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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表

申请人

单位名称 上海市浦东新区水文水资源管理事务中心

法人代表 姓名 邓书炤 职务 主任

联系人
姓名 谈丽婷 职务 /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3230弄 6号

项目用海基

本情况

项目名称 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项目（水文站）

项目地址 省 上海市 市 浦东新区 县

项目性质 公益性（√） 经营性（）

用海面积 0.0714ha 投资金额 51.61万元

用海期限 29年 预计就业人数 / 人

占用岸线

总长度 0 m
预计拉动区域

经济产值
/

自然岸线 0 m /

人工岸线 0 m
填海成本 / 万元/ha

其他岸线 0 m

海域使用

类型
特殊用海—科研教育用海 新增岸线 0 m

用海方式 面积 具体用途

透水构筑物 0.0714ha 水文测亭、引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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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论证由来

张家浜系黄浦江主要支流，区管河道，为浦东新区主干河道“五

横六纵”中的“一横”，西起黄浦江，东至长江口，全长 24.4公里，

流经塘桥、潍坊、花木 3个街道和张江、金桥、唐镇、曹路、合庆 5

个镇，现状河口宽 30~73米。河道在东、西两端各设水闸一座，常水

位控制在 2.6~2.8米。它与南北流向的三八河、马家浜、曹家沟、浦

东运河、随塘河等相连通，承担着浦东新区腹部地区的排涝、引水和

水资源调度的重任。

2000年 6 月 29 日批复的《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

工程项目》中新建张家浜东闸水文站 1座，于 2003年 9月建设完成。

张家浜东闸水文站级别为一般站，位于张家浜东水闸东侧，监测

张家浜入海口处潮位、风速风向等水文要素，向市防汛部门开展报汛

等。为浦东新区基础水文资料积累、防汛防台、水资源调度提供了重

要的基础数据支撑。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水利部办公厅《加强长江河口海域重叠区

域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1614 号）和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请进一步做好海域管理有关工作的函》（自

然资办函〔2022〕1791号）精神，上海市海洋局印发了《长江河口

海域重叠区域历史遗留项日用海处置方案》（沪海洋〔2023〕16号）：

按照自然资源部工作要求，以 2022年 8月 29日为基准时间，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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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核准、备案或由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批复立项的项目为历史遗留项目。根据海籍调查成果，本工程中

建设的张家浜东闸水文站在历史遗留项目清单中属本市审批的历史

遗留项目，故需开展海域使用论证工作。

1.2 论证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年 10月 27日

全国人大通过，2002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 8月 23日

全国人大通过，1999年 12月 25日修订、公布，2000年 4月 1日起

施行，2014年修正，2016年 11月 8日修订、公布并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次修正）（2016年 7月

2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1年 12月 24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2022 年 6

月 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年第 24号，2021年 9月 1日）；

（6）《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75号，2018年 3月修订）；

（7）《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国家海洋

局，2002年 4月）；



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项目（水文站）用海情况说明

3

（8）《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国海发〔2006〕27号，2007年

1月 1日起施行）；

（9）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印发《关于调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

金征收标准》的通知（财综〔2018〕15号，2018年 3月 13日）；

（10）《海域使用论证管理规定》（国海发〔2008〕4号，2008

年 3月 1日起施行）；

（11）《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海域使用论证管理工作的意

见》（国海规范〔2016〕10号，2016年 12月 29日）；

（12）《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7号，自 2024年 2月 1日起施行）；

（13）《关于规范海域使用论证材料编制的通知》（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规〔2021〕1号）；

（14）《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

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自然资源

部，2023年 11月）；

（15）《上海市海域使用管理办法》（2005年 12月 5日市政府

第 92次常务会议通过，2006年 3月 1日起实施）；

（16）《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上海市海岸线修测成果的批复》

（沪府〔2022〕52号）。

1.2.2区划和规划

（1）《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国函〔2012〕

183号，2012年 10月国务院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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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市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上海市海洋局，二〇一七年四月）；

（3）《上海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4）《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8年 1月）；

（5）《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上报稿）

（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2023

年）；

（6）其他相关规划等。

1.2.3 标准规范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国家规范、标准：

（1）《海洋调查规范》（GB/T 12763－2007）；

（2）《中国海图图式》（GB12319－2022）

（3）《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4）《海洋生物质量》（GB18421－2001）

（5）《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2002）

（6）《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2007）

（7）《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HY 070-2022）

（8）《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9）《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GB/T17501－2017）

（10）《海域使用分类》（HY/T 123－2009）

（11）《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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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

（13）《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SC/T

9110-2007）

（14）《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范》（国家海洋

局，2002年 4月）

（15）《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

（16）《产业面积控制指标》（HY/T 0306-2021）

（17）《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165-2013）

（18）《码头结构设计规范》（ JTS167-2018）

（19）《水运工程桩基设计规范》（JTS147-7-2022）

（20）《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JTS145-2015（2022））

1.3 论证等级和范围

1.3.1 论证等级

本工程水文站建设主要内容为水文测亭、引桥等相关附属设施，

参照《海域使用分类》（HY/T123-2009），项目的海域使用类型为

特殊用海中的科学教研用海；用海方式为构筑物（一级方式）中的透

水构筑物（二级方式）。

按照《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海域使用

论证等级的判定依据，本项目透水构筑物中水文测亭总长度为 19.9m，

引桥总长度约 26.4m，透水构筑物总长度 46.3m，该用海方式论证等

级为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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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与本项目用海方式相关的海域使用论证等级判据
一级用

