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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宁夏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

分析评价典型案例的函

自然资源部调查监测司：

按照《关于征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分析评价典型案例的

函》文件要求，宁夏结合调查监测数据分析评价工作实际，加强

分析成果的凝练，总结深化调查监测数据分析评价、赋能自然资

源管理决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做法，形

成了分析评价案例材料，现予以报送。

附件：1．宁夏新能源产业发展用地空间潜力分析案例

2．宁夏生态资源本底调查分析评价案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2024 年 8 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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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宁夏新能源产业发展用地空间潜力分析案例

一、工作背景

（一）工作需求。新能源产业发展是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重

大战略，开展光伏新能源产业用地潜力分析是科学选定光伏基地

的重要措施。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

业”的安排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关于“要共同研

究，深入挖潜，再梳理符合条件的林地和草地支持新能源产业发

展”的指示要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自治区发改委、林草局

开展全区光伏和风电产业用地空间分析。

（二）预期目标。以国土“三调”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为统一底版，全面梳理我区以沙地、裸土地为主的沙漠、戈壁、

荒漠化土地中可用于新建光伏项目的用地潜力，结合实景三维模

型，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条件、国土空间用途管控政策等因素，按

照光伏大基地规模建设要求，科学测算光伏大基地选址潜力空间，

为打造全国最大“沙戈荒”光伏和风电产业基地提供基础数据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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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的难点堵点。宁夏土地资源中耕地、林地和草地

占比高，未开发利用土地面积少，以自治区全域国土空间为底数，

扣除国家政策规定不允许占用空间、已经占用使用空间及各领域

发展需求空间，可供开发光伏和风电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张。

各市、县（区）自己谋划的项目、碎片化用地、季节性泄洪沟等

特殊地貌情况，还需要实地复核，才能测算更加精准的结果。

二、主要做法

（一）思路目标

以国土“三调”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按照“梳

理用地政策、扣减限制因素、确定可用地类、落实潜力空间”的

思路，依据国家“沙戈荒”大型光伏基地和光伏、风电项目用地

政策，统筹扣除不允许占用空间及各领域发展需求空间，全面梳

理可用于光伏、风电项目建设的地类，充分考虑项目选址自然地

理条件，分析测算出全区光伏和风电项目建设可用空间。

（二）具体做法

2022 年，按照自治区光伏基地建设项目工作会要求，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开展全区开展光伏新能源产业用地潜力分析。2024

年，按照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指示要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在 2022 年做法基础上，再次开展全区光伏和风电产业用地空间分

析。

1．分析梳理用地限制性因素。以自治区全域国土空间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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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考虑国家政策要求、现状用地情况、建设适宜性等，确定光

伏、风电项目建设 3 个方面、36 类用地限制性因素分别进行分析。

一是国家政策规定不得占用土地。包括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

态保护红线、耕地后备资源、风景名胜区、工业园区控制范围等

11 类。二是已经占用使用土地。包括已批建设用地、露天矿开

采区块、现状特色产业用地等 6 类。三是已经明确规划用途土地。

重大基础设施、造林绿化空间、城镇开发边界、市县国土空间规

划确定的用地等，以及葡萄酒产业规划、矿产资源规划等 19 类。

2．全方位分析确定可用地类。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支持光伏发电

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我区灌木林地、天然牧

草地、人工牧草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其他草地、盐

碱地 8 种地类可用于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关于宁夏腾格里沙漠东南部新能源基地实施方案的复函要求

“严禁占用耕地、林地、牧草地”，据此，我区布局国家大型光伏

基地可用地类为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其他草地、盐碱地

5 种地类。

3．综合分析项目选址要求。按照光伏大基地选址要求，综

合考虑集约用地及并网条件等，将 1500 亩（50MW 集中式光伏项

目用地）作为光伏发电项目最小用地规模，扣减集中连片面积小

于 1500 亩的土地。充分考虑冲沟、背阴面、坡度等自然条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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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建设光伏新能源的限制因素。分析确定了不适宜建设风电项

目用地情形，包括 140 米高空风速小于 5 米/秒的区域面积。

4．全方位分析测算潜力空间。坚持集中开发为主，重点依

托沙漠、戈壁、荒漠等建设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依托省厅“1+4”

数据中心和搭建的 28 类数据统计分析模型，实现光伏、风电项

目可用空间全部落图。考虑光伏、风电项目选址中涉及的资源禀

赋要求、经济效益、电网接入输出条件等因素，应用实景三维技

术，在三维立体模型中直观模拟未来项目布局，实现测算结果的

精准性、科学性。

三、应用成效

（一）2022 年分析成果得到自治区主要领导充分肯定，在宁

夏日报、宁夏新闻网、新华网等媒体多次报道，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二）依据分析成果，大大缩短了自治区光伏大基地选址时

