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区域生态环境评价暨“三线一单”编制

工作

二、工作目标

在全县范围内，以县为主体，以乡镇为单位，分析生态安全、人居环境安

全面临的制约和挑战，评估琼中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衔接生态

环境保护管理的相关制度要求，统筹考虑琼中县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划定环境管控单位，

编制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到 2020 年 7 月底前完成区域生态环境评价暨“三线一

单”工作，编制形成覆盖全县的“三线一单”管控方案，推动形成“落地”到“环

境管控单元”的管控成果，并对接海南省“三线一单”数据共享平台。

通过“三线一单”管控，实现 2025 年全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污染

物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自然资

源得到高效利用。到 2035 年，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明显，生态环境安全得到

有效保障，自然资源利用得到显著优化。

三、工作范围：琼中县全域。

四、工作时限

1、基准年：

以省级规定的年限为基准年

2、目标年份

近期目标年：2020 年

中期目标年：2025 年

远期目标年：2035 年

3、回溯年份

环境质量、污染排放等基础分析，原则上应回溯到近 5年。

五、工作任务

根据《“三线一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三线一单”编制技术要

求（试行）》《海南省“三线一单”成果数据规范（试行）》《“三线一单”图



件制图规范（试行修订版）》等文件要求，按照“守底线、优格局、提质量、保

安全”的总体思路，衔接资源环境管理的相关政策要求，明确琼中县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划定环境管控单元，提出环境准入清单，到

2020 年 7 月底前编制形成覆盖全县的“三线一单”管控方案，推动形成落实到

环境管控单元的管控要求，并实现共享和应用。编制琼中县“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单”（以下简称“三线一单”），构建

分区环境管控体系，并衔接海南省“三线一单”数据共享平台。

六、工作重点

以改善区域、流域环境质量和生态功能为目标，系统收集整理琼中县的生

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等基础数据，开展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基础与形势分析，

衔接“多规合一”成果，衔接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明确环境管控单元，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完成全县主要任务包括：

1、开展基础分析，建立工作框架和底图

根据琼中县总体规划，衔接相关规划、区划、计划等工作基础，开展生态环

境状况、资源能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发展布局等方面的综合分析，系统

评价未来 5-15 年城镇化、工业化、农业发展、重大资源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开展区域生态、水、大气、土壤等系统评价，识别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大战略，研判区域发展对重点区域带来的生态影响、环境压力和风险胁迫，

明确“三线一单”编制的总体思路与重点领域、重点方向。

收集整理琼中县基础地理、生态环境、国土开发等数据资料，在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工作底图的基础上，适当补充区域最新影像、土地利用变更、行政边界调

整等数据，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可靠性分析，形成基础数据库，为“三线一

单”划定提供坐标统一、数据规范的基础空间工作底图。

2、梳理环境现状，识别重大问题

收集琼中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关数据，明确琼中县发展定位及发展需求；

梳理近年来琼中县区域生态环境现状与功能分区，重点对生态环境、大气环境、

水环境、土壤以及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等治理现状开展分析，提出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统筹考虑琼中县区域发展与保护的战略定位，识别琼中县现阶段面临的主

要生态环境问题。



3、落实生态保护红线，识别生态空间

全面衔接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考虑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稳定性，结合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在按照《“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编制技术指南》的要求，依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在琼中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需要保护的生态空间并提

出管控要求，形成琼中县生态空间识别图件及矢量数据库。

4、确立环境质量底线，测算污染物允许排放量

按照环境质量不断优化的原则，充分衔接环境质量目标，开展环境质量改善

潜力评估，合理确定分区域、分阶段的环境质量底线目标，测算污染物允许排放

量和控制情景，明确大气、水环境质量底线与允许排放量。基于大气、水环境系

统的功能、结构、承载等空间差异化特征，识别需要重点管控的区域，衔接整合

区域管理要求，明确各类分区管控要求，构建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开展土壤环境

评价，衔接确定土壤环境安全利用底线，识别土壤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域，加强

土壤环境风险防控。

水环境质量底线及管控分区：结合琼中县水环境功能区划和行政区划，以水

环境质量控制断面为基点，细化控制单位。以水环境质量达标为目标，明确各控

制单面分阶段质量底线要求，识别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和重点管控区，确定重点管

控区水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明确各类管控区管控要求，为水环境精细化管控提供

支撑。

大气环境质量底线及管控分区：根据琼中县实际情况，以大气环境质量好转

为约束，结合空气质量达标规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污染防治攻坚

战等要求，明确环境质量目标；以环境空气质量达标为核心依据，测算出琼中县

分乡镇、分阶段的主要大气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确定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大气

环境重点管控区和一般管控区，明确管控要求。

土壤环境风险控制底线：整合琼中县国土、农业、环保等部门的土壤环境监

测调查数据，并结合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农用地、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确定土壤环境风险管控目标，划定农用地优先保护

区、土壤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和一般管控区，实现土壤环境空间分区管控。

5、确定资源利用上限，明确管控要求



充分衔接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旅游资源等重点资源开发利用总量与效

率管理要求，开展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评估，明确水、土地、岸线等重点资源

开发利用和能源消耗的上线要求，充分论证区域保护和建设的气候变化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重点加强对关键性、制约性资源的开发利用管控。对水资源，在确定

其利用上线、测算重点河段生态需水量的基础上，划定生态需用水补给区、地下

水开采重点管控区；对土地资源，在确定其利用上线的基础上，将生态保护红线

集中、重度污染农用地或污染地块集中的区域划为土地资源重点管控区；对矿产

资源，在确定其利用上线的基础上，划定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对旅游资源，纪

要保护资源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特色，又要有利于旅游资源合理地保护性的利用开

发，促进旅游产业健康发展，划定旅游资源重点管控区。

6、综合各类分区，确定环境管控单元

综合生态、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及自然资源的分区成果，结合区域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战略研判成果，衔接生态空间、城镇空间、工业集聚区

及行政边界，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分类分级、功能明确、边界清晰的环境管控单元，

统一环境管控单元编码，实施分类管理。突出从要素管控分区到综合的环境管控

单元划定的逻辑性，优先保护单元划分结果应体现对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维护，

重点管控单元划分结果应体现对重点区域、流域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管控。

7、制定“落地、管用、好用”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国家、省、市县相关政策为依据，基于环境管控单元，

统筹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分区管控要求，在充分对接

省级政府明确未来发展规划及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基础上，从空间布局约束、污

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角度出发，明确禁止类和限

制类的环境准入要求，建立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提出明确的管控措施。应突出海

南特点，提出对农业面源、生活源、移动源的管控要求，注重对矿产资源开发、

河道采砂、旅游等活动的管控。应突出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效率管控要求，

环境管控单元层面的生态环境准入和管控要求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8、做好与省级“三线一单”成果的衔接（不包含信息平台建设）

提供“三线一单”成果数据，做好与海南省生态环境厅集中建立的“三线一

单”信息平台衔接，实现数据动态交换，实现“三线一单”信息化管理。



9、编制成果报告

按省级规定的要求完成《琼中县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线和环境准入清单研究报告》《琼中县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及相

关图集、文本、编制说明。

七、完成时间和服务地点

1、完成时间：合同签订后按省级确定的工作时间节点提交成果报告。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八、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30%启动经费；完成三线一

单编制成果（征求意见稿）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50%；最终成果通过省级审核

验收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20%。

九、验收标准：项目总实施（包括项目成果评审）以项目最终成果通过省生

态环境保护厅的审核验收和县政府审议为最终完成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