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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具有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资质的单位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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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建议——给出本项目清洁生产、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的分析结

论，确定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性，说明本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给出建设项

目环境可行性的明确结论。同时提出减少环境影响的其他建议。 

7.预审意见——由行业主管部门填写答复意见，无主管部门项目，可不

填。 

8.审批意见——由负责审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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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6#、7#、8#、9# -2 开采区）河道采砂项

目 

建设单位 浙江江州建材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谷建辉 联系人 程志明 

通讯地址 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 103 号 

联系电话 0577-88299822 传真  邮政编码  

建设地点 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6#、7#、8#、9# -2 开采区 

立项审批部门 温州市水利局 批准文号 

浙[温]河采(2016)第 02

号、浙 [温 ]河采 (2016)

第 03 号、浙[温]河采

(2016)第 04 号、浙[温]

河采(2016)第 05 号 

建设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 行业类别及代码 
B1019 粘土及其他土

砂石开采 

占地面积（m
2） 2218800 绿化面积（m

2） / 

总投资（万元） 1175 
其中环保投资

（万元） 
20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1.7% 

评价经费（万元） / 预计投产日期 / 

1.1 项目由来 

浙江江州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公司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

路 103 号，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砂石料开采和销售。 

《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编）在瓯江上规划划定 6 

个开采区域，分别为 5#开采区（西洲岛疏浚区）、6#开采区（白洋开采区）、7#开采

区（桃湾山脚~沙上开采区）、8#开采区（沙上~石钟山开采区）、9#-2 开采区（塔山

前陈开采区）、10#开采区（江心屿疏浚区）。规划将采砂同疏浚河道相统一，规划开

采区同河道疏浚区统一，工程任务以砂石资源开采为主，并结合河道疏浚。 

浙江江州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竞得由温州市行政审批与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管理中心挂牌出让的瓯江干流温州段 6#、7#、8#、9#-2 开采区河道砂石开

采权，开采期限为 3 年，开采区面积合计 221.88 万 m
2，可采资源储量合计 215.75

万吨，生产规模合计 71.92 万吨/年，出让价合计 1155 万元。其中 6#开采区面积 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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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m
2，可采资源储量 60.66 万吨，开采深度-8~-13m，生产规模 20.22 万吨/年，出让

价 358 万元；7#开采区面积 25.96 万 m
2，可采资源储量 13.62 万吨，开采深度-8~-12m，

生产规模 4.54 万吨/年，出让价 83 万元；8#开采区面积 98.93 万 m
2，可采资源储量

62.97 万吨，开采深度-7~-15m，生产规模 20.99 万吨/年，出让价 318 万元；9#-2 开

采区面积 41.45 万 m
2，可采资源储量 78.50 万吨，开采深度-4~-6m，生产规模 26.17

万吨/年，出让价 396 万元。 

浙江江州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获得温州市水利局颁发的河道采砂许可

证，6#开采区河道采砂许可证为浙[温]河采(2016)第 02 号、7#开采区河道采砂许可

证为浙[温]河采(2016)第 03 号、8#开采区河道采砂许可证为浙[温]河采(2016)第 04

号、9#开采区河道采砂许可证为浙[温]河采(2016)第 05 号，采砂有效期限为自 2016

年 4 月 6 日至 2019 年 4 月 5 日。浙江江州建材有限公司在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并在

海事部门办理《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证》后就开始在规定范围内从事采砂活动，

截止 2017 年 8 月，已经开采 1 年多了，尚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目前企业已缴纳罚

款，停止生产，正在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本项目积极落实河道整治的相关要求，使采砂同河道疏浚工程相结合，实现以

采代疏的目的，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有关规定，该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表。为此，浙江江州建材有限公司委托浙江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接受委托后，我公司在踏勘现场、征求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导则要求，编制了该

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1.2 编制依据 

1.2.1 有关法律法规 

1.2.1.1 国家法规与相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 9 号，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 年 10 月 28 日颁布，2016 年 7

月 2 日修订，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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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6.27 修订，2018.1.1 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 31 号，2016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 77 号，199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主席令第 23 号，2015 年 4

月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订），主席令第 74 号，200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 号，1988 年 6 月 10 日起

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15 年修订)；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修订）；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2016 年修订）；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 

（1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 

（1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15）《水利部 国土资源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

知》，水建管[2015]310 号； 

1.2.1.2 地方法规与相关文件 

（1）《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41 号，2016 年 7 月 1

日施行； 

（2）《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3 年修订），2013 年 12 月 19 日修正； 

（3）《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3 修正) ，2013 年 12 月 19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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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5）《浙江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2013 年修订），2013 年 12 月 19 日起施行； 

（6）《浙江省航道管理条例》，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6 号，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7）《浙江省环境污染监督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21

号，2014 年 3 月 13 日起施行； 

（8）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发布《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的建设项目清单（2015 年本）》及《设区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的重污染、高环境风险以及严重影响生态的建设项目清单（2015 年本）》

的通知，浙环发[2015]38 号； 

（9）《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编）； 

（10）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

编）的批复； 

（11）《瓯江干流温州段规划部分开采区河道砂石开采权（采矿权）出让与监管

实施方案》； 

1.2.2 有关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T 2.3-93）；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0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09）；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水利水电工程》(HJ/T88 2003)； 

（7）《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 

（8）《温州市区环境功能区划》（2015.10）； 

（9）《温州市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图》（2013.5）； 

1.2.3 其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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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6#开采区河道采砂许可证； 

（2）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7#开采区河道采砂许可证； 

（3）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8#开采区河道采砂许可证； 

（4）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9#-2 开采区河道采砂许可证； 

（5）瓯江干流温州段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合同； 

（6）营业执照； 

（7）浙江省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告知书； 

（8）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9）建设单位委托浙江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环评的技术合同。 

1.3 工程内容及规模 

1.3.1 项目名称和性质 

项目名称：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6#、7#、8#、9# -2 开采区）河道采砂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1.3.2 项目选址 

本项目共有 4 个开采区，均位于瓯江干流温州段，具体为《瓯江干流温州段河

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编）中划定的 6#、7#、8#、9# -2 开采区，项目地

理位置详见附图 1。 

1.3.3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本项目劳动定员 88 人，其中 6#开采区 29 人，7#开采区 32 人，8#开采区 17 人，

9#-2 开采区 10 人。 

考虑国家传统节假日、遇到台风、汛期、恶劣天气等天数，以及船舶每年的年

检、中间检验、换证检验以及修理等时间天数，确定采砂船年工作日为 300 天，每

天 1 班，每班 8 小时，夜间不作业，日常开采时间为 9:00~17:00。 

1.3.4 项目总投资及环保投资 

项目总投资 117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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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项目主要内容与规模 

本项目共有 4 个开采区，分别为 6#（白洋）开采区、7#（桃湾山脚～沙上）开

采区、8#（沙上～石钟山）开采区和 9#-2（塔山前陈）开采区。 

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6#（白洋）开采区建筑用砂石（以下简称“6#开采区”）、

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7#（桃湾山脚～沙上）开采区建筑用砂石（以下简称“7#开

采区”）、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8#（沙上～石钟山）开采区建筑用砂石（以下简称

“8#开采区”）、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9#-2（塔山前陈）开采区建筑用砂石（以下

简称“9#-2 开采区”）。 

浙江江州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竞得由温州市行政审批与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管理中心挂牌出让的瓯江干流温州段 6#、7#、8#、9#-2开采区河道砂石开

采权，开采期限为 3 年，开采区面积合计 221.88 万 m
2，可采资源储量合计 215.75

万吨，生产规模合计 71.92万吨/年，出让价合计 1155万元。其中 6#开采区面积 55.54

万m
2，可采资源储量 60.66万吨，开采深度-8~-13m，生产规模 20.22万吨/年，出让

价 358 万元；7#开采区面积 25.96 万 m
2，可采资源储量 13.62 万吨，开采深度

-8~-12m，生产规模 4.54 万吨/年，出让价 83万元；8#开采区面积 98.93 万 m
2，可采

资源储量 62.97 万吨，开采深度-7~-15m，生产规模 20.99 万吨/年，出让价 318 万

元；9#-2 开采区面积 41.45 万 m
2，可采资源储量 78.50 万吨，开采深度-4~-6m，生

产规模 26.17 万吨/年，出让价 396 万元。 

各开采区的开采范围、出让期限、生产规模、拐点坐标等见表 1.3-1 至表 1.3-4。 

表 1.3-1  温州市水利局划定的 6#开采区范围 

点号 
80 西安坐标系坐标 其他 

X Y 开采深度 -8m～-13m 

BY01 3113890.4293 548747.3870 开采区面积 55.54 万 m
2
 

BY02 3113812.9738 549118.7925 可采资源储量推断 60.66 万吨 

BY03 3113754.9704 549493.7284 暂定生产规模 20.22 万吨∕年 

BY04 3113736.4682 549843.8657 出让年限 
开采权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 3 年 

BY05 3113784.0697 550314.6797   

BY06 3113624.1792 548660.4328   

BY07 3113402.3733 549321.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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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8 3113446.4733 549866.1618   

