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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概况

1.1规划范围及期限

本次规划方案调整的规划港口岸线总长约 11.45km，占鱼山作业区总岸线的

34%，不包括绿色石化基地围填海三期工程形成的岸线。

本次规划基础年为 2020 年，水平年为 2030 年和 2035年。

1.2港区功能定位

岱山港区鱼山作业区基本维持原规划功能定位，主要增加 LNG等货类运输

功能，取消客运功能，调整后的功能定位为：

岱山港区鱼山作业区是宁波舟山港的组成部分，主要服务于后方舟山绿色石

化基地，以油品、液体化工品、散货、集装箱、LNG 为主，兼顾滚装及杂货。

1.3吞吐量规模

2030年吞吐量将达到 5270万吨左右，2035年吞吐量将达到 5490万吨左右。

1.4岸线规划方案

本次规划调整后，港口岸线长度由原 7.849km 调整为 11.45km，其中南部码

头区由 5.6km 调整为 7.15km，北部码头区由 2.3km调整为 4.3km。具体如下。

1、旗岗山屿以北至无名峙岛岸线（北部岸线）、旗岗山屿以北至无名峙岛岸线（北部岸线）、旗岗山屿以北至无名峙岛岸线（北部岸线）、旗岗山屿以北至无名峙岛岸线（北部岸线）

结合鱼山作业区回填后形成岸线长约 4.3km，规划为Ⅰ类港口岸线，主要布

置干散货码头和 LNG码头。

目前该段岸线已建干散货码头 1 座，已利用岸线 1.2km。

2、木楝槌岛以东至狗咀巴岸线（南部岸线）、木楝槌岛以东至狗咀巴岸线（南部岸线）、木楝槌岛以东至狗咀巴岸线（南部岸线）、木楝槌岛以东至狗咀巴岸线（南部岸线）

木楝槌嘴以东至狗咀巴岸线，围垦后形成岸线长约 3.4km，规划为Ⅰ类港口

岸线，主要布置油品和液体化工码头、滚装码头及港口支持系统。

目前该段岸线已建车客渡码头（远期调整为货物滚装码头）1 座、和滚装

码头 1 座，已利用岸线 0.39km。

3、狗咀巴至塘旋湾山咀岸线（南部岸线）、狗咀巴至塘旋湾山咀岸线（南部岸线）、狗咀巴至塘旋湾山咀岸线（南部岸线）、狗咀巴至塘旋湾山咀岸线（南部岸线）

狗咀巴至塘旋湾山咀岸线，规划岸线长约 3.75km，规划为Ⅰ类港口岸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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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布置为油品及液体化工码头和多用途码头。

目前该段岸线已建油品和液体化工码头 1 座和多用途码头 1 座、已利用岸

线 2.985km。

1.5码头规划方案

1.5.1鱼山南部码头区鱼山南部码头区鱼山南部码头区鱼山南部码头区

1、油品及液体化工码头区

油品及液体化工码头区共计规划布置 2 个 10万吨级泊位、8个 5万吨级及

以下泊位和3个 5000吨级泊位。具体分为油气化工码头 I区、油气化工码头 II 区。

（1）油气化工码头 I区

为了与原港口支持系统区新增液体化工泊位区分出来，故将原南部作业区

西侧的油品及液体化工码头区改名为油气化工码头 I区。

油气化工码头 I区内码头采用连片式布置，取消原外侧一线码头布置，保

留原二线码头基本布置。原内档码头为 6 个 5万吨级泊位，现结合现状，调整

为 8 个 5万吨级及以下油品和液体化工泊位和 2 个 10 万吨级油品泊位（西侧），

岸线长度由 1650m调整为 2789m。

（2）油气化工码头 II 区

在原港口支持系统区布置油气化工码头 II 区，规划布置 3个 5000 吨级液

体化工泊位，岸线长度 770m。

2、多用途码头区

多用途码头区规模缩小，由原规划的 4 个 5 万吨级多用途泊位调整为 2 个

5 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岸线长度 810m，为提高泊位利用效率，逐步配备专业化

