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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峙车客渡码头扩建工程用海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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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虾峙车客渡码头扩建工程位于虾峙岛西北岸段ꎬ 建设规模为 ２ 个 １ ０００ ＧＴ 车客渡泊位ꎬ 码头采用浮式结构ꎮ 结

合工程区附近海域环境现状的调查研究ꎬ 分析工程用海对水质环境、 生态环境和周边其他用海活动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 在

施工期码头工程的建设对海洋水质和周边用海活动的影响较小ꎬ 但在一定范围会影响海域生态环境ꎬ 造成渔业资源的损失ꎬ

以采用增殖流放的生态补偿方式减少对海洋生态的破坏ꎬ 码头扩建工程的用海是可行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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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峙岛位于舟山东南海域六横岛与桃花岛之

间ꎮ 岛上现有的车客渡码头是承担岛际交通的重

要基础设施ꎬ 但该码头建于 １９９６ 年ꎬ 结构简陋ꎬ

已难以满足客轮常年靠泊的要求ꎮ

码头扩建工程的施工和运营会涉及海域的使

用ꎬ 对工程所在海域的水质环境和生态环境产生

一定的影响 １￣２ ꎬ 同时也会影响现有用海活动的相

关利益ꎮ 因此ꎬ 需要开展工程用海的可行性研究ꎬ

分析工程用海对水质、 生态和用海活动的影响内

容和影响程度ꎬ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环保措施和利

益相关者的协调处理方案ꎮ

１　 工程概况

１１　 码头现状

现有的虾峙车客渡码头位于虾峙岛西北大岙ꎬ

包括 １ 艘主趸船和 １ 艘辅趸船ꎮ 主趸船是 １ 个

１ ０００吨级的车渡泊位ꎬ 尺寸为 ４２ ８ ｍ × １２ ｍ ×

３ ８ ｍꎬ 由 ２ 根钢撑杆与撑墩锚固ꎬ 后方通过 １ 座

钢引桥与栈桥及引堤相连ꎮ 辅趸船尺寸为 ４０ ｍ ×

９ ｍ×３ ８ ｍꎬ 通过 ２ 根钢撑杆与撑墩锚固 (图 １)ꎮ

１２　 码头扩建工程概况

虾峙车客渡码头扩建工程在现有码头基础上ꎬ

增加 １ 个 １ ０００ 吨级车渡泊位以及相应配套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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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采用浮码头结构形式ꎬ 平面布置呈 “品” 字

形ꎬ 由南向北依次布置 １ 艘辅趸船、 １ 艘主趸船

和 １ 艘辅趸船ꎮ 其中ꎬ 南侧的辅趸船为现码头的

主趸船ꎬ 旅客可由原钢引桥和栈桥进出港区ꎻ 中

间为新建主趸船ꎬ 尺寸为 ６０ ｍ×１４ ｍ×３ ８ ｍꎬ 后

方新建钢撑杆、 撑墩、 钢引桥和引桥等设施ꎬ 旅

客及车辆可由新建的钢引桥和引桥进出港区ꎻ 北

侧的辅趸船由老码头的辅趸船迁移而来ꎬ 后方新

建钢撑杆和撑墩等设施ꎮ

注: １９８５ 年国家高程基准ꎮ

图 １　 虾峙岛车渡码头扩建工程平面布置 (单位: ｍ)

