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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基础设施工程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论证

许昌皝
久一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 太原 030000

摘� 要：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包括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根据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项目属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有限人为活动的，须进行必须且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和减缓生态

环境影响措施论证。本文以清徐县清泉山庄至葡峰山庄护林防火通道（旅游公路）工程为例，从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项目穿越生态保护红线的不可避让性、合法合规性，论证其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要求，同时结合项目建设可能对

区域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提出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为同类型建设项目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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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年以来，我国将生态保护提升至国家战略层
面，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正式将“生态保护

红线”纳入国家文件中。生态保护红线指在陆地和海洋

生态空间中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这些区域必

须强制性严格保护，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

线。随着《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的发布，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制度建设全面启动。

而对于线性基础设施工程，穿越生态保护红线往往是不

可避免的。为此，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

（试行）》，山西省自然资源厅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加

强有限人为活动管控，要求建设项目进行必须且不可避

让生态保护红线和减缓生态环境影响措施论证。因此，

本文以清徐县清泉山庄至葡峰山庄护林防火通道（旅游

公路）工程为例，通过分析该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合法

合规性、穿越生态保护红线的不可避让性，论证其符合

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为同类型建设项目

提供参考和借鉴。

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1  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
需要。

森林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生态平衡

至关重要。森林火灾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

坏，因此，建设森林防火通道对于预防火灾、保护森林

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2  清徐县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品牌文化旅
游产业示范带，建设城市花园客厅的需要。

清徐县作为山西老陈醋的发源地和全国四大葡萄名

产地之一，正致力于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打造以

“国际休闲慢城、中华醋都葡乡”为特色的品牌文化

旅游产业示范带，并建设高品质的“城市花园客厅”。

本项目位于清徐县西北部生态旅游区，通过串联清泉山

庄、葡峰山庄等关键景点和葡萄采摘园，连接自然景观

与人文景点，打破全域旅游发展壁垒，提升服务水平，

对促进清徐县文旅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  完善区域道路交通网络，促进城乡融合、乡村振
兴的具体举措。

清徐县西北山区受地形地貌影响，区域内道路支状

分布，等级较低，县城与村庄、村庄与村庄之间缺乏交

通联系，严重影响城乡互联互通。该项目建设串联了西

北山区村庄，填补了东西向道路空白，沟通了南北向路

网，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区域交通网络体系，有助于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对清徐县西北山区村庄实现乡村振兴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1]。

1.4  项目概况
清徐县清泉山庄至葡峰山庄护林防火通道（旅游公

路）工程位于清徐县清源镇和马峪乡，建设规模包括两

条主线（A、B）、两条连接线（C、D）以及一条慢行道
（E），总长度为14.276公里，其中主线A和B共计11.687公
里，连接线C和D共计0.594公里，慢行道E长1.995公里。
2 项目穿越生态保护红线情况

项目主线A沿G307国道现有路段穿越生态保护红
线，起点在清源镇毛儿梁村南、京昆高速以北约50米，
终点在毛儿梁村西南约550米处。穿越段长1.093公里，与
生态保护红线重叠面积0.4387公顷，位于吕梁山中南部水
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内，属于葡峰省级森林自然公园的

一般控制区，其主要生态功能为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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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项目穿越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明细表

单位：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名称
生态保护红
线重叠面积 自然保护地名称

自然保护地
重叠面积

备注

①核心保护区
面积

②一般控制
区面积

保护地类型 级别

吕梁山中南部水土保持生态保
护红线

0.4387 葡峰省级森林自然公园 0.4387 0.0000 0.4387 自然公园 省级

合计 0.4387 — 0.4387 0.0000 0.4387 — —

3 项目穿越生态保护红线的合法合规性

3.1  与新时期产业政策的符合性
项目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 0 2 4年

本），归类于国家鼓励的“农村公路和客货运输网络开

发与建设”范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2  与“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
策的符合性分析

项目主要功能是防治森林火灾，属于必要的抢险救

灾基础设施，符合《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

干意见》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

行）》的管控要求。

此外，项目遵循太原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实施方案，虽跨越多个管控单元，但不属于大规

模、高强度或有污染性的开发建设活动，符合“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3.3  与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
作为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支线，项目已纳入省级规

划；在《清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中，项目被列为重点建设项目。

4 项目穿越生态保护红线的不可避让性论证

4.1  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分布特征决定项目建设具有不
可避让性

清徐县域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分布在西北山区，在该

区域范围内生态保护红线呈现出沿京昆高速带状分布的特

征，整体长约8000米、宽800-2000米，且东西向连续不间
断，因此在该区域任何一条从县城出发跨越京昆高速去往

西北部山区的道路均不可避免的要穿越生态保护红线。

4.2  项目建设的主要目标决定项目不可避让生态保护
红线

本项目旨在增强清徐县西北山区的森林防火能力并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由于项目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葡

峰省级森林自然公园森林资源丰富且火灾风险高，项目

必须穿越该区域以实现其防火功能。同时，区域内的主

要旅游资源，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也都位于生态

保护红线内，因此项目不可避免地需要穿越生态保护红

线以连接这些旅游资源。

4.3  区域现状道路交通情况和地形地貌决定拟建方案
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的最佳路径

