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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研究初探 

陈斯婷 
(1．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 耿安朝 
361005；2．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 200135) 

摘 要：文章根据海洋水文动力、水质、生物与生态等环境要素的不 同，确定各 

自的敏感区类型；然后根据建设项 目的特点、规模以及工程所在海域的环境敏感程度，探 

讨 了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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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设项 目的海洋环境 影响评价 ，迄今 

尚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的评 价技术 。与较早 

开展的其他环境要 素的环境影 响评价相 比，海 

洋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仍 需在实践 中加 以完 

善lll ]。国家开展海洋环境影 响评 价的历史 尚 

浅，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仍处于发展完善之 

中，实际工作 中只要求 区分海洋生 态环境要素 

的敏感 区类型，没有对其他 环境要素 的环境敏 

感区类型展开研究；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判 

据缺乏可操作性，不能针对工程特点、工程规 

模和所在地区各环境要素的特征，划分对应的 

各单项评价内容的评价等级 。笔者 旨在实际工 

作的基础上，从海洋环境的要素出发，尝试开 

展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研究 ，使之更 为成 

熟、合理，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制定海 

洋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提供理论依据 和方法 

基础 ，在我国现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海洋环境敏感区的划分 

环境敏感 区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 

建设起源于 1987—1988年的英国，是英 国自然 

保护区 8种类型之一 ，由农业部 负责管理 ，农 

村委员会 、自然保护 委员会、英 国遗产 委员会 

和北爱尔兰环境局参与规划 。环境敏感 区需具 

备下列条件 ：对整个 国家 具有环境意义 ；具有 

特定方式 的农业开发 ；改变其农牧耕作方式 已 

经或将对环境造成危害；是维持区域经济持续 

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 

目前，国内外关于环境敏感区开展的研究 

较多。Ndubisi等 认为环境敏感区是指那些对 

本地生境或 区域环境 的生物多样性 、土壤、水 

体或其他自然资源的长期维持具有重要作用的 

景观要素或区域，包括野生生物栖息地、悬崖、 

坡地、湿 地 以及 重 要 的农 业 用 地 。Frederick 

Steiner等口]将 环境敏感 区划分 为 生态脆 弱 区、 

感知和文化脆弱区、自然资源脆弱区和 自然灾 

害脆弱区4类，认为开展环境敏感区的保护工 

作将有助于保持区域生物多样性。李团胜等 [8 

认为环境敏感区是对人类具有特殊价值或可能 

发生天然灾害 的地 区，这些地 区往往极易 因人 

类 的不 当开发活动而导致环境 负效果，属于脆 

弱地区；他们依据环境敏感区的资源特征与功 

能差 异，将其 分为 生态敏 感 区、文 化敏感 区、 

资源生产敏感 区和天然灾 害敏感 区。张伯宇I9 

认为环境敏感区是高环境敏感度的地区，其环 

境品质或资源亟须受到重视与适当的护育；他 

依据环境敏感区的特性和功能属性，将其分为 

灾害敏感区、生态敏感区、景观敏感区和生产 

性资源敏感 区 4类 。而 《建 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 

价分类管 理名录》所称环境 敏感 区，则是指依 

法设立的各级各 类 自然 、文化保护地 ，以及对 

建设项 目的某类 污染 因子或者生态影响因子特 

别敏感的区域 。 

目前，对海洋 环境 敏感 区的定义还 比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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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关于海洋环境敏感 

区的研究工 作开展较 少 ，广度 和深度 不够 ，现 

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 中在对海洋生 态环境敏感 

区的研究 ，海洋 水文 动力环境 敏感 区、海 洋水 

质环境敏感 区等 的研 究 报道 尚不 多 见。因此， 

对海洋环境敏感 区的研究 就显 得尤为重要 ，有 

利于填补这方面的空 白。笔者选取海洋 水文动 

力 、水质和生态 等环境要 素 ，对其 环境敏感 区 ’ 

