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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单位名称 福清市三山镇人民政府 

法人代表 姓名 薛朝福  职务  镇长 

联系人 

姓名 陈凯鑫  职务  科员 

通讯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金园路 1 号 

项目用海 

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福清市三山镇北部海域开放式海水养殖项目 

（西侧区块） 

项目地址 福清市三山镇北部海域 

项目性质 公益性 / 经营性 √ 

用海面积 622.1557 公顷 投资金额 / 

用海期限 15 年 
预计就业人

数 
/ 

占用岸线 

总长度 0m 
预计拉动区

域经济产值 
/ 

自然岸线 0m   

人工岸线 0m   

其他岸线 0m   

海域使用

类型 
“渔业用海”中的 

“增养殖用海” 
新增岸线 0m 

用海方式 面积 具体用途 

开放式养殖 542.7934 公顷 底播养殖 

开放式养殖 79.3623 公顷 筏式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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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1.1 论证工作由来 

三山镇是福清市下辖乡镇之一，地处龙高半岛中部，南濒兴化湾，北依福清湾，

东临海坛海峡，与平潭岛仅一衣带水。该镇开阔浩大的良好海域生态环境适宜海产

动植物栖息繁衍，具有优越的资源优势及海水养殖业的空间。 

水产养殖是当地村民的主要生产活动，对保障广大渔民生产生活、促进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养殖用海规模不断扩

大，三山镇近岸海域不同程度存在养殖用海布局不合理、海域使用管理和养殖生产

管理衔接不畅、养殖生产者合法权益缺乏保障等问题。 

2021 年 11 月 15 日，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十四五”海洋强省建设

专项规划》，提出加快完善海洋设施、壮大海洋产业、提升海洋科技、保护海洋生态、

拓展海洋合作、加强海洋管理，推进湾区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55 号）：

“沿海各省级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渔业渔政）部门组织市、

县级人民政府按照依法依规、尊重历史、稳妥有序的原则分类处置现有养殖用海。

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有关规

定，结合各地区实际，积极推进“两证”核发工作，原则上到 2025 年底实现“两证”

应发尽发，切实维护国家海域所有权和各类养殖用海者的合法权益”。养殖用海区按

照《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海域使用论证材料编制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1 号）

和《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 号）

规定进行整体海域使用论证。根据《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做

好养殖用海管理工作的通知》（闽自然资函〔2024〕337 号），省级及以下审批权限的

养殖用海，海域使用论证原则上由沿海县(市、区)政府指定机构负责开展整体论证，

单位和个人申请养殖用海时不再进行海域使用论证。 

为规范海域使用管理，推进三山镇近岸海域养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维护海

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海域所有权和养殖用海者的合

法权益，三山镇政府拟对辖区内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和生态红线

管控要求的养殖用海集中开展海域使用论证，补办海域使用权证。为此，福清市三

山镇人民政府于 2024 年 10 月委托福建省水产设计院对本项目用海进行海域使用论



 

证工作

律、法

开展海

1.2 论

1.2.1

略

1.3 建

1.3.1 

项

项

1.3.2 

本

34km

作，我院依

法规、标准

海域使用论

论证依据

法律法规

略 

建设项目

用海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用海申

项目地理

本项目位于

，水路出海

依据《海域使

准和规范，

论证工作。 

据 

规、行政规

目名称、

目名称、性

福清市三

申请主体：

理位置 

于福清市三山

海坛海峡可

使用论证技

通过科学的

规章 

性质、申

性质、申请

山镇北部海

福清市三山

山镇北部海

抵达全国沿

图 1.3-1

本项目

 

3

技术导则》（

的调查、调

申请主体

请主体 

海域开放式海

山镇人民政

海域。项目区

沿海各港口

1 本项目地理

（GB/T4236

调研、计算、

体及地理

海水养殖项

政府 

区距福清市

，水陆交通

理位置图

61-2023）的

、分析和预

位置 

项目（西侧

市 40km，距

通便捷。地

的要求以及

预测，对项

区块） 

距平潭综合

地理位置见图

及相关法

目用海

合实验区

图 1.3-1。

 



 

  4

1.4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平面布置及主要结构 

1.4.1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为福清市三山镇北部海域的开放式养殖用海项目，包括底播养殖和筏式

养殖，总养殖面积约 622.2 公顷。底播养殖的养殖品种为海蛎、花蛤，养殖面积约

542.8 公顷，筏式养殖的养殖品种为紫菜，养殖面积约 79.4 公顷。项目区所处海域现

存大量养殖用海活动并已养殖多年，未办理海域使用权证。 

1.4.2 总平面布置 

本项目为现状的底播养殖和筏式养殖，总面积约 622.2 公顷。底播养殖主要养殖

海蛎、花蛤，分布于三山镇北部海域的滩涂区，呈连片式不规则多边形，面积约

542.8 公顷，海蛎为插杆养殖，花蛤养殖无海上养殖设施；筏式养殖主要养殖紫菜，

呈不规则多边形，总养殖面积约 79.4 公顷，其中筏式养殖 1 区养殖面积约 19.4 公顷，

筏式养殖 2 区养殖面积约 42.5 公顷，筏式养殖 3 区养殖面积约 17.5 公顷。项目平面

布置见图 1.4-2。 

项目每个养殖筏基本单元尺寸为 50×15m。根据《海籍调查规范》，养殖筏桩脚

架外缘连线外扩 20m~30m 的边线作为养殖筏架设施使用，养殖筏基本单元之间横向

间距和纵向间距均为 30m，养殖筏与项目区边界至少预留 20m 距离以有效保障周边

其他用海活动的运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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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三山镇北部海域西侧区块平面布置图 

1.4.3 主要结构 

（1）底播养殖 

本项目底播养殖主要养殖海蛎、花蛤，海蛎为插杆养殖（图 1.4-3），花蛤养殖

无海上养殖设施（图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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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海蛎养殖现状 

 
图 1.4-4  花蛤养殖现状 

（2）筏式养殖 

筏式养殖主要设置养殖筏架进行紫菜养殖。 

①养殖场地：养殖海区选择在潮流通畅、波浪适中的海域，底质为沙泥质，有

利于增强船锚的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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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养殖工具：附苗器采用竹片代替网线作为紫菜孢子附着器（图 1.4-3），竹片长

