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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受大连骏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对

“大连金石滩漂浮城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现根据国家法规及规定，并

经大连骏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意向公众公示环评内容。 

本文为现阶段环评成果。大连骏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国家海洋局海洋环

境保护研究所对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下个阶段，将在听取公众、专家等各

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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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与工程分析 

1.1 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大连金石滩漂浮城项目 

（2）建设单位：大连骏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项目位置 

本项目选址于金州新区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南侧海岸，西临十里黄金海

岸，东临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北依骏豪君海项目，南侧面向黄海开敞。项目所在

地自然条件优越，环境宜人，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是开发建设旅游度假项

目的首选之地。 

（4）项目建设规模 

本工程主要通过填海造地建设 1 座漂浮城、12 栋会所俱乐部和供电照明、

给排水、消防、暖通、通信等配套设施建设；围绕漂浮城建设三段防波堤和游艇

泊位。 

工程总用海面积 35.42 万 m
2，其中人工岛填海面积 19.89 万 m

2、西防波堤

填海面积 0.4572万m
2、南防波堤填海面积 1.9409万m

2、北防波堤填海面积 0.4486

万 m
2，内航道用海 12.68 万 m

2。 

（5）项目投资规模 

工程总投资 640133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528351 万元，其他费用 41940

万元，预备费 39920 万元，建设期利息 29922 万元。 

1.2 施工方法 

本工程水工部分主要的单项工程内容包括游艇区游艇码头、人工岛护岸、外

围防波堤、跨海通道（缆车）、渡船码头、人工岛陆域形成及地基处理。 

各单项工程施工顺序如下： 

 

（1）人工岛护岸 

 护岸采用预制圆筒沉箱直立堤型式，其主要工艺流程包括基槽开挖、基

床抛石、安放预制圆筒、上部混凝土浇筑、后方抛填二片石和倒滤层、前沿栅栏

板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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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 护岸施工工艺流程图 

（2）人工岛 

 新建临时施工便道，以方便车辆通过施工便道直接进行陆域回填，临时通道

为钢管桩支撑的钢结构栈桥。车辆载有回填料，通过临时施工便桥，直接进行人

工道陆域回填。 

（3）渡船快艇和游艇码头 

采用浮式码头结构，施工主要包括桩基施工和浮体安装两大部分。 

 

图 1.2.1-2 渡船码头沉桩施工工艺流程图 

（4）防波堤施工 

防波堤采用预制圆筒沉箱直立堤型式，其主要工艺流程为基槽开挖、基床抛

石、安放预制圆筒、上部混凝土浇筑、胸墙内抛填块石、前沿后沿及两侧水底安

装栅栏板。 

 

图 1.2.1-3 防波堤施工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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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程分析 

1.3.1 施工期 

 水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过程中对水环境产生影响的主要包括：工程施工过程中基槽挖泥、护

底及护面等施工对底泥的扰动使施工处及周围海水中的悬浮物浓度增加；施工

人员和施工船舶生活污水排入海中使污染物浓度增高；施工船舶含油污水进入

水中使水中油类增高，以上几种情况的发生，都会对海洋水质环境产生影响。 

（1）悬浮物源强 

本项目航道疏浚拟采用 13 m3
抓斗式挖泥船进行施工作业，其疏浚作业时产生

的悬浮物源强约为 2.30kg/s。 

（2）生活污水 

施工期生活污水主要为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以及施工船舶生活污水。 

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施工期按 100 人规模估算废水量。每人每天污水产生

量按 50L。则污水产生量为 5 m
3
/d。主要污染因子为有机物和氨氮，其中 BOD5

约 200mg/L，COD 约 400mg/L，SS 约 200mg/L，氨氮 30mg/L，后方陆域施工营

地的生活污水经集中收集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污水由船舶统一送至陆上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达到一级 A 排放。因此，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放，不会对项目附

近海洋水质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3）含油废水 

本工程施工需耙 55 艘各类船舶。施工船舶机舱油污水发生量根据船型、载

重量的不同，按照《港口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施工船舶每艘每天约 0.2t，

则施工期每天油污水发生量合计约为 0.8t，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类，浓度为

2000-20000mg/L，按 11000mg/L 进行估算，则估算石油类产生量约为 8.8kg/d。

根据交海发[2003]32 号“关于发布《渤海海域船舶排污设备铅封程序规定》”中：

施工船舶必须事先经海事部门对其排污设备实施铅封，因此施工船舶不会直接向

海域水体排放含油污水。这部分油污水由污水接收船接收后委托给有资质的企业

单位统一处理。 

综上所述，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污废水均能得到有效处置，不会对海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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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固体废物分析 