集装箱装卸设备。

3、滚装码头区

原多用途码头区东侧规划布置 1 个 5000 GT滚装泊位，泊位长度 150m，

已建成，本次规划维持不变。

本次拟将车客渡码头调整为危险品滚装码头。危险品滚装码头区共规划布

置 2个 1000GT滚装泊位，岸线长度 320m，其中已建 1个 1000GT滚装泊位。

4、港口支持系统区

本次将港口支持系统区调整至鱼山作业区南部岸线东侧，楝槌山岛以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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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规划布置 6 个泊位，岸线长度 445m。

作业区内所有危险品码头船舶的靠离泊均需要配备一定的拖轮进行辅助作

业，以保障作业区的通航安全。

1.5.2鱼山北部码头区鱼山北部码头区鱼山北部码头区鱼山北部码头区

1、干散货码头区

根据后方热电厂货种的运输特性和航道现状，将原 4个 2万吨级泊位调整

为 3 个 5 万吨级卸船泊位（外侧）、1 个 1 万吨级装船泊位（内侧）与 1 个 3000

吨级出灰泊位（内侧），泊位总长 1300m。

由于已建干散货码头和规划 LNG 码头能够满足后方公用工程区的水运运

输需求，另外干散货码头采用内外侧布置，因此本次将取消原规划西侧预留泊位

区。

2、LNG码头区

本次拟在干散货码头东侧，规划布置 1 座 21 万方 LNG码头（兼顾装船功

能），岸线长度 415m。目前规划方案包括 LNG罐区。

3、预留码头区

预留码头区位于干散货码头西侧，岸线长度为 800m，作为鱼山北部预留岸

线。

图 1.5-1 鱼山作业区总体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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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港区水域规划