160 厘米，宽 1.5 厘米，厚 1.0 厘米，用 2 年生毛竹制成。竹片两端由两条浮梗固定

连成网片结构，两竹片之间间隙 10-12 厘米，每 50 条竹片为一个网片，每个竹网长

6 米。浮子采用制作泡沫拖鞋的边角料剪成 160 厘米长条，中间用直径 15 厘米、长

170 厘米的竹竿作为夹心扎成直径 35 厘米的圆柱型浮筒。用 10 千克的船锚代替木桩，

浮梗、锚缆采用 450 丝 x3 的聚乙烯绳。④吊绳与绑绳采用 30 丝 x3 聚乙烯绳。 

 

图 1.4-3  附苗网片结构 

③养殖筏架的设置 

养殖筏架主要包括浮动筏、浮筒和固定基，由网片连成浮动筏架，每台筏架上

有网片 12 个，网距相隔 40 厘米，每个藻类养殖筏基本单元尺寸为 50×15m。 

筏架结构见图 1.4-4、图 1.4-5。浮动筏架两端各绑上浮筒一个，使茂架能漂浮于

海面，每台筏架有 2 条锚缆，用以连接船锚和浮动筏，锚缆的长度是高潮时水深的 2 

倍。浮动筏的设置以有利于紫菜生长、便于生产管理、合理利用海区、保障筏架安

全为原则，浮动筏的走向与主要风浪方向平行，否则容易被风浪打翻。为便于生产

管理和操作，筏距保持 4～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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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底播养殖 

①海蛎养殖 

采用插杆式进行养殖，依地形插枝，每枝距离20~30cm排成一列，列与列间隔

35~50cm。插杆式是以竹子头插入潮间带的海滩上，用绳子连接，让海蛎苗自行附着，

竹杠直径约30~40cm，收成时直接将绳子移入船上。 

②花蛤养殖 

养殖过程中定期取样检查，在养殖花蛤达到商品规格后及时采捕。由渔船上的

工作人员采用底栖贝类专用网具进行采捕，由一端开始进行有序地采捕。贝类底播

养殖最佳采捕时间为7~8月份。 

本项目花蛤养殖主要依托天然海滩进行无需建设施工，施工期无污染物。运营

期，花蛤主要以滤食海水中的微藻生长，无需人工投喂饵料，其所产生的代谢物和

死亡个体会对养殖区沉积物环境产生一定影响。运营期污染物还包括管理船舶产生

的废水、废气和固废等。采收过程中造成的悬浮泥沙对水质环境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图1.5-1）。 

 
图 1.5-1  运营期养殖过程中产排污环节 

1.6 论证工作等级、论证范围和论证重点 

1.6.1 论证等级 

本项目海域使用类型为“渔业用海”中的“增养殖用海”，用海方式为“开放

式”之“开放式养殖”；申请用海面积622.1557公顷。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

中的海域使用论证等级判据（表1.6-1），判定本项目的论证等级为三级，故本次论

证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 

表 1.6-1 本项目论证等级判定依据 

一级用

海方式 
二级用 
海方式 

用海规模 
所在海

域特征
本项目用海规模 

本项目 
论证等级

开放式 
开放式养

殖 
用海面积＜700 公顷

所有 
海域 

用海面积 622.1557 公顷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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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论证范围 

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本项目的海域使用论证

等级为三级，论证范围为项目用海边缘线外扩 5 km 范围内的海域，并且应覆盖项目

用海可能影响到的全部海域；结合本项目用海情况、所在海域特征及周边海域开发

利用现状，确定本项目论证范围面积约为 106km2。 

1.6.3 论证重点 

参考《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附录 C，根据项目用海具

体情况和所在海域特征，本项目论证重点为： 

（1）用海面积合理性分析； 

（2）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 

1.7 项目用海需求 

1.7.1 海域使用类型及用海方式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本项目用海分类一

级类为“渔业用海”，二级类为“增养殖用海”。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123-

2009），本项目海域使用类型一级类为“渔业用海”，二级类为“开放式养殖用海”；

用海方式一级为“开放式”，二级为“开放式养殖”。 

1.7.2 申请用海面积 

根据本项目的现状养殖分布，结合海域开发利用现状，以《海籍调查规范》为

依据，确定本项目用海范围及界址点坐标，项目申请开放式养殖用海面积 622.1557 

公顷。 

1.7.3 占用岸线情况 

项目用海不占用海岸线，也不形成新的岸线。 

1.7.4 申请用海期限 

本项目开展底播养殖和筏式养殖，属养殖用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

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养殖用海最高期限为 15 年。因此，本项目申请

15 年用海期限，后续可根据运营情况，另行申请用海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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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项目用海必要性 

1.8.1 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项目建设符合相关产业政策规划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本项目属于农林牧

渔业的鼓励类“14、淡水与海水健康养殖及产品深加工”项目。因此，项目建设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项目建设是打开“蓝色粮仓”，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除了吃粮食，吃陆地上的食物，还要靠海吃海。在大食物

观的视域下，辽阔的海洋就是蓝色的粮仓、丰茂的牧场。目前全国人均海水产品占

有量首次达到 24 公斤，耕海牧渔成为中国饭碗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海洋、感受海

洋才能更好认识海洋、热爱海洋，向海洋要食物、要蛋白、要能源，不断扩大海洋

开发领域，让海洋经济成为新增长点。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福建考察指导，对福建提出了“四个更大”等

重要要求，强调“要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为福建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 年 5 月，省政府印发《加快建设“海上福建”推进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加快推动海洋强省建设。因此，大

力发展海上养殖，是打开“蓝色粮仓”，落实粮食安全战略、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举

措。 

（3）项目建设是促进三山镇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养殖用海是传统的海域开发利用活动，对保障广大渔民生产生活、促进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养殖用海规模不断扩

大，三山镇近岸海域不同程度存在养殖用海布局不合理、海域使用管理和养殖生产

管理衔接不畅、养殖生产者合法权益缺乏保障等问题。 

2023 年 6 月，自然资源部印发了《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

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 号），提出要优化项目用海用岛审批程序：“开展集

中连片开发区域整体海域使用论证。对集中连片开发的开放式旅游娱乐、已有围海

养殖等用海区域，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区域整体海域使用论证，单位

和个人申请用海时，可不再进行海域使用论证。” 

2023 年 12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自然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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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55 

