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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港吕四港区东灶港作业区支线航道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审会会议纪要 

 

受海门市行政审批局委托，南通华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月 7

日下午在海门市行政审批局主持召开了《南通港吕四港区东灶港作业区支线航

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海门市行政审批局、

海门市发改委、海门生态环境局、海门海事处、海门市农业农村局、海门市自

然资源局、海门市人武部、海门市海门港新区管理委员会（建设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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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邀请五位专家组

成技术评审组（名单附后）。 

会上，会议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由来及工程概况的介绍，看了环评

单位制作的项目建设地现场及周边情况视频，并认真听取了报告书主要内容和

结论的汇报，经认真质询、讨论，形成技术评审意见如下： 

一、 东灶港作业区及建设项目概况 

东灶港作业区是南通吕四港区四个作业区之一，位于海门东灶港至启东大洋

港海岸线上，该作业区海域距东侧蛎蚜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1.1km，距北侧如东文

蛤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10.9km，距北侧南通滨海园区海洋旅游度假区10 km，

距通吕运河河口 7.8km，距北侧腰沙海域海水养殖区 6.5km。 

东灶港作业区主要由海堤外滩涂回填形成，以建设通用散杂货泊位为主。目

前陆域匡围已经完成，分别形成一突堤、二突堤、三突堤与相应的 1#、2#与 3#

挖入式港池，从外海至东灶港作业区的 2万吨级进港航道已全部打通，同时选址

于一突堤及二突堤的中天绿色精品钢基地项目即将开工建设。 

本项目拟对东灶港作业区支线航道疏浚，以满足 1#港池支线航道 5万吨级

散货船乘潮通航标准(航道挖槽宽 415m，底标高-11.7m，边坡 1:8)，2#港池支

线航道 2万吨级散杂货船乘潮通航标准(航道挖槽宽 519m，底标高-8.0m，边坡

为 1:8)，3#港池支线航道与二突堤北侧 2万吨级散杂货船乘潮通航标准(航道

挖槽宽 250m，底标高-8.0m，边坡为 1:8)。疏浚量估算为 2007 万方，日后营运

期年维护疏浚量估算为 115 万方。 

本工程新设 4座专用航标，调整 2座航标，工程总投资为 70988.68 万元。 

疏浚工程位于东灶港作业区海域，用海类型属于交通运输中的港口用海，

用海方式为开放式用海中的专用航道，用海面积 350.1023 公顷，不占用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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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方案：航道疏浚采用绞吸式挖泥船（拟配备 6艘，铰刀功率 5000kw，

能力 3500m
3
/h）分段、分条、分层施工，施工作业船舶拟通过小庙洪西南水道

进入工程水域。疏浚工艺由绞吸式挖泥船在挖泥区挖泥，通过船艉的输泥管线

将淤泥输送上岸吹填处置，吹填工程拟设置 32处吹填区，总面积 61 万 m
2
，设

计吹填方量 2418 万方(其中：中天绿色精品钢基地陆域吹填 2088 万方，预留弃

土区三突堤 330 方），吹填涉及围埝工程量 392.2 万方，围埝采用充填袋结构型

式，每个吹填区设置一个排水口，余水就近排入匡河，在打通匡河与原规划中

心渔港之后，经东灶新闸向一港池排放。 

施工营地，吹填区施工人员 60人及交通艇 9 人，临时居住在 1#港池底部

南侧的东灶新闸大楼。6艘挖泥船共 120 个施工人员分别在各自船舶上食宿。 

施工计划 5个月，其中疏浚工程 4个月。 

本报告仅评价施工期环境影响。 

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因素及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环境影响因素主要有：①航道疏浚作业扰动海床，产生悬浮泥沙对

附近海域水质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会导致渔业资源、底栖生物、浮游动植物有

所损失；②施工船舶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及船舶垃圾；③施工噪声对声环境的

影响；④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对附近海域水环境造成影响。 

营运期间的环境影响主要是支线航道维护性疏浚产生的悬浮泥沙、挖泥船

各类污废等影响。 

根据本环评报告，建设方拟加强施工设备管理，控制施工范围、疏浚作业

尽可能远离生态敏感目标，吹填区余水排水口远离排泥管口，严禁在吹填区北

侧大堤设溢流口、采用围埝措施等减缓轻悬浮泥沙排放对海域水体污染影响。 

施工船舶的生活污水、含油废水等在靠岸后由陆域环保部门进行了接收处

理，不外排入海。 

陆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利用当地现有污水设施进行处理，生活垃圾由施工

单位定期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渔业资源、生态影响建设单位将根据疏浚所造成的生物资源损失货币化估

算量投入一定的财力进行海域生态修复。 

二、 项目建设环境可行性 

本项目为东灶港作业区支线航道疏浚工程，属于国家和地方现行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因此，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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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疏浚区域为人工围垦滩涂形成的港湾海域，用海主体为海洋开发作