1.6.1航道规划航道规划航道规划航道规划

结合港区后方总平面布置方案，鱼山作业区航道规划方案如下。

1、航道规划规模

南部作业区南向航道：满足 5 万吨级油船满载全潮、10 万吨级油船满载乘

潮双向通航，采用灌门航道和龟山航门航道双通道通航，其中仅灌门航道可满足

10 万吨级通航；

南部作业区北向航道：满足 5万吨级油船满载全潮单向出港、10万吨级油

船满载乘潮出港；

北部作业区干散货码头航道：满足 5 万吨级散货船满载单向乘潮进港；

北部作业区 LNG船舶进港航道：近期满足 21 万 m3LNG 船满载乘潮进港，

远期满足全潮进港。

2、进出港航线

（1）鱼山南部作业区进出港航道

船舶从东航路至鱼山南部作业区，10万吨级油船经由灌门航道、5万吨级油

船经由灌门航道或龟山航门航道到达峙中山南侧灌门航道与龟山航门航道交汇

处后，沿宁波舟山港主通道桥区航道由口内航道进出鱼山南部作业区，同时船舶

还可经由鱼山西、岱山北即南部作业区北向航道出港；

（2）鱼山北部干散货码头区进出港航道

进入北部干散货码头区的船舶由口外经中部港域西航道进港主航道航行至

C 点后，沿优化后的中部港域西航道航行至北部码头区北侧 Y2点后左转，沿新

建航道 Y2Y3Y4段航行到达码头前沿。航道沿程利用自然水深乘潮通航；

（3）鱼山北部作业区 LNG船舶进港航道

LNG 船舶由口外经中部港域西航道进港主航道航行，过北向大通道桥区水

域后，左转沿 LNG专用航道抵达 LNG码头。

3、航道规划尺度

（1）南部作业区南向航道

口外段利用现有已建的灌门航道或龟山航门航道进港，其中灌门航道可满足

5 万吨油船满载全潮、10 万吨级油船乘潮双向通航，龟山航门航道满足 5万吨



5

级油船全潮通航。

口内段航道利用自然水深满足 5 万吨油船满载全潮、10 万吨级油船乘潮双

向通航。

（2）南部作业区北向航道

新建航道段近期满足 5 万吨级实际运营油船满载乘潮单向出港；远期满足 5

万吨级油船全潮、10 万吨级油船乘潮单向出港。

（3）北部干散货作业区进港航道

自北向大通道桥区航道以西，满足 5 万吨级散货船满载单向乘潮进港。

（4）北部 LNG码头进港航道

自北向大通道桥区航道以西，近期满足 21 万 m3LNG船满载双向乘潮进港、

远期全潮进港。

1.6.2锚地规划锚地规划锚地规划锚地规划

规划锚地新增、调整情况如下。

（1）南部作业区

大鱼山东南锚位（原规划锚地调整，危险品应急锚位）：锚地位于大鱼山岛

东南侧，锚地主要功能为 5 万吨级船舶应急抛锚，锚地水深约 18~34m，半径 520m。

大鱼山应急锚位（原规划锚地调整，危险品应急锚位）：锚地位于大鱼山岛

东南侧，锚地主要功能为 10 万吨级船舶应急抛锚，锚地水深约 20~31m，半径

600m。

五峙西锚地（新增，危险品锚位）：锚地位于大五峙岛北侧，锚地功能主要

为 5000 吨级以下船舶待泊，锚地水深约 9~12m，面积 4.8km2。

（2）北部作业区

5 万吨级应急锚位（原规划锚地调整，散货船应急锚位）：锚地位于大鱼山

岛北侧，锚地功能主要为 5 万吨级散货船应急抛锚，锚地水深约 21~30m，半径

560m。

LNG应急锚位（新增，应急锚位）：锚地位于大鱼山岛东北侧，锚地功能主

要为 21 万 m3LNG 船舶应急抛锚，锚地水深约 18~30m，半径 600m。

岱山北锚地：锚地位于岱山岛北侧，由于北向大通道建设，取消岱山北锚地。

LNG口内候潮、待泊锚位：锚地位于衢山岛南侧，规划衢山南 2#锚地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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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锚地功能为 21 万 m3LNG船舶口内候潮、待泊，锚地水深 25m，半径 600m。

LNG口外候潮、待泊锚位：锚地位于蜂巢岩东南侧，锚地功能为 21万m3LNG

船舶口外候潮、待泊，锚地水深 22m，半径 800m。

图 1.5-2 水域规划平面布置图

2 规划分析

2.1规划特点分析

（1）本次规划为原规划调整，作业区功能发生变化

本次规划调整方案，对原规划做局部调整，考虑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天然气需

求，在北部码头区规划了 LNG码头，陆域规划罐区。为了满足 LNG 船舶通航

要求，优化北部干散货作业区进港航道，增加了北部 LNG码头进港航道，1个

LNG应急泊位，2个 LNG侯潮、待泊泊位，并调整 5万吨级应急锚位位置和规

模，取消了岱山北锚地。

（2）新增利用岸线长，未超出鱼山现有岸线范围，不涉及围填海

规划港口岸线总长 11.45千米，较上一版 7.849km增加 3.6km，增幅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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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岸线占基地岸线总长 34.15km的 33.5%。其中已开发 4.575千米，未利用岸

线 6.905千米，占规划岸线总长的 60.3%。

本次规划在鱼山西侧岸线段布设 LNG码头泊位 1个；利用鱼山作业区南部

东侧岸线布设港口支持系统区码头；利用长礁木楝槌嘴至狗咀巴岸线布设油气化

工码头 II 区，油气化工码头 I 区在现状基础上增加泊位；调整车客渡码头为滚

装码头。均利用鱼山现有岸线，不涉及围填海。

（3）作业区水域布局规划对航道、锚地均有调整

本次规划调整方案在充分利用现有水域的基础上，对进港航道、锚地/锚位

方案进行优化调整。航道方面，进港航线利用现有灌门航道、龟山航门航道、宁

波舟山港主通道桥区航道、中部港域西航道进港主航道等公共航道，在此基础上

对现有南部作业区南向航道、北部作业区干散货码头航道进行优化，新增南部作

业区北向航道、北部作业区 LNG船舶进港航道。锚地方面，配合 LNG码头和进

港航道，在港区附近增加了 LNG应急锚位，在口外、口内增加 LNG待泊和侯潮

泊位，调整 5万吨级应急锚位，取消岱山北锚地；对原规划的大鱼山东南锚位、

大鱼山应急锚位进行调整，增加五峙西锚。航道和锚地可能涉及到疏浚、炸礁等

建设行为，对生态环境存在局部、短期的影响。

（4）规划调整后污染物排放有所变化

此次规划调整，由于增加了油品和液体化工品、LNG吞吐量，故废水、废

气、固废等污染物产生量、处置量将增加，水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将有所增加。

2.2规划环境问题分析

（1）规划周边分布有自然保护区、海洋保护区、种质资源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渔场及水产养殖区等，上述环境敏感目标的存在对港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提