海方式

二级用

海方式
用海规模

所在海域

特征

论证

等级

本项目用

海规模

论证

等级

构筑物
透水构筑

物

构筑物总长度大于（含）2000m；

用海总面积大于（含）30ha
所有海域 一

水文测站

和引桥总

长度 46.3m
三

构筑物总长度（400~2000）m；

用海总面积（10~30）ha
敏感海域 一

其他海域 二

构筑物总长度小于（含）400m；

用海总面积小于（含）10ha
所有海域 三

注：本表内容摘自《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表 1。

1.3.2 论证重点

依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结合本项

目的特点、所在海域海洋资源生态现状、开发利用现状、利益相关情

况，以及项目用海资源生态影响情况，确定本次论证重点如下：

（1）选址（线）合理性；

（2）用海面积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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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2.1 用海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项目（水

文站）；

（2）建设单位：浦东新区农发局；

（3）申请用海主体：上海市浦东新区水文水资源管理事务中心；

（4）项目总投资：16788.46万元（水文站工程费用：51.61万元）；

（5）开工及完工时间：2001年 2月—2003年 9月；

（6）申请用海年限：29年。

2.2 项目位置及平面布置

2.2.1 项目区位置

本项目位于浦东新区张家浜入长江河口处，建设完成时间为 2003

年 9月，张家浜东水闸和张家浜东闸水文站为同一工程建设内容，水

文站位于张家浜东水闸东侧河道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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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项目区位置图

2.2.2 现状水文站概况

张家浜水文站级别为一般站，建设完成时间为 2003年 9月，主

要任务为监测张家浜入海口处潮位、风速风向等水文要素，向市防汛

部门开展报汛等。

2.2.3 水文站平面布置及主要结构与尺寸

水文站测亭布置在张家浜闸外河道北侧，测亭建筑面积 28.0m2，

单层建筑，层高 3.0m，采用高庄承台结构，承台顶标高为 6.9m，桩

基础采用 6根Φ800桩孔灌注桩，桩长不详；测亭东侧 2m处设有Φ

1000防撞墩 1根；引桥与堤防相连，设 3跨，总长 31.9m，预制板

梁结构，宽度为 1.3m，基础采用 400×600×15000 钢筋砼预制方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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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水文站平面布置图

图 2.2-3 水文站现状照片

2.2.4 项目申请用海情况

2.2.4.1 用海申请单位

用海申请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水文水资源管理事务中心

2.2.4.2 用海类型、方式

用海类型：按《海域使用分类体系》（HY/T 123-2009），本项

目海域使用类型为“特殊用海”（一级类）中的“教研教学用海”（二

级类），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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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项目海域使用类型为“特殊用海”（一级类）中的“教研

教育用海”（二级类）。

用海方式：根据《海域使用分类体系》（HY/T 123-2009），本

项目用海方式为“构筑物”（一级方式）中的“透水构筑物”（二级

方式）。

2.2.4.3 用海面积

本项目申请用海面积根据现状地形图和 2022年市政府批复的修

测海岸线，并依据《海籍调查规范》（HY/T124-2009）而定，坐标

系采用 CGCS2000坐标系（中央经线 121°30′E），坐标投影采用

高斯-克吕格。本项目界址点均与现场测量进行对比、验证。

项目申请用海面积 0.0714hm2，本项目申请用海界址点坐标见表

2.2-1，宗海图见图 2.4.4~2.4.5。

表 2.2-1 本工程宗海界址点坐标

（坐标系 CGCS2000；投影高斯—克吕格；中央经线 121°30′00″E）
序号 北纬 东经 序号 北纬 东经

透水构筑物用海，0.0714ha（水文测站、引桥）

1 31°15′49.911″
N 121°44′26.167″E 5 31°15′51.048″N 121°44′26.192″E

2 31°15′50.447″
N

121°44′26.968″E 6 31°15′50.616″N 121°44′25.554″E

3 31°15′51.064″N 121°44′26.409″E 7 31°15′50.581″N 121°44′25.586″E

4 31°15′50.968″
N 121°44′26.266″E 8 31°15′50.570″N 121°44′25.56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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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项目（水文站）宗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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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项目（水文站）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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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4 用海期限

本工程水文站于 2003年 9月建成并开始监测，水工构筑物设计

使用年限为 50年，距今已使用约 21年，剩余使用年限 29年。由于

本项目为公益事业用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二十五条，公益事业用海使用权最高期限为 40年，项目申请用海期

限为 29年。

2.2.4.5 用海的必要性

建设张家浜东闸水文站，是补充完善潮位观测网点布设，对于防

御台风具有积极作用。张家浜向东延伸进入长江，是浦东中部重要的

排水通道。通过张家浜东闸水文站建设，能够及时、准确地监测张家

浜入海口处潮位、风速风向情况（闸内另有水文站监测流量、水位、

降水量），对于保障区域除涝安全，服务城市管理和运营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为加快入江入海水文监测站网建设，根据上海市水务局《关

于本市入江入海水文监测站网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加强入

境、入海水量水质监控，实现水文水资源监控全覆盖”。建设张家浜

东闸水文站，可以及时了解外河潮位变化，为科学调度泵闸提供数据

支撑。同时作为长期的水文在线监测专用站，长期积累该泵闸区域内

的水文数据，实现本市入江、入海水文水资源监控全覆盖提供基础数

据保障。

因此，本项目用海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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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情况

3.1 开发利用现状

（1）项目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

本工程周边范围内海洋开发活动主要包括码头、锚地、航道等

交通运输用海，排污口等排污倾倒用海，水闸、丁坝等特殊用海，详

见表 3.1-1，图 3.1-1。

表 3.1-1 项目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一览表

序

号
用海类型 用海名称 用海位置关系（最近）

1

交通

运输

用海

港口用海
外高桥发电公司卸灰码头 项目北侧约1.3km

2 上海市污水治理三期工程码头 项目南侧约1.1km

3
锚地用海

江亚南沙危险品锚地 项目南侧约3.3km

4 江亚南沙锚地 项目北侧约2.8km

5 航道用海 南槽航道 项目北侧约1.3km

6
排污

倾倒

用海

污水达标排

放用海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二期排污口 项目南侧 0.6km

7 特殊

用海

海岸防护工

程用海

张家浜东水闸 项目南侧 0.1km

8 外高桥电厂利民灰库丁坝 项目北侧约1.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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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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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渔业用海现状