号》，为优化养殖用海管理提供了政策支撑，为福清市三山镇规范养殖用海，处置现

有养殖用海提供了工作依据。 

三山镇人民政府拟对辖区内未确权的养殖用海集中补办海域用海审批手续，是

规范海域使用管理，实现依法依规用海的关键一环，有利于养殖用海的科学布局，

实现海域使用管理和养殖生产管理的有效衔接，有利于保障传统渔民生计和养殖生

产者的合法权益。项目建设对优化养殖用海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是促进三山镇海水

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1.8.2 项目用海必要性分析 

本项目是对现状海水养殖补办用海手续，现状养殖利用的海域滩涂历来为当地

村民的传统养殖区，且位于新修测海岸线向海一侧，故养殖活动需要用海。 

综上，本项目建设是必需的，项目用海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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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所在海域概况 

2.1 海洋资源概况 

2.1.1 港口航运资源 

福清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全市海岸线长达 408km，其中深水岸线 117km，可

建 5-30 万吨级深水泊位 100 多个，是福建省港口发展战略中规划建设的深水集装箱

枢纽港。港区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中部，区位位置显要，与台湾一水之隔，距台中

100 海里、基隆 150 海里、高雄 170 海里，距马尾 113 海里、厦门 183 海里、上海

532 海里、香港 360 海里，恰居上海港、深圳盐田港航运线中部，距国际集装箱主航

道 24 海里，近可融入闽东南经济繁荣带，远可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增长极

的辐射，是发展临港重化工业、对接台湾产业梯度转移的最佳承载基地。 

2.1.2 海洋渔业资源 

福清市是全国渔业百强县之一，生物资源丰富，有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

浮游生物类等生物物种 190 多种；水域面积广阔，海域面积 911km2，10m 等深线以

内的浅海面积 3.2 万公顷，滩涂 6.1 万公顷，海岸线长达 408km，已开发利用的浅海

约 20%、滩涂约 50%，丰富的浅海与滩涂资源有较大的开发空间。目前，全市共有

养殖面积 1.7 万公顷，其中海水 1.19 万公顷，淡水 0.51 万公顷。渔业生产已形成以

养为主，加工并举的格局。 

2.1.3 旅游资源 

福清市依山傍海，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形成了以“中华梦乡”而名闻遐迩的

石竹山国家 4A 级旅游风景区；堪称天然氧吧、拥有近万亩原始次森林的灵石山国家

森林公园；日本黄檗宗祖庭—黄檗山风景区；中国南少林寺遗址—南少林风景区；

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瑞岩山风景区；创国家级农业旅游生态示范点的天生林艺度假

村；将打造成“全国最美丽的渔村”的龙田东壁岛旅游度假村及一都后溪漂流等为

代表的一大批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风景名胜区。 

2.1.4 岛礁资源 

福清市辖区内海岛众多，包括吉钓岛、大板岛、可门岛、小麦屿、目屿、江阴

岛、文关岛、东壁岛等大小岛屿 160 个。本项目用海范围内没有海岛，拟申请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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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围海岛设置了至少 100m 的距离，周围分布的海岛有北丧屿岛、丧屿礁、窟石岛、

北窟石岛、犬棍礁、东犬棍岛、黄官岛和东壁岛等。 

2.1.5 矿产资源 

福清市主要矿产资源有：铁(铁矿)、含硫的黄铁矿、银、铜、锰、铀、泥炭、铝

土、石棉、石英、云母、绿泥石、叶腊石、耐火粘土、莹石、石墨和石灰岩等。福

清市东瀚镇拥有丰富的花岗石矿产资源。 

2.1.6 湿地资源 

福清市沿海滩涂湿地面积 35790.5 公顷，占全省滩涂面积的 13.1%，居全省首位，

福清湾湿地作为鸟类栖息和越冬的场所被列入全省九大沿海湿地和福州市重要湿地。

江镜镇 3000 公顷的湿地上栖息着鹬鸟、苍鹭、海鸥、小白鹭、大白鹭等鸟类，形成

当地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 

2.2 海洋生态概况 

2.2.1 区域气候与气象状况 

本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常年气温较高，雨量充沛。根据福清气象站 1992-

2012 年来实测资料统计，各气象特征如下： 

（1）气温 

多年平均气温 19.7℃，历年最高气温 38.7℃，历年最低气温-1.2℃，最高月平均

气温 28.3℃（7 月份），最低月平均气温 10.1℃（1 月份）。 

（2）降水 

本区年降水分布不均，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5～7 月。多年平均降雨量 1327.4mm，

年最大降雨量 1916.0mm，历年月最大降雨量 660.3mm，多年平均月最大降雨量

229.8mm，日最大降雨量 232.4mm，全年日降雨量≥25mm 的平均天数 13.8 天。 

（3）风况 

本区夏季 6～8 月主导风向为 WSW 向，而 9 月至翌年 5 月则盛行 ENE 和 NE 向

风，全年常风向为 ENE 和 NE 向，频率分别为 26.7%和 24.8%；全年平均风速 4.6m/s，

大风主要出现在夏季，冬季东北大风较少。 

（4）雾 

雾一般出现在冬、春季，秋季偶有出现，5～11 月一般无雾。雾多发于凌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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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消散。多年平均年雾日数为 7 天，年最多雾日数为 12 天。 

（5）相对湿度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7%，历年最大平均相对湿度为 79%。一年中 6 月份相对

湿度最大，月平均达 87%；11 月份最小，月平均相对湿度为 74%。 

2.2.2 海洋水文动力状况 

本节内容引用“福建省渔港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和生态资源现状调查”项目的调

查数据，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7 月在项目区附近海域开展水

文测验调查，布设潮位站 2 个（W301、W306），观测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5 日至 7 月

4 日；布设 6 个水文泥沙观测站（ L301、L304、L305、L308、L310、L314），进行

了包括流速、流向、悬沙含量等观测，观测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5 日-5 月 26 日和 6

月 6 日-6 月 7 日。 

略 

2.2.3 水深地形 

项目区位于福清市三山镇北部海域，地貌单元属潮间带滩涂，地形平缓，区内分

布少量潮沟，高差不足 1m。场地总体呈西高东低的趋势，周围局部区域有岛礁分布，

低潮时场地可大面积露滩，底高程在-10.2～0m之间。 

2.2.4 工程地质 

本项目工程地质内容参考福建海洋研究所2023年5月编制的《福清海坛海峡海上

风电场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报批稿）》。  

略 

2.2.4  海洋环境质量现状 

厦门中集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项目区附近海域共设水质调查站位 20 个，沉积

物调查站位 10 个，海洋生物质量调查站位 3 个，调查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17 日~10