间。2024 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腾格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中卫电

厂 4×660 兆瓦扩建工程顺利完成主厂房第一方混凝土浇筑，标志

着全国最大“沙戈荒”风电光伏大基地调峰电源点建设取得实质

进展。宁夏腾格里“沙戈荒”风电光伏大基地新能源项目总规模

1300 万千瓦，其中风电 400 万千瓦、光伏 900 万千瓦，并配套调

峰煤电 464 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将为“宁电入湘”工程提供稳定

电力和电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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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据分析成果，自治区按照“集中布局和分散开发并

举”的原则，通过整合沿黄地区和中部干旱带土地资源，科学规

划布局全区 9 大百万千瓦光伏基地，确定在沙坡头区、红寺堡区、

中宁县、盐池县、灵武市、利通区、同心县、青铜峡市建设一批

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

（四）2024 年全面分析测算出全区光伏项目建设可用空间，

分析成果为后续新能源产业规模发展、风光混合发展、电网接入

输出等选择提供空间位置，为推动项目建设和时序布局提供强有

力的服务支撑。

四、创新点

（一）分析理论具有实践性。分析测算以土地稀缺性、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为理论基础，坚持集中布局和分散

开发并举的原则，遵循“向立体要空间、以集聚提效益”的理念，

全面梳理全区光伏用地开发可用地类，并通过添加政策限制因素

和自然条件限制因素，综合确定新能源项目用地潜力空间，分析

测算结果同时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应用上的可操作性。

（二）分析方法具有前瞻性。分析测算过程中，在以往同类

用地主要考虑自然环境等限制因素的基础上，首次全方位分析国

家政策要求、现状用地情况、建设适宜性等，确定新能源项目建

设 3 个方面、36 类用地限制性因素，全面梳理全区可用于光伏、

风电项目建设的地类，充分考虑项目选址自然地理条件，综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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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全区新能源项目用地潜力空间。

（三）分析结果具有精准性。分析测算依托省厅“1+4”数

据中心和搭建 28 类数据的统计分析模型，实现新能源项目可用

空间全部落图。考虑新能源项目选址中涉及的资源禀赋要求、经

济效益、施工难度和电网接入输出条件等因素，应用实景三维技

术，在三维立体模型中直观模拟未来项目的布局，实现测算结果

的精准性、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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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宁夏生态资源本底调查分析评价案例

一、工作背景

（一）工作需求。开展宁夏生态资源本底调查，是深入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

程建设座谈会和视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的政治要求，是

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第十三届五次全会部署要求、支撑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维

护西北乃至国家生态安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新宁夏

必然要求，是制定生态保护修复考核评估制度体系、提升调查监

测评价对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支撑的现实要求。

（二）预期目标。全面查清我区生态资源本底状况，形成体

现宁夏特色的生态资源本底调查方案、数据库、技术规程和分析

评价报告。为科学评估全区生态资源现状、受损及修复状况，为

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提供有力支

撑，为推动美丽新宁夏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

（三）存在的难点堵点。一是生态资源本底调查是新时代自

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全新领域，构建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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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合理性、实效性还需在工作实践中

进一步检验。二是宁夏地貌类型多样、各地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

评价指标的量取需要综合考虑各地的发展阶段、功能定位、资源

禀赋等，尺度不好把握。

二、主要做法

（一）思路目标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遵循自然生态

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及其内在规律。以2023年年度国

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衔接宁夏森林草原湿地综合监测、荒漠

化和沙化监测、水资源调查等成果，采用以数据收集及内业整合

处理为主、外业补充调查为辅的方式，全面查清查准宁夏生态资

源家底，完善全区生态资源受损类型、面积、范围及受损程度数

据信息，建立生态资源本底数据库及生态资源受损状况调查数据

子库，构建科学合理的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估全区生态资

源状况。

（二）具体做法

1．收集整理调查数据。制定专项调查数据需求清单，组织

协调自治区林草局、水利厅、生态环境厅、气象局等部门共收集

到 42 类、3.5T 数据，并完成统一数据坐标、统一数据格式等工

作，形成宁夏生态资源本底调查和生态受损区专项调查数据清单。

按照生态资源要素特点，初步确定生态基底层、资源层、受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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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层、生境层的立体分层分类生态本底数据库架构，并结

