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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泥螺山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海创河闸泵站工程

项目地址 浙 江省 宁 波市 镇 海区

项目性质 公益性( √ ) 经营性()

用海面积
1.4796公顷；

其中主体工程0.9132公顷；施 
工设施0.5664公顷

投资金额 10768万

用海期限 40年 预计就业人数

一

总长度 0m 邻近土地平均价格 1235.5万元/公 

顷

自然岸线 预计拉动区域经济产值

人工岸线
一

309万元/公顷占用岸线

其他岸线

一

填海成本

海域使用类型 特殊用海 海岸防护工程 
用海

用海方式 面积 具体用途

建设填海造地 0.9132公顷 水闸、泵站

建设填海造地 0.0699公顷 施工设施1

建设填海造地 0.0883公顷 施工设施2

建设填海造地 0.0670公顷 施工设施3

建设填海造地 0.0898公顷 施工设施4

建设填海造地 0.2514公顷 施工设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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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拟建海创河闸泵布置于泥螺山围区内解浦大河南岸、规划海创河河道出口。项目 

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10m³/s,  布置3台立式轴流泵泵组；水闸采用5孔×4m 直升式

钢闸门。

泵站部分由内河连接段、内河拦污栅段、主泵室、外河连接段、配电房、中控室、 

检修间等组成；水闸部分由内河连接段、进水箱涵、闸室、外河连接段、门库、高低 

压配电室等组成。工程包含交通桥两座，闸泵站东西两侧各设置一条进场道路和一块

管理区地坪。工程施工需布置围堰和基坑。

项目申请用海单位为宁波市中浦石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用海类型为特殊用海 

(编码8)——海岸防护工程用海(编码84),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编码1) — —

建设填海造地(编码11)。

项目用海总面积1.4796公顷，其中主体工程0.9132公顷，施工设施0.5664公顷。

主体工程申请用海期限为40年，施工设施2年。

2、项目用海必要性

本项目建设是保障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的重要防灾减灾工程，主要 

任务为防洪排涝，其建设有利于加快推进泥螺山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进程，建设

是必要的。

水闸和泵站构筑物位于历史围填海区内，属于排他性用海。为减少建设的环境影 

响，降低施工难度，施工期需要一定的围堰、基坑等施工设施，也属于排他性用海。 

项目所在的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已取得自然资源部备案复函。项目建设符合

自然资源部复函要求，用海必要。

3、规划符合性

项目用海符合《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宁波市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送审稿)《宁波市镇海区分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示版，符合《浙江省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征求意见稿) 《浙江省“三区三线”

划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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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益相关者协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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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所在海域周边开发活动主要有围垦工程、海岸防护工程(标准海塘、水闸)、

交通运输用海(跨海桥梁、码头)、取排水口、管道管线、电力工业用海等。

项目利益相关者有**有限公司(生态修复绿地、围区内养护园路),需协调部门

为水利管理部门(懈浦大河)。项目实施对这些利益相关者影响较小，均已完成协调。

5、资源生态影响和生态保护修复

本项目闸站主体工程和施工设施均位于围区内，距离2019年修测岸线(解浦大 

河北堤)约180m。项目建设未新增围区外侧用海，也不新增使用岸线，也不会影响

解浦大河北堤岸滩稳定。

项目主体工程用海面积为0.9132公顷，存量围填海造成的滩涂资源减少0.9132 

公顷，后续建设不会对滩涂资源造成损失。施工设施短暂占用存量围填海0.5664公顷，

施工结束后完全拆除，不再占用海域。

本项目主体工程和施工设施占用泥螺山围填海项目区造成的鱼卵、仔鱼、游泳生 

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潮间带生物、底栖生物持续性生物损失量合计为12.76× 

103个、6.39×104尾、1.85kg、10.55×101°cells、9.89×107个、3.11t、18.51kg。主体 

工程和施工设施用海占用的历史围填海区造成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分别为

2.18万元/年、1.36万元/年。

本项目位于泥螺山围区内，未新增围区外侧用海，不新增使用岸线，也未改变岸 

线属性和生态功能。生态补偿费用将纳入围区工程项目生态修复预算中，用于镇海泥 

螺山及新泓口围填海工程的岸线生态化建设。项目建设占用的生态空间可由建设单位 

在围区内拟建河道形成的生态空间进行置换，不影响泥螺山及新泓口围填海项目生态

修复面积、质量。

6、用海合理性

本项目选址于泥螺山口围区内，现状已成陆，属于历史围填海区域，非新增围填 

海。泥螺山区域围填海项目已完成的生态评估报告和生态修复方案，处理方案已获自

然资源部备案。

本项目作为围区内规划河道连通懈浦大河的排涝出口，其建设是满足区域防洪排  

涝要求，为该区域各项目实施提供安全保障。本项目定位、性质、功能、选址、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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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防洪(潮)治涝规划》《宁波市镇海区河网水系规

