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云港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连云新城岸线修复工程 

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评审意见 

2019 年 9 月 10 日，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在连云港组织召开《连云港市蓝色海湾整

治行动项目——连云新城岸线修复工程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

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连云区林

业和海洋局、连云港金海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

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南京师大环境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环评单位）等单位的

代表和专家。会议由 5 位专家组成评审组（名单附后）。与会专家和代表听取了建设单

位对项目概况的介绍和报告编制单位对《报告书》的汇报，经质询和讨论，形成评审

意见如下： 

一、工程概况与工程分析 

1、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连云港市区北部，规划的连云新城防潮大堤东北及临洪河口以东水域，

东侧毗邻连云港港主港区，北侧面向黄海并与秦山岛遥遥相望。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包含连云新城生态湿地区建设和生态景观带建设，总建设面积约 225.3472ha，其中生

态湿地区面积约 79.0998ha；生态景观带面积约 146.2474ha。生态湿地区建设包含湿地

构建、湿地植物、景观栈桥、生态沙滩等内容，面积约 79.0998ha，其中，生态沙滩长

度 1028m，平均宽度 80～120m。生态景观带建设包含了生态廊道（生态绿廊、生态植

草沟、生态游步道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和人工沙滩（金沙滩、银沙滩）等内容，景

观廊道长度 6237m，平均宽度 60～100m，面积约 47.0490ha，人工沙滩长度 4995m，

平均宽度 80～120m，面积约 99.1984ha。工程总投资 84853 万元，施工时间为 36 个月。 

2、工程分析 

根据本工程特点，施工期影响包括：工程建设对水文动力环境和冲淤变化的影响，

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船舶生活污水、船舶含油污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其他机

械冲洗水对水环境的影响；施工悬浮泥沙扩散对水环境的影响；运输车辆扬尘和施工

机械废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施工机械噪声，施工期固体废弃物对环境影响等。营运

期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游客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 



 

评审认为：报告书对工程概况介绍较清楚，污染排放及环境问题的识别准确，符

合《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 

建议：1、补充完善相关工程的建设内容和功能介绍； 

2、补充完善土石方平衡一览表，细化外购海滩沙和种植土的来源、数量、

品质以及运输方式，据此补充完善施工期及运营期的污染源强分析内容； 

3、进一步完善施工方案的合理性分析； 

4、进一步核实营运期污染源强，据此完善环境影响分析内容。 

 

二、海洋功能区划及其它规划的符合性 

根据《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本工程主体位于赣榆连云农渔业区

（A1-01），局部区域位于连云新城工业与城镇用海区（A3-04）和临洪河口湿地保护区

（A6-01），符合上述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同时，项目建设符合《江苏省海

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江苏省海洋生态红线保护规划》、《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

红线规划》、《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连

云港城市总体规划》、《连云港连云新城蓝色海湾保护与利用规划》等相关规划。 

评审认为：本项目符合《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江苏省海洋主

体功能区规划》、《江苏省海洋生态红线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 

 

三、评价技术方法和路线 

本项目水文动力环境、水质环境、沉积物环境、生态环境的评价等级分别为1级、

1级、2级、1级，海洋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1级，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1

级。海洋要素评价范围以本项目为中心，西至龙王河口，东至东西连岛，向陆至现有

海岸线，向海约15km，评价面积约598km2。 

本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时段为施工期、营运期2个时段。本项目评价重点包括项目建

设对周边海域水文动力、冲淤环境的影响，项目建设对海域水质、生态环境和渔业资

源的影响分析，项目实施对海洋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本项目主要环境敏感目标为江

苏连云港海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连云港临洪河口省级湿地公园、海州湾中国对虾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近岸开放式海水养殖用海、竹岛、西墅砂质海岸、临洪河

口，以及三洋港闸、开泰闸、新城闸、西墅闸等河闸。 



 

环境质量执行《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一~四类标准、《海洋沉积物质量

标准》（GB18668-2002）一~三类标准、《海洋生物质量》（GB18421-2001）一~三类标

准；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声环境执行《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  

评审认为：报告书采用的评价技术方法和路线正确，主要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目

标准确，符合《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 

 

四、环境质量现状与评价 

（1）水质现状评价 

2019 年春季监测结果表明，油类、DO、镉、锌、砷、铬、硫化物均符合第一类海

水水质标准。化学需氧量、铜、铅、汞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pH 均符合第三、

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和磷酸盐部分站位超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2016 年秋季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所在海域主要超标因子为 pH、溶解氧、悬浮物、

无机氮、磷酸盐。 

（2）沉积物质量现状评价 

2019 年春季监测结果表明，调查海域沉积物质量良好，砷、汞、铜、铅、锌、镉、

油类、硫化物、有机碳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铬在第 15 号站位超过第一

类标准，所有站位均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2016 年秋季监测海域 12 个站位中，沉积物质量有机碳、硫化物、石油类、锌、铅、