撑墩底座尺寸为 ４ ６ ｍ × ４ ６ ｍꎬ 下设 ４ 根

ϕ１ ０００ ｍｍ 嵌岩灌注桩ꎬ 利用钢撑杆锚固趸船ꎬ

撑杆长 ２０ ｍꎮ 主趸船后方为的钢引桥尺寸为

２２ ｍ×７ ５ ｍꎬ 其另一侧搭设在 ３ ６ ｍ×１０ ０ ｍ 的桥

台墩上ꎬ 桥台墩下设 ６ 根 ϕ８００ ｍｍ 嵌岩灌注桩ꎬ

并通过一段长 ７８ ７ ｍ、 宽 １０ ｍ 的引桥与海塘相

连ꎮ 引桥采用高桩梁板结构ꎬ 上部结构由横梁及

混凝土梁板组成ꎬ 下部排架间距为 １０ ｍꎬ 基础采

用 ２ 根 ϕ８００ ｍｍ 灌注型嵌岩桩ꎮ

２　 工程对海洋水质环境的影响

２１　 施工期废水

１) 施工废水ꎮ

工程施工期废水主要有灌注桩泥浆水ꎬ 施工

船舶含油废水及汽车、 机械设备冲洗废水ꎮ 其中ꎬ
灌注桩泥浆水来源于引桥、 桥台墩、 撑墩等水工

建筑物桩基工程ꎬ 共产生泥浆水约为 ３４６ ８ ｍ３ꎬ
使用泥浆泵抽吸至沉淀池内就地固化进行场地平

整ꎬ 固化处理后泥浆上清液直接排海ꎻ 而施工船

舶预计产生含油废水 １２ ６ ｔꎬ 此类含油污水经收集

后由专业处理单位集中处理ꎻ 施工机械设备冲洗

水回用处理可减轻对海域水质环境的影响 ３ ꎮ

２) 生活废水ꎮ

利用周边现有卫生设施ꎬ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

理达到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二级标准后 ４ ꎬ 经

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后排入附近海域中ꎬ 不会对附

近海域造成明显影响ꎮ

２２　 运营期废水

１) 到港船舶废水ꎮ

到港船舶产生的污水主要为机舱油污水和生

活污水ꎬ 预计到港船舶在港期间机舱油污水发生

量约为 ２４８ ｔ∕ａꎬ 生活污水发生量为 １ ０００ ｔ∕ａꎮ 这

部分污水处理达标后由海事部门认定的污染物回

收船有偿回收处理ꎮ

２) 码头废水ꎮ

码头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ꎬ 产生量合

计为 ５ ３６４ ｔ∕ａꎮ 根据工程排水规划实行雨污分流

制ꎬ 厕所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其他生活污水一

起进生化处理系统处理ꎬ 达标排海ꎮ 由于本工程

港区生活污水的产生量不大ꎬ 污水水质成分相对

简单ꎬ 处理后达标排放不会对附近纳污海域水质

产生明显影响ꎮ

３　 工程对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３１　 对浮游植物的影响

悬浮颗粒的增加造成水质的浑浊ꎬ 水体透明

度下降ꎬ 光照强度下降ꎬ 溶解氧降低ꎬ 对浮游植

物的光合作用产生不利的影响ꎬ 抑制浮游植物的

细胞分裂和生长ꎬ 降低浮游植物的生物量和海域

的初级生产力 ５￣６ ꎮ 在施工期ꎬ 浮游植物的生长和

繁殖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ꎬ 但这种影响在施工

结束后就会消除ꎮ

３２　 对浮游动物的影响

悬浮物增加对桡足类的存活和繁殖具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 ７ ꎮ 过量的悬浮物会使其食物过滤系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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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消化器官堵塞ꎬ 大量的悬浮颗粒粘附在动物

