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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及用海必要性分析 

1.1 论证工作由来 

本项目建设单位（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自行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

告，收集了本项目拟用海域的海洋环境调查资料、用海活动相关资料、海域权属

资料及项目设计文件，根据所在区域的海洋区划规划、海洋开发活动、环境资源

特征等，对项目用海的资源环境影响、用海活动影响、用海合理性等进行了分析

论证，编制了《南汇海上风电测风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报批稿）》。 

1.2 项目地理位置 

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南汇嘴区域外海，拟建设 1 处

自立式海上测风塔。自立式海上测风塔离海岸线约为 31.8km。详见图 1.2-1。 

 

图 1.2-1  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1.3 用海项目概况 

1.3.1 用海项目基本信息 

建设单位：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投资：约 3559.67 万元。拟建

设海上自立式海上测风塔 1 座，测风塔高度为 140m。 

1.3.2 项目用海类型及用海方式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国海管字[2008]273 号），本项目用海类型为特殊用

海（一级类）中的科研教学用海（二级类），用海方式为构筑物（一级方式）中

的透水构筑物（二级方式）。 



南汇海上风电测风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 

2 

1.3.3 项目选址及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已建成临港海上风电场东侧，长江口南槽航道南侧，南槽南下沿

岸航路和警戒区南下近岸航路之间海域，设立自立式海上测风塔 1 座，高度为

140m。 

自立式海上测风塔中心坐标：30°54′52.14″；122°17′52.79″ 

1.3.4 主要结构与尺度 

测风塔测风设备拟采用 2 套美国 NRG 或同类别测风设备。测风塔安装高度

确定为 140m（含基础高度）。每套测风设备风速仪共为 7 个、风向标共为 3 个，

测风塔风速仪安装高度分别为 20m、50m、80m、90m、100m、120m 和 140m；

风向标安装高度为 20m、100m、120m。 

1.3.5 施工组织方案 

1.3.5.1 施工总体安排 

本项目施工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为 GPS 测量定位及水准测量基准点潮位校

勘、钢管桩加工运输、沉桩加固、钢平台护栏的拼接安装、钢桁架陆上结构拼接，

钢桁架海上吊装、爬梯焊接安装、安装桩顶法兰盘、上部塔架及附件安装、警示

系统安装、测风仪器设备安装调试、水文设备安装调试等。 

1.3.5.2 施工进度及人员 

（1）施工工期 

本项目自立式测风塔自船舶进场施工至设备安装完成约需 1.5 个月。 

（2）施工人员 

本项目施工期间，每月最高峰施工及管理人员数量约 60 人。 

1.4 项目申请用海情况 

项目用海申请单位：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用海类型：特殊用海（一级类）中的科研教学用海（二级类） 

用海方式：构筑物（一级方式）中的透水构筑物（二级方式） 

申请用海面积：1.0748 公顷。宗海位置图见图 1.4-1，宗海界址图见图 1.4-2。 

申请用海期限：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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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本项目申请用海宗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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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本项目申请用海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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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用海必要性 

1.5.1 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测风项目顺应我国及本市生态文明建设及碳中和的目标 

2）测风项目有助于完成本市可再生能源消纳配额以及非化石占一次能源比

重目标 

（3）测风项目有助于本市实现 2035 总体规划中绿色低碳建设的要求 

1.5.2 项目用海必要性 

本项目是摸清海域风能资源储量的必要手段。 

项目通过新建 1 台自立式测风塔满足测风的需要，同时有效控制投资、提高

设备再利用率、降低海洋环境影响等，项目用海是必要的的。 

1.6 论证工作等级 

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本项目的用海类型为特殊用海（一级类）

中的科研教学用海（二级类），用海方式为构筑物（一级方式）中的透水构筑物

（二级方式）。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国海发〔2010〕22 号）中的海域

使用论证等级判断依据：其他透水构筑物总长度≤400m；用海总面积≤10 公顷

时，所有海域的论证等级为三级。本项目透水构筑物用海面积 1.0748 公顷，且属

于点状用海平面，不涉及构筑物长度。 

因此，本项目论证等级为三级。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 

1.7 论证范围及论证重点 

1、论证范围 

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针对三级论证的用海活动未明确论证范围。本报告

参考二级论证的范围，确定本项目论证范围为用海构筑物边缘外扩 8km 作为论证

范围。论证面积 256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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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项目论证范围图 