BY09 3113702.4025 550346.6276   

表 1.3-2  温州市水利局划定的 7#开采区范围 

点号 
80 西安坐标系坐标 其他 

X Y 开采深度 -8m～-12m 

TS01 3114398.2417 552080.8135 开采区面积 25.96 万 m
2
 

TS02 3114464.9767 552527.2027 可采资源储量推断 13.62 万吨 

TS03 3114382.0325 553162.3544 暂定生产规模 4.54 万吨∕年 

TS04 3114163.8877 552120.8846 出让年限 
开采权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 3 年 

TS05 3114189.8228 552637.1214   

TS06 3114171.0444 553153.6681   

表 1.3-3  温州市水利局划定的 8#开采区范围 

点号 
80 西安坐标系坐标 其他 

X Y 开采深度 -7m～-15m 

SS01 3112848.9643 554689.0853 开采区面积 98.93 万 m
2
 

SS02 3111854.5582 554735.4381 可采资源储量推断 62.97 万吨 

SS03 3111147.4796 554945.1535 暂定生产规模 20.99 万吨∕年 

SS04 3110774.5633 555319.4744 出让年限 
开采权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 3 年 

SS05 3110615.4914 555622.8235   

SS06 3112642.9674 554404.5949   

SS07 3111753.5213 554311.9893   

SS08 3111266.1150 554472.1737   

SS09 3110587.8608 554872.9866   

SS10 3110416.9597 555675.7568   

表 1.3-4  温州市水利局划定的 9#-2 开采区范围 

点号 
80 西安坐标系坐标 其他 

X Y 开采深度 -4m～-6m 

TQ01 3104519.5384 558267.9728 开采区面积 41.45 万 m
2
 

TQ02 3104392.5496 558238.1800 可采资源储量推断 78.50 万吨 

TQ03 3103348.7332 558522.1196 暂定生产规模 26.17 万吨∕年 

TQ04 3103012.5495 558760.5190 出让年限 
开采权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 3 年 

TQ05 3104548.3945 558586.4921   

TQ06 3104330.9124 558588.9692   



 

8 

 

TQ07 3103800.6682 558669.0331   

TQ08 3103184.0662 558859.0201   

1.3.6 主要生产设备和原辅材料消耗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1.3-5，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见表 1.3-6。 

表 1.3-5  项目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开采

区 

船舶名

称 
船型 吨位 

自航

情况 

数

量 

油箱体

积(m
3
) 

柴油用

量(t/a) 

机修废

油产生

量(t/a) 

备注 其他配套设备 

1 

6#开

采区 

浙丽采

砂 0142 
链斗式  421吨  

不可

自航 
1 艘 8 40 0.20 备用 

配备一套破碎机、1

台柴油发电机、皮带

输送机、筛分设备 

2 温挖 988 链斗式 714吨 
不可

自航 
1 艘 12 75 0.35  

配备一套破碎机、1

台柴油发电机、皮带

输送机、筛分设备 

3 
浙丽采

砂 0240 
链斗式  421吨  

不可

自航 
1 艘 11 70 0.30 备用 

配备一套破碎机、1

台柴油发电机、皮带

输送机、筛分设备 

4 温挖 112 链斗式  488吨  
不可

自航 
1 艘 10 65 0.30  

配备一套破碎机、1

台柴油发电机、皮带

输送机、筛分设备 

5 

7#开

采区 

温挖 888 链斗式  382吨  
不可

自航 
1 艘 9 70 0.30 备用 

配备一套破碎机、1

台柴油发电机、皮带

输送机、筛分设备 

6 
浙丽采

砂 0147 
链斗式  368吨  

不可

自航 
1 艘 8 60 0.30 备用 

配备一套破碎机、1

台柴油发电机、皮带

输送机、筛分设备 

7 
浙丽采

砂 0139 
链斗式  382吨  

不可

自航 
1 艘 8 60 0.30  

配备一套破碎机、1

台柴油发电机、皮带

输送机、筛分设备 

8 
浙丽采

砂 0198 
链斗式  384吨  

不可

自航 
1 艘 10 65 0.30  

配备一套破碎机、1

台柴油发电机、皮带

输送机、筛分设备 

9 

8#开

采区 

浙丽采

砂 0241 
链斗式  692吨  

不可

自航 
1 艘 12 70 0.35  

配备一套破碎机、1

台柴油发电机、皮带

输送机、筛分设备 

10 温挖 100 吸泵式  474吨  
可自

航 
1 艘 3 40 0.25  

配备 1 台柴油发电

机、皮带输送机、分

离浇选设备 

11 温挖 101 吸泵式  558吨  
可自

航 
1 艘 4 45 0.25  

配备 1 台柴油发电

机、皮带输送机、分

离浇选设备 

12 温挖 128 吸泵式  322吨  
可自

航 
1 艘 4.5 40 0.25  

配备 1 台柴油发电

机、皮带输送机、分

离浇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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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开采

区 

温挖 102 吸泵式  558吨  
可自

航 
1 艘 4.5 45 0.25  

配备 1 台柴油发电

机、皮带输送机、分

离浇选设备 

14 温挖 126 吸泵式  114吨  
不可

自航 
1 艘 3 30 0.15  

配备 1 台柴油发电

机、皮带输送机、分

离浇选设备 

15 温挖 92 吸泵式  224吨  
可自

航 
1 艘 3.5 35 0.25 备用 

配备 1 台柴油发电

机、皮带输送机、分

离浇选设备 

16 温挖 44 吸泵式  240吨  
可自

航 
1 艘 3 35 0.25 备用 

配备 1 台柴油发电

机、皮带输送机、分

离浇选设备 

合计 
16

艘 
/ 845 4.35  

 

表 1.3-6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表 

序号 名  称 单位 年消耗量 

1 柴油 吨/年 845 

2 水 吨/年 1320 

 

1.3.7 总图布置方案 

本项目 6#开采区总平面布置见附图 2，7#开采区总平面布置见附图 3，8#开采

区总平面布置见附图 4，9#-2 开采区总平面布置见附图 5，6#开采区采砂剖面图见附

图 6，7#开采区采砂剖面图见附图 7，8#开采区采砂剖面图见附图 8，9#-2 开采区采

砂剖面图见附图 9。 

本项目采砂作业都在采砂船上进行，开采的砂料直接装入运输船后外运出售，

不设堆砂场。 

1.3.8 公用工程 

（1）供电 

每艘采砂船配备一台柴油发电机，船上用电由发电机供给。 

（2）供水 

工作人员在岸边将市政自来水打入水箱，再将水箱运到采砂船上，供职工生活

用水。 

（3）排水 

本项目主要废水主要为泥砂分离产生的含泥水和船舶上工作人员产生生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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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含泥水经沉淀处理后排入瓯江。船舶生活污水经容器收集，由其它船舶带上

岸，排入当地污水处理系统或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外排。  

 

2.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本项目虽为新建项目，但已经开采 1 年多了，本次环评属于处罚到位后重新报

批环评文件。经调查，现状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是尚未对船舶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

理，要求建设单位将采砂船舶生活污水用容器收集后，由其它船舶带上岸，排

入当地污水处理系统或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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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2.1 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被、生物

多样性等) 

2.1.1 地理位置 

温州地处中国大陆环太平洋岸线的中段，浙江省东南部。全境介于北纬 27.03'

－28.36'、东经 119.37'－121.18'之间。东濒东海，南与福建省宁德地区的福鼎、柘荣、

寿宁三县毗邻，西及西北部与丽水市的缙云、青田、景宁三县相连，北和东北方与

台州市的仙居、黄岩、温岭、玉环四县市接壤。 

本项目位于温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6#、7#、8#、9# -2 开采区，瓯江干流温州段

是指温溪~瓯江口段。该段根据水动力和地形特征，可分为河流段、过渡段、潮流段。

河流段（温溪至梅岙），长 25km，河床系径流塑造而成，河床较稳定；过渡段（梅

岙至龙湾），长 38km，河床展宽，水流分汊，滩多水浅，径流、潮流作用相互消长，

河床冲淤幅度大，是瓯江河口区最不稳定的河段；潮流段（龙湾至岐头），长 15km，

潮流加强，河床扩宽。灵昆岛将瓯江口分为南、北两口，进出潮量集中于北口，河

床微弯，滩少水深，是较稳定的区段。项目地理位置见附图 1。 

2.1.2 地形地貌 

温州市区境内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呈现梯形倾斜。鹿城区地势从西往东显梯形状

倾斜。东部濒临瓯江，属冲积与海积平原，城区系瓯江下游平原，并分散着郭公、

海坛、华盖、积谷、松台、巽吉、杨府等孤山与孤丘，多数在 100 米以下；龙湾区

地势低平、河网密布的滨海平原，西部是以岩体裸露为特征的大罗山，山体面积 114 

km2。海拔 704 米，位于龙湾、瓯海交界。大罗山以西为温瑞平原；瓯海区境内地

势西高东低。西南部有崎云山、大罗山，东部以平原为主。 

瓯江干流温州段两岸陆地地貌以低山丘陵和河口堆积平原相间发育为特征，低

山丘陵系雁荡山。瓯江干流温州段江道地貌以河口边滩、心滩和拦门沙为主要特征

的地貌单元。 

2.1.3 气候与气象 

温州市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94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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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平均气温 14～18.6℃，最冷月 1 月平均气温 7.6℃，最热月 7 月平均气温