划》 《宁波石化开发区泥螺山围垦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宁波市镇海区泥螺山围填

海历史

遗留问题处理方案》确定，与闸站上游拟建海创河规模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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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海籍调查规范》,结合工程布置、围填海图斑、周边海域、土地开发利用 

现状进行确定用海面积。按照项目类型、工程设计年限、施工需求等确定用海期限。 

项目用海对海域资源生态影响小，与周边用海活动相适宜，项目用海选址、平面布置、

方式、期限等均是合理的。

权衡利弊，根据上述各项海域使用可行性分析结论，项目用海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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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

1.1 论证工作由来

(1)宁波市镇海片区围填海项目

宁波市镇海片区围填海项目位于宁波平原的东北部，杭州湾南岸出海口，距镇海 

区城区约6～8km,  包括泥螺山北侧围垦(一期)工程(以下简称“泥螺山围区”) 

和新泓口围垦工程(以下简称“新泓口围区”)两个围填海项目。宁波市镇海片区围 

填海项目围填海总面积为1286.44公顷，其中新泓口围区围填海面积497.09公顷，泥 

螺山围区围填海面积为789.35公顷。围堤总长10565m, 其中北堤长2514m, 东堤长

6858m, 南堤长1205.4m。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 (国发(2018)24 

号 ) 、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明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有关要求的通知》 ( 自 

然资规〔2018〕7号)等文件，历史遗留围填海需开展生态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编制，完成具体处理方案编制上报，并在此基础上办理用海手续。2018年12月，宁 

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镇海分局组织编制的《宁波市镇海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报 

告》和《宁波市镇海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修复方案》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专

家评审，并报送至自然资源部。

2022年，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镇海分局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围 

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指南(试行)〉等技术指南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18)36号) 

要求，结合镇海区“两线区域”中的“未批围而未填”图斑情况，针对《宁波市镇海 

片区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报告》补充介绍“未批围而未填”图斑情况，并采用2022 

年实测水下地形数据和2021 年海洋生态调查资料进行数据比对验证，组织编制了《宁 

波市镇海区泥螺山及新泓口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报告》和《宁波市镇海区泥螺山及新 

泓口围填海项目生态修复方案》,并于2022年4月15日通过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专

家评审。

(2)泥螺山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

根据2018年围填海现状调查结果和最新海岸线修测成果，镇海区泥螺山围区中 

365.6391公顷已办理用海手续(海堤、公益性道路、**电厂等项目)。纳入《处理方

案》面积404.549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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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新修测海岸线与原有海岸线之间区域管 

控要求的函》  (自然资办函〔2021〕2401号)要求：  “关于为‘未批围而未填’区域， 

对该区域按照‘未批已填’区域的要求进行处置”。泥螺山围区内围填海图斑 

330211-0042(未批围而未填)按照“未批已填”区块纳入处置。2023年2月， 《宁 

波市镇海区泥螺山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由镇海区人民政府编制完成报自然

资源部，于2023年3月6日取得自然资源部复函。

(3)论证工作由来

根据《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泥螺山围区 

将全面开发建设，随着园区快速开发，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区域防洪排涝安全尤为重 

要，对防洪减灾安全的保障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园区内主要的排涝设施规模偏小，

相对于本区域的开发建设水平明显滞后，导致本区域排涝压力较大。

泥螺山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海创河闸泵工程任务以排涝为主，兼顾改善 

水环境，为区块后续开发建设提供支撑。2023年11月，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业发展局批复了项目工可。镇海区泥螺山围区目前仍属于海域管理，用海范围涉及历

史围填海图斑330211-0042、330211-005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域属于国家所有，为了保证海洋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相关产业活动的协调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持续使 

用特定海域三个月以上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建设单位应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海域使用权，同时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材料等文件。

根据《用海审批目录》,拟建海创河闸泵站属于“(十一)水利设施用海”中的“5. 

