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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规划背景

1、赤壁港发展概况

赤壁隶属湖北省，是由咸宁市代管的县级市，地处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的南岸，为幕阜低

山丘陵与江汉平原的接触地带。赤壁市是咸宁市“一区四县一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与咸安区接

壤，南与崇阳县交界，西隔蟠河与湖南省临湘市相邻，东北与嘉鱼县连接，西北隔长江与洪湖市相

望，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赤壁市处于中国东西、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交汇处，成为服务“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支点和促进咸宁市和赤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

赤壁市地处鄂东南，紧濒长江，内多河湖，历为鄂南交通要道，水运门户。其港口运输历史悠

久，历代均盛，追源上溯至三国与南朝时期，沿江港区舟船活动频繁，晚清至明国初期长江沿岸蒲

圻港池有轮船出入。建国前，由于长江航道演变，港口码头时有废兴。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流域得

以治理， 岸线趋于稳定，码头也有较大发展，港口设施不断完善，支流湖泊小港因受航道变迁

和水利建设对 水源的拦蓄影响，60 年代以后渐成衰落之势，但长江港口和主要支流港口亦有较

大发展，港口装卸

条件不断改善。

2024年1月3日赤壁市人民政府以赤壁政函[2024]2号文批复了《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

年）》。面对当前国家谋篇布局、加大投入的历史发展机遇，赤壁港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迎来

了战略机遇叠加的重要发展机遇期。赤壁港的功能定位为湖北省的中小型港口；是武汉港口群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赤壁市及周边地区大宗货物集散的水运口岸；是赤壁市交通运输网中水陆交通枢纽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赤壁市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是鄂东南地区加快经

济发展、扩大吸引外资、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资源。

经过多年发展建设，赤壁港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以及本身蕴含的水运发展潜力，对带动区

域、 城市以及相关临港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2023年完成港口吞吐量62.6万吨，主要以进

口为主， 其中进口煤炭61.44万吨，供电厂运输煤炭使用；完成卵石吞吐量0.27万吨，完成抛

江石吞吐量 0.89万吨，有力支撑和促进了咸宁市和赤壁市地方经济的发展。根据《湖北省港口

与航道布局规划 （2035年）》（报批稿），陆水航道等级进一步提升，红庙至京港澳高速桥

40公里规划为Ⅱ级航 道；因此，为适应航道等级提升变化，充分发挥港航运输整体效益，开展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工作 是十分必要的。



本轮规划按照 2000吨级港口进行规划，大幅提升港口通过能力，可提高岸线使用效率，因此，

对于陆水河沿线的岸线进行重新规划。

2、规划背景

国家领导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长江黄金水道和流域港口的发展建设。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新港考察时指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内河航运

作用，发展江海联运，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

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一

盘棋思想，加快建设生态环境更加美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长江经济带，为

全国统筹发展提供新的支撑。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北时再次强调，要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

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调研时进一步提出，新形势下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深刻理解“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导向，正确把握整体推进

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我发

展和协同发展等 5个重大关系，实现科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

2018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

出水运系统升级行动，并要求完善内河水运网络，推进集疏港铁路建设，推动大宗货物集疏港运输

向铁路和水路转移，大力发展江海直达和江海联运。

2019年1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

建立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导

向，确保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

2021年6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在《关于新时代推动湖北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

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加快建设“江海联运、水铁联运、水水直达、沿江捎带、港城一体”

水运体系。湖北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体会议提出，要把湖北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国际、



国内商业循环的重要链接；在依靠良好的政策导向发展自身的同时，力求辐射周边地区，增加贸易

往来、带动经济发展。

202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作方案（2021-2025

年）》，基本形成大宗货物及集装箱中长距离运输以铁路和水路为主的发展格局，全国水路货运量

比2020年分别增长12%左右，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 15%以上。重点区域运输结构显著优化，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沿海主要港口利用疏港铁路、水路、封闭式皮带

廊道、新能源汽车运输大宗货物的比例力争达到 80%。提出水运系统升级行动，并要求完善内河水

运网络，推进集疏港铁路建设，推动大宗货物集疏港运输向铁路和水路转移，大力发展江海直达和

江海联运。

2022年6月，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快建设湖北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统筹长江、汉江

港口功能，加快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国家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府关于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系列决策部署，对赤壁港发展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2022年9月，《咸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提出：“第四节优化交通结构，鼓励出行

方式绿色化。优化调整交通运输结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优化全市货物运输结构，推进工业企业

和工业园区的原辅材料及产品由公路运输向铁路和水路运输转移，提高铁路、水路货物运输量。推

广新能源汽车，逐步完善相关基础配套设施。”

2022年12月，湖北省水利厅印发《湖北省陆水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为今后进一步加强河

流岸线空间管控提供重要依据和支撑，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防洪、河势、供水、航运及生态环境保

护等方面的要求，依法依规，提出各类岸线功能区管控要求，严格分类管理；加强岸线保护和开发

利用管理，规范岸线开发利用行为；逐步实现岸线资源“生态优先、协调布局、集约开发、统筹管

理、永续利用”的目标。

2023年1月，《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纲要》是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

行区的“路线图”和“任务书”，要求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推进四化同步发展，陆水河作为赤

壁市的母亲河，合理布局港口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缔造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的先导性与基础性工作。

2023年11月，《湖北省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2035年）》（报批稿）提出为强化重大生产力

布局保障能力，服务大宗物资供应链体系，以长江干线、汉湘桂湖北段两条国家高等级水运大通道

http://sthjj.xianning.gov.cn/ztzl/sswgh/202209/t20220902_2785949.shtml


为主轴，江汉平原航道网为脉络，形成覆盖全省、联网成片的航道水系网，建设“一横一纵一网多

支”高等级航道网，其中陆水红庙至京港澳高速桥段，规划为Ⅱ级航道。

为适应新时代长江生态经济带发展的新形势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要求，贯彻落实“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启动《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的编制是十分必要

和迫切的。

二、本轮规划编制与上一轮《规划》的关系

本次规划结合当前赤壁港发展的新机遇、新环境、新需求和新要求，对赤壁港的发展进行统筹

规划，进一步突出核心港区，明确各港区功能定位，优化港口布局，完善港口支持保障体系建设。

相比上一轮《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本次规划修订将港区划分为“一港四区”，

包括长江赤壁港区、陆水河车埠港区、陆水河蒲圻港区和陆水湖大坝港区。按照统筹规划、协调发

展、可持续利用、有效控制、合理开发利用、集约开发的原则，对赤壁港各港区的岸线范围和长度

进行了调整。上轮规划陆水河航道等级偏低，本轮规划对于涉及生态敏感区的岸线进行了调整；同

时，随着赤壁港腹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优势产业逐渐向沿江聚集，对港口的运输需求进一步增

强，从而对宜港岸线的需求日益旺盛，本轮规划将港区岸线集约高效连片布置，按照 2000吨级港

口进行规划，可提高岸线使用效率。总体而言，上轮规划港口岸线 4986米，本轮规划港口岸线 4960

米。

三、规划原则

本轮规划编制结合当前赤壁港发展的新机遇、新环境、新需求和新要求，在“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发展、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和流域综合治理等重大战略部署的新机遇下，服务

赤壁市及咸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落实水运发展新要求，打通水运通道，加快港口建设，发

挥水运优势，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补齐水运短板，提高综合运输效率。本轮规划

编制对赤壁港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进一步明确赤壁港各港区功能定位，优化港口布局，以推进赤

壁港的转型升级。

1、生态优先

本轮规划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规划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发展理念，结合赤壁港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生态环保的要求，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落实湿地保

护区和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的管理要求，注重与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充分体现港口的



生态性和环保性。

2、优化布局

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结合赤壁市及咸宁市的运输需求，对赤壁港的港口岸线进行集

约、整合和调整，明确赤壁港各港区功能定位，选定赤壁港未来发展的重点，确定赤壁港发展的方

向，进而优化港口布局。本轮规划对赤壁港现有港区进行优化调整，将赤壁港划分为陆水河车埠港

区、陆水河蒲圻港区、陆水湖大坝港区、长江赤壁港区，突出赤壁港发展重点和差异。

3、完善功能

赤壁港将充分利用水运区位优势，推动大宗货物集疏港运输向水路转移，大力发展干支直达。

完善陆水河车埠港区的功能，将陆水河车埠港区打造成为服务赤壁市及周边地区的重要水运集散中

心。结合赤壁市城区建设的要求，充分利用水运资源，以陆水河蒲圻港区为载体，完善赤壁市城区

货运码头布局和开发水上旅游运输体系。陆水河车埠港区主要服务赤壁市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辐射

咸宁市周边地区，以散货、件杂货和集装箱运输为主，兼有加油和油品储存功能。陆水河蒲圻港区

是服务赤壁市城区的综合性港区，规划具有散货、旅游客运和公务执法功能的综合性港区。陆水湖

大坝港区和长江赤壁港区以旅游客运和公务执法功能为主。

4、突出重点

结合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要求，本轮规划将陆水河车埠港区打造成为赤壁港未来发展的核心，

各港区通过差异化发展，形成布局合理、功能互补、具有综合服务能力的港口群。积极促进港、产、

城一体化进程，以港口建设带动临港产业的发展，构建服务咸宁、赤壁，辐射鄂东南地区的重要区

域性水运物流中心和现代化的港口综合运输枢纽。

5、立足长远

新时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家将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

展、交通强国建设等重大战略实施，赤壁港发展面临新形势、新要求。重新审视并谋划赤壁港发展

蓝图，对于破解赤壁港发展难题，优化港口资源配置，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更好地服务支撑赤壁

市及咸宁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轮规划编制以《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为基础，

将基准年确定为 2023年，规划水平年与赤壁市经济、城市、环保等相关专项规划的规划期相适应，

拟选定为2030年、2035年。

赤壁市交通运输局特委托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



年）》的编制工作，按照交通运输部颁布《港口总体规划编制内容及文本格式》的要求完成本规划

的修编工作，并于 2024年12月编制完成了《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送审稿。

为充分考虑和预防《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发展建设可能对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

尽可能减少新一轮规划决策中的失误，减轻在港口开发、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负面效应，

切实协调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和交环法[2004]457号“关于交通行业实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等相关要求，需要对《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赤壁市交通运输局于2024年11月29日正式委托武汉友朋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赤壁

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接受委托后，我公司根据港口现状及本轮规划内容，

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在现场踏勘、收集资料、对规划内容进行分析、并在完成公众参与的基础上，

编制完成了《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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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编制依据

1.1.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修订），2018年 12月 29日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修正），2022年 6月 5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订），2018年 10月 26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2020年 9月 1日起

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自 2019年 4月 23日起施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2016年修订）（2015年 3月 1日施行）。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订），2011年 3月 1日起施行；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18年修订），2018年 12月 29日起施行；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修订），2013年 12月 28日起施行；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22年修正版），2022年 12月 30日起施行；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18年修订），2018年 10月 26日施行；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修订），2012年 7月 1日施行；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3年修订），2013年 12月 7

日起施行；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自 2019 年 3月 2日

起实施；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2008年修订），2008年 12月 27日起施行；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修订），2018年 3月 19日起施行；

(19) 《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年修订），2016年 2月 6日起施行；

(20)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自 2009年 10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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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年修订），2013年 12月 7日起施行；

(22)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号，2024年 10月 10日发

布实施。

1.1.2.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2022年修订）（2016年

5月 1日起施行）；

(2)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46号）；

(3) 《关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会商的指导意见（试行）》（环发〔2015〕179号）；

(4) 《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3〕

86号）；

(5)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1995年）；

(6)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年修订）；

(7)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年 8月 7日起实施；

(8)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 2月 1日起实施；

(9)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号）；

(10)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11) 《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

(12) 《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2015)53号）；

(13)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号）；

(14)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保护部 2018年第 4号令）；

(15) 《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48号；

(16)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环办生态﹝2017﹞48号）；

(17) 《关于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6﹞1162号；

(18) 《关于加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工作的意见》（环发

〔2015〕178号）；

(19) 《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空间管制、总量管控和环境准入的指导意见（试行）》

（环办环评〔2016〕14号）；

(20) 《关于进一步加强港口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办﹝2010﹞38号；

(21) 《关于进一步明确港口总体规划调整适用情形和相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要求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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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

(22)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发〔2012〕

49号；

(23) 《关于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的意见》（交水发﹝2021﹞

27号；

(24)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环发〔2010〕106号；

1.1.3.地方法规

(1) 《湖北省环境保护条例》（修正）（1997.12.03）；

(2) 《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22年 3月 31日修订）

(3) 《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正）（2018.11.29 修订）；

(4)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2012)；

(5) 《湖北省林地管理条例》(2022修订版)；

(6) 《湖北省城镇供水条例》（湖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5次会议，

2015.5.28）

(7)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26次会议，

2021年 9月 29日修订）；

(8) 《湖北省港口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 286号，2021年 7月 18日修订）；

(9) 《湖北省水库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今第 234号，2002年 6月 22日发布）；

(10) 《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鄂政发〔2012〕106 号，2012.12.21）；

(11) 《湖北省水功能区划》（鄂政函〔2003〕101 号，2003.4）；

(12)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环境保护局关于湖北省地表水环境功能类别的通知》（鄂

政办函〔2000〕10号）2000；

(13) 《省环保局关于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通知》（鄂环发〔2006〕20号）2006；

(14) 《湖北省城市供水管理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第 80 号令）2002.1.15；

(15)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通

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鄂政办发〔2011〕130号）；

1.1.4.相关技术导则与规范

(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130-2019）；

(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21)；

(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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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环发〔2010〕106 号；

(2) 《湖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修编（2021-2030 年）》（2021 年）；

(3)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 年）》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2023 年；

(4) 《湖北省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 年）；

(5) 《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交通运输部，2007 年）；

(6)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划纲要》交通运输部，2006 年 4 月颁发；

(7)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湖北省道路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和《湖北省交通物

流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鄂交发〔2022〕21

(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 2.2-2018）；

(5)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

(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7)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试行）》（HJ964-2018）；

(8)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9)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10)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

(11)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20)；

(12)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13)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

(14)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指南》（JTS/T 105—2021）；

(15) 《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S 149-2018）；

(16) 《水上溢油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JT/T1142-2017）；

(17) 《溢油应急处置船应急装备物资配备要求》（JT/T1144-2017）；

(18) 《交通运输专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港口总体规划》（JT∕T 

1146.2-2018）

1.1.5.相关资料

号；

(8)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鄂政发〔2021〕

22号；

(9)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水运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鄂交发〔2022〕7

号；

(10) 《湖北省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2035年）》（2024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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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湖北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2012年湖北省人民政府颁）；

(12) 《赤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

(13) 《赤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

(14) 《赤壁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15) 《赤壁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2014年）；

(16) 《赤壁市现代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年）》；

(17)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赤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通知》赤政发〔2022〕

10号；

(18) 《赤壁市“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赤壁市发改局，2020年）。

1.2.评价目的和原则

1.2.1.评价目的

（1）通过对赤壁港周围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环境质量现状的调查，分析现有港口存

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2）通过对本轮规划的分析，识别环境影响因子，并分析本轮规划存在的环境问题及制

约因素。

（3）通过对赤壁港总体规划与区域的上位规划、相关规划、水源地等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分布的分析，评价港口陆域、水域布局、规模、货种布设的环境合理性，并提出优化调整建

议，以实现规划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4）通过研究规划区域的环境承载力，分析总体规划的可行性。

（5）针对港口总体规划提出合理的、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和环保工程规划。

（6）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总体规划的可行性做出明确结论，为管理部门决策、建设单位

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2.2.评价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不同港区规划码头特征、排污特征和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特征，

合理确定评价区域、评价因子、评价范围，突出重点、抓住危害环境的主要因素。

（2）实用性原则：在评价工作中，各项研究工作成果要切实做到：

①为规划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②为各港区引进项目提供环保指引；

③为环境管理提供科学数据和可行方案。

（3）全局性原则：综合考虑赤壁市社会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结合区域生态环境现状及

https://www.so.com/link?m=bWbApZz+mo0cfz446GmhOEGyikKnDVFfjDUjj9VJV/7ulY5UYQ2bYl+zmhindO2yirfxNRlH5otiUSTRo1uRadnvlCmmPU6N2gAg4szXFFdPK0XcVPe6vkvLzIP7oXkMLMvvorxsBDT9Mp/S6PR3gohACT99yND0CvnjoEHOsSfLOpsjeEVSO2sqKV5u8qi/BWMJN0dpORFN11vmbCEwCG1qJupXipcK9J8XCY5xp02RuGVP86nD/Wcncx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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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治工作，全面分析不同岸段规划内容的合理性及环境影响。

（4）全程互动原则：规划环评工作与港口规划编制过程全程互动，对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的规划内容及时反馈给规划编制单位，以优化规划内容。

1.3.评价范围

根据《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规划港区地域范围，充分考虑各环境要素特征

及港口规划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确定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时间范围和地理范围。

1.3.1.时间范围

本轮规划环评时间范围与规划一致，现状基础年为 2023年，规划近期为 2030年，远期

为 2035年，经济社会及环境基础数据基准年以 2023年为主。

1.3.2.空间范围

水环境：调查赤壁港各港区相关陆域和水域，由于规划范围包括长江（赤壁）、陆水流

域（赤壁），故本轮规划分析长江（赤壁）、陆水流域（赤壁）水域和毗邻陆域。

大气环境：大气环境评价范围为各作业区（岸线）边界外延 2.5km。

声环境：声环境评价范围为各作业区（岸线）边界外 200m及主要集疏运通道两侧 200m

区域。

生态环境：评价范围中水生生态系统评价范围参照水环境，涵盖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

重要经济鱼类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陆生生态系统评价范围包括

港区陆域、港口岸线向陆域外扩 1-3km，涵盖周边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敏感区。

1.4.环境功能区划及评价标准

1.4.1.环境功能区划及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陆水湖大坝港区涉及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

保护区和陆水风景名胜区，长江（赤壁）港区涉及陆水风景名胜区，则陆水湖大坝港区和长

江（赤壁）港区环境空气功能区属于一类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一级标准；赤壁港其他区域功能区属于二类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

（2）声环境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15190-2014），结合港区规划状况，陆水湖大坝港区涉及陆水湖风景名胜区及长江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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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港区涉及赤壁古战场景区的声环境功能区为 1类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1类标准；其余各港区作业区声环境功能区为 3类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3类标准；港区内河航道两侧一定距离的区域划定为和港区内交通道路两侧一定距离的区域

划定为 4a类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港区周边居民区为声

功能区为 2类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3）水环境

据《湖北省地表水环境功能类别》（鄂政办发〔2000〕10号），长江（赤壁市江段）执

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长江一级支流陆水河执行《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陆水流域包含陆水水库，根据《赤壁市陆水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陆水水

库包含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分别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Ⅱ类和Ⅲ类标准。

（4）地下水

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5）土壤

（1）废气

赤壁港废气主要为施工期粉尘、运营期粉尘、运输车辆尾气等废气，均无组织排放，执

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000-2018）

筛选值。

1.4.2.污染物排放标准

。

（2）噪声

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昼间 70dB(A)、夜间 55dB(A)执行；运营期旅游码头社会生活噪声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运营期货运码头作业区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运营期内河航道及道路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执

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4类标准。

（3）废水

施工期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20）后回用。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1 总则

8

运营期污水去向分为两类，一类为接管市政污水管网，一类为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

用。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的废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未接入市政管网，通过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的废水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20）相应回用水标准回用。船舶水污染物的排放执行《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552-2018）中相应标准。

（4）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58-1996）、《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生活垃圾执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1.5.评价内容与评价重点

1.5.1.评价内容

（1）概述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与环境相关的主要内容，介绍规划实施建设活动及其特点。

（2）调查和评价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实施所依赖的环境条件，识别区域主要环境问题、

环境敏感保护目标以及制约港口总体规划实施的主要环境及资源要素。

（3）预测和评估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实施对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固体废

弃物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评价，规划实施对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饮用水源保

护区等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影响，并包括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并预测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

（4）分析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方案与国家、地方、行业、流域等相关规划和区域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方案的协调性。

（5）综合考虑规划布局、环境质量现状和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等因素的基础上，分析本轮

赤壁港总体规划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生态红线保护的环境合理性，提出环境准入负

面清单。

（6）从环境影响角度，论证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规模及空间布局（包括港区规模及布局、

岸线利用、水域及陆域布置等）的环境合理性，并提出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7）从环境影响角度，提出规划实施的环境保护方案，并制定预防和减缓不良环境影响

的环保对策与措施，并对赤壁港发展提出环境管理建议。

（8）通过部门访谈、公众调查、媒体公示等多种形式开展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工作。

（9）制定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实施的环境监测与跟踪评价计划。

（10）对下一层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出指导建议。

1.5.2.评价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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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评估赤壁港总体方案与相关政策、法规的符合性，与相关规划和区划的协调性；

通过规划协调性分析，从宏观层面识别规划可能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制约因素，针对存在

的冲突提出解决方案。

（2）重点预测与评估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整体实施对区域水环境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

影响，评估规划实施中有可能造成的环境和生态风险，从保护供水安全角度提出规划调整建

议。

（3）重点预测与评估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实施对水生生态、尤其是生态敏感区的影响分

析，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论证港区总体规划布局环境合理性，并提出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4）重点评价港口总体布局、岸线利用布局、水陆域布置等的环境合理性，提出优化调

整方案。

1.6.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1.6.1.生态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赤壁港规划范围及周边分布有 3处陆域生态敏感区，分别为陆水风景名胜区（其中陆水

湖国家湿地公园和陆水省级森林公园并入陆水风景名胜区，本次规划环评不再单独分析）、

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本次赤壁港规划与上述

生态敏感区的关系如下。

表 1.6-1 规划评价范围内的生态敏感区

序

号
名称

面积
hm2

保护

对象

保护

级别
与规划关系

1 陆水风景名

胜区
2040
9.64

湿地

生态

系统

及生

物多

样性

国家

级

陆水湖大坝港区岸线位于该风景名胜区范围内，其中一级保

护区内岸线 1240m（2、3、4、5、6、7、8、9、11、12码头）；

二级保护区内岸线 50m（10双泉码头）；三级保护区内岸线

50m（1财政局码头）；主要为旅游和公务码头

2
湖北嘉鱼珍

湖国家湿地

公园

3354.
16

国家

级

位于规划范围外，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位于湖北嘉鱼珍湖国

家湿地公园东北侧 4.5km

3

长江新螺段

国家级白鱀

豚自然保护

区

1251
0.6

国家

级
长江赤壁港区位于其一般控制区。

1.6.2.水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赤壁港所在水环境敏感保护目标主要为陆水河陆溪口地表水国控断面、黄龙镇地表水国

控端面、陆水水库省控断面、陆水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石矶头自来水厂饮用水源保护区。

（1）根据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23咸宁市环境质量报告书》可知，近年来陆水河

陆溪口国控断面、黄龙镇国控断面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Ⅱ类

标准，陆水水库省控断面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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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水流域现有一处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陆水水库，其保护区划分方案经湖