2、论证重点 

（1）用海必要性分析 

（2）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3）用海选址及面积合理性分析 

2 项目所在海域概况 

2.1 自然环境概况 

根据上海市南汇气象站（海岸站）、奉贤气象站、小洋山的金鸡门和观音山

站（海岛站）及大戢山站、嵊泗站和岱山站（海岛站）等气象观测资料统计，多

年平均气温为15.8℃，多年平均风速为3.3~5.0m/s。 

工程海域为正规半日潮海域。滩浒岛和芦潮港为正规半日浅海潮，小衢山浅

水分潮影响较小，为正规半日潮。 

杭州湾内的滩浒岛及位于杭州湾口门的芦潮港，两站月平均潮差较大，分别

为 385cm、359cm，小衢山月平均潮差较小，为 259cm，各站平均潮差由外海向

杭州湾，由南向北逐渐增大，月最大潮差在 420cm~523cm 之间。 

工程附近海域普遍落潮历时长于涨潮历时，滩浒岛、芦潮港海洋站涨落潮历

时差在 1 小时左右，小衢山涨落潮历时差较小，为 1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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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潮垂线平均流速最大为为 137cm/s，297°，其次在 93cm/s~105cm/s，流向

分别为 254°、276°和 294°；落潮垂线平均流速最大达到 109cm/s，流向为 141°，

其次大小在 96cm/s~107cm/s，流向分别为 94°、120°和 129°。涨潮垂线平均

流速最小为 77cm/s，流向为 288°；落潮垂线平均流速最小为 77cm/s，流向为 71°。 

本项位于南汇东滩东部海域，介于南槽航道、南支航道、南槽锚地及国际光

缆之间的未利用海域。根据海图资料显示，该海域地形整体平潭，未见深槽、低

潮高地等特殊地形环境。 

2.2 海洋生态概况 

2.2.1 海水水质现状 

秋季，调查海域秋季水质中 pH、DO、COD、石油类、Cu、Pb、Cd、Hg、

As、总 Cr 等 10 项要素满足《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一类标准限值要

求，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 Zn 超一类标准限值。所有检测样品中活性磷酸盐含

量均超第一类标准限值。 

2.2.2 海洋沉积物环境质量现状 

调查海域表层沉积物中有机碳、硫化物、石油类、Cu、Pb、Zn、Cd、Hg、

As、Cr 等 10 项评价指标均满足《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2002）第一

类标准限值。 

2.2.3 海域生物体质量 

生物质量调查结果表明生物体内污染物质含量达到《海洋生物质量》（GB 

18421-2001）中的第一类标准值、《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中

规定的生物质量标准和《第二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技术规程》（第二分册）

中规定的生物质量标准。 

2.2.4 海洋生态环境概况 

生态调查项目包括叶绿素 a 和初级生产力、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

和潮间带生物。 

2.2.4.1 叶绿素 a 和初级生产力现状 

春季，调查海域表层叶绿素 a 含量在 1.26~3.5 mg/m3 之间，平均值为

2.48mg/m3；初级生产力范围在 8.59~23.98mgC/m3·h 之间，平均值为 19.04 

mgC/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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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 浮游植物现状 

2020 年秋季，共采集并鉴定到浮游植物 3 门（包括孢囊）共 47 种。2018 年

春季，共采集并鉴定到浮游植物 5 门（包括孢囊）共 55 种。 

2020 年 秋 季 ， 调 查 海 域 浮 游 植 物 分 布 不 均 ， 细 胞 丰 度 在

1.97×105~10.50×105cells/m3之间，平均细胞丰度为 5.56×105cells/m3。 

2020年秋季，调查海域浮游动物优势种分别为中肋骨条藻、虹彩圆筛藻、星

脐圆筛藻、琼氏圆筛藻和八辐辐环藻等。 

秋季调查海域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介于 2.35 到 3.93 之间，平均值为 3.28；