水闸、泵站、涵洞、桥梁、道路工程及其管护设施”,可以申请审批的方式取得海域 

使用权。为此，本项目建设单位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委托宁波市盛甬海洋技术有限

公司开展海域使用论证工作。

我公司接受委托之后成立了项目组，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工程现场进行了踏勘、 

调查和测量，收集了相关的基础资料，包括项目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海洋环境及 

其附近海洋资源的开发、相关产业布局及海洋产业发展规划等最新资料，进行综合分 

析论证，客观反映项目可能对海域资源、自然环境及相关产业带来的影响。我单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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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工作基础上，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和《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

明确围 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有关要求的通知》  (自然资规〔2018〕7号)的要求

，编制完

成了《泥螺山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海创河闸泵站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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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前公示稿),现呈送相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公示并组织专家评审，为用海

手续办理提供科学依据。

1.2 论证等级和范围

1.2.1 论证等级

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  (GB/T42361-2023),    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 

的，在所有海域实行一级论证。项目用海方式为建设填海造地，位于镇海灰鳖洋海域，

实行一级论证。

1.2.2论证范围

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论证范围以用海外缘线为起点， 一级论证向外

扩展15km,   应覆盖用海可能影响到的全部区域。

本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等级为一级，因此其论证范围为用海外缘线外扩15km,

该范围已覆盖可能影响到的全部区域，海域面积约464km², 详见图1.2-1。

@

A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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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范围

本项目

图1.2-1 论证范围图

1.3 论证重点

综合考虑上述规定、本项目特点及海域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等，确定本项目 

的论证的重点内容为：  (1)选址(线)合理性；  (2)平面布置合理性；  (3)用海

面积合理性；  (4)生态用海对策措施。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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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 目 用 海 基 本 情 况

2.1 项目所在围区现状

根据《宁波市镇海区泥螺山及新泓口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报告》,项目所在的泥 

螺山围区规划用海总面积约789.35公顷，海堤总长约为3694m。 主要建设内容有海堤

3694m, 交通隔堤2435m,  抛石丁坝427m。

围区所在岸线为人工岸线，工程占用大陆岸线长约3482m。工程2011年4月10 

日开工，2014年9月22日完工。围区内现状总体呈西高东低。靠近西侧已填成陆，

转为土地，靠近东侧围而未填。

项目申请用海范围涉及历史围填海图斑330211-0042、330211-0050。其中 

30211-0042为《处理方案》中泥螺山围区备案图斑；330211-0050为公益性用海登记

道路。

2.2用海项目建设内容

2.2.1项目位置与概况

项目名称：泥螺山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海创河闸泵站工程；

项目性质：新建、公益性；

建设单位：宁波市中浦石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宁波市镇海片区围填海项目位于宁波平原的东北部，杭州湾南岸出海 

口，距镇海区城区约6～8km。 拟建海创河闸泵站选址于泥螺山围区内，解浦大河南

岸、规划海创河河道出口，具体地理位置详见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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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建设内容

(1)工程概况

海创河闸泵布置于解浦大河下游南岸、规划海创河河道出口，紧邻解浦大河堤防。 

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10m³/s,  布置3台立式轴流泵泵组；水闸采用5孔×4m 直升式

钢闸门。

泵站部分由内河连接段、内河拦污栅段、主泵室、外河连接段、配电房、中控室、 

检修间等组成；水闸部分由内河连接段、进水箱涵、闸室、外河连接段、门库、高低 

压配电室等组成。工程包含交通桥两座，闸泵站东西两侧各设置一条进场道路和一块

管理区地坪。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10768万。

(2)海域现状

拟建海创河闸泵站位于解浦大河南岸、规划海创河河道出口。规划海创河为南北

走向河道，尽头连接懈浦大河。规划海创河河道宽度控制为30m。

解浦大河由沿山大河、方针大河、觉渡大河汇合经解浦镇区、石化经济技术开发 

区懈浦片至懈浦外闸(懈浦大闸外移闸)。目前，围区内现状解浦大河长约2.5km,

宽度在150-200m 之间。

海创河闸泵站主体结构大部分位于解浦大河南岸——围区内生态修复绿地上。绿 

地上拟建养护园路。现状绿化上留有建设用的施工便道，沿懈浦大河南岸东西向布置，

穿越了海创河闸泵站建设区。

闸泵站下游出口建设需要拆除懈浦大河南侧河堤113m, 翼墙与两侧河堤顺接。 

闸泵站上游连接海创河的抛石防冲槽和护底位于土地证范围内。土地证内部分区域已

被杭甬高速建设单位征用，目前正在开展高速入口建设。现状航飞图见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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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养护园路