北省人民政府鄂政办发[2011]130号审批印发。

陆水水库饮用水水源地属于大型水库型水源地，陆水水库有三个水厂的取水口，分别为

一水厂取水口，二水厂（中心水厂）取水口、三水厂（蒲纺水厂）取水口。其中三水厂由于

建设年代久远，工艺设备落后，已于 2017年关停，供水范围内的用户，全部归并由一水厂、

二水厂负责供水；供水范围为赤壁市城区、工业园区及周边部分村组供水，服务人口约 28万

余人。

赤壁市陆水水库饮用水水源地有 2个取水口，其中一水厂取水口经纬度为东经 113°53′18″，

北纬 29°41′36″；二水厂取水口经纬度为东经 113°53′26″，北纬 29°41′24″。考虑两个水厂取水

口距离较近（相距约 450米），故将两个保护区整合为一个保护区，综合划分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

表 1.6-2 赤壁市陆水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地市 水源地 水体
保护区

级别

保护区范围

水域 陆域

咸宁

市

赤壁

市

赤壁市陆

水水库

陆水

水库

一级
一、二水厂取水口半径 500

米范围内的水域

取水口侧正常水位线以上陆域半径 200米

范围的区域

二级
一级保护区外径向距离 20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一级保护区外距离 3000米的区域，其陆域

边界不超过流域分水岭。

准保护

区

二级保护区水域上溯至芳世

湾端面

水库上游汇水区域（一二级保护区陆域除

外）

取水口分布和水源地周边情况如图 1.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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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取水口分布及水源地情况

表 1.6-3 项目各港区与饮用水源保护区距离一览表

名称
相对保护区/

取水口方位

相对取水

口距离/m

相对饮用水源一

级保护区距离/m

相对饮用水源二

级保护区距离/m

相对饮用水源准

保护区距离/m

车埠港节堤作业区 NW 23682 23182 23182 23182

车埠港官田作业区 NW 14402 13902 13902 13902

蒲圻港望山作业区 NW 6973 6473 6473 6473

蒲圻港旅游公务码头 NW 5235 4735 4735 4735

蒲圻港旅游码头 N 2146 1646 1646 1646

陆

水

湖

大

坝

港

区

财政局码头 E 554 20 在其范围内 /

陆水湖风景区二号综合码头 E 3405 2905 895 在其范围内

陆水林场主码头（管护码头） E 7716 7216 5216 在其范围内

郊野旅游码头 SE 7000 6500 4500 在其范围内

梁山前寨码头（管护码头） E 6858 6358 4358 在其范围内

明珠码头(管护码头) E 1500 1000 在其范围内 /

探秘岛码头(管护码头) E 4144 3644 1644 在其范围内

麋鹿岛码头(管护码头) E 4237 3737 1737 在其范围内

九龙口码头 SE 3368 2868 868 在其范围内

双泉码头 SE 5053 4553 2553 在其范围内

芳世湾大桥码头（管护码头) SE 14342 13842 11842 在其范围内

防汛码头 SW 847 347 在其范围内 /

长

江

赤

2个旅游码头、1个公务码头 NW 长江赤壁港区码头与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取水口距离约 3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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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港

区

根据上表上图可知，赤壁港仅陆水湖大坝港区位于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其中陆水湖

大坝港区内财政局码头、防汛码头、明珠码头位于陆水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陆

水湖大坝港区其他码头均位于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准保护区范围内。

（3）陆溪口自来水厂饮用水源保护区

陆溪口自来水厂属于咸宁市嘉鱼县，其饮用水源保护区跨越嘉鱼县和赤壁市，其取水口

在长江陆溪口。根据《湖北省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陆溪口自来水厂饮用

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如下：

表 1.6-4 陆溪镇陆溪口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乡镇 水源地
水

体

保护区

级别

保护区范围

水域 陆域

陆溪镇

陆溪镇

陆溪口

水源地

长

江

一级
长度：取水口下游 100米到上游 1000米范围内；

宽度：中泓线至水口一侧水域。

长度：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河长；

宽度：水口一侧防洪堤以内陆域。

二级

长度：一级保护区的上游边界向长江上游和陆水河

上游分别延伸 2000米，下游边界向下延伸 200米；

宽度：长江中泓线至水口一侧水域以及陆水河水域

范围。

长度：二级保护区水域河长；

宽度：长江水口一侧防洪堤以内

陆域以及陆水河两岸防洪堤以内

陆域。

根据调查，陆溪镇陆溪口水源地取水口不在本轮赤壁港规划范围内，与陆水河入长江口

处直线距离 0.9km，与长江赤壁港区最近泊位水域距离约 6km，与最近的作业区节堤作业区

水域距离为 13.5km，与运输成品油的官田作业区的水域距离为 21.5km。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

源一级保护区不涉及本规划，二级保护区范围内包括本项目部分陆水河和长江航道。

1.6.3.声环境及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赤壁港规划涉及的声环境及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主要是集中居民区等。部分港区码头或生

产区距离居民区较近，本次评价对各港区作业区中功能定位为运输存储油品、散货的码头附

近涉及的居民区进行统计。

表 1.6-5 车埠港节堤作业区主要环境保护敏感目标

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祝家山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E 210

孔家山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E 640

宝塔山村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WS 1290

节堤村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E 1200

接里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E 1900

腊里山村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WN 615

表 1.6-6 车埠港官田作业区主要环境保护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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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丁家坪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NE 1100

马家祠堂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E 910

夏家畈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N 564

鼓潭村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E 660

车埠镇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W 200

王家庄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E 900

伯屋庄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 800

表 1.6-7 蒲圻港望山作业区主要环境保护敏感目标

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望山张家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N 30

吴家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W 500

墩上李家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 360

塘角吴家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 670

大沙洲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 450

徐家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W 1100

七房墩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E 480

张家湾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NE 560

营里村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E 950

赤壁市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 2100

钱家村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 250

何家村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W 250

马家咀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 850

刘家湾 居民点 大气环境 二类区 SW 1483

1.7.评价技术路线

本评价拟在现场调研的基础上，分别采用专家咨询法、矩阵法、类比分析法、环境数学

模型法等方法，对本轮规划进行综合论证，评价规划部分本身的环境合理性、与其他相关规

划的协调性和相符性、规划目标可达性等，提出相关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方案，给出规划

方案予以采纳或修改内容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评价技术路线如图 1.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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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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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概述

2.1.本轮规划的主要内容

2.1.1.规划范围

本轮规划的范围主要包括赤壁市所辖长江、陆水河的港口岸线范围。其中长江岸线太平口新洲

至洪庙 18公里；陆水河河口至芳世湾村航道里程 84.5公里，其中陆水河沿线岸线 84.1公里，陆水

湖沿湖岸线 56公里。

2.1.2.规划水平年

本轮规划现状基础年为 2023年，规划水平年近期 2030年，远期2035年。

2.1.3.港口性质及功能定位

2.1.3.1.港口的性质

赤壁港是湖北省一般港口，是促进赤壁市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

重要载体，是咸宁市重要的货运中转集散中心之一。赤壁港将依托港口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和港口物

流业，将形成以大宗散货、件杂货、集装箱运输功能为主，兼顾旅游、公务执法等功能，具有现代

物流、信息服务、公务管理、生态环保、等功能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口。

2.1.3.2.港口的功能

根据赤壁港的性质和现代物流的发展要求，在分析国内港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腹地经济

形态和发展特点，规划确定赤壁港的功能为：以煤炭、非金属矿石和矿建材料等大宗散货、件杂货

和集装箱运输为主，具有装卸储存、中转换装、运输管理、多式联运、信息服务、现代物流、临港

工业以及配套服务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港口。具体功能分析如下：

一、装卸及仓储功能

装卸和仓储是港口最传统的基本功能，也是其它功能的基础。装卸是将货物在船舶与码头之间

的搬运过程，实施和完成这一过程的时间和效率直接关系到码头的利用效率和运输能力，因而通过

技术更新、改善生产组织和提高操作技能等不断提高装卸效率，是赤壁港不懈努力的重要目标；现

代化的港口仓储，主要体现在通过港区附近相对集中的库场设施，保障客户对货物的供给与需求进

行库存调节、加工和配送的需要，达到延伸服务的目的。现代化的码头、高效的装卸设备、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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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场设施等是构成现代化港口的基本物资要素。

二、中转换装功能

中转换装功能也是港口的传统功能之一，是指在港口内实现货物由一种方式到另一种方式的转

换。赤壁港是水路、公路、铁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综合交汇的节点，必须通过场区内各种运输方式便

捷、有效地衔接和灵活运转，保证货物能够选择最为经济、安全、快速和准确的方式完成运输过程。

三、客运服务功能

港口客运功能是提供客船靠泊与离泊服务，并为乘客提供候船与上下船服务。随着公路、铁路

和航空等交通的发展，长江江汉客轮停开，长途的水上客运方式已被许多快捷的现代运输方式所取

代，而旅游客运和短途的客渡仍有部分客运量产生。赤壁港仍将保留客运服务功能，为大坝港区旅

游客运及过江客运服务。此外，随着赤壁港旅游客运业务的发展，赤壁港将为通过水路出行的游客

提供客运服务。

四、运输组织管理功能

为有效地组织港口客货流的中转换装、装卸存储、多式联运，港口必须具备科学的运输组织管

理功能。港口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接的枢纽，在用户与货源之间必须形成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才能适

应市场对货物安全、准时、高效的运输要求。

五、信息服务功能

科学的管理要靠先进的管理手段，通信、信息是保证管理实现的手段之一。港口是客、货、车、

船的汇集中心，又是生产、管理的指挥中心，是交通、经济、商贸、金融各种信息的集散地，因此

现代化的通信、信息功能十分重要。现代运输方式的革命，多式联运和综合物流时代要求通信、信

息系统建设应能够对与物流紧密伴生的信息流迅速作出相应反应，提高运输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能够提供 ITS（智能化运输系统）的发展所需的集成化信息服务和畅通的信息渠道；能够融入

全球经济一体化所要求的EC（电子商务）体系；能够与内外贸的企事业单位、运输管理部门及其

他相关部门互提信息。

六、综合服务功能

港口是车、船、客户等集散地，在港口的各项活动中离不开边防检查、海关检查、动植物检疫、

卫生检疫、船舶检验、维修等生产服务，监督、救助、打捞等安全服务，为船员供给生活资料、提

供娱乐等生活服务。港口具备生产和生活的综合服务功能。

七、发展临港工业的功能

结合湖北省“三大都市圈”战略和赤壁产业发展情况，利用水资源的有利条件，以耗能大、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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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和运输量大的工业为主要特征，大力发展化工、建材、机械制造、农产品深加工等临江工业，

形成沿江工业走廊，港口应为这些临江工业的发展留有充分的余地。

八、现代物流功能

生产和贸易全球化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下降以及零部件和（半）成品运输的增加，由于通讯更为

有效，市场变得更加透明，从而加剧了竞争并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使得基于供应链管理的无缝

运输和配送成为有效控制成本的最后几条途径之一。由于这些发展变化，货物的集散模式也在迅速

发生变化：货物流向服务于多个市场的主要在港口集中，物流操作集中化。赤壁港应依托临港工业

园区，利用方便、快速的现代化通信设施及时、准确的收集、处理信息，建立完整的货物配送、加

工增值、多式联运系统，建设物流园区，使之成为发展现代港口物流的基础。

2.1.4.主要规划内容概述

赤壁港规划将形成“一港四区”的总体格局。分为长江赤壁港区、陆水河车埠港区、陆水河蒲圻

港区、陆水湖大坝港区。其中：陆水河车埠港区和陆水河蒲圻港区为赤壁港的核心港区。

长江赤壁港区是根据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调整方案最新成果，长江赤

壁段已由核心区调整为一般控制区。港区保留现有长江海事码头、赤壁旅游码头。

陆水河车埠港区是 近期赤壁港发展的核心港区，服务赤壁市以及周边地区大宗货物运输和集装

箱运输的重要物流集散中心兼有加油、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功能。结合当前运输需求，近期开展官

田作业区建设。

陆水河蒲圻港区是作为车埠港区的重要补充，是远期赤壁港发展的核心港区，服务节堤枢纽库

区周边地区及赤壁市城区的综合性港区，规划具有散货、件杂货、旅游客运、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

和公务执法功能的综合性港区。

陆水湖大坝港区因涉及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赤壁陆水湖饮用水源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

感区，本次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主要服务陆水湖库区范围内的旅游客运需求，兼有公务执法功能；

保留现有的公务码头和客运码头，并根据相关上位规划要求，结合陆水湖实际旅游客运及公务监管

需求，增加旅游客运及公务码头。

根据赤壁港的腹地经济、沿江产业及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趋势综合研判，结合港口主要货类的流

量流向趋势分析，预计规划期内赤壁港的货物吞吐量将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预测 2025年、2035

年赤壁港的货物吞吐量将分别达到 2500万吨和 3000万吨。赤壁港的主要货类是煤炭、矿建材料、

非金属矿石、件杂货、集装箱、成品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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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赤壁市陆水河和长江赤壁港区水上旅游资源分布及有关旅游规划，充分考虑新时代人民生

活水平提升对休闲观光旅游的需求释放。预测 2035年赤壁港客运吞吐量，长江沿线旅游吞吐量将

达到 30万人次，陆水河沿线夜游项目旅游吞吐量将达到 10万人次，陆水湖大坝港区游客吞吐量将

达到 40万人次；2030年赤壁港游客吞吐量预计达到 2035年吞吐量的 75%。综上所述，2030年赤

壁港将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60万人次，2035年赤壁港将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80万人次。

本轮规划对赤壁港长江、陆水河及陆水湖范围内的岸线进行了岸线资源评价。本次赤壁港港口

岸线共规划 4960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845米，规划港口岸线（规划期内应建设并投入使用的

岸线）4115米。

赤壁港规划期共规划泊位数 50个。其中：保留公务泊位 3个、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泊位 2个，

旅游码头1个；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游客运泊位 12个、公务泊位 10个、水上加油泊位 1个、

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

2.1.5.吞吐量预测及集疏运预测

2.1.5.1.港口吞吐量预测

根据赤壁港的腹地经济、沿江产业及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趋势综合研判，结合港口主要货类的流

量流向趋势分析，预计规划期内赤壁港的货物吞吐量将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预测 2030年、2035

年赤壁港的货物吞吐量将分别达到 2500万吨和 3000万吨。赤壁港的主要货类是煤炭、矿建材料、

非金属矿石、件杂货和集装箱等。根据赤壁市陆水河和长江沿线水上旅游资源分布及有关旅游规划，

充分考虑新时代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对休闲观光旅游的需求释放，预测 2030年、2035年赤壁港旅客

吞吐量将分别为 60万人次和 80万人次。

1、主要货类吞吐量预测

基于赤壁市产业结构，市场需求与供给分析，结合市场基础调研数据综合预测赤壁港口分货类

吞吐量。

1）集装箱

随着赤壁市优势产业聚集区的形成和发展，迫切需要建设集装箱码头以适应新形势下产业运输

特点，实现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重点建设武汉、宜昌、荆州、黄石 4个集装箱港口，逐步建立以

主要港口为中心，重要港口和一般港口为喂给的集装箱集疏运系统，充分发挥主要港口的交通个枢

纽优势和外贸口岸优势。根据规划，武汉港主要承担赤壁等港口的集疏运。因此，在集装箱运输业

务方面，赤壁港将发展成为武汉港的喂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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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赤壁市产业园区建设成效显著，赤壁经济开发区入驻企业 115家，其中中伙现代产业园

59家、陆水循环产业园 45家、蒲圻绿色产业园 11家。形成了以纺织服装、机械制造、建材加工为

特色的产业集群。赤壁市可通过集装箱方式运输的货物主要有农副产品、纺织品、服装、机电产品

和高新技术产品等。集装箱运输方式以公路为主，陆运至武汉阳逻，转水运经长江运至上海港。进

口的集装箱由海运至上海港、南京港后，经长江转运至武汉阳逻、再由陆运运输至赤壁市。目前，

赤壁港还未开展集装箱运输业务。

随着湖北省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长江沿线港口集装箱业务的普及发展，内贸集装

箱运输规模也将逐渐发展壮大。预计“十四五”以后，赤壁市的集装箱运输将进入快速发展期，运

输方式也将逐渐由传统的陆运方式向水运方式转移。未来随着赤壁港集装箱码头的建设，赤壁港集

装箱运输功能的开通，未来赤壁港通过水路运输的集装箱比例将有所提高，预计可达 70%-85%。

2）煤炭及制品

从我国的用煤总体供需情况看，陆运煤炭呈现季节性紧张局面，铁路运煤的饱和度也在不断提

高，水运煤炭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湖北省煤炭资源稀缺，2018年起全省关停全部煤矿，煤炭

供应将全部从省外调入。

赤壁市煤炭需求主要为华润蒲圻电厂。目前蒲圻电厂一期工程装机容量为 2×300MW机组，二

期工程装机容量为 2×1000MW机组，在建三期工程装机容量为 2×1000MW机组。合计全厂一期二

期三期 6台机组耗煤量为800万吨/年。

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一期、二期可生产预焙阳极 22万吨，目前三期扩建项目项目正纳入“十

四五”规划中，预计可生产 30万吨电解铝用预焙阳极，长城碳素每年焦煤需求量约 20-30万吨。

华新水泥（赤壁）有限公司目前拥有一条日产 40吨的水泥熟料生产线，年产优质水泥 160万

吨，年煤炭需求量 40万吨左右。

赤壁市煤炭主要通过京广铁路调入，公路仍是煤炭运输的主要方式，水运来煤主要受航道及港

口的限制。从我国的用煤总体供需情况看，陆运煤炭呈现季节性紧张局面，铁路运煤的饱和度也在

不断提高，水运煤炭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综上，预计赤壁市华润蒲圻电厂、长城炭素和华新水泥（赤壁）等企业耗煤量约 860万吨，同

时，考虑企业需要储煤、备煤约 10%，因此赤壁地区煤炭运输需求在 950万吨左右。预计 2030年

赤壁港煤炭吞吐量将达到 950万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预计 2035年赤壁港煤炭吞吐量将

达到 1150万吨，该部分功能主要由陆水河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和官田作业区完成。

3）非金属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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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赤壁市矿产资源储量特点

赤壁市已发现的矿产有 16种，各类矿区（床）78处，按资源储量规模分类，大型矿床 1个、

中型矿床4个、小型矿床 57个、矿点 16个，其中大型矿床为水泥用灰岩，中型矿床为水泥用灰岩、

水泥配料用砂岩和地热。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资源仅 9种，分别为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

水泥配料用砂岩、水泥配料用粘土、砖瓦用页岩、煤炭、地热、磷矿和锑矿，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

种中，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煤炭以及地热等矿种资源储量较大，开采利用条件较好，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为赤壁市的优势矿种；市内金属矿产缺乏。

（2）开采规模

水泥用灰岩：保有资源储量 212532千吨，赤壁市仅 1家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位于中伙铺镇，

优化水泥用灰岩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行贫富兼采、分级利用，保持总量与市场需求相适

应，严禁将水泥用灰岩（大理岩、白云岩）作为普通建筑石料开采，到阶段目标期保留 1个采矿权，

矿石年开采量控制在 600万吨。

赤壁市水泥用灰岩和建筑石料用灰岩年开采量为3430万吨。预计赤壁港2030年非金属矿石吞

吐量达1340万吨，2035年非金属矿石吞吐量达1575万吨。

4）矿建材料

根据《湖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咸宁市研究出台《咸宁市河道采砂许可实施细则（试行）》，

陆水河采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规划陆水河现可采砂石资源总量约

2100万吨，其中赤壁约为 740万吨，通城约为 860万吨，崇阳约为 540万吨。陆水河采砂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赤壁市创新许可方式，对陆水河道砂石存量、砂石分布、

河道演变趋势、河道地质、水生态水环境、河道泥砂补给等情况进行认真评估，通过“招拍挂”方

式对朝天畈、黄龙、丁家坪等 3个河段的采区进行许可。

赤壁市采区范围内开采的砂石大部分将直接运往武汉等长江沿线地区，少量砂石将由赤壁港上

岸供应赤壁市本地生产使用，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房地产开发。

预计赤壁市陆水河开采砂石中的35%将供应赤壁市使用，主要由陆水河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完

成，预计2030年赤壁港矿建材料吞吐量将达到60万吨，预计赤壁港2035年矿建材料吞吐量与2030

年矿建材料吞吐量持平。

5）金属矿石

赤壁市目前暂无大型钢铁等冶金生产企业，同时金属矿石资源匮乏，暂无金属矿石运输需求。

6）件杂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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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材

赤壁市主要钢材消耗产业是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钢材来源将主要来自于武钢、嘉鱼金盛兰等

长江沿线钢铁加工企业。预计未来赤壁市钢铁消耗将呈现稳定发展趋势，预计2030年，赤壁市钢

材需求量将为400万吨，2035年将达到600万吨。

水运将充分发挥水运运价低的优势，成为赤壁市长江沿线钢材调入的主要途径，预计 2025年

赤壁港钢材吞吐量将达到 25万吨，2035年赤壁港钢材吞吐量将达到 40万吨。

（2）石膏板

赤壁市主要石膏板消耗产业是建设业和房地产开发，广泛用于住宅、办公楼、商店、旅馆和工

业厂房等各种建筑物的内隔墙、墙体覆面板(代替墙面抹灰层)、天花板、吸音板、地面基层板和各

种装饰板等。

主要来源于华润石膏加工产业企业，预计未来赤壁市石膏板产量会稳定上涨，预计赤壁石膏

2025年产量为 60万吨，2035年产量为 90万吨。预计 2025年赤壁港石膏板吞吐量将达到 30万吨，

2035年赤壁港石膏板吞吐量将基本持平。

（3）化肥

赤壁市境内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年平均气

温16.9°C，年平均无霜期 247~261天，降雨量 1251~1608 毫米，适合各种农作物生长。2021年赤

壁市农用化肥使用量为 1.33万吨，赤壁市本地化肥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所需化肥主要依靠从外地调

入，主要以宜昌、枝江等地是湖北省化肥主要生产地生产的磷肥、复合肥为主。受到港口功能的限

制，其所需化肥通过公路调入。此外，赤壁港历来是腹地通城和崇阳化肥调入的主要水运中转节点。

预测2030年、2035年赤壁港化肥的进口量为 5万吨。

（4）水泥

赤壁市以华新水泥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在过去的发展中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革新，同时在生

产流程清洁环保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华新水泥（赤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5月 23日，目前拥有一条日产 4000吨的水泥熟料

生产线，是咸宁地区首个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新型干法预分解生产工艺的水泥熟料生产线，年产优质

水泥 160万吨，同时配套建设了7.5MW低温余热发电厂和全系统变频改造项目。公司主要生产 4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和 32.5级矿渣硅酸盐水泥水泥，除满足咸宁地区的需求外，还供应到湖南岳阳、