本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1）施工人员生活垃圾；（2）施

工船舶生活垃圾；（3）疏浚及基槽挖泥等产生的施工弃土。 

（1）生活垃圾 

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每天产生量按人均 1.5kg/d 计算，项目施工人员共 100

人，则产生约 0.15t/d 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统一收集送至毛茔子垃圾填埋场处

理。 

（2）施工船舶垃圾 

按照《港口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每艘船舶每天产生的船舶检修废物

20kg，按 55艘估算，施工期船舶固废产生量约为 1.1 t/d；施工船舶生活垃圾（每

艘按 10 人计算）：0.8 t/d；船舶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与陆域生活垃圾一起送至毛茔

子垃圾填埋场处理。 

1.3.2 营运期 

本工程为旅游设施工程，主要是旅游和工作人员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 

（1）污水 

运营期的生活污水，按 200 人规模估算废水量。每人每天污水产生量按 50L。

则污水产生量为 10 m
3
/d。主要污染因子为有机物和氨氮，其中 BOD5 约 200mg/L，

COD 约 400mg/L，SS 约 200mg/L，氨氮 30mg/L，生活污水经集中收集经化粪池

预处理后，污水由管线统一送至自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达到一级 A 排放。因

此，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放，不会对项目附近海洋水质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2）固体废物 

运营期人员生活垃圾每天产生量按人均 1.5kg/d 计算，项目在岛游客和工作

人员共 200 人，则产生约 0.3t/d 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统一收集送至陆上垃圾填

埋场处理。 

2.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1）水质环境现状调查评价结论 

本海区主要污染物为磷酸盐，其他海水水质调查项目状况良好。 

（2）沉积物环境现状调查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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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海域沉积物超标严重，主要污染物为硫化物、石油类和有机碳。 

（3）海洋生物质量调查评价 

项目所在海域除个别站位外，均满足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 

（4）海洋生态环境现状调查评价 

①浮游植物 

春季：从本航次调查结果来看，浮游植物群落组成属于较典型的北方海域种

类组成，浮游植物细胞数量较高，浮游植物生态系统状况未表现出较好的状态。 

秋季：调查海域浮游植物群落组成属于较典型的北方海域种类组成。本次调

查优势度优势种差异较大，平均值不高。 

②浮游动物 

春季：调查海域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基本反映出我国北方海域浮游动物种类

组成单纯，个体数量大的特征。本海域调查共采集到五大类 26 种（类）浮游动

物。 

秋季：调查海域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基本反映出我国北方海域浮游动物种类

组成单纯，个体数量大的特征。本海域调查共采集到五大类 22 种（类）浮游动

物。 

③底栖生物 

春季： 

调查海域大型底栖生物种类丰富，种类所占类别较多，共调查到 37 个种类，

分布于环节动物门、节肢动物门、棘皮动物门、软体动物门。大多数种类属于环

节动物门以及节肢动物门。 

秋季： 

调查海域大型底栖生物种类丰富，种类所占类别少，共调查到 33 个种类，

分布于环节动物门、节肢动物门、棘皮动物门。 

（6）渔业资源评价 

春季： 

2015 年 5 月调查海域渔获物重量和尾数密度多样性指数（H’）均值分别为

2.89 和 2.76。综合各生态指标，可见，调查海域渔业资源密度良好，优势种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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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集中。 

秋季： 

2015 年 10 月调查海域渔获物重量和尾数密度多样性指数（H’）均值分别为

2.40 和 2.45。综合各生态指标，可见，调查海域渔业资源密度良好，优势种群比

较集中。 

3.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水动力环境分析 

工程附近海域涨落潮流速可达 0.60m/s。从整体上看，工程所在的金石滩凉

水湾流场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涨潮流时潮流自工程东南侧流向工程，抵达工

程后向南北两侧分流；落潮流时潮流自工程西侧流向工程，然后向南北分流。无

论涨潮流还是落潮流，由于潮流的分流作用，使得工程和金石滩岸边之间的流速

增大。这也间接影响工程北侧沙滩的稳定性。 

（2）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①疏浚施工悬浮物影响分析与评价 

在涨落潮流作用下悬浮物呈东西方向带状分布。经过计算，人工岛护岸施工

时，悬浮物向西扩散的最远距离为 1.351km，向东扩散的距离为 1.099km。防波

堤施工时，悬浮物向西扩散的最远距离为 2.233km，向东扩散的距离为 2.564km。。 

② 施工期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生活污水 

施工期生活污水主要为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以及施工船舶生活污水。 

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施工期按 100 人规模估算废水量。每人每天污水产生

量按 50L。则污水产生量为 5 m
3
/d。主要污染因子为有机物和氨氮，其中 BOD5

约 200mg/L，COD 约 400mg/L，SS 约 200mg/L，氨氮 30mg/L，后方陆域施工营

地的生活污水经集中收集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污水由船舶统一送至陆上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达到一级 A 排放。因此，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放，不会对项目附