业区和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因此，项目用海与《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江苏省

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南通港吕四港区总体规划》《南通港吕四港区通州作业

区和东灶港作业区规划方案》等区域规划相符。 

建设项目评价范围内的海洋生态敏感目标主要是蛎蚜山特殊海洋保护区。

根据 2018 年秋季和 2019 年春季 2期海洋水质、沉积物、生物质量、生态与渔

业资源的环境现状调查和环境监测数据，海洋水质除个别监测点位磷酸盐、无

机氮有样品超过功能区水质标准外，重金属、有机质和其他监测指标均能达到

功能区水质标准；所有站位沉积物监测结果均符合《海洋沉积物质量》中一类

标准；海洋生物质量除个别站位贝类生物铅含量、毛蚶铜含量超过海洋生物质

量评价标准外，重金属、石油烃、666、DDT 含量均符合《海洋生物质量》第一

类标准值或《全国海岸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中规定的生物质量标

准。 

根据环境影响预测分析结果，疏浚点悬浮泥沙大于 10 mg/L 浓度影响最大

距离约为 0.66km，围内典型吹填溢流点大于 10 mg/L 浓度影响最大距离约

0.54km。整个施工期悬浮泥沙浓度大于 150mg/L、100mg/L、50mg/L、10mg/L 包

络面积分别为 3.105km
2
、3.692km

2
、4.602km

2
和 6.919km

2
，对区域内水质和水

生生物有一定影响。疏浚工程引起的海洋水文动力变化和地形冲淤仅局限于开

挖区域周边，对小庙洪深槽及蛎蚜山保护区等环保目标没影响；疏浚海域底栖

生物、浮游动植物、渔业资源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影响，但通过实施污染防治

和资源生态补偿措施可予以缓解，本项目造成底栖生物、渔业资源等生态损失

补偿金额合计约 1132.99 万元。 

环境事故风险分析与评价结果，发生溢油事故，如不采取相应的应急措

施，溢油油膜会对蛎蚜山海洋公园、腰沙滩涂养殖等区域产生一定影响。因

此，必须避免溢油事故的发生。评价结果，溢油事故可控。 

本报告书对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和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

析； 按相关规定开展了公众参与及信息公开,均未收到公众的任何反对意见。 

综上所述，评审会议认为，本疏浚工程可确保进港船舶的安全通航，是东

灶港作业区进一步发挥港口功能的先决条件，是推进吕四港区建设、加快南通

沿海临港工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本建设项目在切实落实本报告书和评审

意见所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生态补偿措施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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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保角度考虑，在拟定区域实施环境可行。 

三、 报告书编制质量 

本报告书对施工期海域环境影响选择适用的数值方法进行了分析预测，对

施工期陆域水、气、声、土壤环境影响进行了定性评价。评价内容、评价重

点、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详简程度基本符合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的规定，评价标准选用、环境保护目标的确定基本恰当。工程分析尚清楚，环

境影响预测模型及参数选取基本合理、评价结论基本可信，提出的环境保护措

施和环境风险措施及生态补偿办法基本可行，制定的相关要素环境监测计划符

合相关导则和技术规范，评价结论基本可信。根据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

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规定，本报告结合海岸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修改完善后，可上报审批。 

四、建议报告书修改完善如下内容： 

1、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则》完善建设项目与国家和地

方相关规划和环保政策相符性分析，补充本项目建设与《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

《南通港吕四港区总体规划》《海门市滨海新区区域建设用海总体规划》《江苏省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和南通市海岸线利用相关规划的相符性分析；补充吹填

区选址和余水排放口设置合理性评述；补充吹填区溢流经沉淀后通过涵闸排入海

域的合规性分析。 

2、更新编制依据；细化陆域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完善表 3.3-1 中评价因子，

建议按施工期分海域、陆域分别列出各单项评价因子，同时完善评价标准；进一

步核实建设项目评价区环境保护目标，核准本工程距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的距离，

并注意图、表、文字要一致。 

3、工程概况，列表给出疏浚设备特征技术参数；补充疏浚设备维修方式和

供油方式；明确 9处吹填区占用农田的性质；进一步确认吹填区余水排放口设计

类型、具体位置等，给出余水排放口布设示意图。 

4、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细化作业方式、作业时间，给出单位时间内实际挖

泥能力和输送能力；补充疏浚土物理化学生物特性数据；完善吹填工程分析内容；

给出疏浚作业点悬浮物源强估算和吹填区溢流悬浮物源强估算依据，确认陆域生

活污水处理方式及去向；核实陆域生活污水污染物产排量，校准施工期“三本帐”。  

5、环境现状调查与环境监测数据，更新区域自然环境资料，以符合相关技

术规范要求；收集的历史数据应分析其有效性，注意与相关项目监测数据的可比

性；建议各监测站位给出 GPS 定位坐标，纠正水质监测溶解氧达标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