根据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本市实施长江口及其他

内陆水域禁渔的通告》（沪农委规〔2021〕2号），长江口水域禁渔

区范围为：包括农业农村部设定的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包含上海市长

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上海段）

内的我市管辖水域。具体范围为东经 122°15′、北纬 31°41′36″、

北纬 30°54′00″形成的框型区。具体为上述范围内沿江岸线海塘、

水闸外侧与自然水域连通的长江口水域。本项目区域位于长江口水域

禁渔区范围内，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

图 3.1-2上海市及周边水域禁渔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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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长江河口区）图

图 3.1-3本项目与刀鲚保护区（实验区）位置关系图

3.2 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协调

3.2.1 利益相关者界定

利益相关者指受到项目用海影响而产生直接利益关系的单位和

个人。界定的利益相关者应该是与用海项目存在利害关系的个人、企

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或团体。通过对本项目周围用海现状的调查，分

析项目用海对周边开发活动的影响情况。按照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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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3.1节对本项目用海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析和界定，判断本项

目的利益相关者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水闸管理事务中心。项目建设涉及

的利益相关者见表 3.2-1和图 3.2-1。

表 3.2-1 利益相关者一览表

序号
利益相关者

（需协调部门）
利益相关项目 位置 利益相关内容

1
上海市浦东新

区水闸管理事

务中心

张家浜东水闸
水文站西
130m

本项目水文站水工构筑物距

离张家浜东水闸约 130m，距

离堤防挡墙 36m，水文站下

部桩基、防撞墩以及监测井，

会对水闸排水产生一定的阻

水影响。

图 3.2-1 利益相关者分布图

3.2.2 需要协调的部门界定

本工程为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项目，张家浜

东水闸和张家浜东闸水文站为同一项目建设内容，两者均为已建工程，

水文站采用桩基础透水结构，对水闸排水影响较小，水文站监测入海

口潮位，为水闸日常管理、防汛除涝提供了必要的技术资料，利益无

冲突。综上，本项目运营对水闸影响较小，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水闸管

理事务中心是可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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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需协调的部门

序号 协调责任部门 协调内容

1 上海市浦东新区水闸管理事务中

心

本工程水文站引桥东西两侧均设置围栏封闭

管理，需征得同意

3.2.3 相关利益协调分析

本项目水文站建设在张家浜东水闸管理范围内，鉴于项目已建设

完成，施工期影响已经结束，本次协调重点为水文站运营期影响。

本项目水文站基础采用桩基础透水结构，对张家浜东闸入海排水

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较小可忽略。为便于水文站日常管理，在

引桥东西两侧均设置围栏进行封闭管理，隔断了大堤内坡面的连续性，

对坡面养护巡视造成一定影响。

本项目水文站管理单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水文水资源管理事务

中心，张家浜东水闸管理单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水闸管理事务中心，

均为浦东新区水务系统管理单位。水文站与张家浜东水闸协同工作，

为浦东新区水资源调度、防汛除涝等共同发挥作用。

因此，项目用海主体应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水闸管理事务中心充分

沟通、进行协调。营运期做到协调有序，制定有效的安全保障制度。

综上，本项目运营对张家浜东水闸正常运营影响较小，是可协调的。

3.3 相关政策、规划符合性

3.3.1 所在海域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基本情况

《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的区划期限为 2011

年至 2020年，目前已超期。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省级海

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50

号），“做好过渡期用海用岛审批。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出台前

用海用岛应按照当前严控围填海和严格管控无居民岛的有关政策要

求，依据原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岛保护规划进行审批”。上海市暂未发

布涵盖海域空间的国土空间规划，《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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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35）》目前处于上报阶段，由于缺少已批复的海岸带规划，

本报告结合《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和《上海市海

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上报稿），分别进行规划符

合性分析。

3.3.1.1 《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根据《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本项目所处海

洋功能区为浦东外高桥港口区（代码：2.1-02）。项目周边海域海洋

功能区主要有长江口南港航道区、江亚南沙临时锚地区、江亚南沙临

时危险品锚地区、长江口 1 号倾倒区。各功能区的分布情况详见表

3.3-1和图 3.3-1。

表 3.3-1 项目所在海域及周边海域海洋功能区分布情况表

代码 功能区名称 功能区类型
与本项目方位关系及

最近距离

2.1-02 外高桥港口区 港口航运区 水文站测亭及引桥

2.2-03 长江口南港航道区 港口航运区 项目东北侧 454m

2.3-07 江亚南沙临时锚地区 港口航运区 项目东南侧 2.83km
2.3-06 江亚南沙临时危险品锚地区 港口航运区 项目东南侧 6.99km
7.2-03 长江口 1号倾倒区 特殊利用区 项目东南侧 5.47km

注：本表内容引自《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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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项目用海与上海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叠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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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项目所在海域及周边海域海洋功能区划

代码
功能区名

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km2）

/岸段长度

（km）

管理要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2.1-02 外高桥港

口区

浦东

新区

位于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东边界至白龙

港污水处理厂，主要边界坐标为（31°
23′27″N，121°32′56″E）、（31°
22′52″N，121°32′39″E）、（31°
18′30″N，121°41′35″E）、（31°
18′56″N，121°42′02″E）、（31°
17′49″N，121°42′27″E）、（31°
18′15″N，121°42′55″E）、（31°
15′01″N，121°46′06″E）和（31°
14′33″N，121°45′25″E）。

