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管理体制等因素制约，我国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较为缓慢。近年来，
伴随着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和对外开放不断推进，我国对周边国家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日益增强，与周边
国家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2014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明确赋予广
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崭新的使命和定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发生重大变
化，从沿海开放逐渐向内陆开放拓展。同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沿边地区从开放的末梢变成前
沿。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的关键节点城市，是中国与东盟双向开放的前沿，是西南地区沟通东
盟的重要枢纽和基地，也是对接“一带一路”窗口之一，应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主动地实施对外
开放。近几年来，区域交通快速发展，使得百色市由桂西交通末端变为大西南出海通道上的“黄金走廊”，但
交通仍是当前制约该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发开放的短板。对外开放，交通先行。结合沿边地区交通实际，
探索交通对外开放新路径，从而推动交通的互联互通，这对沿边地区实现全面开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对外开放

交通发展

沿边地区

沿边地区交通对外开放实施路径研究
——以广西百色市为例

文＿莫宽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