类型展开研究 。 

1．1 海洋水文动力环境敏感区 

海洋水文动力环境敏感区、亚敏感 区、非 

敏感区 ，一般 可 以根据 所 在海域 的地 理 位置 、 

自然环境特征 ，或者海湾开 敞度、海 岸线类型 

等进行划分。 

海洋水文动力环境 敏感 区，可依 据以下原 

则划分：① 开敞度很小，或感潮时间长的海湾； 

② 多年平均流量小的河口；③ 多年平均流量较 

大，且以径流作用 为主的河 口；④ 海岸线形状 

受海水 冲刷影响极易改变的海域 。 

海洋水文动力环境亚 敏感 区可依据 以下原 

则划分：① 开敞度一般，或感潮时间较长的海 

湾；② 多年平均流量一般，且以潮汐作用为主 

的河口；③ 多年平均流量较大，径流作用和潮 

汐作用交替作用 的河 口；④ 海岸 线形状受 海水 

7巾刷影响易改变的海域 。 

海洋水文动力环 境非敏感 区可依 据以下原 

则划分：① 开敞度较大，或感潮时间短的海湾； 

② 多年平均流量大 ，且以潮汐作用为主的河 口； 

③ 海岸线形状受海水冲刷影响不易改变的海域； 

④ 远离大陆 ，面积广阔的海域。 

根据上述 原则划 分 的适用 海域 见表 1。其 

中，《中国海湾引论》根据开敞度将中国海湾分 

为 4个类型 ：开敞型海湾 ，开敞度大于 0．2；半 

开敞型海湾 ，开敞度为 0．1～0．2；半封闭型海 

湾，开敞度为0．1～O．Ol；封闭型海湾，开敞度 

小于 0．Ol[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 面水 

环境》(HJ／T 2．3—1993)规定河流与河 口，根 

据建设项目排污口附近河段的多年平均流量或 

平水期平均流量划分为 ：大河不小于 150 m。／s； 

中河 15~150 m3／s；小河小于 15 m。／s。笔者参 

考以上概念作为海域的划分指标。 

表 I 海洋水文动力环境敏感区类型的划分 

I．2 海洋水质环境敏感区 

依据所处海域的海洋功能区划和保护目标，划 

分海洋水质环境敏感区、亚敏感区和非敏感区。 

海洋水质环境敏感区可依据以下原则划分： 

① 开发利用和养护渔业资源，发展渔业生产的 

区域；② 以保护海洋 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使 

之免遭 破 坏为 目的，在 海域 、岛域、海岸 带、 

海湾和河口对选择对象划出界线加以特殊保护 

和管理的区域 ；③ 以珍稀濒危物种种群及 自然 

生境作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区域。 

海洋水质环境亚敏感区可依据以下原则划 

分：① 以人工培育和饲养具有经济价值生物物种 

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区域；② 具有 

一 定质和量的 自然景观区，以及具有运动和娱乐 

价值的区域；③ 开发利用海水资源或直接利用地 

下卤水的 区域；④ 具有一定质和量 的 自然景观 

区、人文景观区或两种景观结合的区域。 

海洋水质 环境非敏感 区可依 据 以下原则 划 

分：① 可供船舶安全航行、停靠、进行装卸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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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避风的区域 ；② 现已建设或规划近期 内建 

设海上工程的区域。 

根据上述原则划分的适用海域见表 2。 

表 2 海洋水质环境敏感 区类型的划分 

指海洋水 质 环境 功能 目 水产养殖 区 ，海 

标高，且遭受损害后难 水浴场，人体直 

于恢复其功 能的海域。 接接触海水的海 

如，执行海水水质标准 上 运 动或 娱 乐 

海洋水质 (GB3097—1997)第 二 区，以及与人类 

环境亚敏感区 类、第三类水质标准的 食用直接有关的 

海域 工业用 水区 ；一 

般 工 业 用 水 区 ， 

滨海风景旅游区 

1．3 海洋生态环境敏 感区 

海洋生物与生态环境敏感区可依据以下原 

则划分 ： 

(1)具 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 系统 、生物 

与非生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 需要，采取 

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科学 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 