临湘等周边城市。

目前，赤壁市生产的水泥产品，除供本地消化外，主要销往湖南岳阳、临湘等周边城市。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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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航道条件的改善可使得赤壁市生产的水泥通过水运方式销售至长江沙市、石首等地。

赤壁市未来将水泥深加工制品。鼓励发展各种水泥基材料，推广预拌砂浆、水泥混凝土建筑构

件、高标号混凝土等产品。预计在未来的十年内，水泥产业将以调整、化解过剩的产能为主，水泥

生产规模将维持现有水平。

赤壁市自产水泥可满足赤壁市水泥需求，部分型号水泥和特种水泥需从外市调入。综合以上因

素，预测2025年、2035年赤壁港水泥吞吐量达到 10万吨，其中水运出口5万吨，进口 5万吨。

7）成品油

近年来，陆水河与长江的水运游联系日益频繁，随着来往船只不断增加，未来双燃料船舶将快

速发展，陆水河运输船舶也将逐渐实现LNG和柴油双燃料改造。

赤壁港到港船舶为内河机动船舶。近年，节堤枢纽过闸船舶 8500艘次，以500吨级船舶为主，

中洪水期可同航 1000~2000吨级船舶，包括赤壁港的到港船舶和陆水河砂石开采船舶。陆水河过往

船舶呈现向 1000吨级船舶发展的趋势，500吨级以下船舶已经逐渐减少。运输船舶主要承担煤炭、

矿建材料等大宗散货的运输。目前赤壁港节堤枢纽上游车埠综合码头正在试运营，其到港船舶主要

为500吨级。

节堤枢纽现有 500吨级船闸 1座，船闸有效尺度为：180米×23米×3.5米(闸室长×宽×槛上水深)，

可兼顾 1000吨级船队通过，2008年12月节堤航电枢纽工程正式开工，于2012年 10月已开始蓄水

发电，2013年建成，现已投产运行，规划新建1000t级二线船闸，以提高船闸断面的通过能力，满

足腹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综合考虑赤壁港的实际，考虑在陆水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设置水上加油运输泊位和油品运输

泊位。水上加油泊位主要服务节堤枢纽上游及过闸船舶燃料（柴油）加注需要，节堤枢纽下游船舶

利用长江沿线加油码头进行燃料补给；油品运输泊位主要运输成品油，供城市交通及船舶燃料使用。

预测 2030年赤壁港成品油吞吐量将达到 30万吨（含柴油 10万吨）；2035年将达到 60万吨（含柴

油20万吨）。

官田作业区油品装卸规模2025年为30万吨/年，2035年为60万吨/年，在油品泊位后方约1.3km

陆域位置拟规划建设一处油品储存区，占地约 4000平方米（6亩）。官田作业区在码头设置 2000t

级泊位，通过地下管道运输油品到储存区进行暂存后，通过油罐车运走。油品储存区的建设规模根

据后期作业区具体入驻项目确定，本次规划环评仅确定该地块使用功能，不对其具体建设内容进行

详细描述。

根据对该地块土地利用情况的分析，该油品储存区地块不涉及生态红线、不涉及生态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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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区域、不涉及天保林、天然林等限制林地。该地块位处偏僻，周边主要为山林空地，距最近

敏感目标为 1km外的车埠镇居民，在用地层面及风险层面能够满足该地块用作油品储存的功能。

8）货运吞吐量预测结论

除以上主要货类外，赤壁港其他货物还包括机械设备、棉花、木材、农林副产品等，由于各类

货物吞吐量较低，因此不单独进行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2025年、2035年赤壁港的吞吐量（含集装箱）分别达到 2500万吨、3000万吨。

赤壁港货运吞吐量分货类预测结果如表 2.1-1。

表2.1-1 赤壁港货运吞吐量分货类预测表

货种 单位
2030年 2035年

总计 出港 进港 总计 出港 进港

煤炭 万 t 950 950 1150 1150

矿建材料 万 t 60 60 60 60

非金属矿石 万 t 1340 1340 1575 1575

水泥 万 t 10 5 5 10 5 5

钢铁 万 t 25 25 40 40

粮食 万 t 10 5 5 10 5 5

化肥 万 t 5 5 5 5

柴油 万 t 10 10 20 20

成品油 万 t 20 20 40 40

石膏板 万 t 30 30 30 30

其它 万 t 40 25 15 60 35 25

总计 万 t 2500 1435 1065 3000 1710 1290

货种 单位 2030年 2035年

9）分港区吞吐量预测

表2.1-2 赤壁港陆水河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吞吐量分货类预测表

货种 单位
2030年 2035年

总计 出港 进港 总计 出港 进港

煤炭 万 t 220 220 300 300

矿建材料 万 t 60 60 60 60

非金属矿石 万 t 280 280 390 390

水泥 万 t 10 5 5 10 5 5

钢铁 万 t 5 5 10 10

粮食 万 t 10 5 5 10 5 5

化肥 万 t 5 5 5 5

其它 万 t 20 16 4 30 20 10

总计 万 t 610 306 304 815 420 395

表2.1-3 赤壁港陆水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吞吐量分货类预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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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种 单位
2030年 2035年

总计 出港 进港 总计 出港 进港

煤炭 万 t 600 600 700 700

非金属矿石 万 t 600 600 650 650

石膏板 万 t 30 30 30 30

柴油 万 t 10 10 20 20

成品油 万 t 20 20 40 40

钢铁 万 t 20 20 30 30

其它 万 t 20 9 11 30 15 15

总计 万 t 1300 669 631 1500 755 745

表2.1-4 赤壁港陆水河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吞吐量分货类预测表

货种 单位
2030年 2035年

总计 出港 进港 总计 出港 进港

非金属矿石 万 t 460 460 535 535

煤炭 万 t 130 130 150 150

总计 万 t 590 460 130 685 535 150

2、客运吞吐量发展水平预测

赤壁市旅游资源有三国赤壁文化和砖茶文化两大世界级旅游资源、陆水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旅游

资源、温泉特色旅游资源和莲、蔬、果、竹、渔五大基底资源。世界级文化底蕴、顶级山水生态、

雄厚的农业基础，为赤壁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禀赋，为文化生态休闲度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根据《赤壁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暨全域旅游总体规划》，旅游要素建设行动计划中提出，在文

化娱乐方面陆水河夜游项目。

陆水湖风景区位于赤壁市，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因三国东吴名将陆逊在此驻军而得名。陆

水湖水域面积 57平方公里，蓄水量 7.2亿立方米。风景区内 800多个岛屿星罗棋布，有“湖北千岛

湖”之美誉，最大的岛有 100多公顷，最小的如一叶扁舟。陆水湖风景区以山幽、林绿、水清、岛

秀闻名遐迩。湖中水质澄明碧透，水上碧波荡漾，鱼舟轻发，快艇如织。湖南岸的雪峰山上林丰竹

茂。陆水风景名胜区主要景点有：千岛湖水岛、雪峰山竹林、花园坡山林、芳世湾生态、五洪山温

泉等。年游客接待 40万人次以上。

综上所述，预测 2035年赤壁港客运吞吐量，长江沿线旅游吞吐量将达到 30万人次，陆水河沿

线夜游项目旅游吞吐量将达到 10万人次，陆水湖大坝港区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40万人次；2030年赤

壁港游客吞吐量预计达到 2035年吞吐量的75%。综上所述，2030年赤壁港将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560

万人次，2035年赤壁港将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80万人次。

2.1.5.2.港口集疏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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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运集疏量预测

根据对港口货物流量流向的分析以及腹地内交通运输体系的构成和发展，预测赤壁港货物集疏

运量（集运量和疏运量总计）2030年、2035年分别为 5000万吨和 6000万吨。2025年水路运输比

重约占 50%，公路占 50%；2035年水路运输比重约占 50%，公路占50%。

赤壁港及各港区集疏运量预测，详见表 2.1-6～表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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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 赤壁港集疏运量预测表

货种

2030年 2035年

集运量（万吨） 疏运量（万吨） 集运量（万吨） 疏运量（万吨）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煤炭 950 950 950 950 1150 1150 1150 1150

矿建材料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非金属矿石 1340 1340 1340 1340 1575 1575 1575 1575

水泥 10 5 5 10 5 5 10 5 5 10 5 5

钢铁 25 25 25 25 40 40 40 40

粮食 10 5 5 10 5 5 10 5 5 10 5 5

化肥 5 5 5 5 5 5 5 5

柴油 10 10 10 10 20 20 20 20

成品油 20 20 20 20 40 40 40 40

石膏板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其它 40 15 25 40 25 15 60 25 35 60 35 25

总计 2500 1065 1435 2500 1435 1065 3000 1290 1710 3000 1710 1290

煤炭 950 950 950 950 1150 1150 1150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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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赤壁港陆水河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集疏运量预测表

货种

2030年 2035年

集运量（万吨） 疏运量（万吨） 集运量（万吨） 疏运量（万吨）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煤炭 220 220 120 120 300 300 300 300

矿建材料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非金属矿石 280 280 280 280 390 390 390 390

水泥 10 5 5 10 5 5 10 5 5 10 5 5

钢铁 5 5 5 5 10 10 10 10

粮食 10 5 5 10 5 5 10 5 5 10 5 5

化肥 5 5 5 5 5 5 5 5

其它 20 4 16 20 16 4 30 20 10 30 20 10

总计 610 304 306 610 306 304 815 395 420 815 420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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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赤壁港陆水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集疏运量预测表

货种

2030年 2035年

集运量（万吨） 疏运量（万吨） 集运量（万吨） 疏运量（万吨）

总计 水运
铁

路
公路

其

他
总计 水运

铁

路
公路

其

他
总计 水运

铁

路
公路

其

他
总计 水运

铁

路
公路

其

他

煤炭 600 600 600 600 700 700 700 700

矿建材料

非金属矿石 600 600 600 600 650 650 650 650

柴油 10 10 10 10 20 20 20 20

成品油 20 20 20 20 40 40 60 40

钢铁 20 20 20 20 30 30 30 30

石膏板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其它 20 9 11 20 11 9 30 15 15 30 15 15

总计 1300 631 669 1300 669 631 1500 745 755 1500 755 745

表 2.1-8 赤壁港陆水河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集疏运量预测表

货种

2030年 2035年

集运量（万吨） 疏运量（万吨） 集运量（万吨） 疏运量（万吨）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总计 水运 铁路 公路 其他

煤炭 130 130 130 130 150 150 150 150

非金属矿石 460 460 460 460 535 535 535 535

总计 590 130 460 590 460 130 685 150 535 685 53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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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运集疏量预测

预测赤壁港 2025年的旅客集疏运为 120万人次，2035年的旅客集疏运为为 160万人次，其中

水路和公路运输比重各占 50%左右。

2.1.6.船型预测

2.1.6.1.到港船型现状

赤壁港到港船舶为内河机动船舶。2017年节堤枢纽过闸船舶 8500艘次，以500吨级船舶为主，

中洪水期可同航 1000~2000吨级船舶，包括赤壁港的到港船舶和陆水河砂石开采船舶。陆水河过往

船舶呈现向 2000吨级船舶发展的趋势，500吨级以下船舶已经逐渐减少。运输船舶主要承担煤炭、

矿建材料等大宗散货的运输。目前赤壁港节堤枢纽上游车埠综合码头正在试运营，受靠泊能力限制，

其到港船舶主要为 500吨级。

2.1.6.2.到港船型预测

根据预测的港口吞吐量分货种流量、流向和港口条件，结合运输船舶发展趋势选择合适的船型。

1、航道现状

陆水发源于幕阜山，流经通城、崇阳，横贯赤壁全境，由嘉鱼陆溪口入长江，全长183公里。

陆水是赤壁市城区唯一的水运通道。流域腹地的非金属矿藏如石灰石、大理石等资源储量较丰富，

且分布相对集中，具有一定的开发前景。陆水河所在的赤壁市是“三大角”经济区中“大武汉”城市圈

的外围产业转移基地，随着武汉城市圈基础设施、产业、区域市场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必将推动城市圈内经济一体化。陆水节堤航电枢纽建成后，河口～陆水大坝 46公里河段达到Ⅳ级

航道标准，与长江联网，干支直达，运输能力大幅度提高，满足腹地进一步开采矿产资源的运输需

要，形成一条经济合理的水运通道，促进水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

2、规划船型

赤壁港规划配备水上加油站，选择 2000吨级油船为代表船型。随着高效率的船舶运输要求，

集装箱船型应运而生。赤壁港的集装箱运输主要运至武汉等地。综合分析货种、运距、运营成本等

因素，选择 200TEU集装箱船作为规划代表船型。

客位船舶向快速化、舒适化趋势发展，根据陆水河沿线旅游、陆水湖旅游现有船型为代表。

结合《内河通航标准》、《内河过闸运输船舶标准船型主尺度系列》对于 2000吨级船舶的尺

度要求，结合赤壁港客、货运未来发展的趋势，赤壁港代表船型主尺度表如表 2-15所示。

表2.1-9 赤壁港规划代表船型主尺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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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客运 船型 总长（米） 型宽（米） 设计吃水 备注

普通货船

2000吨级货船 90 14.8 2.6
内河通航标准

2000吨级驳船 75 16.2 2.6

2000吨级货船 88 15 2.6 长江干线代表船型

1000吨级货船 85 10.8 2.0

内河通航标准1000吨级驳船 67.5 10.8 2.0

500吨级货船 67.5 10.8 1.6

油船

2000吨级油船CZ-H13 63.0 13.8 2.0～2.6

内河过闸运输船舶标

准船型主尺度系列

2000吨级油船CZ-H14 73.0 13.8 2.0～2.6

2000吨级油船CZ-H15 85.0 13.8 2.0～2.6

1000吨级油船CZ-H8 85.0 11.0 2.0

集装箱船

200TEU集装箱船CZ-J6 88.0 15.0 2.4～3.0

180TEU集装箱船CZ-J5 88.0 13.8 2.0～3.0

100TEU集装箱船CZ-J4 73.0 13.8 2.0～3.0

60TEU集装箱船CZ-J3 63.0 11.0 2.0～2.4

旅游客船 40客位旅游船 18.0 5.4 1.4 陆水河

旅游客船 10客位旅游船 9.85 2.81 0.4 陆水湖

旅游客船 49客位旅游船 18.0 4.2 0.436 陆水湖

旅游客船 大型旅游客船 26.55 5.2 0.75 陆水湖

旅游客船 小型旅游客船 9.85 2.81 0.4 陆水湖

公务船 公务船 12.0 2.68 0.7 陆水河、陆水湖

2.1.7.岸线利用规划

本轮规划赤壁港规划利用岸线全部为陆水河岸线、陆水湖岸线、长江岸线。

本次赤壁港港口岸线共规划4960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845米，规划港口岸线（规划期内

应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岸线）4115米。

1、长江岸线

长江赤壁段自然岸线长 18公里，长江赤壁段岸线现有长江海事赤壁码头、长江赤壁旅游码头

已利用港口岸线 400米，全部位于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长江新螺段国

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功能区由三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变为两区--核心控制区、一般控制区）

范围内。

2、陆水河岸线

陆水河河口至桂家畈枢纽航道里程 46公里。陆水右岸岸线上起赤壁城关，下至洪庙，岸线全

长41.7公里；左岸岸线上赤壁城关，下至蔡家墩，岸线全长 42.4公里。目前桂家畈枢以下至河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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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一河槽，河道两岸有完整的堤防，河道受地形和河岸控制程度较好，河床表层多为亚粘土、砂

壤土，河道多年来较为稳定。

1）洪庙～节堤枢纽

河口段约6公里河道平均河宽不足 150米，不具备建港条件；河口至节堤枢纽下游 5公里（距

河口 9公里）的岸线位于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该段岸线规划为非港口岸线。节堤枢

纽下游 5公里（距河口 9公里）至节堤枢纽下游 1公里处（距河口 13公里），河道较窄，且岸线

后方多为沟渠、湖网或养殖区，不适宜建港；节堤枢纽下游 1公里到节堤枢纽下游 500米（节堤枢

纽管理区），该河段宽度约 300米，后方陆域较好，具备建港条件，该段岸线范围内保留已利用港

口岸线 200米，规划港口岸线 550米。

2）节堤枢纽～京港澳高速公路桥

节堤枢纽蓄水后，节堤枢纽至京港澳高速桥 26公里段成为了库区航道，航道条件得到大大改

善，除朝天贩江心洲整个右汊道约 1.3公里河段、四清垸至黄龙街附近约 1.5公里河段、接里湖至皂

潭小学附近约 1.3公里河段三处水深不足外，大部分航道尺度满足要求，能够满足港口建设需要。

陆域方面，京港澳高速下游至河节堤水牛段两岸多为沟渠、湖网或养殖区，适宜建港的陆域岸

线较少，集疏运条件也相对较差。另外该段有多处跨河桥梁、线缆等设施，岸线开发的限制因素较

多。

节堤枢纽至高山刘家，航道里程3公里，该河段河势基本稳定，边滩发育，深水近岸，水域条

件较好，但陆域空间不足，条件较差，规划为非港口岸线。

高山刘家至车埠镇，航道里程 5.5公里，该河段河势基本稳定，深水近岸，水域条件较好，但

陆域为车埠镇城镇发展区域、基本农田及车埠镇禁止建设区，规划为非港口岸线。

车埠镇至车埠综合码头，河段河势基本稳定，深水近岸，水域条件较好，陆域空间条件较好，

后方陆域不在城镇发展区域范围内，且不涉及基本农田和禁止建设区，集疏运通道较好，该段岸线

规划为港口岸线，其中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145米，规划港口岸线 1275米。

车埠综合码头至武深高速公路桥，航道里程 6.5公里，该河段河势基本稳定，河面水域开阔，

水深条件较好，但陆域空间不足，多为基本农田和山地，暂不具备建港条件，该段岸线规划为非港

口岸线。

武深高速公路至望山，航道里程 8公里，该河段河势基本稳定，郑家洲顺直河段处河面较宽，

水域条件较好，后方陆域开阔，其余河段河面宽度较窄，水域条件较差，后方陆域涉及基本农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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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陆域条件较差规划为非港口岸线。

望山至G107咸宁市赤壁段高速公路陆水河大桥，航道里程 3公里，该河段河势基本稳定，河

面较宽，水域条件良好，后方陆域涉及为居民集中区，陆域空间有限。总体而言，属于适宜建港岸

线。该河段规划港口岸线 820米。

3）京珠高速公路陆水河大桥至桂家畈枢纽

京港澳高速桥至桂家畈枢纽，航道里程 6公里，河段两侧陆域均为赤壁市城区，基本为城市道

路、住宅等占据，陆域较为狭窄，该段岸线集疏运条件好。但该河段跨桥桥梁较多，港口建设受到

制约。该河段规划港口岸线230m，其中旅游岸线 143米，公务岸线87m。

3、陆水湖

桂家畈枢纽至芳世湾村，航道里程28公里，两岸岸线56公里。该河段属桂家畈枢纽库区范围

内，水深条件好，陆域发展空间有限。该河段属生态敏感区，发展建设受到制约。本轮规划本次规

划将保留现有2个泊位，保留岸线100米，规划陆水湖旅游码头4个泊位，规划旅游泊位岸线500

米；公务码头6个泊位，规划公务泊位岸线740米；合计共规划港口岸线1340米。

综上所述，本次赤壁港港口岸线共规划4960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845米，规划港口岸线

（规划期内应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岸线）4115米。各作业区岸线规划情况如下：

表2.1-10 岸线规划情况表

序号 港区名称 作业区名称 港区功能
本轮规划港口岸线长度（米）

所在河湖段
已利用 新增利用

1
长江赤壁港

区
/ 公务、旅游 400 / 长江（赤壁段）

2 车埠港区 节堤作业区 煤炭、散货、件杂货、集装箱 200 550

陆水河
3 车埠港区 官田作业区 件杂、散货、加油 145 1275

4 蒲圻港区 望山作业区 散货、件杂货 0 820

5 蒲圻港区 旅游客运作业区 旅游客运、公务 0 230

6 大坝港区 / 旅游客运、公务 100 1240 陆水湖

合计 845 4115 /

总计 4960 /

2.1.8.港口总体布置规划

2.1.8.1.港区划分

赤壁港规划将形成“一港四区”的总体格局。分为长江赤壁港区、陆水河车埠港区、陆水河蒲

圻港区、陆水湖大坝港区。其中：陆水河车埠港区和陆水河蒲圻港区为赤壁港的核心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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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赤壁港区是根据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调整方案最新成果，长江赤

壁段已由核心区调整为一般控制区。港区保留现有长江海事码头、赤壁旅游码头。

陆水河车埠港区是近期赤壁港发展的核心港区，服务赤壁市以及周边地区大宗货物运输和集装

箱运输的重要物流集散中心兼有加油、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功能。结合当前运输需求，近期开展官

田作业区建设。

陆水河蒲圻港区是作为车埠港区的重要补充，是远期赤壁港发展的核心港区，服务节堤枢纽库

区周边地区及赤壁市城区的综合性港区，规划具有散货、件杂货、旅游客运、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

和公务执法功能的综合性港区。

陆水湖大坝港区因涉及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赤壁陆水湖饮用水源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

感区，本次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主要服务陆水湖库区范围内的旅游客运需求，兼有公务执法功能；

保留现有的公务码头和客运码头，并根据相关上位规划要求，结合陆水湖实际旅游客运及公务监管

需求，增加旅游客运及公务码头。

2.1.8.2.港区布置规划

本轮规划赤壁港划分为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蒲坼港区望山作业区、蒲

坼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陆水湖大坝港区、长江赤壁港区。赤壁港规划期共规划泊位数 50个。其

中：保留公务泊位 3个、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泊位 2个，旅游码头 1个；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

游客运泊位 12个、公务泊位 10个、水上加油泊位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各港

区布置如下：

一、陆水河车埠港区

陆水河车埠港区是赤壁港的核心港区，港区包括节堤作业区和官田作业区。港区位于陆水河右

岸车埠镇境内。是服务赤壁市的核心港区，港区规划以煤炭、散货、件杂货、集装箱功能为主，兼

有加油、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功能。

节堤作业区位于车埠镇节堤村附近，距离河口 12公里，距节堤枢纽 690米，属于枢纽管理区

之外。河势、水流、岸坡相对稳定，河势较为顺直，河面宽度约 300米，后方陆域为林地、一般农

田及河塘。后方路域开阔、水深条件良好，适宜建港。保留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码头 1个泊位，占

用岸线 200米。作业区规划为散货、件杂货和集装箱功能，规划布置 5个 2000吨级泊位，自上而

下布置新增规划 1个2000吨级多用途泊位、1个 2000吨级件杂货泊位、3个 2000吨级散货泊位。

新增规划港口岸线 550米，新增港口通过能力 940万吨（含集装箱2.0万TEU）码头规划泊位连片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2 规划概述