月 19 日。 

略 

2.2.4.1 海水水质调查结果与评价 

调查海域各测站海水中 pH、溶解氧、化学需氧量、铜、锌、镉、汞、砷、总铬、

石油类含量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各测站海水中无机氮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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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标准；15.0%测站海水中活性磷酸盐含量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85.0%测站

海水中活性磷酸盐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10.0%测站海水中铅含量符合第一

类海水水质标准，90.0%测站海水中铅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2.2.4.2  海洋沉积物调查与评价 

调查海域各测站沉积物中有机碳、硫化物、石油类、铅、锌、镉、汞、砷和铬

含量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90.0%测站沉积物中铜含量符合第一类海洋

沉积物质量标准，10.0%测站沉积物中铜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2.2.4.3 生物质量调查与评价 

调查海域 A、B、C 测站牡蛎的石油烃、总汞、砷和铬含量符合第一类海洋生物

质量标准，铅和镉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铜、锌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洋

生物质量标准。 

2.2.5 海洋生态概况 

厦门中集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10 月 19 日对评价海域进行

海洋生态现状调查资料，共设海洋生态调查站位 12 个，渔业资源调查站位 12 个，

潮间带调查断面 3 条。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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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源生态影响分析 

3.1 资源影响分析 

3.1.1 占用海域空间资源情况 

项目用海需占用海域 622.1557 公顷，不占用海岸线，不形成新的海岸线。 

3.1.2 海洋生物资源影响分析 

本项目为贝类底播养殖用海和藻类筏式养殖用海。 

底播养殖过程不投放饵料，是一种天然健康的养殖方式。虽然起捕过程会产生

悬浮泥沙入海对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但影响是有限的，随着起捕作业的结束，影

响会逐渐消失。本项目底播养殖将丰富该海域的生物量，保育底栖生物资源，有利

于修复海洋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系统自我维持能力。 

筏式养殖的锚固系统影响范围和影响时间很有限。因此，悬浮泥沙入海对海洋

生物的影响很小。本项目筏式养殖除养殖设施所用固泊的锚或桩会占用极少海底生

态生境外，整体养殖设施不占用滩涂湿地，对海洋底栖生物影响小，在施工、运营、

采收阶段对海洋生物资源均不产生影响。 

因此，项目用海对海洋生物资源基本不产生影响。 

3.1.3  其他自然资源影响分析 

项目区内没有规划港口航道和锚地，项目用海不占用港口航道和锚地资源；项

目区内及附近无矿产和旅游资源，项目用海对矿产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会产生影响。 

项目区附近的岛屿主要有北丧屿岛、丧屿礁、窟石岛、北窟石岛、犬棍礁、东

犬棍岛、黄官岛和东壁岛等，与周围海岛均保留有至少 100m 的安全距离，项目用海

不占用无居民海岛，没有对周边的岛礁进行连岛、爆破等破坏岛礁属性的作业，对

岛礁资源没有损耗。 

3.2 生态影响分析 

3.2.1 项目用海对水文动力及冲淤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区退潮后可大面积露滩，项目用海对水动力和冲淤环境基本没有影响。 

（1）水文动力影响 

筏式养殖仅分布在表层，对水动力环境有轻微影响。底播养殖通过在海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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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苗底播物种，不会改变海域的岸线和水下地形，基本不会改变海域的地形地貌冲

淤环境。营运期间耙网作业仅会引起水体内部污染物扩散场的轻微变化，对项目海

域及其附近海域的水动力的影响很小。 

因此，项目用海对水动力环境影响很小。 

（2）冲淤环境影响 

本项目为开放式养殖用海，对项目区及周边海域的冲淤环境基本没有影响。 

3.2.2 项目用海对水环境影响分析 

3.2.2.1 施工期水环境回顾性影响分析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花蛤养殖在进行成品采收时，采收作业将成品、底泥和

海水一起采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悬浮物扩散，对养殖海域的海水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影响较小。 

本项目筏式养殖只有锚固设施打入位于海域底土，其余设施悬浮于水体中。项

目施工过程中仅锚固设施投放时会造成底土扰动，产生悬浮泥沙的源强很小，且木

桩和竹桩投放施工时间短，产生的悬沙源强为瞬时源强。考虑到本项目施工产生的

悬浮物属于养殖区海域，它们的环境背景值与该海域沉积物背景值一样，只是将沉

积物的分布进行了重新调整，因此，施工期悬浮物对工程海域沉积物质量的影响很

小，经沉淀后沉积物的性质基本不变，不会明显改变工程海域沉积物的质量，海域

沉积物环境基本可以维持现有水平。 

3.2.2.2 营运期水环境预测分析 

根据工程分析，养殖过程中的特征污染物是 N、P 和 COD。大型藻类可吸收溶

解态氮、磷等物质，海区 N、P 和 COD 负荷略有减少，项目建设不会对养殖用海区

域水质环境造成明显影响，开展藻类养殖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区域水质。 

根据《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贝类海水养殖业的总氮、总磷和

COD 排污系数分别为-7.355g/kg、-0.558g/kg 和 6.335g/kg。由此可见，贝类养殖投产

后海区总氮、磷均略有下降，COD 排放量略有增加。 

因此，本项目营运期藻类和贝类养殖生产将吸收海水中的 N、P 等营养物质，对

水质有净化作用，有利于改善水质环境。 

3.2.3 项目用海对海洋沉积物环境影响分析 

（1）养殖收成时悬浮泥沙入海对沉积物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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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悬浮泥沙进入水体中，其中颗粒较大的悬浮泥沙会直接沉降在养殖区附近

海域，形成新的表层沉积物环境，颗粒较小的悬浮泥沙会随海流漂移扩散，并最终

沉积在项目区周围的海底，将原有表层沉积物覆盖，引起局部海域表层沉积物环境

的变化。由于施工期间产生悬浮泥沙来源于项目海域表层沉积物，一般情况下对沉

积物的改变大多是物理性质的改变，对沉积物的化学性质改变不大，对养殖区既有

的沉积物环境产生的影响甚微，不会引起海域总体沉积物环境质量的变化。 

（2）养殖收成时污染物排放对沉积物环境的影响分析 

养殖收成时污水主要为船舶含油污水，该废水量少，污染物排放量较小，且施

工期较短，对海域水质的影响都不大，对沉积物环境基本上没有影响。 

（3）运营期污染物排放对沉积物环境的影响分析 

运营期，贝类养殖产生排泄物，排泄物和代谢废物等固态或溶解态形式直接进

入海洋环境中，引起沉积环境中有机污染物增加，进而导致沉积物耗氧量增加，水

体富营养化，促进微生物发展。而在缺氧情况下，有机污染物在微生物（如硫酸盐

还原菌等）的厌氧分解作用下将产生硫化氢、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有毒物质，使沉积