港口航

运区
23.8/29.5

1、主要用于船舶停靠、进行装卸作业、避风等。重点保

障港口用海，其他用海类型如对港口作业基本没有影响，可

适当兼容。禁止进行有碍港口作业和航运安全的活动。2、
经严格论证并取得相关部门同意后，允许改变海域自然

属性。3、严格论证港区平面布局，节约集约利用海域

资源。维护和改善水动力条件和泥沙冲淤环境。

1、加强污染防治，防止对毗邻功能

区造成不利影响。生态保护重点目标是

九段沙水域生态系统，保障中华鲟、白

鲟、小天鹅、小青脚鹬等国家保护的珍

稀动植物的安全以及水生生物繁殖区

和洄游线路。2、须加强水域环境动

态监测，注重污染防治，实施废弃物

达标排放，降低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

响。3、海水水质执行不劣于四类标

准，海洋沉积物质量执行不劣于二类

标准，海洋生物质量执行不劣于三类

标准。

2.2-03 长江口南

港航道区

浦东

新区

和崇

明区

长江口南港
港口航

运区
91.9/0

1、供船舶航行使用的海域，其他用海类型如对该区基

本功能没有影响，可适当兼容。禁止进行有碍航运安全

的活动。2、加强航运区水域环境动态监测，维护和改

善水动力条件和泥沙冲淤环境。

1、加强污染防治，防止对毗邻功能

区造成不利影响。生态保护重点目标是

邻近的陈行水库和青草沙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2、严格控制船只倾倒、

排污活动，防范危险品泄漏、溢油等

风险事故的发生，降低对海洋生态环

境的影响。3、海水水质执行不劣于

四类标准，海洋沉积物质量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洋生物质量执行不劣

于三类标准。

2.3-07
江亚南沙

临时锚地

区

浦东

新区

位于江亚南沙西侧，为潜堤 1灯浮、（31°
17′32″N，121°44′13″E）、A49灯

浮和Q16灯浮连线水域。

港口航

运区
2.8/0

1、供船舶候潮、待泊、联检、避风使用或者进行水上

装卸作业的海域。其他用海类型如对该区基本功能没有影

响，可适当兼容。2、禁止进行有碍航运安全的活动。

1、严格控制船只倾倒、排污活动，

防范污染事故发生，降低对海洋生态环

境的影响。2、海水水质执行不劣于

四类标准，海洋沉积物质量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洋生物质量执行不劣

于三类标准。

2.3-06 江亚南沙

临时危险

浦东

新区

位于江亚南沙西侧，为原江亚南沙临时

危险品船锚地（A45、A47号灯浮连线与

港口航

运区
2.5/0 1、供船舶候潮、待泊、联检、避风使用或者进行水上

装卸作业的海域。其他用海类型如对该区基本功能没有影

1、严格控制船只倾倒、排污活动，

防范污染事故发生，降低对海洋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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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功能区名

称
地区 地理范围

功能区

类型

面积（km2）

/岸段长度

（km）

管理要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品锚地区 Q15、Q16号灯浮连线之间的水域）西

边界线向上游平移 500m处。

响，可适当兼容。2、禁止进行有碍航运安全的活动。 境的影响。2、海水水质执行不劣于

四类标准，海洋沉积物质量执行不劣

于二类标准，海洋生物质量执行不劣

于三类标准。

7.2-03 长江口1号
倾倒区

浦东

新区

位于长江口南槽上段，主要边界坐标

为（31°16′32″N，121°45′39″
E）、（31°16′44″N，121°45′51″
E）、（31°16′24″N，121°46′20″
E）和（31°16′11″N，121°46′08″

E）。

特殊利

用区
0.5/0

1、供海上倾废抛泥等特殊用途的海域。开发利用活动必

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建设项目涉及特殊利用

设施时，需由当地相关机构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2、加

强倾倒活动的管理，尽可能减轻其对环境的影响及对毗

邻海洋功能区的干扰，并根据环境质量的变化及时作出

继续倾倒或关闭的决定。

1、加强特殊利用区环境的监测、监

视和检查工作，避免开发活动改变海洋

水动力环境条件，对海岛、岸滩及海底

地形地貌形态产生影响，尽可能减轻对

毗邻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的影响。2、
海水水质不劣于现状水平，海洋沉

积物质量执行不劣于三类标准，海洋生

物质量执行不劣于三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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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上报稿）

《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目前处于上报

阶段，根据上报稿，本项目水文站用海位于浦东外高桥港口区

（2001-02）。

表 3.3-3 项目所在海域海洋功能区分布情况表

代码 功能区名称 功能区类型 与本项目方位关系及最近距离

2001-02 浦东外高桥港口区 港口区 水文站测亭及引桥

图 3.3-2 浦东外高桥港口区登记表（引自《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

间规划（2021-2035）》

3.3.2 所在海域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影响分析

3.3.2.1 对所在海洋功能区的影响

本项目位于浦东外高桥港口区张家浜入海口处，水文站桩基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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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流场的影响较小，工程运行期间未造成入海口处高低潮位出现明显

改变，引排水期间也未造成闸外高低潮潮位变化明细变化，工程对周

边水域的潮流动力影响较小，也未造成明显冲淤变化。同时，本工程

运行期间对水体扰动较小，不会对该功能区的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本项目水文站对浦东外高桥港口区造成的水动力冲淤和水