34

布置，陆域纵深 180-308米，规划利用面积 280亩。

官田作业区位于车埠镇官田村，距下游节堤枢纽 9公里，距陆水河河口 23公里。作业区河段

水流平顺河势稳定，场地稳定，水域开阔、岸线顺直，适宜建港。规划为散货、件杂货、集装箱、

油品、水上加油、污染物接收转运功能。自上而下布置新增规划2个 2000吨级通用泊位、5个2000

吨级散货泊位和 1个2000吨级多用途泊位，总占用岸线 865米；保留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码

头145米；新增规划港口岸线 1个2000吨级水上加油站泊位 190米；新增规划港口岸线 1个2000

吨级油品泊位 220米。港区新增港口通过能力 1650万吨（含集装箱 2万TEU、成品油 40万吨、柴

油20万吨）。

二、陆水河蒲圻港区

港区是服务赤壁市城区的综合性港区，规划具有散货、旅游客运和公务执法功能的综合性港区。

包括望山作业区和旅游客运作业区。

望山作业区位于陆水河左岸蒲圻街办事处望山村附近，距下游节堤枢纽22公里，距陆水河河

口36公里。河势稳定，地质条件良好，水流平稳，陆域开阔，适宜建港。港区规划为散货、污染

物接收转运功能，自上而下新增规划布置2个2000吨级通用泊位240米、1个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

150米、3个2000吨级散货泊位430米，港区新增港口通过能力1150万吨。

旅游客运作业区规划为旅游客运和公务执法功能。作业区分为2个泊位区。旅游客运1泊位区

位于陆水河右岸赤马港办事处赤壁创新聚集区附近，距下游京港澳高速陆水河大桥400米，距上游

武广高铁跨陆水河大桥300米。该河段河势稳定，水流平稳，后方交通便捷，将成为服务赤壁陆水

河夜游项目的游客接待中转中心。规划布置40客位旅游客运泊位4个和公务执法码头泊位4个，

共占用岸线143米，新增旅客通过能力12万人次。

旅游客运2泊位区位于陆水河右岸陆水湖办事处青泉公园附近，距下游600米。该河段河势稳

定，水流平稳，后方交通便捷，将成为服务赤壁陆水河夜游项目的重要的游客集散地。规划布置40

客位旅游客运泊位4个，新增规划岸线87米，新增旅客通过能力12万人次。

三、陆水湖大坝港区

陆水湖桂家畈枢纽（陆水湖大坝）库区范围内为陆水省级森林公园、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和赤壁

市第一水源地，是赤壁市主要的环境敏感区。本轮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主要服务陆水湖景区游客观光

旅游的需要，同时兼顾公务管理和生活物资服务功能。规划严格遵循保护区的管理要求，避让生态敏

感区，根据保护区要求对现有旅游码头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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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保留现有财政局公务码头和防汛公务码头泊位2个，已利用港口岸线

100米。根据地形、水域条件不同，结合陆水湖景区发展需求，依托景区规划，大坝港区码头采用

丁靠、顺靠型式进行布置方式在湖区布局，规划具有旅游客运服务功能的旅游客运泊位 4个，新增

泊位 52个，新增规划岸线 500米，新增旅客通过能力 48万人次；规划对陆水湖具有管理、养护、

防汛、港航维护等功能的公务泊位 6个，新增泊位 82个，共新增规划岸线 740米。

表2.1-11 陆水湖大坝港区码头规划表

序号 码头名称 码头功能 泊位个数（个）
岸线长度

（米）
停靠方式 备注

1 财政局码头 公务码头 1 50 顺靠 现有泊位

2 陆水湖风景区二号综合码头 旅游码头 22 170 丁靠 规划泊位

3 陆水林场主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码头 40 380 丁靠 规划泊位

4 郊野旅游码头 旅游码头 16 180 丁靠 规划泊位

5 梁山前寨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码头 12 100 丁靠 规划泊位

6 明珠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码头 12 100 丁靠 规划泊位

7 探秘岛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码头 6 50 丁靠 规划泊位

8 麋鹿岛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码头 6 50 丁靠 规划泊位

9 九龙口码头(旅游码头) 旅游码头 8 100 丁靠 规划泊位

10 双泉码头(旅游码头) 旅游码头 6 50 丁靠 规划泊位

11 芳世湾大桥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码头 6 60 丁靠 规划泊位

12 防汛码头 公务码头 1 50 顺靠 现有泊位

13 12个码头 公务、旅游 136 1340 / /

四、长江赤壁港区

长江赤壁港区位于长江赤壁段，现有长江海事码头公务泊位 1个、赤壁旅游码头旅游客运泊位

1个。本次规划结合未来旅游发展需求，利用现有岸线 300米对现有旅游客运码头进行改造以及新

增客运泊位 1个，现有旅客通过能力 10万人次，新增旅客通过能力 2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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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2 赤壁港各港区规划泊位及通过能力指标表

序号 港区名称 港区功能 泊位数（个） 利用岸线长度（米） 通过能力

1 长江赤壁港区
旅游客运

公务

保留旅游泊位1个、公务泊位1个

规划旅游泊位1个
已利用岸线400米

现有10万人次

新增28万人次

2
车埠港区

节堤作业区

散货、件杂、集装箱

污染物接收转运

保留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1个

规划货运泊位5个

已利用港口岸线200米

规划港口岸线550米
新增940万吨

3
车埠港区

官田作业区

散货、件杂、集装箱、油品

水上加油

污染物接收转运

保留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1个

规划普货码头泊位8个

规划油品泊位1个

规划水上加油泊位1个

已利用港口岸线145米

规划港口岸线1275米
新增1650万吨

4
蒲圻港区

望山作业区
散货

规划货运泊位5个

规划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1个
规划港口岸线820米 新增1150万吨

5
蒲圻港区

旅游客运作业区

旅游客运

公务

规划公务码头泊位4个

规划旅游客运泊位8个
规划港口岸线230米 新增12万人次

6 大坝港区
旅游客运

公务

保留现有公务泊位2个

规划旅游泊位4个，公务泊位6个

已利用岸线100米

规划港口岸线1240米
新增48万人次

合计

保留：公务泊位3个、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泊位2个、旅游码头1个

规划：货运泊位20个、旅游客运泊位12个、公务泊位10个、水上加

油泊位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1个

已利用岸线845米

新增规划港口岸线4115米

现有10万人

新增3740万吨

新增8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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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3.码头前沿水域布置规划

1、前沿水深：前沿设计水深为设计船型满载吃水、龙骨下最小富裕深度和其它富裕深度

之和。

2、停泊水域：码头前沿停泊水域为 2～2.5倍设计船宽，停泊水域不占用主航道。

3、回旋水域：回旋水域沿水流方向的长度为单船或船队长度的 2.5～4倍；沿垂直水流方

向的宽度为单船或船队长度的 1.5～2.5倍。

2.1.8.4.锚地规划

赤壁港目前建设有 2处锚地，分别为位于赤壁港陆水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的车埠锚地

和位于赤壁港陆水河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的望山锚地。

根据港口岸线利用方案、港区布置方案，以及主管部门对锚地的规划建设有关意见和环

保要求等，对原规划的赤壁港锚地进行适当调整。本轮规划新增 4处锚地，分别为陆水河车

埠港区官田作业区增加 2#车埠锚地；陆水河节堤作业区新增 1#节堤待闸锚地，2#节堤待闸锚

地；原陆水河蒲圻港区郑家洲作业区新增郑家洲锚地。

规划新建锚地的具体坐标需在必要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与海事、航道部门在下一步工作

中研究确定，本阶段规划锚地位置可用于水域控制。新增各锚地规划概况如表 2.1-13所示，

位置见附图 8-1～8-4。
表 2.1-13 赤壁港新增锚地规划表

序号 锚地名称 规划尺寸（m） 规划面积（平方米） 控制点

1 1#节堤待闸锚地 450×45+300×45 33750 JM1-JM6

2 2#节堤待闸锚地 450×90 40500 JM7-JM10

3 2#车埠锚地 750×135 101250 CM1-CM4

4 原郑家洲作业区锚地 450×45 20250 ZM1-ZM4

表 2.1-14 赤壁港新增锚地控制点坐标

控制点
坐标

控制点
坐标

X Y X Y

JM1 3299588.0460 473343.1728 CM1 3295233.3062 477949.2079

JM2 3299649.4124 473409.0071 CM2 3295128.0327 478021.4812

JM3 3299868.8602 473204.4524 CM3 3294697.3562 477407.4177

JM4 3299838.1770 473171.5352 CM4 3294808.8171 477330.8964

JM5 3299948.0472 473069.1214 ZM1 3294261.5042 485371.3337

JM6 3299917.2177 473036.3406 ZM2 3294304.3575 485385.0667

JM7 3301344.4184 471687.7986 ZM3 3294441.6874 484956.5338

JM8 3301342.3681 471777.7754 ZM4 3294398.8341 484942.8008

JM9 3301792.2274 471789.0270

JM10 3301794.4827 471698.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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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轮赤壁港主要指标一览表如下：

表 2.1-15 赤壁港各港区主要指标统计表

序

号
港区名称 港区功能 泊位数（个） 利用岸线长度（米） 通过能力 吞吐量 锚地

1 长江赤壁港区
旅游客运

公务

保留旅游泊位 1个、公务泊位 1个

规划旅游泊位 1个
已利用岸线 400米

现有 10万人次

新增 28万人次

2030年22.5万人次，

2035年 30万人次
/

2
车埠港区

节堤作业区

散货、件杂、

集装箱、污染

物接收转运

保留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

规划货运泊位 5个

已利用港口岸线 200米

规划港口岸线 550米
新增 940万吨

2030年 610万吨，

2035年 815万吨

规划 1#节堤待闸

锚地，2#节堤待闸

锚地

3
车埠港区

官田作业区

散货、件杂、

集装箱、油品、

水上加油、污

染物接收转运

保留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

规划普货码头泊位 8个

规划油品泊位 1个

规划水上加油泊位 1个

已利用港口岸线 145米

规划港口岸线 1275米
新增 1650万吨

2030年 1300万吨，

2035年 1500万吨

现状有 1#车埠锚

地，规划 2#车埠锚

地

4
蒲圻港区

望山作业区
散货

规划货运泊位 5个

规划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
规划港口岸线 820米 新增 1150万吨

2030年 590万吨，

2035年 685万吨

现状有1个望山锚

地，规划 1个蒲圻

港区原郑家洲作

业区锚地

5

蒲圻港区

旅游客运作业

区

旅游客运

公务

规划公务码头泊位 4个

规划旅游客运泊位 8个
规划港口岸线 230米 新增 12万人次

2030年 7.5万人次，

2035年 10万人次
/

6 大坝港区
旅游客运

公务

保留现有公务泊位 2个

规划旅游泊位 4个，公务泊位 6个

已利用岸线 100米

规划港口岸线 1240米
新增 48万人次

2030年 30万人次，

2035年 40万人次
/

合计

保留：公务泊位 3个、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泊位 2个、

旅游码头 1个

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游客运泊位 12个、公务泊位

10个、水上加油泊位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

位 1个

已利用岸线 845米

新增规划港口岸线 4115

米

现有 10万人

新增 3740万吨

新增 88万人次

2030年 2500万吨，

2035年 3000万吨；

2030年 60万人次，

2035年 80万人次

现状 2个锚地，规

划 4个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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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港口配套设施规划

2.1.9.1.港区集疏运规划

赤壁港腹地地理位置优越，集疏运条件优越。水路运输陆水河通江达海，长江黄金水道

依境而过，经长江黄金水道上可达重庆、泸州等西南腹地，下可直通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

地区；铁路运输经京广铁路、武广高速铁路可延伸至北京、广州和武汉，公路运输已形成以

赤壁为中心的“十”字型网络，经京港澳高速公路、107国道、武深高速纵贯全境，与全国

高速公路网相连，沟通湖北省东南部广大地区；武蒲公路、咸潘公路、京珠高速公路连接线、

嘉赤公路等 4条省道和县乡公路、通村公路组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良好的交通环

境为赤壁港提供了便捷的对外集疏运条件。港口码头分布在长江、陆水沿线。结合各港区地

理位置及货物流量、流向，对港区集疏运规划如下：

1、长江赤壁港区：现有道路扩建接入国道 351。

2、陆水河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新建疏港公路，由北向南沿沟渠边既有老路布线，在平

落湾李家西北约 600米左右跨越陆水故道后与 G351国道平交，路线里程 5.084公里。并接入

国道 351。

3、陆水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现有疏港公路接入省道 214。

4、陆水河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现有道路扩建后接入国道 107。

5、陆水河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利用赤壁市省区交通网络进行集疏运，主要集疏运

通道为赤壁大道和陆水湖大道。

6、陆水湖大坝港区：利用陆水湖大道，接入陆水湖风景区内部道路进行集疏运。

2.1.9.2.港区供电规划

1、负荷等级：根据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及中断供电在政治、经济上造成损失或影响的程

度进行分级，港区用电负荷为二级负荷。

2、负荷估算：根据各港区各作业区泊位的性质、规模、数量进行用电负荷估算。

3、供电电源及供电方案：供电电源需由赤壁市电网统一部署配送，由邻近的 110kV变

电站引两回供电线路到港区各作业区后方陆域公用设施用地内新建的 10kV开闭所，然后根

据各作业区内的负荷情况，再分设若干个 10kV变配电所，以满足作业区内用电设备的供电

要求。

4、电压等级：为减少电压层次，港区内配电电压，高压采用 10kV，低压采用 380/220V。

5、配电方式：高压配电采用放射式接线；低压配电系统中，动力设备采用放射式接线，

照明设备采用放射-树干相结合的混合式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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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线缆选择及敷设：除 10kV电源进线采用架空线路外，港区内配电系统均采用电缆输

电。高压电缆主要采用 YJV-10kV型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芯电缆，低压电缆主

要采用 YJV-1kV型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芯电缆。电缆均穿管埋地或沿电缆沟敷

设。

7、积极推广使用港口岸电，各港区相关规范要求设置码头船舶岸电基础设施。

2.1.9.3.给排水及消防规划

1、给水

赤壁港包括陆水河车埠港区、陆水河蒲圻港区、陆水湖大坝港区、长江赤壁港区。其中

长江赤壁港区、陆水河蒲圻港区、陆水湖大坝港区在赤壁城区，其港区用水由城区供水管网

提供；陆水河车埠港区用水取自车埠镇自来水管网。港区规划建设相对独立的给水管网系统，

根据各个港区的码头用途情况设置给水管道系统，并根据各港区用水量情况及水压要求自建

调节站，满足各港区用水要求。

2、排水

规划港区所在陆水河河段为Ⅲ类水体，规划港区所带来的生产生活污水处理达到国家《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级 A标准后或者取得排污许可证可直排。规划港区

均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

1）港区

规划港区所在区域市政污水管网并未配套，规划港区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港区

生产、生活污水由暗管收集后处理，可采用两种方式处理：

（1）有条件的规划港区污水可并入市政管网，经赤壁市污水厂处理达标后统一排放，规

划港区可考虑接入规划建设中的工业污水处理厂。

（2）对于接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较困难的规划港区，可考虑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若

采用小型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级 A标准后

或者取得排污许可证可直排。

港区雨水及冲洗水经地面明沟、管渠收集后，统一处理后回用；煤炭、水泥等散货港区

地面径流初期雨水、冲洗水经污水进行深度处理后回用做港区的生产、环保用水。以达到水

资源的循环利用、节水、节能保护环境的目的。

港区油污水产生量较少，各港区应在遮阴、通风、开阔位置选取港区油污水的储存位置，

储存装置可采用现有储存装置，如油桶等，并可与船舶油污水一起进行转运处置。

2）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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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油污水接收需配置一定数量的真空式收油机和油污水回收船，进而实现油污水的接

收、转运。油污水收集后送至周边或较远区域有资质处理的企业进行处理。

船舶生活污水主要通过完成船舶污染物防治设施提标改造，从源头解决船舶生活污水处

置问题，因此规划港区无需再增配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设施。

3、消防规划

1、消防体制和工作方针

（1）采用专职消防和岗位志愿消防相结合的消防体制，设置必要的岗位应急使用的消防

设施，根据港区运输物品的种类以及现行相关规范的规定采用不同的消防系统。

（2）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工作方针，结合工程特点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

经济适用、便于操作。

（3）消防设施充分依托现有城市消防单位的消防协作条件。

（4）消防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5）随着港区建设的发展，其消防用水量及水压也随之增加，消防给水管网和消防设施

也应相应增加。

2、消防设置原则

（1）港区区域较大或化工危险品港口消防重点区域，消防给水系统采用分区给水，各个

区域消防水系统连通，并根据总体规划，设置一座普通消防站。

（2）消防以自救为主，消防站协助为辅。

（3）消防控制系统采用程序控制及手动控制方式。

3、消防水量

港区消防用水量应根据现行国家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技术规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以及《河港

工程总体设计规范》等国家行业规范标准相关要求进行确定。

4、消防设施配置

（1）消防泵站

各企业根据货物危险性分类及建筑防火等级，供水管道流量、压力是否满足消防设计要

求。设置消防泵站。

（2）普通消防站

根据总体规划，消防站负责港区的移动消防，消防站车辆、设施及人员配备按《城市消

防站建设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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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防水系统

低压室外消防给水系统与生活、生产给水系统合并。管网上设置室外消火栓。

（4）防控制系统

消防控制系统采用自动控制及手动控制系统。

5、消防规划

（1）陆域消防

赤壁港陆上消防的主管机构为赤壁市武警消防大队。

港区消防根据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建

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等规范，按室内和室外消防分别考虑。

室内消防：对陆域建、构筑物配备室内消防器材、设置消防给水管道及相关设备，并布

置室内消防通道、消防应急照明灯、安全出口指示标志、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设施。

室外消防：港区主要通道、建构筑物、堆场（储罐）周边敷设消防管道并设置室外消火

栓。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消防水池、消防水泵等加压设施。

消防外援：可依托港区所在地附近的市政消防站。大型港区和危化品港区应根据相关要

求配备消防站。

（2）水域消防

主要依靠公用消防船艇和企业自备消防船艇。赤壁港水上消防的主管机构为长航公安局

水上消防总队。中国海事局下属各港航监督站均备有消拖两用船，船艇上都设有消防炮，可

满足一般港区水上消防要求。

2.1.9.4.通信信息规划

一、有线通信

根据港区内部联络及对外通信的需要设置有线通信系统以满足对有线通信的要求。

鉴于港区总体规划、用户分布及传输要求，把港区分为三段，在港区各段作业区内新建

数字程控交换机并采用混合进网的中继方式使港区电话网与公用通信网联网。各段作业区内

通信电缆均采用 HYV 型全塑市话电缆，其敷设方式主要采用管道敷设。通信线路原则上与

电力线路分置道路两侧，与电力电缆同侧时管道应满足间距要求。

二、无线通信

根据港区各作业区船、岸无线通信的需要设置甚高频无线电台以保持船、岸之间的无线

通信。

根据港区各作业区内流动作业人员之间无线通信的需要设置甚高频无线对讲机以保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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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区内的无线通信。

三、信息化工程规划

赤壁港各港区的信息化系统建设目前以基本的码头运营计算机管理控制为主，主要功能

包括生产作业管理、生产调度管理、收费及计费、设备管理、现场保安监控等码头运营各个

环节的实时动态管控。

港口信息系统建设应根据港口生产、管理、市场服务以及口岸、金融、贸易等社会信息

化发展要求来开展。赤壁港各港区的信息系统建设，近期应结合港区开发建设进度来逐步建

成港区内联外通的信息网络系统，形成内部信息共享和对客户提供信息服务（网上预约和受

理、码头运营信息发布和查询）的功能，以满足生产及管理的需要，同时在土建施工时应预

留网络管道；远期应通过建立数据资源库和进行相关的业务重组，以数据库和专家系统为基

础建设业务决策支持系统，同时以 EDI为基础建设电子商务系统。

2.1.9.5.船舶污染物接收系统

赤壁港规划在 3个货运作业区均规划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其中节堤作业区和官田作业

区为已建的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望山作业区规划新建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规划实施

后，各货运作业区均配套完善的船舶污染物接收系统，确保船舶污染物不随意排放。客运作

业区可通过后方景区统一接转处船舶污染物。

2.1.9.6.港口支持系统规划

一、水上安全监督规划

赤壁港支持系统的内容主要是水上安全监督系统。水上安全监督系统负责获取水上动态

信息，保障畅通的水上安全通信，负责处理水上搜救等应急事件。建议港口建设利用船舶交

通管理系统（VT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和水上安全通信系统，来实施港区水域的水

上安全交通管理。本规划中在陆水河旅游客运港区设立海事监督码头，保证船舶航行安全和

维护水上环境。为完成该项任务，赤壁港水上安全监督机构需配备监督巡逻船、执法车等设

施；为加强处理应急事件能力，规划布置救助打捞服务设施。同时，根据实际需要，统一设

置公安、消防、渔政管理码头，进一步完善的港口的支持系统功能。

二、其他配套设施规划

除海事、安监、打捞、救助、航道管理外，与航运和港口生产、管理密切相关的支持系

统如水上公安、港口管理、海关、边防、工作船等船舶停靠的码头在港区规划布置中均有相

关考虑。在港口岸线利用规划中对于适宜布置支持系统码头的岸线有详细阐述，各相关部门

可根据发展需要，相应建设相关公务等支持保障码头，具体的岸线长度、建设规模等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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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前期研究中论证确定。

2.1.10.环境保护规划

2.1.10.1.规划所在地区环境质量标准

赤壁港港口范围内排放的污水、废气和产生的噪声应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逐年

降低污染物排放量，达到国内同类港口的先进水平。

1、水环境

规划区域内有 1处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区域外有 1处陆溪镇陆溪口长江饮用水源地，

港区的生产作业应不降低该水域的现有使用功能。根据赤壁市对该区域地表水环境保护功能

区划分，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及以上水

质标准；长江饮用水源地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陆水湖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及以上水质标准；长江（赤壁

段）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质标准。

2、大气环境

港区生产作业后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散货在堆存及转输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与废气，

由于港区均设在堤外，防洪堤与生活区之间有隔离带，故对城区影响不大。大气环境的保护

区域主要是堆场及其附近，其保护目标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的二

级标准。陆水湖大坝港区及长江（赤壁）港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

中的一级标准。

3、噪声环境

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及陆水风景名胜区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1类标准，其余各港口区域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3 类标准，区域内交通道路两旁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

标准，航道两侧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港区周边

环境敏感目标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4、固体废弃物

港区固体废弃物处理率达到 100%。

2.1.10.2.控制污染和生态变化的措施

1、水环境

为保护赤壁市地表水质，规划港区、锚地和岸线规划均避让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禁

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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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

规划实施过程中，规划建设的各类码头产生的生产、生活污水均应收集、处理，不得在水源

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不得排入水源保护区。

岸线避让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在其它生活水源取水口上游 3000米，下游 300米

范围内禁止建设新的货运码头。港区岸线不得与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发生实质性冲突，

