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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位于浙江洞头小门岛西侧盐场外侧滩涂

上，本工程北接湾区，西临温州湾，工程建成后主要用于发展石油化工产业。

本工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围垦海涂增加陆域面积，并提高已建围区盐场的防洪

能力，为石化基地的起步区提供建设用地。 

本项目符合《温州市石油化工产业基地总体布局规划》和《温州市滩涂围

垦总体规划》，它的建设有着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06年 06月，温州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温发改审〔2006〕58 号《关于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

涂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对项目建议书作出批复；2006年 12月，温州市发

展改革委员会以“温发改审〔2006〕162号《关于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对可研作出批复。 

2006年 11月，由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制的《温州石化基地小门

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通过原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和原温州市环境

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分别为（温海渔〔2006〕65号）和（温环建〔2006〕141

号）。 

2007 年 5 月，初步设计单位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在根据技术咨询意

见、主管部门审查意见修改完成《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初步设计

报告（报批稿）》，2007 年 7 月，温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以《关于温州石化基

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温发改基综〔2007〕274号）批

复了本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由于 2010年编制的《洞头县大门镇排涝规划》中，

小门西片围区的排涝布置与原初步设计相比有调整，另根据项目开发需要和实

际条件要求对西侧促淤区进行回填，2012 年 6 月建设单位委托浙江省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院编制完成《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初步设计（围区水利

工程）调整补充报告》（报批稿），2012年 7 月，温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以《关

于调整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温发改审设计

〔2012〕65号）对调整报告作出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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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海堤、水闸、围区回填、河道、护岸等。本工程等别

为 III 等。海堤、水闸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3 级，围区道路、河道等次要建筑

物为 4级。围堰、施工道路等临时建筑物为 5级。 

工程概算总投资 45092.3 万元。项目于 2010 年 6 月正式开工，2016 年 10

月完工，总建设工期为 76个月。 

本工程建设单位为温州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前期为温州市瓯江口

开发建设总指挥部，后变更为温州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监理单位为浙江华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一标）、

浙江东洲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二标），施工单位为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为保证生态影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调查的工作质量，加强和规范生态影响建设项目的“三同时”检查工

作，为“三同时”跟踪检查与管理提供技术支持，温州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委托浙江万容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

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多次对

现场进行了现场踏勘、调查和资料收集，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生态影响类》等文件要求编制完成了《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

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同时，为提高验收的有效性，在提出验收意

见的过程中，温州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采取现场

检查、资料查阅、召开验收会议等方式开展验收工作。验收工作组由设计单位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机构（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

验收监测（调查）报告编制机构（浙江万容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代

表以及专业技术专家（见附件）组成，评审通过后的调查报告将作为工程环保

设施竣工验收并提请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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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2）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3）环发[2000]38号《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 

（5）《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效果评估技术指南（试行）》

（环保环评函〔2018〕259号） 

（6）《关于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温发

改审〔2006〕58号） 

（7）《关于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温

发改审〔2006〕162号） 

（8）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 

（9）《关于对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

见》（温海渔〔2006〕65号） 

（10）《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

（温环建〔2006〕141号）； 

（11）《关于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温

发改基综〔2007〕274号） 

（12）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初

步设计（围区水利工程）调整补充报告》（报批稿） 

（13）《关于调整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温

发改审设计〔2012〕65号） 

（14）浙江万容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温州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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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业务合同； 

（15）浙江万容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方案》； 

（16）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

工程施工总结》； 

（17）浙江华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监

理工作总结》 

（18）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

程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报告》 

（20）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

程竣工海域使用验收测量报告》 

1.2 调查目的及原则 

1.2.1 调查目的 

（1）通过现场踏勘和资料查阅，评价项目工程建设内容批建符合性。 

（2）通过现场调查、资料查阅和公众调查，评价分析工程结束后的生态恢

复情况，以及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对工程周围环境和生态所造成的影响。 

（3）检查该项目环评提出的环保措施及批复意见的落实情况，检查项目环

境管理情况，提出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1.2.2 调查原则 

本次环境影响调查坚持以下原则： 

（1）认真贯彻国家与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坚持以我国

环保法律、法规为依据的原则，认真贯彻我国环保“三同时”制度。 

（2）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原则。 

（3）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调查过程中力求客观、公正、科学、求

实。 

（4）坚持充分利用已有资料与实地踏勘、现场调研、现状监测相结合的原

则。 

（5）坚持对工程前期、施工期、运营期环境影响进行全过程分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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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调查时突出重点，同时兼顾一般情况，做到有点有面，重点突出的原

则。 

1.3 调查方法 

（1）原则上采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

（HJ/T394—2007）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征

求意见稿）》中的要求执行，并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有关方法。 

（2）环境影响分析采用资料调研、现场调查和现状监测相结合的方法。 

（3）现状调查采用“以点为主、点面结合、反馈全面”的方法。 

（4）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分析采用改进已有措施与提出补救措施相结合的

方法。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的工作程序见图 1.3-1。 

1.4 调查范围和验收标准 

1.4.1 验收调查范围 

原则上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范围一致；当工程实际建设内容发生变更或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能全面反映出工程建设的实际生态影响和其它环境影响

时，根据工程实际的变动情况以及环境影响的实际情况，结合现场踏勘情况对

调查范围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本项目的调查范围为工程围涂区及附近受影响的区域，调查重点如下。 

（1）社会环境：对工程建设和受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2）水环境：围涂区内海水养殖及对河道和附近海域水质的影响情况，施

工期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和达标排放情况。 

（3）大气环境：施工期扬尘、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4）声环境：施工噪声、声环境质量现状。 

（5）生态环境：工程建设区、影响区及取弃土的生态修复情况，滩涂潮间

带生物等重要湿地的保护情况等。 

1.4.2 验收调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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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所采用的环境标准

进行验收，对已修订新颁布的环境标准则采取新标准进行校核。 

1.4.2.1验收调查工作程序 

图 1.3-1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程序 

1.4.2.2环境质量标准 

（1）海水水质：根据《浙江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调整）》，项目所



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8 

在地水环境执行《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中的第四类标准，相关标准

值见表 1.4-1。 

表 1.4-1《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单位：除 pH 为无量纲外，其余均为

mg/L 

评价项目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pH值 7.8～8.5 6.8～8.8 

悬浮物质 人为增加的量≤10 人为增加的量≤100 人为增加的量≤150 

溶解氧> 6 5 4 3 

化学需氧量≤ 2 3 4 5 

活性磷酸盐(以 P

计)≤ 
0.015 0.030 0.045 

无机氮（以 N计)≤ 0.20 0.30 0.40 0.50 

石油类≤ 0.05 0.30 0.50 

铜≤ 0.005 0.010 0.050 

铅≤ 0.001 0.005 0.010 0.050 

锌≤ 0.020 0.050 0.10 0.50 

镉≤ 0.001 0.005 0.010 

总铬≤ 0.05 0.10 0.20 0.50 

汞≤ 
0.0000

5 
0.0002 0.0005 

砷≤ 0.020 0.030 0.050 

（2）沉积物：项目所在海域沉积物质量标准执行《海洋沉积物质量》

（GB18668-2002）第三类标准，具体见表 1.4-2。 

表 1.4-2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评价项目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有机碳(×10-2
)≤ 2.0 3.0 4.0 

硫化物(×10-6)
≤ 300.0 500.0 600.0 

石油类（×10-6
）≤ 500.0 1000.0 1500.0 

镉(×10-6
)≤ 0.50 1.50 5.00 

铅(×10-6
)≤ 60.0 130.0 250.0 

锌(×10-6
)≤ 150.0 350.0 600.0 

铜(×10-6
)≤ 35.0 100.0 200.0 

汞(×10-6
)≤ 0.20 0.50 1.00 

砷(×10-6
)≤ 20.0 65.0 93.0 

铬(×10-6
)≤ 80.0 150.0 270.0 

（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根据《洞头区环境功能区划》，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水环境质量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结合环保主管部门意见，本项目

区域水环境质量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 类标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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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见下表。 

 

表 1.4-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单位：除 pH外为 mg/L 

参数 PH 高锰酸盐指数 DO 氨氮 TP 石油类 BOD5 

Ⅲ类水质 6~9 ≤6 ≥5 ≤1.0 ≤0.2 ≤0.05 ≤4.0 

（3）空气质量标准：根据《洞头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方案》（2018.1），

本项目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表 1.4-4项目涉及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 

标准限值 

单位 引用标准 
年均值 24小时均值 

1小时平均或一

次值 

SO2 60 150 500 

ug/m
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NO2 40 80 200 

PM10 70 150 / 

PM2.5 35 75 / 

CO / 4000 10000 

O3 / / 200 

（4）声环境标准：根据《洞头区声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8.1），项目

所在区域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相应标准。相应

标准值详见表 1.4-5。 

表 1.4-5环境噪声评价标准 

类别 适用区域 
标准值（LAeqdB） 

昼间 夜间 

1 
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域，乡村居住环境可参照执

行 
55 45 

2 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 60 50 

3 工业区 65 55 

4 交通干线两侧穿越城区的内河航道两侧 70 55 

1.5 调查重点 

（1）核查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情况。 

（2）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基本情况及变更情况。 

（3）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4）环保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5）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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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审批文件中提出的主要环境影响。 

（7）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审批文件中提出的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 

（8）工程施工期和运营期实际存在的环境问题以及公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

题。 

（9）验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污染因子达标情况的预测结果。 

（10）工程环保投资情况。 

1.6 环境影响报告书回顾及批复意见 

1.6.1 环境影响主要评价结论 

（1）水文动力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①大、小门岛岛际围垦工程使沙头水道涨潮时水道两端流速增加，中间段

减小，落潮时水道流速普遍增加；小门水道涨落潮水流流速增加；围垦工程对

沙头水道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流速变化量值上看并不大，流速减小

0.02m/s~0.04m/s,减小幅度 2.9%~5.8%,泥沙淤积厚度在 4.12cm/a以内。沙头水

道会维持其存在。 

②大、小门岛岛际围垦工程实施后，小门岛油码头流速呈增加趋势，从泥

沙淤积角度考虑，流速增加对该码头有积极影响，即泥沙淤积只会减轻，不会

增加。 

（2）海洋水质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施工期：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废水以及围涂填海过程中扰动水

体和水土流失等对周边海洋水质环境影响，这些影响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只要

建设和施工单位切实落实好施工期的污、废水治理和水土保持方案，则本项目

施工期对周边海洋水质环境的影响不大。 

营运期：在本围涂工程内未建规划中的化工及其他企业之前，围区内仅有

排涝闸间歇式的开闸与周边海域进行换水时，才有水排出，围区内外的水质大

致相当，换水时对周边海域的水质和海洋生物环境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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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生物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施工期：主要是施工期间的搅动引起周边海域悬浮物浓度的增加，从而影

响海洋生物的生长和繁殖，但是这些影响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只要建设和施工

单位切实落实防止泥浆流入海水的措施和水土保持方案，则本项目施工期对周

边海洋生物环境的影响不大。 

营运期：工程实施后，周边海域沉积环境的改变、冲淤变化、地形地貌变

化等均将在短时间内影响附近海域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从而影响其生态结构，

但是随着冲淤平衡的变化到稳定，其周边海域生态结构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趋

势逐步得以修复并趋于稳定，总体来说，项目的实施对周边海域海洋生物多样

性和生物物种类变化的影响不大。但是，待围区内的海域全部回填为陆地作为

温州石化基地起步区的建设用地后，其围区内的所有海洋生物都将全部消亡。 

（4）对陆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施工期：本围涂工程在海堤施工和围填海过程中，将产生一定的悬浮泥沙，

悬浮泥沙将在一定范围内形成高浓度悬浮颗粒物，悬浮颗粒物将直接对海洋生

物的鱼卵、稚、仔鱼和幼体造成伤害。根据估算，本围涂工程围填区及其周围

海域鱼卵、仔鱼和游泳性渔业资源分别受损为 9.02*106 粒、2.01*106 尾和 23

万尾，渔业资源的损失量约为 26t。根据调查，围填区附近海域不是主要渔业资

源的产卵场，也不是鱼类的主要涸游通道，因此，施工作业对产卵场生态环境

和涸游性渔业资源影响均不大。但应尽量选择避开经济动物的产卵期和繁育期

（4~6月）进行围涂工程建设。此外，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和油污对渔业资源和生

态环境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鱼卵、仔鱼、幼体和定居性种类、贝藻

类影响较大。 

营运期：本围涂工程的实施对渔业资源的现状会构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项目实施后，滩涂面积将会减少，其资源量也会相应减少，围涂工程中回填、

沟渠、海堤等修建会直接造成涂面生物量的损失。围堤后最终将改变原有的海

洋自然属性，变自然涂面生态环境为陆地环境，造成围涂海域内原有生物的消

亡。 

（5）渔业生产影响分析结论 



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12 

施工期：根据现场调查，本围涂工程围区内及附近海域均没有养殖生产，

只有零星的几个串网作业，而且均为季节性生产，每年的捕获量仅为 1吨左右。

因此，本工程施工期对海洋捕捞的影响不大。此外，在小门岛和大门岛之间，

靠近小门岛东南面有深水网箱养殖，本围涂工程围填海过程中对深水网箱养殖

的影响主要是悬浮物的扩散，而根据现场调查，深水网箱养殖区与本围填海工

程之间有小门岛陆域相隔，直线距离约 1.2km，海域距离约 5km，距离较远，因

此，本围涂工程围填海过程中悬浮物扩散不会影响到该深水网箱养殖。 

营运期：本围涂工程基本上属于滨海滩涂地围垦，在工程实施以及竣工后

对外围水域的渔业生产基本不会构成影响，仅对低潮区进行零星串网捕鱼作业

的个别渔民有影响。项目建成后，围涂工程外围海域将增加大型航行船只的来

往次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部分定置和流动作业的生产，并且捕捞生产的不安

全隐患增大。运营期如在渔船作业渔场发生溢油事故，会对捕捞生产产生一定

的影响，主要是迫使捕捞渔船转移渔场或增加捕捞成本，且会导致附近捕捞的

渔获物不能食用或质量下降，影响捕捞收入。 

（6）海洋赤潮影响分析结论 

本围涂工程建成后，主要发展的是化工产业，其工业废水中有机污染物的

排海势必会增加该海域赤潮发生的频率，因此，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围涂工程建

成后发展的化工企业加强工业废水的管理，做到总量控制和达标排放，以将工

业生产排放的废水所造成的海域污染降至最低限度。 

（7）交通航运影响分析结论 

对交通航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材料运输高峰期间如果调度不当，因为车

船数量剧增而造成堵车塞港（航道），为此必须根据施工计划及进度，合理调

度车船。 

对道路的影响还可能出现在运输土、砂、石的汽车，由于装载超重或振动

颠簸使砂土碎石撒落于地，一方面产生扬尘，另一方面也极易损坏道路。应该

加强装车管理，如有撒落，应及时派人清扫。 

（8）水土保持和景观恢复影响分析结论 

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必须加强现场管理，监理单位应加强监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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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征地范围以外地区植被的破坏。 

围区在工程施工期，大规模的土石填方应安排在非汛期和晴天施工，下雨

前应做好施工面的保护和排水引流，以防止更多的水土流失。在闭气土平台上

进行草皮绿化。围区临时施工设施应拆除，重新疏松被压实的土壤，平整后种

植常绿灌水或针叶树和播撒草籽。对临时设施防治区进行绿化种草等进行防治。 

（9）环境风险影响分析结论 

本围涂工程可能存在的主要环境风险为台风引起的环境风险，因此，工程

建设、设计及管理单位应极其重视对当地有可能出现的台风灾害的防范，制定

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发生溃堤时的应急预案，以抵御和降低台风灾害可能带

来的危害。 

（10）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分析结论 

只要切实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防治对策和措施，本围涂工程的实施对小

门岛油码头、大门镇盐场及中油沥青厂等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均不大。 

1.6.3 主要环境保护对策 

①水环境 

a、施工期要注意文明施工，雨水应收集沉淀后才排放。 

b、海上抛石筑堤和桩基作业时产生的泥浆水应进行沉淀处理，经沉淀处理

后，其上清液可以排放，而沉淀的淤泥需在施工场地设一定面积的淤泥干化场

地，经干化后淤泥作为本项目填海工程的土方。 

c、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不得随意排放，建议设置临时的生活设施，临时食

堂的厨房废水设简易的隔油池。 

d、临时厕所设置化粪池，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应经化粪池处理和一体

化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e、对于分散在船上的生活污水，由于施工船只用量少、吨位小，而且施 

工较为分散，难以收集，一般直接排入海中。 

f、施工作业期应加强对作业船舶机舱油污水的管理，要求设置油水分离 

器，并将油污收集后统一处理。如果不能做到各船设置油水分离器，则可

在岸上设立集中油水处理装置。同时，应强化作业船舶的维修保养，以减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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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船只因跑、冒、滴、漏产生的油污。 

g、施工砂石料筛分、砕搅拌冲洗水进入沉淀池进行沉淀处理后，上清液回

用于冲洗。 

h、在回填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先围堰，构筑倒滤层，再回填土石方，尽量

减少回填过程对海域水质的影响范围。 

i、堤基软基处理及回填工程必须在低潮露滩后施工；用挖泥船进行海泥回

填筑堤，应尽量做到满舱不溢流，防止大量细小颗粒的粘泥撒入海里；不得将

有害物质作为海堤的填料。 

j、施工期间应尽量关闭围区排涝闸，减少围区内外的换水频率，以免影响

围区外海域水环境。 

k、施工时间应避免在雨季、台风或天文大潮等不利气象条件下进行，并尽

量缩短施工期对海水水质影响的时间。 

②施工期生态防治措施 

a、建议施工单位在主要施工场地周围建临时堤坝，防止泥浆流入海水中,

同时尽可能减少对海域底泥的搅动。 

b、减少闸口施工中基槽开挖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在闸口施工中，应对施工

作业面进行围堵，围堵半径应按施工要求不影响施工操作即可。 

c、闸口施工应尽量避开海洋生物产卵期，尽量缩短施工期，减少由于地基

清理施工过程对海域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以便让水生生物尽快恢复。 

d、石料场选择应以陆域生态保护及景观环境保护为主，对料场的开挖强度

要避开生态敏感地段，如植被密集区等。建议集中地段开挖，避免多点无序开

挖。 

e、对石料场开挖断面应尽量做到梯级开挖，即以山体的自然坡度，从下往

上一次进行，采用这种方式开挖可以减少水土流失量和利于植被恢复。 

f、对石料场周边的树木不能随意占用。 

g、石料场爆破时要按火工爆破规范进行，严格控制起爆量，减少因爆破声

波对附近海洋生物的影响。同时应采用目前先进的爆破技术措施，降低振动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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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为避免石料场造成过度的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应在工程开工前编报开

采计划。该计划应包括工程计划安排，各种排水、防护工程措施等。在工程扫

尾时，对石料场外缘被砍伐树木需进行复种，其覆盖率不低于原有水平。石料

场平整后，在坡脚进行绿化。对临时施工场地在工程结束后应予清理，恢复植

被。 

i、对渔业资源产生影响的水工作业，应避开 4~6月经济鱼虾蟹类的集中产

卵期。 

j、拟建项目施工将对局部海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危害，为修复生态，在

施工结束后，提供一定额度的生态补偿经费，由海洋与渔业部门专门用于增殖

放流、改善生态和保护渔业资源。 

k、为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在水工作业之前，除告知有关部门外，还应出具

通告或告示，说明水工作业时间、地点、范围、作业方式等，并在施工区周围

设立明显的标志。 

③施工期固废的处置 

施工期间施工人员活动过程产生的生活垃圾，以及施工过程中丢弃的包装

袋、废铁线、钢材、木料等生产垃圾，管理部门应妥善安排收集，生活垃圾送

城市环卫部门处理，生产垃圾尽可能回收利用，剩余部分与生活垃圾一起，送

环卫部门处理，严禁在海边堆放或抛海处理。 

④施工期其他环保措施 

a、施工招标阶段 

在工程招标文件中应有环保管理和环保措施的要求；投标文件应有环保设

施及能力的内容；在评标、议标中应对投标人的环保意识和施工期环保措施处

理能力及管理进行评议；在施工合同中应有相应的环保条款。 

b、施工建设阶段 

在全面开展工程质量监理的基础上，应开展施工期的环境监理，并开展创

建“绿色工地”活动，认真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和管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

对施工期的环境监督和检查。 

c、施工完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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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各工程进行验收时，应对各施工队伍的环境保护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按有关要求检查合格后，方可认为施工完成。 

⑤营运期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 

a、对工程所建的海堤要具有相当的安全性能，提高施工质量，保证海堤不

受风浪冲击的影响而发生决堤事故。 

b、建议当地海洋、环保、水产等有关管理部门加强协调，定期或不定期对

海域水质进行监测，从总体上采取对策，以保护海域的水环境质量。 

c、在围区内建设防护林带，可增加为围区内生态效果。 

⑥海域生态保护及补偿措施 

施工期：严格执行已确定的施工方式和方法，海堤堤型，地基处理，为了

处理好地基而安排科学的施工进度。为减少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将采取截、排

水沟等有效的工程防护措施进行防护。文明施工，不向海域乱扔建筑垃圾和生

活垃圾。生活污水不要随意排入海域。为削减施工队伍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拟在施工区设置警示牌，标明施工活动区。海堤施工尽可能避开鱼类繁殖的高

峰期(4~6月)。 

营运期：本工程实施后会对该海域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如

回填工程引起的对海域潮间带生物的影响、对渔业资源的影响，根据评估结果，

潮间带生物损失量约为 699t,以每吨 0.5 万元估算，潮间带生物经济损失约为

350万元；鱼卵、仔鱼和游泳性渔业资源分别受损为 9.02*106粒、2.01*106尾和

23万尾，按天然条件下鱼卵成活率为 0.1%,仔鱼成活率为 1.0%,游泳性渔业资源

成活率 100%,平均每尾长成 100g计算，则渔业资源的损失量约为 26t,以每吨 1.0

万元估算，渔业资源的经济损失为 26万元；合计经济损失约为 376万元。对于

这部分的损失，建议采取如下的生态补偿措施：建议业主单位在营运阶段落实

生态补偿措施，如：在春季购买当地育苗厂培育的虾苗和鱼苗等进行增殖放流，

为恢复本工程附近海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一些补偿，建议根据工程对生

态影响的损失估算，建设单位分三年实施增殖放流等生态补偿措施，每年费用

约为 125 万元。除了工程施工期对生态影响外，工程占用海域造成该区域内的

滩涂湿地资源永久的消失，由此带来的生态经济损失问题，建议由建设方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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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解决。本工程建设对海洋生物及周边渔业可能产生的不利

因素在近期主要是围涂工程的实施使大片的滩涂湿地改变成了陆地，使原有的

湿地浅海生态系统转变成了陆域生态，彻底改变了生境及其功能。为了使该区

域的生态不致于彻底恶化，应在围区内尽量增加绿化面积，保留一定范围的湿

地供水鸟栖息，待围堤外形成促淤后，再完成全部围涂工程的建设。要保护好

洞头列岛特别是鸟岛等岛屿遗留的滩涂资源及周围的生态环境，减轻污染，增

加植被，使水鸟有更多的栖息与取食场所。 

⑦社会环境保护措施 

a、合理组织和安排劳动力 

本项目在施工期间也可优先考虑安排本地区剩余劳动力，优先考虑使用当

地农村的机械运输设备。 

b、搞好施工期间社会治安工作 

项目施工期间将有大量的施工人员驻入，项目周边地区的社会治安将受到

一定程度的影响，为此，项目建设单位应积极配合当地的公安部门，采取各种

措施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c、搞好施工期间的卫生防疫工作 

鉴于施工现场民工较集中，为防止肠胃疾病及其它传染疾病的发生与流行，

应搞好卫生防疫工作，注意饮水、饮食卫生，密切关注可能的传染疾病发生，

一旦发现，立即采取隔离治疗措施。 

d、做好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划 

结合围涂工程的建设与实施，当地各级经济主管部门应及早做好发展第三

产业的规划工作，其规划内容可积极围绕围涂工程的发展，在围涂区外围及围

涂区内，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最大限度地解决当地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维护

当地经济的稳定发展。 

1.6.5 环评总结论 

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符合浙江省和温州市海洋功能区划、大

门镇总体规划、浙江省和温州市滩涂围垦总体规划、洞头县临港产业发展规划

和温州石油化工产业基地总体布局规划等相关规划。项目施工期、营运期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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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环境影响尚可承受，且无较大的环境影响风险问题。

在建设单位切实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切实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

及生态补偿措施的前提下，从海洋环境角度考虑项目建设可行。 

1.6.6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要点 

原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对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温海渔〔2006〕65 号）和原温州市环境保护局《温州

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温环建〔2006〕

141号）批复内容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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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项目概况 

2.1 自然环境概况 

2.1.1 地理位置 

洞头区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温州瓯江口外 50km的海面上。东临东海，南

与瑞安的北鹿、北龙诸岛相对，西靠瓯海的永强、灵昆，北与洞头区、玉环县

隔海相望。 

小门岛位于洞头区洞头列岛的西北部，南隔大门港与大门岛相邻，北与玉

环县隔海相望，东濒东海，西临温州湾与洞头区。 

本工程位于小门岛西北侧滩涂，南起小门岛仙田岗咀头，北至词堂浦头，

围区南北宽约 230m,东西长约 2400m,地理坐标约为北纬 27°59'59.29"、东经

121°3'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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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工程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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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地形、地貌、气象、水文 

2.1.2.1地质地貌 

参考区域周边在建项目场地地质勘查报告可知，场区地基土自上而下分层

描述如下： 

（1）地形地貌 

①杂填土 

杂色，以粘性土、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混杂而成，河床部位为淤泥，土

性呈湿～饱和，松散～稍密，中～高压缩性，不具备做持力层条件。 

②淤泥 

灰、青灰色，含少量粉细砂、腐植物碎屑、贝壳残片，土性呈流～软塑状，

高压缩性，高灵敏度，抗剪强度小，承载能力差，属典型的软弱地基土。 

③淤泥质粘土 

灰色，含少量粉细砂，土性呈流～软塑状，高压缩性，高灵敏度，抗剪强

度小，承载能力差。 

④粉质粘土 

浅灰色，颗粒级配一般，亚圆形，骨架颗粒含量约 50~60％，排列混乱，部

分接触，粒径一般 2~8cm，少量大于 20cm，夹粘性土或细砂小透镜体，填充物

为砂混粘性土，中~强风化状。 

⑤粘土 

灰、灰黄色，含铁锰质氧化物、少量粉细砂、腐植物碎屑，土性呈可～软

塑状，中～高压缩性，具有一定的抗剪强度及承载力。 

⑥粉质粘土 

浅灰色，颗粒级配一般，亚圆形，骨架颗粒含量约 50~60％，排列混乱，部

分接触，粒径一般 2～8cm，少量大于 20cm，夹粘性土或细砂小透镜体，填充物

为砂混粘性土，中～强风化状。 

⑦圆砾 

该层力学性质较好，压缩性较低，可作为荷载较大的桩基持力层。 

2.1.2.2气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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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区属亚热带海洋型气候，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气温年月差较小，