出了较高要求。

（2）规划实施后，港区运输量及船舶数量将有一定增加，可能发生船舶溢

油和化学品泄漏等风险事故，对环境形成一定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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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协调性分析

经分析，本次规划调整符合《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浙江省海洋主体

功能区划》、《浙江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浙江省近岸海域环

境功能区划》、《舟山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等相关功能区划具

有较好地协调性，与《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浙江省海岸

线保护与利用规划（2016-2020）》、《浙江省海岛保护规划（2017-2020）》、

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协调，与《浙江省沿海港口布局规划》、《浙江省综合

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等专项规划具有较好

地协调性。

总体而言，本次鱼山作业区规划调整方案与《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

及规划环评和审查意见、《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及规划环评和审查意见相符。

LNG码头在选址、用地规划上与《岱山县县域总体规划(2007-2020年)》、

《岱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初步成果）、《岱山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存在出入，油气化工码头规模、LNG码头选址和规模与《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总

体发展规划》（2020 年修编）存在差异，需在下一步规划完善和修编过程中做

好衔接。

LNG码头占用鱼山岛西侧岸线属于自然岸线，根据《浙江海岸线保护与利

用规划》(浙海渔规[2017]14号)，已经将鱼山岛西侧岸线保护等级调整为优化利

用。本次鱼山作业区岸线规划应优化开发布局，实现海岸线集约高效利用。本次

规划环境影响研究从规划局部必要性、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风险预测

与评价等角度出发论证了作业区规划调整方案的环境合理性，建议规划实施阶段

实施生态补偿及修复、增殖放流、自然岸线占补平衡等生态保护措施，加强区域

溢油应急能力建设，提升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对照《浙江省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方案》，五峙西锚地部分位于浙江省海洋生

态红线区内（五峙山鸟岛省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代码 33-Xa01）），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五峙山列岛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规划》

及相关文件要求，建议对五峙西锚地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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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4.1 水动力和冲淤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调整方案实施不会改变海域整体流态，水流流速变化主要集中在码头桩

基前沿、航道疏浚点等主要工程附近。码头建设工程对潮动力的影响范围仅局限

于码头桩基直接建设海域以及码头附近约 500m的狭长海域；航道疏浚段流速、

流向变化基本都在疏浚区附近，变化范围和幅度都较小，对周边环境敏感区基本

没有影响。

规划调整方案实施后，码头工程影响的冲淤变化区域主要集中在沿码头方向

东西两侧的狭长海域，与流速变化的影响范围基本保持一致。航道地形冲淤变化

局限在工程疏浚开挖水域，航道内回淤和航道两侧边坡冲刷强度均较小，对环境

敏感区影响较小。本规划调整方案实施后对周边水动力和冲於环境影响均较小。

4.2 水环境影响评价

本规划调整方案对海域水环境影响主要为码头航道等桩基施工、港池和航道

疏浚施工悬沙增量及码头面废水和船舶污水的影响。规划海域水动力较强，悬沙

输运较快，规划范围内的码头、航道施工产生的悬沙浓度增量影响范围较小，随

着施工结束水体悬沙浓度逐渐减少。

规划区各码头实施“清污分流、雨污分流”；码头工作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预处理后进入基地污水管网，排入基地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码头生产废

水、雨污水收集后输送到后方基地污水处理厂处理，总体对海域水环境影响不大。

到港船舶污水严格执行《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3552-2018)的前提下，

不会对近岸海域水环境造成影响。

规划期码头拒绝需要洗舱的船舶进港，也不接受压载水处理。规划码头但仍

应按规定设置必要的船舶油污水接收接口和管路接入后方基地污水处理厂。同时

建议与第三方服务公司签订港区码头船舶油污水和污染物接收服务协议，为进入

港区码头作业的船舶提供油污水和污染物清理接收服务。

LNG码头配套 LNG接收站将产生冷排水。由于取排水方案尚未确定，根据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总体发展规划》（2020 年修编），该股水可考虑作为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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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利用，或者与基地温排水一道排放，降低外排水温升，以减少温升对近岸海