27.9℃，气温自西部、西北部向东南部、东部递增，沿海地区因海洋调节，南北差

异较小。 

多年平均无霜期 265～284 天之间，年均日照时数在 1700～2400h，日平均气温

大于 10℃的年平均积温在 4500~5600℃之间。 

多年平均降水量 1200～2200mm，其分布趋势为由东向西、由海岛、平原向丘

陵、山地递增。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匀，属台风雨主控区，呈双峰型，年内降水主

要集中在 5~6 月的梅雨期（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16%）和 8~9 月的台风期（约占全年

降水量的 11%）。台风影响较少的年份易发生 7~9 月的伏旱。 

2.1.4 河流水系 

温州市区涉及的河流水系主要有瓯江和温瑞塘河水系。 

（1）瓯江 

瓯江是温州市第一大河，浙江省的第二大河，发源于庆元县锅帽尖，流经庆元、

龙泉、云和、遂昌、松阳、缙云、丽水、景宁、青田、永嘉、瓯海、温州、乐清等

13 个县(市)至崎头注入东海，全长 388 公里，流域面积达 17958 平方公里。温州市

处于瓯江下游，瓯江(温州段)流域面积 4021 平方公里。瓯江源头海拔 1900 多米，

进入海滨平原后仅 6 米， 上游河床比降大，具有山溪性河流特点。河流下游进入平

原，河床宽阔，边滩和沙洲发育，水流分叉。 

径流：瓯江流域水量丰富，多年平均流量为 456.6 米 3
/秒，平均年径流量为 144

亿米 3，由于降水量年内、年际间分配不均匀，致使瓯江年径流量的年际变化较大，

如 1975 年径流量为 228.6 亿米 3，而 1979 年径流量只有 65.7 亿米 3，丰枯比达 3.4

倍，多年平均最小日平均流量为 26.1 米 3
/秒，最枯的 1967 年只有 10.6 米 3

/秒，而

洪峰流量则高达 23000 米 3
/秒。1987 年 3 月 30 紧水滩电站建成并发电，该电站为调

节水库，电站下泄洪流量不少于 34 米 3
/秒，使瓯江干流的枯水径流大为增加。 

潮流：瓯江下游受潮汐影响，河口呈现喇叭型并有拦门沙，属强潮河口。潮区

界位于圩仁，感潮河段长 76 公里，特大潮可达圩仁，一般大潮可达温溪。潮区界以

下，温溪至梅岙是以山水为主，称河流段，长 30 公里，平均潮差 3.29~3.38 米，河

床偏陡较稳定，潮流影响较小，径流塑造为主；梅岙至龙湾段，河水与潮水相互消

长，称为过渡段，长 31 公里，平均潮差 3.38~4.59 米，河床演变的特性同时受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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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域来水、来沙条件的控制，河段内边滩交错、心滩、心洲林立，为瓯江河床最

不稳定河段；龙湾至黄华河段以潮流为主，称潮流段，长约 15 公里，年平均潮差

4.59 米。过渡段和潮流段流速较大，江心屿断面涨、落潮期平均流速 1.2 米/秒，涨

潮量平均 0.7 亿米 3，平均涨潮(流量)3700 米 3
/秒，灵昆岛南、北江道，涨潮量达 3.7

亿米 3，平均流量 19600 米 3
/秒，落潮平均流量 16000 米 3

/秒，涨落潮平均流速 1.0

米/秒，可见温州以下河段对污染物具有较强的稀释自净能力。 

（2）温瑞塘河 

温瑞塘河位于瓯江以南、飞云江以北的温瑞平原，是温州市境内十分重要的河

道水系，分属于鹿城、瓯海、龙湾、瑞安等“三区一市”管辖。水源主要来自瞿溪、

雄溪、郭溪（通称三溪）以及大罗山和集云山的山涧溪流，整个流域面积 740 km
2，

水面面积 22 平方公里，灌溉面积 48.2 万亩，多年平均降雨量 1694.8 毫米，年径流

量 9.13 亿立方米。水系河网总长度 1178.4 公里，在吴淞高程 5 米时，相应蓄水量

6500 万立方米。温瑞塘河自东晋时期由人工开凿，经唐大和、会昌年间大规模疏浚，

后在南宋淳熙 14 年由知州沈枢组织修筑，形成“八十里荷塘”，是温州山水城市特征

的重要标志。温瑞塘河主河道古称南塘河，明清称七铺塘河，北起鹿城区小南门跃

进桥，向南流经梧埏、白象、帆游、河口塘、塘下、莘塍、九里，再向西至瑞安市

城关东门白岩桥，全长 33.85 公里，正常水位时河面一般宽度为 50 米，最宽处 200

多米，最窄处仅 13 米。温瑞塘河纵横交错的水系河道，对我市的防洪、排涝、供水、

航运、灌溉、景观及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温瑞平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被温州人民称为“母亲河”。 

2.1.5 土壤植被 

温州市区土壤类别主要有黄壤、红壤、潮土、水稻土和盐土。全市土壤以红壤、

黄壤为主，约占 71.1 %。黄壤主要分布在海拔 600m 以上的中低山区，宜于发展林

业和茶、果园等;红壤主要分布在海拔 600m 以下的丘岭区，宜于种植茶叶、药材、

柑桔等经济林；沿江滨海一带潮土已多被垦为旱地;遍布于河网平原、滨海平原、河

谷盆地和丘陵谷地的水稻土是市区主要耕作土壤，多种植水稻、油菜等作物。 

温州市区植被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全市森林覆盖率为 59%。常见的林木

有马尾松、黄山松、杉木、毛竹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6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7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96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53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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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区域地质 

瓯江流域大地构造位置属西太平洋第二复式隆起带。地质构造基础相当复杂。

中生代以来，流域内发生过多次地质构造运动和火山喷发活动。尤以燕山运动影响

最大，奠定了地质构造的基本格局。流域地质以火山岩、侵入岩等刚性岩石为主体，

其次为变质岩及海相沉积岩。构造线展布以北北东一南南西向为主体，大体与浙闽

海岸线相平行，与华夏式主要构造线方向相一致。南一北向及东一西向构造与主体

构造交会衔接。地质构造在流域的表现以断裂运动为主，局部的褶皱作用为次。断

层纵横交错，局部密集成带，大片火山岩覆盖，以及有规律分布的沉积盆地，构成

了流域的主要地质地貌。在中、上游，地层组合比较简单，第四纪地层主要有洪积、

洪冲积、堆积等，厚 2～14 米，多为亚粘土、亚砂土、砂卵石，主要分布在河谷、

沟谷中。在下游滨海平原区，第四纪地层的沉积类型却较为复杂，有冲积、湖积、

海积、海陆交互沉积等，沉积厚度最大达 160 米，有 2～3 层的冲积砂砾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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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会环境简况(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文物保护等): 

2.2.1 温州市 

温州位于中国东南部，瓯江下游南岸，是浙江省辖市，为沿海港口城市，简称

瓯，别称鹿城。全市总面积 23255 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 12255.77 平方千米、海

域 11000 平方千米。其中市区 1082 平方千米。总人口 807 万人（2009 年）。辖 3 个

市辖区、6 个县，代管 2 个县级市，共有 30 个街道、119 个镇（包括 2 个民族镇）、

143 个乡（包括 5 个民族乡）。 

温州市是浙江省的地级市，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中

国 54 个特大城市之一，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浙江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浙南

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浙江东南部，东濒东海，南接

福建宁德福鼎市，西与丽水市相连，北与台州市毗邻。 

2016 年温州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5045.4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38.8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2112.7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2793.9 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5165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8305 美元）。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

构为 2.7∶41.9∶55.4，第三产业比重比上年提高 2.0 个百分点。全年财政总收入 724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9.9 亿元。 

2.2.2 环境功能区划 

2.2.2.1 规划概述 

根据《温州市区环境功能区划》，项目所在区域属“瓯江防护绿带生态功能保障

区(0301-Ⅱ-4-3)”，为生态功能保障区。该功能小区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概况 

该区包括瓯江及沿岸 50 米范围。具体范围西起自温州与青田交界，东至瓯江口，

北以瓯江江面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与其他县（市）行政界线为界，南至瓯江鹿

城区和龙湾区沿岸 50 米，同时包括瓯江七都岛和瓯江口新区沿岸 50 米范围。总面

积 57.15 平方公里。 

生态系统：较敏感、重要性较高。 

2、主导功能及保护目标 

主导功能与保护目标：保护瓯江水环境质量，提高瓯江两岸区域森林植被覆盖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92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7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42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72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2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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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提升区域环境质量，为居民提供休闲游憩场所。 

环境质量目标：地表水水质不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

类标准；环境空气质量不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达到或优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并不

低于现状。 

生态保护目标：森林与植被覆盖率不得降低；水域面积不降低；湿地生态系统

不退化；生态公益林面积不减少；生物多样性不减少。 

 

 