冬暖夏凉。据 1971年以来的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为 17.5℃，年平均降雨

量 1319.4mm，年平均总蒸发量 1538.3mm，年总日照 1932小时；多年平均降雨

量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到低呈明显的条带状分布，最大年降雨量为 1990年的

1822.7mm，最小年降雨量为 1971年的 647.9mm，降雨多集中在 3-6月和 8-9月。

每年 7-10月，是台风频繁影响的季节，台风及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是影响本县最

主要的灾害性气候。2005年 5号台风“海棠”在县境内的过程降雨量为 472.5mm，

24小时降雨量 372.2mm（7月 19日 12时至 20日 12时），1小时降雨量 76.3mm

（7月 20日 1时），均创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据洞头气象站实测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为 17.3℃，极端最高气温

35.7℃，极端最低气温－4.1℃；多年平均水汽压 17.9hPa，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80%，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1538.3mm（20cm蒸发皿观测值）；多年平均无霜期

329天；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1932.4小时；多年平均风速 5.3m/s，最大风速

38.0m/s，相应风向 SSW。 

2.1.2.3水文 

（1）水文地质条件 

工程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暖，受台风影响，雨量充沛，

年均降雨量 1225.2mm。根据地下水含水介质、赋存条件，可划分为浅部潜水及

基岩裂隙水。潜水主要分布于表层覆盖中，渗透性差、水量贫乏，受季节气候

及地表水影响，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和海水的入渗补给，陆域以蒸发与向低洼处

径流为主要排泄途径，迳流缓慢；海域长期接受地表水补给。基岩裂隙水含水

介质为晶屑玻屑熔结凝灰岩，因本区裂隙不很发育、连通性不好，故含水量相

对较小，根据出露区段以大气降水或海水入渗为主要补给来源，以向低洼处径

流为主要排泄途径。 

（2）潮汐特征 

本工程附近海区的潮汐，属正规半日潮。工程附近的潮位站主要有洞头和

坎门等站。洞头和坎门站潮汐特征值见表 3.2-1。根据工程位置地形、朝向等情

况分析，工程场址与洞头潮位站较相似，故选用洞头站为主要依据站。洞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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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最高潮位 4.55m（1994年 8月 21日。1985国家高程基准，下同），最低潮

位-3.49m（2004年 4月 6日），多年平均高潮位 2.31m，多年平均低潮位-1.80m，

多年平均潮位 0.25m；最大潮差 6.77m（1996年），最小潮差 1.13m（1987年），

平均潮差 4.09m；平均涨潮历时 6.17h，平均落潮历时 6.08h。 

表 2.1-1潮汐特征值统计成果表 

项目 洞头站 坎门站 

潮位 

（m） 

实测最高 4.55 5.34 

实测最低 -3.49 -3.66 

平均高 2.31 2.14 

其

中 

大潮平均高 3.13  

小潮平均高 1.38  

平均低 -1.80 -1.90 

其

中 

大潮平均低 -2.70  

小潮平均低 -.65  

平均 0.25 0.12 

潮差 

（m） 

最大 6.77 6.85 

最小 1.13 1.61 

平均 4.09 4.06 

历时 

（h） 

涨潮 6：17 6：19 

落潮 6：08 6：06 

湾区是我国强潮海湾之一，平均潮差在 4m以上，最大潮差可达 8.53m。潮

差由湾口到湾顶逐渐增大，平均潮差从湾口鹿西岛至湾顶的江厦可增加近 1m。

湾区为正规半日潮，一昼夜分两高潮和两低潮。每月农历初一至初三，十五至

十八分别有一次高潮位。涨潮流向北西或北北西，呈漫滩状。落潮流向东南或

南东东，落潮后潮水归槽入海。湾区的北部潮差大于南部潮差，湾内涨潮历时

大于落潮历时。落潮流速大于涨潮流速，湾区内的沉积物质主要来自东海陆架

的再悬浮泥沙，随潮流向湾内推进。在垂向上，海水悬沙含量自表层向底层递

增。悬沙粒径平均为 4.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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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项目环境功能区划和周围规划 

2.1.3.1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浙江省环境功能区划》（洞头区），项目所在地属于小门岛临港产

业基地环境重点准入区（0322-VI-0-1）。 

1、基本概况 

该区位于小门岛北部低山丘陵区和西片围垦区，为《温州港大小门岛港区

总体规划》中的小门岛作业区和市综合材料生态处置中心工程范围，面积为

1.5km2。 

2、环境质量目标 

主要地表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洞头区Ⅲ类

标准；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声环境质量达到 3 洞头区类标准；土壤环

境质量达到二级或达到相应土壤环境质量功能区要求。 

3、管控措施 

（1）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提高区域产业准入条件。严格按照区域环

境承载能力，控制区域排污总量和三类工业项目数量。 

（2）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园区发展（总体）规划及当地主导（特色）产

业的其他三类工业建设项目。 

（3）新建二类、三类工业项目污染物排放水平需达到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

（4）合理规划居住区与工业功能区，限定三类工业空间布局范围，在居住 

区和工业区、工业企业之间设置防护绿地、生态绿地等隔离带，确保人居环境

安全。 

（5）禁止畜禽养殖。 

（6）加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7）最大限度保留区内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好河湖湿地生境，禁止未

经法定许可占用水域；除防洪、航运为主要功能的河湖堤岸外，禁止非生态型

河湖堤岸改造；建设项目不得影响河道自然形态和河湖水生态（环境）功能。 

4、负面清单 



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25· 

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园区发展（总体）规划及当地主导（特色）产业的

其他三类工业建设项目。 

2.1.3.2洞头县大门镇总体规划（2008-2030） 

1、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区范围为大门镇行政管辖范围内，其中规划陆域面积约 63.3 平方

公里，包括现状陆域（含大门岛、小门岛、北小门岛等岛屿）和规划围垦用地。

另外，对于洞头区范围内的 1.5 平方公里的围垦用地，在功能布局、设施配套上

进行统筹考虑。 

2、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08～2030 年，其中近期为 2008～2015 年，中期为 2016～

2020 年，远期为 2021～2030 年。 

3、城镇发展定位 

城镇性质：温州大都市区产业基地，以港口、大型临港产业为主的滨海小

城市。 

区域发展定位：温州都市区的大型临港产业基地；省级重点镇。 

4、产业发展策略 

（1）产业发展方向：以大型石化、钢铁工业和港口物流为主要的产业发展

方向。 

（2）石化产业发展策略 

①洞头区发展目标：以炼化一体化为核心，建成为浙东南国家级石化产业

基地的核心区。 

②洞头区发展方向：以《温州市石化产业发展及总体布局规划》为导向，

依托大型进口原油码头，以加工进口原油和化工原料为主、东海天然气利用为

辅，重点发展下游延伸产品，构筑完整的石化产业链，成为浙东南国家级石化

产业基地的核心区。 

（3）钢铁产业发展策略 

①洞头区发展目标：以《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为导向，努力打造全国新兴

的冶金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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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洞头区发展方向：以特殊钢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设成为现代化特殊钢生

产基地。 

（4）港口物流产业发展策略 

①洞头区适量发展港口物流产业。 

②洞头区重点建设以大宗散货为主的港口物流产业，积极发展钢铁和化工

产品物流，以及原油等进口原材料物流。 

（5）其它相关产业发展策略 

①洞头区以花岗岩开采为主的建材业，近中期适量发展，中远期逐步弱化。 

②洞头区渔农业加快“转产转业”步伐，引导转产转业的渔农民进入二、三产

业就业。 

5、工业用地规划 

（1）大门镇区工业用地布局 

适当控制镇区范围内的工业用地规模。规划在镇区布置两处工业用地，用

地面积为 55.77 公顷，占城镇规划建设用地的 8.07%。以发展无污染或少污染的

一类、二类工业为主，严格限制污染企业发展。现状镇区及其周边的零散工业

企业，逐步搬迁到工业区块内集中建设，并逐步淘汰污染企业。 

（2）临港产业区工业用地布局 

工业用地以利用围垦、采区用地为主，规划用地面积为 1976.39 公顷，以三

类临港工业为主。按照“产业簇群”的发展模式划分成 5 个主要的工业功能组团： 

①洞头区石化工业组团Ⅰ 

以现状小门岛为主的产业发展区，规划控制面积约 6 平方公里左右（含山

体面积），其中工业用地面积 2.29 平方公里左右。重点发展石油化工及其配套

工业。 

②洞头区石化工业组团Ⅱ 

为西侧围涂区域，规划控制面积约 8 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工业用地面积 5.45

平方公里左右。以发展石化中下游产业以及相关产业为主。 

③洞头区炼化工业组团 

为现状大小门岛之间、临近港区和大门岛一侧的围垦区域，规划控制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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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6 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工业用地面积约 4.94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大型炼油和

乙烯一体化装置。 

④洞头区钢铁工业组团 

为现状大小门岛之间、临近港区和小门岛一侧的围垦区域，规划控制面积

约 4 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工业用地面积约 3.35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大型优特钢

工业。 

⑤洞头区弹性工业组团 

规划在炼化工业组团和钢铁工业组团的西南侧安排一处弹性工业组团，规

划控制面积约 5.5 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工业用地面积约 3.74 平方公里。根据未

来产业发展需要确定发展方向，以发展石化或钢铁相关工业为主。 

6、基础设施规划 

（1）给水规划 

①洞头区用水量预测：经测算临港产业区远期平均日用水量约为 27.15-33.15

万 m3/d，镇区生活用水量约为 3.2-4.0 万 m3/d，规划总用水量约为 30-37 万 m3/d。 

②洞头区水源配置：近期 2010 年前用水通过本地水资源及海水淡化解决，

远期大陆引水工程建成后可通过大陆引水 16 万 m3/d（平均日规模，最大日约为

20 万 m3/d），海水淡化 5.5-12.5 万 m3/d（平均日规模，最大日约为 6.5-15 万 m3/d），

污水回用 8.5 万 m3/d，及本地水资源利用 1.1 万 m3/d 加以解决。 

（2）雨水规划 

雨水就近排入水体，为便于排水，并使淡水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结合排涝

规划在区块内开挖河流及蓄水湖泊，并建排涝闸门排水。 

（3）排水工程规划 

根据各工业区的建设进度和类型分别建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局部相对集中

的污水收集和处理，以便于污水回用，同时可减少污水管的长度和提升泵站的

个数。经测算远期平均日污水总量约为 14－17 万 m3/d，污水再生回用率按 60%

计，则污水再生水量约为 8.5-11.5 万 m3/d。 

由于大门岛四周临海，排污条件较好，同时为了方便污水回用，污水处理

厂宜分散布置，根据工业布局情况，规划在东区、西区、起步区、大门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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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建一座污水处理厂，东侧港区污水量较小，约为 0.3－0.6 万 m3/d，建议由区

块内或企业自建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污水处理厂规模见下表。由于本区块

四周临海，污水排放条件较好，大型企业亦可自建污水处理厂，达到环保要求

后，达标排放，不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表 2.6-1洞头区污水处理厂规划表 

水厂名称 处理规模（万m3/d） 占地（ha） 用途 

大门镇区污水处理厂 2.5－3.0 4 与再生水厂合建 

东区污水处理厂 6.0 7.0 与再生水厂合建 

起步区污水处理厂 2.5 3.3 与再生水厂合建 

西区污水处理厂 5.5 7.0 与再生水厂合建 

合计 16.5－17 21.3  

（4）燃气工程规划 

①洞头区大门镇燃气气源采用液化石油气。 

②洞头区气化站设在大门镇区，近期在小门岛 LPG 中转站扩建液化石油气

灌装站。远期工业用气量增加迅速，小门岛 LPG 中转站气源充足，可在沿线石

化用地内扩建汽化设施。 

（5）供热工程规划 

①洞头区热负荷规划：工业企业热负荷指标按 12 吨/小时•平方公里进行估

算，公共建筑热负荷指标按 50 千卡/小时•平方米进行估算。 

②洞头区热源规划：IGCC 作为集中供热热源，尤其是附近的工业热用户使

用效果突出；对于镇域其它零星用户，大力推广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使

用。 

③洞头区热网系统规划：热力管网采用以枝状为主的布置方式，热网敷设

方式可采用架空敷设或地下敷设；在工业企业和其它大型热用户前设置用户蒸

汽引入口装置、集中热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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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洞头区土地利用规划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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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洞头区规划结构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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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洞头区排水规划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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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洞头县大小门岛产业布局规划（2014-2030年） 

1、规划范围及时间 

规划范围包括大门镇现有行政区域及大、小门岛滩涂围垦区域，规划面积

共约 59.1 平方公里。 

以 2013 年为基期，近期规划至 2016 年，中期规划至 2020 年，远期展望至

2030 年。 

2、规划总体思路 

围绕“临港石化产业岛”发展定位，坚持陆海统筹，科学利用海洋资源，拓展

完善临港石化产业链，加快产业协同，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打造成为浙南地区

最有影响力的临港石化产业园区。 

3、规划主要内容 

（1）产业发展重点 

围绕“临港石化”主导产业，打造现代化石化产业基地：做大做强临港石化产

业，大力发展临港物流产业，择机发展临港装备制造、原材料深加工等其他临

港工业，着力培育现代服务业。 

①洞头区做大做强临港石化产业 

重点培育五大行业：乙烯、丙烯下游产业链、石油加工、精细化工、化工

新材料、LNG 及配套产业 

②洞头区大力发展临港物流产业 

重点培育三大行业：海运物流业、港口仓储业及现代港航服务业 

③洞头区择机发展其他临港工业 

其中，临港装备制造：择机发展专用装备和交通运输装备。原材料深加工：

择机发展建材、大宗粮油、金属、非金属深加工等原材料深加工产业。 

④洞头区着力培育现代服务业 

以满足大小门岛就业人口的生活需求和支撑临港产业发展为目的，推动生

活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配套发展。 

（2）产业空间布局 

根据大小门岛总体战略定位，发展基础、产业重点和用地空间可能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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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形成“一轴三组团”的产业总体空间结构。 

“一轴”：即小门岛临港石化产业启动轴，在规划时限内，小门岛应成为大小

门岛海洋产业链启动、发展、延伸的核心地带，是大小门岛临港产业发展的启

动轴。 

“三组团”：分别为港口物流组团、临港产业组团和配套服务组团，三大组团

将成为未来大小门岛拓空间、育产业、促集群的重要功能片区。 

 

 

图 2.1-4洞头区产业空间布局图 

2.1.3.4温州市小门岛石化产业基地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1）规划范围 

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为小门岛石化产业基地起步区（以下简称为：“本区”），

位于温州市洞头列岛北部，西与洞头区、半岛地区相望，南临大门岛，是温州

石化产业基地的启动区。洞头区规划范围西起西直堤，北以顺堤为界，南临大

局部放大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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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水道，东至开山围垦界限，其规划范围面积约 323.52 公顷。 

（2）功能定位 

以海洋产业、港口、石化中转、储运、石化产业为主要产业类型，各种配

套完善的产业基地起步区。 

（3）用地布局规划 

①洞头区居住用地规划 

本区由于是石化产业基地起步区，规划以三类工业用地为主，对居住环境

影响较大，不适合进行人们的生活居住，因此规划不设置居住用地。目前小门

岛上还有小门村村民居住，东屿村已搬迁至大门镇镇区安置，改善其居住条件。

规划衔接《洞头县大门镇总体规划》（2008-2030），建议对小门村远期进行迁

移。规划本区产业于大门镇统一安排居住用地，来解决产业人口居住问题，为

产业人口安排安身之地，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②洞头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本项目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如表 2.6-2 所示，其中对污水和雨水工程规

划具体如下说明。 
A、污水工程规划 

本区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本次规划拟建设一处污水处理厂总用地面

积为 2.39 公顷，供 A、B 组团使用。日处理污水量为 1 到 2 万吨/日，可以满足

A、B 片区污水处理要求。此外，保留 B 组团现状中油沥青厂 0.66 公顷小型污

水处理点和中油华电 0.47 小型污水处理点，规划 C 组团一处面积 0.47 公顷小型

污水处理点，目前小型污水处理设施日处理污水量 1 万吨/日需用地约 1.5 公顷。 

规划将本区污水分两种模式。企业依靠内部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若能力不

足可以由西片纬一路上 Φ800污水干管接至污水处理厂，B 组团通过东西向隧道

（纬四路）埋设 Φ800污水管，接至污水处理厂，而 C 组团远期污水处理则由规

划预留南北向隧道埋设污水管接至污水处理厂解决。其他用地通过 Φ300~500管

道接至污水干管统一到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规划如图 2.6-6 所示。 
B、雨水规划 

根据就近排放的原则，靠近河道的地块雨水直接排入水体，其它地块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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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雨水管收集并向各主要河道排放，雨水规划如图 2.6-7 所示。 

表 2.1-2洞头区公用配套设施一览表 

类型 名称 
规划设置处数 
（个、所、座） 

用地规模 
(公顷) 

所在地块 

区域

配套 

35kV 变电站（保留） 2 0.41 B-01a、B-03b4 

加油站(B4） 1 0.22 A-01c 

220kV 配电站 1 2.33 A-03a 

污水处理厂 1 2.39 A-04a 

配水站 1 1.49 C-04 

厂区

配套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3 1.60 
B-01a、B-03b4、

C-02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0.05 A-04b 

小型消防站 1 0.10 A-04c 

③洞头区工业用地 

本区由于是石化产业基地起步区，规划以三类工业用地为主，对居住环境

影响较大，不适合进行人们的生活居住，因此规划不设置居住用地。规划工业

用地面积 232.97 公顷，占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82.90%，具体说明如下。 

表 2.1-3洞头区片区项目规模一览表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备注 
中油华电能源 23.43 本区现状企业 
中油沥青厂 15.79 本区现状企业 

DOP 塑料增塑剂生产基地 6.68 本区在建项目 
综合材料处置中心 8.81 本区在建项目 

LNG 65.11 开展项目核准前准备工作 
泰地石化用地 80 开展项目核准前准备工作 
中油扩能 11.93 规划拟建项目 
华电技改 6.70 规划拟建项目 
小门配水站 1.49 完成工可审查,开展初步设计编制 
温州中泥水泥 4.35 开展项目核准前准备工作 

大门大桥综合管理楼 0.48 规划拟建项目 
110KV 变电站 2.33 规划拟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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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区  

图 2.1-5洞头区用地规划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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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洞头区污水工程规划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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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洞头区雨水工程规划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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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瓯江口产业集聚区“十三五”发展规划 

1、规划范围 

洞头区调整后的集聚区，规划范围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规划控制区，涉及洞头

区、洞头区的部分区域，陆域面积约330洞头区平方公里；二是重点规划区，包

括瓯江口 

新区一期、洞头区经济开发区拓展区、洞头区柳白新城、洞头大小门临港产业

区，面积合计约59.7洞头区平方公里；三是核心区，瓯江口新区一期，面积约24

洞头区平方公里。 

2、洞头大小门临港产业区 

以洞头大小门临港产业区建设为启动区域，统筹利用滩涂围垦、深水岸线

等资源，与大门岛、小门岛间的围垦区域做好联动发展，共同打造国家级临港

产业园区。 

（1）发展导向 

围绕“临港石化产业岛”发展定位，重点发展临港石化、临港物流，择机发展

临港装备制造、原材料深加工等临港工业，打造成为浙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临

港石化产业园区。 

（2）建设任务 

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根据海岛地貌特征，着力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建成220KV

洞头区大门输变电工程，完成小门石化产业起步区防洪排涝、大门产业基地应

急引水工程、大门污水处理厂以及小门西市政网络建设，建设信息设施网络。 

加速小门岛产业集聚。围绕临港石化主方向，建成中石化LNG、浙江弘博

DOP洞头区二期、中燃华电扩建项目、中石油沥青公司扩能项目，争取建设中

燃三级站项目；按照省、市级特色小镇的创建要求，谋划建设大门绿能小镇，

并围绕石化领域谋划招商一批项目在小门岛西片围垦区落地。 

坚持“产港联动”。发挥深水岸线的独特优势，以港口物流围垦区为拓展空间，

谋划打造资源能源储备供应基地，积极推进温州储油基地项目、大型石化项目

等项目的招商和落地，择机发展临港装备制造、原材料深加工等工业及延伸服

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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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台建设 

大门绿能小镇：①选址范围：小门岛西片围垦区域及其北侧海岛区域。②

发展导向：以绿色为理念，以LNG洞头区项目为龙头，打造LNG洞头区产业园

及配套产业。③项目支撑：温州LNG洞头区项目、温州中油沥青扩能项目、中

燃LPG洞头区扩能项目、弘博DOP洞头区塑料增塑剂、市综合材料生态处置中心

等项目。 

资源能源储备供应基地：①选址范围：港口物流围垦区域。②发展导向：

依托深水岸线资源，积极发展港口物流，谋划搭建石油、化工、木材等大宗商

交易平台，并延伸发展深加工业，着力打造重要资源能源储备供应基地。③项

目支撑：温州储油基地项目。 

（4）“十三五”区块开发 

以小门岛西侧区域为近期重点开发区块，在提升中石油燃料沥青、DOP洞

头区塑料增塑剂生产、中油扩能等地块发展的基础上（面积约0.67洞头区平方公

里），争取其西南侧、东北两侧的围垦地块基本实现建成运营（面积分别约0.8

平方公里、0.72洞头区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临港石化产业集聚发展态势。加快

推进大门岛西侧的围垦项目（面积约5洞头区平方公里），为远期基础设施建设

和产业项目落地提供条件。到2020洞头区年，争取实现开发建设2.2洞头区平方

公里以上、建成投产约2洞头区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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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洞头区大小门临港产业区区位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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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主要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项目特点及周围环境情况调查，本项目环境敏感目标如下： 

（1）水环境 

主要纳污水体作为水环境保护目标，，纳污海域目标水质为(GB3097-1997)

第四类；通过对附近养殖场调查，主要为大门岛浅海养殖区。 

（2）大气环境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为评价范围内的无规划敏感点，现状敏感点小门村和仁

前途村；环境空气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3）声环境 

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环境功能区对应的标

准。 

建设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详见表2.7-1和图2.7-1。 

表 2.1-2洞头区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要素 保护对象 
与围区关系 

性质，规模 环境质量

目标 方位 距离

（m） 

现状敏感点 
1 小门村 南 1200 

全村有 585 户，总人

口 2158（摘自百度

百科），包括东段、

涂里、里垟青、外垟

青自然村 

GB3095-20
12 二级标

准 

2 仁前途村 南 1500 223 户，总人口 740
人（摘自百度百科） 

水环境 四类海域 北 260 沿海港区 

洞头区
GB3097-19
97 第四类

水质标准 
备注：以上距离以 googleearth 测量；原环评中涉及的东屿村敏感点目前已整体搬迁安置在大门镇，不在本项

目评价范围内 
表 2.1-3洞头区区域主要养殖区调查情况一览表 

养殖区名称 位置 面积 养殖类型 与本项目距离 
浅海养殖区 

湾区清江口外浅

海养殖区 

东山嘴以北、清江口以

东，包括大、小横床岛

的浅海区(水深＜10m） 

2.67km2，已养殖 1000
亩 牡蛎 北面约 30km 

湾区内湾诸岛浅

海养殖区 
玉环县海山乡附近海

域 

将开发 2000 亩水面，

发展7500只网箱养鱼，

开发 6000 亩水面养殖

牡蛎等贝类，开发 2500

鱼、贝、藻类 东北约 25km 



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43· 

亩进行藻类养殖 

鹿西岛屿浅海 
养殖区 

鹿西岛附近的 3 块 
海域 

鹿 西 岛 西 北 部 ， 长

2km，宽 1km，海域面

积 3000 亩，鹿西岛东

端与白龙屿之间部分

海域，面积约 700 亩 

羊栖菜，深水

网箱 东面约 8km 

大门岛浅海 
养殖区 

位于大门岛北部老鼠

尾至头岩一线以北海

域，以及豆腐岩至尾岙

一线附近海域 

养殖面积约 4000 亩 羊栖菜和海

带 南面 1km 处 

滩涂养殖区 

洞头区东涂滩 
养殖区 

湾区西南岸，隶属洞头

区管辖，遍布在黄华、

翁垟、乐成、天成以及

蒲岐五个乡镇 

面积 84.04km2(12.6 万

亩 ) ， 可 养 殖 面 积

52.1km2（7.8 万亩），

现已开发的滩涂养殖

面积在 40km2洞头区(6
万亩以上)洞头区 

缢蛏、泥蚶、

泥螺等 西北面 5～25km 

南塘-湖雾滩涂养

殖区 

湾区西部和湾顶部，从

打水湾至湖雾岸滩，包

括南塘、清江、雁荡、

大荆、湖雾等 5 个乡镇 

主 要 有 清 江 南 北 涂

(23.67km2)、雁荡至湖

雾滩涂(4.45km2)、西门

山南北涂(26.64km2) 

缢蛏、牡蛎、

藻类及蛤类

等 
西北 25～30km 

海山-芦浦滩涂养

殖区 

位于湾区东岸，属于玉

环县管辖，分布在玉环

县芦浦、珠港、海山等

乡镇 

滩涂面积 33.50km2 
贝类养殖和

贝类苗种养

殖 
北面 25km 

大门岛滩涂养殖

区 大门岛西部 4500 亩滩涂，长约

1.5km，宽 0.5km 泥螺 西南面 5km 

围塘养殖区 

湾区西岸围塘养

殖区 

沿海围塘实养面积达

30km2(4.5 万亩)乐成胜

利塘、蒲岐红卫塘-长
胜塘是重点围塘区 

包括乐成(5824 亩)、雁

荡(3000 亩)、翁垟(2800
亩)、南岳(2648 亩)、蒲

岐(2400 亩)、清江(2027
亩) 

长毛对虾、

蚶、缢蛏以及

青蟹等 
西北面 5～25km 

玉环县围塘养殖

区 
湾内岛屿、芦浦、城关

西滩塘、海山电站库区 

总面积 2.55km
2
（3825

亩），分布在湾内岛屿

(0.47km2) 、 芦 浦

(0.96km2)、城关西滩涂

(0.06km2)以及海山电

站库区 

以对虾为主，

以及贝、蟹类

类混养 
北面 25km 

湾区口岛屿围塘

养殖区 
分布在大门岛临近海

域 

包括营基盘村围塘养

殖(300 亩)、仁前涂村

围塘养殖(400 亩)、黄

岙围塘养殖(1500 亩) 

