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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海工程海洋环境跟踪监测方案设计要点

———以漳州港古雷港区南２＃液体化工码头工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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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中的要求为依据，结合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中的主要污染物和数模预测影响范围，对海洋环境监测计划内容进行调整优

化。同时提出对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跟踪监测计划应加强管理和指导，为跟踪监测承担单

位提供参考，以便于更好地开展跟踪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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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现状

涉海工程海洋环境跟踪监测工作已开展多

年，目的是为了解建设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营期对

海洋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跟踪，掌握其在施工

期和运营期对海洋水文动力、水质、沉积物和生

物生态的影响，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海洋环

境保护和监督管理提供依据。开展海洋环境跟

踪监测的法律依据主要为《海洋环境保护法》，在

项目进行海洋环保验收时，海洋环境跟踪监测报

告是其中必备条件之一。从涉海项目的审批流

程上，涉海项目开展前需进行海洋环境影响评

价，在通过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经海洋主管部门审

批后方可开工建设，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也

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涉海项目海洋环境跟踪监

测计划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跟踪监测计

划的确定依据是２００２年国家海洋局制定的《建

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１］，结

合项目的特殊性综合考虑而制定。海洋环境跟

踪监测方案的编制也应以跟踪监测计划的要求

为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海洋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的编写人员受个人水平和对规程等的

理解不同，导致部分项目的海洋环境跟踪监测计

划与《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

程》的要求背离，这就使跟踪监测方案编制人员

产生困惑，而海洋环境跟踪监测方案设计工作是

开展海洋环境跟踪监测的基础，方案设计的好坏

直接影响海洋环境跟踪监测工作在项目验收时

的可靠性。目前在针对跟踪监测方案编制方面

的文献基本很少有所涉及。

２　《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

规程》要求

　　海洋环境跟踪监测依据《建设项目海洋环境

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执行，监测内容为在丰

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３个水期，开展大小潮的

海洋水文动力、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和海洋生

物跟踪监测，规程中对监测范围、站位布设、监测

指标和监测频率有明确的规定。

（１）监测范围分为横向和纵向，横向为距离

建设项目海域外缘两侧不小于１０００ｍ，纵向为

不小于１个潮程。

（２）站位布设要求：水文监测横向不小于３个

断面，中心点需经过建设项目海域中心，水质监

测纵向设３～５个断面，主断面需经过建设项目

所处海域；水文主断面设连续站１～３个，其他断

面设连续站１个，大面测站１～３个，站的间距不

小于监测范围的１／３。水质断面设连续站１个，

每个断面大面测站不小于３个，站的间距应有建

设项目所处海域中心点向外由密到疏。沉积物

和生物监测站位在每个断面选取１～３个测站。

站位布设原则为站位具有代表性，以最少站位满

足监测要求，若监测范围有生态敏感区，应适当

增加生态敏感区的测站数，尽可能使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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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３）监测指标：① 水文。水色、透明度、悬浮