质环境影响可接受，对外高桥港口区造成的水动力冲淤环境、水深地

形条件现状影响较小，对功能区港口用海功能的开发利用无不利影响。

3.3.2.2 对周边海洋功能区的影响

项目距离上述功能区均较远，项目引起的水动力和冲淤环境的变

化局限在项目所处的海洋功能区，对周边海域海洋功能区主导功能的

发挥基本不产生影响，故项目运营对上述海洋功能区无影响，对其海

洋环境质量基本无影响。

3.3.3 项目用海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3.3.3.1 《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1）海域管理要求符合性

外高桥港口区的海域管理要求为：“①主要用于船舶停靠、进行

装卸作业、避风等。重点保障港口用海，其他用海类型如对港口作业

基本没有影响，可适当兼容。禁止进行有碍港口作业和航运安全的活

动。②经严格论证并取得相关部门同意后，允许改变海域自然属性③

严格论证港区平面布局，节约集约利用海域资源。维护和改善水动力

条件和泥沙冲淤环境。”

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为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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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水文站），用海类型为科研教学用海，属于本功能区兼容用海

类型。水文站建设在入海口处张家浜河段内，不占用港口岸线，不会

对本港口功能区的正常使用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码头工程符合外高桥

港口区的海域使用管理要求。

（2）海洋环境保护要求符合性

外高桥港口区的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为：“①加强污染防治，防止

对毗邻功能区造成不利影响。生态保护重点目标是九段沙水域生态系

统，保障中华鲟、白鲟、小天鹅、小青脚鹬等国家保护的珍稀动植物

的安全以及水生生物繁殖区和洄游线路。②须加强水域环境动态监测，

注重污染防治，实施废弃物达标排放，降低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③海水水质执行不劣于四类标准，海洋沉积物质量执行不劣于二类标

准，海洋生物质量执行不劣于三类标准。”

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该功能区的用海单元为水文站，除施工

期基建疏浚和营运期维护疏浚会造成悬沙扩散影响外，无其他排污倾

倒活动，悬沙扩散、水域环境、海水水质影响是短期的、暂时的、可

逆的，本项目建设导致的环境影响较小。本项目距离九段沙湿地自然

保护区 7km以上，施工活动及运营期间不会进入保护区，施工期和

营运期产生的悬浮泥沙扩散范围也不会影响九段沙水域，本项目建设

不会导致九段沙保护区水域的海洋水动力、水质、生态环境、岸滩及

海底地形地貌的变化，对国家保护的珍稀动植物的安全以及水生生物

繁殖区和洄游线路影响甚小。

通过分析，本项目实施基本不会对其所在海洋功能区基本功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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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改变，与周边的功能区无功能排他性。综合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环

境保护要求，项目符合《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

的要求。

3.3.3.2 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上报稿）

（1）空间准入

浦东外高桥港口区的空间准入要求为“主要用于船舶停靠、进行

装卸作业、避风等。优化提升港口功能和布局，保障国家和本市重要

港口建设，支持港口规模化、专业化、差异化发展。深化港口岸线资

源整合，节约集约利用岸线及海域空间，提高港口利用效率。维护港

口功能，禁止进行有碍港口作业的活动。海底管线、尾水达标排放等

其他用海类型如对港口作业没有影响或影响较小，可适当兼容。”

本项目为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项目（水文站），

用海类型为科研教学用海，属于本功能区兼容用海类型。水文站建设

在入海口处张家浜河段内，不占用港口岸线，不会对本港口功能区的

正常使用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码头工程符合浦东外高桥港口区的空间准入管控要求。

（2）利用方式

浦东外高桥港口区利用方式要求为：“经严格论证并取得相关部

门同意后，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然属性。”

本项目位于浦东外高桥港口区的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虽改变

海域自然属性，对张家浜入海口处潮位监测有着重要作用，属于允许

适度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符合浦东外高桥港口区利用方式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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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保护

浦东外高桥港口区环境保护要求为：“生态保护重点目标是邻近

的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维护和改善水动力条件和泥沙冲淤

环境。港口建设应减少海洋水动力环境、岸滩及海底地形地貌的影响，

防止海岸侵蚀。加强水域环境监测，加强污染防治，实施废弃物达标

排放，降低港口运营对周边海洋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距离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 7km以上，施工活动及运营

期间不会进入保护区，施工期和营运期产生的悬浮泥沙扩散范围也不

会影响九段沙水域，本项目建设不会导致九段沙保护区水域的海洋水

动力、水质、生态环境、岸滩及海底地形地貌的变化，对国家保护的

珍稀动植物的安全以及水生生物繁殖区和洄游线路影响甚小。因此符

合浦东外高桥港口区的环境保护管控要求。

综合分析，本项目建设符合《上海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

（2023-2035）》（上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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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用海合理性

4.1 宗海界址界定基本原则

（1）尊重用海事实：根据用海事实,针对海域使用的排他性及安

全用海需要,按《海籍调查规范》（HY/T124—2009）5.2节和 5.3节

的有关要求界定宗海界址。

（2）用海范围适度：宗海界址界定应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海域所

有权,有利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应确保国家海域的合理利用,防止

海域空间资源的浪费。

（3）节约岸线：宗海界址界定应有利于岸线和近岸水域的节约

利用。在界定宗海范围时应将实际无需占用的岸线和近岸水域排除在

外。

（4） 避免权属争议：宗海界址界定应保障海域使用权人的正常

生产活动,避免毗连宗海之间相互重叠,避免将宗海范围界定至公共使

用的海域内。

（5）方便行政管理：在有效反映宗海形状和范围的前提下,宗海

界址点的布设应清楚简洁。

4.2 用海面积量算合理性

4.2.1 界址线确定原则

本次测量采用 GNSS-RTK 测量模式，动态测量平面精度

1cm+1ppm*D，利用已建成的上海市连续运营卫星定位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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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CORS），坐标系采用 CGCS2000，来控制本次测量精度，以满