理的区域 ； 

(2)抗干扰和生态恢复能力较弱的生态系 

统、生物资源的区域 ； 

(3)开发利用和养护渔业资源，发展渔业 

生产的区域。 

海洋生物与生态环境 亚敏感 区可依据 以下 

原则划分 ： 

(1)具有一定质 和量 的 自然景 观区，以及 

具有运动和娱乐价值的区域； 

(2)开发利用 海水 资源或直接利用地下 卤 

水的区域 ； 

(3)易受 自然灾害侵袭，需要采取防治措 

施的区域 ； 

(4)在某个时期内禁止任何捕捞作业或禁 

止部分渔具作业，以利于生物资源恢复，使资 

源处于良好状态 的区域。 

海洋生物与生态环境非敏感区可依据以下 

原则划分：① 利用海水做冷却水、冲刷库场等 

的海域；② 可供船舶安全航行、停靠、进行装 

卸作业和避风的区域。 

根据上述原则划分的适用海域见表 3。 

表 3 海洋生态环境敏感 区类型的划分 

海洋生态环境 
定义 

敏感区类型 
适用海域 

① 自然保护区，一般指国家级和省市级自然保护区；② 重要物种 (列入保护名录 

的、珍稀濒危的、特有的)及其生境；③ 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和特殊生境：海岸湿 

地、海湾、河口、滩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④ 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一般指国家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指海洋 生态 环 境功 能 目 

级和省市级海洋生态功能保护区和其他海洋生态保 护区，鱼类产卵场 、越冬场 、索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级和省市级海洋生态功能保护区和其他海洋生态保 护区，鱼类产卵场 、越冬场 、索 
标很 高 ，且 遭受 损 害后 ⋯ ．． 

敏感区 饵场 、洄游通道和生态示范区等 ；⑤ 重要 自然与人 文遗迹 (自然 、历史 、民俗和文 
很难恢复其功能的海域 

化等)：风景名胜区、海岸森林、滨海沙滩、海滨浴场、海滨地质景观、海滨动植 

物景观和特殊景观等；⑥ 生态环境脆弱区：生物资源养护区和脆弱生态系统等； 

⑦ 重要资源区：重要渔场水域和海水增养殖区等 

指海洋生态环境功能目 ① 海滨风景旅游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② 滨海养殖海水取 
海洋 生态 环 境 

． ． 
标高，且遭受损害后难 水区，海水淡化取水区，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等；③ 洪水敏感区，海 

亚敏感 区 
于恢复其功能的海域 岸侵蚀区；④ 禁止捕捞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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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 