均匀度介于 0.63 到 0.88 之间，平均值为 0.77；丰富度指数介于 0.60 到 1.45 之间，

平均值为 0.97；单纯度介于 0.10 到 0.29 之间，平均值为 0.17。 

2.2.4.3 浮游动物现状 

2020年秋季，调查海域共采集并鉴定到浮游动物13大类44种（包括浮游幼

体）。2018年春季，调查海域12个生态站位共鉴定浮游动物13大类52种（包括浮

游幼体）。 

2020 年秋季，调查海域浮游动物优势种共有 8 种，分别为真刺唇角水蚤、

针刺拟哲水蚤、背针胸刺水蚤、太平洋纺锤水蚤、虫肢歪水蚤、中华假磷虾、捷

氏歪水蚤和火腿许水蚤。 

秋季调查浮游动物的平均丰度在 50.00~436.00ind/m3 之间，平均值为

194.24ind/m3。浮游动物生物量在 32.73~231.67mg/m3之间，平均值为 109.93mg/m3。 

调查海域秋季浮游动物的多样性指数（H'）均值为 3.09（2.70~3.54），各站位

多样性指数相差不大。均匀度 J'范围在 0.71~0.84 之间，平均值为 0.78；丰富度 d

范围在 1.48~2.29 之间，平均值为 1.82；单纯度 C 范围在 0.11~0.21 之间，平均值

为 0.16。 

2.2.4.4 底栖生物现状 

秋季，调查海域共采集并鉴定到大型底栖生物 34 种。 

秋季，调查海域的底栖生物主要优势种分别为双鳃内卷齿蚕、异足索沙蚕、

长吻吻沙蚕和不倒翁虫。春季，调查海域的底栖生物主要优势种为短叶索沙蚕、

叶须内卷齿蚕、异足索沙蚕、长吻吻沙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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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调查海域大型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介于0.00到1.84之间，平均值为1.00；

均匀度介于0.00到0.92之间，平均值为0.19；丰富度指数介于0.00至0.65之间，平

均值为0.25；单纯度介于0.31至1.00之间，平均值为0.60。 

2.2.5 渔业资源 

2.2.5.1 鱼卵和仔稚鱼现状 

秋季，调查海域共获得鱼卵 0 ind，经鉴定隶属于 0 种；仔稚鱼 2 ind，经鉴

定隶属于 2 种。 

根据浮游生物网垂直拖曳调查所获得的样品，调查海域鱼卵密度为 0；仔稚

鱼密度范围为 0~0.56 ind/m3，平均 0.13 ind/m3。 

2.2.5.2 渔业资源现状 

秋季调查所获的拖网渔获物，经分析共鉴定出生物种类 33 种。其中鱼类 19

种，占总种类数的 57.58%；虾类有 9 种，占总种类数的 27.27%；蟹类有 5 种，

占总种类数的 15.15%。 

秋季，从渔获物重量组成看，以鱼类占绝对优势，占渔获物总重量的 65.00%；

其次为蟹类，占渔获物总重量的 24.11%；虾类最少，占渔获物总重量的 10.89%。 

秋季，调查海域各站位渔业资源重量密度分布在 16.28~1142.96 kg/km2之间，

平均值为 392.06 kg/km2 。调查海域各站位渔业资源尾数密度分布在

2.72~300.96×103ind/km2 之间，平均值为 111.95×103ind/km2。 

秋季，调查海域优势种为安氏白虾、葛氏长臂虾、棘头梅童鱼、龙头鱼和凤

鲚等共计 5 种，常见种为三疣梭子蟹、鮸鱼、日本蟳、焦氏舌鳎、刀鲚、海鳗、

中华栉孔虾虎鱼、脊尾白虾、拟穴青蟹和日本鼓虾等共计 10 种。 

2.3 海洋资源概况 

项目及毗邻海域海洋资源主要包括航道锚地资源、渔业资源、港口资源、海

岛资源等。 

2.3.1 航道资源 

本项目周边主要有 2 条航道，分别为北侧的南槽航道、西侧的南槽航道南支

航道，项目南侧航道距离较远，主要为浙江省境内的洋山港航道等。 

2.3.2 锚地资源 

本项目东北侧有 2 处锚地，分别为南槽锚地及南槽危险品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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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槽锚地位于长江口南槽航道南侧，紧邻南槽危险品锚地，分 1 号、2 号锚