的体表ꎬ 干扰其正常的生理功能ꎮ

３３　 对底栖生物和潮间带生物的影响

码头工程泊位桩基和栈桥桩基将直接造成底

栖生物和潮间带生物的损失ꎮ 按照码头的设计方

案ꎬ 码头泊位桩基和栈桥桩基永久占用海域和潮

间带的面积分别为 １６ ６ ｍ２和 ０ ６ ｍ２ ꎮ 根据现状

调查ꎬ 海域底栖生物平均生物量为 ２ ９０ ｇ∕ｍ２ ꎬ

平均栖息密度为 ３０ 个 ∕ｍ２ ꎻ 潮间带生物平均生物

量为 ７５ ｇ∕ｍ２ ꎬ 平均栖息密度为 １５８ 个∕ｍ２ꎮ 因此

计算码头工程占用海域导致底栖生物损失 ４８ １ ｇ∕ａ

和 ４９８ 个∕ａꎻ 导致潮间带生物损失 ４５０ ｇ∕ａ 和

９４８ 个∕ａꎮ 永久性占海及潮间带生态损失按照 ２０ ａ

计算ꎬ 则工程占用海域及潮间带造成的生物损失

量为 ９ ９６ ｋｇꎮ

另外ꎬ 码头桩基工程施工期间接影响海域及

潮间带面积约为直接影响面积的 ２ 倍ꎬ 即分别为

３３ ２ ｍ２和 １２ ０ ｍ２ꎬ 间接影响生态损失按照 ３ ａ 计

算ꎬ 造成 的 海 域 底 栖 生 物 损 失 约 ２８８ ８ ｇ 和

２ ９８８ 个ꎬ 潮间带生物损失约 ２ ７００ ｇ 和 ５ ６８８ 个ꎮ

工程施工活动所造成的影响仅限制在施工地

点所属的局部海域内ꎬ 时间较短ꎬ 不会对海洋生

物系统造成大的破坏ꎬ 施工作业结束后可通过海

洋生物系统自身的调节得到恢复ꎮ

３４　 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打桩作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工程区海域的悬

浮物增加ꎬ 导致局部范围内的海水浑浊、 透光率

减少ꎬ 造成部分鱼类回避并影响浮游植物的光合

作用 ８ ꎮ 从食物链的角度看ꎬ 这势必会对鱼类、

虾类及其他生物的存活和生长产生抑制作用ꎬ 造

成一定数量的生物资源的损失ꎬ 需要通过增殖流

放的生态补偿方式减少对海洋生态的破坏 ９ ꎬ 使

其逐渐恢复健康结构ꎮ

工程施工期间对海域初级生产力的影响和对

鱼卵、 仔稚鱼的影响也是暂时和小区域的ꎬ 随着

施工阶段的结束ꎬ 悬浮泥沙会逐步沉降ꎬ 水体逐

渐变清ꎬ 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也将恢复正常ꎬ 不

会导致海域渔业资源产生明显变化ꎮ

４　 相关利益协调

根据码头扩建工程的总平面布置ꎬ 拟扩建码

头主趸船的引桥与虾峙船舶修造基地二期填海工

程防浪墙堤顶外侧相接ꎬ 并将穿越虾峙船舶修造

基地二期围填海工程及虾峙船舶修造基地二期填

海工程 (镇压层) 的确权海域 (图 ２)ꎬ 占用面积

为 ３２３ ５ ｍ２ꎻ 引桥排架基础将通过该填海工程的

镇压层ꎬ 因此ꎬ 工程用海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为浙

江虾峙岛船舶有限公司ꎮ

图 ２　 工程周边海域使用权属分布

　 　 引桥桩基的施工可能会直接影响附近镇压层

的使用功能ꎬ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防浪墙的整体稳

定性ꎻ 同时ꎬ 该填海工程的堤顶将作为车辆、 旅

客进出港的交通道路ꎬ 工程新增的后方陆域也将

占用填海土地ꎮ 因此ꎬ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ꎬ 建议

工程建设单位注意对防浪墙的监测和保护ꎬ 保证

防浪墙的安全运行ꎮ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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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１) 码头扩建工程的建设对海域水质环境的影

响较小ꎬ 但会造成一定数量的浮游植物、 浮游动

物、 底栖生物和潮间带生物及渔业资源的损失ꎮ

这种影响历时短、 范围小ꎬ 随着施工的结束ꎬ 当

地生态系统将逐步得到恢复ꎬ 不会导致海域生态

环境的明显变化ꎮ

２) 在工程施工及运营过程中ꎬ 宜加强对防浪

墙的监测和保护ꎬ 保证防浪墙的安全运行ꎮ 因此ꎬ

从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及相关利

益者协调发展的角度考虑ꎬ 虾峙车客渡码头扩建

工程的海域使用是可行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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