现状为绿化建设施工便道

杭甬高速复线

拟建海创河
解浦大河

护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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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创河闸泵站

护塘河
杭甬高速复线

表2.2-1 项目建设区航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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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平面布置和主要结构、尺度

2.3.1 设计标准及总平面布置

海创河闸泵站布置于解浦大河南岸、规划海创河河道出口，紧邻懈浦大河堤防。 

泵站与水闸采用并联布置，外排水流流向为：规划海创河 →前池 →进水池 → 内河拦污

栅 →水闸泵站 → 出水池 →懈浦大河。

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10m³/s, 布置3台立式轴流泵泵组；水闸采用5孔×4m 直升

式钢闸门。工程总平效果图见图2.3-2。

泵站顺排涝水流方向依次布置内河连接段、内河拦污栅段、主泵室、外河连接段。

水闸顺排涝水流方向依次布置内河连接段、进水箱涵、闸室、外河连接段。

海创河闸泵站东西两侧各设置一条长62m,   宽5.5m进场道路，连接懈浦大河南  

堤堤顶道路和闸泵站下游的交通桥(长40m,   宽 6m) 。 同时东西两侧各建设一个约 

400m² 左右的管理区地坪，用于闸门水泵安装、维修时的货车在厂区内转弯所需设置。

两侧的管理区地坪通过闸泵站上游的交通桥(长40m,  宽4- 10m)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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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主要构筑物结构、尺度

2.3.2.1 水闸结构及其上下游连接段

水闸顺排涝水流方向依次布置内河连接段、进水箱涵、闸室、外河连接段。

水闸内河连接段总长25.0m, 分别为抛石防冲槽段(10m) 和钢筋砼护底段(15m) 

组成。水闸进水箱涵顺水流方向总长10.0m, 垂直水流方向总宽28.70m。 箱涵顶部布 

置交通平台。闸室段顺水流向长28.50m, 垂直水流向长28.70m, 顺水流向依次布置 

内河检修门槽、工作闸门、胸墙、外河检修门槽。水闸外河连接段总长25.0m, 分别 

为钢筋砼消力池段(15m) 和抛石防冲槽段(10m) 组成。钢筋砼消力池顺水流向长

度15m。外河侧左岸与解浦大河堤防衔接。

2.3.2.2泵站结构及其上下游连接段

泵站部分由内河连接段、内河拦污栅段、主泵室、外河连接段、配电房、中控室、 

检修间等组成本工程泵站为堤身式中型排涝泵站，所用水泵为立式轴流泵，采用湿室

型泵房结构型式。

泵站内河连接段总长25.0m, 分别为抛石防冲槽段(10m) 和钢筋砼护底段(15m)  

组成。泵站内河拦污栅段顺水流方向总长10.0m,  垂直水流方向总宽14.0m。泵房采 

用湿室型结构，长(顺水流方向)28.50m,  宽(垂直水流方向)14.00m,  可分为上部 

结构和下部结构。泵房上部结构包括主、副厂房、检修间、中控室，检修间布置在主

厂房右侧。

泵房下部为湿室型水泵层。水泵上下游分别布置检修门槽，通过电动葫芦起吊检 

修闸门；电机梁上布置电机，电机层上方布置泵房结构，泵房由上游至下游分别为高

压配电室、走廊及泵室，靠近泵房下游侧为6m 宽交通桥，交通桥与堤顶道路衔接。

检修间位于主泵房右侧，顺水流向长21.90m, 垂直水流向长10.00m。 中控室及

休息间设置于副厂房的二楼。

泵站外河连接段总长25.0m,分别为钢筋砼消力池段(15m) 和抛石防冲槽段(10m)

组成。钢筋砼消力池顺水流向长度15m,  外河侧右岸与解浦大河堤防衔接。

2.3.2.3交通桥

闸泵站下游的设置交通桥一座，长40m,  宽 6m 。闸泵站上游设置交通桥一座长

2.3.2.1
2.3.2.2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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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 宽4-10m。

2.3.2.4施工围堰和基坑

(1)围堰布置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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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工程施工时可利用现状堤身挡水，外河堤防不破堤。主体工程施工结束后，