物变稀、变黑并伴有臭鸡蛋味，沉积环境恶化。根据黄洪辉等研究，虽然养殖区底

泥沉积物显示硫化物、COD、无机氮和无机磷高含量的特征，但远没有达到能改变

沉积物类型的程度。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有机物、有机碳和有机氮大部分都为生物可利用的形

式，可为藻类、贝类吸收利用，可一定程度上降低贝类排泄物影响；另外，项目区

域水动力条件较好，可较好的对贝类排泄物进行稀释，降低排泄物对养殖区沉积物

环境影响。 

因此，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排泄物对沉积物环境具有一定影响，但沉积物环

境产生的影响甚微，不会引起海域总体沉积物环境的显著变化。 

3.2.4  项目用海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3.2.4.1  泥沙入海对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锚固设施投放会扰动表层底土，但产生的悬浮泥沙很少，且施工期较短，

对海域环境影响较小。项目设置为全浮动式，除锚固设施外，没有占用底栖生物环

境，且竹桩和木桩的直径很小，对底栖生物环境的影响很小。因此，本项目施工期

筏式养殖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 

投放贝苗之前进行拖底和通过拖网方式捕获海底成品贝时，拖底、拖网会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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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拖底、拖网会造成海底的搅动，

形成底部扰乱，改变海底底质状况，在悬浮物和浊度较高的情况下，海水透光量减

少，水质质量下降，附近的游泳生物驱散，浮游生物的生长受到影响。建议种苗投

放选择弱潮期、流速较小时进行作业，以减小拖底作业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同

时由于浮游动物和游泳生物具有一定的回避性和迁移性，泥沙的冲淤以及水体中悬

浮物含量的增加对它们的影响较小。 

3.2.4.2  施工废水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船舶含油废水，只要加强管理，严禁施工

船舶产生的各种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同时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含油污水进

行收集至岸上交给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处理，进入水体的石油类等污染物的量就很小，

对海洋生态的影响程度和范围也很小。 

3.2.4.3  运营期海洋生态环境影响 

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和养殖密度不断增加，使项目用海范围内出现大量代谢

排泄物，如果水体有机物含量提升速度远超项目用海范围内水体的净化速度，在通

过控制养殖规模、防止超负荷养殖手段的基础上，可避免对海域生态环境带来负面

影响。另外，贝类会滤食天然水体中的浮游藻类，对水体中的藻类起清除作用，有

助于水质提高。本项目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海域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等，既满足本

项目营养盐需求，又提高海水水质环境，进而有利于海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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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 

4.1 海域开发利用现状 

4.1.1 社会经济概况 

（1）福清市 

2023年全年福清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682.79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 6.8%。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39.62 亿元，同比增长 4.0%；第二产业增加值 796.10 亿元，同

比增长 7.1%；第三产业增加值 747.07 亿元，同比增长 6.9%。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

8.3:48.1:43.6调整为 8.3:47.3:44.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19009元，同比增长 6.6%。 

（2）三山镇 

三山镇为福清市下辖镇，位于市境东南部、龙高半岛中部，毗邻高山镇、沙埔

镇、港头镇，东北、西南分别契入福清湾与兴化湾。面积 102 平方千米。辖 1 个居

委会、35 个行政村。该镇年水产养殖总量基本保持在 3 万吨以上，先后荣获全国沿

海防护林工程建设先进乡镇、福建省千里海堤加固达标镇、全省海建工作先进镇、

福建省“科技示范乡镇”等称号。 

4.1.2 海域使用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情况和收集到的相关资料，项目区及周边海域的开发利用活

动主要有海水养殖、渔业基础设施、风电项目、航道、水下遗迹等。 

（1）海水养殖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周边的海水养殖包括围海养殖和开放式养殖。 

围海养殖主要沿三山镇东侧岸线分布，养殖品种以对虾和花蛤为主，与本项目距离最

近的为项目区西侧的围海养殖区，相距约 40m。 

项目区分布有较多开放式养殖，包括底播养殖和筏式养殖。底播养殖主要养殖

海蛎、花蛤等；筏式养殖主要养殖紫菜。 

（2）渔业基础设施 

项目附近的渔业基础设施主要有渔港、渔业码头、渔船停泊点等，包括东壁岛

渔港、嘉儒渔港、泽湖渔港、东沙渔港、白鹤村渔港、北楼码头、北垞码头、海塍

头及洋坪村渔船停泊点。 

其中以嘉儒渔港距离项目最近，相距约 130m。嘉儒渔港已建防波堤长 280m，

为附近渔民小型渔船避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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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电项目 

项目区附近为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项目，该项目于 2019 年 4 月开工建设，