域水环境的影响。只要采取合理的处置方案，LNG接收站产生的冷排水基本不

会对海域水环境带来明显不利影响。

4.3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根据作业区规划调整方案，作业区码头涉及油品及液体化工品码头、LNG

码头、散杂及多用途码头、滚装码头、车客渡码头、干散货码头。根据作业区码

头泊位现状建设与规划方案对比，规划期作业区输送能力、作业量增加的货品胡

主要为油品及液体化工品、LNG。码头作业区主要为后方石化基地服务，不设置

油库和化工品储罐，仅在 LNG码头泊位区设置液化气储罐。因此，本次评价主

要考虑油品及液体化工品装船废气、LNG卸船和储罐废气。要求规划实施期间，

针对以上废气或设置平衡管或经油气回收装置回收后进入催化氧化装置处理后

达标排放。根据码头泊位作业排放污染物(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乙苯、二甲

苯等有机废气)初步预测结果，作业区排放废气对区域环境空气的影响能够满足

区域环境空气功能区划质量要求。

4.4 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规划区域属于 3类声环境功能区，港界应该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昼间 65dB(A)，夜间 55dB(A))，根

据计算结果，要求港口后方配套设施应建设在距港界超 80m为宜，以降低对港

界噪声的影响。

项目位于石化基地，评价范围内现状及规划均无声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码头

运营过程中，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加装设置隔声屏障、种植绿化隔离带等降噪

措施，以进一步降低规划实施对区域声环境的影响。

4.5 固体废弃物影响评价结论

鱼山作业区固废处理依托后方基地固废中心。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环卫统

一清运，送固废中心安全处置。船舶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船舶工作人员交上岸，

目前建设单位已与第三方签订港区码头船舶生活垃圾接收服务委托协议，为进入

港区码头作业的船舶提供生活垃圾清理接收服务。对来自疫区的船舶垃圾，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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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检验检疫部门处理合格后，按检疫要求接卸和处置。

废防护手套、废抹布列入“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

理，混入生活垃圾中一起处理，送基地固废处置中心进行无害化处置。其他危险

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

只要规范港区和船舶固体废物管理，对固体废物进行及时接收处理，固体废

物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4.6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对陆域生态的影响评价结论

根据规划，本次规划后方陆域部分通过开山方式。规划实施后，局部土地利

用方式将会发生变化。在建设过程中应当系统考虑生态修复工程，减少对临海的

景观影响，港口在建设过程中需加强生态监理，以降低港口建设对陆域生态及景

观的影响。

（2）对海域生态的影响评价结论

本规划调整方案实施后，对海域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在码头、港池和航道疏

浚产生的悬浮泥沙，码头桩基永久占海及港池航道疏浚占海的影响。疏浚施工产

生的悬浮泥沙影响仅限于施工作业点附近且具有短暂性，对舟山海域生态环境影

响较小。码头桩基占海面积较小，港池及航道疏浚占海仅限于疏浚作业期不会对

舟山海域生物资源和生境产生较大影响，在采取避开主要经济鱼类产卵繁殖期、

增殖放流等生态补偿措施后，可最大限度减轻规划实施带来的海域生态影响。

（3）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评价结论

在对局部优化的基础上，确保本规划调整方案主要规划工程均不直接占用海

洋生态红线、海洋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湿地和滨

海旅游区等生态敏感区。规划实施后对上述敏感目标的影响不大，但当船舶发生

溢油事故或危化品泄露时，油膜或危化品可能会对上述生态敏感区造成影响。因

此，建议船舶航行时，应做好安全防范措施，严禁污水排放，并加强船舶污染事

故的风险防控，防止船舶溢油和危化品泄露等对海域水质造成不利影响。舟山海

区特别是舟山外海分布有较广泛的鱼类三场，规划调整方案实施时应尽量避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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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济鱼类的产卵繁殖期和特别保护期，并加强后续的跟踪评价及生态补偿，以