合各类数据标准、数据现状形成了《宁夏生态资源本底数据库标

准（初稿）》。

2．构建生态资源分类体系。在广义生态空间框架下，从农

田、森林、草原、湿地、水域、荒漠、城镇生态系统角度出发，

参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行业管理现状及相关学术研究

关于生态资源的分类理念，对相关分类进行了归纳、拓展和创新，

基于宁夏地理格局、功能定位、区位优势等特点，构建以自然资

源为基础的生态资源分类体系。

3．实施试点验证工作。以贺兰县为试点，采用内业数据分

析，外业实地调研方式，对贺兰县沙化严重、土地盐渍化、矿山

开采等区域进行实地核实，验证《方案》中的技术路线。首先对

收集的数据进行补充调查、对数据进行梳理，剔除一些类型一致、

数据可靠性较差的数据，对特殊区域生态类型进行实地对比分析，

为验证做足准备工作。其次，根据收集数据的可用性，采取和建

立指标计算模型和算法，探索方法的可行性、反映生态状况的针

对性，对指标体系的选取、预期计算结果进行验证。对生态状况

分析评价全流程进行试验证，摸索各环节内容并行推进的可行性。

最后，探索多类型格式数据标准化处理流程、多源数据的融合及

存储方法，初步形成宁夏生态资源数据库标准。截至目前，已完

成所有 56 个指标的计算及分析，初步形成《贺兰县生态资源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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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分析评价报告》。

4．开展生态资源状况本底调查。一是开展生态资源现状调

查。根据全区生态资源分类成果，对农田、森林、草原、水域、

湿地、荒漠、城镇等生态资源范围内生态资源的数量、质量、保

护修复等基本情况开展调查，掌握全区生态资源本底状况。二是

开展生态资源受损调查。基于全区生态资源分类成果，以已有成

果整理为主、遥感技术与外业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查清查准全区

土壤污染、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及沙化、矿山开采及历史遗留

矿山的面积、程度及空间分布等情况。三是开展生态资源胁迫调

查。以全区生态资源分类成果为基础，结合宁夏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宁夏统计年鉴等数据，应用 ArcGIS

等软件，以内业统计为主，调查国土开发强度、放牧压力、极端

气候、地质灾害、化肥使用量、单位 GDP 消耗新增建设用地等胁

迫因素。

5．开展生态资源本底分析评价。一是调查指标统计分析。

在生态资源本底调查的基础上，以行政区为单元，针对全区及22

生态分区的各类生态资源的数量、质量、空间分布等情况展开分

析，探究生态资源的现状特征。二是生态资源状况综合评价。按

照分区分类、“基础指标+特色指标”相结合的指标构建原则，

以宁夏行政区（县区）、“一河三山”、生态分区为评价尺度，

从生态资源数量、质量、景观格局、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修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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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构建宁夏生态资源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生态资源状

况综合评价。

宁夏生态资源本底调查技术路线图

三、应用成效

（一）服务自治区党委、政府宏观决策。基于调查成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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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全区生态资源变化情况及发展趋势，为分析全区生态资源与社

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关系提供数据支撑，服务自治区党委、

政府重点工作，助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基于调查成果，可从生态资

源用地的增减、生态系统服务的升降等方面对水土流失治理、矿

山修复、退耕还林还草、沙化治理、国土综合整治等生态修复项

目成效进行评估；基于生态资源受损区识别与评价结果，可为后

续生态修复、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提供目标靶向，并为修复顺序

、修复方法确定提供依据；同时，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生态用地

进行监测，实现与国土空间规划等业务系统无缝对接、实时调用

，为全区自然资源日常管理工作提供服务支撑。

（三）服务社会公众需求。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

依法按程序及时公开宁夏生态资源本底调查和生态受损状况调查

成果，力争以统计公报的形式定期公布。同时，依托天地图、宁

夏平台，将经过脱密处理后的成果向全社会开放，推进生态资源

调查成果数据在线服务。

四、创新点

（一）建立生态资源的综合分类体系。从自然资源生态系统

角度出发，考虑宁夏不同区域的气候特点、生态功能定位及地理

格局，以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为基础，综合林草湿类型，将国土调

查成果进行细化，将生态资源分为农田、森林、草原、湿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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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荒漠、城镇7个一级生态资源分类，38个二级生态资源分类

。构建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数据的生态资源分类、转换的流程、方

法和标准。

（二）量化评价指标。通过借鉴生态环境、发改委等行业管

理部门及学术研究中关于生态资源评价的各种分析模型，基于宁

夏特点及调查数据，从体现自然资源的生态属性角度出发，构建

了涵盖生态资源数量、质量、服务、景观格局、受损、保护修复

为一体的生态资源状况评价模型。

（三）构建了多类型数据库。采取混合存储策略，综合运用

空间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空间扩展）、NoSQL数据库和分布式

文件系统的优势特征实现生态资源矢量、影像、地形、表格等结

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一体化存储，解决单一的物理

存储形式无法满足多元、多特征生态资源存储需求，为每一类数

据适配最优的物理存储形式。

（四）数据具备可持续更新。以2023年为时点建立生态资源

本底数据库后，依托年度变更调查、日常调查监测及各类专项调

查，对生态本底数据可年度更新，数据更新采用增量更新为主，

全库更新为辅相合的更新方式进行，实现与年度变更调查工作的

同步更新。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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