港口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所带来的风险对饮用水源地影响较小。

优化施工计划和采用先进的施工工艺、技术，最大限度地控制水下施工作业对水环境的

影响。尽量避免直接向水中排放悬浮物，必要时增加土工布过滤。施工期生活污水不得排入

陆水河，需经收集处理。施工船舶产生的含油污水须处理达标后排放或由海事部门认可的有

相关资质的单位接受处理，严禁向水中随意排放船舶含油污水。

散货堆场雨水径流和洒水径流产生的污水经明沟汇集至污水处理站，经澄清后作为堆场

抑尘洒水循环使用。

各港区生活污水的防治措施：港区码头前沿与后方辅助区厕所、食堂等处产生的生活污

水均经敷设的污水管网流入生活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生活污水可纳入城市污水处理站，也

可以在港区内建立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

散货码头面的初期雨污水和冲洗废水、散货堆场的径流雨水通过散货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达标后排入城镇污水管网。

港区内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达标后排入城镇污水管网。

到港运输船舶的生活污水及油污水交由海事部门认可的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接受处理。

到港船舶还应加强管理，防止发生机油溢漏事故。

2、大气环境

矿石、煤炭和矿建材料粉尘采用湿式防尘为主、干式除尘为辅的方法。用螺旋式卸船机

或桥式卸船机代替带斗门机，并洒水抑尘；皮带机输送加盖密闭，转接处封闭且装除尘器；

取料作业降低落差，并辅以洒水；装船用伸缩溜管且降低落差；煤堆场洒水抑尘，堆场表面

颗粒含水率达 6%；码头周围设防风林、防风网或者挡风墙等。水泥、化肥和粮食粉尘采用干

式除尘方法。采用先进的卸船、装船设备及工艺；水平和垂直输运采用封闭系统；落料口、

皮带机转接房、灌包处要安装布袋除尘器。

对港区内道路定时洒水，并及时清扫路面洒落物料，减小道路二次扬尘发生量。散货的

装卸和运输过程中采取抑尘措施。同时加强港区绿化进一步抑制扬尘。

3、噪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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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港区应合理布局，高噪声机械按规范规定的距离布置；各港区应选用低噪声的设备或

者采用隔声、消声措施；进出港的船舶和车辆应限速行驶，禁止鸣笛或选用低噪声喇叭。

港区办公场所和员工休息场所应尽可能远离码头作业区和堆场作业区。疏港道路两侧

100m以内，禁止新建居民区、文教区、疗养区、医院、风景区、名胜古迹区及其他噪声敏感

区。对无法避让或已经存在的噪声敏感区，建议采用声屏障、植被屏障以及增加地面曲率等

方式减音降噪。

做好港区的绿化工作既是环境保护措施，也能起到港区内减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改善

港区景观。港区陆域资源极其宝贵，不可能做过多的绿化，因此建议做专项设计，最大限度

的利用空间。

4、固体废弃物

作业区的装卸操作严格按照相应的操作规范进行，尽量减少装卸作业产生的货物废弃物。

陆域垃圾由清扫车、垃圾箱，清运车及时运出，委托环卫部门送到指定地点集中处理。到港

船舶垃圾及维修废物应由海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单位接收处置，严禁随意排放。各作业必须

规划固体废弃物转运系统。

5、生态环境

在港口建设过程采取合理的作业方式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高施工人员的环保素

质及意识，合理规划水下施工，尽量缩短工期；施工前编制对水生生物影响较小的施工方案，

加强施工管理，控制水域施工作业范围；水下施工尽量避免在雨季进行大量动土和开挖工程。

对于港口营运期造成的区域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应采取相应的生态修复补偿和保护措

施。加强规划项目建设期水生态保护。各码头和栈桥建设应采取桩基方式，保护现有岸线的

湿地格局。同时控制疏浚等工程行为对水生生态环境生产的不利影响。规划项目实施后应根

据生物损失相应采取增殖放养措施。

合理规划港区新建项目的陆域占地区域，尽量减少项目建设对岸线植被的破坏；港口规

划和建设应避让自然保护区、重要鱼类产卵区等环境敏感区域。

6、港区绿化设计

散货堆场及危化品罐区周围栽植常绿乔木和灌木，形成防护林带，充分利用绿化带的屏

障作用，以确保散货粉尘及化学品废气不对生活区域产生影响；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高噪

声机房四周种植紧密型灌木丛；污水处理站周边种植能吸收有毒、有害物质的花草和树木；

生活辅助区和生活区应种植花草、绿篱，也可布置花坛或建筑小品等。各港区的绿化系数应

按码头作业货种根据《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S149-2018)的要求确定。

https://www.so.com/link?m=bD2czpLw3NLMZ9GKB/O4SN2bg9wSA/dwmDfBofZvAC3G2yEE4dXBbFWvNUgrlK0AKwGbh/ua/NnecgON0p2BgDKGDPxM4slWlePDpRfW93TS9lczlosmOq4+a9m8lc5nL8GYCl0q0jm1QFe4fTacmHNlix4Le+vMPpyf3fRUd9Ql8bZ/jHKrVknZSHFsaWnK9nPHHA935m9icYDVpUws3RXveYOQSoYA+i4IHkzMuLbe+pc7D+eAbCVfdxfpoiR1/iusrbYLav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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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上轮规划概述

2024年 1 月 3日赤壁市人民政府以赤壁政函[2024]2号文批复了《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

（2035年）》。

2.2.1.规划范围

上轮规划的范围主要包括赤壁市所辖长江、陆水河的港口岸线。其中长江岸线太平口新

洲至红庙，全长 18公里；陆水河河口至芳世湾村航道里程 84.5公里。其中，陆水河沿线岸

线总长 84.1公里，陆水湖沿线岸线长 56公里。

2.2.2.规划期限

上轮规划的现状基准年为 2022年，规划水平年为 2025年、2035年。

2.2.3.吞吐量及船型预测

上轮规划预测的 2025年、2035年赤壁港的吞吐量分别达到 2338万吨、2670万吨。

上轮规划预测 2035年赤壁港客运吞吐量，陆水河沿线夜游项目旅游吞量将达到 52万人

次，陆水湖大坝港区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20万人次;2025年赤壁港游客吞吐量预计达到 2035年

吞吐量的 75%。综上所述 2025年赤壁港将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54万人次,2035年赤壁港将游客

吞吐量将达到 72万人次。

上轮规划预测的规划水平年的到港船舶将以 500～2000吨级的货船、60-100TEU 多用途

集装箱船、10客位/40客位/49客位的旅游船为主。

表 2.2-1 上轮规划赤壁港货运吞吐量分货类预测表单位：万 t、万 TEU

货种 单位
2025年 2035年

总计 出港 进港 总计 出港 进港

煤炭 万 t 420 420 520 520

矿建材料 万 t 60 60 60 60

非金属矿石 万 t 1720 1720 1900 1900

水泥 万 t 10 5 5 10 5 5

钢铁 万 t 25 25 40 40

粮食 万 t 8 5 3 10 5 5

化肥 万 t 5 5 5 5

柴油 万 t 10 10 20 20

成品油 万 t 20 20 40 40

石膏板 万 t 30 30 30 30

其它 万 t 30 21.5 8.5 35 26.5 8.5

总计 万 t 2338 1836.5 501.5 2670 2066.5 603.5

表 2.2-2 上轮规划赤壁港代表船型主尺度表

货运/客运 船型 总长（m） 型宽（m） 满载吃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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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货船

2000吨级货船 90 14.8 2.6
中洪水期

2000吨级驳船 75 16.2 2.6

1000吨级货船 85 10.8 2.0

内河通航标准1000吨级驳船 67.5 10.8 2.0

500吨级货船 67.5 10.8 1.6

油船 1000吨级油船 85.0 11.0 2.0

内河过闸运输船

舶标准船型主尺

度系列

集装箱船
100TEU 70～80 13.0 2.0～3.0 长江水系过闸标

准60TEU 62～67 11.0 2.0～2.4

旅游客船 40客位旅游船 18 5.4 1.4 陆水河

旅游客船 10客位旅游船 9.85 2.81 0.4 陆水湖

旅游客船 49客位旅游船 18 4.2 0.436 陆水湖

旅游客船 旅游客船 26.55 5.2 0.75 陆水湖

公务船 公务船 12 2.68 0.7 陆水湖、陆水河

2.2.4.岸线利用规划

上轮规划对赤壁港长江、陆水河及陆水湖范围内的岸线进行了岸线资源评价。赤壁港共

规划港口岸线 4986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445米，新增规划港口岸线 4541米。赤壁港岸

线利用规划汇总如下：

表 2.2-3 上轮规划岸线统计表

河段
港口岸线

已利用岸线/m 规划港口岸线/m

陆水河红庙～节堤枢纽段 200（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 515

陆水河节堤枢纽～京港澳高速公路桥车埠镇至车埠综合码头 145（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 1320

陆水河节堤枢纽～京港澳高速公路桥武深高速公路至望山 0 0

陆水河节堤枢纽～京港澳高速公路桥望山至京珠高速公路陆水河大桥 0 750

陆水河京珠高速公路陆水河大桥至桂家畈枢纽 0 230

陆水湖桂家畈枢纽至芳世湾村 100（财政局和防汛公务码头） 1726

合计 445 4541

总计 4986

2.2.5.港口总体布置规划

上轮规划赤壁港共规划泊位数 48个，其中保留现有泊位 4个，现有年货物通过能力 204.6

万吨;规划 1000 吨级货运泊位 20个，新增年通过能力 2505.4万吨(含集装箱通过能力 3.5 万

TEU):规划旅游泊位 11个，新增年通过能力 72万人次;规划公务码头 13个，规划 1000吨级

水上加油泊位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各港区布置如下:
表 2.2-4 上版规划作业区总体布置一览表

序 港区名称 港区功能 泊位数（个） 利用岸线长度（米） 通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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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
车埠港区

节堤作业区

散货、件杂、

集装箱、污染

物接收转运

保留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

泊位 1个

规划货运泊位 5个

已利用港口岸线 200

米规划港口岸线 515

米

新增 500万吨（含集装

箱 2.5万 TEU）

2
车埠港区

官田作业区

散货、件杂、

集装箱、油品、

水上加油、污

染物接收转运

保留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

泊位 1个

规划货运泊位泊位 10个、规划

水上加油泊位 1个

已利用港口岸线 145

米规划港口岸线 1320

米

现有 204.6万吨

新增 1125.4万吨（含

集装箱 1万 TEU）

3
蒲圻港区

望山作业区

散货、污染物

接收转运

规划货运泊位 5个

规划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

泊位 1个

规划港口岸线 750米 新增 880万吨

4
蒲圻港区旅游客

运作业区
旅游客运公务

规划公务码头泊位 4个

规划旅游客运泊位 8个
规划港口岸线 230米 新增 24万人次

5 陆水湖大坝港区 旅游客运公务
保留现有公务泊位 2个规划旅

游泊位 3个，公务泊位 7个

已利用岸线 100米

规划港口岸线 1726米
新增 48万人次

合计

保留:公务泊位 2个、船舶污染

物接收专用泊位 2个

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游客

运泊位 11个、公务泊位 11个、

水上加油泊位 1个,船舶污染物

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

已利用岸线 445米

新增规划港口岸线

4541米

现有 204.6万吨

新增 2505.4万吨

(含集装箱 3.5万 TEU

新增 72万人次

2.2.6.锚地规划

上轮规划新增 4处锚地，分别为陆水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 2#车埠锚地;陆水河节堤作业

区 1#节堤待闸锚地、2#节堤待闸锚地;陆水河蒲港区规划郑家洲锚地。

2.3.规划方案变化调整情况

下表总结了赤壁港两轮规划方案的具体变化情况，对于岸线利用情况和码头泊位、通过

能力等无法在表中详细描述的内容在下文以文字形式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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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赤壁港两轮规划方案变化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规划方案 上轮规划 本轮规划 两轮规划变化情况

1 规划范围

赤壁市所辖长江、陆水河的港口岸线。其中长江岸线太平

口新洲至红庙，全长 18公里；陆水河河口至芳世湾村航

道里程 84.5公里。其中，陆水河沿线岸线总长 84.1公里，

陆水湖沿线岸线长 56公里。

赤壁市所辖长江、陆水河港口岸线范围。其中长江岸线太平口新洲

至洪庙 18公里；陆水河河口至芳世湾村航道里程 84.5公里，其中

陆水河沿线岸线 84.1公里，陆水湖沿湖岸线 56公里。

不变

2 规划期限 现状基准年为 2022年，规划水平年为 2025年、2035年 现状基准年为 2023年，规划水平年为 2030年、2035年
现状基准年发生变化、规划水平年发生

变化

3
规划港区

划分

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蒲坼港区望

山作业区、蒲坼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陆水湖大坝港区

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蒲坼港区望山作业区、

蒲坼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陆水湖大坝港区、长江赤壁港区
增加长江赤壁港区

4
预测吞吐

量

预测 2025年、2035年赤壁港的货运吞吐量分别为 2338

万吨、2670万吨；客运吞吐量分别为 54万人次、72万人

次。

预测 2030年、2035年赤壁港的货运吞吐量分别为 2500万吨、3000

万吨；客运吞吐量分别为 60万人次、80万人次。

2035年货运吞吐量增加 330万 t、客运

吞吐量增加 8万人次

5 预测船型
选择 1000吨级货船和 100TEU集装箱船、40客位/49客

位的旅游船为主

选择 2000吨级货船和 200TEU集装箱船、40客位/49客位的旅游船

为主
货运船舶和集装箱船舶船型吨级增大

6 岸线利用
合计港口岸线 4986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445米，规

划港口岸线 4541米。

本次赤壁港港口岸线共规划 4960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845米，

规划港口岸线（规划期内应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岸线）4115米。

规划港口岸线总长度减少 26m；保留已

利用岸线增加 400m，规划岸线减少

426m

7 码头泊位

共规划泊位数 48个，保留:公务泊位 2个、船舶污染物接

收专用泊位 2个；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游客运泊位 11

个、公务泊位 11个、水上加油泊位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

转运码头泊位 1个

共规划泊位数 50个。其中：保留公务泊位 3个、船舶污染物接收

专用泊位 2个，旅游码头 1个；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游客运泊

位 12个、公务泊位 10个、水上加油泊位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

运码头泊位 1个

总规划泊位数增加 2个。保留现状泊位

增加 2个，规划旅游泊位增加 1个，公

务泊位减少 1个

8 通过能力

现有通过能力 204.6万吨

新增通过能力 2505.4万吨

新增通过能力 72万人次

现有通过能力 10万人

新增通过能力 3740万吨

新增通过能力 88万人次

现有货运通过能力减少 204.6万吨，现

有客运通过能力增加 10万人；

新增货运通过能力增加 1234.6万吨，新

增客运通过能力增加 1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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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锚地

现状 2处锚地，车埠锚地和望山锚地。

规划新增 4处锚地，分别为陆水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增

加 2#车埠锚地；陆水河节堤作业区新增 1#节堤待闸锚地，

2#节堤待闸锚地；原陆水河蒲圻港区郑家洲作业区新增郑

家洲锚地。

现状 2处锚地，车埠锚地和望山锚地。

规划新增 4处锚地，分别为陆水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增加 2#车埠

锚地；陆水河节堤作业区新增 1#节堤待闸锚地，2#节堤待闸锚地；

原陆水河蒲圻港区郑家洲作业区新增郑家洲锚地。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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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岸线变化

本轮规划和上轮规划相比，赤壁港规划岸线发生了变化，岸线长度增加，具体变化如下：

上轮规划赤壁港合计港口岸线 4986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445米，规划港口岸线 4541

米。

本轮规划本次赤壁港港口岸线共规划 4960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845米，规划港口岸

线（规划期内应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岸线）4115米。

变化情况：规划港口岸线总长度减少 26m；保留已利用岸线增加 400m，规划岸线减少

426m。

各港区规划岸线变化统计见表 2.3-2。
表 2.3-2 各港区岸线变化对比一览表 单位：m

岸线类

型
港区 作业区

上轮规划港口岸线 本轮规划港口岸线 两次规划港口岸线变化量

已利用岸线 规划港口岸线 已利用岸线 规划港口岸线 已利用岸线 规划港口岸线

货运岸

线

陆水河车埠

港区

节堤作业区 200 515 200 550 0 +35

官田作业区 145 1320 145 1275 0 -55

陆水河蒲圻

港区

望山作业区 0 750 0 820 0 +70

旅游客运作业区 0 230 0 230 0 0

陆水湖大坝

港区
/ 100 1726 100 1240 0 -486

长江港区 / 0 0 400 0 +400 0

合计 445 4541 845 4115 +400 -426

总计 4986 4960 -26

（2）泊位及通过能力变化

本轮规划和上轮规划相比，规划泊位数量和泊位通过能力发生了变化，泊位数量和通过

能力均增加了，具体变化如下：

上轮规划赤壁港共规划泊位数 48 个，保留:公务泊位 2 个、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泊位 2

个；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游客运泊位 11个、公务泊位 11个、水上加油泊位 1个,船舶污

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现有货运通过能力 204.6万吨、新增货运通过能力 2505.4万吨、

新增客运通过能力 72万人次。

本轮规划期内赤壁港规划期共规划泊位数 50个。其中：保留公务泊位 3个、船舶污染物

接收专用泊位 2个，旅游码头 1个；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游客运泊位 12个、公务泊位 10

个、水上加油泊位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现有货运通过能力 10万人、新

增货运通过能力 3740万吨、新增客运通过能力 88万人次。

变化情况：总规划泊位数增加 2个。保留现状泊位增加 2个，规划旅游泊位增加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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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泊位减少 1个。现有货运通过能力减少 204.6万吨，现有客运通过能力增加 10万人；新

增货运通过能力增加 1234.6万吨，新增客运通过能力增加 16万人。

各港区作业区规划泊位及通过能力变化统计见表 2.3-3。
表 2.3-3 赤壁港泊位及通过能力变化对比一览表

序

号
作业区名称

上轮规划泊位数（个）和

通过能力

本轮规划泊位数（个）和通过能

力
两轮规划泊位和通过能力变化情况

1
长江赤壁港

区

/

保留现状旅游泊位 1个、公务泊

位 1个

规划旅游泊位 1个

本轮规划增加现状旅游泊位 1个、公

务泊位 1个

规划旅游泊位 1个

/
现有 10万人次

新增 28万人次

本轮规划增加通过能力现有 10万人

次，新增 28万人次

2

陆水河车埠

港区节堤作

业区

保留现状船舶污染物接收

专用码头 1个泊位，规划

货运泊位 5个泊位

保留现状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码

头 1个泊位，规划货运泊位 5个

泊位

不变

新增通过能力 500万吨、

最大集装箱通过能力 2.5

万 TEU

新增通过能力 940万吨 本轮规划增加货运通过能力 440万吨

3

陆水河车埠

港区官田作

业区

保留现状船舶污染物接收

专用码头 1个泊位，规划

加油泊位 1个泊位，规划

货运泊位 10个泊位

保留现状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码

头 1个泊位，规划加油泊位 1个

泊位，规划货运泊位 10个泊位

不变

现有通过能力 204.6万吨、

新增通过能力 1125.4万吨

（含集装箱 1万 TEU）

新增通过能力 1650万吨
本轮规划取消现有通过能力 204.6万

吨，增加货运通过能力 524.6万吨

4

陆水河蒲圻

港区望山作

业区

规划货运泊位 5个，船舶

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

规划货运泊位 5个，船舶污染物

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
不变

新增通过能力 880万吨 新增通过能力 1150万吨 本轮规划增加货运通过能力 270万吨

5

陆水河蒲圻

港区旅游客

运作业区

规划公务码头泊位 4个，

规划旅游客运泊位 8个

规划公务码头泊位 4个，规划旅

游客运泊位 8个
不变

新增通过能力 28万人次 新增通过能力 12万人次
本轮规划减少新增客运通过能力 16

万人次

6
陆水湖大坝

港区

保留现有公务泊位 2个，

规划旅游泊位 3个，公务

泊位 7个

保留现有公务泊位 2个，

规划旅游泊位 4个，公务泊位 6

个

本轮规划取消现状陆水湖公务码头 1

个泊位；

增加规划陆水湖旅游码头 1个泊位

新增通过能力 48万人次 新增通过能力 48万人次 不变

合计

保留：公务泊位 2个、船

舶污染物接收专用码头 2

个泊位

保留：公务泊位 3个、船舶污染

物接收专用泊位 2个、旅游码头 1

个

本轮规划保留：公务泊位增加 1个，

旅游泊位增加 1个

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

游客运泊位 11个、公务泊

位 11个、水上加油泊位 1

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

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游客运

泊位 12个、公务泊位 10个、水

上加油泊位 1个、船舶污染物接

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

本轮规划规划：增加旅游客运泊位 1

个、减少公务泊位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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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泊位 1个

现有通过能力 204.6万吨 10万人

本轮规划减少现有货运通过能力

204.6万吨、增加现有客运通过能力

10万人次

新增通过能力 2505.4万

吨，最大集装箱通过能力

3.5万 TEU；新增通过能

力 72万人次

新增货运通过能力 3740万吨；新

增客运通过能力 88万人次

本轮规划增加新增货运通过能力

1234.6万吨，增加新增客运通过能力

16万人次

2.4.主要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变化

原规划环评阶段，赤壁港主要环境敏感区为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区、陆水省级森林

公园、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陆水风景名胜区和湖北嘉鱼珍湖湿地公园、湖北长江新螺白鱀

豚自然保护区、陆水河下游长江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至本轮规划期间，赤壁港无新增的环境敏感区，因本轮规划期间，陆水省级森林公园和

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全部并入陆水风景名胜区，即不存在陆水省级森林公园和陆水湖国家湿

地公园，故环境敏感目标数量减少。

2.5.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赤壁港长江港区

2022年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论证方案已申报并公示，目前国家

草原和林业局还未正式审批。

2019年 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合理确定自然保护地类型

和功能定位，优化边界范围和功能分区，重点解决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边界不清、权责不

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

2023年 4月，咸宁市整合咸宁市境内的湖北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整合优

化方案由原先的 16487.76公顷整合优化后，湖北长江新螺段白豚国家自然保护区(咸宁段)总

面积 12510.60公顷，其中：赤壁段 1929.89公顷，嘉鱼段 10580.71公顷。比整合优化前空间

面积减少 3977.16公顷；其中：永久基本农田调出 3896.90公顷，城镇建成区与其他调出共

269.5公顷，与赤壁古战场重叠部分划出 18.09公顷，另因生态红线补划调入 207.33公顷。咸

宁市人民政府上报省林业厅，再由省林业厅整合湖北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的

省内整体调整方案上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4年 10月 1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自然资源部合并公示发布了《关于全国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调整情况的公示》（见附件 4），根据《公示》的附件 2.全国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化调整清单可知，湖北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调整方案已纳入调整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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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本轮规划对长江（赤壁）港区的分析按照湖北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

保护区已调整计。

（2）关于湖北赤壁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陆水森林公园、陆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关系

说明

2019年 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合理确定自然保护地类型

和功能定位，优化边界范围和功能分区，重点解决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边界不清、权责不