降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4.7 环境风险评价结论

本规划调整方案实施后主要海域环境风险事故类型为溢油事故和危化品泄

露。经预测，操作性溢油事故和危化品泄露规模约为 120吨和 60吨，海难性溢

油事故和危化品泄露规模约为 8580吨和 2300吨。高风险水域为（1）规划区南

侧和北侧码头前沿；（2）南部作业区进港航道与西航道交汇水域、北部作业区

进港航道与西航道交汇水域。

本规划调整方案溢油和危化品情景模拟结果表明，一旦发生环境风险事故，

油膜或危化品存在较大可能污染五峙山列岛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长白岛等养殖

区、秀山东南湿地，并对岱山、定海等农渔业区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产生较

大不利影响，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还会对岱衢洋重要渔业水域（岱衢洋产卵场保

护区）、东海带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普陀山旅游区等环境敏感资源造

成影响。

5 资源承载力分析

本次规划调整方案，规划利用岸线 11.45km，其中已开发利用岸线 4.575km，

未开发利用岸线 6.905，其中 LNG码头涉及自然岸线。鱼山岸线资源可以支撑鱼

山作业区规划调整方案的实施。

规划区所在地无淡水资源可取，鱼山作业区依托石化基地供水。基地工业用

水由基地内规划建设的北、南海水淡化(两座，总规模 60万 m3/d)供应，目前海

水淡化工程已建成规模 18万 m3/d。生活用水通过岱山本岛至鱼山的两条 600mm

输水管供应，输水管现已建成投用，可引水量 2000m3/h左右（4.8万 m3/d）。此

外 LNG码头配套接收站项目海水取排水可以依托基地取排水工程。对规划调整

后作业区耗水量分析，规划调整后作业区新增耗水量较小，基地供水完全能够满

足作业区用水量需求。

本次鱼山作业区规划调整方案后，部分陆域用地需要通过开山方式形成，降

低了对现有土地资源的压力。本次规划陆域面积小，用地未超出鱼山绿色石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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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期、二期规划范围，因此土地资源不会成为鱼山区规划实施的资源性约束条

件。

6 环境合理性分析

（1）规划调整后港区货种吞吐量的合理性

本次规划调整方案规划运输货种和吞吐量是在充分考虑《舟山绿色石化基地

总体发展规划》（2020 年修编）实施以及石化行业变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做出

的货种需求预测，其提出的吞吐量符合石化基地的运量需求。

（2）岸线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

本次调整区域新增利用岸线分布在鱼山南部港口岸线、城市岸线和北部自然

岸线，位于《浙江省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优化开发岸线“大鱼山西岸段（编

号 397）”和“大鱼山东岸段（编号 398）”；根据《浙江省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方案》，

规划区域不涉海洋生态红线。

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表明，鱼山作业区周边海域 5km内无重要的生态

环境敏感目标，鱼山作业区距离五峙山列岛海洋保护区约为 8km，距火山列岛的

棘头梅童鱼产卵场约为 5km，不占用鱼类三场一通道，不会对渔业资源产生显著

影响。

本次调整方案扩大岸线利用规模，通过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在实施生态补

偿及修复、增殖放流、自然岸线占补平衡等生态保护措施，加强区域溢油应急能

力建设，提升环境风险防控能力的前提下，本岸线规划具备环境合理性。

（3）港区空间布局环境合理性分析

本次调整范围内的港区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海洋特别保护区、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鱼类三场和洄游通道等特殊和重要生态敏感区。对照浙江

省生态红线划定方案，本次调整范围内的码头均避开了生态红线区。

本次规划调整方案延续上一轮规划港区布局总体思路，南部码头区主要调整

油气化工码头区、港口支持系统、滚装码头具体布置方案，北部码头区在煤码头

实际建设的基础上，增加 LNG码头布置。本次规划调整方案，调整码头具体布

置方案，不会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和区域渔场产生明显影响。码头为透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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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环境敏感资源，与海洋功能区划、近岸海域环境功能

区划等协调。LNG后方占用陆域面积，现状为自然山体，与岱山县域总规、土

地利用总规、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石化基地总规在用地规划方面存在出入，建议加

强与上位规划的衔接。

从港口空间布局角度看，本次规划调整具有较好的环境合理性。

（4）水域规划的环境合理性

本次调整范围内的航道不涉及不直接占用海洋生态红线、海洋自然保护区、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风景名胜区、湿地和滨海旅游区等生态敏