挖除外河侧挡墙和懈浦大河南堤时需要在解浦大河内设置围堰。

施工期较短，施工期水位考虑非汛期常水位。采用袋装土围堰，合计5641m³,   围

堰长度约1.9km,  整体施工到拆除不超过3个月。

(2)基坑布置

开挖基坑面积约1.8公顷，采用大开挖形式，呈阶梯状。

2.4项目主要施工工艺和方法

2.4.1 围涂工程施工方案回顾性介绍

项目所在围区已经完成围涂施工。本报告对围涂工程施工方案进行回顾性分析。

(1)围堤施工程序

施工准备→石料采购→测量放样→3t/m 机织布铺设→碎石垫层铺设→塑料排水 

板插设→8t/m 机织布铺设→抛石→抛石子堤→石渣反滤→400g/m² 无纺土工布→ 闭气

土方→迎潮面护面→背水坡护面→堤顶工程。

(2)水闸施工程序

水闸施工程序：测量→ 围堰→基坑预开挖→基础处理→基础开挖→钢筋砼闸底板 

→砼闸墩→上下游连接段→检修平台、交通桥、胸墙→钢筋砼闸门预制→钢筋砼排架

和启闭平台→机电设备安装→ 闸门安装、调试→启闭机房→拆除围堰。

供电：生活及生产用电由当地电网接入现场。

2.4.2项目主要施工工艺

施工准备→测量放样→钻孔灌注桩→基础开挖→砼底板→砼闸墩→砼胸墙→砼 

铺盖→砼检修平台→砼交通桥→土石方回填→启闭机房→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机

电设备及安装→施工围堰→懈浦大河河堤拆除→ 围堰拆除→场地清理。

2.4.3施工人员和施工时间

平均每日需工人约50人。工程建设实施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期、主体工程

施工期及完建期。根据工可报告，本项目总施工期约23个月。

2 . 5项目用海需求

(1)项目申请用海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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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用海总面积1.4796公顷，其中主体工程0.9132公顷，施工设施0.5664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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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申请用海类型与用海方式

主体工程用海类型为特殊用海(一级类，编码8)      海岸防护工程用海(二级  

类，编码84);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一级用海方式，编码1)中的“建设填海造地”

(二级用海方式，编码11)。施工设施用海类型和用海方式同主体工程。

(3)项目申请用海期限

主体工程申请用海期限为40年，施工设施申请用海期限2年。

(4)占用岸线情况

本项目主体工程和施工设施均位于泥螺山围区内，未新增围区外侧用海，不占用

岸线也不新增使用岸线。

2.6项目用海必要性

2.6.1 建设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国家优化基础设施布局，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要求。

本项目属于鼓励类下的“二、水利”——“3.防洪提升工程：病险水库、水闸 

除险加固工程， 城市积涝预警和防洪工程，水利工程用土工合成材料及新型材料开发 

制造，水利工程用高性能混凝土复合管道的开发与制造，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山 

洪地质灾害防治区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建设及山洪沟、泥石流沟和滑坡治理等),江河 

湖海堤防建设及河道治理工程，蓄滞洪区建设，江河湖库清淤疏浚工程，堤防隐患排

查与修复，出海口门整治工程”。

项目建设符合产业准入和国家产业政策，作为水利基础设施是国家优化基础设施

布局，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要求。

(2)项目建设是保障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建设的需要

根据《宁波石化开发区泥螺山围垦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本项目位于“控规”用 

地规划图中排水用地区域，在解浦大河与海创河交叉口建设海创河闸泵站工程。工程 

的实施是提升片区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保障石化区民生，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基础，工程实施必要而迫切。

(3)项目建设是保障区域防灾减灾安全的重要工程

石化区开发较早，在开发之初对未来建设估计不足，区域内基础防洪减灾工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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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较小，而在园区全面建设后，又受限于地块利用，难以扩大现有排涝设施。目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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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主要的排涝设施规模偏小，相对于本区域的开发建设水平明显滞后，导致本区域

