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填海造地工程施工对海洋水环境的影响研究

——以连云港连云新城围填海项目为例

吴涛，赵新生．张彦彦
(*i*$*M*月*∞自§f4十●ti*221∞1)

摘 要：由干圈海遣地是在摄时同．小尺度范囤内改l自然海岸格局的工程．此

粪I程严重破坏自拣系统．结沿海地区生态环境的稳定性、生物；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带来

影响。文章从宴际工作的研宽范畴出发，探讨围海造地对海洋生物生存环境的影响．为我

国围海遣地顷日的健康进行提供在保护生杰环境领域的理论主持。

美键词：连云新城l囤填海遣地；海洋生物

l绪论

1．1研究的意义

2006年1月1 3 U，毪云港市第十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全议通史f《崖云港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全面贯彻

落实科学发痿观．紧紧闱绕富民强市和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进一步扩大开放强

力推进改苇．继续坚持“似工媸港、以港兴市、

以市带农”的发展方针．以港口为依托，加快

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棒人推进if}海经济

带和沿东陡海线产札带的建设，以东部城区建

设为重点．加快建设国际性海滨城rh

东部城区是连云港市优势犀为集中的地

区，要加快建设东部城区，以形应“T”字形

产业发展廊道．即南北{f}海发展轴和东西i{；}海

陇悔线产业发展轴。而连云新城的地理位置就

位于两轴的变汇点(图1)，所以，连五新城的

建设与发展将为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服务

支撑。

2006年】2月31日．国家海洋局批准了莲

云港市莲云新城医域建i殳用海规划，这标志着

连云浩市“战略东移．拥抱大海”加快发展海

洋经济的战略规划正式实施。之后．按照建设

规期确定了连i新城填海造地的设计方案，使

围填海造地项日成为建殴与发展连云新城的首

要任务。

然而．围填海造地项目是永久改变海域的

届性．会引拉一系列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尤

其对连云新城附近海域的海洋生物生存环境造

成破坏性的j}；响；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嘲填坶

技术手段和自然条件等闲素，对围填海造地项

Ⅱ的影响进行评价．以确保连d港市的经济与

海洋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艘。

l_2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笔者以生态服务理论为基础，结合连云港

连云新城的环境特点，依据地坪科学的特征，

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凼索．井通过作者的日常T

作内容——在线监测、现场调查和遥感观测等．

对固填海造地项口实施前后连五新城附近海域

内海洋生物生存环境变化情况进行幸面的综合

分析．为下一步发展规坷与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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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研究总技术路线

2连云港连云新城海域概况和开发现状

2．1连云新城海域概况

连云新城规划用海位于海州湾内侧连云海

湾北侧，依托现有海岸线，南起西墅扬水

站——西大堤，北至临洪河口。场区东北部位

广袤的海域，西南部有临洪河、青口河和安庄

河等流入区内，其地貌类型为淤泥质浅滩，水

下地形自西南向东北略微倾斜，泥面标高

一4．16～1．43 m。

2．2连云新城海域开发利用现状

根据连云港市人民政府文件批复，连云

新城用海项目建设总面积2 066．34 hm2，其

中围填海1 447．49 hm2，围海816．85 hm2。

围填海形成陆域的建设项目包括道路、绿

地、公共设施用地以及城市开发用地；围海用

海项目包括湿地和水面。具体的分类组成见

表1。

表l用海组成

用海性质 用海面积／hm2

开发用地 638．49

围填海
道路、绿地、公共设施用地 809．00

湿地、水面 ，618．85

合计 2 066．34

3围填海造地对海洋生物生存环境影响

评价体系

3．1指标的选取

3．1．1 区域气候与气体调节

围填海造地使得海水变成陆地，完全改变

了海域属性，人为地改变了潮流的运动空间和

运动模式，这种水文变化将影响海潮潮位、海

水流量、入海河流、地下水水位以及邻近海域

水环境等方面，使海湾纳潮量减少，水交换能

力变差，水环境容量下降，削弱了海湾纳污净

化能力，影响区域水文的变化规律与过程，也

影响了水分渗漏和与地下含水层的水分交换。

3．1．2水文与水分调节

海洋通过海气作用及潮流的运动进行潜热

输送，同时通过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二氧

化碳、释放以及吸纳其他气体来维持空气的质

量；围填海造地使原来海域变成陆地，浮游生

物与浮游动物等也随着围填海而消失，改变了

该区的生态环境，进而改变区域气候。

3．1．3海洋生产功能

海洋生物通过同化作用生产有机物的能力称

为海洋生产力。这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之

一。海洋有机物生产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环节，

大量的浮游生物为鱼类以及海洋动物提供大量的

饵料，为海洋渔业生产创造了优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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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评价体系的建立

