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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临时性海洋倾倒区位置选择的关键问题

—以东山湾临时性海洋倾倒区选划为例

蓝　虹，董炜峰，苏　荣
（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８）

　　摘　　　要：文章从东山湾临时性海洋倾倒区选划工作中拟选区位置选择的关键问题

进行探讨，分析了拟选区位置的确定要从拟选区及附近海域海洋功能区划与相关规划的符

合性和协调性，对海域自然环境及敏感目标的影响程度大小和倾倒活动的经济性、安全性

等几方面综合考虑，以期提高拟选区位置选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为海洋倾倒区选划工作

打好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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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性海洋倾倒区是指为各类海岸和海洋

工程等建设项目所产生的废弃物倾倒而设立的

限期、限量临时性使用的倾倒区域。选划临时

性海洋倾倒区的基本原则为应不影响海洋功能

区主导功能的利用。考虑废弃物的特性和倾倒

区与其邻近海洋功能区的相对位置及相互影响、

水动力条件、地质地貌、水质、底质、生态资

源环境等特征，确保海洋倾倒活动对海洋生态

环境的损害是暂时的、可接受和可以恢复的，

不影响邻近海洋功能区的功能正常发挥，减少

海洋倾倒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１］。所以

临时性海洋倾倒区选划工作涉及了倾倒的必要

性；废弃物来源、倾倒方式、规模、类别判定；

拟选倾倒区的地理位置、环境特征；拟选倾倒

区及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海底地形测

量；流场、浓度场、扩散场计算；环境影响预

测等一系列的内容。笔者根据几年来从事海洋

倾倒区选划工作的感受，认为临时性倾倒区选

划时，倾倒区位置的确定是选划工作的关键环

节之一，本研究以东山湾临时性海洋倾倒区选

划工作为例，浅谈了把好倾倒区拟选位置确定

的关键问题，并如何在选划工作中加以控制，

以期与同行探讨、交流。

１　前言

东山湾位于台湾海峡南口的西岸，地处闽

南沿海的东山、云霄和漳浦等三县之间，北临

浮头湾，西邻诏安湾，东与澎湖列岛遥遥相对，

东南是著名的闽南渔场和粤东渔场交汇处。东

山湾海域总面积２４７．８９ｋｍ２，其中湾内海域面

积１５５．５ｋｍ２，是闽南最大的海湾。该湾三面为

山丘环抱，呈不规则的梨形伸入陆地，湾口朝

南，口门狭窄，宽仅５ｋｍ，其间还有塔屿等大

小岛屿屏障，是个半封闭型的海湾。

东山湾临时性海洋倾倒区是为处置东山湾

内漳州古雷港区泊位工程、台湾石化产业园区

填海造地工程、东山县宫前一级渔港等１１个涉

海工程９５５万ｍ３ 疏浚物需要倾倒的需求而设置

的，由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于２０１２年向国家海

洋局东海分局提出重新选划东山湾临时性海洋

倾倒区的申请，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于

２０１２年８—１０月实施了选划调查工作，２０１３年

１月将选划报告上报国家海洋局待批准。

根据拟选倾倒海区水深地形、海流特征以

及疏浚物倾倒量，与周边海域的渔场、养殖区、

航道、锚地、旅游区的距离，倾倒物可能影响

的范围、强度等将选划工作范围设定在东山湾

外海域，该海域东边界距古雷半岛突出部的杏

仔村以东６ｋｍ，西边界为东山东海岸，南边界

为东山澳角，北边界距东山湾中部即塔屿以北

１０ｋｍ，面积约６５０ｋｍ２。选划工作范围合理的

确定，一是能确保临时性海洋倾倒区能满足疏

浚物倾倒的各项要求；二是能确保各项调查工

作在合理范围内，不会加大不必要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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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划工作范围内，根据以往已有临时性海洋

倾倒区的位置，分析了相关要求，确定了拟选

区１和拟选区２两个拟选海洋倾倒区的位置。

２　与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规划的符合性

２１　与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的符合性

拟选区所在的东山湾外海域在 《福建省海

洋功能区划》（图１）
［２］为近海农渔业区，距拟选

区１西南１ｋｍ为 “东山湾外特殊利用区”，其

功能定位为保障倾倒区等特殊用海，同时规定

须进行专题论证确定其具体用海位置和范围，

确保不影响毗邻海域功能区，因而预选区的选

址符合 《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的管理要求。

图１　 《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２２　与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符合性