排涝压力较大。

泥螺山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海创河闸泵工程任务以排涝为主兼顾改善水 

环境。通过本项目排涝设施建设，结合水系内其它的“蓄、滞、疏、排、挡、填”相 

结合的排涝设施等建设，缓解区块频繁的涝灾现状，为进一步完善石化区防洪排涝体

系建设添砖加瓦。

2.6.2用海必要性

(1)  《宁波市镇海区泥螺山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

根据《宁波市镇海区泥螺山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 (以下简称“处理方 

案”),中期拟建项目298.8637公顷，按照规划用途进行开发利用，重点发展石化产

业项目以及相关辅助设施和绿化道路等基础设施。

本项目用于建设海创河闸泵站工程，根据处理方案的区域开发利用平面布置图， 

本项目泵站、闸室、管理配电房等大部分位于“其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项目”用地

区内，两侧管理地坪、进场道路等部分位于“绿化”区内。

本项目建设符合《宁波市镇海区泥螺山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规划用途， 

本工程的实施是保障区域防灾减灾安全的重要工程，在流域、区域防洪减灾治理中主

要承担“排涝”任务，其建设能保证围区内道路、工业用地的安全。

(2)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宁波市镇海区泥螺山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

案备案意见的函》

本项目位于镇海区泥螺山围区内，本项目工程建设区和施工设施用海所在区块部 

分为未批已填成陆图斑，已纳入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清单，部分为未批围而未填 

图斑，符合“备案意见一”。本项目拟建设海创河闸泵站工程，属于《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鼓励类项目，本项目范围根据“控规”确定，不存在化整 

为零、分散审批的情况，符合“备案意见二”。本项目涉及的违法违规围填海已查处 

到位、整改到位、问责到位，符合“备案意见三”。本项目所在的镇海区泥螺山围区 

已制定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将进行海堤生态化建设、潮滩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空间构 

建等生态化修复措施，并明确了生态修复措施的年度工作安排和跟踪监测计划，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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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意见四”。本项目拟建设海创河闸泵站工程，不属于房地产开发、低水

平重复 建设旅游休闲娱乐项目及污染海洋生态环境的项目，符合“备案意见五”。

本项目不

涉及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符合“备案意见六”。本项目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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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用地范围，符合“备案意见七”。本项目将切实落实生态修复措施，并及时上报 

生态修复、开发利用等工作进展情况至有关部门，同时配合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符

合“备案意见八”。

综上，本项目建设是保障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的重要防灾减灾工 

程，主要任务为防洪排涝，其建设有利于加快推进泥螺山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进

程，建设是必要的。

水闸和泵站构筑物位于历史围填海区内，属于排他性用海。为减少建设的环境影 

响，降低施工难度，施工期需要一定的围堰、基坑等施工设施，也属于排他性用海。 

项目所在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已取得自然资源部复函，项目建设符合自然资

源部复函要求，用海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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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所在海域概况

3.1海洋资源概况

周边海域主要有岸线资源、港口资源、航道资源、渔业资源、滩涂资源、旅游资

源等。

3.2 海洋生态概况

3.2.1 气候气象

本项目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春季温凉多雨，夏季炎热湿润，盛 

行东南风，秋季先湿后干，冬季寒冷干燥，盛行西北风。因受冷暖空气交替的影响，

本区天气变化较复杂，灾害性天气比较频繁。

3.2.1.1 气温

本区属亚热带季风区，气温受冷暖气团交替控制和杭州湾海水调节，冬暖夏凉， 

气候温暖湿润。根据镇海站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为16.3℃,月平均气温以7月份

最高，为28.1℃,1月份最低，为4.1℃,历年极端最高温度38.7℃,极端最低温度-8.8℃。

3.2.1.2 降水与蒸发

本区域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1401mm, 最大年降雨量1920.6mm(1937  年), 

最小年降雨量870.6mm(1934   年)。全年降水可分为三期，从4月15日至7月15 

日是梅雨期；7月16日至10月15日为台汛期；10月16日至次年4月14日为非汛 

期。各期气候特征显著不同，梅雨期，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温暖空气与北方 

空气相遇，静止锋在本地区徘徊，形成连续阴雨天气；台汛期，冷空气衰退，在副热 

带高压控制下，台风袭击频繁，每当台风过境或受边缘影响时，夹带大量水气，往往 

形成强烈的台风暴雨；非汛期，本地区受冷高压控制，天气稳定少雨，仅当北方冷空 

气南下时，伴有雨雪。本区最大1 日降雨为282.9mm(1963   年),最大三日降雨为

462.6mm(1966年)。

本地区最大蒸发量为1091.8mm,   年最小蒸发量为804.3mm,   年际变化不大，年 

内蒸发量以7、8月份为最大，1、2月份为最小。最大月蒸发量为217.8mm(1967  年 

8月),最小月蒸发量24.2mm(1980  年2月)。最大日蒸发量为14.9mm(1967  年 9

3.2.1.1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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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0日 )。