足本项目的测量精度要求。

由于本项目水文站建设至今已超过 20年，面积量算以建设单位

提供的最新地形图为底图。

在此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定绘出项目用海界址线，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高斯—克吕格投影方式，中央子午线为 121°30′E。绘图采

用 ARCGIS软件成图，面积量算直接采用该软件面积量算功能，其

算法与坐标解析法原理一致。即对于有 n个界址点的宗海内部单元，

根据界址点的平面直角坐标 xi、yi（i为界址点序号），计算各宗海的

面积 S（m2）并转换为公顷，面积计算公式为：

  
n

iii yyxS
1

11 )(
2
1

式中，S为宗海面积（m2），xi，yi为第 i个界址点坐标（m）。

本项目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主要由水文测站和引桥两部分组

成，根据《海籍调查规范》，用海方式界址线的确定原则如下：

透水构筑物：安全防护要求较低的透水构筑物用海以构筑物及其

防护设施垂直投影的外缘线为界。有安全防护要求的透水构筑物用海

在透水构筑物及其防护设施垂直投影的外缘线基础上，外扩不小于

10m 保护距离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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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一般平台界址界定图示

图 4.2-2 引桥界址界定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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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用海范围界定合理性分析

为确保水文站安全防护要求，在底部平台垂直投影的外缘线基础

上，外扩 10m作为保护距离，满足外扩保护距离不小于 10m的要求。

综合考虑用海范围适度、节约岸线、方便行政管理的原则，以引桥及

平台外边界，外扩保护距离为 10m，满足安全防护要求。综上所述，

本项目用海范围界定合理。

4.3 用海期限界定

本工程水文站于 2003年 9月建成并开始监测，水工构筑物设计

使用年限为 50年，距今已使用约 21年，剩余使用年限 29年。本项

目为公益事业用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

五条，公益事业用海使用权最高期限为 40年，本项目申请用海期限

29年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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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环境回顾性影响分析

本工程位于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长江河口区）

的实验区，靠近保护区实验区外边线。

（1）对保护区保护对象影响分析

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为刀鲚，此

物种是我国长江重要的溯河洄游性鱼类，喜居于中下层水体。洄游性

的刀鲚从每年 2月份开始，陆续从沿海进入长江等淡水水域进行生殖

洄游，一直持续到 10月份。近年调查纪录表明，工程水域不是长江

刀鲚主要的产卵场或索饵场。工程对长江刀鲚资源不会造成显著影响。

长江口是长江刀鲚的重要洄游通道。该工程位于长江刀鲚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河口区）的实验区，因工程水域位于长江口南

港的近岸水域内，且整个工程新增桩基仅占用保护区 28.0m2水域，

占用保护区面积较小，不会阻碍保护区上、下游的连通性。下部桩基

施工产生的悬浮泥沙及噪声等污染会对水生生物资源、生命活动造成

短时不利影响，施工结束后不利影响随之消失。

综上，本工程建设会对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主要

保护物种的资源、洄游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但工程体量不大，因此工

程建设不会对长江刀鲚等水生生物造成显著影响。不会对周边水域的

海洋水动力、水质、生态环境、岸滩及海底地形地貌产生变化，对国

家保护的珍稀动植物的安全以及水生生物繁殖区和洄游线路影响可

忽略。

运行期对周边海域无新增扰动，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几乎无影响。

项目建设完成至今，也未发生对周边海域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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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1 长江刀鲚洄游模式图

（2）对保护区主要功能的影响分析

项目海域为冲淡水控制区，常年可见多种鱼类，如刀鲚、凤鲚、

寡鳞飘鱼、粘皮鲻虾虎鱼、子陵吻虾虎鱼、青鱼、草鱼、鲢等鱼类早

期资源在该水域均有分布；是一些水生生物的产卵场，如凤鲚、有明

银鱼、前颌间银鱼、白虾等，繁殖期多集中在上半年；同时，该水域

也是多种水生生物的重要洄游通道，如刀鲚、中华鲟、鳗鲡、胭脂鱼、

凤鲚、中华绒螯蟹等，洄游期一般为春季、秋季，夏冬季节洄游较少。

项目对保护区水生生物资源的影响因素主要为施工期悬浮泥沙

和营运期的生境占用、维护性疏浚悬浮泥沙。其次，施工过程、船舶

运行等产生的噪声、水体扰动等因素也会直接对保护区渔业资源造成

一定不利影响，

项目对保护区内的各营养级生物均有一定影响，特别是饵料生物

的减少，可进一步损害其他水生生物的资源，并进一步对主要保护物

种刀鲚、珍稀和濒危鱼类、重要经济物种等造成一定影响。施工产生

的噪声、高浓度悬浮物会对保护区的生态功能产生一定影响，对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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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生长、索饵、繁殖等方面都带来一定的影响。

项目施工会对水生生物的洄游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工程施工占用

的水域宽度相对洄游通道较小，不会阻断水生生物的洄游通道。此影

响随着工程的结束，影响随即消失，对保护区功能不会产生累积、永

久性的损害，不会造成原有珍稀濒危保护或重要经济水生生物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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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生态用海对策措施

7.1 生态用海对策

7.1.1区域管控要求符合性

本海域区域管控要求主要包括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生态红线及

相关行业规 划等。本项目与《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 2020

年）》、《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上报

稿）等海洋空间管控要求都是相符的本项目建设与选址区域的产业

发展方向一致，没有对海域的主导功能产生显著影响等。

项目建设符合区域管控要求。

7.1.2生态跟踪监测方案

根据《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要求，为了

及时了解和 掌握建设项目在其施工期对海洋水质和海洋生物等的

影响，以便对可能产生明 显环境影响的关键环节事先采取制度性

的监测，使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因素得 以及时发现，需要对建设

项目施工对海洋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跟踪监测。本项目建设与 2002

年，为历史遗留项目，无法再对原施工期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跟

踪监测，仅对运营期进行监测，监测重点为水文监测和海水水质监

测。

（1）环境监测方案及设定原则

本评价环境监测方案设定原则主要依据《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

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设定。

1）监测范围：纵向距离建设项目所处海域外缘两侧分别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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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潮程， 横向距离建设项目所处海域外缘两侧（海岸建设项目为

