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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本工程位置位于广西钦州保税港区陆海道以东、保税大街以北和三墩公路

以西地块，大榄坪物流加工区地理坐标点为：东经 108°39′56.07″～

108°41′31.75″，北纬 21°43′3.76″～21°41′35.20″。具体见下图。

图 1.1- 1本工程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主要包含陆海道大榄坪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以东、保税

大街以北和三墩公路以西防护绿地的建设，合计建设防护面积为 245307m2。

本工程实施工期 12个月，施工时间为 2024年 1月-12月。

本项目总投资为：6176.22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5273.95万元，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552.67万元，基本预备费 349.6万元。资金来源为业主多渠道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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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平面布置及施工工艺

1.2.1. 平面布置

本项目为大榄坪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工程位置位于广西钦

州保税港区陆海道以东、保税大街以北和三墩公路以西地块，主要包含防护绿

地建设。本工程平面布置见下图。

图 1.2- 1本工程平面布置图

1.2.2. 施工工艺和方案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防护绿地，施工期涉及的工程主要包括：场地平整隔

堤强夯挤淤伏堤振冲碎石桩土工布铺设铺筑砂垫层盲沟、集水井施工

塑料排水板施工底基层填筑开山石料堆载。

1.3. 工程占用海域状况

本项目申请用海面积 24.5307hm2，其中已填海面积为 12.9307hm2，未填面

积为 11.6hm2，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用海”。用海类型为 “交通运输用海”，申

请用海期限 40 年。本项目在周围已封闭的情况下填海，占用岸线总长度为

54.4m，其中占用自然岸线 11 m，占用人工岸线 43.4m。项目填海地块宗海界址

图如下所示。

图 1.3- 1本项目宗海位置图

图 1.3- 2本项目填海 1宗海界址图

图 1.3- 2本项目填海 2宗海界址图

图 1.3- 3本项目填海 3宗海界址图

图 1.3- 5本项目填海 3宗海界址点（续）图 1.3- 4本项目填海 4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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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5本项目填海 5宗海界址图

图 1.3- 6本项目填海 6宗海界址图

图 1.3- 7本项目填海 7宗海界址图

图 1.3- 8本项目填海 7宗海界址点（续）

图 1.3- 9本项目填海 8宗海界址图

图 1.3- 10本项目填海 9宗海界址图

图 1.3- 11本项目填海 10宗海界址图

图 1.3- 12本项目宗海现状图

1.4. 环境保护目标和敏感目标

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3年 3月 7日印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近岸海域

环境功能区划调整方案》（桂环发〔2023〕9号），本项目用海已不属于海域管

控目标，同时本项目周边均已形成陆域，对周边海洋环境基本不产生影响。

根据项目所在海域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如《钦州市养

殖水域滩涂规划（2019-2030）》等，并结合现场踏勘，确定本项目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目标有红树林、养殖区和旅游区等。详见表 1.4- 1和

图 1.4- 1。

表 1.4- 1项目建设区域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图 1.4- 1工程区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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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分析

2.1. 施工期污染环节与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期的环境影响主要包括施工生活和生产污水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施工中产生的扬尘和噪音对周边大气环境和声环境的影响等。施工期具体的污

染物及源强见下表。

表 2.1- 1项目施工期污染源强及排放去向汇总表

2.2. 营运期污染环节与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建设内容为防护绿地，本工程完工后不仅不产生污染物，还能改善

和美化道路周边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减弱强风及其所夹带的沙尘等对港区的

影响等。

2.3. 非污染环节与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的非污染环节与环境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海洋生物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导致一定区域范围内底栖生物（含潮间带生物）、

浮游植物/动物、渔业资源的永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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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1. 海洋水文动力环境

钦州湾历年最高潮位 6.39m，最低潮位 0.50m。工程所在海域的潮汐属于不

正规全日潮类型。该海域潮流运动形式以往复流为主，外侧海域逐渐向旋转流

过渡，涨急最大流速 63.5cm/s，落急时刻最大流速 113.4cm/s。

3.2. 海洋水质环境

2022年春季调查结果显示除 pH、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COD）、无机

氮在个别站位出现超标外，其余评价因子均未超标，满足所属功能区划的水质

管控要求。2022年秋季调查结果显示除 pH、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在个别站位