3.2.1.3 风况

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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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区地处亚热带，平时多吹季风，根据该站多年统计资料，风速为4.80m/s,    

历年平均风速最大月为1月份，最小月为7月份。每年11月至翌年2月为偏北风， 

且多为北风，4～7月为偏南风，7~9月是台风活动频繁的季节，其中以8～9月份为

最多。主导风向SE(10.8%)。

3.2.1.4 气象灾害

镇海夏秋季节频遭热带气旋影响，台风是影响本区最严重的灾害性天气。根据不 

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影响本区的台风有0004号“启德”、0008号“杰拉华”、0010 

号“碧利斯”、0012号“派比安”、0014号“桑美”、0102号“飞燕”、0205号“威 

马逊”、0216号“森拉克”、0407号“蒲公英”、0414号“云娜”、0421号“海马”、 

0428号“南玛都”、0505号“海棠”、0509号“麦莎”、0515号“卡努”、0601 

号“珍珠”、0604号“碧利斯”、0608号“桑美”、0709号“圣帕”、0713号“韦 

帕”、0716号“罗莎”、0808号“凤凰”、0815号“蔷薇”、0908号“莫拉克”、 

1109号“梅花”、1209号“苏拉”、1211号“海葵”、1312号“菲特”、1509号“灿  

鸿”,总计近三十次。在台风影响期间，经常发生强降雨、大风、大潮等，由此而引

发洪涝、风暴潮等灾害。

3.2.2 海洋水文

以下内容引自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浙江省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 《宁波石化 

经济技术开发区尾水深海排放2号管项目海域前期专题研究之水文测验技术报告》 

(2023年8月)。调查内容包括潮位、水深、潮流(流速、流向)、含沙量、悬沙及

底质粒度、海面风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本次调查在灰鳖洋海域与金塘水道附近开展冬、夏季水文测验，布设6个水文测 

站。冬季(2023年2月1 日～2月28日)、夏季(2023年6月05 日～7月04日) 

测次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覆盖各季定点水文测验作业期间的潮位观测，并抄录镇海 

(外游山)、镇海口、金塘、毛礁长期站同期观测资料。各航次均完成约27小时的 

定点水文测验和覆盖各季定点水文测验周期的一个月潮位观测，所有水文要素无缺

测。

(1)潮汐

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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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最大潮差出现在镇海(外游山)为3.99m,  其次出现在镇海口，为3.96m;  

最小潮差出现在毛礁，为0.60m。从实测资料来看，镇海(外游山)平均涨、落潮历

时分别为6小时13分、6小时11分，涨落历时比落潮历时长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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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站实测潮汐变化具有相当一致的规律，即同步一个月内，均出现两次大潮和两

次小潮；而在同一个太阴日内，又出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呈现明显的半日潮特征。

(2)潮流

冬季测次：实测最大涨潮流为1.96m/s,对应流向为359°;最大落潮流为2.05m/s, 

对应流向为178°;无论涨潮流，还是落潮流，其极值均出现于大潮期间的 SW4 测站

表层。

夏季测次：实测最大涨潮流为2.09m/s,对应流向为341°;最大落潮流为2.05m/s, 

对应流向为161°;涨潮流极值出现于大潮期间的 SW6 测站表层，落潮流极值出现于

大潮期间的 SW4 测站表层。

冬夏两季测区实测最大流速均呈现由面层随水深增加向底层而递减的垂向分布

特征。

(3)含沙量

冬季测次，测区测点最大含沙量为4.40kg/m³,测点最小含沙量为0.048kg/m³; 最 

大涨潮垂线平均含沙量为3.00kg/m³,  最小涨潮垂线平均含沙量为0.714kg/m³;  最大落

潮垂线平均含沙量为3.26kg/m³, 最小落潮垂线平均含沙量为0.737kg/m³。

夏季测次，测区测点最大含沙量为8.77kg/m³, 测点最小含沙量为0.035kg/m³; 最 

大涨潮垂线平均含沙量为5.12kg/m³,  最小涨潮垂线平均含沙量为0.056kg/m³;  最大落

潮垂线平均含沙量为4.69kg/m³,  最小落潮垂线平均含沙量为0.066kg/m³。

(4)波浪

本项目及其附近没有波浪实测站，根据杭州湾滩浒、镇海外游山等波浪观测资料， 

杭州湾内以风浪为主，其中滩浒站风浪频率达95%,南岸因受外海偏北向浪影响，涌

浪比例增大，风浪频率约80%,涌浪浪向集中在N 方向，频率达89%。

3.2.3 地形地貌地震

本项目东侧毗邻的灰鳖洋海域海底地形总体呈西高东低，七姊八妹列岛以南至甬 

江口七里屿以北区域海床宽阔平坦，该海区地貌形态主要为潮流冲刷槽、边滩和水下 

浅滩。本项目所在的泥螺山围区外侧海堤已建设完成，围区内总体呈西高东低。靠近

西侧已填成陆，转为土地，靠近东侧围而未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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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工程地质