向海一侧）分别不小于 1km。

2）监测项目：运行期监测内容为海水水质、海洋生态及水文地形。

3）监测站位：布设的站位具有代表性；在监测范围内，以最少

的站位所获取的数据能满足监测要求。

（2）监测计划

1）水文监测

为掌握工程建设对周边水动力环境和地形地貌的影响，主要为

项目运营时对周边水动力和地形地貌造成一定影响，建议定期对地

形地貌进行监测。

①站点布设：流速流向监测站位布置在工程口外近岸水域，共布

置 6个点。地形监测在工程周边 1.5km 范围内，共布置6 个断面。

②监测内容：水文（流速流向）、地形地貌（水深地形、沉积物

粒度）。

③监测频率：监测频次根据跟踪监测评估结果而定。

2）海水水质监测

为掌握工程运行期对海水水质的影响，运行后对海域水质进行跟

踪监测。

①范围及站点布设：海水水质环境监测范围及站点布设根据《建

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制定，并根据本项目特征作

适当调整，共设水质站位 8 个。

②监测内容：水质：悬浮物、铜、铅、镉、石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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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监测频率和时间：监测频次根据跟踪监测评估结果而定。

本工程水文站建设年份较早，施工期造成的生态影响早已恢复，

运营期对周边几乎无影响，故本项目不再进行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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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

8.1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张家浜东闸水文站级别为一般站，位于张家浜东水闸东侧，监测

张家浜入海口处潮位、风速风向等水文要素，向市防汛部门开展报汛

等。浦东新区基础水文资料积累、防汛防台、水资源调度提供了重要

的基础数据支撑。

本工程水文站建设主要为水文测亭、配套引桥等相关附属设施，

参照《海域使用分类》（HY/T123-2009），项目的海域使用类型为

特殊用海中的科学教研用海；用海方式为构筑物（一级方式）中的透

水构筑物（二级方式）。

本项目为公益事业用海，水工构筑物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距

今已使用约 21年，剩余使用年限 29年。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

使用管理法》，项目申请用海期限 29年。项目申请用海面积 0.0714hm2。

8.2 项目用海必要性结论

建设张家浜东闸水文站，是补充完善潮位观测网点布设，对于防

御台风具有积极作用。张家浜向东延伸进入长江，是浦东中部重要的

排水通道。通过张家浜东闸水文站建设，能够及时、准确地监测张家

浜入海口处潮位、风速风向情况（闸内另有水文站监测流量、水位、

降水量），对于保障区域除涝安全，服务城市管理和运营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为加快入江入海水文监测站网建设，根据上海市水务局《关

于本市入江入海水文监测站网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加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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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入海水量水质监控，实现水文水资源监控全覆盖”。建设张家浜

东闸水文站，可以及时了解外河潮位变化，为科学调度泵闸提供数据

支撑。同时作为长期的水文在线监测专用站，长期积累该泵闸区域内

的水文数据，实现水本市入江、入海水文水资源监控全覆盖提供基础

数据保障。

8.3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结论

本项目水文站建设在张家浜东水闸管理范围内，鉴于项目已建设

完成，施工期影响已经结束，本次协调重点为水文站运营期影响。

本项目水文站基础采用桩基础透水结构，对张家浜东闸入海排水

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较小可忽略。为便于水文站日常管理，在

引桥东西两侧均设置围栏进行封闭管理，隔断了大堤内坡面的连续性，

对坡面养护巡视造成一定影响。

本项目水文站管理单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水文水资源管理事务

中心，张家浜东水闸管理单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水闸管理事务中心，

均为浦东新区水务系统管理单位。水文站与张家浜东水闸协同工作，

为浦东新区水资源调度、防汛除涝等共同发挥作用。

因此，项目用海主体应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水闸管理事务中心充分

沟通、进行协调。营运期做到协调有序，制定有效的安全保障制度。

综上，本项目运营对张家浜东水闸正常运营影响较小，是可协调的。

8.4 项目用海与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分析结论

根据《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项目所在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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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功能区划为外高桥港口区，起主导功能为港口开发，项目建设

上述功能区的海域使用管理要求和海洋环境保护要求。

项目建设与国家及地方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相一致，与《上海市

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等相符合，

和其它相关规划是相适应和相兼容的。

8.5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结论

项目用海符合宗海界址界定基本原则，用海面积量算合理，用海

界址遵循《海籍调查规范》要求：有安全防护要求的透水构筑物用海

在透水构筑物及其防护设施垂直投影的外缘线基础上，外扩不小于

10m 保护距离为界，本项目外扩保护距离取 10m,用海面积 0.0714hm2。

本项目用海面积合理。

水工构筑物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距今已使用约 21年，剩余使

用年限 29年。本项目为公益事业用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

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公益事业用海使用权最高期限为 40年，

本项目申请用海期限 29年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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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说明：

1.引用资料

（1）《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2）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上报稿）；

（3）由于项目建设年份较早，工程资料均已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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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勘查记录