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

2020年 3月起，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赤壁市林草局会同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

组织各地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至 2022年 11月完成工作任务，形成《赤壁市自然保护

地整合优化方案》并报送咸宁市林业局。

2023年 4月，咸宁市整合下面各县市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形成《咸宁市自然保护

地整合优化方案》并报送至湖北省林业局；随之，湖北省林业局整合下面各市区的自然保护

地整合优化方案形成《湖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并报送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4年 10月 1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自然资源部合并公示发布了《关于全国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调整情况的公示》（见附件 4），根据《公示》的附件 2.全国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化调整清单可知，湖北赤壁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和陆水森林公园均并入陆水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

综合考虑，本轮规划对陆水河大坝港区的分析按照湖北赤壁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和陆水

森林公园全部取消计，不再单独作为环境保护目标和相关限制性因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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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1.自然环境概况

3.1.1.地理位置

赤壁市隶属湖北省，是由咸宁市代管的县级市，为幕阜低山丘陵与江汉平原的接触地带。三国

东吴黄武二年（公元202年）开始置蒲圻县，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年），这里发生过驰名中

外的三国赤壁之战。198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有着1700多年沿革的蒲圻撤县设市。1998年6月，

更名为“赤壁市”。赤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北接省会武汉，西南连湘北重镇

岳阳，东与咸安区相邻，东南与崇阳县交界，东北与嘉鱼县连接，西北隔长江与洪湖市相望，于北

纬29°28′~29°55，东经113°32′~114°13′之间，处于中国东西、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交汇处，总面积1723

平方千米，有“湖北南大门”之称。

3.1.2.地形地貌

赤壁市为幕阜山脉余脉低山丘陵与江汉平原的接触地带，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东南负

群山，西北临长江，中间一条狭长通道，古时为驿道，是北上京津、南下湘粤的必经之路，素称湖

北南大门。境内山地、丘陵、平原、湖泊依次排列，基本构成“六山二水二分田”。东南部为海拔 500

米左右的低山群，岳姑山脉的老鸦尖、风打尖、金紫山诸山自西向东、连绵逶迤，大小山共两百余

座，最高为赵李桥镇柘坪村的观音尖，海拔852米，中部京广铁路沿线两侧为海拔 260米左右的丘

陵地带，西北部滨江湖地区为海拔 50米左右的冲积平原，最低处神山镇的西梁咀聂家，海拔只有

19.3米。

赤壁市辖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扬子准地台坪大冶褶带上，跨 2个四级单元（中伙铺-青峰以南为

咸宁褶束，以北为梁子湖凹陷）。历经加里东、华力西-印支、燕山及喜马拉雅等多期构造运动，其

中燕山运动形成的褶皱及断裂构成辖区内主体构造格局。赤壁市境内岩浆岩分布零星，出露规模较

小，多为隐伏岩体，主要沿咸宁-蒲圻断裂附近出露，主要有桐梓岭、蒲首山、黄茅山等岩体（脉），

为燕山晚期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体。比较有代表性的为桐梓岭岩体。该岩体位于赤壁市东 1.5千米，

岩体出露面积约 1平方千米，主要岩体为花岗斑岩、斑状花岗闪长石，岩体侵位于二叠系茅口组-

三叠系大冶组碳酸盐层中，产状近直立，略西倾，南北缘有分枝现象。在岩体内断裂破碎带、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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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及接触变质带中见有铜、钼、钨矿化，具较好的找矿前景。

3.1.3.流域枢纽建设情况

（1）陆水水利桂家畈枢纽工程

陆水水利枢纽是长江委主管的以防洪为主，兼有灌溉、发电、航运、养殖、供水、旅游及试验

等综合任务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10月动工兴建，1967年 6月下闸拦洪开始发挥防洪作

用，1969年12月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并网发电，1974年底全部机组安装完毕投入运行。陆水水库

基本情况如表 3.1-1所示。

陆水水利枢纽位于陆水干流山谷出口处的湖北省赤壁市（原蒲圻市）城区东南端，地埋位置十

分重要。京广铁路、107国道、武广高速铁路、京港澳高速公路在大坝下游2～7km范围内通过，

大坝至陆水入江口河道全长 45.1km（裁弯后里程），两岸约90km堤防保护着赤壁市城区和 5座市

辖镇，10多万亩农田，10余万人口及 200多家工厂。下游河道过水能力较低，建库前只能防御 2～

3年一遇洪水，经上世纪七十年代和98年大洪水后营两次对堤防进行整修加固，目前，大部分堤段

能通过 3000m3/s的泄洪流量，配合水库的合理调蓄，可防御 15年一遇洪水。

陆水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3400km2，占全流域面积的 86%。库区流域多年平均降雨量 1550mm，

平均入库水量 27.1亿m3。水库以 100年一遇洪水设计、1000年一遇洪水校核、可能最大洪水保坝，

相应水位分别为 56.5m、57.1m和58.6m，同时，为下游农垸承担 15年一遇洪水的防洪保护任务。

水库汛期防洪限制水位 4月份为54m、5～6月份 53m，正常蓄水位 55m，相应库容5.81亿m3，总

库容 7.06亿m3，其中，兴利库容4.08亿m3，调洪库容 2.29亿m3，是一座不完全年调节水库。

枢纽工程由一座主坝和 15座副坝、一座装机4.04万千瓦的电站、南北灌渠渠首、开关站等组

成，坝顶连线长达 6km多，如图 2.2-所示。15座副坝自右向左编成 13个号，其中 1#、6#各分为A、

B两座。主坝、3#副坝为砼重力坝，2#副坝为泄洪闸；4#、5#副坝为浆砌块石坝；其余均为土坝，

其中 8#副坝工程规模最大，全长 1543m，最大坝高 25.6m。

陆水电站为坝后式厂房，设在主坝左岸，长67.12m。安装四台水能发电机组，每台容量10100kW。

主变压器布置在厂坝之间。1992年12月建成的自备电厂位于电站厂房尾水渠的左侧，装有一台

2300kW机组。开关站位于下游左岸山脚下。

泄洪闸门分设在主坝、3#和2#副坝。其中主坝设五孔溢流堰闸，3#副坝设溢流堰闸和泄水底孔

各一孔。当水库发生100年一遇洪水，坝前水位 56.5m时，主坝五孔闸加三号副坝堰闸及底孔总泄

水能力为7460m3/s。新建 2#副坝泄洪闸，设三孔泄洪闸门，闸孔单宽12m，堰顶高程46m。当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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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 1000年一遇洪水，坝前水位 57.1m时，敞开全部泄洪设备，总泄洪能力可达 9950m3/s。

南灌渠渠首设于11#副坝，有二孔涵闸，涵底高程分别为 46m和48m，孔口尺寸为 2×2m及

1.8×1.8m，均用平板钢闸门控制。北灌渠渠首设于1#A副坝，共三孔涵闸，涵底高程为46m，孔口

尺寸为 2.6×2.6m。

陆水水库于 2003年7月被鉴定为三类坝，陆水水利枢纽于2006年12月26日开工进行了除险

加固工程。包括主坝、3#副坝土建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采购，6#A副坝、8#副坝防渗工程，

1#A～2#副坝、4#～11#副坝加固及岸坡治理工程等。

陆水水库建成以来，由于精心管理、科学调度，在保证水库安全的前提下，防洪和兴利作用都

十分显著，特别是防洪减灾作用巨大。

陆水水库自 1967年至2007年的41年中，调蓄入库洪峰流量超过 1000m3/s的洪水 145场次。

其中入库洪峰流量超过 2500m3/s的洪水有 18年 33场次；入库洪峰流量超过 3000m3/s的洪水有 11

年16场次，入库洪峰流量超过 5000m3/s的洪水有 3年3场次，经水库调蓄后，下泄流量均未超过

2500m3/s，水库发挥了巨大的防洪减灾作用。经初步统计分析，在 41年中累计减免农田淹没约 5.16

万公顷，减免城镇人口财产损失约 60万人次，约合防洪减灾效益 108亿元。

表3.1-1 陆水水库基本情况表

建设时间和地点 1958年，湖北赤壁 单位
非常

溢洪

道

型式

破副坝行洪，炸坝

顺序为1号B、1

号A、9号副坝

单位

所在河流 陆水河 堰顶高程 m

控制流域面积 3400 km2 坝顶宽度 m

水库

特征

设计频率/水位 1/56.5 %/m 最大泄量 5900 m3/s

校核频率/水位 0.1/57.1 %/m

溢洪

洞

型式

汛限水位
54(4月)

m
断面尺寸(高×宽/

孔数)
m/孔

53(5-6月)

正常蓄水位 55 m 进口底高程 m

死水位 45 m 闸门型式

总库容 7.06 亿m3 最大泄量 m3/s

其中:防洪库容 1.63 亿m3 启闭设备

兴利库容 4.08 亿m3

输水

管

型式

死库容 1.73 亿m3
断面尺寸(高×宽/

孔数)
m/孔

主坝

坝型 混凝土重力坝 进口底高程 m

坝顶高程 58 m 闸门型式

最大坝高 49 m 最大泄量 m3/s

坝顶长度 234.3 m 启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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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 桂家畈枢纽工程特征表

名称 单位 有关数据 备注

流域面积 km2 3950

枢纽控制面积 km2 3400

坝址多年平均流量 m3/s 86

坝址多年平均径流量 亿m3 27.1

正常蓄水位 m 55.0-54.0

防洪限制水位 m 53

死水位 m 45

总库容 亿m3 7.06 校核洪水位57.1

死库容 亿m3 1.73

调蓄库容 亿m3 4.08

调洪库容 亿m3 2.29 汛限水位与校核水位之间

保坝水位 m 58.6

保坝最大泄量 m3/s 17500

设计洪水位 m 56.5

坝顶宽度 14-29.4 m

下游

情况

河道安全泄量 3000 m3/s

坝基防渗型式 帷幕灌浆 影响耕地 15 万亩

副坝

座数 15 座 影响人口 20 万人

总长度 2672.5 m

交通干线

京广铁路、107国道、武广

高速铁路、京港澳高速公

路。

最大坝高 30 m

正常

溢洪

道

名称
主坝溢洪道，三号副坝溢洪道，

二号副坝泄洪闸，三号副坝底孔

城镇、厂矿

赤壁市城区，黄龙、车埠、

陆溪口、赤壁等7个城市和

乡镇。保护区内有赤壁晨鸣

纸业公司、湖北蒲圻火电

厂、湖北华州有限责任公

司、湖北银轮蒲起机械公

司、大昇（赤壁）印染公司、

华新水泥赤壁公司等大型

企业。

型式
开敞式实用堰，开敞式实用堰，

开敞式宽顶堰，涵洞式

堰顶高程 40.5m，41.0m，46.0m，32.0m

断面尺寸(高×宽/孔

数)

开敞式实用堰，开敞式实用堰，

开敞式宽顶堰，涵洞式

水库

病险

情况

病险情况

陆水水库于2003年7月被

鉴定为三类坝，陆水水利枢

纽除险加固工程于2006年

12月26日开工,正在准备竣

工验收。

闸门型式 弧形钢门

最大泄量 6340，1170，2050，390

现状标准 正在除险消能型式

底流水跃消能，低鼻坎挑流消能，

低鼻坎挑流消能，低鼻坎挑流消

能

启闭设备 固定电动卷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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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核洪水位 m 57.1

灌溉限制水位 m 50.5

上游最高通航水位 m 55.0

上游最低通航水位 m 45.0

下游最高通航水位 m 33.1

下游最低通航水位 m 27.5

升船机通航船舶吨级 t 20 升船机现不能正常使用

注：表内的高程系统为陆水大坝系统。

（2）节堤航电枢纽工程

陆水节堤航电枢纽工程于 2006年10月取得原湖北省环境保护局《关于湖北省赤壁市陆水河节

堤航运发电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复函》（鄂环函〔2006〕356号），2008年 11月开

工，2016年7月投入运行。由于工程正常挡水高程由 25.58m调整为26.46m（黄海高程），与原环

评报告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工程未能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经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同意，该项

目编制了现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2020年7月，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印发了《关于<湖北省赤壁市陆

水河节堤航运发电枢纽工程现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查意见的函》（咸环审〔2020〕37号），同

意对该项目现状评价报告进行备案。本次评价参考该现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对节堤航电枢纽工程进

行描述。

节堤航电枢纽上距陆水大坝 32公里、下距陆水河口 15公里。节堤航电枢纽工程是一个以航运、

发电为主，兼有灭螺、旅游等功能的综合利用项目，水库正常蓄水位 26.46m，相应库容 4660万m³，

总库容 1.0723亿m³。节堤航电枢纽工程由船闸、泄水闸、发电站组成。泄水闸共8孔，底板高程

13.60m，宽15.0m，设弧形闸门；船闸布置在右岸，连接在泄水闸的右侧，为 500t级通航建筑物，

船闸有效尺度 120×23×3.0m（长×宽×门槛水深）；发电站布置在左岸，为河床式，厂房尺寸长

52.3m×宽15.5m，装设2台灯泡贯流式机组，电站装机容量 8MW，年均发电量2451万kW·h。

2008年12月节堤航电枢纽工程正式开工，于2012年10月已开始蓄水发电，2013年建成，2016

年7月已投产运行。节堤枢纽现有 500吨级船闸无法满足未来快速增长的货运量过闸需求，未来将

根据货运量发展情况，适时启动 1000t级二线船闸建设工作，以提高船闸断面的通过能力，满足腹

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节堤水库运行调度方式如下：

①当上游来流量小于或等于满发流量 144立方米/秒时，库水位维持在正常蓄水位 26.46米（当

来流较小，需运用调节库容进行调峰时，库水位可在正常蓄水位与死水位 26.0米之间运行），闸门

全关，入库流量全部通过水轮机下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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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当上游来流量大于发电引用流量 144立方米/秒且小于600立方米/秒（或电站净水头大于 2.6

米）时，水库仍维持在正常蓄水位 26.46米运行，大于水轮机引用流量部分的入库流量，通过开启

闸门的孔数和开度下泄，直至电站净水头小于 2.6米时，机组停止发电；

③当上游来流量大于 600立方米/秒（或净水头小于 2.6米时），电站停止发电，所有来流量通

过闸门下泄，来多少泄多少，直至闸门全开泄洪。

表3.1-3 节堤航电枢纽工程特征表

主要指标 实际建设情况

工程位置 位于陆水河下游河段，上距陆水水库31.5km

坝轴线总长 248.0m，与河道主流方向基本正交

水文

坝址以上流域面积 3800km2

多年平均径流量 102m³/s

设计洪水流量 4010m³/s（20年一遇）

校核洪水流量 8160m³/s（100年一遇）

水库

正常蓄水位 26.46m

相应库容 4660 万m³

死水位 26.00m

相应库容 3604 万m³

设计洪水位 32.66m（P=5%）

相应下游水位 32.45m

校核洪水位 32.70m（P=1%）

相应下游水位 32.70m

水库调节性能 日调节

工程等别 Ⅱ等工程

工程规模 大（2）型

电站

总装机容量 2×4MW

年平均发电量 2451万KWh

最大水头 11.5m

设计水头 6.5m

最小水头 2.6m

加权平均水头 7.84m

单机额定流量 72.1m³/s

水轮机高程 11.20m

转轮直径 3.1m

主厂房尺寸 河床式，长52.3m×宽15.5m

泄水闸

孔口数—孔宽 8 孔—14m 宽

闸坝堰顶高程 16.60m

最大闸坝高程 27.20m

最大坝轴线长 133m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62

上游护坦长度 24m

消力池孔数 3 孔

消力池底高程 8.00m

消力池长度 24m

消力池深度 2.2m

船闸

船闸等级 Ⅳ级

设计过船吨位 500吨

闸室净宽 23m

闸室长度 120m

通航

水位

上游最高 31.44m

上游最低 26.0m

下游最高 31.30m

下游最低 14.8m

3.1.4.水文、泥沙状况

1、长江

长江赤壁段上游有螺山水文站，该水文站至长江赤壁河段水域之间无大的分汇流存在，因此，

长江赤壁河段的水文、泥沙特性根据螺山水文站的实测资料进行统计。

1）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前

根据螺山站 1950～2002年的资料统计，本河段多年平均流量为 20300立方米/秒，历年最大流

量为 78800立方米/秒(1954年8月7日)，历年最小流量为 4060立方米/秒(1963年 2月 5日)；多年

平均输沙量为 4.15亿吨，最大输沙量为 6.15亿吨(1981年)，最小输沙量为 2.48亿吨(1994年)；多

年平均含沙量 0.65千克/立方米，最大含沙量5.66千克/立方米(1975年8月12日)，最小含沙量 0.048

千克/立方米(1954年2月1日)。

本河段来水来沙年内变化较大，汛期(5～10月)水量占全年的 73～74%，输沙量占全年的 85～

87%。最大流量及最大沙量均发生在 7～8月，最小流量、最小沙量则发生在 1～2月。年径流量主

要集中在主汛期 7～9月，约占全年的43.2%，而枯水期 12～3月则只占全年的13.6%；与径流量相

比，输沙量更加集中，主汛期 7～9月输沙量占全年的 59.1%，而枯水期12～3月则仅占全年的6.5%。

表3.1-4 螺山站水文泥沙特征值统计表

项目 多年平均
历年最大 历年最小

统计年份
数值 日期 数值 日期

水位(黄海高程m) 21.41 32.74 1998.8.20 13.52 1960.2.16

1950～2002
流量(m3/s) 20300 78800 1954.8.7 4060 1963.2.5

输沙量(108t) 4.15 6.15 1981 2.48 1994

含沙量(kg/m3) 0.65 5.66 1975.8.12 0.048 19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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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后

据螺山站 2003～2011年径流资料统计，三峡水库蓄水运用以来，受上游来水偏少的影响，螺

山站年径流量总体偏小，蓄水后多年平均径流量较蓄水前多年平均值偏小 10.8%，仅 2010年与蓄

水前多年平均值基本持平，2006、2011年明显偏枯，减小幅度达到约28%，其余年份的年径流量均

不同程度的偏小。

表3.1-5 三峡水库蓄水后螺山水文站径流量和输沙量统计表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平均

径流量(108m3) 6371 5980 6429 4647 5687 6085 5536 6480 4653 5763

与蓄水前相比(%) -1.4 -7.4 -0.5 -28.1 -12.0 -5.8 -14.3 0.3 -28.0 -10.8

输沙量(108t) 1.46 1.23 1.47 0.581 0.952 0.914 0.772 0.837 0.45 0.963

与蓄水前相比(%) -64.3 -69.9 -64.1 -85.8 -76.7 -77.6 -81.1 -79.5 -89.0 -76.5

备注 表中“-”值为水库运用后螺山站径流量或输沙量减少百分数

2、陆水河

1、水文泥沙

陆水流域水量丰富，多年平均径流量达29.76亿m3，多年平均径流深753.3mm。陆水为雨洪补

给的山溪性河流，洪水发生时间与暴雨出现时间相应。一般自4月开始进入汛期，年最大洪水多发

生在 4～7月，系梅雨期大暴雨形成，若梅雨提前或推后发生，或遇气候反常，年最大洪水可提前

至3月或延后至 11月。根据陆水水库1984～2018年资料统计，年最大洪峰出现在 6月的几率最大,

占到总年数的 31.4%；其次为 7月，占到总年数的 22.9%；再次为 4月和 5月，分别占到总年数的

17.1%。年最大24h、7d入库洪量出现在 6月的几率最大，占到总年数的 34.3%；其次为 4月，占到

总年数的 22.9%。据 1953年以来的资料统计，历年最大入库洪峰为 8650m3/s，出现在1954年；次

大为 6860m3/s，出现在 1967年。

陆水为少沙河流。陆水流域多为红色沙壤土，崇阳以上至通城河段内，中层与底层为卵石，表

层为黄沙，厚度一般在 2m左右。泥沙粒径从下游往上游逐渐粗化，崇阳城关一下受陆水水库回水

影响，河床中一般为淤积层，底层为细沙。陆水干流崇阳站多年平均悬移质含沙量 0.137kg/m3，年

输沙量 73.2万 t，平均年输沙模数 405t/km2。

2、设计水位

1）计算标准

研究河段航道规划等级为Ⅲ级，根据《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JTS145-2015），设计最高通航

水位的计算标准为洪水重现期 20年一遇；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计算标准取多年历时保证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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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水位的确定

（1）设计高水位

陆水干流主要水文(水位)站有通城站、崇阳站、赤壁城关站及“长办施总”设的水位站等，长

江干流有陆水河口上游 4公里处的赤壁矶湾水位站。根据各站水位资料系列进行水文（位）站的设

计水位计算。

根据《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JTS145-2015）第 5.4.1条，平原河流的二类码头设计高水位的

洪水标准为 20年一遇。根据赤壁城关站 1953-1998年实测水文资料系列，计算出赤壁城关站 20年

一遇水位为 33.89米，考虑陆水水库按 20年一遇洪水下泄时，可能遭遇长江赤壁站水位为 29.06米，

陆水河口水位为 28.91米。

根据《陆水节堤枢纽至京港澳高速桥段航道整治工程防洪影响评价报告》，节堤坝址 20年一

遇洪水流量下的水位为 31.12米。

各规划港区的设计高水位根据各基本水文（位）站的设计高水位按比降进行内插确定，陆水河

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旅游客运作业区和大坝港区的

设计高水位分别为 31.12米、31.96米、33.09米、33.89米及 55米。

（2）设计低水位

根据《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JTS145-2015）第 5.4.1条，码头的设计低水位应与所在航道的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相一致。

陆水河口至节堤段航道整治已实施完成，按照节堤枢纽最小下泄流量 26.2立方米/秒、节堤枢

纽下游最低通航水位 14.8米的计算条件，陆水河口的最低通航水位为14.65米。

节堤枢纽建库后，节堤坝前水位一般在死水位 26.0米到正常蓄水位26.46米之间变动，但为了

保证节堤库区航运和沿程用水、环保等要求，水位不能低于 24米，当水位低于24米时，不再向下

游放水济航，因此确定节堤至陆水大坝段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24.0米。

各规划港区的设计低水位根据各基本水文（位）站的设计低水位按比降内插确定，陆水河车埠

港区节堤作业区、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旅游客运作业区和大坝港区的设计

低水位分别为 14.8米、24米、24米、24米及 45米。各港区的设计水位情况见下表。

表3.1-6 港区设计水位表（表中水位均为黄海高程系统）

港区名称 设计高水位（20年一遇） 设计低水位（航行基准面）

陆水河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 31.12 14.8

陆水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 31.96 24

陆水河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 33.0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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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水河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 33.89 24

陆水湖大坝港区 55 45

注：表内大坝港区高程系统为陆水大坝系统，其他为黄海高程系统

3.1.5.地质

（1）地质地貌

赤壁市位于幕阜山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蒲圻县志》（清同治版）记载：“蒲地环山错