出现超标外，其余评价因子均未超标，满足所属海洋功能区和环境功能区划最

高水质要求的管控要求。

3.3. 海洋沉积物环境

2022年春季调查海域除镉超标 4%，铬超标 4%外，其余调查项目均符合相

应功能区标准；2022年秋季监测海域沉积物评价因子均满足所属海洋功能区划

中沉积物质量的管控要求。本项目所在海域沉积物环境良好。

3.4. 海洋生态和生物资源

3.4.1. 叶绿素�和初级生产力

2022年春季调查区域叶绿素�含量范围为 0.8 μg/L～9.2 μg/L，平均值为 3.5

μg/L；海洋初级生产力变化范围在（59.1～874.0）mg·C/(m2·d)之间，平均值为

296.5 mg·C/(m2·d)。2022 年秋季调查区域叶绿素 a 含量范围为 0.5 μg/L～7.2

μg/L，平均值为 2.7 μg/L；海洋初级生产力变化范围在（ 50.8～ 772.3）

mg·C/(m2·d)之间，平均值为 344.3 mg·C/(m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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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浮游植物

2022 年春季监测海区各调查站位浮游植物的细胞丰度介于 2.91×106～

1.07×109cells/m3之间，平均丰度为 1.69×108cells/m3。2022年秋季监测海区各调

查站位浮游植物的细胞丰度介于 2.70×107～5.46×108cells/m3之间，平均丰度为

1.85×108cells/m3。

3.4.3. 浮游动物：

2022年春季各调查站浮游动物的生物量在 65.5～914.6 mg/m3之间，平均生

物量为 274.5 mg/m3。2022 年秋季各调查站浮游动物的生物量在 25.9～786.6

mg/m3之间，平均生物量为 309.1 mg/m3，各站位浮游动物生物量差异较大。

3.4.4. 底栖生物

2022年春季海域各调查站位底栖生物的生物量在 1.2～971.3g/m2之间，平

均生物量为 157.5 g/m2。2022年秋季海域各调查站位底栖生物的生物量在 1.0～

613.8g/m2之间，平均生物量为 99.8g/m2。

3.4.5. 潮间带生物

2022年春季调查各断面潮间带生物平均密度为 99ind/m2，平均生物量为

126.89g/m2。2022年秋季海域各调查站位潮间带生物的生物量在 3.52～412.16

g/m2之间，平均生物量为 76.54 g/m2。

3.4.6. 渔业资源

（1）鱼卵和仔稚鱼：

2022年春季鱼卵平均密度为 0.49ind/m3，仔鱼平均密度为 0.65ind/m3。2022

年秋季海域鱼卵平均密度为 4.68ind/m3，仔鱼平均密度为 0.34ind/m3。

（2）游泳动物：

2022年春季游泳生物各站位平均资源密度为 130.21kg/km2，平均资源尾数

密度为 11600ind/km2。2022年秋季游泳生物调查各站位平均资源密度为 785.916

kg/km2，平均资源尾数密度为 36090 ind/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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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1. 海洋水文动力及冲淤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工程建设主要为防护绿地建设，本项目施工区位于广西钦州保税港区陆海

道以东、保税大街以北和三墩公路以西地块，属于封闭海域，在周围已封闭的

情况下，项目继续填海不会对周围海域的潮流场、纳潮量、海洋地形地貌和冲

淤环境造成影响。

4.2. 海洋水质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施工区域位于封闭海域内，包括已填海形成的陆域或封闭坑塘。本

项目为防护绿地建设，工程施工中排放的废水主要有两类，一是为拆除原人行

道面层时排出的泥浆水，以及冲洗机械和车辆产生的泥浆水；另一类是现场施

工人员排放的生活污水(包括厨房、厕所、浴室等)。本项目施工产生的施工污

水和生活污水均实行分类收集处理达标后排放，因此项目施工期间对海洋水质

环境影响不大。

本项目属于道路景观提升改造项目，营运期间不产生污染物，不会对海洋

水质环境造成影响。

4.3. 海洋沉积物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施工期间继续在封闭海域内施工，且施工期间产生的污水均达标处

理后排放，对海洋沉积物环境的影响不大。

4.4. 海洋生态和生物资源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在周围已封闭的情况下填海，占用岸线总长度为 54.4m，其中占用

自然岸线 11 m，占用人工岸线 43.4m。本项目继续填海施工导致项目用海范围

内生物资源的永久损失。据估算，本项目施工期共造成底栖生物（含潮间带生

物）、游泳动物、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损失约 28.26t、0.1124t、 60.35t、0.0716t，

鱼卵和仔鱼折算成鱼直接损失共为 1.24万尾。本工程造成的生物资源损害的补

偿金额为 709.8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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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其他内容的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大气环境：本工程施工过程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施工材料的运输