4、负面清单 

禁止发展二类工业项目和三类工业项目，具体名录见表 2.2-1

3、管控措施

瓯江两侧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二、三类工业项目，现有三类工业项目应限期

搬迁关闭，二类工业项目应逐步退出。具体建设项目按照城市总规和土地利用规划

的要求进行建设。禁止畜禽养殖。严格限制矿产资源开发和水利水电开发项目。禁

止在河流两岸规划控制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采砂等活动。禁止毁林造田等破坏

植被的行为，加强生态公益林保护与建设，提升区域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最

大限度保留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好河湖湿地生境，禁止未经法定许可占用水域；

除防洪、重要航道必需的护岸外，禁止非生态型河湖堤岸改造；建设项目不得影响

河道自然形态和水生态（环境）功能。

。 

表 2.2-1   工业项目负面清单分类名录 

项目类别 主要工业项目 

二类工业项目 

（污染和环境

风险不高、污

染物排放量不

大的项目） 

27、煤炭洗选、配煤； 

29、型煤、水煤浆生产； 

30、火力发电（燃气发电、热电）； 

46、黑色金属压延加工； 

50、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I 金属制品（不含带有电镀工艺、使用有机涂层或有钝化工艺的热镀

锌的金属制品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J 非金属矿采选及制品制造（不含矿产采选；不含 58、水泥制造；不

含 68、耐火材料及其制品中的石棉制品；不含 69、石墨及其非金属矿物

制品中的石墨、碳素） 

K 机械、电子（除属于一类工业项目外的）； 

85、基本化学原料制造；肥料制造；农药制造；涂料、染料、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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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及其类似产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品制造；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等制造（单纯混合和分装的）； 

86、日用化学品制造（单纯混合和分装的）； 

M 医药（不含“90、化学药品制造；生物、生化制品制造”中的化学药

品制造）； 

N 轻工（不含 96、生物质纤维素乙醇生产；112、纸浆、溶解浆、纤

维浆等制造，造纸（含废纸造纸）；115、轮胎制造、再生橡胶制造、橡胶

加工、橡胶制品翻新；116、塑料制品制造（人造革、发泡胶等涉及有毒原

材料的）；118、皮革、毛皮、羽毛（绒）制品（制革、毛皮鞣制））； 

119、化学纤维制造（单纯纺丝）； 

120、纺织品制造（无染整工段的，不含无染整工段的编织物及其制

品制造）； 

121、服装制造（有湿法印花、染色、水洗工艺的）； 

122、鞋业制造（使用有机溶剂的）； 

140、煤气生产和供应（煤气生产）； 

155、废旧资源（含生物质）加工再生、利用等。 

三类工业项目 

（重污染、高环

境风险行业项

目） 

30、火力发电（燃煤）； 

43、炼铁、球团、烧结； 

44、炼钢； 

45、铁合金制造；锰、铬冶炼； 

48、有色金属冶炼（含再生有色金属冶炼）； 

49、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全部）； 

51、金属制品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有电镀工艺的；使用有机涂层

的；有钝化工艺的热镀锌）； 

58、水泥制造； 

68、耐火材料及其制品中的石棉制品； 

69、石墨及其非金属矿物制品中的石墨、碳素； 

84、原油加工、天然气加工、油母页岩提炼原油、煤制原油、生物制

油及其他石油制品； 

85、基本化学原料制造；肥料制造；农药制造；涂料、染料、颜料、

油墨及其类似产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品制造；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等制造。（除单纯混合和分装外的） 

86、日用化学品制造（除单纯混合和分装外的） 

87、焦化、电石； 

88、煤炭液化、气化； 

90、化学药品制造； 

96、生物质纤维素乙醇生产； 

112、纸浆、溶解浆、纤维浆等制造，造纸（含废纸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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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轮胎制造、再生橡胶制造、橡胶加工、橡胶制品翻新； 

116、塑料制品制造（人造革、发泡胶等涉及有毒原材料的）； 

118、皮革、毛皮、羽毛（绒）制品（制革、毛皮鞣制）； 

119、化学纤维制造（除单纯纺丝外的）； 

120、纺织品制造（有染整工段的）等重污染行业项目。 

 

2.2.2.2 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在《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编）划定的 6#、

7#、8#、9#-2 开采区内采砂，同时建设单位已于 2016 年 4 月获得温州市水利局颁发

的河道采砂许可证。本项目属于在规划的开采区范围内进行河道砂石开采，未在禁

止的河流两岸规划控制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采砂，而且本项目属于矿产资源开

发项目，不纳入工业项目负面清单分类表，因此本项目符合温州市区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积极落实河道整治的相关要求，使采砂同河道疏浚工程相结合，实现以

采代疏的目的，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是可行的，也

是必要的。 

2.2.3《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编） 

2.2.3.1 规划概述 

根据《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编），瓯江干流温州

段分为三大区域：禁采区、开采区和一般控制区，总面积 2752.2 万 m
2。 

（1）禁采区 

禁采区是指在近期时间内，一般不允许进行采砂的区域。根据区域实际情况，

禁采区主要分为横向禁采区和局部禁采区两部分。 

横向禁采区：为了保护河道堤岸现有建筑物安全运行，或不增加以后工程的建

设难度，留够一定范围的护滩地—横向禁采区。瓯江干流温州段河岸控制线已经基

本完成，横向禁采区边线采用其控制岸线或现状岸线外包络值。 

局部禁采区：为了保护河道内涉河建筑物的安全运行，河道上下游划定一定范

围区域禁止采砂---局部禁采区。 

禁采区包括局部禁采区和横向禁采区。9#-2 开采区上游段除规划开采区域，均

划为禁采区；局部禁采区 1 个（江心屿南叉禁采区）。禁采区面积约为 2075.1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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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 

（2）开采区 

 

 

   

 

（3）

开采区是指指在近期时间内，可以有限制地进行采砂的区域。

规划共划定 6 个开采区域，分别为 5#开采区（西洲岛疏浚区）、6#开采区（白

洋开采区）、7#开采区（桃湾山脚~沙上开采区）、8#开采区（沙上~石钟山开采区）、

9#-2 开采区（塔山前陈开采区）、10#开采区（江心屿疏浚区），开采区面积约为 435.67 

万 m
2，其中 5#开采区面积 77.0 万 m

2，6#开采区面积 55.54 万 m
2，7#开采区面积

25.96 万 m
2，8#开采区面积 98.93 万 m

2，9#-2 开采区面积 41.44 万 m
2，10#开采区

面积 136.8 万 m
2。西洲岛北叉 5#开采区和江心屿北叉 10#开采区，可以结合实施难

度等实际情况，分步实施，目前作为待采区。

一般控制区 

一般控制区指上述禁采区、开采区之外区域，一般不允许开采，经过论证审批

后，可以有限制开采区域，一般控制区面积约为 241.4 万 m
2。 

 

2.2.3.2 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为《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编）划定的温

州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6#、7#、8#、9#-2 开采区，属于在规划的开采区范围内进行河

道砂石开采，建设单位已于 2016 年 4 月获得温州市水利局颁发的河道采砂许可证，

本项目积极落实河道整治的相关要求，使采砂同河道疏浚工程相结合，实现以采代

疏的目的，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本项目的实施对稳定航道和江势，减

少洪涝灾害等有明显的正效益，因此本项目符合《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

理规划》（2015 年修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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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面水、

地下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3.1 环境质量空气状况 

为了解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本次环评收集了温州市鹿城区大气

常规站常规污染物的日均浓度监测数据，监测点设于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西路 238 弄

8 号，监测时间为 2017 年 7 月，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结果见表 3.1-1。 

表 3.1-1  温州市站大气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数据   单位：ug/m
3
 

站点 监测时间 SO2 NO2 PM10 PM2.5 

市站 

（温州市鹿

城区黎明西

路 238 弄 8

号） 

2017 年 7 月 10 日 11 34 51 29 

2017 年 7 月 11 日 15 37 63 39 

2017 年 7 月 12 日 12 34 58 29 

2017 年 7 月 13 日 9 40 47 28 

2017 年 7 月 14 日 12 39 40 27 

2017 年 7 月 15 日 12 28 35 17 

2017 年 7 月 16 日 12 25 27 14 

最大比标值 0.1 0.5 0.42 0.52 

二级标准值 150 80 150 75 

超标倍数 0 0 0 0 

达标率 100% 100% 100% 100% 

由监测结果可知，温州市鹿城区监测点 SO2、NO2、PM10 和 PM2.5 日均浓度均能

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要求，目前温州市鹿城区环

境空气质量总体较好。 

3.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为了解项目所在地瓯江的水环境质量现状，本环评收集了温州市环境监测站

2017 年 7 月至 9 月在瓯江上小旦和杨府山这 2 个常规监测断面的水质监测资料，其

中小旦断面位于 6#开采区，监测断面位置见附图 10，监测数据和统计结果见表 3.2-1。 

由监测结果可见，瓯江上小旦断面各项水质指标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中的Ⅱ类水质要求；杨府山断面各项水质指标均能满足《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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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1 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汇总表     单位：除 pH 外，均为 mg/L 

断面 采样时间 pH 值 CODCr BOD5 CODMn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小旦 