以对虾为主，

以及鱼、贝、

蟹类混养 
西南面 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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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程概况 

2.2.1 原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 

建设性质：新建项目。 

建设单位：温州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地址：起步区选在小门岛西北侧区域，规划面积 1.6km2。 

环评单位：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 

审批单位：原温州市环境保护局和原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监理单位：浙江华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一标）、浙江东洲建设咨询有限

公司（二标）。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工程总投资 40676.8 万元，静态投资 40619.8 万元，其中海堤

工程投资为 14634.5万元，新建围区回填投资为 11666.7万元。 

2.2.2 原工程规模和建设情况 

2.2.2.1围涂规模 

工程新增围涂面积 779亩（其中 470亩先行回填，其余 309亩实行促淤），

保护已建围区（盐场）面积 840 亩，新建海堤 2573m（其中西直堤长 163m，顺

堤长 2410m）。 

2.2.2.2排涝规模 

1）排涝标准 

围区内的规划排涝标准定为 2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当天排出不受淹。外海

设计选用多年平均最高潮位偏不利潮型，以最大暴雨对应最大潮位的最不利组

合进行排涝水利计算，并采用多年平均最高低潮位进行复核。 

2）排涝范围 

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总排涝流域面积为 1.81km2，包括新增围区面积 0.52km2

（779亩），盐场面积 0.56km2（840亩），山地面积 0.73km2（109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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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涝工程规模 

根据地形条件，在围区西端山头布置排涝闸 1 座，净宽 9m（3 孔×3m），

闸底高程为-0.50m。根据地形地势和区域产、排水特点，围区内共布置 2 条排

水河道和 0.04km2的调蓄湖泊，水面率为 12.1%，正常蓄水位取 2.5m，采用洪水

来时预排方式，经计算，20 年一遇围区内设计洪水位为 3.08m，50 年一遇校核

水位为 3.48m。参考附近工程的地面高程，规划地面标高 3.5m。 

4）排涝河道布置 

排水干渠：新围垦区渠道沿已建盐场堤线布置，促淤围区内沿山布置，河

长 2545m，河道形式采用复式断面设计。其中新围垦区排水干渠河道底宽为 2m，

高程 1.0m处两侧各设置宽度为 2.0m的平台，平台上为直立边坡，河底高程-1m，

促淤区排水干渠为了减少水面坡降，保证闸前蓄水调节湖泊的水位与过闸流量，

河道底宽从 2m逐渐扩大为 4m，高程 1.0m处两侧各设置宽度为 2.0m的平台，平

台上为直立边坡，河底高程-1m。 

沿山河：山区汇水河道，沿山脚布置，河长 1800m，河道形式采用复式断面

设计，河道底宽 6m，高程 1m 处两侧各设置宽度为 2m 的平台，平台上为直立边

坡，河底高程-0.5～-1.0m。 

围区内远期河道规模表见表 2.2-1，河道布置见图 2.2-1。 

表 2.2-1河道规模表单位：m 

河名 河长（m） 底宽 底高程 面宽 边坡 

排水干渠 2545 2～4 -1.00 22～24 1:4 

沿山河 1800 2 -0.5～-1.0 14～15 1:1 

围区内的湖泊布置在促淤区，靠近水闸处，面积为 0.04km2，加上河道的水

面率，围区内总的水面率为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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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施工总进度 

工程划分为围涂工程和围区回填工程两个标段，围涂工程主要包括海堤工

程、水闸工程、围区河道、1#及 2#地块回填；围区回填工程主要包括 3#、4#、

5#地块回填。 

围涂工程于 2010 年 6 月开始施工，海堤工程同时开工，于 2016 年 7 月 10

日整体施工完成。 

排涝闸工程实际开工日期为 2013年 3月 10日，于 2015年 1月 10日完工。 

一标围区回填工程实际开工日期为 2011年 5月 15日，完工日期为 2013年

3月 5日。围涂工程于 2016年 12月完成合同工程验收； 

二标围区回填工程于 2014 年 7 月开始施工，矿山爆破作业于 2016 年 7 月

结束，围区回填工程于 2016年 10月完成，2018年 12月完成合同工程验收。 

2.2.4 占地处理 

工程新围滩涂面积 470亩，促淤面积 309亩，征用已建围区（盐场）840亩，

水闸建设管理占用林地 40亩，施工临时占地 310亩，其中料场 270亩（包括围

区回填使用的料场），施工道路、码头 30亩，临时设施 10亩。 

工程占地处理补偿概算投资为 5589.4万元。 

工程占用盐场属当地农村集体生产设施，结合固定资产和实物形态的流动

资产的资产洞头区评估成果进行合理补偿。工程占用的养殖海涂、农村集体林

地、坟墓及其它设施补偿费按洞头区相关规定进行补偿，工程临时使用土地按

不同土地性质结合用地周期予以补偿，包括青苗洞头区补偿费、年产值补偿费

和土地用后复耕费。 

工程无居民、企（事）业单位的拆迁安置问题。 

2.2.3 原工程总体布置 

乐工程主要由海堤和排涝闸组成。由于在靠近词堂浦头侧堤线前沿需要布

置 2 个 5 万吨级煤码头，考虑到港池开挖及堤身结构稳定的需要，将可研海堤

东段堤轴线（长约 500m 范围）内移 60m，新增陆域面积 779 亩，比可研面积小

50亩。 

1）海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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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轴线从外垟青咀头 A 点起向西到 B 点，然后折向北沿-2.50m 涂面经 C 点

到 D 点，接着在规划码头位置向后拐至 E 点，再与词堂浦头的 F 点相连。堤线

总长 2573.28m，其中顺堤长 2410m，轴线位置涂面高程为 1.0m～-2.50洞头区 m，

西直堤长 163.28m，涂面高程为 1.0m～-2.50m。各转弯点之间采用圆弧段连接。 

2）排涝闸 

为满足围区排涝需要，在外垟青咀头布置排涝闸一座，为岩基闸，净宽 9m

（3孔×3洞头区 m），闸底高程为-0.50m，设计排涝流量为 48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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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工程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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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工程实际建设变动情况 

现状根据项目开发需要和实际条件要求对西侧促淤区进行回填，并优化调

整排涝布局和规模，根据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

片围涂工程初步设计（围区水利工程）调整补充报告》（报批稿）说明如下： 

1、调整原因： 

由于 2010年编制的《洞头县大门镇排涝规划》中，小门西片围区的排涝布

置与原初步设计相比有调整，而且中石油 LNG 项目和中海油项目预选址小门西

片，为了充分利用深水泊位的后方陆域，提高土地利用率，加快产业落地，加

速促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要求取消围区中央的排涝干河，围区和山区雨水通

过沿山河道排至闸前调蓄湖泊。因此调整围区排涝布置，并复核排涝规模。 

根据项目实际开发需要，对围区西侧促淤区进行部分回填，促淤区总面积

309亩，扣除海堤围区内占地及调蓄湖泊面积，促淤区实际回填面积 170.8亩。 

2、审批情况 

温州市发展委以《关于调整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初步设计的

批复》（温发改审设计〔2012〕65号）对工程调整情况进行了批复。 

3、调整内容 

①河道调整 

根据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2010年编制完成的《洞头县大门镇排涝规划》

相关内容，小门岛西片的水系布局为沿山干渠和湖泊，没有在新围垦区沿已建

盐场堤线布置河道。围垦区开发任务是为中石油 LNG 项目和中海油项目提供建

设用地，由于围区面积较小，根据原初步设计河网布局，骨干排水河道将新围

垦区和盐场分隔，不利于围区土地的有效利用。为了减少交叉建筑物的建设、

利于围区路网布局、提高新围垦区的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围区用地规划、加

快产业落地、促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同时与《洞头县大门镇排涝规划》关于

小门岛西片的水系布局相一致，实际实施对原初步设计河道布局和规模进行调

整，即取消围区中央的骨干排涝干河，调整盐场内测的沿山河道和促淤侧的排

涝干河规模。 

本次调整后的水系布局如图 2.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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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洞头区围区水系平面布置图 

②促淤区回填 

《初设报批稿》仅对大门镇盐场 840（亩）以及祠堂浦头至仙田岗咀头之间

的 470亩新增围区进行回填，其余 309亩先进行促淤。 

根据目前围区开发建设的需要，对围区西侧促淤区进行部分回填，促淤区

总面积 309 亩，根据排涝计算及围区 12%的水面率要求保留调蓄湖泊 78 亩

（0.052km2），再扣除海堤围区内占地，促淤区实际回填面积 170.8亩。 

促淤区平均涂面高程为 0.5m左右，《初设报批稿》已充分考虑促淤区回填

情况，促淤区回填方案与《初设报批稿》中围区的回填方案一致，采用“开山

土石回填+塑料排水板压载法”，回填材料采用适当级配的土石混合料。具体位

置见图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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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洞头区促淤区回填平面位置图 

4、工程重大变动判定 

因海域围涂工程无具体判定规范，工程重大变动判定参照生态类项目建设

规模大于等于 30%判定为重大变动进行认定。 

根据《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填海工程竣工海域使用验收测量报告》（海

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验收测量结果，项目竣工验收图包含了 119 个

界址点，实测的海堤防浪墙 6 个高程点、海堤堤顶 3 个高程点和填海区内部 12

个高程点：海堤防浪墙墙高程实测范围 7.49m~7.71m，与设计高程偏差

-0.11m~+0.11m；海堤堤顶高程实测范围 6.65m~6.77m，与设计高程偏差

-0.15m~-0.03m;填海内部高程实测范围 3.33m~3.53m，与设计高程偏差

-0.17m~+0.03m。实际填海面积为 29.7589 公顷，透水性构筑物用海面积为

17.6319公顷，实际用海面积 47.3908公顷。批准填海面积 49.87公顷，实际填

海面积比批准的填海面积减少了 2.4792 公顷，约为 4.97%，实际用海面积减小

主要为东北侧新海堤堤线内移造成（《洞头县大门镇排涝规划》调整）。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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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验收意见和原洞头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温州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填海工程海域使用权验收的反馈意见函》，项目海域

实际使用红线范围没有显示有权属登记，不涉及土地利用规划范围内的农用地

和基本农田，符合项目颁发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国海证 2013B33032200274号）

确权范围。 

围区红线符合相关确权范围，变化调整内容仅对围区内河道（满足排洪排

涝相关规划要求）和回填范围（为满足实际开发需要，新增回填范围占围涂实

际填海面积的 22.7%）进行调整，调整造成的环境要素和生态环境影响可控，报

告建议一并纳入验收。 

2.3 工程建设期污染源调查 

1、作业机械的噪声影响：主要调查因子：LAeq。 

2、施工场地及运输途中的扬尘、汽车尾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3、采石场石料开采对陆域植被的破坏。 

4、抛石筑堤对海水水质的影响，作业船舶的油污水及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对

水环境的影响；主要调查因子：CODMn、SS。 

5、筑堤围涂对被占滩涂及邻近水域的养殖业、渔业资源的影响。 

6、施工车船的增加对原有公路的影响。 

7、开山、筑堤及土石方临时堆放造成的水土流失。 

8、遭遇强风暴潮时，造成已建成的部分（甚至全部）围堤溃塌或其他风险

事故。 

2.4 工程建设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

作业机械的噪声影响：因子：LAeq。主要防治措施为：本工程无打桩作业因此

不采用打桩机。地基处理时所采用的插板机也将产生作业噪声，插板机噪声比

一般打桩机噪声低。本工程岛上仅有小门村，通过租用民房作为员工宿舍、办

公用房，施工噪声不构成对人群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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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场地及运输途中的扬尘、汽车尾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因子：NO2、TSP。

主要防治措施为：水泥搅拌作业提倡选用预拌混凝土的办法，将商品混凝土用

罐装车辆运至工地。采用封闭式厂拌工艺熬炼，由于施工场地离敏感点均在1k

m以上，因此施工中扬尘和沥青烟气均不构成对人群的污染。 

3、

采石场石料开采对陆域植被的破坏。主要防治措施为：采石场制订详细开采计

划，需要多少开采多少。并注意防止破坏景观，采石要和造景相结合。尽可能

不留废弃的开采面。工程结束后要对石料场开挖面进行整理，清除废石料，做

好护坡绿化，如铺设网络填上泥土，布撒草籽或种植草皮、灌木，恢复植被，

也可在地面（向上）种植爬山虎，或由山上（向下）种植黄馨，加以覆盖。 

4、

抛石筑堤对海水水质的影响，作业船舶的油污水及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对水环境

的影响；因子：CODMn、SS。主要防治措施为：在岸上的工地，人员比较集中

的地方设立临时化粪池对粪便及生活污水加以处理。对于分散在船上的生活污

水应该加以收集，不能随意排放。加强对作业船舶机舱油污水的管理，将油污

收集后统一送至岸上设立集中油水处理装置。施工作业期应加强船只的管理，

强化维修保养，减少运输船只由跑冒滴漏产生的油污。 

5、

筑堤围涂对被占滩涂及邻近水域的养殖业、渔业资源的影响；主要防治措施为

：本工程应采取措施减少剩余饵料排放，避免有机污染和氮磷营养盐污染外，

建议洞头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湾区资源的开发，通过科学论证，进行综合平

衡；建议洞头区水产部门从总体上控制养殖规模，避免局部海域养殖密度过大

，造成缺氧区，影响海域生态环境。 

6、

施工车船的增加对原有公路的影响。主要防治措施为：合理安排运输时间和线

路,对运输车辆进定期维护保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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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山、筑堤及土石方临时堆放造成的水土流失。主要防治措施为：在堆场周围

采用填渣草包围护，场地四周开挖简易排水沟，以防止降雨冲蚀。石料场开采

结束后及时采取植树、绿化等措施进行生态恢复。 

8、

遭遇强风暴潮时，造成已建成的部分（甚至全部）围堤溃塌或其他风险事故。

主要防治措施为：制订“防台紧急避险预案”，对工程围堤、排涝闸等设施在

风暴潮来临前的一切紧急避险措施做好软、硬件的周密部署。 

2.5工程建设期动态监测情况 

依据 2014年 9月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并编制的《温州石化

基地小门岛西片填海工程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报告》，项目开展过程中可能

造成实际填海面积与批准面积不同、可能会改变海域用途、可能会对海洋水环

境和海洋生态环境等造成破坏，通过施工期动态监测，有效跟踪上述问题，现

引用《报告》海域使用资源环境监测相关调查结论。 

调查站位：在项目施工周边海域设置 5个水质大面调查站位，沉积物大面

调查站位，4个海洋生态环境调查站位和 2条潮间带生物调查断面。 

调查时段：2013年 5月开展一次海洋沉积物质量调查；2013年 9月开展一

次海洋生态环境和海域水质、沉积物（含大小潮）调查。 

调查结果如下： 

1）海水水质：除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外，其余各评价因子均能满足四

类水质的标准。 

2）沉积物调查：沉积物各评价因子均能满足三类水质的要求。 

3）生态调查：浮游植物共有 7门 47属 85种，细胞丰度在 50~186*103个/m3，

平均细胞丰度为 126*103个/m3；浮游植物共有 13大类 64种；底栖生物共鉴定出

39种大型底栖生物，生物量在 0.02~18.60g/m2，平均生物量为 2.29g/m2；潮间

带生物共鉴定出 32属 33种，样性指数范围在 1.605~2.485，种类丰度指数范围

在 1.516~1.895。 

通过施工期跟踪监测与施工前《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填海工程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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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论证报告书》和《2005年乐清湾生态监控区专项监测报告》等相关资料环

境资源对比分析，施工过程的多样性指数与施工前相比，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均较为接近，底栖生物有所增大。说明施工对海域生物多样性无不良影响；浮

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的生物量有所下降，与调查时段不

一致有关。总体而言，施工期除造成填海区域潮间带生物和底栖生物不可以损

失外，对其他生态环境因子无明显不利影响 

2.6工程建设期生态补偿措施执行情况 

1、项目批复情况：根据原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对温州石化基地小门

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温海渔〔2006〕65号）和原温

州市环境保护局《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

见》（温环建〔2006〕141号），项目生态补偿费用 376万元。 

2、环评建议措施：在春季购买当地育苗厂培育的虾苗和鱼苗等进行增殖放

流，为恢复本工程附近海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一些补偿，建议根据工程

对生态影响的损失估算，建设单位分三年实施增殖放流等生态补偿措施，每年

费用约为 125万元。除了工程施工期对生态影响外，工程占用海域造成该区域

内的滩涂湿地资源永久的消失，由此带来的生态经济损失问题，建议由建设方

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解决。本工程建设对海洋生物及周边渔业可能产生的

不利因素在近期主要是围涂工程的实施使大片的滩涂湿地改变成了陆地，使原

有的湿地浅海生态系统转变成了陆域生态，彻底改变了生境及其功能。 

3、实际执行情况：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项目于 2019年 12月 26

日已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足额缴纳生态补偿金（详见附件），后续将由相关主管

部门开展恢复本工程附近海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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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陆域生态环境和水土流失影响调查与评

价 

3.1 调查内容与方法 

3.1.1 调查内容 

（1）调查项目建设土地利用状况、陆生生态、水土流失的生态状况。 

（2）调查工程实施对滩涂动植物的影响及采取的主要防治措施。 

（3）调查水土流失影响情况及采取的防治措施。 

3.1.2 调查方法 

收集资料和实地调查相结合，收集生态环境状况资料，如环境影响报告书、土地利用

资料、工程水土保持竣工验收报告等，并作现场调查和核实。 

3.2 陆域生态环境现状 

项目实施以后,本区域由天然海涂主要转变为工业用地用途。目前,围区尚未正式开

发。本项目的实施使区域内生态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即原滩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待

开发利用储备用地。 

3.3 滩涂动植物影响调查与评价 

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实施后，由于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使围区内原有的湿地逐步发

生消退或演变，湿地生态环境改变较大，滩涂生物多样性有一定损失，滩涂水鸟的越冬栖

息和觅食环境受到人类活动一定程度的干扰。 

经实地踏勘、向当地居民问询和历史资料调查，本围区不是鸟类主要的觅食、栖息地，

但海鸥、野鸭等水鸟还是常见的。本围涂工程的实施，使水鸟失去了大面积的觅食场所，

对水鸟的影响较大。但由于湾区滩涂资源丰富，洞头区政府对洞头区合法开展海洋环境保

护工作，促进海洋生态环境改善，因此在大的区域范围内对湿地水鸟的生存环境影响在当

地生态环境改变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对水鸟生存有大的影响。同时，工程实施中

对围堤两侧进行了绿化，围区形成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给湿地水鸟新造一定的生存空间，

一定程度减少对湿地生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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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土流失影响调查与评价 

根据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编制完成了《温洞头区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垦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温州市水利局《关于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温水政发〔2006〕253 号）和浙江万容水利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工程分

别由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及料场生态恢复治理工程施工

单位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完成。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90.22hm2，其中项目

建设洞头区区为 174.62hm2、直接影响区为 15.60hm2。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划分为 3 个防

治分区，分别为枢纽防治区、围区防治区和料场防治区。现将各防治分区现状说明如下： 

表 3.4-1洞头区水土保持分区防治措施一览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保持措施 
工程量 

措施位置 实施时间 
方案设计 完成情况 

I 区 

（枢纽防治区） 

工程措施 

M10 浆砌块石挡墙 7425m
3
 7417m

3
 海堤内侧子堤 2010.06-2014.06 

C20 细石砕灌砌块

石洞头区挡墙 
20062m

3
 20041m

3
 海堤堤身 2010.06-2014.06 

C20 细石建灌砌块

石洞头区护坡 
38769m

3
 38728m

3
 海堤外坡 2010.06-2014.06 

干砌块石护坡 7718m
3
 

0（改为砕预

洞头区制块

+撒播草洞

头区籽） 

海堤内坡 2010.06-2014.06 

理砌块石 117418m
3
 117290m

3
 海堤外坡 2010.06-2014.06 

海堤水闸与山体

连接洞头区处喷

建护坡 

50m
3
 

0（被动防护

洞头区网） 

海堤水闸与山体连接

处 
2013.03-2015.01 

植物措施 

海堤背坡裸露面

撒播洞头区草籽

绿化 

6578m
2
 6578m

2
 海堤背坡 2010.06-2014.06 

II 区 

（围区防治区） 

工程措施 

围区排水渠道开

挖及洞头区断面

设计 

1 项 1 项 围区内 2012.09-2016.11 

植物措施 管理区绿化 1 项 

0（未设置管

洞头区理

区） 

围区内部 - 

临时防护措施 
填土草袋 927m

3
 0 临时堆土场 - 

撒播植草 42300m
2
 36800m

2
 临时堆土场 2011.04-2016.07 

III 区 

（料场防治区） 

工程措施 

坡顶截水沟 1377m 1370m 料场边坡外侧 2016.05-2016.07 

干砌块石挡墙 459m
3
 0 料场开挖宕底平台 - 

喷射植被护坡 5.86hm
2
 

0（改由攀缘

洞头区植物

绿也） 

料场开挖边坡 2016.05-2016.07 

植物措施 撒播植草 
12.洞头区

80hm
2
 

0（未实施） 料场开挖宕底平台 - 

引用《水土保持验收》结论和专家组意见：经调查分析，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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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海堤外海侧理砌、灌砌块石护坡；浆砌、洞头区灌砌块石挡墙；海堤背坡芯预制块+撒

播草籽护坡；海堤、水闸与山体连接处被动防护网洞头区进行防护；海堤背水坡管理范围

内撒播草籽绿化；围区排水渠道开挖及断面设计；石料场洞头区开挖坡顶截水沟、料场坡

面爬藤植物边坡绿化、平台乔灌草绿化等措施有效的防治了施工洞头区期间项目区的水土

流失，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的各项工作要求，完建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洞头区合格，运行

效果良好，水土保持及景观效果良好，水保方案制定的水土流失六项防治指标洞头区均达

到要求。 

综上，建设单位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持洞头区措

施，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洞

头区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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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域生态环境影响调查与评价 

该章节主要通过收集海域生态环境状况资料，对比分析项目实施前后海域生态环境的

变化情况，据此验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得出项目实施后的实际环境影响程度。 

4.1 调查内容与方法 

4.1.1 调查内容 

1、调查项目建设前后海域的生态状况。 

2、调查工程实施对海域敏感点及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及采取的主要防治措施。 

4.1.2 调查方法 

收集资料和实地调查相结合，收集海域生态环境状况资料，如环境影响报告书、海域

功能规划、海洋生物调查专题报告等，并作现场调查和核实。 

4.2 工程实施后海域生态环境状况 

为了解工程实施后海域生态，项目收集并引用了浙江鼎清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小

门岛环岛公路工程生态环境调查专题报告》（2018 年 5月）两期海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结

果。 

4.2.1 海域生物现状监测 

4.2.1.1 调查时间 

项目围涂及围填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完工，现场调查于 2017 年 11 月下旬进行，包括

水质、沉积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生物体质量以及渔业资源

调查。除潮间带调查在大潮低潮时采样，其他调查项目不分大小潮。 

4.2.1.2 调查站位与层次 

在调查海域范围内共设置 21 个站位的水质调查站位、10 个沉积物调查站位、12 个海

洋生态（含叶绿素 a、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调查站位和 3 条潮间带调查站位

（断面）、12 个站位生物质量调查站位、12 个渔业资源调查站位。重点引用调查海域范

围内 4 个站位的水质调查站位、1 个沉积物调查站位、1 个海洋生态（含叶绿素 a、浮游植

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调查站位和 3 条潮间带调查站位（断面）、1 个站位生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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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站位、1 个渔业资源调查站位。具体站位设置参见表 4.2-1 和图 4.2-1。 

根据《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2007）的要求，水深小于 10m 的站位仅采表层水

样，水深大于 10m 小于 25m 的站位采表、底层水样。石油类仅采集表层水样。 

表 4.2-1 海洋水质生态环境调查站位表 

点号 纬度 经度 监测内容 

S01 28°05'29.00" 121°02'26.02" 水质 

S02 28°05'29.00" 121°06'37.29" 水质、沉积物、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03 28°03'11.11" 121°02'20.44" 水质、沉积物、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04 28°02'58.93" 121°06'55.04" 水质 

S05 28°01'38.39" 121°04'31.74" 水质 

S06 28°01'25.26" 121°10'41.84" 水质、沉积物、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07 28°00'33.68" 121°02'25.67" 水质、沉积物、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08 28°00'3.77" 121°06'1.47" 水质、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09 27°59'14.37" 120°59'52.79" 水质 

S10 27°59'11.04" 121°03'35.03" 水质、沉积物、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11 27°59'51.84" 121°08'35.98" 水质、沉积物、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12 27°58'1.75" 120°57'11.64" 水质、沉积物、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13 27°58'12.24" 121°01'26.42" 水质、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14 27°57'48.63" 121°10'38.94" 水质 

S15 27°56'47.20" 120°58'58.13" 水质 

S16 27°56'25.18" 121°03'3.85" 水质、沉积物、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17 27°56'32.20" 121°08'5.50" 水质 

S18 27°54'53.00" 121°01'11.75" 水质、沉积物、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19 27°54'53.00" 121°05'44.15" 水质 

S20 27°54'53.00" 121°10'38.39" 水质、沉积物、生态、生物质量、渔业资源 

S21 27°59'33.30" 121°02'23.01" 水质 

T01 27°59'25.61" 121°03'21.17" 潮间带生物 

T02 27°59'27.42" 121°03'49.90" 潮间带生物 

T03 27°59'40.52" 121°04'15.07" 潮间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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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a 海洋水质生态环境调查站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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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b 海域环境现状调查站位分布图（S21 和潮间带断面分布） 



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64 

4.2.1.3 调查和评价项目 

调查项目 

水质：水温、盐度、SS、pH、DO、COD、无机氮(包括 NO3-N、NO2-N 和

NH3-N)、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和 Cu、Zn、Pb、Cd、Cr、Hg 和 As。 

沉积物：有机碳、硫化物、石油类、Cu、Zn、Pb、Cd、Cr、Hg 和 As。 

海洋生物质量：Cu、Zn、Pb、Cd、Cr、Hg、As 和石油烃。 

海域生态环境：叶绿素 a、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 

渔业资源：鱼卵、仔鱼和游泳动物。 

评价项目 

水质：pH、DO、COD、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和重金属（Cu、Pb、

Zn、Cd、Cr、Hg、As）。 

沉积物：有机碳、硫化物、石油类、Cu、Pb、Zn、Cd、Hg、Cr、As。 

生物体质量：石油烃、Cu、Pb、Zn、Cd、Hg、Cr、As。 

海域生态环境：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的多样性指数、

丰度、均匀度、优势度等。 

渔业资源：多样性指数、丰富度、均匀度、单纯度、优势度等。 

4.2.1.4 检测和评价方法 

海域水质、沉积物质量的检测、评价标准及方法 

1）检测方法 

水质、沉积物质量各调查项目的分析方法均根据《海洋调查规范》

（GB/T12763-2007）和《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2007）的规定。详见表 4.2-3。 