堆放和使用黄砂、水泥等建材产生的风致扬尘以及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燃烧柴

油或汽油排放的尾气。一般情况下，扬尘量与扬尘颗粒和地面风速有关。在自

然风的情况下，施工材料的运输堆放和使用黄砂、水泥等建材产生的扬尘影响

的范围不大；当施工现场风速较大时，其扬尘可能会扩散到附近，在一定时期

内，对工地周围的空气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废气污染基本上是小范围、短暂的，

一般不会扩散到施工场地外较远的地方。通过采取适当的洒水湿润和防风遮盖

措施，可以有效地控制扬尘排放。

声环境：本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噪音和运输车辆噪音，噪

声源强约在 80~100 dB(A)之间。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是无规律的，且大部分产

生于施工阶段的前期，施工时尽量选择低噪声的设备，合理调度大噪声设备的

使用时间，采用隔声装置等，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固体废弃物：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和施工弃渣。

施工期生活垃圾的随意丢弃对周围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项目在施工

期，生活垃圾应集中收集，统一存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集中处理，经处理后

的固体废弃物对周边海域环境不会产生影响。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及弃渣运

输至附近的弃土场处理。项目固体废物均能得到妥善处置，不会对周边海洋环

境造成影响。

4.6. 对周边海洋功能区和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用海位于大榄坪工业与城镇用海区（A3-6），项目用海周边其它海洋

功能区主要有鹿耳环至三娘湾旅游休闲娱乐区（代码 A5-9）、大榄坪至三墩港

口航运区（A2-10）等。

本项目位置位于广西钦州保税港区陆海道以东、保税大街以北和三墩公路

以西地块，由于本项目施工区域为封闭海域，在项目施工期间无船只通航，也

不会产生悬浮泥沙，因此本项目建设不会影响周边其他海洋功能区的环境。

本项目周边的海洋环境敏感区主要包括红树林和养殖区。

根据本项目施工位置与周边红树林的位置关系图，红树林分布在施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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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的麻蓝岛以及鹿耳环江海域，距施工地点最近距离约 757m。本项目施工区

属于封闭海域，施工时对周围潮流场没有影响，也不会导致悬浮泥沙的扩散，

不会对周围海域红树林的生长环境造成影响。项目的建设也不会造成红树林地

毁坏和植物损毁。因此本项目建设不会对周边红树林区域产生影响。

由于本项目在封闭海域内继续实施填海施工，施工时不会导致悬浮泥沙扩

散至周边海域，项目建设不会对周边养殖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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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风险分析与评价

本工程主要的风险因素可分为两类， 一为自然因素形成的危害和不利影响，

包括地震、不良地质、台风浪、风暴潮、洪水等对工程本身的影响；二用海项目

自身引起的突发或缓发事件对海域资源、环境造成的危害。本项目用海风险主要

表现在：一是自然灾害引起的风险，二是项目建设过程中车辆碰撞发生漏油事故。

本报告提出了针对性的自然灾害风险防范措施以保障项目施工顺利实施，

并制定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防止突发事故的发生，控制灾害事故的蔓延，减

少突发事故带来的损失。

6. 清洁生产与总量控制

本项目在施工环节上，采用合理的施工方案设计和先进的施工机械设备，

施工生产和生活污染物都作相应达标处理，对周边海洋环境基本上不产生影响。

本项目营运期不产生污染物，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本项目涉海工程能够

满足清洁生产的要求，施工期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不需要

申请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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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7.1. 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工人生活污水，应建临时公厕所，统一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

后收集资源化利用。在施工现场周围设置合适的防护设施，例如围栏、挡土墙

和沉淀池等，对施工期间产生的施工污水、泥浆采取沉淀和疏导排放措施等。

7.2.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对于黄砂、水泥等建材，采取适当的洒水湿润和防风遮盖措施。优先选择

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材料和低污染排放的设备，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废气污染

物排放。

7.3.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在白天或非噪声敏感时段进行施工工序，减少对

周边居民的噪声干扰。选择低噪声设备和工具进行施工作业，并定期检查和维

护设备。在施工现场周边设置隔音屏障、隔音板或隔音墙等。

7.4.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措施

工程施工产生的弃土及弃渣运输至附近的弃土场处理。生活垃圾统一收集

并及时清运或通知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对建设期间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合理储存

和包装；加强施工人员的废物管理培训和教育，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和执法

力度等。

7.5. 海洋生态保护对策措施

本报告建议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措施为岸线修复和海洋生物资源补偿，同

时开展生态修复跟踪监测与效果评估。海洋生物资源补偿的措施为人工增殖放

流，岸线修复的措施为异地修复，进行岸线生态化建设，并在修复完成后对修

复内容进行跟踪监测与评估。海洋生态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能减少项目施工对

海洋生物资源和岸线的影响，岸线恢复与海洋生态补偿方案符合相关规程。

（1）岸线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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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占用自然岸线的长度为 11m，建议在大风江海域采取异地修复的方