湖，陆水径其中，出陆口。羊楼港水径其南，由新溪汇黄盖湖。汀泗水径其北，汇西梁湖出金口均

入江”，“本县境内，蒲邑西北，滨江错湖，岁多水患，而沃壤悉变为泽国。”赤壁市地形多样，低山、

丘陵、平原由南至北依次排列，构成“六山二水二分田”格局。南部为低山区，海拔 250m以上；中

南部西南起观音尖，东抵大竹山，长约 62km，宽约 1-3km为丘陵地带；中部京广铁路沿线为海拔

200m左右的岗地地带；北部滨江湖群地区为海拔 50m左右的冲积平原。境内大小山丘共有 200余

座，最高为赵李桥镇境内的柘坪观音尖，海拔 852m；最低处在神山镇的西良聂家泉，海拔 19.3m。

赤壁市大地构造属于新华系构造体系的第二沉降带与鄂东隆起带过渡区，西北傍长江隔嘉鱼断

裂临汉江地堑河谷平原，东接地堑墓阜群峰迭置在褶皱带上，南为湘鄂地堑与岳阳丘陵盆地相接。

地质属震旦纪前的变质岩系，在泥盆纪后期，属陆脊两侧的底凹地方，为海水淹没。此后，海水往

复、泥炭生成、陆水因海水退却，地壳上升而成。由历次地质运动和长期地质淋溶，在岗地平原地

带，各类型地貌交叉出现，高低悬殊，构成坡、峪、滩、冲、垄、畈等各种微域地形。志留红页岩、

砂岩构成的剥蚀地貌在全市各地交叉出现，而在陆水、蟠河、汀泗河等河流两岸及长江南岸又多形

成侵蚀堆积地貌。

陆水流域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属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坪与幕阜山台拗两个二级构造单元的交接

部位，地处咸宁台褶束与大冶褶皱束两个三级构造单元之间。区内褶皱、断裂发育，构造环境较为

复杂。陆水湖湿地公园地处赤壁南部的低山区，海拨从 50m（大坝）到 438m（雪峰山），地质构

造属典型的溶蚀地貌，由历次地质运动和长期地质淋溶，陆水湖沿岸形成侵蚀堆积地貌，而周边低

山则交叉分布志留纪页、砂岩构成的剥蚀地貌。在水作用力的影响下，形成岛屿、湖泊和山水交错

的地形地貌。

（2）地质组成

陆水水库为中高山区与冲洪积岗地过渡地带，区内山脉走向近东西向，与区域构造一致，为典

型的构造剥蚀堆积地形。水库两岸山体山顶高程一般 300～360m，高出水库水面 260～310m，山体

沟壑较发育。

第一次勘察范围水库坝前花庙村-芳世湾村段，全长约 11km，总体呈“⊃”，花庙村至新犬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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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走向 275°，随即至赤壁芳世湾大桥段转为 185°左右，大桥上游走向为 260°左右；第二期勘察范围

主要为芳世湾村-白云潭大桥白竹村段，全长约 12km，总体呈近似“∟”型，芳世湾村-洪上村段走向

约 185°，随即转向 85°左右。库区两岸乡村均有水泥道路相连，交通条件较好。河床总体较平缓，

高程一般 34～45m。第二次勘察陆水水库库区共布置完成水上钻孔 18个，陆水钻孔 2个，总进尺

246.30m，单孔孔深 8.20～17.80m。

据地质测绘及钻孔揭露，勘察范围内河床勘探深度范围内（8.20～17.80m）地层结构自上至下

为：

淤泥夹砂（Ql，层序①-1）：红褐色，饱和，软塑状，砂为粉细砂，含量分布不均，一般占比

约20%，该层厚度一般 2～3m，主要分布于E区、G区河漫滩。

淤泥（Ql，层序①-2）：深灰色，饱和，软塑~流塑状，主要由粘土矿物组成，富含有机质及腐

植物，局部分布少量粉细砂，含量一般 5%～8%。水库区大部区域均有分布，厚度不一，其中 I区

和 J区钻孔未揭露；A区、B区和H区该层厚度较薄，一般厚度 0.80～2.00m；C区、D区、E区、

F区和G区该层厚度 4.20～7.00m，局部厚度可达 11.50m（钻孔D07揭露）。

中粗砂夹淤泥（Ql，层序①-3）：灰褐色，饱和，松散~稍密，泥质含量约 10%。零星区域分

布，仅A区钻孔D01中揭露厚度约 1.30m。

粉细砂（Qal，层序②）：黄褐色，饱和，松散~稍密，含少量粉质黏土，分布不均，含量一般

小于 8%，砂质较均一；主要分布于A区、B区、E区和F区，厚度一般2.20～8.0m。

粉质黏土夹砂（Qal，层序③）：红褐色，很湿，软塑～可塑状，微层理发育，层理面见粉细

砂，粉细砂含量 10%～20%，呈韵律分布；仅A区和C区有分布，厚度一般 6.60～6.80m。

中砂（Qal，层序④-1）：黄褐色，饱和，稍密，砂质较均一，零星有分布，仅B区钻孔D02

揭露厚度约 1.50m。

中粗砂夹卵砾石（Qal，层序④-2）：灰褐色，饱和，结构稍密~中密，卵砾石含量约10%～35%，

分布不均，粒径一般 1～3cm，次圆状为主。厚度一般 2.50～4.00m，主要分布于C区、D区、E区、

F区和G区部分河段区域。

卵砾石（Qal，层序⑤）：杂色，结构中密～密实，卵砾石含量一般 80%～85%，磨圆度一般，

多呈次圆~次棱角状，粒径一般 3～8cm，成分以火成岩、变质岩为主；砂土含量约15%，砂为粗砂，

部分揭露有黄褐色黏土。水库区内均有分布，厚度不一，一般 2～5m，局部大于 6.80m（D04钻孔

揭露 6.80m、D21揭露 8.20m）。

含砾石粉质黏土（Qal，层序⑤-1）：红褐色，可塑～硬塑，砾石含量一般 15%～25%，粒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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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0.5～1cm。水库区内仅G区部分钻孔有揭露，厚度约 1.80m。

基岩（S1-2，层序⑥-1）：志留系中下统泥质粉砂岩，灰褐色，岩石风化强烈，原岩结构大部

已破坏，裂隙发育，裂隙多见锈染，岩体破碎，取芯成碎块状。

3.1.6.气候与气象

一、气象

赤壁市地处中低纬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具有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

霜期长的特点。冬季受极地大陆气团控制，当强寒潮侵入时，气温可降至零度以下，间有大风和雨

雪；春季海洋暖湿气团北进，与极地冷气团交绥，形成迎梅细雨；5月后东南暖气团势力加强，6

月至 8月为主要降雨期，往往形成历时长、强度大、范围广的暴雨；9月间受太平洋高压控制，雨

量相对较少；10月份开始，极地冷气团势力逐渐增强，直至冬季。

1、气温

历年平均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40.7摄氏度（1978年 8月3日）；最低气温：-14.6摄

氏度（1969年1月31日）。

2、降水

多年平均降雨量：1577.7毫米；年最大降水量 2410毫米；年最小降水量 1240毫米；年平均降

雨天数：120天。

3、风况

多年平均风速：2.7米/秒；瞬时极大风速：21.3米/秒（1978年 7月17日）；夏季主导风向：

南风；冬季主导风向：东北风。

4、雾

多年平均雾日数（能见度<1公里）：23天；年最多雾日 39天；年最少雾日7天。

5、冰况

本河段无封冻史，常年通航。

3.1.7.地震烈度

赤壁市位于长江中下游地震区，属中强地震活动区，强度频次不高，主要中强地震活动分布在

麻城、钟祥、黄冈、罗田、阳新、赤壁、洪湖、英山等地。该区显著性周期约 320年，现正处于地

震平静期。据历史记载，自 1345年至今，发生的地震震级低于 4级烈度，震源深度大都在 8～20

公里以内，平均震源深度约 11公里。属弱震、少震的相对稳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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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附录A-中国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陆水

河-节堤流域抗震设防烈度为Ⅵ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

3.2.社会经济概况

3.2.1.行政区划

赤壁市辖蒲圻、赤马港、陆水湖 3个街道办事处，新店、赵李桥、茶庵岭、中伙铺、官塘驿、

神山、车埠、赤壁、柳山湖、黄盖湖 10个镇，余家桥 1个乡，官塘驿林场、羊楼洞茶场 2个场，

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赤壁高新区、蒲纺工业园区 3个区，共辖 144个村、34个社区居委会和 4个

居民委员会。

3.2.2.经济建设

3.2.2.1.区域人口

截止2023年末，赤壁市户籍人口为52.13万人，常住人口为47.23万人。户籍人口中男性人口

27.48万人，占比 52.7%，女性人口 24.65万人，占比47.3%。常住人口中其中城镇人口 30.4万人，

城镇化率64.36%。全年出生人口 2455人，死亡人口3178人。

3.2.2.2.区域经济概况

初步核算，2023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32.09亿元，同比下降 1.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70.46亿元，增长 4.3%;第二产业增加值 170.11亿元，下降16.9%;第三产业增加值 291.53亿元，

增长 9.4%，三次产业占比从 2022年的 12.5:39.2:48.2调整为 13.2: 32.0:54.8.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1.7%、9.3%、6.8%、12.8%、-1.5%、9.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12409 元，比上年下降6.7%。

3.2.2.3.区域基础设施条件

赤壁市地处湘、鄂、赣三省经济、文化交流的结合部和武汉、黄石、岳阳等大中城市的经济技

术辐射圈上，京广铁路、武广高速铁路（兴建）、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贯穿全境，黄金水道万

里长江穿境而过，拥有长江赤壁深水码头，又是国际旅游轮的停靠点。赤壁处于中国东西、南北交

通大动脉的交汇处。武广高速铁路赤壁北站建成运营，旅游快速通道建成通车，改造国省干线公路

157千米，新建通乡通村公路 1364千米，新建改造城乡电网 771千米，建成千吨级长江货运码头。

3.3.区域资源现状

3.3.1.土地资源

赤壁市土地总面积171771.39公顷，境内山地、丘陵、平原、湖泊依次排列，构成“六山二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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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的格局。全市农用地面积 137453.7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0.02%；建设用地面积为 18808.4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0.95%；未利用地面积为15509.1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9.03%。

本市土壤共分红壤土、潮土、石灰岩土、紫色土、水稻土 5个土类，11个亚类，32个土属，

56个土种。土类的分布情况大致为：红壤土，分布在铁路一线和新店、洪山、车埠、黄龙、杨家岭、

宋家河、神山、琅桥、泉口等乡镇。潮土，分布在滨湖平原地区。石灰岩土，分布在铁路以南山区。

紫色土，零星分布在有砂页岩的地区，如汪家堡铁路边有露头。水稻土，全市水稻田均有水稻土。

3.3.2.水资源

赤壁市雨量较为充足，湖泊较多，水资源比较丰富。

地表水：赤壁市历年平均降雨量为 1604毫米，其中山区1608.9毫米，丘岗地区 1526.2毫米，

平原湖区1295.2毫米，雨量由西北向东南递增。

丰水年径流量 16.1立方米，平水年 12.62亿立方米，枯水年 8.97亿立方米。特枯水年 5.14亿

立方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13.34亿立方米，其中山区 1.28亿立方米，岗丘地区 8.48亿立方米，平原

滨湖 3.58亿立方米。赤壁市有 4大客水过境，长江过境年平均径流量 6400亿立方米，黄盖湖水系

境外径流量 5.4亿立方米，陆水水系境外径流量为 25.3亿立方米，西梁湖水系境外流量 2.67亿立方

米，合计为 6433.37亿立方米。

地下水：赤壁市地下水较丰富，有自流泉90处，总流量 5.7立方米/秒，平均单泉产水量为 229

立方米/小时。丰枯平均日产水 26万立方米，年产水0.949亿立方米。由于地下水长期溢流对农作物

有冷浸危害。

3.3.3.旅游资源

2023年，赤壁市旅游总收入123.35亿元，同比增长31.55%。其中，门票收入 2.44亿元，同比

增长 31.16%;全年接待海内外旅游人数 1665.6万人次，同比增长31.52%。全市共有A级及以上旅游

景区 8家;其中，5A级景区 1家，4A级景区 2家，名胜风景区 2个，文物保护单位 38个，旅游厕

所60个。星级宾馆数 4个，星级宾馆客房总数 363间。

赤壁市主要景区如下：

赤壁名胜风景区位于赤壁市西北 38千米处。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年），中国历史上著

名的“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赤壁是中国古代著名战役中唯一尚存原貌的古战场，又正位于三国

旅游线和三峡旅游线交汇处，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陆水湖风景区位于湖北省赤壁市境内，水域面积 57平方千米，湖中 800多座岛屿、半岛星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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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布，因此，又有“千岛湖”之称。2002年 5月，被中国国务院、建设部审批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

雪峰山在陆水湖南岸，此山因唐朝咸通二年雪峰和尚建雪峰寺于此而得名。雪峰山总面积 18

平方千米，主峰临陆水湖拔地而起。山上林木茂盛，有杉木、楠竹一万四千三百多亩。亚热带植物

种类繁多，春有樱桃、映山红、秋有柑桔、野生猕猴桃等。

中华三国陆逊营寨游览区。三国陆逊营寨位于赤壁市北郊，为纪念三国东吴年青将领陆逊在此

驻军屯田而兴建。

五洪山温泉康复疗养区。位于赤壁市近郊，该温泉直接从地下200多米深处获取。温泉从地热

自溢井中喷出，日流量 6000吨，地表出口处水温 62℃。

3.3.4.矿产资源

截至2015年底，我市已发现的矿产有 16种，各类矿区(床)78处，按资源储量规模分类，大型

矿床 1个、中型矿床4个、小型矿床 57个、矿点16个，其中大型矿床为水泥用灰岩，中型矿床为

水泥用灰岩、水泥配料用砂岩和地热。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资源仅 9种，分别为水泥用灰岩、建

筑石料用灰岩、水泥配料用砂岩、水泥配料用粘土、砖瓦用页岩、煤炭、地热、磷矿和锑矿，市域

矿产资源的特点是：

1、建材矿产相对丰富，能源矿产有潜力，金属等矿产较短缺

全市经调查评价及勘查的 16个矿种中，建材矿产(主要为建筑石料用灰岩、水泥用灰岩)和能源

矿产(煤炭和地热)储量丰富，为我市优势矿种，其中：建筑材料用矿产 6种，矿产地 34处，相对丰

富；能源矿产 2种，矿产地27处，有一定资源潜力。金属矿产仅 3种(铜矿、铁矿、锑矿)，矿产地

9处，尚未探明储量；化工矿产1种(磷矿)，矿产地 4处；冶金辅助原料矿产1种(耐火粘土)，矿产

地1处；其它矿产 3种(海泡石、菊花石、方解石)，矿产地各1处。

2、矿床规模较小，矿产资源勘查程度偏低

已发现的78处矿区(床)中，大型矿区(床)仅 1处，占 1.3%；中型矿区(床)仅4处，占 5.1%；小

型矿区(床)57处，占73.1%；矿点16处，占20.5%。各类矿区(床)的规模为：地热中型 1处、小型1

处；小型方解石矿1处；海泡石矿点 1处；建筑石料用灰岩中型 1处、小型26处；小型建筑用砂1

处；菊花石矿点 1处；磷矿点 4处；小型煤炭25处；耐火粘土矿矿点1处；中型水泥配料用砂岩1

处；小型水泥配料用粘土 1处；水泥用灰岩大型1处、中型2处、小型1处；锑矿点2处；铁矿点

6处；铜多金属矿点 1处；小型砖瓦用页岩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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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已发现的78处矿区(床)中，19处达到勘探程度，占24.36%；4处达到详查程度，占 5.13%；

10处达到普查程度，占12.82%；45处为预查程度，占 57.69%，总体来说，矿产资源勘查程度不均

衡，整体偏低。

3、矿产资源分布面较广，区域特色明显

建筑石料、水泥用灰岩集中分布在我市的中部和南部地带；煤矿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带；砖

瓦用页岩集中在中北部区域；地下热水分布在中部城区五洪山一带。其它未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呈

零散分布。

总体来说，全市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中，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煤炭以及地热等矿

种资源储量较大，开采利用条件较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为我市的优势

矿种；市内金属矿产缺乏。

3.3.5.自然资源

赤壁市素有竹乡、茶乡、麻乡、鱼米之乡的美称，生物资源丰富。植物种类 1151种。除稻、

棉、油菜、豆类、蔬菜等农作物外，还有各类树种 523种，其中珍稀古树名木有千年以上的银杏 5

株，还有板杉、甜茶、马褂木、竹类 62种。有亚洲博竹苑之称，主要有楠竹，面积 16.8万亩，年

产量 200万根；花卉 116种，成片野生樱花达 1.2万亩，中药材有列入全国三大贝母之一的蒲贝，

独有的蒲参、玉竹、黄精和断肠草；野生猕猴桃达 10万亩以上，还有莲、藕、菱角、芡实、荸荠、

蒲草等水生植物。

动物种类除人工饲养的鸡、鸭、猪、牛等家禽家畜和养殖的青、草、鲤、鲢等鱼外还有大量的

野生动物。鱼类91种，野生动物 103种，其中国家、省级保护珍稀动物 52种，主要有巨蜥、穿山

甲、野猪、花面狸、水獭、五步蛇、乌梢蛇、银环蛇、眼镜蛇等；鸟类 31种，有长颈鹅、野鸡、

斑鸠等。

赤壁市境内渔业资源11目25科8亚科 60属118种：中华鲟、长江鲟、白鲟、鲥鱼、长颌鲚、

凤尾鲚、银鱼、大银鱼、太湖短吻银鱼、鳗鲡、中华倒刺鲃、瓣结鱼、白甲鱼、小口白甲鱼、鲤、

鲫、华鳈、小鳈、江西鳈、棒花鱼、小口棒花鱼、鲀吻棒花鱼等。

3.4.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本次调查范围为长江（太平口-洪庙）、陆水河上起陆水水库大坝，下至陆水河的长江入口处。

整个陆水河水域以及河岸两侧 500米范围均为本次调查范围。

3.4.1.陆水河（赤壁）生物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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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陆域生态调查

1）植物多样性

（1）调查范围

赤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是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雨热同期、日照充足、四季分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孕

育了较为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陆地植被以草丛为主，森林以人工林为主。

（2）调查方法

①基础资料收集

在收集整理陆水河流域及邻近地区的现有植物种类及植被、植物群落调查资料基础上，结合陆

水河流域实际的地形、植被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实地考察的重点区域及考察路线。

②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包含陆水河全流域，水生即湿生植物主要沿河道进行调查，陆生植物主要以距河岸 500

米范围之内区域进行调查。

③物种与群落调查

陆水河流域生境较为单纯，植物种类绝大多数都是分布范围广的常见种。物种调查主要采取踏

查的方法进行，调查种类包含出现的自然生长种类和人工栽培种类，同时只记录物种是否出现（出

现则记录为有分布），不记录和分析其资源数量特征；群落调查在进行物种调查时同步进行，一般

仅调查典型的植物群落、植被类型，记录群落中的优势种、伴生种，对典型性和代表性植被群落设

置样地进行调查。

（3）植物资源概述

①植物种类数量

本部分所统计和分析的植物为维管植物，浮游植物作专门部分另行统计分析，苔藓植物未列入

调查范围。维管植物的分类统计按以下标准执行：蕨类植物使用秦仁昌系统，裸子植物使用郑万钧

系统，被子植物使用哈钦松系统。调查统计结果显示：陆水河流域共有维管束植物 148科437属685

种，其中，蕨类植物 17科20属26种；裸子植物 5科 11属 14种；被子植物126科 406属 645种

（双子叶植物 105科319属504种；单子叶植物 21科 87属 141种）。维管植物名录如下：

蕨类植物 Pteridophyta

1.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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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卷柏属 SelaginellaBeauv.

(1) 薄叶卷柏 Selaginella delicatula (Desv.)Alston

(2) 翠云草 S. uncinata (Desv.) Spring

2.木贼科 Equisetaceae

2) 木贼属 EquisetumL.

(3) 节节草 Equisetum ramosissimumDesf.

3. 紫萁科 Osmundaceae

1) 紫萁属 OsmundaL.

(1) 紫萁 Osmunda japonicaThunb.

4.海金沙科 Lygodiaceae

3) 海金沙属 LygodiumSw.

(4)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5.里白科 Gleicheniaceae

4) 芒萁属 DicranopterisBernh.

(5) 芒萁 Dicranopteris dichotoma (Thunb.) Bernh.

6.蕨科 Pteridiaceae

5) 蕨属 PteridiumScopoli

(6) 蕨 Pteridiumaquilinum var. latiusculum (Desv.)Underw.

7.凤尾蕨科 Pteridaceae

6) 凤尾蕨属 PterisL.

(7) 狭叶凤尾蕨 Pteris henryiChrist

(8) 井栏边草 P.multifidaPoit exLam.

(9) 剑叶凤尾蕨 P. ensiformisBurm.

(10)半边旗 P. semipinnataL.

(11)蜈蚣草 P. vittataL.

8.中国蕨科 Sinopteridaceae

7) 粉背蕨属 AleuritopterisFee

银粉背蕨 Aleuritopteris argentea (Gmel.) Fee

8) 金粉蕨属 OnychiumKau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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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野鸡尾 Onychium japonicum (Thunb.)Kunze

9.裸子蕨科 Hemionitidaceae

9) 凤丫蕨属 ConiogrammeFee

(13)普通凤丫蕨 Coniogramme intermediaHieron

10.蹄盖蕨科 Athyriaceae

10) 菜蕨属 CallipterisBory

(14)菜蕨 Callipteris esculenta (Retz.)J. Sm.

11.金星蕨科 Thelypteridaceae

11) 金星蕨属 Parathelypteris (H. Ito.) Ching

(15)日本金星蕨 Parathelypteris nipponica (Franch. et Sav.) Ching

12.乌毛蕨科 Blechnaceae

12) 狗脊蕨属 WoodwardiaSm.

(16)狗脊蕨 Woodwardia japonica (L. f.) Sm.

13.鳞毛蕨科 Qryopteridaceae

13) 复叶耳蕨属 ArachniodesBl.

(17)尾叶复叶耳蕨 Arachniodes caudataChing

14) 贯众属 CyrtomiumPresl

(18)镰羽贯众 Cyrtomiumbalansae (Chr.)C. Chr.

(19)贯众 C. fortunei J. Sm.

15) 鳞毛蕨属 DryopterisAdans.

(20)黑足鳞毛蕨 Dryopteris fuscipesC.Chr.

14.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

16) 瓦韦属 LepisorusChing

(21)瓦韦 Lepisorus thunbergianus (Kaulf.) Ching

15.满江红科 Azollaceae

17) 满江红属 AzollaLam.

(22)满江红 Azolla imbricata (Roxb.)Nakai

16.苹科 Marsileaceae

18) 苹属 Marsil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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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苹 Marsilea quadrifoliaL.

17.槐叶苹科 Salviniaceae

19) 槐叶苹属 SalviniaAndson

(24)槐叶苹 Salvinia natans (L.)All.