表 4.2-3 水质、沉积物质量各调查项目的分析方法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使用仪器 单位 

海

水 
水

质 

水温 
海洋调查规范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12763.2-2007，5.2.1 温盐深仪定点测温 

温盐深仪 
摄氏

度 

盐度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29.1 盐度计法，29.2 温盐深

仪法 
温盐深仪 ‰ 

硝酸

盐 
海洋调查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12763.4-2007，11 锌镉还原法 

752N 分光光度计

DQ2016-LH2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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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使用仪器 单位 

亚硝

酸盐 
海洋调查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12763.4-2007，10 重氮-偶氮法 

752N 分光光度计

DQ2016-LH20 
mg/L 

铵盐 
海洋调查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12763.4-2007,12 次溴酸钠氧化法 

752N 分光光度计

DQ2016-LH20 
mg/L 

活性

磷酸

盐 

海洋调查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12763.4-2007，9 抗坏血酸还原磷钼蓝法 

752N 分光光度计

DQ2016-LH20 
mg/L 

溶解

氧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31 碘量法 

滴定管25mLA 级 mg/L 

化学

耗氧

量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32 碱性高锰酸钾法 

滴定管25mLA 级 mg/L 

悬浮

物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27 重量法 

分析天平

SG2014-CL04 
mg/L 

pH 
海洋调查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12763.4-2007，6pH 计法 

pH 计

DQ2016-XJ38 
无量

纲 

油类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13.1 荧光分光光度法 

F96S 荧光分光光

度 DQ2016-ZC09 
mg/L 

铜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6.1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 SG2012-ZC02 
μg/L 

铅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7.1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

SG2012-ZC02 
μg/L 

锌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9.1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 SG2012-ZC02 
μg/L 

铬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10.1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 SG2012-ZC02 
μg/L 

镉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8.1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 SG2012-ZC02 
μg/L 

汞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5.1 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光度计

SG2012-ZC03 
μg/L 

砷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11.1 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光度计

SG2012-ZC03 
μg/L 

叶绿

素 a 
《海洋调查规范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12763.6-2007，5.2.2 分光光度法 

752N 分光光度计

DQ2016-LH20 
mg/m3 

海

洋

沉

油类 
海洋监测规范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5-2007，13.1 荧光分光光度法 

F96S 荧光分光光

度计

DQ2016-ZC09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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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使用仪器 单位 

积

物 
有机 
碳 

海洋监测规范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5-2007，18.1 重铬酸钾氧化-还原容量

法 
滴定管 25mLA 级 ×10-6 

硫化 
物 

海洋监测规范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5-2007，17.2 离子选择电极法 

pH 计

DQ2017-LH22 
×10-6 

铜 
海洋监测规范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5-2007，6.2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

SG2012-ZC02 
×10-6 

铅 
海洋监测规范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5-2007，7.2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

SG2012-ZC02 
×10-6 

锌 
海洋监测规范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5-2007，9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

SG2012-ZC02 
×10-6 

铬 
海洋监测规范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5-2007，10.1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

SG2012-ZC02 
×10-6 

镉 
海洋监测规范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5-2007，8.1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

SG2012-ZC02 
×10-6 

汞 
海洋监测规范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5-2007，5.1 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光度计

SG2012-ZC03 
×10-6 

砷 
海洋监测规范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17378.5-2007，11.1 原子荧光法 

原子荧光光度计

SG2012-ZC03 
×10-6 

2）评价方法 

采用环境质量单因子评价标准指数法进行海域水质的现状评价，如果评价因

子的标准指数值＞1，则表明该因子超过了相应的水质评价标准，已经不能满足

相应功能区的使用要求。反之，则表明该因子能符合相应功能区的使用要求。 

单项水质评价因子 i 在第 j 取样点的标准指数： 

Si、j=Ci、j/Csi 

式中：Ci、j－水质评价因子 i 在第 j 取样点的实测浓度值，mg/L； 

Csi－水质评价因子 i 的评价标准，mg/L。 

DO 的标准指数为： 

( )
sfjfjD O

D OD OD OD OS −−= /.  当 DOj≥DOs 时； 

S D O .j= 10-9DOj/DOs    当 DOj＜DOs 时； 

DOf=468/（31.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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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DO.j：饱和溶解氧在第 j 取样点的标准指数； 

DOf：饱和溶解氧浓度，mg/L； 

DOj：j 取样点水样溶解氧的实测浓度值，mg/L； 

DOs：溶解氧的评价标准，mg/L； 

T：水温，℃。 

pH 的标准指数为： 

SpHj=（7.0-pHj）/（7.0-pHsd）   当 pHj≤7.0时 

SpHj=（pHj-7.0）/（pHsu-7.0）   当 pHj＞7.0 时 

式中：SpHj：pH 在第 j 取样点的标准指数； 

pHj：j 取样点水样 pH 实测值； 

pHsd：评价标准规定的下限值； 

pHsu：评价标准规定的上限值。 

对沉积物质量的评价也采用单因子标准指数法进行，具体评价方法与水质现

状评价相同。 

3）评价标准 

根据《浙江省海洋功能区划》，本次调查海域附近涉及乐清沿海与工业城镇

建设区、乐清湾农渔业区、乐清湾港口航运区、鹿西岛保留区、黄岙工业与城镇

建设区、洞头西保留区、洞头东保留区，水质现状执行《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的相应标准，具体值见表 4.2-4；相应的海域沉积物质量现状评

价按《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中的标准值执行，具体值见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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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GB3097-1997《海水水质标准》（部分标准值） 

单位：除 pH、粪大肠杆菌、苯并(a)芘外，其余均为 mg/L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pH 值 7.8~8.5 6.8~8.8 

SS 人为增加的量≦10 人为增加的量≦100 
人为增加的量

≦150 
DO> 6 5 4 3 

化学需氧量≤ 2 3 4 5 
无机氮（以 N 计）≤ 0.20 0.30 0.40 0.50 

活性磷酸盐（以 P 计）≤ 0.015 0.030 0.045 
石油类≤ 0.05 0.30 0.50 
铜≤ 0.005 0.010 0.050 
铅≤ 0.001 0.005 0.010 0.050 
锌≤ 0.020 0.050 0.10 0.50 
镉≤ 0.001 0.005 0.010 
总铬≤ 0.05 0.10 0.20 0.50 
汞≤ 0.00005 0.0002 0.0005 
砷≤ 0.020 0.030 0.050 

表 4.2-5GB18668-2002《海洋沉积物质量》（部分标准值）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有机碳（×10-2）≤ 2.0 3.0 4.0 
硫化物（×10-6）≤ 300.0 500.0 600.0 
石油类（×10-6）≤ 500.0 1000.0 1500.0 

重金属 
（×10-6） 

铜≤ 35.0 100.0 200.0 
铅≤ 60.0 130.0 250.0 
锌≤ 150.0 350.0 600.0 
镉≤ 0.50 1.50 5.00 
铬≤ 80.0 150.0 270.0 
汞≤ 0.20 0.50 1.00 
砷≤ 20.0 65.0 93.0 

海域生态环境各调查项目的分析和评价方法 

1）采样及分析方法 

（1）叶绿素 a 

叶绿素 a 水样采集与浮游植物水样采集同步进行。叶绿素 a 采用紫外分光光

度法进行测定。样品的采集、分析方法参照《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6-2007)。 
叶绿素 a 浓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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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abd
v

V
V)RR(F)aChl( •−•

=ρ  

式中：ρv（Chla）为叶绿素 a 浓度，mg/m3； 

Fd 为量程档“d”换算系数，mg/m3； 

Rb 为酸化前荧光值； 

Ra 为酸化后荧光值； 

V1 为样品提取液体积，mL； 

V2 为过滤海水的体积，mL； 

（2）浮游植物 

浮游植物水样采集采用卡盖式采水器，水样采集量为 500ml，采样后按每升

水样加 6ml~8ml 碘液固定。浮游植物样品在大面调查时用浅水 III 型浮游生物网

自底至水面进行垂直拖网，样品按样品体积 5％加入甲醛固定。经浓缩后用显微

镜观察、鉴定和计数。调查分析按《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7-2007)进行。 

（3）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样品在大面调查时采用浅水 I型浮游生物网自底至表层垂直拖网采

集，按样品体积 5％加入甲醛固定保存。在室内挑去杂物后，以湿重法称量浮游

动物生物量（包括水母类），而后在显微镜和体视镜下对样品进行鉴定、计数和

称重。调查分析按《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7-2007)方法进行。 

（4）大型底栖生物 

采用 0.1m2 抓斗式采泥器进行各站位泥样采集，每站采集 4 个平行样，所采

泥样放入漩涡分选装置淘洗，挑拣出其中底栖生物，现场用 5%的甲醛固定，在

室内挑去杂物后以湿重法称取底栖生物的生物量，然后在体现显微镜下对标本进

行鉴定、计数和称重。调查分析按《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7-2007)方法进行。 

（5）潮间带生物 

潮间带生物在各断面潮间带的高、中、低潮区分别采集定性样品和定量样品。

定性样品在各断面周围随机采取，定性取样在高潮区、中潮区和低潮区至少分别

取 1 个样品。硬相（岩石岸）生物定量取样用 25cm×25cm 的定量框取 2 个样方；

在生物密集区，换用 10cm×10cm 的定量框取样。软相（泥滩、沙滩、泥沙滩）

生物取样，用 25cm×25cm×30cm 定量框取 4 个样方。用 1.0mm 孔径的过筛器淘

洗，5％甲醛溶液固定保存后，带回实验室鉴定、计数和称重。采集、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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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6-2007)。 

2）生态环境各调查项目的评价方法 

各生态学参数分别依如下公式计算： 

多样性指数 Hρ采用 Shannon-Weiner 公式： 

i

S

i

i
PPH 2

1

' log∑
=

−=
 

丰度（丰富度）指数 d 采用 Margalef 公式： 

Nd 21)/log-(S= 或 Gd 21)/log-(S=  

均匀度 J 采用 Pielou 公式： 

2

=
log

H '
J

S

 

优势度 D 2 采用 McNaughton 公式： 

1 2
2

N N
D

N

+
=  

式中：S 为样品中的种类总数；N 为样品中的总个体数，G 为样品中的总重

量；p i 为样品中第 i 种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例；N 1、N 2 为样品中居第一、二

位的优势种的个体数。 

渔业资源采样、分析和评价方法 

1）采样与分析方法 

鱼卵、仔鱼调查方法按《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6-2007）进行，定量

样品采用浅水 I 型浮游生物网垂直取样，定性样品采用水平拖曳，每站拖网

10min~15min，船速 1kn~2kn。用中性甲醛溶液固定，加入量为样品体积的 5%。

带回实验室后进行分类、鉴定和计数，计算方法以个(尾)/m3 计算。 

游泳动物调查方法按照《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6-2007）进行。本项

目游泳生物调查为专题性大面定点调查，调查区域为水深小于 200m 的大陆架海

区。采用底拖网的方式采集样品，拖网时间和拖网速度参照规范执行，若遇到调

查海域底质环境复杂等情况，可适当减少拖网时间。本次调查单网次渔获物总质

量低于 30kg~40kg，每站拖网所获的渔获物全部取样装入样品袋，并进行编号、

记录后，冰鲜保存，带回实验室分析、鉴定。实验室内的工作包括统计渔获品种、

重量、尾数等，并进行生物学测定（体重、体长、幼体比等）。本次调查海域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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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物主要分为鱼类、虾类、口足类、蟹类、头足类，在计算资源密度时将口足类

归入虾类进行统计。 

由于生物学性状不同，部分渔获物长度参数不能用体长表示，尾鳍、尾椎骨

不易测量的海鳗、带鱼等长度参数为肛长，尾叉明显的鱼类为叉长，头足类参数

为胴长。测量数据以渔获物实际情况为准，为方便统计与文字表达，文中肛长、

叉长、胴长均用体长代替。 

报告中游泳动物渔获物幼体比例的论述，需要有对幼体和成体的界定，鱼类

性腺首次成熟即可定义为成鱼（殷名称，1993）。有些性腺成熟较晚的大中型鱼

类，达到食用规格时，尽管性腺尚未成熟，但已经具有商业价值。本报告将上述

鱼类均定义为成鱼，其它的为幼体。 

2）评价方法 

优势种的计算采用相对重要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4
i 10]/)//[( ••+= mfWwNnIR I

ii
 

式中：
i

n 、
i

w 分别为第 i 种生物的个体数和生物量； N 、W 分别为总个体

数和总生物量；
i

f 为第 i 种生物在 m 次取样中出现的频率；m 为取样次数。 

将相对重要性指数（ IR I ）大于 1000 者定为优势种，在 100~1000 之间者

定为常见种。 

物种多样性评价主要采用 Shannon-Weaver( 'H )指数、均匀度（ 'J ）、丰富

度（ d ）、单纯度（C ）4 个公式计算。Shannon-Weaver 指数、均匀度指数、丰

富度指数计算公式见 1.4.2 小节。单纯度计算公式如下： 
C =SUM(n i/N)2 

式中，C — — 表示单纯度指数；N — — 为群落中所有物种丰度或生物量，n i 为

第 i 个物种的丰度或生物量。 

渔业资源密度计算公式如下： a qCD /=  

式中：D 为渔业资源密度，单位为千尾/平方千米(103ind/km2)或千克/平方千

米(kg/km2)； 

C 为平均每小时拖网渔获量，单位为千尾/小时(103ind/h)或千克/小时(kg/h)； 

a 为每小时网具扫海面积，单位为平方千米/小时(km2/h)； 

q 为捕获率，取值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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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体质量采样、分析和评价方法 

海洋生物质量采样方法参照《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2007）第 3 部分

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2007）第 6 部进行生物体

分析，具体分析方法见表 4.2-6。 

表 4.2-6 生物体质量各调查项目的检测分析方法 

生物体质量

调查项目 
检测仪器及编号 检测依据 温度℃ 湿度% 

铜 AA240 原子吸收光谱仪 GB17378.6-2007 20 50 

锌 AA240 原子吸收光谱仪 GB17378.6-2007 20 50 

铅 AA240 原子吸收光谱仪 GB17378.6-2007 20 50 

镉 AA240 原子吸收光谱仪 GB17378.6-2007 20 50 

铬 AA240 原子吸收光谱仪 GB17378.6-2007 20 50 

汞 DMA－80 测汞仪 GB17378.6-2007 20 50 

砷 AFS9230 原子荧光光度计 GB17378.6-2007 20 50 

石油烃 CaryEclipse 荧光分光光度计 GB17378.6-2007 20 50 

鱼类和甲壳类标准参考《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简明规程》，见表 4.2-7。

鱼类、甲壳类体内无机砷、铬和石油烃指标执行第二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报

告中规定的标准限值，见表 4.2-8。 

表 4.2-7 海洋生物体内污染物评价标准(单位：mg/kg) 

类型 铜≤ 铅≤ 锌≤ 镉≤ 总汞≤ 

鱼类 20 2.0 40 0.6 0.3 

甲壳类 100 2.0 150 2.0 0.2 

表 4.2-8 其他评价标准(单位：mg/kg)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对象 引自标准 
无机砷≤ 0.5（鱼类）1.0（甲壳类） 鱼类、甲壳类 

第二次全国海洋污染

基线调查报告 
铬≤ 1.5 鱼类、甲壳类 

石油烃≤ 20 鱼类、甲壳类 

4.2.1.5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现状调查的现场采集、测定、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等过程均根据 ISO9001：

2000 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实施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主要措施包括： 

（1）设置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组织机构，所有参加样品采集、室内分析的

人员均持有国家海洋局颁发的《海洋测试技术人员合格证》，所有分析仪器均经

省级计量检验部门鉴定合格，在有效期内使用，并在使用前认真做好校验、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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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确保仪器性能正常、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2）对所使用的方法、标准参比样和内控样以及操作过程由质控人员监督

管理，以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可信。 

（3）海洋环境质量现状调查过程中的样品采集、贮存、运输和预处理及其

分析测定均按《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2007）和《海洋监测规范》

（GB/T17378-2007）中的相应要求进行。 

（4）所有现状调查监测数据报表经校对、技术负责人、技术监督人三级审

核后提交。 

（5）调查报告经校核、审核和审定三级审核后提交业主单位。 

4.3 海域水质现状调查与评价 

4.3.1 海域水质现状调查 

本次调查海域水质大面调查结果具体见表 4.2-9。由表可知： 

（1）温度 

调查海域水体温度的测值范围为 16.2℃～17.0℃，平均值为 16.6℃。 

（2）盐度 

调查海域盐度范围的测值为 25.1～31.3，平均值为 29.3。 

（3）悬浮物 

调查海域悬浮物浓度范围为 44.8mg/L～664.4mg/L，平均值为 157.8mg/L。 

（4）pH 

pH 测值范围为 7.86～8.04，平均值为 8.00。 

（5）DO 

调查海域水体 DO 含量范围为 8.11mg/L～9.48mg/L，平均值为 8.65mg/L。 

（6）COD 

调查海域水体 COD 浓度范围为 0.24mg/L～0.88mg/L，平均值为 0.41mg/L。 

（7）无机氮 

无机氮为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和氨氮的总和，调查海域无机氮浓度范围为

0.586mg/L～0.860mg/L，平均值为 0.744mg/L。 

（8）活性磷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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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海域活性磷酸盐浓度变化范围为 0.035mg/L～0.073mg/L，平均值为

0.051mg/L。 

（9）石油类 

调查海域石油类浓度范围为 0.007mg/L～0.047mg/L，平均值为 0.023mg/L。 

（10）Cu 

调查海域 Cu 浓度范围为 0.64μg/L～4.12μg/L，平均值为 2.32μg/L。 

（11）Pb 

调查海域 Pb 浓度范围为 0.91μg/L～4.19μg/L，平均值为 2.27μg/L。 

（12）Zn 

调查海域 Zn 浓度范围为 4.39μg/L～16.01μg/L，平均值为 8.61μg/L。 

（13）Cd 

调查海域 Cd 浓度范围为 0.14μg/L～0.88μg/L，平均值为 0.31μg/L。 

（14）Cr 

调查海域 Cr 浓度范围为 0.52μg/L～3.79μg/L，平均值为 1.89μg/L。 

（15）Hg 

调查海域 Hg 浓度范围为 0.04μg/L～0.08μg/L，平均值为 0.05μg/L。 

（16）As 

调查海域 As 浓度范围为 1.00μg/L～1.60μg/L，平均值为 1.28μg/L。 

4.3.2 海域水质现状评价 

项目附近海域各水质现状评价因子的标准指数统计详见表 4.2-9，特征值见

表 4.2-10。 

由表看出，各评价因子中，除了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其他评价因子的标准

指数均小于 1，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活性磷酸盐与无机氮二类水质超标率均

为 100%，表明该海域富营养化较严重。 

 



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75 

表 4.2-9 项目附近海域水质环境现状调查结果 

站位 
层

次 
温度

( ℃ 
盐度 pH 

SS 
(mg/L) 

DO 
(mg/L) 

COD 
(mg/L) 

无机氮

(mg/L) 

活性磷

酸盐

(mg/L) 

石油类

(mg/L) 
Cu 

(µg/L) 
Pb 

(µg/L) 
Zn 

(µg/L) 
Cd 

(µg/L) 
Cr 

(µg/L) 
Hg 

(µg/L) 
As 

(µg/L) 

S01 S 16.2 30.0 7.95 155.7 8.48 0.85 0.659 0.056 0.013 1.44 4.01 6.66 0.25 1.07 0.04 1.47 
S02 S 16.2 31.2 8.02 59.7 8.35 0.44 0.667 0.072 0.024 2.49 1.13 8.23 0.16 1.14 0.04 1.41 
S02 B 16.3 31.1 7.99 90.5 8.11 0.48 0.645 0.053 —— 0.69 3.11 7.15 0.31 3.36 0.05 1.49 
S03 S 16.2 30.3 7.86 94.0 8.62 0.56 0.661 0.046 0.007 2.32 2.05 11.66 0.15 2.61 0.06 1.54 
S04 S 16.5 30.1 8.01 53.9 9.47 0.80 0.800 0.062 0.024 2.77 2.62 9.14 0.41 0.52 0.07 1.03 
S04 B 16.7 31.0 8.02 283.3 8.40 0.30 0.697 0.061 —— 3.68 2.56 4.76 0.50 3.60 0.04 1.12 
S05 S 16.2 30.2 8.00 70.2 8.79 0.56 0.734 0.047 0.017 0.81 2.77 9.74 0.15 0.99 0.04 1.30 
S06 S 16.5 30.1 8.03 63.5 8.52 0.38 0.768 0.059 0.03 2.97 1.92 13.13 0.17 1.10 0.04 1.07 
S06 M 16.7 30.2 8.04 98.2 8.45 0.26 0.781 0.046 —— 2.93 1.69 13.47 0.20 2.83 0.05 1.11 
S06 B 16.9 31.1 8.02 340.5 8.63 0.33 0.780 0.042 —— 3.08 1.33 5.29 0.16 3.50 0.05 1.00 
S07 S 16.3 30.3 8.01 84.7 9.45 0.36 0.586 0.054 0.014 2.41 2.94 4.57 0.17 3.14 0.06 1.46 
S08 S 16.7 25.5 8.04 44.8 8.21 0.31 0.676 0.050 0.012 3.93 1.30 15.29 0.17 1.15 0.05 1.52 
S08 B 16.8 30.2 8.01 142.0 9.48 0.41 0.849 0.045 —— 2.41 2.21 16.01 0.21 2.71 0.05 1.21 
S09 S 16.2 25.3 7.95 74.1 9.14 0.44 0.707 0.056 0.015 1.43 3.62 5.57 0.88 1.11 0.07 1.38 
S10 S 16.7 26.2 8.04 77.4 8.77 0.40 0.793 0.046 0.045 0.76 2.52 5.12 0.15 3.74 0.07 1.33 
S10 B 16.9 26.1 8.01 137.6 8.40 0.37 0.798 0.041 —— 0.64 1.90 7.33 0.15 1.01 0.06 1.27 
S11 S 16.4 31.2 8.03 47.2 8.63 0.25 0.719 0.047 0.02 2.01 1.13 7.07 0.34 2.77 0.05 1.23 
S11 B 16.6 30.3 8.00 153.3 8.67 0.24 0.608 0.035 —— 2.50 2.11 12.99 0.44 0.98 0.06 1.02 
S12 S 16.8 25.2 8.00 135.1 8.82 0.28 0.833 0.072 0.029 3.88 3.85 7.50 0.14 0.86 0.06 1.59 
S12 B 17.0 28.1 7.99 202.6 8.65 0.33 0.788 0.051 —— 3.85 3.20 11.35 0.20 1.41 0.06 1.22 
S13 S 16.7 25.1 7.97 50.4 8.33 0.32 0.762 0.042 0.047 2.98 1.89 5.64 0.15 0.76 0.06 1.24 
S14 S 16.6 31.3 8.01 87.6 8.64 0.25 0.834 0.073 0.02 4.12 1.01 9.70 0.49 1.01 0.0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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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位 
层

次 
温度

( ℃ 
盐度 pH 

SS 
(mg/L) 

DO 
(mg/L) 

COD 
(mg/L) 

无机氮

(mg/L) 

活性磷

酸盐

(mg/L) 

石油类

(mg/L) 
Cu 

(µg/L) 
Pb 

(µg/L) 
Zn 

(µg/L) 
Cd 

(µg/L) 
Cr 

(µg/L) 
Hg 

(µg/L) 
As 

(µg/L) 

S14 M 16.7 30.3 8.04 592.3 8.60 0.32 0.785 0.045 —— 2.27 1.54 12.05 0.26 0.63 0.05 1.09 
S14 B 16.9 30.1 7.86 664.4 8.17 0.47 0.758 0.038 —— 0.77 0.91 9.46 0.69 1.39 0.06 1.45 
S15 S 16.9 26.1 8.00 407.6 8.45 0.60 0.717 0.064 0.02 2.60 2.65 4.74 0.18 1.09 0.06 1.21 
S16 S 16.8 30.4 8.03 130.9 8.68 0.25 0.857 0.052 0.028 1.15 1.05 10.61 0.48 1.14 0.06 1.25 
S16 B 16.9 30.2 8.01 310.4 8.70 0.24 0.615 0.035 —— 1.66 3.55 5.61 0.47 1.29 0.05 1.11 
S17 S 16.8 30.1 8.04 88.1 8.43 0.48 0.849 0.046 0.026 0.88 1.18 4.39 0.21 0.88 0.05 1.60 
S18 S 16.9 28.5 8.01 66.7 8.43 0.36 0.701 0.057 0.022 3.09 4.19 6.84 0.68 0.89 0.05 1.20 
S19 S 16.8 30.2 8.03 78.4 9.07 0.27 0.618 0.052 0.022 0.70 3.89 5.17 0.46 3.79 0.04 1.33 
S20 S 16.7 30.1 8.03 73.2 8.46 0.44 0.835 0.051 0.022 2.49 1.05 12.00 0.20 3.76 0.07 1.41 
S20 B 16.9 31.3 7.95 87.7 8.68 0.88 0.813 0.037 —— 2.92 1.01 4.88 0.45 3.50 0.04 1.06 
S21 S 16.4 29.2 7.97 162.1 8.76 0.36 0.860 0.049 0.027 3.86 3.10 11.14 0.23 2.70 0.08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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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项目附近海域水质现状各评价因子的标准指数（二类水质评价标准） 