2017 年 7 月 7.21 3.7 0.9 1.8 0.17 0.06 0.01 

2017 年 8 月 6.95 4.3 0.6 3.3 0.21 0.032 0.01 

2017 年 9 月 6.52 5.5 0.4 1.2 0.15 0.047 0.02 

最大比标值 / 0.275 0.225 0.55 0.21 0.3 0.4 

水质类别 Ⅰ Ⅰ Ⅰ Ⅱ Ⅱ Ⅱ Ⅰ 

杨府山 

2017 年 7 月 6.96 5.5 1.0 1.0 0.19 0.115 0.02 

2017 年 8 月 7.18 7.0 0.4 1.2 0.09 0.05 / 

2017 年 9 月 7.89 7.8 0.2 1.8 0.10 0.085 / 

最大比标值 / 0.39 0.25 0.3 0.19 0.575 0.4 

水质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Ⅱ Ⅲ Ⅱ 

Ⅲ类标准值 6-9 20 4 6 1.0 0.2 0.05 

 

3.3 声环境质量现状 

为了解项目周围声环境质量现状，对项目所在区域进行了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

监测数据见表 3.3-1。 

表 3.3-1  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现状    单位：dB（A） 

编号 测点位置 
监测值 标准值 是否达标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1 6#开采区 62.8 / 70 / 达标 / 

2 7#开采区 60.4 / 70 / 达标 / 

3 8#开采区 63.1 / 70 / 达标 / 

4 9#-2 开采区 62.5 / 70 / 达标 / 

由表 3.3-1 可知，本项目所在区域昼间噪声均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准要求。 

 

3.4 瓯江干流温州段鱼类资源现状调查 

根据《瓯江干流温州段鱼类群落结构的季节变化》（浙江海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第 36 卷第 1 期，2017.01），2016 年 4 月（春季）、7 月（夏季）、10 月（秋

季）和 2017 年 1 月（冬季）对瓯江干流温州段的渔业资源进行了调查，采集鱼类

样本，每月采样 1 次。 

结合瓯江干流温州段的水文特点，在临江镇（A1，28°8.442' N，120°29.38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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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垟村（A2，28°6.579' N，120°33.651' E）、瓯越大桥下（A3，28°2.023' N，120°

40.521' E）、龙湾码头（A4，27°58.659'N，120°49.191' E）等地的瓯江干流设置调

查站位。其中 A1 采样点为洛溪入瓯江干流处；A2 采样点为戍浦江入瓯江干流处；

A3 采样点位于七都岛和江心屿之间，是楠溪江入瓯江干流处；A4 采样点位于七都

岛和灵昆岛之间，是瓯江的入海口。 

2016-2017年 4个季节瓯江干流温州段 4个采样点的渔业资源调查共捕获鱼类样

本 1022 尾，总质量 59182.8 g。经鉴定共发现鱼类 33 种，隶属于 8 目、15 科、26 

属。其中，鲈形目出现种类最多，为 10 种；其次是鲤形目 9 种；鲽形目 5 种；鲇

形目、鲱形目各 3 种；鳗鲡目、仙女鱼目、鲻形目各 1 种。在科级水平上，鲤科出

现的种类最多，为 9 种；其次为舌鳎科 5 种；虾虎鱼科 4 种；鲿科、鳀科、石首鱼

科各 2 种；其他各科各 1 种。 

全年优势种为中国花鲈 Lateolabrax maculatus(Bloch)、凤鲚 Coilia mystus 

(Linnaeus)、短吻红舌鳎 Cynoglossus joyneri Günther 等 3 种，相对重要性指数值分

别为 6378、1599、1248，见表 3.4-1。春季的鱼类优势种有高体鳑鲏 Rhodeus ocellatus 

(Kner)、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子陵吻虾虎鱼 Rhinogobius giurinus、鲫 Carassius 

auratus、翘嘴鲌 Culter alburnus Basilewsky5 种。夏季的鱼类优势种有中国花鲈、凤

鲚、短吻红舌鳎等 3 种。秋季调查水域的鱼类优势种有中国花鲈、光泽黄颡鱼

Pelteobaggrus nitidus、窄体舌鳎 Cynoglossusgracilis Günther 等 3 种。冬季拖网调查

水域鱼类的优势种有中国花鲈、鳙 Hypophthalmichthys nobilis(Richardson)、短吻红

舌鳎、窄体舌鳎等 4 种。全年拖网调查共有的优势种为中国花鲈，三个季节的共有

优势种为短吻红舌鳎和窄体舌鳎，两个季节共有的优势种为凤鲚，其余优势种仅为

一个季节的特有优势种，共 2 种。可见，不同季节的优势种组成变化不大。 

表 3.4-1    瓯江干流温州段的鱼类群落重要种类成分 

序号 种类 IRI 

1 中国花鲈 Lateolabrax maculatus (Bloch) 6378.00 

2 凤鲚 Coilia mystus (Linnaeus) 1599.34 

3 短吻红舌鳎 Cynoglossus joyneri Günther 1248.31 

4 窄体舌鳎 Cynoglossus gracilis Günther 933.39 

5 鳙 Hypophthalmichthys nobilis (Richardson) 448.08 

6 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Valenciennes) 243.95 

7 黄颡鱼 Pelteobagrus fulvidraco (Richardson) 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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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刀鲚 Coilia nasus Temminck & Schlegel 207.12 

9 鲻 Mugil cephalus Linnaeus 149.88 

10 半滑舌鳎 Cynoglossus semilaevis Günther 148.75 

11 翘嘴鲌 Culter alburnus Basilewsky 123.37 

2016-2017 年 4 个季节瓯江干流温州段共发现鱼类 33 种，其中 22 种是河口性

的种类，占总种数的 2/3，可见瓯江干流温州段的鱼类以河口性种类为主。反映到鱼

类的分类系统，以鲈形目种类数最多（30.3%），其次是鲤形目（27.3%），这显然不

同于一般的溪流和江河的鱼类种类构成，也与瓯江上游的调查结果有很大差异。瓯

江干流丽水段的鱼类以鲤形目种类为主（70.0%），其次是鲇形目（15.0%）和鲈形目

（11.7%）。从优势种来看，瓯江干流温州段鱼类的优势种为中国花鲈、凤鲚和短吻

红舌鳎，均为河口性的种类。 

本次调查，瓯江干流温州段鱼类的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D 值）介于 0.59～0.94，

从季节变化来看，冬、春两季的 D 值低于夏、秋两季，可能与渔政部门设立的禁渔

期有关。瓯江干流温州段鱼类的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H′值）介于 1.76～

2.11，Pielou 均匀度指数（J′）介于 0.68～0.87，依此判定瓯江干流温州段鱼类群

落的多样性属于正常水平。 

3.4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3.4.1 环境保护目标 

水环境：项目所在的瓯江，保护级别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的Ⅲ类标准。 

环境空气：项目所在区域附近的环境空气质量保护级别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声环境：项目建设地附近敏感点声环境质量，保护级别为《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 

3.4.2 主要敏感点 

经调查，本项目 6#开采区上游 4.3km 处为瓯江山根饮用水水源取水口，该水源

为备用水源，6#开采区位于该备用水源准保护区下游 1km 处，瓯江山根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范围见附图 12。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主要敏感保护目标见表 3.4-1，各开采区周边敏感保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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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分布情况见图 3.4-1 至图 3.4-4。 

表 3.4-1   主要敏感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

号 
环境要素 环境敏感目标 方位 

最近距离 

（m） 
备注 

功能要求及 

保护级别 

1 
环境空气、

声环境 

下垄 S 580 

与 6#开采区 

的距离 

GB3095-2012 

二级标准、

GB3096-2008 

2 类标准 

巽岙村 S 650 

后支村 SW 830 

前盈村 SW 800 

朱涂村 NW 1150 

洛溪村 N 880 

白垟村 N 340 

庄岩村 S 250 

白下村 NE 850 

桃塆山脚 NW 650 

与 7#开采区 

的距离 

桃塆村 N 330 

江南上村 S 270 

江南中村 S 300 

郑大垟村 S 370 

垟湾村 N 580 

沙上村 NW 640 

与 8#开采区 

的距离 

沙头村 NW 660 

下岙村 NW 320 

坦头村 NE 550 

埠头村 NE 980 

下垟村 NE 250 

鸡笼屿 E 210 

上村 E 330 

外洋心 E 390 

下岸村 S 400 

屿儿村 SW 850 

外垟村 SW 820 

岩门村 W 390 

与 9#-2 开采区 

的距离 
屿头村 W 400 

前陈村 SW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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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灶 SW 820 

金堡 SW 1170 

礁下村 NE 780 

堡二村 E 1200 

堡一村 E 1100 

前村 E 950 

五星村 E 780 

2 
地表水 

环境 
瓯江 瓯江内 0 / 

GB3838-2002 

Ⅲ类标准 

 

 

 

图 3.4-1    6#开采区周边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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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7#开采区周边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图 

 
图 3.4-3    8#开采区周边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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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4-4    9#-2 开采区周边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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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适用标准 

4.1 环境功能区划 

4.1.1 环境空气 

由《温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可见，瓯江干流未划分大气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浙江省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评价区域环境空气为二类环境功能区。 