4.3.1  线路起终点分析
项目的起终点主要取决于功能和现状连接条件。

从项目功能看，项目功能主要有三方面：护林防

火、旅游服务、完善农村道路体系。本项目森林防火区

域为清徐县西北山区，面积约 1409.43公顷，消防力量集
中在县城，起点位于县城侧（西北山区南侧），终点位

于西北山区北侧。旅游服务上，项目主要联通清泉山庄

和葡峰山庄，起终点位于通往两山庄的通道。农村道路

体系方面，项目沟通西北山区村庄与县城，起点位于县

城道路边界处，终点最大程度联通山区村庄。

从区域现状连接条件看，G307 国道位于县城西北
侧，与县城主要市政道路连接，通达性好，是项目起点

首选。西北山区主要道路有将相路、葡峰路、滨榆线，

考虑项目建设目标，选择葡峰路为项目终点利于发挥服

务功能。

综上，项目起终点确定为：起点位于 G307 国道与大
峪村村道交界处，与 G307 呈“T”型平交；终点位于马
峪乡西迎南风村中部，于将相路与葡峰路交叉口平交。

4.3.2  区域交通廊带方面分析
从现状道路交通空间廊带分布角度来看，受地形地

貌影响，项目所在区域道路交通呈支状布局，从G307国
道向西北山区方向共有两条主路，为滨榆线、葡峰路，

三条支路，为平泉村村道、通清泉山庄道路和大峪村村

道（本次拟改建道路）。滨榆线位于区域中部，葡峰路

位于区域西部，三条支路位于区域东部，可见区域东部

主路缺失，均为进村道路，等级不高，服务能力有限。

从现状道路交通服务水平来看，滨榆线为国道，道路等

级较高，通达性好；葡峰路近期按照旅游公路刚完成改

扩建，路面质量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强；因此，从区域

道路交通体系构建角度，本次改扩建道路应该选址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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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东部。

4.3.3  具体选线路径分析
从区域地形地貌和生态保护红线分布情况来看，为

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同时本着节约集

约利用土地的原则，拟建道路最佳方案应该在现有道路

的基础上进行改建。而受丘陵地貌影响，平泉村道和通

清泉山庄道路均依山就势、沿山盘形建设，地形高差较

大，现状道路路基窄，加宽难度大，对其改扩建对生态

环境破坏也较大；大峪村村道位于大峪河河谷东侧，沿

山谷沟道展线，道路两侧空间相对较富裕，对其改扩建

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2]。另外，平泉村道和通清泉山庄道

路穿越生态保护红线长度为1.8km和1.5km，较大峪村村
道的1.093km长，影响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更广。因此，
利用大峪村村道改扩建方案与区域地形地貌特征和生态

保护红线分布契合度更好，对生态环境影响更小。

4.3.4  不可避让结论
综合来看，拟定的选址路径沿大峪村村道向北延伸

至与大峪河交界处向西折转，先后与通清泉山庄道路、

平泉村道、滨榆线、葡峰路相接，不仅填补了区域东西

向道路的缺口，联通了区域南北向道路，实现了建立区

域环状路网体系的目标，还扩大了森林防火通道的连通

性和覆盖面，增加了旅游道路的连通性，整体服务性更

好。因此，从交通网络体系构建、区域地形地貌和改扩

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角度来看，项目拟定的选址路径是

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的最佳路径。

图1 项目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图

5 项目建设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及减缓措施

5.1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项目建设将在施工及运营阶段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

影响。施工期主要影响包括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生物

多样性减少，以及大气、水和声环境的污染。运营期主

要影响包括汽车尾气排放、交通噪声和固体废弃物，对

大气、水和声环境造成潜在污染。

5.2  减缓措施
为减轻项目建设在施工及运营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将采取以下减缓措施：在施工期间，实施水土保持

方案，包括设置坡面保护和排水系统以减少水土流失；

采用覆盖和定期洒水措施以控制扬尘；实施临时绿化和

植被恢复计划，以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运营期

间，沿路设置绿化带以吸收尾气排放中的污染物；实施

交通噪声监控和限速措施以降低噪声污染；

6 结语

对于线性基础设施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

动论证类项目，除上述论证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工

作。深入透彻地领会相关政策法规与文件要求，精准把

握规划、发展改革等部门所关切的重点事项以及审批标

准。严格依循既定程序，及时获取经合法公示的当地生

态保护红线图。编制报告时，论据的选取务必遵循法律

法规，做到充分详实、确凿可靠且逻辑严谨，进而为行

业行政主管部门呈交极具说服力、可供审查参考的优质

报告。

在生态保护红线论证项目推进过程中，建设方于征

求各部门意见环节，有必要制定统一的数据及文件标

准。通过此举，保证所有部门所提交附件的数据精准

性、内容完整性以及版本统一性，为项目信息的精确传

递、高效沟通及审批流程的顺畅推进奠定坚实基础，从

而有效提升整个项目的运作效率与质量把控水平，确保

项目能够在符合规范与要求的轨道上稳健前行。

参考文献

[1]张臻,曹春霞,何波.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语境下
“双评价”研究进展与趋势[J].规划师.2020,(5)

[2]王权典.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理念及实践路径探
讨[J].学术论坛.2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