根据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泥螺山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海创河闸泵站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根据场地土的形成年代、结构特征，结合钻孔 

取芯、原位试验及室内土工试验成果，场区地层自上而下可划分为5个地质层，11个

亚层。

3.2.5 海洋生态

3.2.5.1 调查概况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2022年5月(春季)在项目附近海域进行了水质、

沉积物、生物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及渔业资源调查。

共设置海水水质站位53个，沉积物质量调查站位24个，海洋生态、生物体质量、

渔业资源调查站位均为29个，潮间带断面3条。

3.2.5.2 海洋水质

调查因子：水温、盐度、透明度、悬浮物、pH、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无机氮(包  

括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铜、铅、锌、镉、铬、汞、

砷、镍、硫化物、挥发酚等，共22项。

调查海域春季水质中超《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 一类标准的共4项，

分别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铜、锌。

3.2.5.3 海洋沉积物

监测项目常规因子：有机碳、硫化物、石油类、铜、铅、锌、镉、铬、汞、砷、

镍等，共11项。

海域春季表层沉积物中有机碳、硫化物、石油类、铅、锌、镉、汞、砷等评价项 

目均满足《海洋沉积物质量》 (GB18668-2002) 第一类标准要求。铜超第一类标准占

比为12.5%,但满足第二类标准要求。

3.2.5.4 海洋生物体质量

评价结果显示2022年春季，调查海域鱼类和甲壳类肌肉组织中7种重金属和石

油烃均小于相应的推荐值。

3.2.5.1
3.2.5.2
3.2.5.3
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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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潮间带区采集的牡蛎软体组织中铅和石油烃超《海洋生物质量》  

(GB18412-2001) 中的第一类评价标准，但未超过第二类标准限值；其他6种重金属

均未超第一类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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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5 海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结果

(1)叶绿素

调查海域叶绿素a 含量范围在1.17~6.43mg/m³之间，平均值为3.69mg/m³。初级

生产力的范围在14.05~55.01mgC/m²·d之间，平均值为29.87mgC/m²·d。

(2)浮游植物

2022年春季调查海域共采集并鉴定到浮游植物7门62种。主要为硅藻门，共42 

种，约占浮游植物种数的67.74%;甲藻门有15种，约占浮游植物种数的24.19%;黄

藻门、蓝藻门、隐藻门、裸藻门和绿藻门各有1种，分别约占浮游植物种数的1.61%。

(3)浮游动物

2022年春季，调查海域共采集并鉴定到浮游动物10大类47种(包括浮游幼体)。 

主要为桡足类，共20种，占总种类数的42.55%;其次为水螅水母和浮游幼体各7种，

各占总种类数的14.89%,其它种类相对较少。

(4)底栖生物

2022 年春季，调查海域共采集并鉴定到大型底栖生物4大类52种。其中主要为 

甲壳类和多毛类，分别有18种、17种，各占总种类数的34.62%、32.69%;其次为软

体动物，共10种，占总种类数的19.23%;其他类有7种，占总种类数的13.46%。

(5)潮间带生物

2022年春季，项目附近滩涂潮间带共采集并鉴定到潮间带生物3大类8种，主要 

为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分别有4种、3种，分别占总种类数的37.5%、50%;其他1

种，占总种类数的12.5%。

3.2.5.6 渔业资源现状调查与评价结果

2022年春季，调查海域采集并鉴定出鱼卵和仔稚鱼共3目5科7种。其中鱼卵3

种共11枚，隶属于3目3科；仔稚鱼5种共29尾，隶属于3目4科。

2022年春季，调查海域所捕获的拖网渔获物中，共鉴定出游泳动物46种。其中， 

鱼类23种，占总种类数的50.00%;虾类有15种，占总种类数的32.61%;蟹类有8

种，占总种类数的17.39%。

3.2.5.5
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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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208141102105006055

https://d.book118.com/208141102105006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