4.1.2 水环境 

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 年版），本项目所在的瓯江

干流温州段属于Ⅲ类景观娱乐、工业用水区，区域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见表 4.1-1，水

环境功能区划见附图 10。 

表 4.1-1    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 

序

号 

县

(市、

区)名 

水功能区 水环境功能区 

流

域 

水

系 

河

流

(湖

、

库) 

范围 
现

状

水

质 

目

标

水

质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起始断

面 

地理坐标 

终止

断面 

地理坐标 长度

面积

(km/

km
2
)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22 
鹿城

龙湾 

G030

27001

03025 

瓯江温

州景观

娱乐、

工业用

水区 

330302

GA0503

010007

60 

景观

娱

乐、

工业

用水

区 

浙

闽

皖 

瓯

江 

瓯

江 

藤桥镇

临江社

区 

120º2

9 1́9″ 

28º08

2́8″ 

岐头

(出海

口) 

120º5

6 2́9″ 

27º58

2́4″ 
58.8 Ⅲ Ⅲ 

 

4.1.3 声环境 

本项目位于瓯江干流温州段，根据《温州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瓯江干流温州段

未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内河航道两侧区域

执行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本项目所在地位于瓯江大桥至杨府山段，该段瓯江为内河

航道，因此本项目厂界执行 4a 类声环境标准，周边敏感点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表 4.1-2    温州港航道规划表 

航道名称 
航道主尺度 

通航等级 通航保证率 
长(km) 宽(m) 

瓯江

航道 

瓯江大桥—老港区 12 100 500T 级乘潮 95 

老港区—杨府山 6.5 160 3000T 级乘潮 90 

杨府山—龙 湾 14 100 5000T 级乘潮 95 

龙 湾—盘 石 2 200 10000T 级乘潮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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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温州市区环境功能区划》，项目所在区域属“瓯江防护绿带生态功能保障

区(0301-Ⅱ-4-3)”，为生态功能保障区，环境功能区划见附图 11。 

 

4.2 环境质量标准 

4.2.1 环境空气 

评价区域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具体

见表 4.2-1。 

表 4.2-1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标准 

污染因子 选用标准 
标准限值(mg/m

3
) 

1 小时平均 日平均 年平均 

SO2 

GB3095-2012 

二级 

0.5 0.15 0.06 

NO2 0.2 0.08 0.04 

PM10 / 0.15 0.07 

PM2.5 / 0.075 0.035 

 

4.2.2 水环境 

项目所在的瓯江干流温州段地表水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各项水质指标的标准限值见表 4.2-2。 

  表 4.2-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mg/L（pH 值除外） 

项目 pH DO BOD5 CODcr CODMn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Ⅲ类 6~9 5 4 20 6 1.0 0.2 0.05 

 

4.2.3 噪声 

本项目参照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准，周边敏感

点执行 2 类声环境标准，标准值详见表 4.2-3。 

表 4.2-3  环境噪声限值 

               时段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dB(A) 夜间 dB(A) 

4a 类 70 55 

2 类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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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污染物排放标准 

4.3.1 废气 

本项目不设食堂，职工午餐均在岸上就餐，因此无油烟废气产生。 

采砂船作业时会产生少量燃油废气，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船舶废气执行《船

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制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一、第二阶段）》

（GB15097—2016）。 

 

4.3.2 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泥砂分离产生的含泥水和船舶上工作人员产生生活污水。含

泥水经沉淀处理后排入瓯江。船舶生活污水经容器收集后，由其它船舶带上岸，

排入当地污水处理系统或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外排。  

 

4.3.3 噪声 

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

4 类标准，详见表 4.3-1。 

    表 4.3-1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LAeq dB 

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4 70 55 

 

4.3.3 固体废物 

职工生活垃圾等一般固废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01) 及 2013 年修改单内容(公告 2013 第 36 号)；废机油等危险废物

储存、转运、处置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 2013 年修

改单内容(环保部公告 2013 第 36 号)。 

 

4.4 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船舶采砂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少量 SO2、NOX废气，目前国内及浙江省尚无

对船舶废气产生的 SO2、NOX等进行总量控制的具体规定，本评价认为燃油运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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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废气污染物可不纳入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准入审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浙环发[2012]10 号）第八条，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不排放生产废水且排放的水主

要污染物仅源自厂区内独立生活区域所排放生活污水的，其新增的化学需氧量和氨

氮两项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可不进行区域替代削减。本项目主要废水为泥砂分离产

生的含泥水和职工生活污水，其中含泥水中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不纳入总量控制范

围，职工生活污水也不纳入总量控制范围，因此无需替代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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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分析 

5.1 工艺流程简述(图示)： 

本项目属于补办环评手续，无施工期，因此本节主要分析营运期的工艺流程。 

本项目的采砂方式有两种，分别为吸泵式和链斗式。 

1、吸泵式采砂 

瓯江江底泥砂 泵吸 分离洗选 砂料外售

含泥废水排入瓯江
 

图 5.1-1    吸泵式采砂工艺流程图 

 
图 5.1-2    吸泵式采砂船工作原理图 

吸泵式采砂方式：在船上安装直呼泵，用管道伸入江底吸取砂石，原砂矿上船

后，用尾矿排离系统清洗淤泥，分离浇选后的砂料用传送带输送到运砂船上，直接

外运出售，含有淤泥的水经沉淀处理后排入瓯江。分离浇选过程均在水中作业，无

粉尘产生。 

2、链斗式采砂 

瓯江江底泥砂 链斗采送
一级破碎 砂料外售

含泥废水排入瓯江

筛分
卵石

砂料外售

 

图 5.1-3    链斗式采砂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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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链斗式采砂船工作原理图 

链斗式采砂方式：在船上安装带链斗的传送带，进入水下循环采送，链斗装砂

石，原砂矿上船后，经筛分设备将砂石分离，细砂经传送带输送到运砂船，粒径较

粗的卵石采用破碎设备经一级破碎成细砂后由传送带输送到运砂船，含有淤泥的水

经沉淀处理后排入瓯江。破碎过程是有水作业，粉尘产生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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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要污染工序： 

本项目属于补办环评手续，无施工期，因此本节主要分析营运期的主要污染工

序。 

1、废气 

根据采砂工艺主要污染因子分析，本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采

砂船燃油废气和链斗式采砂船上的湿式破碎粉尘。 

（1）采砂船燃油废气 

采砂船和发电机产生的尾气，也是影响大气环境的污染物之一。采砂船和发电

机使用柴油作能源，外排尾气中主要含有 NOx、CO 等污染物，因采砂船和发电机

设备数量较少，废气产生量较小，故本环评不作定量计算。 

（2）湿式破碎粉尘 

链斗式采砂船上配备湿式破碎机，对分离出来的粒径较大的卵石进行一次破碎，

破碎过程是有水作业，因此粉尘产生量很少，可忽略不计。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泥砂分离产生的含泥水和船舶上工作人员产生生活污水。 

本项目采砂过程泥砂分离会产生含泥水，含泥水中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SS）。

经估算，吸泵式和链斗式采砂船采砂时带上来的水量分别约为 10t/h 和 3.5t/h，链斗

式采砂船上配备的湿式破碎机废水产生量约 1.5t/h，按最多 5 艘吸泵式和 5 艘链斗式

船只同时作业计算，则废水产生量约为 75t/h，即 18 万 t/a，含泥水中悬浮物含量约

为 10000mg/L，含泥水经沉淀处理后排入瓯江。 

本项目劳动定员 88 人，生活用水量按 50L/人·d 计，排污系数取 0.8，则生活污

水排放量为 3.52 t/d，即 1056t/a，生活污水中各污染物浓度分别为 CODCr350mg/L，

氨氮 35mg/L，则生活污水中主要污染物产生量为：CODCr 0.370 t/a、 氨氮 0.037 t/a。

船舶生活污水经容器收集，由其它船舶带上岸，排入当地污水处理系统或委

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外排。  

3、固体废物 

本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船舶机修废油和员工生活垃圾。船舶机

修废油产生量为 4.35 吨/年。 

本项目工作人员约为 88 人，生活垃圾的发生量按 0.5kg/人·天计，则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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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量为 44kg/d，即 13.2t/a。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4、噪声 

生产过程中的采砂机械设备都将产生噪声，其声级一般在 85～100dB(A)之间，

各主要噪声源及声级见表 5.2-2。 

表 5.2-1  主要噪声源及噪声级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运行状况 声级 dB(A） 

1 链斗式采砂船 9 艘 间歇 85 

2 破碎机 9 台 间歇 95 

3 吸泵式采砂船 7 艘 间歇 85 

4 柴油发电机 16 台 间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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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 

名称 

处理前 排放（排环境） 

浓度 产生量 浓度 排放量 

废气 

采砂船 燃油废气 / 少量 

链斗式采砂船

湿式破碎 
粉尘 / 很少 

废水 

泥砂分离产生

的含泥水 
SS 10000mg/L，18 万 t/a 

含泥水经沉淀处理后排

入瓯江。 

生活污水 

CODCr 350mg/L，0.370t/a 

船舶生活污水经容器

收集，由其它船舶带

上岸，排入当地污水

处理系统或委托环卫

部门定期清运，不外

排。  

氨氮 35mg/L，0.037t/a 

固体废物 

船舶 机修废油 4.35t/a 

经收集后委托有危废处

置资质的单位处理处

置。 

职工 生活垃圾 0.5kg/d·人，13.2t/a 
经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