式，对围填海造成的受损自然岸线开展异地补偿，修复海岸生态环境，恢复海

岸生态功能，提升海岸线开发利用价值。岸线生态化的长度为 11m。拟修复岸

段的岸线类型均为人工岸线，经过岸线生态化建设之后，所有岸段的岸线类型

变为生态修复岸线。建设岸线生态化建设和后期维护的价格按照 2000万/km计

算，总费用预计约 22万元

（2）海洋生物资源补偿措施

对本项目用海造成的底栖生物以及渔业资源的损失进行调查评估，项目造

成的渔业资源损害补偿价值共为 709.852万元，因此本项目的生态补偿措施建

议采用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进行补偿，在周边近海海域内部设置增殖放流点，

定期对海洋生物进行监测等，修复海洋生态系统，提高海洋生物资源总量和生

物多样性，以减小对海域造成的生物资源损害。

8. 海洋工程的环境可行性

本项目用海位于钦州港大榄坪物流加工区区域建设用海围填海历史遗留问

题区域，根据钦州市中心城区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及钦州港局部规划图，本

工程项目面积 24.5307公顷，其中已纳入城镇开发边界 23.4607公顷，未纳入城

镇开发边界 1.07公顷，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符合钦州市“三

区三线”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

项目建设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广西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方案》、《钦州市城市

总体规划修改（2012-2030）》、《钦州港总体规划（2035年）》、《中国（广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钦州

港大榄坪物流加工区总体规划修编（2022－2035）》、《钦州市“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意见》（钦政发〔2021〕13号）、《钦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

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试行）》（钦环发〔2022〕3号）的相关要求。

9. 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合理性

本工程总投资为 6176.22万元，海洋环保投资 802万元，海洋环保投资由



大榄坪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海洋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

13

工程造成的生物资源损害的补偿金额、岸线修复费用以及海洋环境监测费用构

成，占工程总投资的 13.0%。通过落实环境保护治理资金，严格执行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和环保举措，可降低项目建设对海洋生态的影响。

本项目为大榄坪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属于市政环境整治类项

目，主要为道路防护绿地的建设。本项目具有较明显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项目建成后将直接减少道路的水土流失，改善沿线景观效果，改善当地生态环

境，提升当地居住环境。本项目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一样，无法进行盈利，

需要依靠政府予以建设资金补贴和投入。

10. 环境监测计划

通过实施必要的环境监测计划，全面及时地掌握项目施工期、运营期的环

境状况，对可能发生的污染进行监测，为制定必要的污染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本项目的环境监测计划由项目业主负责组织实施，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环境

监测机构承担监测工作。

根据《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2002）要求，针对本项

目污染物的排放情况，结合项目周围环境特点，制定环境监测调查方案。项目

监测实施计划包括施工期和营运期对施工区周围海域海洋水质环境和红树林敏

感区的监测。

11.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11.1.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为大榄坪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项目用海位于钦州大榄

坪综合物流加工区区域建设用海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区域，主要包含大榄坪港

区主要包含陆海道大榄坪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以东、保税大街以北

和三墩公路以西防护绿地的建设，合计建设防护面积为 245307m2。本项目用海

方式为“建设填海造地用海”，用海类型为 “交通运输用海”；项目申请用海总

面积为 24.5307hm2，其中已填海面积为 12.9307hm2，未填面积为 11.6hm2；申

请用海期限为 40年。本项目施工区域位于封闭海域内，在周围已封闭的情况下，

项目继续填海不会对周围潮流场、纳潮量、海洋地形地貌和冲淤环境、海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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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环境、海洋沉积物环境和周边红树林造成影响。本项目填海占用岸线总长度

为 54.4m，其中占用自然岸线 11 m，占用人工岸线 43.4m，本项目继续填海施

工导致项目用海范围内生物资源的永久损失，可分别通过岸线修复和增殖放流

方式进行补偿，工程建设对海洋岸线的占用以及造成的海洋生物资源损失在可

以接受的范围内。本项目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符合钦州市

“三区三线”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本项目用海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

能区划（2011-2020年）》及相关规划。在严格落实报告书所提出的风险防范措

施、环保措施和海洋生态保护措施前提下，本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11.2. 建议

（1）建议建设单位与周边确权用海项目做好沟通协调工作，避免出现利益

冲突。

（2）建议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做好各项环保措施、海洋生态保护措施以

及自然灾害的风险防范措施等，减少项目建设对周边海洋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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