2021 年 11 月投产运营，建设单位华电（福建）风电有限公司。目前，福清海坛海峡

海上风电场项目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已通过专家审查，目前正在申请使用海域。本

项目拟申请用海范围与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项目海缆保护范围无缝衔接。 

（4）航道 

项目附近航道包括海坛海峡水道。海坛海峡水道呈南-北向，狭长形，北起（北

口）鼓屿门，南至（东南口）草屿，主要由鼓屿门水道、海坛海峡北东口水道、大

小练岛水道、四屿水道、老箩水道、海坛海峡南口水道和海坛海峡南东口水道组成。

目前沿海航道规划尚未开展，海坛海峡航道等级标准没有最终确定，船舶主要利用

以上水道乘潮通航，海坛海峡习惯航路全长 33.6km，最小水深 3.7m，航道宽度约

300m，该航路可乘潮通航万吨级以下海轮。项目区东侧为海坛海峡习惯航路，海坛

海峡习惯航路从海坛海峡北部的松下港东面起，经鼓屿门水道、姥萝水道至海坛海

峡南部口门（草屿岛北侧海域），航路中心线与项目区最近距离约 4.7km，航路两侧

已配置了侧面灯浮标。 

鼓屿门水道位于鼓屿和长屿岛之间，是海坛海峡北口的主要航门，宽 2.5 链，水

深大部分 10m 以上，入口中部最小水深 7.1m。其间有两处浅水区，一在乌猪岛西北

方附近，最小水深 3.7m；一在鼓屿东北方附近，水深 3.3~5m。一般通航船舶为

5000t 级，遇台风等大风天气时，也有少数 10000t 级船舶从鼓屿门水道进海峡内避风

停泊。 

大小练岛水道位于大练岛和小练岛之间，宽约 2.5 链，口外航道最小水深 6.1m，

水道内水深 10m 以上，流较急且乱，并有湍流，很少有船只航行。水道两侧常有渔

栅，西南口中央有一干出 4.8m 的礁，该礁西偏南 9 链处有两块礁石。一般通航船舶

为 5000t 级。 

海坛海峡北东口水道位于海坛岛西北岸与大练岛之间。北东口水道外侧、大练

岛东北角（大东角）北方约 3 海里处有竹排屿，其东方约 2.2 海里处有白头岛，它们

之间水深在 10m 以上。北东口水道的入口在大东角及其东侧的峻山岛之间，水深 5m

以上宽约 4.5 链，水道两侧有礁石和浅滩。峻山岛以西 3 链内有干出礁和浅水区。钟

屿位于大练岛东南端南方水道中央，其上设有灯桩，其北侧有很多渔栅及礁石，西

北侧约 1.2 链、2.5 链处有水深 1.7m 和干出 0.9m 的礁石。一般通航船舶为 500t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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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船舶进出须在涨落潮 3h 前后通过。 

四屿水道在老箩屿西侧浅滩的西侧，水深 2.8~8m，水道中部为 2.8~3.5m 浅水区，

沙底，航道宽仅 1 链左右，船舶一般不选用该水道。 

老箩水道自小练岛南方约 2 海里的老牛礁附近起，向南至老箩屿南方 5 链处之

间，是一片浅滩，最小水深不及 2m，部分干出。老箩屿以西 1 海里处还有南-北向延

伸的水深不及 2m 的浅滩。上述两浅滩之间为主航道，水深 5m 以上，宽约 3 链，但

该水道北部须通过一段水深 3m 的浅滩，在赤礁仔（塔岩）西方和四屿水道连接。 

（5）水下遗址 

平潭海坛海峡水下遗址获准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保护区内有已确认的

水下文化遗存点和待确认的水下文化遗存点，本项目距水下遗址保护区最近距离约 760m。 

4.1.3 海域使用权属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并向当地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查询，本项目与“三山镇北陈村

目斗东养殖区”、“三山镇大营坪大乐浮蛎养殖区”、“嘉儒联武海水养殖区”及“泽

湖村白湖礁北养殖区”这四个项目的用海范围无缝衔接。 

4.2 项目用海对海域开发活动的影响 

本项目不会改变海域的自然属性，对海底地形地貌、海洋生态环境等自然资源

影响较小。本项目是对未确权的现状养殖用海集中开展海域使用论证，因此，项目

用海对海域开发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与周围用海项目是否有冲突，权属边界与其

他乡镇是否有冲突，对海上航行活动是否影响较大等。 

（1）对周边海水养殖的影响 

本项目与周围确权海水养殖用海界址清楚，没有冲突。本项目海水养殖已开展

多年，与周边海水养殖可以共存，无相互影响，故项目用海对周边海水养殖基本没

有影响。 

（2）对航道、锚地的影响 

根据《福州港总体规划（2035 年）》，福州港下辖闽江口内港区、松下港区、江

阴港区、罗源湾港区和平潭港区，其中与项目相距较近的有松下港区和平潭港区金

井作业区，分别为 9km 和 14km，本项目不占用规划港口作业区和规划航道、锚地。 

本项目位于海坛海峡中部，东侧 4.6km 处为海坛海峡航道，与本项目相距较远，

项目用海对海坛海峡的正常通航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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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及附近海域为当地村民传统的渔业生产区，由于水深较浅，退潮时可大

面积干出，因而该海域主要通航小型作业渔船，对水深要求不大，渔船主要依生产

区域航行，故本项目对现状养殖进行确权对该海域的正常通航基本没有影响。 

（3）对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项目的影响 

根据福建海洋研究所 2023 年 5 月编制的《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项目海域使

用论证报告书（报批稿）》，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项目于 2014 年 12 月~2019 年 4

月先后完成了工程可行性研究、通航安全论证、军事影响评估、鸟类影响评估、湿

地生态功能评价、海域使用论证、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各项前期工作，并取得立项

审查、用海预审、环评核准、路由勘测、通航安全、军事确认等批复文件，2019 年

4 月开工建设，2021 年 10 月建设完工，2021 年 11 月投产运营。该项目的建设单位

华电（福建）风电有限公司。 

根据《海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海湾等狭窄海域电缆两侧各 100m 范围内属于

电缆保护区，将禁止在从事挖砂、钻探、打桩、抛锚、拖锚、底拖捕捞、张网、养

殖或者其它可能破坏海底电缆管道安全的海上作业。 

本项目拟申请用海范围与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项目海缆保护范围无缝衔接，

在保护范围外开展开放式养殖，可以满足《海底电缆管道保护管理规定》的相关要

求，正常情况下不会对风电项目安全和运维管理产生影响。 

（4）对相关村镇用海权益的影响 

本项目拟申请用海范围内可能涉及福清市港头镇人民政府、福清市龙田镇人民

政府、三山镇下辖的北陈村、嘉儒村和泽朗村，因此，本项目申请用海时需征求港

头镇政府、龙田镇政府、北陈村委会、嘉儒村委会和泽朗村委会的意见。 

4.3 利益相关者界定 

项目用海利益相关者主要为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项目的建设单位华电（福

建）风电有限公司，以及三山镇北陈村委会、嘉儒村委会和泽朗村委会，需协调部

门为福清市港头镇人民政府、福清市龙田镇人民政府。 

4.4 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本项目用海与周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已基本明确，相关关系具备协调途径。 

4.5 项目用海与国防安全和国家海洋权益的协调性分析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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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分析 

5.1 项目用海与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在《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的海洋空间开发保护规划中，

位于“海洋开发利用空间”。  

本项目在《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报批稿）的国土空间规

划分区中，一级类规划分区为“海洋发展区”，二级类规划分区为“渔业用海区”

和“工矿通信用海区”。  

项目用海符合《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项目用海符合《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报批稿）。 

本项目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区，项目用海对周边生态保护红线区没有影响，本

项目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可以满足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