区，锚地主要用途是供进出南槽航道的船舶待命、待泊、避风和候潮。 

南槽危险品锚地位于长江口南槽航道南侧，紧临南槽锚地，分 A、B 两个锚

区，锚地主要用途是供油轮、液化汽船、散化船和其他危险品船待命、待泊、避

风和候潮。 

2.4 开发利用现状 

本项目距离大陆岸线较远，周边海洋开发活动主要为航道、锚地、海底电缆

及海上风电。 

1、海底电缆管道 

本项目南侧是上海南汇东侧海域最重要的国际光缆分布区，包括铺设有

FLAG 海底光缆、亚太直达（APG）国际海底光缆、新跨太平洋（NCP）国际海

底光缆、C2C 光缆等，是确保我国通信安全的重要区域。上述已建海底电缆中

FLAG 距离本项目最近，约 3.9km。其他电缆距离本项目较远。 

另外，本项目南侧有两条待建光缆，分别为东亚-日本二号 SJC2-S6 及东海

海底观测网。上述两个用海活动尚未取得海域权属，正在办理前期用海手续。其

中，本项目与待建的东亚-日本二号 SJC2-S6 距离较近，两者间距约 3.1km。 

2、海上风电 

本项目西侧约 9km 海域建有临港海上风电一期、二期工程，该海上风电工程

建有 56 台风机，分两期建设，目前风电场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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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项目海域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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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项目周边用海权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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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项目用海海域权属情况 

表 2.5-1   项目相邻海域使用权属 

用海项目 海域使用权编号 用海单位 用海类型 
用海面积

（公顷） 

上海临港海上风

电二期项目 
2015B31011500101 

上海临港海上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电力工业用海 245.5549 

上海临港海上风

电一期示范项目 
2019D31011500017 

上海临港海上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电力工业用海 227.1433 

FLAG 海底光缆上

海段 
041100035 

FLAG Telecom Group 

Limited 
电缆管道用海 601.2200 

亚太直达（APG）

国际海底光缆上

海南汇 S4 段工程 

2015A3101190032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 
电缆管道用海 266.5697 

新跨太平洋

（NCP）国际海底

光缆工程上海南

汇（S3）段 

2019A3101190001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 
电缆管道用海 266.9664 

C2C 光缆 S3B 段 031100023 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电缆管道用海 606.5700 

C2C 光缆 S3A 段 031100022 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电缆管道用海 620.3100 

3 项目用海资源环境影响分析 

3.1 项目用海海洋环境影响分析 

3.1.1 对海域水环境的影响 

工程施工期对海域水环境造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施工期间产生的悬浮物、施

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船舶产生的含油污水。总体而言施工产生的悬浮物扩散影

响非常有限。 

3.1.2 对水动力和冲淤环境的影响 

自立式测风塔塔基为钢管桩结构，属于透水构筑物方式，三桩构筑物对周围

潮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绕流作用，但由于桩径较小，并且位于开阔海域，绕流规

模很小，仅在桩基周边局部海域产生轻微影响。工程实施不会改变海区的冲淤环

境和水动力条件，影响结果对环境而言是可以接受的。 

3.1.3 对沉积物环境的影响 

海洋沉积物环境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工程海域沉积物质量均满足第一类沉积

物质量标准要求，表明施工产生的悬浮泥沙沉降在工程周边海域，不会对沉积物

质量造成明显影响，因此总体上，工程实施对海域沉积物环境的影响很小。 

3.2 项目用海海洋生态影响分析 

3.2.1 对浮游生物的影响分析 

工程施工对浮游生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悬浮物的影响，悬浮泥沙对浮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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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首先反映在悬浮泥沙入海将导致水的浑浊度增大，海水透明度降低，直接