站位 层次 pH COD DO 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 石油类 Cu Pb Zn Cd Cr Hg As 
S01 S 0.63 0.27 0.28 2.20 1.87 0.26 0.14 0.80 0.13 0.05 0.01 0.21 0.05 
S02 S 0.68 0.30 0.15 2.22 2.40 0.48 0.25 0.23 0.16 0.03 0.01 0.21 0.05 
S02 B 0.66 0.35 0.16 2.15 1.77 —— 0.07 0.62 0.14 0.06 0.03 0.24 0.05 
S03 S 0.57 0.24 0.19 2.20 1.53 0.14 0.23 0.41 0.23 0.03 0.03 0.28 0.05 
S04 S 0.67 0.05 0.27 2.67 2.07 0.48 0.28 0.52 0.18 0.08 0.01 0.36 0.03 
S04 B 0.68 0.27 0.10 2.32 2.03 —— 0.37 0.51 0.10 0.10 0.04 0.22 0.04 
S05 S 0.67 0.21 0.19 2.45 1.57 0.34 0.08 0.55 0.19 0.03 0.01 0.21 0.04 
S06 S 0.69 0.26 0.13 2.56 1.97 0.60 0.30 0.38 0.26 0.03 0.01 0.21 0.04 
S06 M 0.69 0.26 0.09 2.60 1.53 —— 0.29 0.34 0.27 0.04 0.03 0.23 0.04 
S06 B 0.68 0.22 0.11 2.60 1.40 —— 0.31 0.27 0.11 0.03 0.04 0.25 0.03 
S07 S 0.67 0.07 0.12 1.95 1.80 0.28 0.24 0.59 0.09 0.03 0.03 0.28 0.05 
S08 S 0.69 0.32 0.10 2.25 1.67 0.24 0.39 0.26 0.31 0.03 0.01 0.24 0.05 
S08 B 0.67 0.04 0.14 2.83 1.50 —— 0.24 0.44 0.32 0.04 0.03 0.25 0.04 
S09 S 0.63 0.14 0.15 2.36 1.87 0.30 0.14 0.72 0.11 0.18 0.01 0.33 0.05 
S10 S 0.69 0.20 0.13 2.64 1.53 0.90 0.08 0.50 0.10 0.03 0.04 0.36 0.04 
S10 B 0.67 0.27 0.12 2.66 1.37 —— 0.06 0.38 0.15 0.03 0.01 0.28 0.04 
S11 S 0.69 0.24 0.08 2.40 1.57 0.40 0.20 0.23 0.14 0.07 0.03 0.27 0.04 
S11 B 0.67 0.22 0.08 2.03 1.17 —— 0.25 0.42 0.26 0.09 0.01 0.28 0.03 
S12 S 0.67 0.18 0.09 2.78 2.40 0.58 0.39 0.77 0.15 0.03 0.01 0.28 0.05 
S12 B 0.66 0.21 0.11 2.63 1.70 —— 0.39 0.64 0.23 0.04 0.01 0.30 0.04 
S13 S 0.65 0.29 0.11 2.54 1.40 0.94 0.30 0.38 0.11 0.03 0.01 0.31 0.04 
S14 S 0.67 0.23 0.08 2.78 2.43 0.40 0.41 0.20 0.19 0.10 0.01 0.21 0.04 
S14 M 0.69 0.23 0.11 2.62 1.50 —— 0.23 0.31 0.24 0.05 0.01 0.24 0.04 
S14 B 0.57 0.32 0.16 2.53 1.27 —— 0.08 0.18 0.19 0.14 0.01 0.32 0.05 
S15 S 0.67 0.26 0.20 2.39 2.13 0.40 0.26 0.53 0.09 0.04 0.01 0.32 0.04 
S16 S 0.69 0.21 0.08 2.86 1.73 0.56 0.12 0.21 0.21 0.10 0.01 0.28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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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位 层次 pH COD DO 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 石油类 Cu Pb Zn Cd Cr Hg As 
S16 B 0.67 0.20 0.08 2.05 1.17 —— 0.17 0.71 0.11 0.09 0.01 0.26 0.04 
S17 S 0.69 0.27 0.16 2.83 1.53 0.52 0.09 0.24 0.09 0.04 0.01 0.26 0.05 
S18 S 0.67 0.26 0.12 2.34 1.90 0.44 0.31 0.84 0.14 0.14 0.01 0.25 0.04 
S19 S 0.69 0.13 0.09 2.06 1.73 0.44 0.07 0.78 0.10 0.09 0.04 0.21 0.04 
S20 S 0.69 0.26 0.15 2.78 1.70 0.44 0.25 0.21 0.24 0.04 0.04 0.34 0.05 
S20 B 0.63 0.21 0.29 2.71 1.23 —— 0.29 0.20 0.10 0.09 0.04 0.21 0.04 
S21 S 0.65 0.21 0.12 2.87 1.63 0.54 0.39 0.62 0.22 0.05 0.03 0.38 0.04 

注:“——”表示该站位未采集对应样品，不参与计算统计。 

表 4.2-10 项目附近海域水质现状各评价因子特征值 

站位 pH COD DO 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 石油类 Cu Pb Zn Cd Cr Hg As 
样品数 33 33 33 33 33 21 33 33 33 33 33 33 33 
检出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类超标率 0 0 0 100 100 0 0 97 0 0 0 55 0 
二类超标率 0 0 0 100 100 0 0 0 0 0 0 0 0 
三类超标率 0 0 0 100 100 0 0 0 0 0 0 0 0 
四类超标率 0 0 0 100 76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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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海域沉积物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4.4.1 海域沉积物质量现状调查 

根据《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有关规定，海域沉积物调查时间与

海洋水质和生态环境调查同步进行。具体结果见表 4.4-1。 

本次调查沉积物中石油类的分布范围为（35.0~60.6）×10-6；有机碳的分布范

围为（0.272~0.751）×10-2；硫化物的分布范围为（7.6~27.8）×10-6；Cu 的分布

范围为（16.4~42.7）×10-6；Pb 的分布范围为（24.6~34.2）×10-6；Zn 的分布范围

为（65.7~109.1）×10-6；Cd 的分布范围为（0.073~0.128）×10-6；Cr 的分布范围

为（62.3~78.2）×10-6；Hg 的分布范围为（0.036~0.347）×10-6；As 的分布范围

为（5.65~11.30）×10-6。 

4.4.2 海域沉积物质量现状评价 

调查海域沉积物各评价因子的特征值详见表 4.4-1，标准指数详见表 4.4-2.

由表可知，除 Cu 和 Hg，评价海域沉积物所有站位的各评价指标均能满足

GB18668-2002《海洋沉积物质量》第一类沉积物评价标准的要求。其中 Cu 一类

沉积物质量超标率为 60%，Hg 一类沉积物质量超标率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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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项目附近海域沉积物质量现状调查结果 

站位 
硫化物

（×10-6） 
石油类

（×10-6） 
有机碳

（×10-2） 
重金属（×10-6） 

Cu Pb Zn Cd Cr Hg As 
S02 14.2 38.1 0.751 39.8 29.5 86.4 0.073 78.2 0.075 10.90 
S03 16.6 43.2 0.666 35.9 30.9 105.3 0.086 70.3 0.347 10.40 
S06 27.8 36.5 0.539 40.0 27.6 109.1 0.128 68.0 0.128 10.50 
S07 12.9 39.2 0.363 40.0 29.0 81.2 0.073 75.7 0.095 11.30 
S10 8.66 54.9 0.272 16.4 24.6 73.3 0.093 73.1 0.036 5.65 
S11 7.63 42.2 0.675 38.7 28.8 104.7 0.076 76.2 0.090 10.70 
S12 8.73 60.6 0.292 23.1 27.9 65.7 0.093 62.3 0.063 5.94 
S16 12.7 39 0.386 32.1 26.5 87.4 0.082 72.4 0.092 8.31 
S18 16.8 52.1 0.285 42.7 34.2 91.3 0.099 71.1 0.124 9.50 
S20 10.3 35.0 0.338 34.3 28.1 92.3 0.094 67.8 0.098 11.10 

表 4.4-1 项目附近海域沉积物现状监测因子特征值 

表 4.4-2 项目附近海域沉积物质量现状各评价因子标准指数 

站位 石油类 有机碳 硫化物 Cu Pb Zn Cd Cr Hg As 

S02 0.08 0.38 0.05 1.14 0.49 0.58 0.15 0.98 0.38 0.55 
S03 0.09 0.33 0.06 1.03 0.52 0.70 0.17 0.88 1.74 0.52 
S06 0.07 0.27 0.09 1.14 0.46 0.73 0.26 0.85 0.64 0.53 
S07 0.08 0.18 0.04 1.14 0.48 0.54 0.15 0.95 0.48 0.57 
S10 0.11 0.14 0.03 0.47 0.41 0.49 0.19 0.91 0.18 0.28 
S11 0.08 0.34 0.03 1.11 0.48 0.70 0.15 0.95 0.45 0.54 
S12 0.12 0.15 0.03 0.66 0.47 0.44 0.19 0.78 0.32 0.30 
S16 0.08 0.19 0.04 0.92 0.44 0.58 0.16 0.91 0.46 0.42 
S18 0.10 0.14 0.06 1.22 0.57 0.61 0.20 0.89 0.62 0.48 
S20 0.07 0.17 0.03 0.98 0.47 0.62 0.19 0.85 0.49 0.56 

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样品数 
检出率 
（%） 

超标率（%） 
一类 二类 三类 

硫化物(×10-6) 7.63 27.8 13.6 10 100 0 0 0 
石油类(×10-6) 35 60.6 44.1 10 100 0 0 0 
有机碳(×10-2) 0.272 0.751 0.457 10 100 0 0 0 

Cu(×10-6) 16.4 42.7 34.3 10 100 60 0 0 
Pb(×10-6) 24.6 34.2 28.7 10 100 0 0 0 
Zn(×10-6) 65.7 109.1 89.7 10 100 0 0 0 
Cd(×10-6) 0.073 0.128 0.090 10 100 0 0 0 
Cr(×10-6) 62.3 78.2 71.5 10 100 0 0 0 
Hg(×10-6) 0.036 0.347 0.115 10 100 10 0 0 
As(×10-6) 5.65 11.3 9.4 10 1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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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海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和评价 

4.5.1 叶绿素 a和初级生产力 

叶绿素 a 调查结果参见表 4.5-1。 

海水中的叶绿素 a 含量和变化能够反映浮游植物的现存量及其变化，叶绿素

a 的分布与海区的水文特征、营养盐状况、透光率、浮游植物细胞大小、以及海

洋生物的摄食等因素密切相关。当环境条件不利于浮游植物生长时，叶绿素 a

含量较低，反之，叶绿素 a 含量较高。 

调查海域叶绿素 a 含量在 0.66～0.86mg/m3，平均值为 0.77mg/m3。调查区

叶绿素 a 含量最高值出现在 S12 号站位，最低值出现在 S18 号站位。 

表 4.5-1 项目附近海域叶绿素 a 统计 

站位 叶绿素 a（mg/m3） 
S01 0.73 
S02 0.76 
S03 0.69 
S04 0.76 
S05 0.69 
S06 0.77 
S07 0.85 
S08 0.79 
S09 0.82 
S10 0.81 
S11 0.80 
S12 0.86 
S13 0.85 
S14 0.69 
S15 0.76 
S16 0.84 
S17 0.82 
S18 0.66 
S19 0.74 
S20 0.81 
S21 0.71 

4.5.2 浮游植物现状调查和评价 

1、种类组成 

2017 年 11 月，项目附近海域采集到的浮游植物样品经显微观察、鉴定，共

有浮游植物 5 门 32 属 62 种。其中，硅藻 23 属 49 种(占 79.0%)；甲藻 6 属 10

种(占 16.1%)；裸藻、金藻和隐藻各 1 属 1 种(占 4.9%)（表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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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项目附近海域浮游植物种类名录表 

序号 种类名录 LISTOFSPECIES 
一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1 爱氏辐环藻 A c tin o c y c lu se h re n b erg iiRalfs 
2 辐环藻 A c tin o c y c lu ssp. 
3 派格棍形藻 B a c illa r ia p a x illife ra  (O.F.Müller)T.Mar. 
4 活动盒形藻 B id d u lp h ia m o b ilie n s is(Bail.)Grun. 
5 中华盒形藻 B id d u lp h ia s in e n s isGrev 

6 短角美壁藻 C a lo n e iss ilic u la (Ehr.)Cleve 

7 窄隙角毛藻 C h a e to ce ro sa ffin isLauder 

8 旋链角毛藻 C h a e to ce ro sc u rv ise tu sCastr. 
9 洛氏角毛藻 C h a e to ce ro s lo re n z ia n u sGrun 

10 蛇目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a rg u sEhr. 
11 星脐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a s te ro m p h a lu sCleve 

12 有翼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b ip a r titu sRattray 

13 中心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c e n tra lisEhr 

14 离心列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e x c e n tr ic u sEhr. 
15 巨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g ig a s  Ehrenberg 

16 琼氏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 jo n e s ia n u s(Grev.)Ostenf. 
17 琼氏圆筛藻变化变种 C o s .jo n e s ia n u sv.c o m m u ta ta (Gr.)Hust. 
18 线形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 lin e a tu sEhr. 
19 具边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m a rg in a tu sEhr. 
20 小眼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o c u la tu s(Fauv.)Petit 
21 虹彩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o c u lu s-ir id isEhr. 
22 辐射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ra d ia tu sEhr. 
23 苏氏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 th o r iiPav. 
24 威氏圆筛藻 C o sc in o d isc u sw a ile s iiGran.etAngst 
25 条纹小环藻 C y c lo te lla s tr ia ta (Kuetz.)Grun. 
26 柱状小环藻 C y c lo te lla s ty lo ru m Brightw. 
27 新月细柱藻 C y lin d ro th e ca c lo s te r iu m (Ehr.)Reimann&J.C.Lewin 

28 布氏双尾藻 D ity lu m b rig h tw e lli(West)Grun. 
29 太阳双尾藻 D ity lu m so lGrun. 
30 波罗的海布纹藻 G y ro s ig m a b a ltic u m (Ehr.)Rab. 
31 丹麦细柱藻 L e p to c y lin d ru sd a n ic u sCleve 

32 舟形藻 N a v ic u la sp. 
33 长菱形藻 N itzsc h ia lo n g iss im a (Breb.)Ralfs 

34 洛伦菱形藻 N itzsc h ia lo re n z ia n aGrun. 
35 弯菱形藻 N itzsc h ia s ig m a (Kuetz.)W.Smith 

36 美丽菱形藻 N itzsc h ia sp e c ta b ilis(Ehr.)Ralfs 

37 宽角斜纹藻 P le u ro s ig m a a n g u la tu m (Quek.)W.Smith 

38 尖刺伪菱形藻 P se u d o n itzsc h ia p u n g en s(Grun.-Cl.)Hasle 

39 粗根管藻 R h izo so le n ia ro b u s ta G.NormanexRalfs 

40 中肋骨条藻 S k e le to n em a c o s ta tu m (Grev.)Cleve 

41 掌状冠盖藻 Ste p h a n o p y x isp a lm e r ia n a (Grev.)G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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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肘状针杆藻 S y n e d ra u ln a (Nitz.)Ehr. 
43 菱形海线藻 T h a la ss io n em a n itzsc h io id e s(Grun.)V.H. 
44 离心列海链藻 T h a la ss io s ira e c c e n tr ic a (Ehr.)Cleve. 
45 线形海链藻 T h a la ss io s ira lin e a ta Jouse 

46 海链藻 T h a la ss io s ira sp. 
47 伏氏海毛藻 T h a la ss io th r ix fra u e n fe ld iiGrun. 
48 长海毛藻 T h a la ss io th r ix lo n g iss im aCleveetGrunow 

49 卵形褶盘藻 Try b lio p ty c h u sc o cc o n e ifo rm is(Grun.exCl.)Hendey 

二 甲藻门 PYRROPHYTA 
50 纺锤角藻 C e ra tiu m fu su s(Ehr.)Dujardin 
51 三角角藻 C e ra tiu m tr ip o s(O.F.Mueller)Nitzsch 
52 具尾鳍藻 D in o p h y s isc a u d a taSaville-Kent 
53 球形翼藻 D ip lo p sa lisg lo b u laAbe 

54 膝沟藻 G o n ya u la xsp. 
55 裸甲藻 G ym n d in iu m sp. 
56 扁平原多甲藻 P ro to p e r id in iu m d ep re ssu m (Bail.)Balech 

57 叉分原多甲藻 P ro to p e r id in iu m d iv e rg a n s(Ehr.)Balech 

58 海洋原多甲藻 P ro to p e r id in iu m o c ea n ic u m (V.H.)Balech 

59 原多甲藻孢囊 P ro to p e r id in iu m cysts 

三 隐藻门 CRYPTOPHYTA 
60 隐藻 C ry p to m o n a ssp. 
四 裸藻门 EUGLENOPHYTA 
61 双鞭藻 E u trep tie lla g ym n a s tica Thr. 
五 金藻门 CHRYSOPHYTA 
62 六异刺硅鞭藻 D is te p h a n u ssp e c u lu m (Ehr.)Haeckel 

2、浮游植物细胞丰度分布 

2017年11月，工程附近海域浮游植物细胞丰度69×103~1274×103个/m3，平均

细胞丰度为360×103个/m3。 

3、浮游植物主要优势种类组成 

项目附近海域浮游植物主要优势种为琼氏圆筛藻、星脐圆筛藻、虹彩圆筛

藻、辐射圆筛藻。 

4、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均匀度、种类丰度、优势度 

调查区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值属于中等水平。多样性指数 1.583~2.544，平

均值 2.131；种类丰度 0.450~0.904，平均值 0.585；均匀度 0.488~0.747，平均值

在 0.620。详见表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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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均匀度、种类丰度 

站位 H'多样性指数 N 细胞丰度（×103 个/m3） d 种类丰度 J'均匀度 
S02 2.528 304 0.549 0.731 
S03 2.131 512 0.555 0.641 
S06 1.845 156 0.561 0.533 
S07 2.242 160 0.450 0.747 
S08 2.275 82 0.562 0.685 
S10 2.048 86 0.495 0.646 
S11 2.130 69 0.480 0.672 
S12 1.688 1274 0.497 0.488 
S13 1.583 452 0.469 0.499 
S16 2.234 356 0.748 0.572 
S18 2.322 568 0.748 0.610 
S20 2.544 305 0.904 0.610 

平均 2.131 360 0.585 0.620 

最小 1.583 69 0.450 0.488 

最大 2.544 1274 0.904 0.747 

4.5.3 浮游动物现状调查和评价 

1、种类组成 

调查海区共有浮游动物 6 大类 36 种，其中，桡足类 24 种，占 66.7％；浮

游幼虫(包括仔鱼)有 7 种，占 19.4％；毛颚动物 2 种，占 5.6％；其它类群的种

数较少，共有 3 种，占 8.3%。（表 4.5-4、表 4.5-5）。 

表 4.5-4 项目附近海域浮游动物种类名录 

序号 种类名录 LISTOFSPECIES 
一 桡足类 Copepoda 

1 中华哲水蚤 C a la n u ss in ic u sBrodsky 

2 小拟哲水蚤 P a ra c a la n u sp a rvu s（Claus） 

3 强额拟哲水蚤 P a ra c a la n u sc ra ss iro s tr isDahl 
4 针刺拟哲水蚤 P a ra c a la n u sa c u lea tu sGiesbrecht 
5 瘦拟哲水蚤 P a ra c a la n u sg ra c ilisChen&Zhang 

6 孔雀丽哲水蚤 C a lo ca la nu sp aρo (Dana) 
7 狭额真哲水蚤 E u c a la n u ssu b te n u isGiesbrecht 
8 亚强真哲水蚤 E u c a la n u ssu b c ra ssu sGiesbrecht 
9 精致真刺水蚤 E u c h a e ta c o n c in n aDana 

10 平滑真刺水蚤 E u c h a e ta p la n a Mori 
11 真刺水蚤幼体 E u c h a e ta la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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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微驼隆哲水蚤 A c ro ca la n u sg ra c ilisGiesbrecht 
13 幼平头水蚤 C a n d a c ia c a tu laGiesbrecht 
14 哲胸刺水蚤 C e n tro p a g e sc a la n in u s(Dana) 
15 细胸刺水蚤 C e n tro p a g e sg ra c ilis(Dana) 
16 背针胸刺水蚤 C e n tro p a g e sd o rs isp in a tu sThoppsonetscott 
17 中华胸刺水蚤 C e n tro p a g e ss in e n s isChenetZhang 
18 瘦尾胸刺水蚤 C e n tro p a g e s te n u irem is(Thompson&Scott) 

19 缘齿厚壳水蚤 S c o le c ith r ix n ic o b a r ic a Sewell 
20 黄角光水蚤 L u c icu tia flaρico rn is（Claus） 
21 椭形长足水蚤 C a n d a c ia e llip tic a (Dana) 
22 小长足水蚤 C a n d a c ia m in o rA.Scott 
23 伯氏平头水蚤 C a n d a c ia b ra d y iA.Scott 
24 挪威小毛猛水蚤 M ic ro se te lla n o v e g ic a i(Boeck) 

二 十足类 Decapoda 

25 细螯虾 L e p to c h e la g ra c ilisStimpson 

三 毛颚动物 Chaetognatha 

26 百陶箭虫 S a g itta b e d o tiBeraneck 

27 拿卡箭虫 S a g itta n a g a eAlvarino 

四 端足类 Amphipoda 

28 钩虾 G a m m a ru ssp. 
五 涟虫类 Cumacea 

29 无尾涟虫 L e u e o n sp. 
六 浮游幼体 Pelagiclarva 

30 幼蛤 L a m e llib ra n c h ia larva 

31 幼螺 G a stro p o d a p o s tlarva 

32 多毛类幼体 P o ly c h a e ta larva 

33 长尾类幼体 M a c ru ra n larva 

34 短尾类蚤状幼虫 B ra c h yu ra zo e a larva 

35 鱼卵 Fisheggs 
36 其他仔鱼 Otherfishlarva 

 

表 4.5-5 项目附近海域浮游动物种类组成 

类群 桡足类 浮游幼体 毛颚动物 其他类 合计 
种数 24 7 2 3 36 

百分比(%) 66.7 19.4 5.6 8.3 100 
2、浮游动物数量组成和分布 

秋季调查海区各站位浮游动物生物量变化范围为 10.00~433.33mg/m3，平均

值 60.81mg/m3；各站位浮游动物丰度变化范围为 13.00~60.00ind/m3，平均值为

25.18ind/m3，见表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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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浮游动物优势种 

调查期间该海区浮游动物主要优势种为小拟哲水蚤、强额拟哲水蚤、针刺

拟哲水蚤、瘦拟哲水蚤、亚强真哲水蚤、真刺水蚤幼体。 

4、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和优势度 

调查海区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较高，平均值为 3.145，变化范围为

2.278~3.694，均匀度指数变化范围为 0.719~0.961，均匀度的平均值为 0.872。种

类丰度变化范围为 1.354~4.396，平均值 2.695。多样性指数、均匀度和优势度见

表 4.5-6。 

表 4.5-6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均匀度、种类丰度和优势度 

站位 H'多样性指数 生物量 mg/m3 密度 ind/m3 d 种类丰度 J'均匀度 
S02 2.613 10.00 13.00 2.107 0.871 
S03 2.972 23.33 60.00 1.354 0.938 
S06 2.278 13.33 9.98 2.408 0.719 
S07 3.309 433.33 35.03 2.145 0.923 
S08 3.253 18.75 20.03 2.777 0.879 
S10 3.038 17.65 15.30 2.795 0.847 
S11 3.553 33.33 20.00 4.396 0.822 
S12 3.231 16.67 19.48 3.035 0.849 
S13 3.183 33.33 23.35 1.980 0.958 
S16 3.167 16.67 17.93 3.448 0.811 
S18 3.445 33.33 33.37 2.206 0.961 
S20 3.694 80.00 24.98 3.693 0.886 
平均 3.145 60.81 25.18 2.695 0.872 
最小 2.278 10.00 13.00 1.354 0.719 
最大 3.694 433.33 60.00 4.396 0.961 

4.5.4 底栖生物现状调查和评价 

1、种类组成 

经过外业采样和室内样品鉴定分析，调查海域共采获底栖生物 15 种。其中

多毛类、软体动物各 7 种，各占 46.7%；甲壳动物 1 种占 6.7%，见表 4.5-7。 

表 4.5-7 项目附近海域底栖生物名录 

 种类名录 LISTOFSPECIES 

一 多毛类 Polychaeta 
1 长吻吻沙蚕 G ly c e ra ch iro r iIz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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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鳃卷吻沙蚕 N e p h ty sp o ly b ra n ch ia Southern 

3 双鳃内卷齿蚕 A g la o p h a m u sd ib ra n ch isGrube 
4 叶须内卷齿蚕 A g la o p h a m u slo b a tu sImajimaetTakeda 
5 不倒翁虫 S te rn a sp issc u ta ta (Renier) 

6 异足索沙蚕 L u m b rin e r ish e te ro p o d a (Marenzeller) 
7 圆锯齿吻沙蚕 D e n tin e p h ty sg la b ra (Hartman) 

二 软体动物 Mollusca 

8 半褶织纹螺 N a ssa r iu ssem ip lic a tu s(A.Adams) 

9 纵肋织纹螺 N a ssa r iu sv a r ic ife ru s(A.Adams) 

10 彩虹明樱蛤 M o e re lla ir id e sc e n s(Benson) 

11 圆筒原盒螺 E o c y lic h n a b ra u n s i(Yokoyama) 

12 扁玉螺 G lo ssa u la x d id y m a (Röding) 

13 棒锥螺 T u rr ite lla b a c iiu m Kiener 

14 胶州湾角贝 E p is ip h o n K ia o c h o w w a n en s is(TchangetTsi) 

三 甲壳动物 Crustacea 

15 长足长方蟹 M e ta p la x lo n g ip e sStimpson 

2、主要优势种类组成 

本区调查表明，底栖生物主要优势种为双鳃内卷齿蚕、纵肋织纹螺、异足

索沙蚕、彩虹明樱蛤、棒锥螺。 

3、底栖生物生物量和密度 

调查海域底栖生物生物量在 0.3~32.8g/m2；平均生物量为 5.2g/m2（表 4.5-8）；

底栖生物栖息密度在 30~220 个/m2；平均底栖生物栖息密度为 101.67 个/m2（表

4.5-9）。 

表 4.5-8 项目附近海域底栖生物生物量分布(生物量，g/m2) 

类别 多毛类 软体动物 甲壳动物 合计 
S02 1.0 1.6 0 2.6 
S03 1.2 0 0 1.2 
S06 1.6 5.2 1.8 8.6 
S07 0.6 2.0 0 2.6 
S08 0.2 3.2 0 3.4 
S10 3.0 29.8 0 32.8 
S11 2.6 3.8 0 6.4 
S12 0.2 0.6 0 0.8 
S13 0.2 0.4 0 0.6 
S16 0.8 2.2 0 3 
S18 0.3 0 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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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 0.3 0 0 0.3 

平均 1.0 4.1 0.2 5.2 
百分比(%) 19.2 77.9 2.9 100 

表 4.5-9 项目附近海域底栖生物密度分布(密度，个/m2) 

类别 多毛类 软体动物 甲壳动物 合计 
S02 40 100 0 140 
S03 120 0 0 120 
S06 40 80 20 140 
S07 40 60 0 100 
S08 20 20 0 40 
S10 140 80 0 220 
S11 100 120 0 220 
S12 20 40 0 60 
S13 20 40 0 60 
S16 40 20 0 60 
S18 30 0 0 30 
S20 30 0 0 30 