项目名称
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项目（水文站）

用海情况说明

序号 勘查概况

1

勘查人员 沈帅杰、高会涛 勘查责任单位

上海华融工程设

计（集团）有限公

司

勘查时间 2024.05.30 勘查地点

张家浜东水闸东

侧 130m入海口北

岸

勘查内容

简述

使用华测 T10 RTK 测量仪器，采用 GNSS-RTK 测

量模式，动态 测量平面精度 1cm+1ppm*D，利用已建成

的上海市连续运营卫星定位 服务系统（SHCORS ），对

工程涉及的水文站测亭、引桥、围栏进行测量。详见本项

目《海域使用论证现场勘测量记录表》（附后）。

现场测量照片

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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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测量记录表

委托单位：上海华融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测量区域：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勤奋村向阳吁东首张家浜水闸所在海域

点号
坐标点

备 注
纬度 经度

1 31°15'51.326"N 121°44'25.451"E 引桥

2 31°15'51.299"N 121°44'25.415"E 引桥

3 31°15'51.302"N 121°44'25.389"E 管线

4 31°15'50.544"N 121°44'26.158"E 引桥

5 31°15'50.550"N 121°44'26.169"E 引桥

6 31°15'50.516"N 121°44'26.200"E 引桥

7 31°15'50.518"N 121°44'26.121"E 引桥

8 31°15'50.511"N 121°44'26.111"E 引桥

9 31°15'50.476"N 121°44'26.144"E 引桥

10 31°15'50.471"N 121°44'26.138"E 测亭平台

11 31°15'50.501"N 121°44'26.116"E 管线

12 31°15'50.522"N 121°44'26.212"E 测亭平台

13 31°15'50.455"N 121°44'26.152"E 测亭平台

14 31°15'51.399"N 121°44'25.388"E 台阶

15 31°15'51.372"N 121°44'25.348"E 台阶

16 31°15'51.395"N 121°44'25.325"E 台阶

17 31°15'51.422"N 121°44'25.364"E 台阶

18 31°15'51.353"N 121°44'25.262"E 台阶

19 31°15'51.331"N 121°44'25.284"E 台阶

20 31°15'51.313"N 121°44'25.257"E 台阶

21 31°15'51.336"N 121°44'25.235"E 台阶

22 31°15'51.862"N 121°44'26.036"E 围栏

23 31°15'51.861"N 121°44'26.025"E 防汛墙

24 31°15'51.412"N 121°44'26.444"E 围栏/螺母坡顶

25 31°15'51.088"N 121°44'26.728"E 围栏

26 31°15'51.072"N 121°44'26.739"E 围栏

27 31°15'51.070"N 121°44'26.738"E 围栏

28 31°15'51.046"N 121°44'26.754"E 围栏

29 31°15'51.014"N 121°44'26.785"E 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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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号
坐标点

备 注
纬度 经度

30 31°15'50.558"N 121°44'25.720"E 围栏

31 31°15'50.819"N 121°44'25.499"E 围栏

32 31°15'51.247"N 121°44'25.109"E 围栏

33 31°15'51.254"N 121°44'25.111"E 防汛墙

34 31°15'51.068"N 121°44'25.280"E 护坡坡底

35 31°15'51.726"N 121°44'26.157"E 护坡坡底

36 31°15'51.440"N 121°44'25.814"E 护坡坡底

37 31°15'51.366"N 121°44'25.725"E 护坡坡底

38 31°15'51.069"N 121°44'25.684"E 分缝

39 31°15'51.044"N 121°44'25.646"E 分缝

40 31°15'50.812"N 121°44'25.915"E 分缝

41 31°15'50.786"N 121°44'25.879"E 分缝

42 31°15'50.555"N 121°44'26.149"E 分缝

43 31°15'50.529"N 121°44'26.111"E 分缝

44 31°15'51.360"N 121°44'25.235"E 防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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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关于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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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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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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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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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改说明

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项目

（水文站）用海情况说明

修改说明

上海华融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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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浜东段 (马家浜至长江口)整治工程项目（水文站）用海情况说明修改说明

意见类别 意见主要内容 采纳情况 修改的具体章节或不采纳的理由

专家组意见
1、完善宗海图界址点线确定依据: 采纳

已补充完善，不以现管理范围为边界，严格按照外扩保护

范围要求确定宗海图界址点，详见 4.2.2节及宗海图

2、补充环境影响回顾性分析及相关海域监管措施的内容。 采纳 已补充完善，详见 7.1.2节

黄晓琛

1、补充宗海图用海范围界定依据，完善宗海图 采纳 已补充完善，详见 4.2.2节
2、补充项目建设环境影响回顾性分析 采纳 已补充完善，详见第六章节

3、补充项目运营情况介绍，完善用海必要性分析 采纳 已补充完善，详见 2.2.4.5节
4、补充后续用海监管措施 采纳 已补充完善，详见 7.1.2节

余美义
1、3.1.2拟说明用海面积界址点获取方式方法，是否经过

现场测量比对、验证。
采纳 已补充完善，详见 2.2.4.3

林卫青
1、建议进一步注重污染防治，实施废弃物科学管理，把对

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采纳 已补充完善运营期用海监测措施，详见 7.1.2节

龚茂珣

1、补充项目对环境影响的回顾性分析 采纳 已补充完善，详见第六章节

2、完善界址点确定合理性分析 采纳
已补充完善，不以现管理范围为边界，严格按照外扩保护

范围要求确定宗海图界址点，详见 4.2.2节及宗海图

全为民

1、按照《海洋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
附表 B中的要求，并补充相关的附件图件

采纳

已补充完善，由于项目建设年份较早，建设资料均已缺失，

顾附图附件内容叫《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要求存在缺失情况

2、补充说明项目用海与长江口刀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

位置关系
采纳 已补充完善，详见 3.1节

3、补充项目环评批复材料，说明生态补偿实施情况。 部分采纳
项目建设已超 20年，原项目建设时期资料均已丢失，生

态补偿实施情况详见 7.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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