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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

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为聂荣县级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全部国土空间，共计

8990平方公里，包括县域及中心城区两个层次，并结合需要对唐

古拉山以北代管区提出相关指引。

规划基期年2020年，近期目标年2025年，远期目标年2035年，

远景展望至2050年。

规划总则

聂荣县生态修复规划范围图



规划目标

2025年目标

2035年目标

至2025年，通过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河湖湿地保

护、生态岸线恢复、水土流失治理、生态廊道修复等生

态保护与修复措施，保证生态保护红线占国土面积比例

不降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体系初步建设完成，助力国

家生态文明示范县建设。

到2035年，生态修复面积持续增加，草原退化现象

全面遏制，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地生

境、国省重点保护物种及特有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其他

各项指标严格按照下达指标完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体

系建设完成。



生态修复格局

构建“一屏、五廊、多区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

一     屏：唐古拉山生态屏障。

五     廊：沿下秋曲、本曲、次曲等河流、湿地构建五条主

次分明、南北相连的网状生态廊道。

多区多点：4大生态修复分区、7大修复重点区域及水源地

等重要生态节点。

聂荣县生态修复总体布局图



生态修复分区

生物多样性维护与水涵养生态
修复区

水土保持与土地沙化生态修复
区

生物多样性与水土保持生态修
复区

中心城市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
生态修复区

以保护恢复为主，推进休牧还草，
提高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珍稀濒危物种，保
持自然环境的本底状态。

生态保护和修复相结合，开展退
化草地修复、工程迹地修复、草地质
量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
治理等工程。

重点开展土地综合整治与污染修复
工程、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工程、水土
流失防治工程、草地质量提升工程、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等。

重点继续推进城镇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持续改善城市水环境、大
气环境等。



生态修复重点区域

1、退化草地治理重点区 2、湿地修复重点区

3、水系综合治理重点区 4、水土流失防治重点区

以保育保护和自然恢复策略为主，
结合围栏禁牧、人工补种等辅助修复策
略，加强草地保护、鼠虫害防治，恢复
草地植被。

以湿地保育保护策略为主，结合禁
牧、人工补种等辅助修复策略，加强湿
地保护，强化湿地生态功能。

统筹兼顾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
充分发挥水资源综合效益，保障用水安
全和生态安全，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完整性。

重点实施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提升
区域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能力，采用人
工播草种等辅助修复策略，提高地表植
被覆盖度，防治水土流失加剧。

5、土地沙化治理重点区 6、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区

7、冰川及永久积雪线保护重点区

采用生态重塑策略，通过围栏禁牧、
种草等方式提高地表植被覆盖，实施土
地沙化治理工程。

重点对生态保护红线内及道路两侧
工程迹地进行生态修复，针对不同迹地
情况，因地制宜实施修复策略，提升生
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和生态功能。

实施封禁保护，以科学监测和灾害预警为主，
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减少水土流失。



生态修复工程布局

01草地生态保
护工程

02湿地保护与
修复工程

03唐古拉江源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

04水生态环境
质量提升工程

05荒漠化治理
工程

• 落实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市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重
点工程，结合聂荣县自然条件和各部门“十四五”规划等其他
规划，充分吸纳各个专题研究、专项规划的重点工程，结合生
态修复重点区域部署10大工程。

10生态修复支
撑体系建设工程

06水土流失防
治工程

07地质灾害防
治工程

08工程迹地综
合治理工程

09积雪与冰川
保护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