平均 53.33 46.67 1.67 101.67 
百分比(%) 52.5 45.9 1.6 100 

4、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种类丰度和优势度 

调查海区底栖生物种类多样性指数变化范围在 0.918~2.128，平均值为

1.505。底栖生物种类丰度变化范围在 0.151~0.561，平均值为 0.340。均匀度变

化范围在 0.832~1.000，平均值为 0.938。各指数详见表 4.5-10。 

表 4.5-10 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均匀度、种类丰度和优势度 

站位 H'多样性指数 d 种类丰度 J'均匀度 
S02 2.128 0.561 0.916 
S03 1.792 0.434 0.896 
S06 1.664 0.421 0.832 
S07 0.971 0.151 0.971 
S08 1.000 0.188 1.000 
S10 1.790 0.386 0.895 
S11 2.118 0.514 0.912 
S12 1.585 0.339 1.000 
S13 1.585 0.339 1.000 
S16 1.585 0.33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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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 0.918 0.204 0.918 
S20 0.918 0.204 0.918 
平均 1.505 0.340 0.938 
最小 0.918 0.151 0.832 
最大 2.128 0.561 1.000 

4.5.5 潮间带生物现状调查和评价 

1、种类组成 

三条断面潮间带共鉴定出潮间带生物 39 种。其中多毛类 10 种（占 25.64%）、

软体动物 14 种（占 35.90%），甲壳动物 13 种（占 33.33%），其它类 2 种（占

5.13%）。潮间带生物种类见表 4.5-11。 

表 4.5-11 潮间带生物种类名录 

序号 中文名 拉丁文 
一 多毛类 Polychaeta 
1 双鳃内卷齿蚕 A g la o p h a m u sd ib ra n ch isGrube 

2 多鳃卷吻沙蚕 N e p h ty sp o ly b ra n ch ia Southern 

3 长吻吻沙蚕 G ly c e ra ch iro r iIzuka 

4 智利巢沙蚕 D io p a tra ch ilie n isQuatrefages 

5 西奈索沙蚕 L u m b rin e r issh iin o iGallardo 

6 异足索沙蚕 L u m b rin e r ish e te ro p o d a (Marenzeller) 

7 日本刺沙蚕 N e a n th e s ja p o n ic a (Izuka) 

8 不倒翁虫 S te rn a sp issc u ta ta (Renier) 

9 小头虫 C a p ite lla c a p ita ta (Fabriceus) 
10 双齿围沙蚕 P e rin e re isa ib u h ite n s is  Grube 

二 软体动物 Mollusca 

11 齿纹蜒螺 N e rita (R ite n a )y o ld iRecluz 

12 粗糙滨螺 L itto r in a (P a lu s to r in a )a r tic u la ta (Philippi) 

14 短滨螺 L itto r in a (L .)b re v ic u la (Philippi) 

15 短拟沼螺 A ss im in e a b re v ic u laPfeiffer 

16 珠带拟蟹守螺 C e rith id e a c in g u la ta (Gmelin) 

17 泥螺 B u lla c ta e x a ra ta (Philippi) 

18 红带织纹螺 N a ssa r iu s(Z e u x is )su c c in c tu s(A.Adams) 

19 疣荔枝螺 T h a isc la v ig e ra  Küster 

20 彩虹明樱蛤 M o e re lla ir id e sc e n s(Benson) 

21 焦河篮蛤 P o ta m o c o rb u la u s tu la ta (Reeve) 

22 近江牡蛎 C ra sso s tre a r iv u la r is(Gould) 

23 僧帽牡蛎 S a c c o s tre a c u c u lla ta (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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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棘刺牡蛎 S a c c o s tre a e ch in a ta（QuoyetGaimard) 

三 甲壳动物 Crustacea 

25 海蟑螂 L ig ia e x o tic a (Roux) 

26 凹腹盖鳃水虱 Id o te a o c h o te n s isBrandt 

27 下齿细螯寄居蟹 C lib a n a r iu s in fra sp in a tu sHilgendorf 

28 天津厚蟹 H e lic e tr id e n s tie n ts in e n s isRathbun 

29 弧边招潮 U c a (D e ltu c a )a rcu a ta (deHaan) 

30 长足长方蟹 M e ta p la x lo n g ip e sStimpson 

31 中华近方蟹 H em ig ra p su ss in en s isRathbun 

32 肉球近方蟹 H em ig ra p su ssa n g u in eu s(deHaan) 

33 四齿大额蟹 M e to p o g ra p su sq u a d r id e n ta tu s  Stimpson 

34 平背蜞 G a e tic e d ep re ssu s  (deHaan) 

35 脊尾白虾 E x o p a la e m o n c a r in ic a u d a (Holthuis) 
36 白脊藤壶 B a la n u sa lb ic o s ta tu sPilsbry 

四 其他类 Others 

37 纵条矶海葵 H a lip la n e lla lu c ia eHand 

38 弹涂鱼 P e rio p h th a lm u sc a n to n e n s is(Osbeck) 

2、优势种组成 

本区调查表明，潮间带生物主要优势种为短滨螺、粗糙滨螺、肉球近方蟹、

齿纹蜒螺、红带织纹螺、疣荔枝螺、短拟沼螺。 

3、数量组成与分布 

潮间带三条断面生物各类别种数、生物量和栖息密度的生物量和密度见表

4.5-12。 

调查海域潮间带生物平均生物量为 24.87g/m2。其中，环节动物平均生物量

为 0.09g/m2；软体动物平均生物量为 17.87g/m2；甲壳类平均生物量为 6.35g/m2；

鱼类平均生物量为 0.57g/m2。 

调查海域潮间带生物平均密度为 121 个/m2。其中，环节动物平均密度为 7

个/m2；软体动物平均密度为 94 个/m2，甲壳类平均密度为 18 个/m2；鱼类平均

密度为 2 个/m2。 

表 4.5-12 潮间带各断面各类别种数和密度及生物量分布 

类 
别 

生境 
(断面) 

T01 断面 
(互花米草-泥滩) 

T02 断面 
(岩礁-砾石沙滩) 

T03 断面 
(砾石—沙泥滩) 合计 

潮区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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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动物 

种数(n) 0 0 1 0 0 0 0 0 1 2 

密度(个/m2) 0 0 32 0 0 0 0 0 32 7 

生物量(g/m2) 0 0 0.32 0 0 0 0 0 0.48 0.09 

软体 
动物 

种数(n) 2 2 2 3 3 3 3 2 0 20 

密度(个/m2) 64 224 80 176 48 64 160 32 0 94 

生物量(g/m2) 2.72 24.16 10.88 15.68 30.72 32.64 9.60 34.40 0.00 17.87 

甲壳 
动物 

种数(n) 1 1 1 0 1 1 0 1 1 7 

密度(个/m2) 16 16 32 0 32 16 0 32 16 18 

生物量(g/m2) 10.24 2.56 3.52 0 8.32 5.12 0 18.24 9.12 6.35 

鱼类 

种数(n) 0 1 0 0 0 0 0 0 0 1 

密度(个/m2) 0 16 0 0 0 0 0 0 0 2 

生物量(g/m2) 0 5.12 0.00 0 0.00 0 0 0.00 0 0.57 

合计 
密度(个/m2) 80 256 144 176 80 80 160 64 48 121 

生物量(g/m2) 12.96 31.84 14.72 15.68 39.04 37.76 9.60 52.64 9.60 24.87 

4、生物多样性指数、均匀度、种类丰度、优势度 

调查海区潮间带生物种类多样性指数变化范围在 2.660～2.964，平均值为

2.824。种类丰度变化范围在 0.866~1.192，平均值为 1.060。均匀度变化范围在

0.823~0.887，平均值为 0.856。各指数详见表 4.5-13。 

表 4.5-13 潮间带生物各特征指数 

站位 H'多样性指数 d 种类丰度 J'均匀度 

T01 2.848 1.123 0.823 

T02 2.964 1.192 0.857 

T03 2.660 0.866 0.887 
平均 2.824 1.060 0.856 
最小 2.660 0.866 0.823 
最大 2.964 1.192 0.887 

4.6 生物体质量现状调查和评价 

本次调查在项目所在海域采集到海洋鱼类、甲壳类两类生物样，对其体内

的重金属等指标进行了检测。调查时间与生态调查同步，调查结果见表 4.6-1。 

由表可知，被检测生物体中 Hg 含量平均值为 15.72×10-9，As 含量平均值为

0.18×10-6，Cu 含量平均值为 12.26×10-6，Pb 含量平均值为 0.01×10-6，Zn 含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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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为 11.45×10-6，Cd 含量平均值为 0.18×10-6，Cr 含量平均值为 0.11×10-6，石

油烃含量平均值为 3.17×10-6。 

生物体质量调查评价标准指数见表 4.6-2。由表可以看出，所有调查站位的

生物体质量各评价因子均能满足相应的评价标准要求。 

表 4.6-1 生物体质量监测结果表 

站位 种名 
石油烃 铜 铅 镉 铬 锌 汞 砷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9 10-6 

S02 三疣梭子蟹 4.4 8.4 <0.005 0.25 0.061 16 17 0.23 

S03 棘头梅童鱼 2.5 <1.0 <0.005 0.008 0.062 2 7.6 0.15 

S06 三疣梭子蟹 4.1 13 0.015 0.41 0.18 18 13 0.16 

S07 日本蟳 4.9 8.4 0.0073 0.088 0.044 15 27 0.25 

S08 棘头梅童鱼 2.7 <1.0 <0.005 0.0037 0.071 2.2 10 0.17 

S10 日本蟳 3.9 12 <0.005 0.019 0.027 22 28 0.16 

S11 三疣梭子蟹 2.6 10 <0.005 0.33 0.17 17 17 0.19 

S12 刀鲚 2.5 <1.0 <0.005 0.016 0.071 10 17 0.21 

S13 棘头梅童鱼 1.9 <1.0 0.005 0.0023 0.057 2.1 6.7 0.14 

S16 棘头梅童鱼 2.4 <1.0 <0.005 0.0026 0.2 2.1 8.3 0.13 

S18 三疣梭子蟹 4 10 <0.005 0.29 0.22 14 19 0.18 

S20 口虾姑 2.1 24 <0.005 0.75 0.11 17 18 0.14 

平均值 3.17 12.26 0.01 0.18 0.11 11.45 15.72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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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 生物体质量评价标准指数 

站位 种名 石油烃 铜 铅 镉 铬 锌 汞 砷 

S02 三疣梭子蟹 0.22 0.08 0.001 0.13 0.04 0.11 0.09 0.23 

S03 棘头梅童鱼 0.13 0.03 0.001 0.01 0.04 0.05 0.03 0.30 

S06 三疣梭子蟹 0.21 0.13 0.008 0.21 0.12 0.12 0.07 0.16 

S07 日本蟳 0.25 0.08 0.004 0.04 0.03 0.10 0.14 0.25 

S08 棘头梅童鱼 0.14 0.03 0.001 0.01 0.05 0.06 0.03 0.34 

S10 日本蟳 0.20 0.12 0.001 0.01 0.02 0.15 0.14 0.16 

S11 三疣梭子蟹 0.13 0.10 0.001 0.17 0.11 0.11 0.09 0.19 

S12 刀鲚 0.13 0.03 0.001 0.03 0.05 0.25 0.06 0.42 

S13 棘头梅童鱼 0.10 0.03 0.003 0.00 0.04 0.05 0.02 0.28 

S16 棘头梅童鱼 0.12 0.03 0.001 0.00 0.13 0.05 0.03 0.26 

S18 三疣梭子蟹 0.20 0.10 0.001 0.15 0.15 0.09 0.10 0.18 

S20 口虾姑 0.11 0.24 0.001 0.38 0.07 0.11 0.09 0.14 
注：未检出的样品按检出限 1/2 进行统计计算 
 

4.7 渔业资源现状调查与评价 

4.7.1 渔业资源调查概况 

渔业资源调查时间、站位与生态调查同步，调查内容为海洋鱼卵、仔稚鱼

和游泳动物现状调查。 

4.7.1 鱼卵、仔稚鱼调查 

4.7.1.1 种类组成 

调查海域站共采集到鱼卵 3 枚；仔稚鱼共 9 尾。鱼卵、仔稚鱼物种名录详

见表 4.7-1。 

表 4.7-1 调查海区附近海域鱼卵、仔稚鱼种名录 

序号 种名 拉丁文 鱼卵 仔稚鱼 
1 龙头鱼 H a rp o d o n n e h e re n s  + 
2 中颌棱鳀 T h ry ssa m y s ta x   + 
3 棱鳀 T h ry ssa sp. +  
4 鰕虎鱼科 G o b iid a egen．spp． +  
5 焦氏舌鳎 C y n o g lo ssu s jo y n e r i  + 

6 刀鲚 C o ilia e c te n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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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棘头梅童鱼 C o llic h th y s lu c id u s  + 

8 条纹东方鲀 T a k ifu g u x a n th o p te ru s  + 

9 中华栉孔虾虎鱼 C te n o try p a u c h e n ch in e n s is   + 

10 鱼卵 Fisheggs +  

4.7.1.2 密度分布 

调查海区鱼卵和仔鱼的量较少，鱼卵出现率为 16.7%，平均值为 0.20ind/m3；

仔稚鱼出现率为 33.3%，平均值为 0.23ind/m3，见表 4.7-2。 

表 4.7-2 调查海区鱼卵、仔稚鱼主要种类数量组成 

种名 
鱼卵 仔稚鱼 

出现个数 百分比% 出现个数 百分比% 

龙头鱼   2 22.2 

中颌棱鳀   1 11.1 

棱鳀 2 66.7   

鰕虎鱼科 1 33.3   

焦氏舌鳎   1 11.1 

刀鲚   2 22.2 

棘头梅童鱼   1 11.1 

条纹东方鲀   1 11.1 

中华栉孔虾虎鱼   1 11.1 

合计 3 100 9 100 

4.7.2 游泳动物调查 

4.7.2.1 种类及组成 

本次调查所获的拖网渔获物，经分析共鉴定出生物种类 56 种。其中，鱼类

有 30 种，约占总种类数的 53.57%；虾类有 16 种，占总种类数 28.57%；蟹类有

9 种，占总渔获种 16.07%；头足类 1 种，占总渔获种 1.79%。 

各站位种类分布不均，其中 S03 站位种类最多，为 27 种；种类最少的站位

出现在 S07，为 9 种。 

渔获物种类组成及各站位种类数分布情况见表 4.7-3 和表 4.7-4。具体种类名

录详见表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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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3 渔获物种类组成及百分比 

类群 种数 百分比（%） 
鱼类 30 53.57 
虾类 16 28.57 
蟹类 9 16.07 
头足类 1 1.79 
合计 56 100.00 

表 4.7-4 各站位渔获种类数 

站位 S02 S03 S06 S07 S08 S10 S11 S12 S13 S16 S18 S20 
种类数 19 27 17 9 14 14 16 18 13 11 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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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5 调查海域拖网调查渔获物种类名录 

序号 种类 拉丁文 

一 鱼类 Fish 
1 神仙青鳞鱼 H a re n g u la n ym p h a e a (Richardson) 

2 斑鰶 K o n o siru sp u n c ta tu s(TemmincketSchlegel) 

3 鳓鱼 I lish a e lo n g a ta (Bennett) 

4 中颌棱鳀 T h ry ssa m y s ta x (BlochetSchneider) 

5 凤鲚 C o ilia m y s tu s(Linnaeus) 

6 刀鲚 C o ilia n a su s(Temminck&Schlegel) 

7 龙头鱼 H a rp a d o n n e h e re u s(Hamilton) 

8 海鳗 M u ra e n e so xc in e re u sForsskål 
9 鲻鱼 M u g ilc e p h a lu s(Linnaeus) 

10 六指马鲅 P o ly d a c ty lu sse x ta r iu s(Bloch&Schneider) 

11 多鳞鱚 S illa g o s ih a m a（Forsskål） 

12 花鲈 L a te o la b ra x ja p o n ic u s（Cuvier） 

13 白姑鱼 A rg y ro so m u sa rg e n ta tu s(Houttuyn) 

14 黄姑鱼 N ib e a a lb iflo ra (Richardson) 

15 棘头梅童鱼 C o llic h th y s lu c id u sJordan&Starks 

16 尖头黄鳍牙䱛 N ib e a m iic h th io id e s(Richardson) 

17 皮氏叫姑鱼 J o h n iu sb e la n g e r ii（Cuvier） 

18 小黄鱼 L a rim ic h th y sp o ly a c tis（Bleeker） 

19 金钱鱼 S c a to p h a g u sa rg u s(Linnaeus) 

20 矛尾虾虎鱼 C h a e tu r ic h th y ss tig m a tia s(Richardson) 

21 拟矛尾虾虎鱼 P a ra c h a e tu r ic h th y sp o ly n e m a（B le e ke r） 

22 髭缟虾虎鱼 T ria e n o p o g o n b a rb a tu s(Gunther) 

23 红狼牙虾虎鱼 O d o n ta m b ly o p u sru b ic u n d u s(Hamilton) 

24 孔虾虎鱼 T ry p a u ch e n v a g in a (BlochetSchneider) 

25 中华栉孔虾虎鱼 C te n o try p a u c h e n ch in e n s isSteindachner 

26 褐菖鲉 S e b a s tisc u sm a rm o ra tu s（Cuvier&Valenciennes） 

27 半滑舌鳎 C y n o g lo ssu sse m ila e v isGunther 

28 焦氏舌鳎 C y n o g lo ssu s jo y n e r iGunther 

29 横纹东方鲀 T a k ifu g u o b lo n g u s（Bloch） 

30 条纹东方鲀 T a k ifu g u x a n th o p te ru s(Temminck&Schlegel) 

二 虾类 Shrimp 
31 中国对虾 p e n a e u sch in e n s is（Osbeck） 

32 刀额仿对虾 P a ra p en a e o p s isc u ltr iro s tr isAlcock 

33 哈氏仿对虾 P a ra p en a e o p s ish a rb w ic k ii（Miers） 

34 假长缝拟对虾 P a ra p en a e u s fissu ro id e sCrosnier 

35 细巧仿对虾 P a ra p en a e o p s is te n e lla（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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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华管鞭虾 S o le n o c e ra c ra ss ic o rn is（H-MilneEdwards） 

37 周氏新对虾 M e ta p e n a eu s jo y n e r i（Miers） 

38 中国毛虾 A c e te sc h in e n s isHansen 

39 刺螯鼓虾 A lp h e u sh o p lo c h e le sCoutiere 

40 鲜明鼓虾 A lp h e u sd is tin g u e n d u sdeMan 

41 安氏白虾 E x o p a la c m o n a n n a n d a le i（Kemp） 

42 葛氏长臂虾 P a la em o n g ra v ie r i（Yu） 

43 脊尾白虾 E x o p a la e m o n c a r in ca u d aHolthuis 

44 鞭腕虾 L y sm a ta v itta ta Stimpson 

45 口虾蛄 S q u illa o ra ro tia（deHaan） 

46 窝纹网虾蛄 D ic ty o sq u illa fo v e o la ta（WoodMason） 

三 蟹类 Crab 
47 绒毛细足蟹 R a p h id o p u sc ilia tu sStimpson 

48 三疣梭子蟹 P o rtu n u s tr itu b e rc u la tu s（Miers） 

49 拥剑梭子蟹 P o rtu n u sh a a n ii（Stimpson） 

50 银光梭子蟹 P o rtu n u sa rg e n ta tu s（White） 

51 日本蟳 C h a ry b d is ja p o n ic a（A-MilneEdwards） 

52 双斑蟳 C h a ry b d isb im a c u la ta（Miers） 

53 锈斑蟳 C h a ry b d is fe r ia tu s（Linnaeus） 

54 锐齿蟳 C h a ry b d isa c u ta（A-MilneEdwards） 

55 隆线强蟹 E u c ra te c ren a ta deHaan 

四 头足类 Cephalopoda 
56 真蛸 O c to p u svu lg a r isCuvier 

4.7.2.2 渔获物（重量、尾数）组成 

调查结果统计表明（见表 4.7-6），鱼类尾数占总渔获尾数 44.59%，虾类占

30.99%，蟹类占 24.37%，头足类占 0.05%；鱼类占总渔获重量百分比约 40.95%，

虾类占 12.14%，蟹类占 46.45%，头足类约占 0.46%。尾数密度鱼类占优，重量

密度蟹类占优。 
表 4.7-6 渔获物(重量、尾数)分类群百分比组成 

种类 尾数百分比（%） 重量百分比（%） 
鱼类 44.59 40.95 
虾类 30.99 12.14 
蟹类 24.37 46.45 
头足类 0.05 0.46 
合计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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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3 渔获物优势种 

调查海域优势种为鱼类和蟹类，共计 3 种，分别为三疣梭子蟹、龙头鱼和

口虾蛄。常见种为刀鲚、脊尾白虾、棘头梅童鱼、安氏白虾等 9 种。 

优势种和常见种相对重要性指数值（IR I）见表 4.7-8。 

表 4.7-8 调查海域优势种和常见种相对重要性指数值（IRI） 

种名 IRI 
三疣梭子蟹 5471 
龙头鱼 3034 
口虾蛄 1286 
刀鲚 819 

脊尾白虾 735 
棘头梅童鱼 721 
安氏白虾 615 
中颌棱鳀 284 
日本蟳 258 

葛氏长臂虾 222 
条纹东方鲀 144 

海鳗 124 

4.7.2.4 物种多样性 

调查海域各站位物种多样性指数如表 4.7-9 所示。 

表 4.7-9 调查海域各站位物种多样性 

站位 
尾数 重量 

香农-维
纳( 'H ) 

均匀度

( 'J ) 
丰富度

( d ) 
单纯度 

( C ) 
香农-维
纳( 'H ) 

均匀度

( 'J ) 
丰富度

( d ) 
单纯度 

( C ) 
S02 2.48 0.58 2.20 0.33 2.86 0.67 1.78 0.19 
S03 3.12 0.66 3.07 0.18 3.56 0.75 2.42 0.12 
S06 1.74 0.42 2.18 0.55 1.01 0.25 1.42 0.75 
S07 1.32 0.42 1.27 0.61 2.02 0.64 0.91 0.32 
S08 2.60 0.68 1.89 0.24 2.80 0.74 1.36 0.17 
S10 1.86 0.49 1.81 0.45 2.26 0.59 1.36 0.28 
S11 3.15 0.79 2.35 0.17 2.98 0.75 1.53 0.19 
S12 2.34 0.56 2.28 0.34 2.58 0.62 1.68 0.23 
S13 2.53 0.68 1.90 0.26 2.77 0.75 1.29 0.17 
S16 1.86 0.54 1.60 0.46 2.06 0.60 0.92 0.36 
S18 2.08 0.58 1.74 0.40 1.90 0.53 1.10 0.39 
S20 2.05 0.49 2.08 0.45 1.52 0.37 1.44 0.58 
平均 2.26 0.57 2.03 0.37 2.36 0.60 1.43 0.31 

调查海域各站位生物（尾数）多样性指数分布在 1.32~3.15，平均为 2.26；

均匀度指数（尾数）分布在 0.42~0.79，平均为 0.57；丰富度指数（尾数）分布

在 1.27~3.07，平均为 2.03；单纯度指数（尾数）范围为 0.17~0.61，平均值为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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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海域各站位生物（重量）多样性指数分布在 1.01~3.56，平均为 2.36；

均匀度指数分布在 0.25-0.75，平均为 0.60；丰富度指数分布在 0.91-2.42，平均

为 1.43；单纯度指数（重量）范围为 0.12~0.75，平均值为 0.31。 

4.7.2.5 渔业资源密度 

1、重量、尾数资源量评估结果 

根据所有调查站位的扫海面积，每个渔获物种品种的捕获系数、渔获量、

渔获尾数，确定各个鱼类品种重量资源量和资源尾数，累加作为鱼类总的资源

量。 

（1） 不同站位渔业资源密度 

根据渔业资源密度估算方法计算得出调查海域不同调查站位的渔业资源密

度（重量、尾数）如表 4.7-10 所示。 

表 4.7-10 各调查站位渔业资源重量、尾数密度 

调查站位 尾数密度（103ind/km2） 重量密度（kg/km2） 
S02 68.71 264.09 
S03 87.84 429.30 
S06 15.24 229.33 
S07 20.06 113.80 
S08 58.72 369.56 
S10 50.40 262.40 
S11 41.80 453.27 
S12 27.00 168.64 
S13 10.86 83.71 
S16 10.35 260.62 
S18 10.89 143.35 
S20 41.65 514.18 
平均 36.96 274.36 

调查海域各站位渔业资源尾数密度分布在 10.35~87.84（103ind/km2）之间，

平均值为 36.96（103ind/km2）。 

调查海域各站位渔业资源重量密度分布在 83.71kg/km2~514.18kg/km2 之间，

平均值为 274.36kg/km2。 

（2） 不同类群渔业资源密度 

不同类群渔获渔业资源密度（尾数、重量）分布情况见表 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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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11 调查海域各站位渔业资源密度（尾数、重量） 

类群 尾数密度（103ind/km2） 重量密度（kg/km2） 
鱼类 18.17 136.92 
虾类 13.20 44.56 
蟹类 5.59 92.01 

头足类 0.01 0.86 
合计 36.96 274.36 

4.7.2.6 渔获物体长、体重和幼体比例 

调查海域不同种类渔获物体重、体长、幼体比例，如表 4.7-12 所示。 

调查海域各类别渔获物幼体比例见表 4.7-13。由表可见，本次调查各类群渔

获物综合幼体比为 60.92%。其中鱼类幼体占鱼类总数量比例为 62.68%，虾类幼

体占虾类总数量比例为 56.62%，蟹类幼体占蟹类总数量比例为 69.57%，头足类

幼体比例为 0。 
表 4.7-12 不同渔获种类的体长、体重分布与幼体比例 

种名 
体长（cm） 体重（g） 幼体比

（%）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神仙青鳞鱼 5.4-15.2 11.27 2-63.3 33.66 42.86 

斑鰶 11.6-13.9 12.55 22.4-32.3 26.00 25.00 
鳓鱼 7.3-7.5 7.40 3.7-4.3 4.00 100.00 

中颌棱鳀 6.2-10.7 7.93 1.6-12.9 4.53 23.66 
凤鲚 11.4-19.7 15.55 5.7-31.5 18.60 62.50 
刀鲚 7.9-27.1 17.53 1.7-81.2 26.93 37.25 
龙头鱼 3.2-12.7 8.40 0.1-6.7 3.18 95.73 
海鳗 17.9-27.5 23.37 111.1-344.9 262.33 0.00 
鲻鱼 6.4-7.1 6.75 2.8-4.4 3.60 100.00 

六指马鲅 7.6-10.3 8.95 7.6-18.3 12.95 50.00 
多鳞鱚 17-17 17.00 49.1-49.1 49.10 0.00 
花鲈 17.8-17.8 17.80 92.9-92.9 92.90 100.00 
白姑鱼 4.6-7.8 6.63 1.5-8.9 6.13 100.00 
黄姑鱼 15.4-15.4 15.40 66.5-66.5 66.50 100.00 