镉、砷、总汞含量全部符合一类沉积物质量标准；铜符合一类沉积物质量标准占比为

58.3%，符合二类沉积物质量标准占比为 41.7%，铬符合一类沉积物质量标准占比为

50.0%，符合二类沉积物质量标准占比为 50.0%。 

（3）生物质量现状评价 

2019 年春季监测结果表明，调查海域生物质量状况良好。潮间带断面 C 中的双壳

贝类缢蛏中的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甲壳类、鱼类、软体动物体

内重金属含量符合《全国海岸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的标准要求。 

2016 年秋季监测海域双壳生物体内总汞、石油烃、粪大肠菌群含量均符合一类海

洋生物质量标准；贝类体内铜、锌、铅、镉、铬、砷含量超过一类标准的生物种类占

比分别为 20.0%、20.0%、90.0%、60.0%、60.0%、90.0%。 



 

（4）生态环境现状评价 

2019 年 5 月调查海域表层叶绿素 a 含量范围为 0.92 mg/m³~2.58 mg/m³之间，平均

为 1.75 mg/m³。春季调查海域浮游植物 III 型网采水样的密度范围为 1×103~1.288×104 

ind./m3，平均值为 5.316×103ind./m3。整个春季调查海域浮游植物网采水样的多样性指

数均值为 2.900，均匀度均值为 0.906，丰富度均值为 0.715。整个春季调查海域浮游植

物网采水样优势种类（优势度 Y≥0.02）共 8 种。主要优势种（优势度 Y≥0.1）有 1 种，

为中肋骨条藻，优势度达 0.145。春季调查海域大型浮游动物密度范围为 25.417~712

个/m3，均值为 169.532 个/m3；中小型浮游动物密度范围为 32.292~8887.5 个/m3，均值

为 2535.421 个/m3。春季调查海域底栖生物栖息密度范围为 10~4110.0 个/m2，平均值为

400.0 个/m2。 

2016 年秋季调查海域浮游植物的密度范围为 0.353×105~66.904×105ind./m3，平均值

为 13.616×105ind./m3。秋季调查海域的大型浮游动物种类组成中的桡足类和幼体类占最

大优势，在数量上也占了绝对优势。秋季定量调查显示底栖生物栖息密度范围为

20~200ind./m2，平均值为 92ind./m2。秋季断面潮间带底栖生物平均栖息密度和生物量

分别为 184ind./m2 和 85.207g/m2。 

（5）渔业资源现状评价 

2019 年春季调查海域共检出鱼卵 2 科 3 种，分别是鳀科鳀鱼鱼卵、鲱科斑鰶鱼卵

和鲱科鱼卵。仔稚鱼共检出 3 科 3 属 3 种仔稚鱼，分别是鳀科鳀鱼仔稚鱼、鲱科斑鰶

仔稚鱼和海龙科尖海龙仔稚鱼。春季各调查站位鱼卵密度范围 0 个/m3 ~10.1 个/m3之

间，平均值为 1.1 个/m3；各调查站位仔稚鱼密度范围在 0 尾/m3~3.8 尾/m3 之间，平均

值为 0.9ind./m3。春季调查海域共出现渔业资源 44 种，其中鱼类 27 种，占总种类的

61.36%，虾类 9 种，占 20.45%，蟹类 6 种，占 13.64%，头足类 2 种，占 4.55%。春季

调查海域渔业资源平均重量密度为 10.99kg/h，范围为 5.74 kg/h~17.78kg/h；春季调查

海域渔业资源平均数量密度为 1436 尾/h，范围为 541 尾/h ~3487 尾/h。 

2016 年秋季调查海域共检出鳀科 1 科 1 种鱼卵，未监测到仔稚鱼。秋季各调查站

位鱼卵密度范围在 0~2.5ind./m3 之间，平均值为 0.2ind./m3，仅在 12 号站位采集到鳀科

鱼卵 1 粒，其它 11 个站位均未检出鱼卵；各调查站位未检出仔稚鱼。秋季共鉴定游泳

动物 3 大类 42 种，其中鱼类最多，26 种，甲壳动物次之，12 种，头足类 4 种。调查

海域游泳动物平均资源生物量为 310.539kg/km2，资源密度平均为 44257 尾/km2。数量



 

多样性指数平均为 2.569，丰富度指数平均为 1.852，均匀度指数平均为 0.598。重量多

样性指数平均为 2.686，丰富度指数平均为 1.441，均匀度指数平均为 0.626。 

评审认为：环境现状调查和评价满足《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 

 

五、环境影响分析预测 

（1）水文动力和泥沙冲淤环境影响分析 

数学模型计算结果显示：涨潮后期，潮位超过 4m 后，会在口门附近形成一个逆时

针回流，回流影响的范围在口门东南方向 1km 区域。至连云新城前沿附近，流速仅为

0.01~0.02m/s。连云新城岸线修复工程只是在靠近连云新城前沿进行局部填高，加上工

程区所在区域水动力较弱，工程建设对湾内流态基本没影响。 

潮流泥沙数学模型计算结果表明：由于进入水体水流流速逐渐减小，泥沙沿程落

淤积，湾内会有一定淤积。泥沙在口门区域淤积相对较大，年淤积约 0.4~0.5m/a。连云

新城岸线修复工程建成后对湾内淤积基本没影响。 

（2）水环境影响分析 

悬浮泥沙计算结果表明：本项目悬浮泥沙浓度大于 150mg/L、100mg/L、10mg/L

最大可能影响的范围为 1.01 公顷、8.9 公顷、27.9 公顷。且悬浮物扩散对海水水质的影

响仅局限于施工期，随着施工结束而消失。根据海洋环境监测结果，工程海域沉积物

质量良好，施工产生的悬浮泥沙扩散、沉降在工程周边海域，不会对沉积物质量造成

较大影响。 

（3）沉积物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地基处理作业引起的水体中悬浮物浓度增加，悬浮物在水流和重力的作用