成果的相关要求。 

项目区位于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规划区域之外，与生态修复重点任务没有冲突，

符合《福建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 年）》。 

项目用海符合《福建省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 

综上，本项目用海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要求。 

5.2 项目用海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5.2.1 与产业政策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本项目属于农林牧

渔业的鼓励类“14、淡水与海水健康养殖及产品深加工”项目。因此，项目建设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5.2.2 与区域港口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项目用海符合《福州港总体规划（2035 年）》。 

5.2.3 与福建省“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项目用海可以满足福建省“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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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与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符合性分析 

项目建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本项目占用“福清市福清湾湿地”，在取得一般湿地管理部门意见的前提下，项

目用海可以满足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管控要求。 

5.2.5  与福清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符合性分析 

根据《福清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2024 修编），本项目位于规

划的“海坛海峡西部浅海养殖区”和“海坛海峡工矿通信用海限养区”。 

项目用海符合《福清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2024 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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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6.1 用海选址合理性分析 

6.1.1  与区位、社会条件适宜性 

2023 年 12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引发了《自然资源部

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55 

号》，为优化养殖用海管理提供了政策支撑，为福清市三山镇规范养殖用海，处置现

有养殖用海提供了工作依据。本项目历来为渔业传统养殖区，项目建设对优化养殖

用海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是促进三山镇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项目区所处海域被规划为“渔业用海区”和“工矿通信用海区”，项目用海不影

响“工矿通信用海区”主导功能的发挥，与建设的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项目可

以共存，项目用海符合该海域规划用途。 

因此，项目选址与区位、社会条件相适宜。 

6.1.2  与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的适宜性 

本项目位于三山镇北部海域，地貌单元属潮间带滩涂，地形平缓，低潮时场地

可大面积露滩，底高程在-10.2～0m 之间，PH 测值变化范围在 8.04～8.16 之间，测

区潮流垂线平均流速在 0.35m/s～0.44m/s 之间。项目海区水深条件适宜、水流畅通，

水体自净能力强、海洋环境容量大，可为海水养殖生物的生长创造良好的水质环境，

适合藻类和贝类的养殖。 

因此，项目选址与区域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宜。 

6.1.3  与区域生态系统的适宜性 

从物种保护的角度来看，项目区附近海域没有发现珍稀物种，项目用海不会对

珍稀濒危动植物造成损害，不会隔断野生海洋鱼虾类生物的洄游通道，对项目海区

野生海洋生物的回游、产卵、索饵基本没有影响。 

因此，项目选址与区域生态系统相适应。 

6.1.4  与周边其他用海活动的适宜性 

本项目建设对所在海域的自然环境及生态影响较小，可以满足功能区划的管控

要求，项目建设不影响周边海洋功能区功能的正常发挥，周边海域的开发活动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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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亦无不利影响。项目建设在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管理，

可以保障水域船舶的通航安全，对通航环境的影响将是有限、可控的。项目所在海

区不存在军事设施，不会危及国家安全。项目用海与利益相关者关系基本明确，可

以协调。在处理好本项目建设与周边其他用海活动的关系情况下，项目用海对周边

其他用海活动影响较小。因此，项目用海与周边其他用海活动可相适应。 

综上，从项目区的区位、社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区域生态系统以及项目与

周边用海活动的适宜性等方面来看，本项目用海选址是合理的。 

6.2 用海平面布置合理性分析 

底播养殖对平面布置要求不多，但需要控制好养殖密度。项目区滩涂资源丰富，

潮位较低时可大面积干出，适宜发展底播养殖。本项目主要依据养殖现状进行用海

范围界定，拟申请用海范围均与周边海岛保持 100m 以上的距离，同时结合周边确权

用海情况、海岛分布、风电的海缆保护范围等因素，合理确定用海平面布局，体现

了集约、节约用海，可与周边用海活动相适宜，确保了国家和养殖生产者的合法权

益。 

因此，本项目平面布置是合理的。 

6.3 用海方式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用海方式是开放式养殖，用途为贝类底播养殖和藻类筏式养殖。本项目

用海不涉及到海岸线和海岛岸线的占用，也不会形成新的岸线。项目养殖对水文动

力环境的影响很小，不会对所在海域的输沙特征、泥沙运移规律和冲淤行为造成改

变，不会造成岸滩的冲淤变化。项目对水质环境和沉积物环境影响较小。 

因此，本项目用海方式是合理的。 

6.4 占用岸线合理性分析 

项目用海不占用海岸线，本节无内容。 

6.5  用海面积合理性分析 

6.5.1  用海面积合理性 

（1）筏式养殖用海面积合理性 

本次筏式养殖用海面积是依据现场实测坐标点的方式结合《海籍调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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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T 124—2009）中关于筏式养殖用海的用海范围界定方法而确定的。根据《海

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筏式和网箱养殖用海：单宗用海以最外缘的筏脚

（架）、桩脚（架）连线向四周扩展 20～30 米连线为界。 

本项目申请的筏式养殖用海面积已包含最外援的筏脚连线向四周扩展 20 米连线

的水域，因此，本项目筏式养殖申请的用海面积是合理的。 

（2）底播养殖用海面积合理性 

本项目底播养殖拟申请用海范围是经过现场实测现状底播养殖范围并剔除位于

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项目海缆保护范围内以及距离海岛 100m 范围内的底播养殖

而得到的，因此，本项目底播养殖申请的用海面积是合理的。 

因此，本项目用海面积是合理的。 

6.5.2  宗海图绘制 

（1）海域使用类型及用海方式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本项目用海分类一

级类为“渔业用海”，二级类为“增养殖用海”。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 123-2009），本项目海域使用类型一级类为“渔业

用海”，二级类为“开放式养殖用海”。用海方式一级类为“开放式”，二级类为

“开放式养殖”。 

（3）宗海界址界定 

筏式养殖区以实测最外缘的筏脚向四周扩展 20 米连线为界，底播养殖区与福清

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项目海缆保护范围衔接处以海缆保护范围为界，其余处以实测

的底播养殖外缘线为界，并与海岛保持 100m 左右的安全距离。 

（3）申请用海面积 

以《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为依据，通过现场实测确定本项目用海

范围及界址点坐标，项目申请开放式养殖用海 622.1557 公顷。 

项目宗海图见图 6.5-1~图 6.5-2。 



±

福清市 三山镇北部海 域开 放式海 水养殖项目（西侧区块）宗海 位置图

项目用海 位于福清市

三山镇北部海 域。

#

坐标系 CGCS2000 投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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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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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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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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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用海项目面积量算 