根据上面考虑的各评价要素，建立围填海

造地项目海洋生物生存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如图3所示。

图3海洋生物生存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4连云港连云新城围填海对海水渔业养

殖影响的综合分析

4．1连云新城围填海施工方法

围填海采用爆破挤淤抛石堤和塑板排水沙

袋堤；围堤内采用吹填淤泥的方法[1]。

(1)爆破挤淤填石堤施工。采用陆上装药，

水上连接导爆索网络，电雷管起爆。

(2)固结排水抛石堤施工。底层砂被施工

前，采用小型挖泥船乘高潮作业开挖施工航道

和抛石坑，运砂钵驳船乘潮进入坑卸砂，小型

绞吸船吹砂被。

砂袋的铺放固定，采用乘高潮作业，低潮

整理固定。

(3)吹填施工。吹填工艺采用绞吸船直接

吹填工艺(简称绞吸工艺)，能将挖掘、输送吹

泥作业一次连续完成。

4．2施工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分析与评价

4．2．1爆破挤淤对环境因素的影响

爆破挤淤时，浓度大于lO mg／L悬浮物影

响范围在2 000 m以上，浓度大于100 mg／L悬

浮物影响范围在850 m以上。爆破作业后悬浮

物经过8～9 h沉降、扩散和漂移，对工程附近

的环境保护目标会产生直接影响。

在各种水下辐射形式中，声波在海水中的

传播最佳，浑浊和含盐的海水中，声波较光波

或无线电波衰减要小，常温下纯水中的声速值

(1 450 m／s)是空气中声速(340 m／s)的4．26

倍。由于这一特点，除了爆炸产生较大的声压

波直接致死80 m距爆炸中心120 m以内的洄游

鱼外；还会使150 m远的鱼迅速出逃。所以，

在某一海域长期持续进行水下爆炸，将会起到

大范围驱赶洄游鱼类的作用；在养殖区域与禁

捕期进行爆炸，可使该海域渔场中的鱼类生息

繁殖环境受到破坏、导致在该海域习惯产卵、

育幼、索饵的洄游鱼类游迁其他海域，造成作

业区域渔业资源的匮乏。

水下爆破还使位于爆破中心附近贝类和其

他底栖生物当场毙命，除受强声压致死的外，

那些致昏而处于半致死状态的贝类和其他底栖

生物，在遭到由爆炸激起的大量泥沙沉降掩埋

后，也难逃窒息死亡的命运。所以水下爆破对

底栖经济贝类影响巨大。

4．2．2挖泥对海洋生产功能的影响

(1)挖泥对周边海域浮游动植物的影响。

在挖泥过程中，一部分泥沙与海水混合，形成

悬沙含量很高的水团，从而大大增加了水中悬

浮物质的含量嘲。从水生生态学角度来看，悬

浮物质的增多，会对水生生物产生诸多的负面

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削弱了水体的真光层厚

度，降低了海洋初级生产力，使浮游植物生物

量下降(表2)。在水生食物链中，除了初级生

产者——浮游藻类以外，其他营养级上的生物

既是消费者也是上一级营养级生物的饵料。因

此，浮游植物生物量的减少，会使以浮游植物

为饵料的浮游动物在单位水体中拥有的生物量

也相应地减少。那么以这些浮游动物为食的一

些鱼类，便会由于饵料的贫乏而导致资源量

下降。

其次是对浮游动物的影响。水中悬浮物质

含量的增多，对浮游桡足类动物的存活和繁殖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表3)。过量的悬浮物质会

堵塞浮游桡足类动物的食物过滤系统和消化器

官，尤其在其含量水平达到300 mg／L以上时，

这种危害特别明显。而在悬浮物质中，又以黏

性淤泥的危害最大，泥土及细砂泥次之。同时，

过量的悬浮物质对鱼、虾类幼体的存活也会产

生明显的抑制作用。挖泥作用期间，取土区的

底栖生物将完全被破坏，取土区附近的游泳生

物被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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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连云新城围填海工程附近海域浮游植物调查数据对比

