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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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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国

家海洋技术中心、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志卫、赵锦霞、张琳婷、王娜、肖兰、彭洪兵、王晶、池源、朱志海、丰爱

平、林河山、刘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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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直观、系统、客观的反映海岛生态保护成效，制定海岛生态指数评价方法。海岛生态指数的设计

力求突出考量海岛生态良好、环境整洁、保护有力的水平，反映“和美海岛”和“蓝色海湾”等保护和

修复工程的实施效果，从生态环境、生态压力、生态管理的角度构建海岛生态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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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生态指数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岛生态指数评价的指标体系、计算方法和评价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评价单个海岛的生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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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17378.2  海洋监测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HY/T 250—2018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测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岛  island 

四面环水，在高潮时高出水面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 

3.2  

自然岸线  natural coastline 

由海陆相互作用形成的原生岸线。 

3.3  

海岛生态指数  island ecological index 

衡量一定时期内某个海岛生态环境、生态压力和生态管理综合状态的评价指数。 

4 评价指标 

4.1 指标体系 

海岛生态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4 个一级指标、7 个二级指标、9 个三级指标，见表 1。 

表 1海岛生态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代码 指标含义 

生态环境 生态支撑 植被覆盖率 A1 反映海岛植被资源和绿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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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海岛生态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代码 指标含义 

 
 自然岸线保有率 A2 反映海岛岸线保护与利用状况 

生态质量 周边海域水质优良率 A3 反映海岛周边海水环境质量 

生态压力 

利用强度 岛陆建设强度 A4 反映海岛开发利用强度 

环境治理 
污水处理率 A5 反映海岛污水处理水平 

垃圾处理率 A6 反映海岛垃圾处理水平 

生态管理 规划管理 规划制定与实施情况 A7 反映海岛综合管理和保护力度 

其它 

特色保护 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A8 

正向指标，反映海岛列入自然保

护地开展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及

栖息地、古树名木、自然和历史

人文遗迹的保护以及实施生态保

护与修复工程的情况 

生态损害 生态损害事件 A9 

负向指标，反映污染、乱砍滥伐

等自然灾害或人为活动导致发生

生态损害事件，使海岛生态环境

受到严重不良影响 

4.2 指标解释与赋值 

4.2.1 植被覆盖率 

植被包括林地和草地，林地和草地应按照 GB/T 21010 的规定划定。植被覆盖率按照公式（1）计算： 

 %1001 
S

S
A v  ..................................... (1) 

式中： 

1A ——植被覆盖率； 

vS ——植被覆盖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S  ——海岛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4.2.2 自然岸线保有率 

自然岸线保有率按照公式（2）计算： 

 %1002 
L

L
A n  ..................................... (2) 

式中： 

2A ——自然岸线保有率； 

nL ——海岛自然岸线长度，单位为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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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海岛岸线总长度，单位为米（m）。 

4.2.3 周边海域水质优良率 

海岛周边海域为海岛岸线向外延伸 3km 范围内的海域。周边海域水质标准应符合 GB 3097 的规定，

一类、二类水质标准为优良水质。周边海域水质优良率按照公式（3）计算： 

 %10021
3 




s

ss

S

SS
A  .................................. (3) 

式中： 

3A ——周边海域水质优良率； 

1sS ——周边海域一类水质海域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2sS ——周边海域二类水质海域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sS  ——海岛周边海域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4.2.4 岛陆建设强度 

岛陆建设强度在有居民海岛通过岛陆建设面积比例表征；在无居民海岛通过开发利用占岛比例表

征。有居民海岛岛陆用地类型按照 GB/T 21010 划定，岛陆建设面积等于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

宅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建设用地类型面积和。无居民海岛用岛区块按照 HY/T 250—2018 划定，开发

利用占岛面积等于填海连岛、土石开采、房屋建设、仓储建筑、港口码头、工业建设、道路广场、基础

设施、景观建筑、游览设施、观光旅游等用岛区块面积和。 

当有居民海岛陆建设面积比例或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占岛比例不大于 10% 时，属于轻度利用，指标

赋值 100；当有居民海岛岛陆建设面积比例大于 10% 时，岛陆建设强度按照公式（4）计算： 

 
 

100
%90

1 1
4 




SS
A c  .................................. (4) 