棘头梅童鱼 8.3-13.3 11.40 8.9-44.5 29.25 7.14 
尖头黄鳍牙䱛 7.4-13.4 9.95 6.2-41.1 17.68 75.00 
皮氏叫姑鱼 2.6-9.2 4.48 0.2-10.5 2.95 75.00 
小黄鱼 13.4-13.4 13.40 41.8-41.8 41.80 0.00 
金钱鱼 7.4-11.9 8.90 23.3-107.9 46.48 75.00 

矛尾虾虎鱼 4.7-7.2 5.95 1.5-3.7 2.60 100.00 
拟矛尾虾虎鱼 11.4-11.4 11.40 11.7-11.7 11.70 0.00 
髭缟虾虎鱼 8.9-8.9 8.90 15-15 15.00 0.00 
红狼牙虾虎鱼 10.2-16.8 12.36 3.6-8.4 5.90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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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虾虎鱼 8.6-11.7 10.04 4.9-9.3 7.31 50.00 
中华栉孔虾虎鱼 7.4-7.4 7.40 1.5-1.5 1.50 100.00 

褐菖鲉 5.4-5.4 5.40 6-6 6.00 100.00 
半滑舌鳎 15.7-16.3 16.00 28-34.5 31.25 100.00 
焦氏舌鳎 15.7-15.7 15.70 18.6-18.6 18.60 100.00 

横纹东方鲀 7.2-7.2 7.20 10.5-10.5 10.50 100.00 
条纹东方鲀 5.9-11 7.73 6.9-38 15.45 80.00 
中国对虾 8.2-13.9 10.90 6.8-25.3 14.77 0.00 

刀额仿对虾 5.4-5.9 5.60 1.8-2.6 2.20 100.00 
哈氏仿对虾 5.6-9.6 7.76 2.2-11.4 6.00 22.22 
假长缝拟对虾 3.7-6 4.34 0.4-3.9 1.30 80.00 
细巧仿对虾 2.9-5.4 3.91 0.2-1.8 0.66 73.53 
中华管鞭虾 2.7-7.1 4.91 0.2-5.1 2.05 90.00 
周氏新对虾 6.2-6.2 6.20 2.4-2.4 2.40 100.00 
中国毛虾 2.7-2.7 2.70 0.3-0.3 0.30 0.00 
刺螯鼓虾 3.3-4.4 3.87 1.3-2.6 2.10 33.33 
鲜明鼓虾 1.9-1.9 1.90 0.4-0.4 0.40 100.00 
安氏白虾 2.6-4.1 3.43 0.2-1.2 0.50 55.03 

葛氏长臂虾 3.2-4.7 3.91 0.6-2 1.19 62.22 
脊尾白虾 4.4-7.1 6.00 1.1-5.4 3.50 25.81 
鞭腕虾 2.1-2.7 2.38 0.1-0.9 0.37 50.00 
口虾蛄 3.4-13 7.81 0.4-25.5 8.63 70.34 

窝纹网虾蛄 7.2-10.2 8.69 4.8-12.3 8.50 55.56 
绒毛细足蟹 0.7-0.7 0.70 0.5-0.5 0.50 0.00 
三疣梭子蟹 3.2-19.7 6.36 1.2-107.4 16.34 75.34 
拥剑梭子蟹 3.5-4.8 4.28 3.6-5.5 4.73 100.00 
银光梭子蟹 4.8-4.8 4.80 4.9-4.9 4.90 100.00 
日本蟳 3.1-9.5 5.40 4.2-87.2 33.80 46.67 
双斑蟳 1.5-1.5 1.50 0.1-0.1 0.10 100.00 
锈斑蟳 8.4-8.4 8.40 86.5-86.5 86.50 0.00 
锐齿蟳 4-4 4.00 8.5-8.5 8.50 100.00 
隆线强蟹 2.8-2.8 2.80 8.3-8.3 8.30 0.00 
真蛸 4.1-4.1 4.10 76.2-76.2 76.20 0.00 

表 4.7-12 不同类群渔获物的幼体比例 
类群 幼体比例（%） 
鱼类 62.68 
虾类 56.62 
蟹类 69.57 
头足类 0.00 
所有类群 60.92 

 

4.8 现状海域生态环境分析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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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海域水质现状调查与评价结论 

调查海域水体温度的测值范围为 16.2 ℃～17.0 ℃，平均值为 16.6 ℃。盐度范

围的测值为25.1～31.3，平均值为29.3。悬浮物浓度范围为44.8mg/L～664.4mg/L，

平均值为 157.8mg/L。pH 测值范围为 7.86～8.04，平均值为 8.00。DO 含量范围

为 8.11mg/L～9.48mg/L，平均值为 8.65mg/L。COD 浓度范围为 0.24mg/L～

0.88mg/L，平均值为 0.41mg/L。调查海域无机氮浓度范围为 0.586mg/L～

0.860mg/L，平均值为 0.744mg/L。活性磷酸盐浓度变化范围为 0.035mg/L～

0.073mg/L，平均值为 0.051mg/L。石油类浓度范围为 0.007mg/L～0.047mg/L，

平均值为 0.023mg/L。 

调查海域 Cu 浓度范围为 0.64μg/L～4.12μg/L，平均值为 2.32μg/L。Pb 浓度

范围为 0.91μg/L～4.19μg/L，平均值为 2.27μg/L。Zn 浓度范围为 4.39μg/L～

16.01μg/L，平均值为 8.61μg/L。Cd 浓度范围为 0.14μg/L～0.88μg/L，平均值为

0.31μg/L。Cr 浓度范围为 0.52μg/L～3.79μg/L，平均值为 1.89μg/L。Hg 浓度范围

为 0.04μg/L～0.08μg/L，平均值为 0.05μg/L。As 浓度范围为 1.00μg/L～1.60μg/L，

平均值为 1.28μg/L。 

各评价因子中，除了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其他评价因子的标准指数均小

于 1，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活性磷酸盐与无机氮二类水质超标率均为 100%，

表明该海域富营养化较严重。较施工前本底值监测和施工期动态监测，水质整

体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施工对水质影响可接受。 

4.8.2 海域沉积物现状调查与评价结论 

本次调查沉积物中石油类的分布范围为（35.0~60.6）×10-6；有机碳的分布范

围为（0.272~0.751）×10-2；硫化物的分布范围为（7.6~27.8）×10-6；Cu 的分布

范围为（16.4~42.7）×10-6；Pb 的分布范围为（24.6~34.2）×10-6；Zn 的分布范围

为（65.7~109.1）×10-6；Cd 的分布范围为（0.073~0.128）×10-6；Cr 的分布范围

为（62.3~78.2）×10-6；Hg 的分布范围为（0.036~0.347）×10-6；As 的分布范围

为（5.65~11.30）×10-6。 

除 Cu 和 Hg，评价海域沉积物所有站位的其余各评价指标均能满足

GB18668-2002《海洋沉积物质量》第一类沉积物评价标准的要求，Cu 一类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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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量超标率为 60%，Hg 一类沉积物质量超标率为 10%；项目所有指标均可满

足 GB18668-2002《海洋沉积物质量》第三类沉积物评价标准的要求。较施工前

本底值监测和施工期动态监测，沉积物质量良好，并未因本工程额施工对水域

沉积物造成明显不良影响。 

4.8.3 海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结论 

1、叶绿素 a 调查结果 

调查海域叶绿素 a 含量在 0.66～0.86mg/m3，平均值为 0.77mg/m3。 

2、浮游植物调查结果与评价 

（1）调查海域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5 门 62 种。 

（2）调查海域浮游植物细胞丰度 69×103~1274×103 个/m3，平均细胞丰度为

360×103 个/m3。 

（3）浮游植物主要优势种为琼氏圆筛藻、星脐圆筛藻、虹彩圆筛藻、辐射

圆筛藻。 

（4）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值属于中等水平。多样性指数变化范围为

1.583~2.544，平均值 2.131。 

3、浮游动物调查结果与评价 

（1）调查海区附近海域共有浮游动物 6 大类 36 种。 

（2）调查海区浮游动物生物量平均值为 60.81mg/m3，浮游动物丰度平均值

25.18ind/m3。 

（3）浮游动物主要优势种类为小拟哲水蚤、强额拟哲水蚤、针刺拟哲水蚤、

瘦拟哲水蚤、亚强真哲水蚤、真刺水蚤幼体。 

（4）调查海区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变化范围为 2.278~3.694，平均值为

3.145。 

4、底栖生物调查结果与评价 

（1）调查海区附近海域共鉴定出 15 种大型底栖生物。 

（2）底栖生物平均生物量为 5.2g/m2；底栖生物栖息密度为 101.67 个/m2。 

（3）底栖生物主要优势种为双鳃内卷齿蚕、纵肋织纹螺、异足索沙蚕、彩

虹明樱蛤、棒锥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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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范围为 0.918~2.128，平均值为 1.505。 

5、潮间带生物调查结果与评价 

潮间带三个断面共鉴定出潮间带生物 39 种。潮间带主要优势种为短滨螺、

粗糙滨螺、肉球近方蟹、齿纹蜒螺、红带织纹螺、疣荔枝螺、短拟沼螺。各断

面平均生物量为 24.87g/m2，平均栖息密度为 121 个/m2。生物种类多样性指数范

围为 2.660～2.964，平均值为 2.824。 

表 4.8-1工程前后生态环境变化一览表 

项目 浮游植物 
变化趋势 

时间 种类 平均细胞丰度

（个/m3） 多样性指数 / 

施工前（2005
年 7 月） 

102 432*104 2.7  

项目实施期间

海洋生态中生

物种类、生物

密度等出现不

同程度下降，

施工结束后生

物多样性指数

均开始回升，

底栖生物平均

密度和平均生

物量上升趋势

明显，说明区

域海洋生态开

始逐步恢复。 

施工期（2013
年 9 月） 

85 100*104 2.077  

完工后（2017
年 11 月） 

62 36*104 2.131  

项目 浮游动物 

时间 种类 平均密度（个

/m3） 
平均生物量

（mg/m3） 
多样性指数 

施工前（2005
年 7 月） 

46 4396 735 2.7 

施工期（2013
年 9 月） 

58 58 123 2.538 

完工后（2017
年 11 月） 

36 25.18 60.81 3.145 

项目 大型底栖生物 

时间 种类 平均密度（个

/m3） 
平均生物量

（g/m3） 多样性指数 

施工前（2005
年 7 月） 

23 4 5.4 0.3 

施工期（2013
年 9 月） 

48 90 2.29 1.202 

完工后（2017
年 11 月） 

36 101.67 5.2 1.505 

项目 潮间带生物 

时间 平均密度（个

/m3） 
平均生物量

（g/m3） 
  

施工前（2005
年 7 月） 

277 634   

施工期（2013
年 9 月） 

117 16.32   

完工后（2017
年 11 月） 121 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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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生物体质量现状调查和评价 

调查海域被检测生物体中 Hg 含量平均值为 15.72×10-9，As 含量平均值为

0.18×10-6，Cu 含量平均值为 12.26×10-6，Pb 含量平均值为 0.01×10-6，Zn 含量平

均值为 11.45×10-6，Cd 含量平均值为 0.18×10-6，Cr 含量平均值为 0.11×10-6，石

油烃含量平均值为 3.17×10-6。 

生物体质量调查评价标准指数结果表明，各调查站位生物体质量各评价因

子均能满足相应的评价标准要求。 

4.8.5 渔业资源现状调查结论 

调查海域站共采集到鱼卵 3 枚，仔稚鱼共 9 尾。平均鱼卵丰度 0.20ind/m3，

平均仔稚鱼丰度 0.23ind/m3。 

本次调查共采集到游动动物 56 种。其中，鱼类有 30 种，虾类有 16 种，蟹

类有 9 种，头足类 1 种。 

鱼类尾数占总渔获尾数 44.59%，虾类占 30.99%，蟹类占 24.37%，头足类

占 0.05%；鱼类占总渔获重量百分比约 40.95%，虾类占 12.14%，蟹类占 46.45%，

头足类约占 0.46%。尾数密度鱼类占优，重量密度蟹类占优。 

调查海域优势种为三疣梭子蟹、龙头鱼和口虾蛄。常见种为刀鲚、脊尾白

虾、棘头梅童鱼、安氏白虾等 9 种。 

调查海域各站位生物（尾数）多样性指数分布在 1.32~3.15，平均为 2.26；

均匀度指数（尾数）分布在 0.42~0.79，平均为 0.57；丰富度指数（尾数）分布

在 1.27~3.07，平均为 2.03；单纯度指数（尾数）范围为 0.17~0.61，平均值为 0.37。 

调查海域各站位生物（重量）多样性指数分布在 1.01~3.56，平均为 2.36；

均匀度指数分布在 0.25-0.75，平均为 0.60；丰富度指数分布在 0.91-2.42，平均

为 1.43；单纯度指数（重量）范围为 0.12~0.75，平均值为 0.31。 

调查海域各站位渔业资源尾数密度分布在 10.35~87.84（103ind/km2）之间，

平均值为 36.96（103ind/km2）。调查海域各站位渔业资源重量密度分布在

83.71~514.18kg/km2之间，平均值为 274.36kg/km2。 

本次调查游泳动物各类群渔获物幼体比为 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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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本章小结 

（1）监测结果可以看出，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附近海域海水

施工前、施工期间、验收阶段活性磷酸盐、无机氮指标超标较严重，该海域已

属于长期富营养海域（因长年累月的陆地污染物、生活污水的排放，及近海海

域养殖导致湾区海域水体呈富营养化）。同时，该海域海水水质与项目施工前

海域调查情况基本一致。海水水质调查表明，项目施工及营运期对项目海域水

质影响很小。 

（2）根据监测结果，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附近海域的各沉积

物指标均能达到《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2002）相应类标准。 

（3）工程施工期废水未排入附近海域，未对邻近海域的水质以及水生生物

产生影响。工程完成后将主要形成工业建设用地。开发中将配套建设完善的污

水排水系统及污水处理设施。从海域生态调查情况看，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底栖生物的多样性指数较高，种类分布均匀，表明本工程对邻近海域生态环境

影响不大。 

（4）本项目建成后，围区内潮间带生物基本消失，表明工程对围区内潮间

带生物的群落影响较为严重，项目于 2019年 12月 26日已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足

额缴纳生态补偿金（详见附件），后续将由相关主管部门开展恢复本工程附近

海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工作，环境影响可接受。 

（5）依据项目建设前后卫星遥感图（详见附图），工程建设引起的海域冲

淤变化范围相对较小，验收时段未形成阻碍航道的不利冲淤增量，对航道、大

桥、码头的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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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会环境影响调查与评价 

5.1 调查内容与方法 

5.1.1 调查内容 

1、社会经济的影响 

调查工程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情况。 

2、对居民征地拆迁、养殖业补偿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调查工程前后工程区域内居民生活质量的变化和征地拆迁、生态补偿措施

落实情况。 

5.1.2 调查方法 

根据调查内容，查阅建设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将需要调查的内容逐一落实，

并作现场调查和核实。 

5.2 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调查 

本项目验收后对加速洞头大小门临港产业区建设将有巨大的正面效益。 

小门岛石化产业基地是洞头大小门临港产业区建设启动区域，统筹利用滩

涂围垦、深水岸线等资源，与大门岛、小门岛间的围垦区域做好联动发展，共

同打造国家级临港产业园区。 

围绕“临港石化产业岛”发展定位，重点发展临港石化、临港物流，择机

发展临港装备制造、原材料深加工等临港工业，打造成为浙南地区最有影响力

的临港石化产业园区。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根据海岛地貌特征，着力完善基础

设施网络，建成220KV大门输变电工程，完成小门石化产业起步区防洪排涝、大

门产业基地应急引水工程、大门污水处理厂以及小门西市政网络建设，建设信

息设施网络。加速小门岛产业集聚。围绕临港石化主方向，建成中石化LNG、浙

江弘博DOP二期、中燃华电扩建项目、中石油沥青公司扩能项目，争取建设中燃

三级站项目；按照省、市级特色小镇的创建要求，谋划建设大门绿能小镇，并

围绕石化领域谋划招商一批项目在小门岛西片围垦区落地。坚持“产港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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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深水岸线的独特优势，以港口物流围垦区为拓展空间，谋划打造资源能源

储备供应基地，积极推进温州储油基地项目、大型石化项目等项目的招商和落

地，择机发展临港装备制造、原材料深加工等工业及延伸服务业。 

平台建设 

大门绿能小镇：①选址范围：小门岛西片围垦区域及其北侧海岛区域。②

发展导向：以绿色为理念，以LNG项目为龙头，打造LNG产业园及配套产业。③

项目支撑：温州LNG项目、温州中油沥青扩能项目、中燃LPG扩能项目、弘博DOP

塑料增塑剂、市综合材料生态处置中心等项目。 

资源能源储备供应基地：①选址范围：港口物流围垦区域。②发展导向：

依托深水岸线资源，积极发展港口物流，谋划搭建石油、化工、木材等大宗商

交易平台，并延伸发展深加工业，着力打造重要资源能源储备供应基地。③项

目支撑：温州储油基地项目。 

“十三五”区块开发 

以小门岛西侧区域为近期重点开发区块，在提升中石油燃料沥青、DOP塑料

增塑剂生产、中油扩能等地块发展的基础上（面积约 0.67平方公里），争取其

西南侧、东北两侧的围垦地块基本实现建成运营（面积分别约 0.8平方公里、

0.72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临港石化产业集聚发展态势。加快推进大门岛西侧

的围垦项目（面积约 5平方公里），为远期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落地提供

条件。到 2020年，争取实现开发建设 2.2平方公里以上、建成投产约 2平方公

里。 

5.3 征地拆迁和生态补偿措施的落实情况调查 

据工程占用盐场属当地农村集体生产设施，结合固定资产和实物形态的流

动资产的资产评估成果进行了合理补偿。工程占用的养殖海涂、农村集体林地、

坟墓及其它设施补偿费按相关规定进行补偿，工程临时使用土地按不同土地性

质结合用地周期予以补偿，包括青苗补偿费、年产值补偿费和土地用后复耕费。

本工程无居民、企（事）业单位的拆迁安置问题。 

根据温州市水利局《关于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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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的批复》（温水政发〔2006〕253号），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24.75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由洞头县农林水利局收取。水土保持工程分别由主

体工程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及料场生态恢复治理工程施

工单位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完成。 

项目前期建设单位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总指挥部于 2016年 10月 31日向

洞头县农林水利局足额缴纳了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票据见附件）。 

根据原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对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温海渔〔2006〕65号）和原温州市环境保护局《温

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温环建〔2006〕

141号），项目生态补偿费用 376万元，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项目于

2019年 12月 26日已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足额缴纳生态补偿金（详见附件），后

续将由相关主管部门开展恢复本工程附近海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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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环境要素影响调查与评价 

6.1 声环境影响调查 

6.1.1 围涂场界噪声现状监测 

（1）监测点位 

根据项目围涂声环境功能区划，选取围区内不同声环境功能区划进行了现

场检测，检测点位详见下图。 

（2）测量频次 

每天测量 3 次（白天车流量高峰时段和平均时段各 1 次，夜间 1 次），每

次测量时间 20分钟，测量 2天。 

（3）监测项目 

测量 Leq等。 

（4）监测方法和质量保证 

监测方法执行《声学环境噪声的描述、测量与评价》（GB/T3222.1-2006）、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高速公路交通噪声监测技术规定（试行）》、《声环境噪

质量标准》（GB3096-2008）、监测质量保证执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噪声部

分）》及《浙江省环境监测质量保证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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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噪声检测布点示意图 

 

6.6.2 噪声监测结果及评价 

通过表 6.1-1的噪声监测结果得知，噪声监测点的昼间噪声在 39.2~65.8dB

（A）范围内，夜间噪声在 33.4~54.4dB（A）范围内。根据验收评价标准，公路

两侧执行 4类标准（昼间 70dB，夜间 55dB），敏感点执行 2类标准，工业用地

执行 3 类标准。因此，监测点噪声在昼间和夜间均无超标情况，监测点区域声

环境质量较好。 

表 6.1-1噪声监测结果汇总 

测点位置 检测时间 检测值（Leq） 标准限值 达标判定 

噪声 1#点 

9月 20 日 

08:08 55.0 70 达标 

10:13 54.8 70 达标 

22:04 54.4 55 达标 

噪声 1#点 

9月 21 日 

08:11 53.6 70 达标 

10:21 55.4 70 达标 

22:06 53.6 55 达标 

噪声 2#点 

9月 20 日 

08:32 42.3 60 达标 

10:37 41.7 60 达标 

22:28 35.2 50 达标 

噪声 2#点 

9月 21 日 

08:35 42.6 60 达标 

10:45 41.8 60 达标 

22:30 33.8 50 达标 

噪声 3#点 

9月 20 日 

12:17 53.8 65 达标 

24:09 41.3 55 达标 

1# 

2# 

3# 

7# 

6# 

5# 
4# 

噪声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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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位置 检测时间 检测值（Leq） 标准限值 达标判定 

噪声 3#点 

5月 21 日 

12:24 53.3 65 达标 

24:08 41.3 55 达标 

噪声 4#点 

9月 20 日 

12:49 39.2 65 达标 

24:38 40.7 55 达标 

噪声 4#点 

9月 21 日 

12:58 39.6 65 达标 

24:37 40.9 55 达标 

噪声 5#点 

9月 20 日 

08:56 50.8 65 达标 

11:01 48.5 65 达标 

22:51 49.1 55 达标 

噪声 5#点 

9月 21 日 

08:59 51.1 65 达标 

11:08 48.8 65 达标 

22:53 49.6 55 达标 

噪声 6#点 

9月 20 日 

14:48 58.3 65 达标 

01:32 33.5 55 达标 

噪声 6#点 

9月 21 日 

14:50 55.6 65 达标 

01:29 34.7 55 达标 

噪声 7#点 

9月 20 日 

13:18 62.7 65 达标 

01:04 47.9 55 达标 

噪声 7#点 

9月 21 日 

13:25 65.8 65 达标 

01:02 48.8 55 达标 

01:53 35.1 55 达标 

6.2 围区环境空气质量调查 

为调查围区内环境空气质量现状，一是引用《2018年洞头区环境质量状况》

检测结果，二是引用浙江中一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对评价范围内常规污染

物现状监测。 

6.2.1《2018年洞头区环境质量状况公报》结果 

2018年洞头区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如下表。 

表 6.2-12018 年洞头区环境空气污染物平均浓度值及优良率 

月份 
项目 

二氧化碳

（μg/m3） 
二氧化氮

（μg/m3） 
PM10

（μg/m3） 

一氧化碳

（CO）

（mg/m3

） 

臭氧（O3）

最大 8 小

时滑动平

均（μg/m3） 

PM2.5
（μg/m3） 

空气质量

优良率

（%） 

1 月 6 27 51 0.8 38 30 93.3 

2 月 6 22 70 0.9 87 36 100 

3 月 5 24 44 0.6 99 25 93.5 

4 月 6 24 71 0.6 126 36 80.0 

5 月 4 20 45 0.5 100 29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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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13 33 0.6 116 22 83.3 

7 月 6 9 31 0.5 77 23 93.5 

8 月 6 8 28 0.5 89 14 100 

9 月 5 10 36 0.6 111 18 93.1 

10 月 5 19 48 0.7 129 23 79.3 

11 月 4 22 43 0.6 86 24 100 

12 月 5 24 40 0.6 64 25 100 

均值 5 19 45 0.6 93 25  
GB30
95-20
12 二

级标

准年

平均

限值 

60 40 70 24小时平

均：4 

日最大 8
小时平

均：160 
35 / 

由上述结果可知：2018 年洞头区环境空气各项基本污染物中，PM2.5、PM10

年均浓度和日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均达标，NO2、SO2 年均浓度和日均浓度第

98 百分位数均达标，CO 日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达标，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

度第 90 百分位数达标。根据《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663—2013）

评价方法，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为达标区域。 

6.2.2 现场检测调查结果 

（1）监测点位参数 

监测点位、时间、因子、频次等情况见表 6.2-2。 

表 6.2-2空气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点位设置情况 

监测点位 方位 距离 监测因子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A2 小门村 南侧 200m SO2、PM10、NO2 2017.12.04~201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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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空气监测点位图 

2、监测结果评价 

（1）评价标准 

项目所在地环境空气要求为二类区，大气环境污染物执行《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及其他标准要求。 

（2）评价方法 

为定量描述和掌握项目周围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本评价采用单项污染指数

法评价环境空气质量。 

单项评价指数是指某大气污染物的监测值被该污染物的环境质量标准除得

的商值，其表达式为：Pi=Ci/Si 

式中：Pi：污染物的单项评价指数； 

Ci：污染物实测浓度，mg/m3； 

Si：污染物的环境质量标准，mg/m3。 

单项评价指数反映了污染物的相对污染程度，可以据其大小判定其污染程

度，当指数大于 1 时，表明污染物已超标。 

（3）监测结果 

常规因子监测结果见表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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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大气环境常规因子现状监测数据统计单位：mg/m3 

监测点 监测

因子 浓度范围 最大标准指数 超标倍数 达标率

（%） 

A2 

SO2 ＜0.007~0.016（时均） 0.032 0 100 

NO2 0.022~0.040（时均） 0.2 0 100 

PM10 0.097~0.131（日均） 0.87 0 100 

（4）评价结果 

常规因子：项目所在区域常规污染因子SO2、NO2小时均值、PM10日均浓度

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浓度限值。 

建成后对周边大气环境基本无影响，满足环保验收要求。 

6.3 施工期环境监理及环境污染事件 

6.3.1 施工期环境监理情况 

本项目工程施工期环境监理由工程监理公司浙江华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标）、浙江东洲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二标）同步开展工作,施工期环境影响

已基本结束。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本项目施工期主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如下:施

工场地设置简易厕所和化粪池,对施工队伍生活污水中污染物含量较高的粪便

污水进行收集处理,定期转运至小门村农污设施处理。施工机械维修和冲洗过程

产生的含油污水及残油应予以收集,送至附近有处理能力的单位进行处理。不在

施工区域排放超标含油污水。定期清洗施工场地洒落的土建材料,并辅以必要的

洒水抑尘措施,保证每天洒水 4~5次,以减少施工场地的二次扬尘。工地与公路

之间便道的路基进行夯实硬化处理,减轻道路扬尘污染。对运输道路上的散落的

石料及时进行清理,并对道路进行维护和保养,及时发现损坏的道路并进行维修,

降低了对当地交通和居民出行的影响。合理安排施工进度与作业时间,加强对施

工场地的监督管理,对打桩机等高噪声设各采取相应的限时作业,以减少夜间噪

声对周围的影响。优先选择性能良好的高效低噪施工设备,施工中注意维护保养,

使其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合理安排运送石料的车辆,以减轻公路交通噪声的影

响 

6.3.1 施工期环境污染事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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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施工期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无群众投诉举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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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环境管理检查情况 