影响浮游植物光合作用的效率，从而导致局部海域浮游植物的生物量减少。此外

还对浮游动物的生长率、摄食率等存在影响。因此，工程施工期掀起的悬浮泥沙

将对局部海域浮游生物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本项目施工期较短，施工一旦结

束，影响则立即消失。 

3.2.2 对底栖生物的影响分析 

工程钢管桩管径 1.7m，三根钢管桩直接占用海域面积约 6.8m2，论证海域底

栖生物调查平均生物量为 25.31g/m2，则工程占用海域造成的底栖生物损失量为

0.17kg。 

3.2.3 对游泳生物的影响分析 

由于本工程施工期间悬浮泥沙影响范围和时限均较小，工程所在海域鱼类的

规避空间大，因此鱼类受此影响较小；而虾蟹类因其自身的生活习性，大多对悬

浮泥沙有较强的抗性，因此施工悬浮泥沙对海域游泳生物的影响不大。 

3.3 项目用海海洋资源影响分析 

3.3.1 海域空间资源的占用影响 

工程海域位置位于长江口南槽航道南侧南汇嘴区域外海开阔海域，项目用海

面积 1.0748hm2，为透水构筑物用海，项目不占用岸线资源，项目建成后也不会

形成新的岸线。 

3.3.2 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分析 

工程实施对渔业资源的影响主要为施工产生的悬浮泥沙扩散影响及打桩作

业产生的噪声和振动影响。 

悬浮泥沙对渔业的影响不是永久性不可逆的，而是短期可逆的，会随着施工

结束而逐渐恢复。施工结束并运营一段时间后，浮游生物和游泳生物种群数量、

群落结构会发生变化而趋于复杂，生物量也会趋于增加，使生态系统恢复生机。 

工程在施工前应开展工程海域鱼类驱赶作业，施工期尽量避开在 5~7 月鱼类

产卵季节进行，在打桩时尽量减少打桩频率，在进行首次打桩时先进行小强度的

“软启动”，以达到驱赶海洋鱼类游离施工作业区的目的，从而减轻施工作业噪

声及振动对海域渔业资源的影响。 

3.3.3 对航道锚地资源的影响分析 

本工程用海区域不占用航道及锚地，自立式测风塔距离南槽航道约 9.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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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南槽支航道约 4.6km，距离南槽锚地约 5.7km，距离南槽危险品锚地为

14.9km，工程与航道及锚地的距离均较远，在落实船舶通航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对南槽航道、南槽支航道、南槽锚地和南槽危险品锚地的影响

均在可控范围，不会对海上交通活动和锚地的锚泊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3.4 用海风险分析 