式中： 

4A ——岛陆建设强度； 

1cS ——有居民海岛岛陆建设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S   ——海岛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当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占岛比例大于 10% 时，岛陆建设强度按照公式（5）计算： 

 
 

%100
%90

1 2
4 




SS
A c  ................................. (5) 

式中： 

4A ——岛陆建设强度； 

2cS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占岛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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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海岛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4.2.5 污水处理率 

污水处理率按照公式（6）计算： 

 %1005 
V

V
A t  ..................................... (6) 

式中： 

5A ——污水处理率； 

tV ——污水达标处理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V ——污水产生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当污水产生量为 0 m
3
 时，A5 按 100% 计。 

4.2.6 垃圾处理率 

垃圾处理率按照公式（7）计算： 

 %1006 
G

G
A t  ..................................... (7) 

式中： 

6A ——垃圾处理率； 

tG ——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单位为吨（t）； 

G ——垃圾产生量，单位为吨（t）。 

海岛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包括卫生填埋、焚烧、外运和资源化利用（如制造沼气和堆肥）等。当垃

圾产生量为 0 t 时，A6 按 100% 计。 

4.2.7 规划制定与实施情况 

海岛保护相关规划已经制定并批准实施，赋值 100；海岛保护相关规划正在编制或已编制但待实施，

赋值 50；其它赋值 0。 

海岛保护相关规划包括涉岛的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及与前述规划相当的涉岛

规划。 

4.2.8 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本指标是反映海岛特色保护的正向指标，按照表 2 赋值，多项累计。 

表 2海岛生态指数“特色保护”指标赋值表 

指标内容 说明 赋值 

生态保护 
整岛或部分海岛列

入自然保护地 

整岛或部分海岛划为自然保护地，并开展调查、监测、保护建设、修复等

保护地管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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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海岛生态指数“特色保护”指标赋值表（续） 

指标内容 说明 赋值 

生态保护 

未列入自然保护地

海岛的保护 

分布有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的生物，并且实施保护 3 

分布有古树名木，设置古树名木标志或划定保护区域 2 

有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或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实施保护 3 

修复工程 实施生态修复工程 海岛在评价年度正在实施生态修复工程 2 

无以上特色保护内容 0 

4.2.9 生态损害事件 

该指标为负向指标，评价年度每发生一项（次）赋值 5，多项累计，但赋值总计不超过 10。 

4.3 指标数据来源 

通过现场调查、遥感解译或搜集相关资料获得评价年度的指标数据，数据应具备代表性、可靠性和

有效性。 

4.4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 

指标 A1、A2、A3、A5、A6，其数据为百分比数据，乘以 100 进行标准化。指标 A4、A7、A8、A9，其原

始值与标准化值相同。 

5 海岛生态指数计算方法 

海岛生态指数按照公式（8）计算： 

 98

7

1

AAApIEI i

i

i 


 .................................. (8) 

式中： 

IEI——海岛生态指数； 

iA  —— 1A ～ 7A 的标准化指标值；  

ip  —— 1A ～ 7A 对应的权重，见表 3； 

8A —— 8A 特色保护措施的指标值； 

9A —— 9A 生态损害事件的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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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海岛生态指数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指标代码 
权重 p  

有居民海岛 无居民海岛 

植被覆盖率 
1A  0.20 0.15 

自然岸线保有率 
2A  0.20 0.20 

周边海域水质优良率 3A  0.10 0.10 

岛陆建设强度 
4A  0.10 0.20 

污水处理率 5A  0.125 0.125 

垃圾处理率 6A  0.125 0.125 

规划制定与实施情况 7A  0.15 0.10 

6 评价标准  

根据海岛生态指数将海岛生态状况划分为 4 级，即优、良、中、差，见表 4。 

表 4海岛生态指数分级评价标准 

级别 指数分级 描述 

优 IEI≥80 海岛生态状况好、稳定，海岛保护与管理效果好。 

良 80＞IEI≥65 海岛生态状况良好、较稳定，海岛保护与管理效果较好，但仍有上升空间。 

中 65＞IEI≥50 海岛生态状况中等、具有不稳定因素，海岛保护与管理有一定效果，但需加强。 

差 50＞IEI 海岛生态状况较差、脆弱，急需加强海岛保护、修复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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