物及特征参数。② 水质：铜、铅、镉、石油类及特

征参数。③ 沉积物。铜、铅、镉、石油类及特征参

数。④ 生物生态。叶绿素ａ、浮游植物、浮游动

物、底栖生物及特征污参数。

（４）监测频率：水文项目在建设项目施工后

的大潮期和小潮期进行，施工期每个季节大、小

潮进行，施工后进行一次评估监测；水质项目在

施工期大于一年时至少在每个施工期的丰水期、

平水期和枯水期进行大小潮监测，施工后进行一

次评估监测。运营期至少在一个潮汐年的丰水

期、平水期和枯水期进行一次大小潮监测；沉积

物项目在施工后开展一次监测，施工期每年一

次，运营期每两年一次，对明显改变海底地形的

项目，应适当加大监测频率；生物项目可参考水

质项目适当减少频率，但对监测范围内存在生态

敏感区应加大监测频率；临时监测在项目施工或

生产特殊情况时进行监测。

３　跟踪监测计划

本研究以漳州港古雷港区南２＃液体化工码

头工程为例。

３１　环评中跟踪监测计划内容

引用《漳州港古雷港区南２＃液体化工码头

工程环评报告书》［２］中的施工期的跟踪监测计划

内容，其依据为工程施工产生的污染物和可能的

影响范围（表１）。

表１　环评报告书中的施工期跟踪监测计划

介质 项目 站位布设及频率

海水

水质

悬浮 物、ＣＯＤ、

ＢＯＤ５、氨氮、石

油类

沿涨落潮方向，据施工点１００ｍ、

５００ｍ、１０００ｍ、１５００ｍ各设置

一个站位；在东山珊瑚保护区实

验区和垂直潮流方向距施工点

２５０ｍ处各布设一个站位。施工

期第一季度每月开展一次监测，

其后每季度开展一次监测

海洋

生态

浮游植物、浮游

动 物、底 栖 生

物、鱼卵仔稚鱼

沿工程区垂向设置一个断面，两

个监测站位，距驳岸距离粉分别

５００ｍ、１０００ｍ，施工期开始一次

监测，其后每年春节开展一次

监测

３２　跟踪监测方案设计内容

方案设计主要包括监测范围确定、监测断面

（站位）布设、监测指标筛选、监测频率等几个方

面，以上各项指标的确定主要依据《海洋环境影

响报告书》中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

染物和数模预测悬浮物等的影响范围，并结合

《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的

要求共同考虑。

（１）监测范围确定：环评跟踪监测计划中的横

向距离符合技术规程要求，横向距离为１５００ｍ满

足不少于１０００ｍ的要求；纵向范围在东山珊瑚保

护区至施工点２５０ｍ处范围过小，但若以一个潮

程的距离为纵向距离，则距离约１０ｋｍ对单一工

程的范围过大，因此建议依据环评报告中悬浮物

１０ｍｇ／Ｌ的最大预测影响纵向范围的２３００ｍ为

边界，东山珊瑚保护区距工程位置在２３００ｍ范

围外，跟踪监测外侧站位布设时应尽量靠近东山

珊瑚保护区不再设单独站位。

（２）监测断面和站位布设：环评跟踪监测计

划中的横向断面布设４条，符合技术规程要求；

每条断面只布设一个监测站位未满足每条断面

至少３个站位的要求，因此应在１００ｍ、５００ｍ、

１０００ｍ断面各布设３个监测站位、１５００ｍ断面

仍保持一个监测站位。水质监测站位取所有监

测站位，水文监测站位取各断面中心点，沉积物、

生物生态在水质监测站位基础上按５０％比例

选取。

（３）监测指标：环评跟踪监测计划中的监测

指标包括海水水质和海洋生物两部分，水文项目

在很多方案中也列入水质项目，计划中缺少了沉

积物监测。水质监测项目（含水文）为：悬浮物、

ＣＯＤ、ＢＯＤ５、氨氮、石油类，按照技术规程要求水

色、透明度、铜、铅、镉、悬浮物、石油类为必测项

目，再增加特征污染物指标，按照环评报告书的

内容其中ＣＯＤ、ＢＯＤ５、氨氮作为为陆域的主要污

染物排入陆域污水处理、排放系统，海上施工特

征污染物为悬浮物和石油类，因而ＣＯＤ、ＢＯＤ５、

氨氮可不作为监测指标；沉积物需增加必测项

目：铜、铅、镉、石油类可满足要求；生物生态项目

为：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鱼卵仔稚鱼、

叶绿素ａ可满足要求，同时项目所在位置处于东

山湾内属于传统的三场一通道区域，应重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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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对鱼卵仔稚鱼的影响情况，而计划中已包含

鱼卵仔稚鱼项目。

（４）监测频率：环评跟踪监测计划中水质项

目施工期第一季度每月开展一次海水水质监

测，其后每季度开展一次监测。生物项目施工

期开始一次监测，其后每年春季开展一次监测。

该项目的施工期为 ２０１３年２ 月至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根据技术规程要求，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水质

项目（含水文）丰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进行大、

小潮监测开展监测，其中水色、透明度、悬浮物、

石油类项目为大、小潮均开展监测，铜、铅、镉只

在大潮期开展监测，施工后大潮期再开展一次

监测；沉积物项目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丰水期

和施工后大潮期各开展一次监测；生物监测在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丰水期以及施工后大潮期开

展一次，但考虑到东山湾内为产卵场，因而应在

５月份开展监测。

３．３　重新设计后的跟踪监测方案设计

按照３．２中的内容重新对海洋环境跟踪监

测方案进行设计（表２）。

表２　重新设计后的跟踪监测方案

介质 　项目 站位布设及频率

水文

水质

水色、透

明度、悬

浮物、石

油类

沿涨落潮方向，据施工点１００ｍ、

５００ｍ、１０００ｍ、１５００ｍ各设置一

条断面，断面距离为２３００ｍ；垂直

工程中心线在４个断面各布设一个

监测站位，此外在１００ｍ、５００ｍ、

１０００ｍ３个断面的两侧再各布设

２个监测站位

施工期开始在丰水期、枯水期和平

水期３个水期的大、小潮各开展一

次监测，施工后再开展一次监测（悬

浮物在工程初期可加大频率）

沉积物
铜、铅、镉、石

油类

选择５０％的水质监测站位作为沉积

物监测站位，其中１００ｍ、５００ｍ、

１０００ｍ、１５００ｍ断面至少都有一个

监测站位。施工期每年丰水期大潮

期开展一次监测，施工后开展一次

监测

续表

介质 　项目 站位布设及频率

生物

生态

浮游植物、浮

游动物、底栖

生物、鱼卵仔

稚 鱼、叶 绿

素ａ

选择５０％的水质监测站位作为沉积

物监测站位，其中１００ｍ、５００ｍ、

１０００ｍ、１５００ｍ断面至少都有一个监

测站位。施工期每年丰水期大潮期开展

一次监测，施工后开展一次监测（鱼卵仔

稚鱼在５月份大潮期开展一次监测）

４　结论及建议

（１）从海洋行政管理和法律意义两个层面而

言，跟踪监测工作内容应由跟踪监测承担单位按照

环评中的跟踪监测计划内容执行，原因在于环评报

告书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其中规定的跟踪监测计

划也相应的具有法律意义。但实际上在海洋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的评审时，对于后续跟踪监测计划

的关注点在于是否有此章节内容，而对跟踪监测计

划内容是否合理等方面关注较少，跟踪监测计划应

该有环评报告书编制部门依据《建设项目海洋环境

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中的要求结合项目特殊性

等综合考虑而编制，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评审时

予以审核确认。因而建议今后在涉海工程海洋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应加强对环境跟踪监测部分内

容的可靠性和可行性的审查，使环评报告中的跟踪

监测计划真正能够成为跟踪监测承担部门的依据。

同时，建议今后还应加强生态补偿计算标准和方法

在跟踪监测工作中的应用，给出项目在施工期和运

营期所造成的环境损失，在项目验收时提交生态损

失情况和应缴纳的生态补偿金额，从而可更有效地

保护海洋环境。

（２）鉴于目前及短期内仍会出现环评报告书

中的跟踪监测计划缺乏可靠性和可行性，跟踪监

测任务承担单位也应对涉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跟踪监测计划进行技术把关，结合海洋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现状调查结果中的主要污

染物指标和数模预测的悬浮物等扩散影响范围

等，结合《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

规程》的要求，共同编制海洋环境跟踪监测计划，

从而避免不能满足工作需要等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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