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是指需 

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各专题工作深度 

的划分 ，各单项环境影 响评 价划分为 3个 工作 

等级，1级评价最详细，2级次之，3级最简略。 

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应根据建设 

项目的工程特点、建设项 目所在地区的环境特 

征及国家或地方政府所颁布的相关法规。 

为客观评价 建设项 目对海 洋环 境 的影 响， 

可以对评价工作 划分为 3个等级 ，然后根据 等 

级来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范围、内容和程 

度。笔者着重探讨 海洋环境 中的水 文动力 、水 

质、生物与生态等主要环境要素的评价工作等 

级划分方法。首先，关于单项海洋环境影响评 

价等级，一般依据工程类型、工程规模、工程 

所在海域的环境特征和生态环境类型判定。然 

而生态环境敏感区类型与生态环境要素有关， 

与水文动力 、水质 和沉积 物等其他环境要 素并 

无直接联系。因此，工程所在海域的环境特征 

至关重要 ，建议针对不 同的海 洋环境要素敏感 

区类型划分各单项评价内容的工作等级。 

2．1 海洋水文动力环境评价工作等级的判据 

海洋水文动力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依据以下 

因素划分为三级：工程所在海域的水文动力环 

境敏感区类型 、工程类 型和工程规模。以围海、 

填海 (海湾改造)等工程为例，其海洋水文动 

力环境影响评 价等级判据见表 4。① 海洋水 文 

动力环境较敏感 的区域 ，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 响 

就 比较 明显 ，其评价 等级相对较 高；有 的水 文 

动力环境敏感区甚至不允许进行海洋开发建设 。 

例如，海湾的水文动力环境 敏感程度 由大 到小 

依次是湾 口、海湾 中间、湾顶 ，建设项 目在 海 

湾湾 口对水文动力环境影响就大于在海湾湾顶 ， 

评价等级就相对较高。② 不同的工程类型对海 

洋水文动力环境 的影响也 不一样 。例 如 ，围海 

填海工程 可能会改变区域 的潮流运 动特性 ，引 

起泥沙冲淤，对 防洪和航运 造成影 响；有 的围 

海填海海岸工程会改变海岸的结构，减少海湾 

的纳潮量，影响潮差、水流和海浪。火力发电 

厂工程会干扰水体流场，取、排水口对局部流 

态产生影响，对海域悬沙分布及海床演变过程 

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港口建设工程的围填海 

和航道疏浚 ，会影 响海域的局部流 态和泥沙 冲 

淤 。③ 如果在相同的海域建设 同一类型的工程， 

规模不 同对海 洋水文 动力环 境影 响也 不一样 ， 

工程规模较大对海域流场等的影响较大，对海 

洋水文动力环境的影响较大 。 

表 4 围海、填海 (海湾改造l等工程对海洋水文 

动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判据 

2．2 海洋水质环境评价工作等级的判据 

在海洋建设项 目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 中，参 

照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技 术 导 则 地 面 水 环 境 》 

(HJ／T 2．3—1993)，建议海洋水质环境 的影响 

评价等级依据 以下 因素划分 为三级 ：建设项 目 

的污水 排放量 ，污水 水质 的复 杂程度 (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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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类型数不小 于 3，或者 只含有 两类污染 

物 ，但需预测 其浓 度 的 水质 参 数数 目不 小 于 

10；中等 ：污染 物类 型数 一2，且需 预测其 浓 

度的水质参数数目小于 10；或者只含有一类污 

染物，但需预测其浓度的水质参数数目不小于 

7；简单 ：污染物类 型数 一1，需预测浓度 的水 

质参数数 目小于7)，各种受纳污水的水域 (即 

项 目所在海 域) 的规 模 以及对 它 的水 质要 求 

(即海洋水质环境敏感 区类型)。参照 《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 2．3— 

1993)， 以 建 设 项 目污 水 排 放 量 5 000～ 

20 000 rn。／a为例 ，评价等级判据见表 5。① 水 

质环境功能 目标 较 高、水 质 环境 较 敏感 的 区 

域 ，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 响就 比较 明显 ，其评价 

等级相对较高。有的水质环境敏感区甚至不允许 

进行海洋开发建设。② 建设项 目的污水排放量和 

污水水质的复杂程度，取决于建设项目的工程类 

型和工程规模。③ 项目所在海域的规模也是确定 

海洋水质环境影响评价等级的重要依据，受纳污 

水的水域规模大，海水的流动性大，污染物就比 

较容易被稀释，污染程度相对较小。例如，大河 

河口的排污能力就大于小河河口。 

表 s 海洋水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判据 

2．3 海洋生态环境评价工作等级的判据 

海洋生 态环 境影 响 评 价等 级依 据 以下 因 

素划分为三 级 ：工程 所在 海域 的生态 环境 敏 

感 区类 型 、工 程 类 型 和工 程 规模 。以 围海 、 

填海 (海湾 改造 )等工程 为 例 ，其 海 洋生 态 

环境影 响评价 等 级判 据见 表 6。① 海 洋生 态 

环境功能目标较高、生态环境较敏感的区域 ， 

建设 项 目的环境 影 响就 比较 明显 ，其 评价 等 

级相对较 高 ；有 的生 态环 境 敏感 区甚 至不允 

许进行海洋 开 发建 设 。例 如 ，海 洋 自然 保护 

区、珍稀濒危 物 种及 其 生境 等严 禁 海洋 开 发 

建设 。② 不 同的工 程类 型 ，排放 的 污染物不 

一 样 ，对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的 影 响 也 不 一 样 。 

③ 如果在 相 同 的海 域 建设 同一 类 型 的工 程 ， 

规模不同，污染物 的排放量不同，对海洋生 

态环境影响也不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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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围海、填海 (海湾改造l等工程对海洋 境影响评价工作对环境保护的指导作用 。 

生态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判据 

3 结束语 

目前，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 已经取得 巨大 

成绩 ，在项 目建设 、区域规划 中起着 举足轻重 

的作用，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经过 20多 

年来的研究发展，地面水环境、大气环境、声 

环境和非污染生态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较为成熟 

的技术导则。对于建设项 目的海洋环境影响评 

价 ，迄今尚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的评价技术。 

笔者仅在实 际工作 的基础上 ，尝试开展 海洋环 

境敏感 区类型 的划分 ，以及 海洋环境影 响评 价 

工作等级的判定方法研究，是对传统海洋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的探索和创新。我国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发展时间并不长，评价技术存在着 
一 些 问题 是不 可避免的，但若 能在长期 的发展 

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可以进一步改善海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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