浮游植物平均 优势种
调查时间 监测站位

总生物密度／(个·m一3) 种名 平均生物密度

1# 5．896×105 硅藻 2．75X105

2# 5．5×105 硅藻 2．18×lOs

2005年10月
4# 2．72×105 柔弱菱形藻 6．80×104

5# 1．332×106 甲藻 5．Z2×10s

I# 1．45×10S 硅藻 1．08×10s

2# 1．22×105 硅藻 0．96×10s

2010年9月
4# 0．922×10s 柔弱菱形藻 2．23×104

5# 0．432×106 甲藻 1．97×105

表3连云新城围填海工程附近海域浮游动物调查数据对比

平均总生物 优势种
调查时间 监测站位 种类／种

密度／(个·m一3) 种名 平均生物密度

1# 4 9．6×104 根突拟铃虫 4．62X104

2# 12 2．196×105 无节幼虫 7．02X104

2005年10月
4# 11 2．553 2×105 长腹剑水蚤 7．92×104

5# 6 1．994x105 钟状网纹虫 1．8×IOs

1# 3 4．22×104 根突拟铃虫 1．62×104

2# 8 0．235×10s 无节幼虫 2．02×104

2010年9月
4# 6 0．441 2×105 长腹剑水蚤 2．92×104

5# 3 1．04×105 钟状网纹虫 0．43×IOs

(2)挖泥对渔业生产的影响。挖泥造成

水中悬浮物质含量过高，使鱼类的鳃腺积聚

泥沙微粒，严重损害鳃部的滤水和呼吸功能，

甚至导致鱼类窒息死亡。不同的鱼类对悬浮

物质含量高低的耐受范围有所区别。据有关

的实验数据，悬浮物质的含量水平为

80 000 mg／L时，鱼类最多只能存活一天；含

量为6 000 mg／L时，最多能存活一周。过高

的悬浮物质浓度会使在疏浚作业点中心区域

附近的鱼类鳃部严重受损，影响鱼类今后的

存活和生长。

4．2．3陆域吹填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1)直接影响。主要是吹填造陆对被填区

域内无逃避能力的物种的直接危害，如底栖生

物、潮间带生物、浮游生物、鱼卵仔幼鱼和无

脊椎动物等。因为这些动、植物不能主动逃

避，同时也使一些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部

分永久性丧失，破坏其索饵繁殖场所，影响现

有种群的生存和随后的恢复，使物种多样性下

降‘3。。

连云新城吹填面积为1 447．49万m2。吹填

区的底栖生物量为27．07 g／m2，吹填造陆直接

底栖生物损失约391．8 t。

(2)间接影响。吹填施工期间的围堤、吹

填溢流所引起的水体中悬浮物浓度增加，减弱

了光的穿透作用，悬浮物在水流和重力的作用

下，在吹填区附近扩散、沉降，造成泥沙沉积

在底基上，改变海底沉积物，间接影响整个水

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表4)。连云新

城围填海工程对外侧宋庄滩涂养殖区以及赣新

浅滩养殖区影响明显，陆域工程形成后发生泥

沙淤积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陆域形成工程外围堤

正前方及两侧一定范围内，回淤量在围堤前沿

最大，并逐渐向外海递减。泥沙回淤强度加大

的区域由于地形短期内变化较大，泥沙回淤严

重，将无法开展养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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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连云新城围填海工程附底栖生物调查数据对比

栖息密度优势种 生物量优势种

监测 平均总栖息密度 平均总生物量
监测时间 平均栖息密度 平均生物量

站位 ／(个·m一2) ／(g·m一2) 种名 种名
／(个·111．一2) ／(g·m一2)