下，在工程区附近扩散、沉降，造成泥沙沉积在底基上，改变海底沉积物。但这些影

响随着施工结束而消失，沉积物环境将恢复稳定。根据海洋环境监测结果，工程海域

沉积物质量良好，施工产生的悬浮泥沙沉降在工程周边海域，不会对沉积物质量造成

较大影响。 

（4）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根据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印发的《江苏省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评估

方法（试行）》，对本项目造成的生态损失进行估算。本项目建设引起的鱼类、甲壳类

和头足类、浮游动物、潮间带生物的一次性经济损失为 5820144 元；本项目占用海域



 

属于永久性用海，按 20 年进行生态补偿，工程占用海域生态补偿金额为

5820144*20=11640.29 万元。本项目悬浮泥沙扩散造成的鱼卵经济价值损失为 2808 元，

仔稚鱼经济价值损失为 2875.5 元；悬浮泥沙扩散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按 3 年进行补

偿，工程悬浮泥沙扩散的生态补偿金额为（2808+2875.5）*3=1.71 万元。综合项目占

用海域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以及施工悬浮泥沙扩散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本工程生

态损失金额合计约为 11642 万元。 

（5）对敏感目标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直接占用海域无法再进行养殖生产，施工悬浮泥沙扩散也会对周边养殖区

的养殖生产造成影响。项目位于江苏连云港海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的适度利用区，符

合海洋公园的管理要求。项目对连云港临洪河口省级湿地公园、海州湾中国对虾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竹岛等影响较小，可能对加速西墅沙滩的泥化。 

（6）其它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约 8m3/d 左右。其他机械用水较少，约为 1m3/d。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机械生产废水，经收集后由槽车运至连云港市墟沟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按人均 1.0kg/d 计算，本项目施工船舶上人员总

数约为 90 人，则施工船舶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90kg/d，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交由当地环卫

部门接收处理。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日接纳观光游客最大量为 1000 人。根据《江苏省工业、服务

业和生活用水定额（2014 年修订）》，观光游客用水定额按照 10L/人．d 计，则本项

目观光游客用水量为 10m3/d。项目区分散设置 10 个生态公厕，满足游客的日常需求。

项目区景观绿化面积约 47.0490公顷，每平方米用水按 1.3L计，则用水量为 611.64 m3/d，

用水被植物吸收或蒸发，无废水产生。本工程营运期固体废物产生量按 0.1kg/人．d 估

算，则游客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100kg/d（36.5t/a）。游客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全部送

至附近垃圾转运点，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统一处理。 

评审认为：环境影响预测评价内容较全面，采用的预测模式（方法）正确，评价

结论可信。 

建议：1、补充完善外购海滩沙和种植土对工程海域底质环境的影响分析； 

2、核实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以及生态损失量和补偿金额，完善生态补偿方案。 

 



 

六、其它环境影响评价 

（1）环境事故风险 

本项目主要的事故风险有施工期船舶碰撞溢油风险；台风、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可

能导致的工程损毁风险等。对于上述风险，项目在设计和施工过程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应合理安排施工作业面，加强对船舶操作人员的技术培训，提

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严格操作规程，杜绝船舶溢油事故的发生，

进一步减小事故风险发生的概率。 

（2）清洁生产 

本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较少，生产过程清洁，各类污废均得到

有效处理，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较大影响。本工程建成运行后仅产生观光游客的生活

污水、固废等污染物，生活污水由生态公厕微生物降解处理，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统

一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接收处理，不会对海洋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3）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施工期应合理安排施工进度，注意保护环境敏感目标，施工单位在制定施工计划、

安排进度时，尽量避开海洋生物繁殖期及水产养殖育苗期。 

为了减少噪声要求建设单位在施工期间必须采取以下相应措施：加强施工管理，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严格按照施工噪声管理的有关规定，夜间不得进行有高噪声设备

作业的施工；尽量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噪声低的施工方法。 

项目建设期间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专门收集，并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

理，严禁乱堆乱扔，防止产生二次污染。对施工现场建筑废弃物，能回收利用的加以

回收利用，其他废弃物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处理，防止其污染海域环境。 

为了缓解和减轻项目对所在海域生态环境和水生生物的不利影响，建议采用人工

增养殖放流当地生物物种、岸线整治修复等方式进行生态恢复和补偿。 

评审认为：环境事故风险、清洁生产、环境保护对策等评价符合《海洋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 

建议：1、补充相关工程（外侧潜堤）建设完成工况条件下，施工期溢油风险预测

分析内容。 

2、补充完善生态环境跟踪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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