本项目应合理设置夜航警示标志，保证在夜晚或浓雾情况下向过往船舶发出

明显警告信号，引导过往船舶避让，进一步避免碰撞和溢油等事故的发生。施工

期会短时增加附近海城船舶的数量，但通过协调管理，基本不会对海上交通产生

重大影响。 

4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 

4.1 项目用海对海域开发活动的影响 

本项目周边最近已开发建设的海上风电场为项目西侧约 9km 的临港海上风

电项目。本项目距离该风电项目距离很远，项目用海不会对海上风电用海活动造

成影响。 

本项目周边海底电缆主要位于南侧海域，已建成的管道共有 6 条，另有 2

条处于前期工作的待建光缆。 

本项目南侧有两条待建光缆。其中，东海海底观测网距离本项目较远，无影

响。东亚-日本二号 SJC2-S6 的计划用海范围与本项目距离较近，与测风塔距离

3.1km。该项目目前未取得用海手续；已取得了海底电缆管道路由调查许可，完

成了路由勘察；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7 月取得了生态环境部的环评批复。本项目

与东亚-日本二号保持了一定距离，但如果两项目施工期较近，应做好协调工作，

确保施工安全。 

本工程用海区域不占用航道及锚地，自立式测风塔距离南槽航道约 12.3km，

距离南槽支航道约 10.7km，距离南槽锚地约 6.1km，距离南槽危险品锚地为

10.7km，工程与航道及锚地的距离均较远，工程的建设对周边航道及锚地的通航

及锚泊影响较小。但考虑到工程海域航道外航行的中小船只较多，因此应在加强

测风塔安全警示灯等保护措施的基础上定期进行安全巡视，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

行。 

本项目在落实船舶通航安全措施的情况下，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对南槽航道、

南槽支航道、南槽锚地和南槽危险品锚地的影响均在可控范围，不会对海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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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锚地的锚泊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4.2 利益相关者界定 

本项目周边海域的海洋开发活动与本项目均保持了较远的距离，项目通过透

水构筑物的方式进行建设，所造成的海洋环境影响很小，远不会影响到周边海域

的海洋开发活动。 

项目建设重点需要关注对周边航道锚地等海上交通运输活动的影响，加强与

海事部门、长江口航道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按照海事相关管理规定办理施工

许可手续，做好海上施工安全、加强营运期管理等。 

项目用海不会造成其他利益相关问题。 

4.3 对国家权益、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用海区和影响范围海域无军事设施，不涉及领海基点和国家秘密。因

此，本项目用海对国防安全和国家海洋权益没有影响。 

5 项目用海与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 

5.1 项目用海与海洋功能区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项目位于南汇嘴以东保留区。 

南汇嘴以东保留区的基本功能尚未明确，要加强管理，严禁随意开发。 

项目周边海域以航道、锚地功能为主，其他功能的开发不得影响航道、锚地

主导功能的发挥，在不影响主导功能的前提下，其他功能可以适当兼容。 

本项目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十分有限；项目实施对水

动力、冲淤环境及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均很小。项目实施主要是对周边海域通航

等造成的一定影响。 

周边海洋功能区与项目所在海域距离较远，项目用海不会对周边海洋功能区

产生影响。 

本项目是海上风电项目的前期工程，项目用海是摸清测本功能区海洋风能资

源储量、科学规划海上风电场、科学确定风电场规模、容量、明确保留区主导功

能的前期工作。本项目的建设并不会影响今后保留区主导功能的确定。项目用海

在经过严格规划、论证的情况下，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用海。项目用

海符合保留区对于用途管制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施工期间造成的施工污水均不外排海域，施工船舶统一收集后由专门

机构处理，不会产生污染物排放海域的影响。本项目为测风项目，测风设施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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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会有管理人员常住测风塔，项目用海期间不会产生污染物排海。在加强施

工管理的情况下，本项目用海期间不会有污染海域环境的情况发生。 

本项目符合“南汇嘴以东保留区”的海洋环境保护要求。 

5.2 项目用海与《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本项目周边划定的生态红线包括九段沙生物

多样性保护红线、南汇嘴自然岸线、南汇嘴湿地、长江口南槽口外重要渔业资源

红线。 

上述生态红线距离本项目距离较远，项目所造成的的各类环境影响远不会影

响到上述生态红线区。 

本项目用海不占用红线、不会对周边海洋生态红线区及红线岸线造成影响。

项目建设与《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相符。 

 
 图 5.2-1  《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浦东新区） 

6 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6.1 用海选址及平面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南汇东侧海域，施工所需的码头都可在临港地区租用，物资可通

过路上码头运至施工场地，具有施工的可行性。 

项目用海与选址区域的区位、社会条件都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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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点状”用海，有效掌握海上风电资源情况。本项目不同于一般的

海洋工程，具有线性、面域、散点等分布特征，工程建设内容简单，平面布置主

要实现项目的建设目的，实现有效测风。本项目平面布置合理。 

6.2 用海方式和用海面积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的用海方式尽可能减少了对海域环境的影响，不会对海域的主导功能