部门统一清运。 

噪 

声 
生产过程中采砂机械设备都将产生噪声，其声级一般在 85～100dB(A)之间。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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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态影响： 

本项目产生的生态影响主要是占用水域、采砂过程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1、项目用地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221.88 万 m
2，占地类型为水域，本项目用地基本不会影

响区域土地功能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 

2、对河流鱼类的影响 

经调查，青田鼋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本项目上游约 40km 处（核心区位于瓯

江干流大溪石门洞江段的保护区主体部分，上起官岙村下至上合村西，为鼋活动

频繁的滩谭密集（4 滩 3 谭）水域，面积 160.12 公顷。缓冲区为紧临大溪石门洞

江段核心区的两侧江段，对核心区起缓冲保护作用，面积 115.15 公顷。实验区分

二部分，一是位于保护区主体部分大溪石门洞江段缓冲区的两端，面积 74.27 公顷；

二是位于小溪的石寨江段，面积 15.3 公顷），可见，本项目可采区河段不是重要的

水生动植物的栖息地。项目营运期由于采砂船进行作业，会导致水体短期内悬浮

物含量增加，对瓯江内鱼类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悬浮物在水体中自然扩散、沉降，

对下游的影响范围逐渐变小，因此采砂活动对鱼类的生存环境影响不大，不致影

响鱼类的生存和繁衍。 

3、对河流底栖生物的影响 

本项目营运期由于采砂船作业，会破坏江底表层沉积物，破坏底栖动物的生

活场所，对江底栖息的动物会造成影响。瓯江干流温州段总面积为 2752.2 万 m
2，

其中本项目开采区面积 221.88 万 m
2，开采区面积仅占瓯江干流温州段总面积的

8.06%，可见开采区面积占比不大，在瓯江干流上局部区域进行采砂不会对整个地

区水生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性产生影响，而且江底表层沉积物经过汛期的沉降

后，可得到恢复，因此采砂活动对瓯江江底底栖生物的影响范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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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境影响分析 

7.1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本项目属于补办环评手续，无施工期，因此本节对施工期的环境影响不作分析。 

 

7.2 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采砂船燃油废气和链斗式采砂船上的

湿式破碎粉尘。 

（1）采砂船燃油废气 

采砂船和发电机使用柴油作能源，外排尾气中主要含有 NOx、CO 等污染物，因

采砂船和发电机设备数量较少，废气产生量较小，且作业范围相对较大，瓯江上扩散

条件较好，大气环境容量大，这些机械设备尾气在露天空旷条件下很容易扩散，对周

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不大。为减少柴油废气的排放对大气环境造成的影响，尽量选用

含硫量低的轻质柴油，选择达标排放的船舶，注意加强对采砂船的保养。 

（2）湿式破碎粉尘 

链斗式采砂船上配备湿式破碎机，对分离出来的粒径较大的卵石进行一次破碎，

破碎过程是有水作业，因此粉尘产生量很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也很小。 

2、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泥砂分离产生的含泥水和船舶上工作人员产生生活污水。 

本项目采砂过程泥砂分离会产生含泥水，含泥水中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经估算，

5 艘吸泵式和 5 艘链斗式船只同时作业时废水产生量约为 75t/h，即 18 万 t/a，因瓯江

水悬浮物背景浓度亦较高，本项目含泥水经沉淀处理后排入瓯江，对瓯江水环境影响

不大。 

本项目生活污水的产生量为 3.52 t/d，即 1056t/a，船舶生活污水经容器收集，

由其它船舶带上岸，排入当地污水处理系统或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外排，

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不大。  

3、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船舶机修废油和员工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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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机修废油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 

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44kg/d，即 13.2t/a，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

统一清运。 

综上，本项目所产生固体废物都可以得到妥善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

染。 

4、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工程分析，日常采砂期间作业噪声源主要来采砂船、破碎机、发电机等机械

设备，这些设备均在露天环境中作业，均可视为地面上的点声源，采用半自由空间点

源预测计算模式计算公式如下：  

Lp = Lo -20lg（r/r0）-ΔL 

式中: Lp—距声源 r（m）处声压级，dB（A）； 

Lo—距声源 r0（m）处的声压级，dB（A）； 

          r—距声源的距离，m； 

   r0—距声源 1m； 

 ΔL—各种衰减量（除发散衰减外），dB（A），为安全计算，不计入。 

 多个声源的迭加计算： 

当有 N 个噪声源时，它们对同一个受声点的声压级贡献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Lpi——第 i 个噪声源对某一受声点的声级贡献值，dB。 

具体设备噪声及其单独点源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见表 7.2-1。 

        表 7.2-1  开采设备噪声影响范围计算表        单位 dB（A） 

序

号 
噪声源名称 

平均 

声级 

离源

50m 

离源

100m 

离源

200m 

离源

300m 

离源

500m 

离源

600m 

离源

800m 

1 链斗式采砂船 85 51 45 39 35.5 31 29 27 

2 破碎机 95 61 55 49 45.5 41 39 37 

3 吸泵式采砂船 85 51 45 39 35.5 31 29 27 

4 柴油发电机 100 66 60 54 50.5 46 44 42 

注：此表中的预测数据均未考虑山体遮挡、植被吸收、空气吸收、地面效应等引起的衰减。 

从预测结果可见，距声源 200m 处单源噪声影响最大值为 54dB，为柴油发电机，

其余设备噪声值均低于 50dB。本工程采砂设备随着开采面的移动而移动，不固定地

点。从各开采区的周边环境来看，距离开采区最近的村庄为庄岩村、江南上村、鸡笼

)10(10
1

1.0





n

i

Lp

t
iLg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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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下垟村，距离分别为 250m、270m、210m、250m。一个开采区内最多有 2 艘船

同时作业，则 2 艘船同时作业时对周边 200m 处敏感点的噪声贡献值为 57dB，因此

本项目昼间噪声对 200m 外居民点的噪声贡献值小于 60dB，而且本项目夜间不生产，

故采砂设备噪声对周边敏感点的贡献值不大，不会对周边敏感点的声环境产生明显的

影响。 

为进一步减小机械设备噪声对周边敏感点的环境影响，禁止在 20:00~6:00 进行

采砂作业。同时尽可能选用功能好、噪音低的生产设备；加强生产机械的日常维护；

将高噪声设备安装减振垫、消声器、隔板；生产员工佩带耳塞，适当减少劳动时间和

增加岗位轮换。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后可进一步减小噪声的影响范围，做到敏感点达标。 

5、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瓯江局部河段采砂会破坏江底表层沉积物，破坏底栖动物的生活场所，破坏各类

水生动物的生活场所，但是本项目开采区面积仅占瓯江干流温州段总面积的 8.06%，

开采区面积占比不大，因此在瓯江干流上局部区域进行采砂不会对整个地区水生生态

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性产生影响，而且江底表层沉积物经过汛期的沉降后，可得到恢复，

因此采砂活动对瓯江水生动物和江底底栖生物的影响不大。 

《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编）实施后，通过合理布

置禁采区及禁采时间，使原先乱采乱挖的无序采砂逐步向有序采砂、资源采砂转变，

这些规划措施将减小采砂对生态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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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 

气 

污 

染 

物 

采砂船 燃油废气 
燃油废气在露天空旷条件下很容易扩

散，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达标排放 

链斗式采砂船 

湿式破碎 
粉尘 

破碎过程采用湿式作业，粉尘产生量很

少。 

对外环境的影

响程度较轻。 

水 

污 

染 

物 

泥砂分离 含泥水 含泥水经沉淀处理后排入瓯江。 
对瓯江水环境

影响不大。 

职工 生活污水 

船舶生活污水经容器收集，由其它船

舶带上岸，排入当地污水处理系统或

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外排。 

对地表水环境

基本无影响。 

噪声 采砂机械设备 
机械 

噪声 

禁止在 20:00~6:00 进行采砂作业。尽可

能选用功能好、噪音低的生产设备；加

强生产机械的日常维护；将高噪声设备

安装减振垫、消声器、隔板；生产员工

佩带耳塞，适当减少劳动时间和增加岗

位轮换。 

环境可以承受 

固体 

废物 

船舶 机修废油 
经收集后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

理处置。 

不产生二次污

染。 

职工 
生活 

垃圾 

经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生活垃圾不与其他一般工业固废掺和处

理。 

综合利用，不

产生二次污

染。 

其他 / / / /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不够时可附页） 

根据河道采砂项目特点，本项目在营运过程中主要的生态影响有：占用水域、采

砂过程扰动水生动植物，故本项目对营运过程中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出如下保护措施： 

1、占地影响防治措施 

本项目占地类型为水域，船只可移动，采砂过程不会对航道通行产生影响，同时

瓯江河道经采砂后，更加有利于防洪。 

2、水生动植物保护措施 

加强对工作人员采砂作业的管理，禁止工作人员在瓯江内捕鱼或捕杀野生动物。 

禁止炸鱼、毒鱼、电鱼和擅自养殖、投放外来鱼种。 

禁止在开采区以外的区域采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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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审批原则符合性分析 