根据 《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３］，拟选

区所处海域周边的重点保护区主要有：东山湾

湾口东门屿珊瑚重点保护区、菜屿列岛海岛生

态系统重点保护区、兄屿海岛生态系统重点保

护区等；控制性保护利用区主要有：东山湾渔

业环境保护利用区、漳州东部外海渔业资源保

护利用区、东山金銮湾旅游环境保护利用区等；

开发监督区主要有东山湾海洋倾废监督区等。其

中拟选区１距离最近的菜屿列岛海岛生态系统

重点保护区距离为７．６ｋｍ，与东山湾海洋倾废

监督区的距离则为１ｋｍ；拟选区２距离最近的

兄屿海岛生态系统重点保护区距离为７．７ｋｍ。

可见两个拟选区的位置不但与 《福建省海洋环

境保护规划》划定的重点保护区、控制性保护

利用区未发生重叠，而且距离较远，因而两个

拟选区的位置选择未与 《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

规划》产生矛盾。

２３　与东海区海洋倾倒区规划符合性

为落实国家海洋局对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任

务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东海区的海洋倾

废物管理，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编制了 《东海

区海洋倾倒区规划》。选划东山湾临时性海洋倾

倒区时须与东海区海洋倾倒区规划相关内容保

持一致。

３　与环境影响目标的协调性

３１　与保护区的协调性

拟选区所处海域周边的重点保护区主要有：

东山湾湾口东门屿珊瑚重点保护区、菜屿列岛

海岛生态系统重点保护区、兄屿海岛生态系统

重点保护区等。通过分析，重点保护区离拟选

区最近的距离超过７．０ｋｍ，废弃物倾倒对保护

区产生的影响较小。

３２　与生态敏感区的协调性

拟选区所在海域生态敏感区主要为海水养

殖区，分布在东山湾口内侧海域，分别位于古

雷头东北侧沿海一带、大坪屿两侧和城作业

区东北侧海域，但距离拟选区距离都在８．８ｋｍ

以上，废弃物倾倒对保护区产生的影响较小。

３３　与航道及通航的协调性

拟选区附近海域有古雷港口航运区、东山

港口航运区、冬古港口航运区和东山湾外航道

等。除东山湾外航道外，其余的航运区均离拟

选区距离较远。拟选区１离东山湾外航道距离

为８．０ｋｍ以上，产生的悬浮物对东山湾航道区

产生影响较小。拟选区２离东山湾外航道距离

为４．０ｋｍ，因此倾倒产生的悬浮物对东山湾外

航道可能会产生轻微影响，在选划工作中需加

以关注。

古雷、东山和冬古等港口航运区一般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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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９～３０ｍ，可乘潮通航２万吨级以上船舶。古

雷、东山和冬古等港口航运区为国家一类口岸，

航运导航、助航设施齐全，航线稳定，航行条

件较好，通航的保证率较高，一般情况下，可

以保证运泥船和其他船舶的正常航行。倾倒区

确定后，运泥船的加入增加了东山湾内通航密

度，给湾内航道增加了通航压力，增加了船只

碰撞风险。所以在选划工作中注意与通航保障

的协调性。

４　海域自然环境的可行性

东山湾临时性海洋倾倒区曾于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０９年选划使用，２０１２年延期评估一年使用，

但倾倒区位置均有所变化。所以本次在选划倾

倒区时，需要根据历年的选划、监测报告结论

和建议，选取对海域自然环境影响较小的区域

进行分析。

根据历次监测资料分析，拟选区水深较大，

有一定空间容量，疏浚物倾倒造成的淤积不大，

淤积高度对该海域的海洋开发活动没有影响；

倾倒区海域海洋动力条件较好，有较强的自净

能力，疏浚物中悬浮物质和少量污染物质扩散

快；倾倒活动未对倾倒区及附近海域的海洋环

境和海洋生态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４－５］。

５　倾倒活动的经济性和安全性

拟选临时性海洋倾倒区位置选则时，要分

析拟选区与需要疏浚工程的距离，拟选区要选

择适中位置，尽可能降低废弃物倾倒营运费用；

同时要考虑东山湾临时性海洋倾倒区位于台湾

海峡南部，台湾海峡风大、浪高，平均每年大

风日数在１５０ｄ以上，拟选区位置应考虑船舶航

行安全，不超出废弃物倾倒船舶安全作业范围。

在拟选倾倒区确定位置的环节中还要充分考虑

倾倒活动的经济性和安全性。

６　结束语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拟选区位置初步确

定后，还需与海事、航道等相关涉海部门沟通

联系，确认拟选区位置不会影响航道、锚地、

常规航线通航等，以避免只根据各种规划进行

主观判断，在协商会时出现被动局面。在选划

工作开始之前，应由海洋管理部门主持召开一

次相关涉海部门和建设项目单位参加的倾倒区

拟选位置协商会。在充分听取各部门意见后，

本着 “科学、合理、经济、安全”的原则，初

步确定出倾倒区的两个预选位置［６］。

海洋倾倒区的选划与管理是海洋倾废管理

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如何保证倾废成本合理，又

不使海洋造成污染，安全、科学地规划海洋倾倒

区，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探讨的一个重要课

题。拟选倾倒区在选划时位置的确定是首要工

作，所以要根据收集的资料，通过对周边海域

海洋功能区划、环境影响目标、海域自然环境

等的分析，最终确定拟选区位置，以备海洋倾

倒区选划论证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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