7.1 工程建设环境管理执行情况 

根据原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对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温海渔〔2006〕65号）和原温州市环境保护局《温

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温环建〔2006〕

141号）的要求，温州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认真落实，

基本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有关要求。 

7.2 环境管理机构与环保规章制度 

温州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对工程建设进行前期征迁、组织工程

实施、资金支付等具体工作。现场指挥部设置了环境管理小组，负责围区内环

保设施的维护，绿化养护等相关的环保管理。同时还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其

中包括环保内容），将各项环保事项落实于设计、施工、试运行、验收各阶段。

从而使环境保护工作有了组织和制度的保证。 

7.3 环保投资落实情况 

工程实际总投资 4.5亿元，环保投资 2281万元（包括绿化和水土保持）,

实际环保投资占比为 5.1%。 

报告书中的环保投资主要与海洋环境保护有关，为防止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失

而配置的相关工程设施、设备、监测仪器等费用以及生态补偿费用等。 

表 7.3-1围涂工程环保设施实际投资估算表 

序号 措施名称 
环评阶段环保投资估算

（万元） 

验收阶段实际已投资估算 

（万元） 
1 施工期水污染防治费用（包括污

 
30.0 30 

2 施工期环境监测费用 15.0 20 
3 施工期环境监理费用 10.0 10 
4 营运期环境监测费用计 120.0 / 
5 生态补偿费用 376 376 
6 水土保持投资 2275.4 2171.09 
7 不可预见费用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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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 / 50（海域确权范围验收） 
合计  2826.4 2657  

项目营运期将继续落实生态环境监测、生态补偿等措施，保证该项目在后

续环境保护方面的可持续性。 

7.4 风险事故防范和应急措施 

本工程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主要是台风带来的环境风险。如果本工程遭遇

强台风的袭击,风浪将超过工程设计的堤顶高程,将对工程内侧产生较大的影

响。同时风暴潮对海堤的冲击,会对海堤产生一定的损伤。为了预防和降低台风、

风暴潮可能带来的危害,建设单位制定了相应的抗台防汛应急预案,同时,并已

向上级部门报备。 

7.5 环评报告书环保对策措施实施情况对照落实情况 

表 7.5-1环保措施及落实情况汇总表 

项目 环评要求落实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 

施工

期环

境保

护措

施 

a、施工期要注意文明施工，雨水应收集沉淀后才排放。 

b、海上抛石筑堤和桩基作业时产生的泥浆水应进行沉淀处理，

经沉淀处理后，其上清液可以排放，而沉淀的淤泥需在施工场

地设一定面积的淤泥干化场地，经干化后淤泥作为本项目填海

工程的土方。 

c、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不得随意排放，建议设置临时的生活设

施，临时食堂的厨房废水设简易的隔油池。 

d、临时厕所设置化粪池，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应经化粪池

处理和一体化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e、对于分散在船上的生活污水，由于施工船只用量少、吨位小，

而且施 

工较为分散，难以收集，一般直接排入海中。 

f、施工作业期应加强对作业船舶机舱油污水的管理，要求设置

油水分离 

器，并将油污收集后统一处理。如果不能做到各船设置油水分

离器，则可在岸上设立集中油水处理装置。同时，应强化作业

船舶的维修保养，以减少运输船只因跑、冒、滴、漏产生的油

污。 

g、施工砂石料筛分、砕搅拌冲洗水进入沉淀池进行沉淀处理后，

上清液回用于冲洗。 

h、在回填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先围堰，构筑倒滤层，再回填土

石方，尽量减少回填过程对海域水质的影响范围。 

i、堤基软基处理及回填工程必须在低潮露滩后施工；用挖泥船

施工船舶机舱油污

水收集后上岸处

理。施工人员租住

在附近居民区，生

活废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进入农污设

施。生活垃圾由街

道环卫部门收集清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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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环评要求落实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 

进行海泥回填筑堤，应尽量做到满舱不溢流，防止大量细小颗

粒的粘泥撒入海里；不得将有害物质作为海堤的填料。 

j、施工期间应尽量关闭围区排涝闸，减少围区内外的换水频率，

以免影响围区外海域水环境。 

k、施工时间应避免在雨季、台风或天文大潮等不利气象条件下

进行，并尽量缩短施工期对海水水质影响的时间。 

 

a、建议施工单位在主要施工场地周围建临时堤坝，防止泥浆流

入海水中,同时尽可能减少对海域底泥的搅动。 

b、减少闸口施工中基槽开挖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在闸口施工中，

应对施工作业面进行围堵，围堵半径应按施工要求不影响施工

操作即可。 

c、闸口施工应尽量避开海洋生物产卵期，尽量缩短施工期，减

少由于地基清理施工过程对海域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以便让

水生生物尽快恢复。 

d、石料场选择应以陆域生态保护及景观环境保护为主，对料场

的开挖强度要避开生态敏感地段，如植被密集区等。建议集中

地段开挖，避免多点无序开挖。 

e、对石料场开挖断面应尽量做到梯级开挖，即以山体的自然坡

度，从下往上一次进行，采用这种方式开挖可以减少水土流失

量和利于植被恢复。 

f、对石料场周边的树木不能随意占用。 

g、石料场爆破时要按火工爆破规范进行，严格控制起爆量，减

少因爆破声波对附近海洋生物的影响。同时应采用目前先进的

爆破技术措施，降低振动级别。 

h、为避免石料场造成过度的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应在工程开

工前编报开采计划。该计划应包括工程计划安排，各种排水、

防护工程措施等。在工程扫尾时，对石料场外缘被砍伐树木需

进行复种，其覆盖率不低于原有水平。石料场平整后，在坡脚

进行绿化。对临时施工场地在工程结束后应予清理，恢复植被。 

i、对渔业资源产生影响的水工作业，应避开4~6月经济鱼虾蟹

类的集中产卵期。 

j、拟建项目施工将对局部海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危害，为修

复生态，在施工结束后，提供一定额度的生态补偿经费，由海

洋与渔业部门专门用于增殖放流、改善生态和保护渔业资源。 

k、为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在水工作业之前，除告知有关部门外，

还应出具通告或告示，说明水工作业时间、地点、范围、作业

方式等，并在施工区周围设立明显的标志。 

 

委托浙江省水利水

电勘测设计院编制

完成了《温洞头区

州石化基地小门岛

西片围垦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

（报批稿）、温州

市水利局《关于温

州石化基地小门岛

西片围涂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的

批复》（温水政发

〔2006〕253号）和

浙江万容水利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温

州石化基地小门岛

西片围涂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水土保持工

程分别由主体工程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

水电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及料场生态

恢复治理工程施工

单位温州港城发展

有限公司完成。项

目区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为

190.22hm
2
，其中项

目建设洞头区区为

174.62hm
2
、直接影

响区为15.60hm
2
。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

治划分为3个防治

分区，分别为枢纽

防治区、围区防治

区和料场防治区。

符合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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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环评要求落实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 

施工期间施工人员活动过程产生的生活垃圾，以及施工过程中

丢弃的包装袋、废铁线、钢材、木料等生产垃圾，管理部门应

妥善安排收集，生活垃圾送城市环卫部门处理，生产垃圾尽可

能回收利用，剩余部分与生活垃圾一起，送环卫部门处理，严

禁在海边堆放或抛海处理。 

 

施工期间施工人员

活动过程产生的生

活垃圾，以及施工

过程中丢弃的包装

袋、废铁线、钢材、

木料等生产垃圾，

管理部门应妥善安

排收集，生活垃圾

送城市环卫部门处

理，生产垃圾尽可

能回收利用，剩余

部分与生活垃圾一

起，送环卫部门处

理。 

 

严格执行已确定的施工方式和方法，海堤堤型，地基处理，为

了处理好地基而安排科学的施工进度。为减少施工造成的水土

流失将采取截、排水沟等有效的工程防护措施进行防护。文明

施工，不向海域乱扔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不要随意

排入海域。为削减施工队伍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拟在施工

区设置警示牌，标明施工活动区。海堤施工尽可能避开鱼类繁

殖的高峰期(4~6月)。 

已合理组织施工方

案和施工计划，按

照生态环境保护要

求文明施工。 

营运

期环

境保

护措

施 

a、对工程所建的海堤要具有相当的安全性能，提高施工质量，

保证海堤不受风浪冲击的影响而发生决堤事故。 

b、建议当地海洋、环保、水产等有关管理部门加强协调，定期

或不定期对海域水质进行监测，从总体上采取对策，以保护海

域的水环境质量。 

c、在围区内建设防护林带，可增加为围区内生态效果。 

建立生态保护专项

资金，施工期定期

开展环境跟踪监

测。该区域在围区

内尽量增加绿化面

积，保留一定范围

的湿地供水鸟栖

息。施工期合理组

织和安排劳动力，

搞好施工期间社会

治安工作和卫生防

疫工作，未发生环

境、安全事故。 

后续配合洞头区相

关管理部门做好第

三产业的发展规

划。 

可积极围绕围涂工

程的发展，在围涂

区外围及围涂区

内，大力发展第三

产业，最大限度地

解决当地就业人员

的就业机会，维护

本工程实施后会对该海域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如回填工程引起的对海域潮间带生物的影响、对渔业资源的影

响，根据评估结果，潮间带生物损失量约为699t,以每吨0.5万

元估算，潮间带生物经济损失约为350万元；鱼卵、仔鱼和游泳

性渔业资源分别受损为9.02*106粒、2.01*106尾和23万尾，按

天然条件下鱼卵成活率为0.1%,仔鱼成活率为1.0%,游泳性渔业

资源成活率100%,平均每尾长成100g计算，则渔业资源的损失量

约为26t,以每吨1.0万元估算，渔业资源的经济损失为26万元；

合计经济损失约为376万元。对于这部分的损失，建议采取如下

的生态补偿措施：建议业主单位在营运阶段落实生态补偿措施，

如：在春季购买当地育苗厂培育的虾苗和鱼苗等进行增殖放流，

为恢复本工程附近海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一些补偿，建

议根据工程对生态影响的损失估算，建设单位分三年实施增殖

放流等生态补偿措施，每年费用约为125万元。除了工程施工期

对生态影响外，工程占用海域造成该区域内的滩涂湿地资源永

久的消失，由此带来的生态经济损失问题，建议由建设方与当

地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解决。本工程建设对海洋生物及周边渔业

可能产生的不利因素在近期主要是围涂工程的实施使大片的滩

涂湿地改变成了陆地，使原有的湿地浅海生态系统转变成了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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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环评要求落实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 

域生态，彻底改变了生境及其功能。为了使该区域的生态不致

于彻底恶化，应在围区内尽量增加绿化面积，保留一定范围的

湿地供水鸟栖息，待围堤外形成促淤后，再完成全部围涂工程

的建设。要保护好洞头列岛特别是鸟岛等岛屿遗留的滩涂资源

及周围的生态环境，减轻污染，增加植被，使水鸟有更多的栖

息与取食场所。 

当地经济的稳定发

展。 

依据建设单位提供

的相关资料，项目

于2019年12月26日

已按照环评批复要

求足额缴纳生态补

偿金（详见附件），

后续将由相关主管

部门开展恢复本工

程附近海域的渔业

资源和生态环境等

工作。 

 

 

a、合理组织和安排劳动力 

本项目在施工期间也可优先考虑安排本地区剩余劳动力，优先

考虑使用当地农村的机械运输设备。 

b、搞好施工期间社会治安工作 

项目施工期间将有大量的施工人员驻入，项目周边地区的社会

治安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为此，项目建设单位应积极配合

当地的公安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c、搞好施工期间的卫生防疫工作 

鉴于施工现场民工较集中，为防止肠胃疾病及其它传染疾病的

发生与流行，应搞好卫生防疫工作，注意饮水、饮食卫生，密

切关注可能的传染疾病发生，一旦发现，立即采取隔离治疗措

施。 

d、做好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划 

结合围涂工程的建设与实施，当地各级经济主管部门应及早做

好发展第三产业的规划工作，其规划内容可积极围绕围涂工程

的发展，在围涂区外围及围涂区内，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最大

限度地解决当地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维护当地经济的稳定发

展。 

7.6 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其批复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要求和措施，本

项目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基本落实了原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对温州石化

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温海渔〔2006〕65号）

和原温州市环境保护局《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审批意见》（温环建〔2006〕141号）的批复内容,具体落实情况见表 7.6-1~7.6-3。 

表 7.6-1《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温

环建〔2006〕141 号）环保措施及落实情况 

序

号 

环评文件的批

复 
落实情况 

1 

施工期要严格

落实水土保持

有关措施，同时

认真落实施工

扬尘、噪声、废

已落实。委托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编制完成了《温洞头区州

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垦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温州市水利局《关于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的批复》（温水政发〔2006〕253号）和浙江万容水利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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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环评文件的批

复 
落实情况 

水、固废等污染

的防治措施。作

业船舶的含油

污水应妥善处

置。 

验收报告》。水土保持工程分别由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

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及料场生态恢复治理工程施工单位温州港城

发展有限公司完成。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190.22hm
2
，其

中项目建设洞头区区为174.62hm
2
、直接影响区为15.60hm

2
。本工程

水土流失防治划分为3个防治分区，分别为枢纽防治区、围区防治

区和料场防治区。经调查分析，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的包括海堤

外海侧理砌、灌砌块石护坡；浆砌、洞头区灌砌块石挡墙；海堤背

坡芯预制块+撒播草籽护坡；海堤、水闸与山体连接处被动防护网

洞头区进行防护；海堤背水坡管理范围内撒播草籽绿化；围区排水

渠道开挖及断面设计；石料场洞头区开挖坡顶截水沟、料场坡面爬

藤植物边坡绿化、平台乔灌草绿化等措施有效的防治了施工洞头区

期间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的各项工作要求，完

建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洞头区合格，运行效果良好，水土保持及景

观效果良好，水保方案制定的水土流失六项防治指标洞头区均达到

要求。 

综上，建设单位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

土保持洞头区措施，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

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洞头区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的条件。 

结合施工期环境跟踪监测和验收阶段环境要素监测，项目各环境要

素环境质量符合相应标准，满足验收条件。 

2 

合理选址采石

场和临时堆放

场，并采取相应

措施防止过度

的植被破坏和

水土流失，工程

结束后应及时

对场地平整和

覆土绿化。 

基本落实。通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提供的相关台账、报告等资料，

本工程回填料中海堤背水侧闭气土回填通过内侧堤脚线50m外促淤

获得；海堤、围区回填、护岸土石方回填利用水闸、河道开挖及仙

田岗料场开采（烟墩岗料场未开采）的土石方，后期海堤背水侧绿

化及料场绿化用土利用仙田岗料场前期剥离表土，符合要求。 

项目水闸工程、围区河道开挖工程及码头一期工程开挖产生的土石

方均在围区内回填利用，用于围区回填工程、海堤及河道护岸工程

回填，本项目不产生弃方，无弃渣场工程。 

水土流失防治划分为3个防治分区，分别为枢纽防治区、围区防治

区和料场防治区。 

经现场调查，项目区植被恢复后，植物生长状况较好，海堤背水坡

芯预制块+撒播草籽护坡、海堤管理范围内绿化植被覆盖度大，景

观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仙田岗料场开挖边坡采取生态综合治理

（边坡攀缘植物护坡+平台乔灌草绿化）；施工临建整治措施到位，

保证了工程安全运行，起到了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很好地保护了

水土资源。 

3 

营运期生活污

水须经处理达

到《污水综合排

放 标 准 》

GB8978-1996中

的一级标准后

纳入城市污水

管网。生活垃圾

应及时清运、填

落实。项目营运期生活污水经施工营地临时厕所收集后纳入小门村

农污设施处理，不直接排放环境。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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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环评文件的批

复 
落实情况 

埋。 

表 7.6-2《关于对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

见》（温海渔〔2006〕65号）环保措施及落实情况 

序

号 
环评文件的批复 落实情况 

1 

该项目必须按照温

州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批准的项目建议

书的围涂范围和规

模、工程等级和标准

及建设内容组织施

工； 

项目建设严格按照（温发改审〔2006〕58号）《关于温州石化

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和（温发改审设

计〔2012〕65号）《关于调整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

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建设，依据《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填

海工程竣工海域使用验收测量报告》（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

计研究院）验收测量结果，实际填海面积为29.7589公顷，透

水性构筑物用海面积为17.6319公顷，实际用海面积47.3908

公顷。批准填海面积49.87公顷，实际填海面积比批准的填海

面积减少了2.4792公顷，约为4.97%，围区红线符合相关确权

范围。根据专家组验收意见和原洞头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温州

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填海工

程海域使用权验收的反馈意见函》，项目海域实际使用红线范

围没有显示有权属登记，不涉及土地利用规划范围内的农用地

和基本农田，符合项目颁发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国海证

2013B33032200274号）确权范围。 

2 

要严格执行相关国

家法律法规，认真落

实环评报告书提出

的各项环保措施和

生态补偿措施，在开

发过程中最大限度

保护好海洋环境； 

已按照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生态补偿措施。 

据工程占用盐场属当地农村集体生产设施，结合固定资产和实

物形态的流动资产的资产评估成果进行了合理补偿。工程占用

的养殖海涂、农村集体林地、坟墓及其它设施补偿费按相关规

定进行补偿，工程临时使用土地按不同土地性质结合用地周期

予以补偿，包括青苗补偿费、年产值补偿费和土地用后复耕费。

本工程无居民、企（事）业单位的拆迁安置问题。 

根据温州市水利局《关于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温水政发〔2006〕253号），本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24.75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由

洞头县农林水利局收取。水土保持工程分别由主体工程施工单

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及料场生态恢复治理工

程施工单位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完成。 

项目前期建设单位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总指挥部于2016年

10月31日向洞头县农林水利局足额缴纳了本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补偿费（票据见附件）。 

根据原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对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

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温海渔〔2006〕65

号）和原温州市环境保护局《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温环建〔2006〕141号），

项目生态补偿费用376万元，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项目于2019年12月26日已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足额缴纳生态补

偿金（详见附件），后续将由相关主管部门开展恢复本工程附

近海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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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环评文件的批复 落实情况 

3 

在施工过程中要及

时委托海洋环境检

测机构搞好海洋环

境动态监测，发现问

题要及时采取措施，

确保工程和环境安

全； 

根据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

片围涂工程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报告》，项目在施工过程中

已委托海洋环境检测机构开展海洋环境动态监测，施工期未发

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无群众投诉举报情况。 

4 

工程竣工后要及时

开展海洋生态环境

影响后评估工作。 

验收后实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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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及建议 

8.1 结论 

8.1.1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温州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项目建设中落实了国家建设项目管理的

有关规定和温州市环保局对该项目的有关批复意见，履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

批手续，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有关要求。 

8.1.2 陆域生态环境和水土流失影响调查结论 

（1）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实施后，由于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将使围区内原

有的湿地逐步发生消退或演变，湿地生态环境改变较大，滩涂生物多样性有一定

损失，滩涂水鸟的越冬栖息和觅食环境受到人类活动一定程度的干扰。 

（2）工程的实施，使水鸟失去了大面积的觅食场所，对水鸟的影响较大。但

由于湾区滩涂资源丰富，洞头区政府于 2011 年制订了《洞头区海洋环境保护规

划》，对洞头区合法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促进海洋生态环境改善，因此在大

的区域范围内对湿地水鸟的生存环境影响在当地生态环境改变可以承受的范围之

内，不至于对水鸟生存有大的影响。 

（3）工程实施中对围堤进行了绿化，围区形成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给湿地水

鸟新造一定的生存空间，减少对陆地生态的影响。 

（4）委托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编制完成了《温洞头区州石化基地小门

岛西片围垦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温州市水利局《关于温州石

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温水政发〔2006〕253

号）和浙江万容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工程分别由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五

工程局有限公司及料场生态恢复治理工程施工单位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完成。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90.22hm2，其中项目建设洞头区区为 174.62hm2、

直接影响区为 15.60hm2。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划分为 3 个防治分区，分别为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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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区、围区防治区和料场防治区。经调查分析，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的包括

海堤外海侧理砌、灌砌块石护坡；浆砌、洞头区灌砌块石挡墙；海堤背坡芯预制

块+撒播草籽护坡；海堤、水闸与山体连接处被动防护网洞头区进行防护；海堤背

水坡管理范围内撒播草籽绿化；围区排水渠道开挖及断面设计；石料场洞头区开

挖坡顶截水沟、料场坡面爬藤植物边坡绿化、平台乔灌草绿化等措施有效的防治

了施工洞头区期间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的各项工作要求，完

建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洞头区合格，运行效果良好，水土保持及景观效果良好，

水保方案制定的水土流失六项防治指标洞头区均达到要求。 

综上，建设单位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持洞

头区措施，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

方案确定的目洞头区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 

结合施工期环境跟踪监测和验收阶段环境要素监测，项目各环境要素环境质

量符合相应标准，满足验收条件。 

8.1.3 海域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1）工程施工期废水未排入附近海域，不会对邻近海域的水质以及水生生

物产生影响。工程完成后将主要形成工业建设用地。开发中将配套建设完善的

污水排水系统及污水处理设施。从海域生态调查情况看，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底栖生物的多样性指数较高，种类分布均匀，表明本工程对邻近海域生态环境

影响不大。 

（2）本项目建成后，围区内潮间带生物基本消失，表明工程对围区内潮间

带生物的群落影响较为严重，通过工程生态补偿（增殖放流）等措施的落实，

环境影响可接受。 

（3）工程建设引起的海域冲淤变化范围相对较小，对航道、大桥、码头的

影响很小。 

8.1.4 社会环境影响调查与评价 

（1）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调查 

小门岛石化产业基地是洞头大小门临港产业区建设启动区域，统筹利用滩

涂围垦、深水岸线等资源，与大门岛、小门岛间的围垦区域做好联动发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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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打造国家级临港产业园区。本项目验收后对加速洞头大小门临港产业区建设

将有巨大的正面效益。 

（2）征地拆迁和生态补偿措施的落实情况调查 

据工程占用盐场属当地农村集体生产设施，结合固定资产和实物形态的流

动资产的资产评估成果进行了合理补偿。工程占用的养殖海涂、农村集体林地、

坟墓及其它设施补偿费按相关规定进行补偿，工程临时使用土地按不同土地性

质结合用地周期予以补偿，包括青苗补偿费、年产值补偿费和土地用后复耕费。

本工程无居民、企（事）业单位的拆迁安置遗留问题。 

根据温州市水利局《关于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的批复》（温水政发〔2006〕253号），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2.75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由洞头县农林水利局收取。水土保持工程分别由主

体工程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及料场生态恢复治理工程施

工单位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完成。 

项目前期建设单位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总指挥部于 2016年 10月 31日向

洞头县农林水利局足额缴纳了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票据见附件）。 

根据原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对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温海渔〔2006〕65号）和原温州市环境保护局《温

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温环建〔2006〕

141号），项目生态补偿费用 376万元，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项目于

2019年 12月 26日已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足额缴纳生态补偿金（详见附件），后

续将由相关主管部门开展恢复本工程附近海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工作。 

8.1.5 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1）海水水质监测结果与评价。 

监测结果可以看出，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附近海域海水施工

前、施工期间、验收阶段活性磷酸盐、无机氮指标超标较严重，该海域已属于

长期富营养海域（因长年累月的陆地污染物、生活污水的排放，及近海海域养

殖导致湾区海域水体呈富营养化）。同时，该海域海水水质与项目施工前海域

调查情况基本一致。海水水质调查表明，项目施工及营运期对项目海域水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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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很小。 

（2）海域沉积物监测结果分析和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监测结果，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附近海域的各沉积物指

标均能达到《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2002）相应类标准。 

8.1.6 声环境影响调查 

通过对围区场界噪声监测结果得知，监测点噪声在昼间和夜间均无超标情

况，监测点区域声环境质量较好。 

8.1.7 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2018 年洞头区环境质量状况》和浙江中一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对评价范围内常规污染物现状监测结果，项目各项检测因子均能达到《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建成后对周边大气环境基本无影响，

满足环保验收要求。 

8.1.8 总结论 

根据本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和调查结果，我们认为该项目在建设实施过程

和运营中，履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落实了环评报告及批复提出的环

保对策措施，符合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8.2 建议 

（1）建议在围区后期开发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规和土

地利用规划；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联动制度，配套建设城市环保基础设

施。 

（2）建议密切观察码头、航道中段的冲淤情况，如发现有淤积异常，可考虑

对出现淤积的航道进行疏浚，以保证通航的顺畅与安全。 

（3）加强围堤的巡查与管理，特别是针对台风等恶劣气象，要认真做好防台

紧急避险工作。 

（4）进一步完善围区内及石料厂的生态恢复及治理工作; 

（5）加强工程区域种草植树等绿化工作,提高项目区域绿化率；同时按照环

评批复要求开展生态环境累积性影响后评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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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附图 2 洞头区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图

项目所在地 



 

 

 
附图 3 温州瓯江口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调整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附图 4 洞头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图 

项目所在地 



 

 

 

附图 5 洞头区功能区划图 

项目所在地 



 

 

 

附图 6 洞头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图 

项目所在地 



 

 

 
附图 7 温州市生态红线图 

项目所在地 



 

 

附图 8 总平面布置 
 

 

 

 

 

 

 

 

 

 

 

 

 

 

 

 

 

 

 

 

 

 

 

 

 

 

 



 

 

附图 9 项目验收现场照片 

 



 

 

  

  
 

 

 

 



 

 

附图 10 建设前后对比图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三同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填表人：项目经办人：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温州石化基地小门岛西片围涂工程 建设地点 洞头区 

行业类别 农林水利 建设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工程新增围涂面积
779 亩，保护已建围
区（盐场）面积 840
亩，新建海堤 2573m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0 年 6 月 实际生产能力 
工程新增围涂面积 779 亩，
保护已建围区（盐场）面积
840 亩，新建海堤 2573m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6年 12月 

投资总概算（万元） 40676.8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2826.4 所占比例（%） 6.9 

环评审批部门 原温州市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温环建〔2006〕141 号） 批准时间 2006年 10月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文号 

（温发改基综〔2007〕274
号） 

（温发改审设计〔2012〕65
号） 

批准时间 
2007 年 7 月 

2012 年 7 月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实际总投资（万元） 450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2281 所占比例（%） 5.6 

废水治理（万元） 30 废气治理（万元） - 噪声治理（万元） - 固废治理（万元） -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它（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Nm
3
/h 年平均工作时 -h/a 

建设单位 温州大小门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环评单位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

（1）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
许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 
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
身削减量 
（5）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量 
（6） 

本期工程核
定排放总量 

（7） 

本期工程“以
新带老”削减

量（8） 

全厂实际 
排放总量 
（9） 

全厂
核定 
排放
总量 
（10） 

区域平衡 
替代削减量 

（11） 

排放 
增减量 
（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特征              



 

 

污染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4）-（5）-（8）-（1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

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