9.1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原则符合性分析 

9.1.1 建设项目符合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 

根据《温州市区环境功能区划》，项目所在区域属“瓯江防护绿带生态功能保障

区(0301-Ⅱ-4-3)”，为生态功能保障区。本项目在《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

理规划》（2015 年修编）划定的 6#、7#、8#、9#-2 开采区内采砂，同时建设单位已于

2016年4月获得温州市水利局颁发的河道采砂许可证。本项目属于在规划的开采区范

围内进行河道砂石开采，未在禁止的河流两岸规划控制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采

砂，而且本项目属于矿产资源开发项目，不纳入工业项目负面清单分类表，因此本

项目符合温州市区环境功能区划。 

 

9.1.2 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采砂船燃油废气、含泥水、生活污水、采

砂机械设备噪声和固体废物。 

采砂船和发电机设备数量较少，采砂船燃油废气产生量较小，且作业范围相对

较大，瓯江上扩散条件较好，大气环境容量大，这些机械设备尾气在露天空旷条件

下很容易扩散，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不大。含泥水经沉淀处理后排入瓯江，船舶

生活污水经容器收集，由其它船舶带上岸，排入当地污水处理系统或委托环卫

部门定期清运，不外排，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不大。船舶机修废油属于危险废物，委

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经预测开采设备噪声对周边 200m 外敏感点的贡献值不大，而且本项目夜间不生产，

故采砂设备噪声对周边敏感点的贡献值不大，不会对周边敏感点的声环境产生明显

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排放的污染物能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9.1.3 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不纳入污染物总量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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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造成的环境影响符合建设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环境质量要求 

本项目产生的采砂船燃油废气产生量较小，且作业范围相对较大，瓯江上扩散

条件较好，大气环境容量大，这些机械设备尾气在露天空旷条件下很容易扩散，对

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不大。含泥水经沉淀处理后排入瓯江，生活污水经容器收

集，由其它船舶带上岸，排入当地污水处理系统或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

外排，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不大。采砂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在采取消声、隔声、减振、

优化布局、距离衰减等措施后，不会对周边敏感点造成超标影响。危险废物委托有危

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会对周边

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总体而言，本项目的实施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不会改变水、气、声环

境现状，可维持当地环境质量现状。 

 

9.2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要求符合性分析 

9.2.1 清洁生产要求的符合性 

本项目选用先进、低噪声、低能耗的吸泵式采砂设备，采用湿式分选和破碎作业，

大大减少了粉尘排放量；施工管理方面也比较规范。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清洁生产

原则。 

 

9.2.2 规划环评要求的符合性 

《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编）尚未编制规划环评。

但是本项目为《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编）划定的温州

市瓯江干流温州段 6#、7#、8#、9#-2 开采区，属于在规划的开采区范围内进行河道

砂石开采。 

 

9.2.3 建设项目风险防范措施的符合性 

总体来说，本项目生产工艺和设备成熟可靠，不存在重大危险源。采砂船柴油

罐泄露事故发生概率较小，企业在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和柴油罐泄露应急预案的前提

下，只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操作规程和制度，加强管理，本项目的事故风险水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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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受的。 

9.2.4 公众参与要求的符合性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第 288 号令，

2011.10.25），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和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且处于

环境敏感区的建设项目应当开展公众调查。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本项目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因为本项目污染物产生量少，污染程度较轻，而

且周边环境敏感性一般，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本项目不需要进行公众参与调查。 

 

9.3 建设项目其他部门审批要求符合性分析 

9.3.1 建设项目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的要求 

本项目用地为瓯江干流水域，符合土地利用规划。项目所在地属“瓯江防护绿带

生态功能保障区(0301-Ⅱ-4-3)”，为生态功能保障区，只要企业加强管理，合理规范

开采，妥善处理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污染物，开采后切实做好生态环境

恢复等工作，在此基础上，本项目基本符合温州市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及城乡规划的要求。 

9.3.2 建设项目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等的要求 

本项目为河道采砂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中的限制类和淘汰类；对照《浙江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指导目录（2012 年本）》，

本项目不属于淘汰类；对照《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

（2010 年本）》，本项目不属于淘汰的落后工艺。因此，本项目符合国家、浙江省、地

方的产业政策。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各项环评审批原则和要求，符合相关部门对该建设

项目的准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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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与建议 

10.1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1)环境空气质量 

由监测结果可知，温州市鹿城区监测点 SO2、NO2、PM10 和 PM2.5 日均浓度均能

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要求，目前温州市鹿城区环

境空气质量总体较好。 

(2)水环境质量 

由监测结果可知，瓯江上小旦断面各项水质指标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Ⅱ类水质要求；杨府山断面各项水质指标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水质要求。 

(3)声环境质量 

本项目所在区域昼间噪声均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4a 类

标准要求。 

 

10.2 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结论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采砂船燃油废气和链斗式采砂船上的

湿式破碎粉尘。 

（1）采砂船燃油废气 

采砂船和发电机使用柴油作能源，外排尾气中主要含有 NOx、CO 等污染物，因

采砂船和发电机设备数量较少，废气产生量较小，且作业范围相对较大，瓯江上扩散

条件较好，大气环境容量大，这些机械设备尾气在露天空旷条件下很容易扩散，对周

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不大。为减少柴油废气的排放对大气环境造成的影响，尽量选用

含硫量低的轻质柴油，选择达标排放的船舶，注意加强对采砂船的保养。 

（2）湿式破碎粉尘 

链斗式采砂船上配备湿式破碎机，对分离出来的粒径较大的卵石进行一次破碎，

破碎过程是有水作业，因此粉尘产生量很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也很小。 



 

46 

 

2、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泥砂分离产生的含泥水和船舶上工作人员产生生活污水。 

本项目采砂过程泥砂分离会产生含泥水，含泥水中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经估算，

5 艘吸泵式和 5 艘链斗式船只同时作业时废水产生量约为 75t/h，即 18 万 t/a，因瓯江

水悬浮物背景浓度亦较高，本项目含泥水经沉淀处理后排入瓯江，对瓯江水环境影响

不大。 

本项目生活污水的产生量为 3.52 t/d，即 1056t/a，船舶生活污水经容器收集，

由其它船舶带上岸，排入当地污水处理系统或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外排，

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不大。  

3、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船舶机修废油和员工生活垃圾。 

船舶机修废油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 

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44kg/d，即 13.2t/a，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

统一清运。 

综上，本项目所产生固体废物都可以得到妥善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

染。 

4、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工程分析，日常采砂期间作业噪声源主要来采砂船、破碎机、发电机等机械

设备，从预测结果可见，距声源 200m 处单源噪声影响最大值为 54dB，为柴油发电

机，其余设备噪声值均低于 50dB。本工程采砂设备随着开采面的移动而移动，不固

定地点。从各开采区的周边环境来看，距离开采区最近的村庄为江南上村、鸡笼屿、

下垟村、白垟村、庄岩村，距离分别为 200m、210m、250m、250m、250m。一个开

采区内最多有 2 艘船同时作业，则 2 艘船同时作业时对周边 200m 处敏感点的噪声贡

献值为 57dB，因此本项目昼间噪声对 200m 外居民点的噪声贡献值小于 60dB，而且

本项目夜间不生产，故采砂设备噪声对周边敏感点的贡献值不大，不会对周边敏感点

的声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为进一步减小机械设备噪声对周边敏感点的环境影响，禁止在 20:00~6:00 进行采

砂作业。同时尽可能选用功能好、噪音低的生产设备；加强生产机械的日常维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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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噪声设备安装减振垫、消声器、隔板；生产员工佩带耳塞，适当减少劳动时间和增

加岗位轮换。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后可进一步减小噪声的影响范围，做到敏感点达标。 

 

5、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瓯江局部河段采砂会破坏江底表层沉积物，破坏底栖动物的生活场所，破坏各类

水生动物的生活场所，但是本项目开采区面积仅占瓯江干流温州段总面积的 8.06%，

开采区面积占比不大，因此在瓯江干流上局部区域进行采砂不会对整个地区水生生态

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性产生影响，而且江底表层沉积物经过汛期的沉降后，可得到恢复，

因此采砂活动对瓯江水生动物和江底底栖生物的影响不大。 

《瓯江干流温州段河砂资源利用管理规划》（2015 年修编）实施后，通过合理布

置禁采区及禁采时间，使原先乱采乱挖的无序采砂逐步向有序采砂、资源采砂转变，

这些规划措施将减小采砂对生态环境影响。 

 

10.3 建议 

1、加强设备的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时

产生的高噪声现象。 

2、严格执行《关于划定瓯江砂石禁采区和实行夜间禁采的通告》（2002 年 7 月）

中的有关规定，禁止在 20:00~6:00 进行采砂作业，每日禁采 10 小时。 

 

10.4 总结论 

本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符合相关规划；项目“三废”经妥善处理后可做到达标排

放或达到环保要求，对周围水、气、声环境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区域现有环境质量。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在落实本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基础上，本项目的

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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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意见： 

 

 

 

 

 

 

 

 

 

 

 

 

 

 

 

 

 

 

 

 

(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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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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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