1# 320 83．33 红带织纹螺 133．33 明细白樱蛤 90．72

2# 120 49．33 红线黎明蟹 40．00 西施舌 54．86

2006年
4# 1 053．3 31．2 红带织纹螺 653．33 红带织纹螺 60．26

8月
17# 400 46．13 红带织纹螺 133．33 棘刺锚参 44．22

20# 733．33 65．33 胶州湾角贝 200．00 胶州湾角贝 21．63

1# 56 14．58 红带织纹螺 22．22 明细白樱蛤 22．43

2# 8 3．29 红线黎明蟹 6．00 西施舌 11．29

2010篮
4# 234 6．93 红带织纹螺 64．45 红带织纹螺 8．08

6月

17# 28 3．23 红带织纹螺 17．40 棘刺锚参 14．65

20# 112 9．98 胶州湾角贝 9．OO 胶州湾角贝 3．89

5结论与建议

5．1 总结

围填海造地对连云新城海岸带的生境动能

影响显著，它改变了连云新城海岸带生态环境

的自然属性，使得沿岸生物栖息地破坏严重，

这对生物资源影响巨大，生物种类数量和代表

鱼类数量也急剧下降，并影响到对污染物的输

送以及对海域的流通量、水位和流速等水动力

条件，使物理自净能力削弱。因此，如何在有

效利用海洋空间资源基础上，以最小的生态环

境影响为代价，科学规划、合理控制围填海造

地项目，这是一个需要摆在战略高度上的

问题。

5．2建议

5．2．1做好围填海区域发展规划

在海域管理指导思想上，要深化对保护和

开发的认识。对全国海域资源环境自然条件、

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围填海现状与生态环境效

益的综合评估，确定海岸基本功能、开发利用

方向和保护要求。

(1)区域政府要进行宏观调控，调整区域

产业结构，依据地域资源特点，合理布局产业，

按照区域自然特点制定相适应的环境规划和

政策；

(2)在用海规划的基础上，应进一步细化

围填海区域内部的规划设计，合理布局，统筹

安排，分期施工。

(3)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政府，在项目

实施前后应协调好规划用海与周边利益相关者

的用海矛盾问题，做好用海区域渔民的再就业

安置工作，以避免产生用海利益纠纷。

5．2．2进一步提高围填海项目的平面设计水平

围填海造地工程的平面设计和布局应遵循

以集约、节约使用海域空间资源和环境资源为

目标，以占用岸线尺度、新增岸线尺度、岸线

曲折度、岸滩海洋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水

流交换、环境容量、占用岸线和海域的经济效

益指标，进行工程选址、平面设计与整体布局

的多方案比选和优化，最大限度地保护原有海

岸地形地貌的原始性和多样性，维护天然岸线

和海域资源的最佳效益。避免采用裁弯取直、

岛礁连接、平行推进等平面设计与总体布置。

积极推动由海岸延伸式围填海造地向人工岛式

围填海造地转变，由大面积整体围填海造地式

向功能分离和多区块组合围填海造地式转

变‘¨。

5．2．3强化海岸带保护与规划工作

海岸保护与利用规划作为海洋功能区划的

深化，应做实、做细，并进行动态管理。最大

限度地减少浪费和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价值，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我国沿海地区社会、

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的目的。(下转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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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灾害的强度和破坏损失程度，将自然灾害

分为特大灾害、大灾害、中灾害和小灾害等不

同等级，根据城市减灾能力，分级响应，落实

各部门的职责，建立顺畅的联动机制，提高减

灾水平。

(3)建立健全信息化系统，提高预报和预警

系统的技术能力，实现对灾害及时、准确、全方

位的管理，为灾害的预警，灾害预报，灾害的有

效处置以及灾后的恢复等各个阶段的工作做好充

分准备。

(4)加强对海洋环境的管理和生态修复，减

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从而有效地降低海洋灾害

风险。

(5)灾害风险管理成效的最根本就是来自

公众的力量，加大公众宣传教育，激发公众共

同参与灾害管理的积极性，普及减灾防灾知识，

提高公众的自救抗灾能力是根本。

目前，我国对城市灾害风险管理正处于战

略理念转变的重要阶段，我们需要加快防灾减

灾管理的研究进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出一条

适宜本土的应急灾害风险管理模式，推动灾害

(I-接第30页)海岸保护与利用规划的具体措施

中，应体现对围填海的管理政策要求，把围填海

工程平面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体现在基本功

能岸段的管理措施中，成为各级部门审批围填海

的共同依据。

5．2．4加强海洋生物资源的日常监测管理

通过对渔业资源与渔业水质监测，掌握海洋

生物生存环境和鱼类资源的变动情况，为围填海

工程科学、合理的进行提供基础数据，并有针对

性地提出后续生态修复措施。此外，围填海工程

应该尽量避开重要经济鱼类的产卵场，施工时间

最好选择在冬季，尤其应该避开5月和6月，这

段时间是一些重要经济鱼类的产卵期。

5．2．5尽快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围填海项目对海洋生物生存环境的保护按

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损坏谁修

复”的原则，根据影响评价的结果，把损害补偿经

费列入工程投资预算，营运期对海洋生物资源的

风险管理工作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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