本项目用海界址点的界定及面积的量算是按照《海籍调查规范》要求，采用现

场实测和 AUTOCAD 方法界定边界点并确定坐标和用海面积。因此，本项目宗海界

址点的界定符合海域使用管理相关规范的要求，满足项目用海需求，由此测算出的

用海面积是合理的。 

6.6  用海期限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开展底播养殖和筏式养殖，属养殖用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

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养殖用海最高期限为 15 年。因此，本项目申请

15 年的用海期限是合理的。后续可根据运营情况，另行申请用海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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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态用海对策措施 

7.1 生态用海对策 

①养殖管理、看护、采收等过程中船舶会产生的机舱油污水、生活污水和固废。

相关废水、固废应收集上岸处理，不排海； 

②各类养殖生产可实行交叉“休息”制度，连续几年进行养殖的水体可“休

息”1~2 年，使底质环境能得到逐步恢复，防止生态系统失衡。 

7.2 生态保护修复措施 

7.2.1 主要生态问题 

由于贝类对藻类和有机腐屑的滤食作用，贝类养殖在减轻近海富营养化、生物

固碳、降低赤潮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改良海区底质和环境修复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

用，属于环境友好型养殖，本项目的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 

7.2.2 生态修复措施 

鉴于本项目生态损害评估的金额较少，本次生态修复措施拟开展海洋环保宣传，

具体实施方案如下：拟结合福清市三山镇北部海域开放式海水养殖项目（东侧区块）

一起开展，在北陈村委会、嘉儒村委会、泽朗村委会旁的空地上各设置一个海洋环

保宣传栏，提高公众海洋环保意识。海洋环保宣传栏按 0.1 万元/个计算，本次拟一

次性投入资金 0.3 万元，于 2025 年底前完成。 

7.2.3 实施计划 

本次生态修复实施计划详见表 7.2-1。 

表 7.2-1  生态修复方案实施计划 

生态保

护措施 
具体工作 
内容 

实施区域 
预计 
成效 

实施

年限

拟投入

预算 

资金年

度 
安排 

年度考核指

标 

海洋环

保宣传 

设置一海 
洋环保宣 
传栏 

北陈村委会、

嘉儒村委会、

泽朗村委会旁

的空地上 

提高公众 
海洋环保 
意识 

2025
年前

完成
0.3 万元

2025 年

底前拟

投入资

金 0.3
万元 

2025 年前

完成海洋环

保宣传栏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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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 

8.1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福清市三山镇北部海域开放式海水养殖项目（西侧区块）位于福清市三山镇北

部海域，总养殖面积约 622.2 公顷。底播养殖的养殖品种为海蛎、花蛤，养殖面积约

542.8 公顷，筏式养殖的养殖品种为紫菜，养殖面积约 79.4 公顷。本项目海域使用类

型为“渔业用海”中的“增养殖用海”，申请用海面积为 622.1557 公顷，用海方式

为开放式养殖，申请用海期限为 15 年。本项目不占用岸线，也不形成新的海岸线。 

8.2 项目用海必要性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项目建

设是打开“蓝色粮仓”，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举措，是促进三山镇海水养殖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举措。本项目是对现状海水养殖补办用海手续，现状养殖利用的海域滩

涂历来为当地村民的传统养殖区，且位于新修测海岸线向海一侧，故养殖活动需要

用海。 

因此，项目建设是必需的，项目用海是必要的。 

8.3 项目用海资源生态影响 

本项目为开放式养殖，对海域水文动力和冲淤环境基本没有影响。项目区内没

有规划航道和锚地，项目建设不占用港口航道和锚地资源；项目区内及附近无矿产

和旅游资源，项目用海对矿产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会产生影响。 

项目建设不占用海岸线，也不形成新的海岸线。项目建设对海域生物资源损耗

有限，对区域海域生态群落结构的影响较小，对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性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8.4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本项目的工程特点以及上述海域开发活动影响分析，界定

项目用海利益相关者主要为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项目的建设单位华电（福建）

风电有限公司，以及三山镇北陈村委会、嘉儒村委会和泽朗村委会，需协调部门为

福清市港头镇人民政府、福清市龙田镇人民政府。 

项目用海与周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基本清楚，相关关系具备协调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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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项目用海与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 

项目用海在《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的海洋空间开发保护规划

中，位于“海洋开发利用空间”，在《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报批稿）中位于“渔业用海区”和“工矿通信用海区”，项目用海符合国土空间

规划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项目用海符合福清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与

区域港口规划没有矛盾，满足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管理要求和福建省“十四五”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管控要求。 

8.6 项目用海合理性 

项目选址符合区位、社会条件，与区域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宜；与区域生

态系统是相适应的，对周边其他海洋开发活动影响有限，可以协调。因此，项目选

址合理。 

底播养殖对平面布置要求不多，但需要控制好养殖密度。项目区滩涂资源丰富，

潮位较低时可大面积干出，适宜发展底播养殖。本项目主要依据养殖现状进行用海

范围界定，拟申请用海范围均与周边海岛保持 100m 以上的距离，同时结合周边确权

用海情况、海岛分布、风电的保护范围等因素，合理确定用海平面布局，体现了集

约、节约用海，可与周边用海活动相适宜，确保了国家和养殖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因此，本项目平面布置是合理的。 

本项目用海方式是开放式养殖，用途为贝类底播养殖和藻类筏式养殖。本项目

用海不涉及到海岸线和海岛岸线的占用，也不会形成新的岸线。项目养殖对水文动

力环境的影响很小，不会对所在海域的输沙特征、泥沙运移规律和冲淤行为造成改

变，不会造成岸滩的冲淤变化。项目对水质环境和沉积物环境影响较小。因此，本

项目用海方式是合理的。 

项目申请用海面积可以满足项目用海需求，用海面积量算合理，符合《海籍调

查规范》及相关行业的设计标准和规范；申请用海期限合理，可以满足项目建设与

运营需求。因此，项目用海面积和用海期限合理。 

8.7 项目用海可行性 

项目用海对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损耗较小；项目选址与自然环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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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相适宜；项目用海利益相关关系可以协调，项目用海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符合

相关开发利用规划；其工程平面布置、用海方式、用海面积界定和用海期限合理。

因此，从海域使用角度分析，项目建设是必要的，项目用海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