感区航道布局总体而言是环境合理的。

本次调整范围内的除五峙西锚地外，其他锚地不直接占用海洋生态红线、海

洋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风景名胜区、湿地和滨海

旅游区等生态敏感区，布局总体而言是环境合理的。五峙西锚地部分面积位于浙

江省海洋生态红线区内（五峙山鸟岛省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代码 33-Xa0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五峙山列岛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规

划》及相关文件要求，建议对五峙西锚地进行优化。

7 规划的优化调整与实施建议

1、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

（1）本次规划调整方案陆域占用自然山体，与岱山县域总规、土地利用总

规、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石化基地总规在用地规划方面存在出入，建议规划调整方

案加强与上位规划的衔接。在最终论证确定的《宁波舟山港岱山港区鱼山作业区

规划调整方案》的基础上，及时对接岱山县域总规、土地利用总规、国土空间规

划、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总体发展规划，同步关注各上位规划的修编或编制进展，

以使各规划相互协调。

（2）优化岸线利用规划，进一步完善岸线利用规模。根据《浙江省海岸线

保护与利用规划》，本次规划调整方案涉及优化开发岸线“大鱼山西岸段（编号

397）”和“大鱼山东岸段（编号 398）”，部分为自然岸线。建议鱼山作业区明确

自然岸线占补平衡具体方案，并与自然资源部门充分衔接，规划实施阶段加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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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及修复、增殖放流等生态保护措施。

（3）优化五峙西锚地选址。五峙西锚地部分面积位于浙江省海洋生态红线

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五峙山列岛鸟类省级自然保

护区规划》及相关文件要求，建议对五峙西锚地进行优化。

2、规划方案实施建议

（1）本次规划调整方案实施后，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影响不大，评价区域

和敏感保护目标处均能满足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建议作业区严格落实规划环评提

出的大气环境保护措施，配置油气回收装置，同时要求进港船舶具备油气回收硬

件设施条件；同时码头区域应当根据交海发[2018]168号、交水发[2019]14号文

件要求，落实码头设施的建设，对靠港船舶分阶段、分类型落实使用岸电要求。

（2）作业区排水系统应采用雨污分流制，形成完善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

港区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及雨污水经收集后排入石化基地污水管网，

依托石化基地污水处理厂处理。船舶生活污水自行处理，不在码头排放；舱底油

污水委托有处置资质的船舶服务公司接收处理。港区应不设立污水排放口，污水

禁止排放入海。码头仍应设置船舶生活污水、油污水接岸管路输送系统。

（3）鱼山作业区规划调整方案实施后，吞吐量将在现状的基础上增加 1倍

多，岱山港区水域及鱼山作业区进港航道船舶流量增加，码头前沿操作频率增加，

污染事故风险有增加的趋势。建议作业区加强环境风险评估论证，加强环境管理

和风险防控方面的规划，充分做好与舟山-宁波海域应急防控能力的联防联控，

完善应急能力和应急体系建设，充分衔接绿色石化基地应急体系，确保区域环境

风险防范能力的提升和落实，有效防控区域环境风险发生。

（4）促进冷能资源综合利用。研究 LNG 项目冷量综合利用方案，有效利

用冷能等附加资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控制 LNG码头及其配套项目的冷

排水和余氯影响的同时，同时降低石化基地温排水影响。

（5）提高运输组织效率及港口装卸效率，以减少锚地的待泊船舶数量，从

而降低对水生生物生境的扰动。不断改进船舶的结构设计，降低噪音，降低船舶

航行对生态环境的扰动。

（6）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落实本次评价针对各环境要素提出的环境保护

措施，按报告书要求进行环境监测和跟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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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评价结论

鱼山作业区与浙江省生态保护红线、浙江省海洋功能区划、近岸海域环境功

能区划、舟山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等相协调，但与岱山县域总规、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总体发展规划存在一定的

不符，需进一步衔接；五峙西锚地涉及浙江省海洋生态红线区，需要进一步优化。

综合分析，鱼山作业区规划调整方案在规划规模、岸线利用、港口空间布局、水

域规划方面均具有较好的环境合理性。

总体上看，在严格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各种环境保护措施、提高风险事故应

急能力、加强环境监测和跟踪评价，并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的基础上，规划实施不

会给区域环境承载力带来较大压力，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控制，从环境

保护角度分析，《宁波舟山港岱山港区鱼山作业区规划调整方案》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