发挥造成不利影响，同时满足了项目建设的目的。本项目用海方式合理。 

根据《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和《海籍调查规范》的规定计算本

项目用海面积为 1.0748hm2。 

根据海籍调查规范、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等，本项目的宗海范围

界定合理。项目的宗海范围充分考虑的对构筑物设施的保护需要，用海范围能够

满足本项目设施的正常运作。项目用海面积能够满足项目用海的需要。 

6.3 用海期限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是测风临时设施，根据测风技术要求，本项目至少获取 1 年以上的测

风数据。根据本项目施工进度计划，自立式测风塔的建设时间为 3 个月，该设施

的结构设计寿命为 5 年。 

考虑到测风需求的不确定性，本次用海按自立式测风塔的结构设计寿命申请

用海 5 年，以充分满足可能的测风需要。 

根据海域法相关规定，各类用海的最高申请用海期限以养殖用海最低，为

15 年，建设用海最高为 50 年。项目申请用海 5 年满足法律法最高用海期限的要

求。 

项目申请用海 5 年，满足项目建设的实际需求，符合项目结构设计寿命的实

际情况，项目用海期限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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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宗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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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宗海界址图（自立式海上测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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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7.1.1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结论 

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南汇嘴区域外海，拟建设 1 处自

立式海上测风塔，测风塔高度为 140m，中心坐标：30°54′52.14″122°17′52.79″，本项

目用海类型为科研教学用海，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项目申请用海面积为

1.0748hm2，项目申请用海期限为 5 年。 

7.1.2 项目用海必要性结论 

固定式海上测风塔的有效测风范围一般在 10km 左右，能满足海上测风要求，因

此本项目考虑建设一座固定式海上测风塔，充分满足测风的需要，同时有效控制投

资、提高设备再利用率、降低海洋环境影响等，项目用海是必要的的。 

7.1.3 项目用海资源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施工期间会造成短期悬浮泥沙扩散的影响，由于本项目施工期较短、工程

规模很小，悬浮泥沙扩散影响时间及范围也很小，完工后水质环境可以恢复至原状。

项目建设不会对沉积物质量及生物体质量造成影响。项目建设仅造成 0.17kg 底栖生

物损失。项目建设主要的用海环境风险为施工期船舶碰撞溢油风险及台风风暴潮风

险。 

7.1.4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结论 

本项目位于未利用海域，周边海洋开发活动与本项目均保持了较远的距离，项

目建设对周边海洋开发活动基本不会造成影响。由于项目周边海域分布有南槽航道、

南槽锚地等海上交通运输用海活动，是上海港重要的通航水域，项目建设单位需要

与海事管理部门加强沟通，按照规定开展通航安全论证、办理水上水下施工许可，

安全、文明施工，确保周边海域的通航安全。 

7.1.5 项目用海与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结论 

根据《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项目用海位于南汇嘴以东保留

区，项目建设符合该功能区的海洋主导功能要求。根据项目建设对周边海洋功能的

影响分析结论，对周边海域功能基本不会造成影响。项目符合《上海市海洋功能区

划（2011－2020 年）》。项目用海与《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上海市海上风电规划》、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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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划是相符的。 

7.1.6 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结论 

项目选址区域的社会条件、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均满足项目用海要求，选址与

海域环境、周边其他用海活动相适应；项目海域使用面积为 1.0748 公顷，用海方式

为透水构筑物。项目用海面积的界定满足用海需求，用海界址点的选择以及面积的

量算符合《海籍调查规范》和《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项目海域使用权用海期限

为 5 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相关要求、项目的建设目的及

构筑物结构设计情况，用海期限是合理。 

7.1.7 项目可行性结论 

项目用海符合现行的《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与相关规划。项

目用海选址、平面布置、用海方式、用海面积和用海期限的确定是合理的。项目用

海与周边海洋开发活动市协调的。本项目用海可行。 

7.2 建议 

本项目周边海域为上海港重要的通航水域，船舶往来频繁。项目用海需重点关

注对通航环境造成的影响情况，确保长江口水域的通航安全，避免发生船舶碰撞等

严重海上通航安全事故发生。在测风塔桩基外侧增加防撞设施，项目实施单位要加

强与交通、航道、海事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工程施工安全，依法办理相关手

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