近海洋水质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含油废水 

本工程施工需耙 55 艘各类船舶。施工船舶机舱油污水发生量根据船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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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的不同，按照《港口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施工船舶每艘每天约 0.2t，

则施工期每天油污水发生量合计约为 0.8t，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类，浓度为

2000-20000mg/L，按 11000mg/L 进行估算，则估算石油类产生量约为 8.8kg/d。

根据交海发[2003]32 号“关于发布《渤海海域船舶排污设备铅封程序规定》”中：

施工船舶必须事先经海事部门对其排污设备实施铅封，因此施工船舶不会直接向

海域水体排放含油污水。这部分油污水由污水接收船接收后委托给有资质的企业

单位统一处理。 

③营运期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营期的生活污水，按 200 人规模估算废水量。每人每天污水产生量按 50L。

则污水产生量为 10 m
3
/d。主要污染因子为有机物和氨氮，其中 BOD5 约 200mg/L，

COD 约 400mg/L，SS 约 200mg/L，氨氮 30mg/L，生活污水经集中收集经化粪池

预处理后，污水由管线统一送至自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达到一级 A 排放。因

此，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放，不会对项目附近海洋水质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施工期和与营运期产生的污废水均能得到有效处置，不

会对海洋水质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3）沉积物环境影响 

本工程施工期对海洋沉积物环境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填海造地

破坏沉积物环境；二是基槽挖泥等施工造成疏浚悬浮物影响范围内沉积物环境

改变。 

项目填海造地区会对建设区域的沉积物环境产生破坏，且不可恢复。施工期

基槽挖泥产生的悬浮物会对周边海洋的沉积物环境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项目所在海域的沉积物环境将得到恢复。 

4. 环境风险 

工程施工阶段，施工船碰撞可能出现溢油风险以及运营期地震、风暴潮、海

冰等发生自然灾害造成风险。在落实报告提出相关防范措施的前提下，风险均在

可控范围内。 

5. 环保措施 

5.1 水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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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期间要注意保护水质，严禁向水体倾倒垃圾，直接排放废水。 

（2）施工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无机废水，对水质不造成毒理性影响，但应

注意减少车辆的燃油跑、冒、滴、漏现象，对施工过程中各种车辆运行、冲洗、

维修及停放要有所规范。 

（3）施工期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收集后，经污水接受车船，厕所应设置防

渗厕所，设专人清理。 

（4）营运期设置污水收集池，用于人工岛上污水的收集。 

5.2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1）工程施工过程中，除产生部分生产弃渣外，还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生活

垃圾。生产弃渣的处置应严格按“水土保持设计”的措施实施，生活废弃物。应

集中送到指定的垃圾堆放处理场进行无害化处理或定期清运填埋。 

（2）运营期在岛上各个主要活动区域设置垃圾箱，保证垃圾的收集，外运。 

6. 公众参与 

本次公众参与工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 2006（28

号文）中有关规定，通过网上公示和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等方式对公众意见进行

了调查。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被调查者积极支持项目建设。 

综上所述，项目建设得到绝大多数公众和当地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支持。

调查结果较好的反应了公众对工程建设的关注和对其产生影响的关心，认为项

目的建设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技术可行的前提下，采取有效环保

措施将项目对海洋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7. 总体结论 

大连金石滩漂浮城项目符合《辽宁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对该海域

的功能定位，能较好地发挥海域的自然资源优势，促进金石滩旅游业的发展。海

洋环境影响综合分析和评价表明，项目为填海造地工程，本工程施工期会产生一

定量悬浮物，其影响将随着施工结束而消失；施工期和运营期产生的污水和固体

废物，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处置，没有向海洋直接排放的污染物，不需要向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综上，在大连金石滩漂浮城项目施工过程中只要严格落实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境保护措施，科学优化工程设计，完全可以将工程建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降低到

合理、可承受的程度。从海洋环境保护角度考虑，大连金石滩漂浮城项目是可行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