裸子植物 Gymnospermae

1.银杏科 Ginkgoaceae

1） 银杏属 GinkgoL.

(1)银杏 Ginkgo bilobaL.

2.松科 Pinaceae

2） 雪松属 CedrusTrew

(2)雪松 Cedrus deodara (Roxb.)G.Don

3） 松属 PinusL.

(3)湿地松 Pinus elliottiiEngelm.

(4)马尾松 P.massonianaLamb.

3.杉科 Taxodiaceae

4） 柳杉属 CryptomeriaD.Don

(5)柳杉 Cryptomeria fortuneiHooibrenk exOtto etDietr.

5） 杉木属 CunninghamiaR.Br.

(6)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Hook

6） 水杉属 MetasequoiaMiki exHu etCheng

(7)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Hu etCheng

7） 落羽松属 TaxodiumRich.

(8)池杉 TaxodiumascendensBrongn.

4.柏科 Cupressaceae

8） 柏木属 CupressusL.

(9)柏木 Cupressus funebrisEndl.

9） 侧柏属 PlatycladusSpach

(10)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L.) Franco

(11)千头柏 P. orientalis (L.) Franco cv. ‘Siebol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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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圆柏属 SabinaMill.

(12)塔柏 Sabina chinensis (L.)Ant. cv. ‘Pyramidalis’

(13)铺地柏 S. procumbens (Endl.) Iwata etKusaka

5.苏铁科 Cycadaceae

11） 苏铁属 CycasLinn.

(14)苏铁 Cycas revolutaThunb.

被子植物 Angiospermae

(一) 双子叶植物 Dicotyledoneae.

1. 木兰科 Magnoliaceae

1) 鹅掌楸属 LiriodendronL.

(1) 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Hemsl.) Sarg.

2) 木兰属 MagnoliaL.

(2) 玉兰 Magnolia denudataDesr.

(3) 荷花玉兰 M. grandifloraL.

(4) 紫玉兰 M. lilifloraDesr.

3) 含笑属 MicheliaL.

(5) 深山含笑 MicheliamaudiaeDunn.

(6) 含笑 M. figo (Lour.) Spreng.

2. 樟科 Lauraceae

4) 樟属 CinnamomumTrew

(7) 樟树 Cinnamomumcamphora (L.) Presl.

5) 山胡椒属 LinderaThunb.

(8) 乌药 Lindera aggregata (Sims)Kosterm.

(9) 山胡椒 L. glauca (S. et Z.) Bl.

(10) 绿叶甘橿 L. neesiana (Nees)Kurz

6) 木姜子属 LitseaLam.

(11) 山鸡椒 Litsea cubeba (Lour.) Pers.

7) 檫木属 SassafrasTrew

(12) 檫木 Sassafras tzumu (He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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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8) 银莲花属 AnemoneL.

(13) 打破碗花花 Anemone hupehensisLem

9) 铁线莲属 ClematisL.

(14) 粗齿铁线莲 Clematis argental- ucida (Levl. etVant.)W.T.Wang

(15) 大花威灵仙 C. courtoisiiH. -M.

10) 毛茛属 RanunculusL.

(16) 茴茴蒜 Ranunculus chinensisBge.

(17) 石龙芮 R. sceleratusL.

(18) 扬子毛茛 R. sieboldiiMiq.

(19) 猫爪草 R. ternatusThunb.

11) 天葵属 SemiaquilegiaMak.

(20) 天葵 Semiaquilegia adoxoides (DC.)Mak.

4. 金鱼藻科 Ceratophyllaceae

12) 金鱼藻属 CeratophyllumL.

(21) 金鱼藻 CeratophyllumdemersumL.

5. 睡莲科 Nymphaeaceae

13) 芡属 EuryaleSalisb. exDC.

(22) 芡实 Euryale feroxSalisb.

14) 莲属 NelumboAdans.

(23) 莲 Nelumbo nuciferaGaertn.

15) 睡莲属 NymphaeaL.

(24) 睡莲 Nymphaea tetragonaGeorgi

6. 小蘖科 Berberidaceae

16) 南天竹属 NandinaThunb.

(25) 南天竹 Nandina domesticaThunb.

7. 木通科 Lardizabalaceae

17) 木通属 AkebiaDecne.

(26) 五叶木通 Akebia quinata (Thu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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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鹰爪枫属 HolboelliaWall.

(27) 牛姆瓜 Holboellia grandiflora

8. 防己科 Menispermaceae.

19) 木防己属 CocculusDC.

(28) 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 (L.)

20) 防己属 SinomeniumDiels

(29) 防己 Sinomeniumacutum (Thunb.) Rehd. etWils.

21) 千金藤属 StephaniaLour.

(30) 金线吊乌龟 Stephania cepharan- thaHay.

(31) 千金藤 S. japonica (Thunb.)Miers

9. 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22) 蕺菜属 HouttuyniaThunb.

(32) 蕺菜 Houttuynia cordataThunb.

10. 金粟兰科 Chloranthaceae

23) 金粟兰属 ChloranthusSw.

(33) 及已 Chloranthus serratus (Thunb.)Roem. et Schult.

11. 罂粟科 Papaveraceae

24) 博落回属 MacleayaR.Br.

(34) 博落回 Macleaya cordata (Willd.) R. Br.

12. 紫堇科 Fumariaceae

25) 紫堇属 CorydalisDC.

(35) 伏生紫堇 Corydalis decumbens (Thunb.) Pers.

(36) 紫堇 C. edulisMaxim.

(37) 黄堇 C. pallida (Thunb.) Pers

(38) 小花黄堇 C. racemosa (Thunb.) Pers.

(39) 尖距紫堇 C. sheareriS.Moore

(40) 延胡索 C. yanhusuoW.T.Wang

13.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26) 芸苔属 Bras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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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芸苔 Brassica campestrisL.

(42) 紫菜苔 B. campestrisL. var. purpurariaL.H.Bailey

(43) 青菜 B. chinensisL.

(44) 油白菜 B. chinensisL. var. oleiferaMak. et Nemoto

(45) 芥菜 B. juncea (L.) Czern. et Coss.

(46) 雪里蕻 B. juncea (L.) Czern. et Coss. var.multicepsTsen et Lee

(47) 甘蓝 B. oleraceaL. var. capitataL.

(48) 大白菜 B. pekinensis (Lour.) Rupr.

27) 荠属 CapsellaMedik.

(49) 荠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Medik.

28) 碎米芥属 CardamineL.

(50) 碎米荠 Cardamine hirsutaL.

(51) 水田碎米荠 C. lyrataBge.

29) 独行菜属 LepidiumL.

(52) 北美独行菜 L. virginicumL.

30) 诸葛菜属 OrychophragmusBge.

(53) 诸葛菜 Orychophragmus violaceus (L.)O. E. Schulz

31) 萝卜属 RaphanusL.

(54) 萝卜 Raphanus sativusL.

32) 蔊菜属 RorippaScop.

(55) 广州蔊菜 Rorippa cantoniensis (Lour.)Ohwi

14. 白花菜科 Capparidaceae

33) 白花菜属 Cleome (L.)DC.

(56) 臭矢菜 Cleome viscosaL.

15. 堇菜科 Violaceae

34) 堇菜属 ViolaL.

(57) 心叶堇菜 Viola cordifoliaW.Beck.

(58) 蔓茎堇菜 V. diffusaGing.

(59) 白花堇菜 V. patriniiDC. ex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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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紫花地丁 V. philippica ssp.mundaW.Beck.

(61) 堇菜 V. verecundaA.Gray

16. 远志科 Polygalaceae

35) 远志属 PolygalaL.

(62) 瓜子金 Polygala japonicaHoutt.

17. 景天科 Crassulaceae

36) 景天属 SedumL.

(63) 费菜 SedumaizoonL.

(64) 珠芽景天 S. bulbiferumMak.

(65) 凹叶景天 S. emarginatumMigo

(66) 宽叶景天 S. ellacombianumPraeger

(67) 垂盆草 S. sarmentosumBge.

18.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37) 蚤缀属 ArenariaL.

(68) 蚤缀 Arenaria serpyllifoliaL.

38) 卷耳属 CerastiumL.

(69) 簇生卷耳 CerastiumcaespitosumGilib.

39) 石竹属 DianthusL.

(70) 石竹 Dianthus chinensisL.

40) 女娄菜属 MelandriumRoehl.

(71) 女娄菜 Melandrium apricum (Turcz ) Rohrb.

41) 鹅肠菜属 MyosotonMoench

(72) 鹅肠菜 Myosoton aquaticum (L.)Moench

42) 漆姑草属 SaginaL.

(73) 漆姑草 Sagina japonica (Sw.)Ohwi

43) 繁缕属 StellariaL.

(74) 雀舌草 Stellaria alsineGrimm.

(75) 中国繁缕 S. chinensisRegel

(76) 繁缕 S.media (L.) C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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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齿苋科 Portulacaceae

44) 马齿苋属 PortulacaL.

(77) 马齿苋 P. oleraceaL

45) 土人参属 TalinumAdans.

(78) 土人参 Talinumpaniculatum (Jacq.)Gaertn.

20. 蓼科 Polygonaceae

46) 金线草属 AntenoronRaf.

(79) 金线草 Antenoron filiforme (Thunb.) Roberty etVautier

47) 蓼属 PolygonumL.

(80) 两栖蓼 PolygonumamphibiumL.

(81) 萹蓄 P. aviculareL.

(82) 火炭母 P. chinenseL.

(83) 虎杖 P. cuspidatumS. et Z.

(84) 稀花蓼 P. dissitiflorumHemsl.

(85) 辣蓼 P. flaccidumMeisn.

(86) 水蓼 P. hydropiperL.

(87) 愉悦蓼 P. jucundumMeisn.

(88) 小蓼 P.minusHuds.

(89) 何首乌 P.multiflorumThunb.

(90) 杠板归 P. perfoliatumL.

(91) 春蓼 P. persicariaL.

(92) 戟叶蓼 P. thunbergiiSieb. et Zucc.

(93) 尼泊尔蓼 PolygonumnepalenseMeisn.

48) 酸模属 RumexL.

(94) 羊蹄 Rumex japonicusHoutt.

21. 商陆科 Phytolaccaceae

49) 商陆属 PhytolaccaL.

(95) 商陆 Phytolacca acinosaRoxb.

(96) 垂序商陆 P. ameri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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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藜科 Chenopodiaceae

50) 藜属 ChenopodiumL.

(97) 藜 ChenopodiumalbumL.

(98) 土荆芥 C. ambrosioidesL.

(99) 灰绿藜 C. glaucumL.

(100) 小藜 C. serotinumL.

51) 地肤属 KochiaRoth

(101) 地肤 Kochia scoparia (L.) Schrad.

52) 菠菜属 SpinaciaL.

(102) 菠菜 Spinacia oleraceaL.

23. 苋科 Amaranthaceae

53) 牛膝属 AchyranthesL.

(103) 牛膝 Achyranthes bidentataBl.

54) 莲子草属 AlternantheraForsk.

(104) 空心莲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Griseb.

55) 苋属 AmaranthusL.

(105) 刺苋 Amaranthus spinosusL.

(106) 苋 A. tricolorL.

(107) 皱果苋 A. viridisL.

56) 青葙属 CelosiaL.

(108) 青葙 Celosia argenteaL.

(109) 鸡冠花 C. cristataL.

24. 牻牛儿苗科 Geraniaceae

57) 老鹳草属 GeraniumL.

(110) 野老鹳草 Geranium carolinia- numL.

58) 天竺葵属 PelargoniumL’Herit.

(111) 天竺葵 PelargoniumhortorumBailey

25. 酢浆草科 Oxalidaceae

59) 酢浆草属 Oxali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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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L.

(113) 红花酢浆草 O. corymbosaDC.

26.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60) 水苋菜属 AmmanniaL.

(114) 水苋菜 Ammannia bacciferaL.

61) 紫薇属 LagerstroemiaL.

(115)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L.

27. 柳叶菜科 Onagraceae

62) 丁香蓼属 LudwigiaL.

(116) 丁香蓼 Ludwigia prostrataRoxb.

28. 菱科 Trapaceae

63) 菱属 TrapaL.

(117) 菱 Trapa bicornisOsbeck var. bispinosa (Roxb.)Xiong

(118) 四角菱 T. bicornisOsbeck var. quadrispinosa (Roxb.) Xiong

29. 小二仙草科 Haloragidaceae

64) 狐尾藻属 MyriophyllumL.

(119) 穗花狐尾藻 Myriophyllum spicatumL

(120) 狐尾藻 M. verticillatumL.

30. 水马齿科 Callitrichaceae

65) 水马齿属 CallitricheL.

(121) 水马齿 Callitriche palustrisL.

31. 瑞香科 Thymelaeaceae

66) 瑞香属 DaphneL.

(122) 芫花 Daphne genkwaS. et Z.

67) 结香属 EdgeworthiaMeissn.

(123) 结香 Edgeworthia chrysanthaLindl.

32. 紫茉莉科 Nyctaginaceae

68) 叶子花属 BougainvilleaComm.

(124) 叶子花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Wil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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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紫茉莉属 MirabilisL.

(125) 紫茉莉 Mirabilis jalapaL.

33. 大风子科 Flacourtiaceae

70) 柞木属 XylosmaG.Forst.

(126) 柞木 Xylosma japonicum (Walp.)A.Gray

34.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71) 冬瓜属 BenincasaSavi

(127) 冬瓜 Benincasa hispida (Thunb.) Cogn.

72) 西瓜属 CitrullusSchrad.

(128) 西瓜 Citrullus lanatus (Thunb.)Masfeld

73) 黄瓜属 CucumisL.

(129) 甜瓜 CucumismeloL.

(130) 菜瓜 C.meloL.var. conomon (Thunb)Mak.

(131) 黄瓜 C. sativusL.

74) 南瓜属 CucurbitaL.

(132) 笋瓜 CucurbitamaximaDuch.. exLam.

(133) 南瓜 C.moschata (Duch. exLam.)

(134) 西葫芦 C. pepoL.

75) 绞股蓝属 GynostemmaBl.

(135) 绞股蓝 Gynostemmapentaphyllum (Thunb.)Mak.

76) 葫芦属 LagenariaSer.

(136) 葫芦 Lagenaria siceraria (Molina) Standl.

(137) 瓠子 L. siceraria (Molina) Standl. var. hispida (Thunb.)Hara

77) 丝瓜属 LuffaMill.

(138) 丝瓜 Luffa cylindrica (L.) Roem.

78) 苦瓜属 MomordicaL.

(139) 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L.

79) 赤爮属 ThladianthaBge.

(140) 南赤爮 Thladiantha nudifloraHemsl. ex For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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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盒子草属 ActinostemmaGriff.

(141) 盒子草 Actinostemma tenerum

35. 茶科 Theaceae

81) 山茶属 CamelliaL.

(142) 尖连蕊茶 Camellia cuspidata (Kochs)Wright etGard.

(143) 油茶 C. oleiferaAbel

(144) 茶 C. sinensis (L.)O.Ktze.

82) 柃属 EuryaThunb.

(145) 格药柃 E.muricataDunn

36. 猕猴桃科 Actinidiaceae

83) 猕猴桃属 ActinidiaLindl.

(146) 中华猕猴桃 Actinidia chinensisPlanch.

37. 桃金娘科 Myrtaceae

84) 蒲桃属 SyzygiumGaertn.

(147) 赤楠 SyzygiumbuxifoliumHk. etArn.

38. 金丝桃科 Hypericaceae

85) 金丝桃属 HypericumL.

(148) 地耳草 H. japonicumThunb.

(149) 金丝桃 H.monogynumL.

(150) 小连翘 H. erectumThunb. exMurray

(151) 元宝草 H. sampsoniiHance

39. 椴树科 Tiliaceae

86) 田麻属 CorchoropsisS. et Z.

(152) 田麻 Corchoropsis crenataS. et Z.

87) 黄麻属 CorchorusL.

(153) 甜麻 Corchorus aestuansL.

(154) 黄麻 C. capsularisL.

88) 扁担杆属 GrewiaL.

(155) 扁担杆 Grewia bilobaG.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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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杜英科 Elaeocarpaceae

89) 杜英属 ElaeocarpusL.

(156) 华杜英 Elaeocarpus chinensis (Gardn. et Champ.)Hk. f. exBenth.

41.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90) 梧桐属 FirmianaMarsili

(157) 梧桐 Firmiana platanifolia (L. f.)Marsili

91) 马松子属 MelochiaL.

(158) 马松子 Melochia corchorifoliaL.

42. 锦葵科 Malvaceae

92) 苘麻属 AbutilonMill.

(159) 苘麻 Abutilon theophrastiMedik.

93) 蜀葵属 AlthaeaL.

(160) 蜀葵 Althaea rosea (L.) Cav.

94) 木槿属 HibiscusL.

(161) 木芙蓉 HibiscusmutabilisL.

(162) 木槿 H. syriacusL.

95) 黄花稔属 SidaL.

(163) 白背黄花稔 Sida rhoimbifoliaL.

43.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96) 铁苋菜属 AcalyphaL.

(164) 铁苋菜 Acalypha australisL.

97) 山麻杆属 AlchorneaSw.

(165) 山麻杆 Alchornea davidiiFranch.

98) 大戟属 EuphorbiaL.

(166) 泽漆 Euphorbia helioscopiaL.

(167) 地锦 E. humifusaWilld.

(168) 斑地锦 E.maculataL.

(169) 大戟 E. pekinensisRupr.

99) 算盘子属 Glochidion J. R. etG. Forst.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87

(170) 算盘子 Glochidion puberum (L.)Hutch.

100) 野桐属 MallotusLour.

(171) 白背叶 Mallotus apelta (Lour.)Muell.-Arg.

(172) 石岩枫 M. repandus (Willd.)Muell. -Arg.

101) 叶下珠属 PhyllanthusL.

(173) 青灰叶下珠 Phyllanthus glaucusWall. exMuell.-Arg.

(174) 蜜甘草 P. ussuriensisRupr. etMaxim.

102) 乌桕属 SapiumR.Br.

(175)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103) 地构叶属 SperanskiaBaill.

(176) 地构叶 Speranskia tuberculata (Bge.).

104) 油桐属 VerniciaLour.

(177) 油桐 Vernicia fordii (Hemsl.)Airy-Shaw

44. 绣球科 Hydrangeaceae

105) 草绣球属 CardiandraS. et Z.

(178) 草绣球 Cardiandramoellendorffii (Hance)Migo

106) 溲疏属 DeutziaThunb.

(179) 溲疏 Deutzia scabraThunb.

45. 蔷薇科 Rosaceae

107) 龙牙草属 AgrimoniaL.

(180) 龙牙草 Agrimonia pilosaLedeb.

108) 巴旦杏属 AmygdalusL.

(181) 山桃 Amygdalus davidiana (Carr.) C. deVos exHenry

(182) 桃 A. persicaL.

109) 杏属 ArmeniacaMill.

(183) 梅 ArmeniacamumeSieb.

(184) 杏 A. vulgarisLam.

110) 蛇莓属 Duchesnea J. E. Smith

(185)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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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枇杷属 EriobotryaLindl.

(186)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Thunb.) Lindl.

112) 棣棠花属 KerriaDC.

(187) 棣棠花 Kerria japonica (L.)DC.

113) 石楠属 PhotiniaLindl.

(188) 石楠 Photinia serrulataLindl.

114) 委陵菜属 PotentillaL.

(189) 莓叶委陵菜 Potentilla fragarioidesL.

(190) 蛇含委陵菜 P. kleinianaWight etArn.

115) 李属 PrunusL.

(191) 紫叶李 Prunus cerasiferaEhrhart f. atropurpurea (Jacq.) Rehd.

(192) 李 P. salicinaLindl.

116) 火棘属 PyracanthaRoem.

(193) 火棘 Pyracantha fortuneana (Maxim.)H. L. Li

117) 梨属 PyrusL.

(194) 沙梨 Pyrus pyrifolia (Burm. F.)Nakai

118) 蔷薇属 RosaL.

(195) 月季花 Rosa chinensis Jacq.

(196) 小果蔷薇 R. cymosaTratt.

(197) 软条七蔷薇 R. henryiBouleng.

(198) 金缨子 R. laevigataMichx.

(199) 野蔷薇 R.multifloraThunb.

(200) 缫丝花 R. roxburghiiTratt.

119) 悬钩子属 RubusL.

(201) 山莓 Rubus corchorifoliusL. f.

(202) 插田泡 R. coreanusMiq.

(203) 高梁泡 R. lambertianusSer.

(204) 茅莓 R. parvifoliusL.

(205) 灰白茅莓 R. tephrodes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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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三花悬钩子 R. triantusFocke

120) 绣线菊属 SpiraeaL.

(207) 中华绣线菊 Spiraea chinensisMaxim.

(208) 粉花绣线菊 S. japonicaL. f.

(209) 李叶绣线菊 S. prunifoliaS. et Z.

121) 野珠兰属 StephanandraS. et Z.

(210) 野珠兰 Stephanandra chinensisHance

46. 腊梅科 Calycanthaceae

122) 腊梅属 ChimonanthusLindl.

(211) 腊梅 Chimonanthus praecox (L.) Link

47. 苏木科 Caesalpiniaceae

123) 紫荆属 CercisL.

(212) 紫荆 Cercis chinensisBge.

48. 蝶形花科 Papilionaceae

124) 落花生属 ArachisL.

(213) 落花生 Arachis hypogaeaL.

125) 黄芪属 AstragalusL.

(214) 紫云英 Astragalus sinicusL.

126) 刀豆属 CanavaliaDC.

(215) 刀豆 Canavalia gladiata (Jacq.)DC.

127) 黄檀属 DalbergiaL. f.

(216) 黄檀 Dalbergia hupeanaHance

128) 山蚂蟥属 DesmodiumDesv.

(217) 小槐花 Desmodium caudatum (Thunb)DC.

129) 扁豆属 DolichosL.

(218) 扁豆 Dolichos lablabL.

130) 大豆属 GlycineWilld.

(219) 大豆 Glycinemax (L.)Merr.

131) 槐蓝属 Indigof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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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马棘 I. pseudotinctoriaMats.

132) 鸡眼草属 KummerowiaSchindl.

(221) 长萼鸡眼草 Kummerowia stipulacea (Maxim.)Mak.

(222) 鸡眼草 K. striata (Thunb.) Schindl.

133) 香豌豆属 LathyrusL.

(223) 香豌豆 Lathyrus odoratusL.

134) 胡枝子属 LespedezaMichx.

(224) 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Turcz.

(225) 截叶铁扫帚 L. cuneata (Dum.Cours.)G.Don

(226) 达呼尔胡枝子 L. davurica (Laxm.) Schindl.

135) 苜蓿属 MedicagoL.

(227) 天蓝苜蓿 Medicago lupulinaL.

136) 崖豆藤属 MillettiaWight etArn.

(228) 香花崖豆藤 Millettia dielsianaHarms

137) 菜豆属 PhaseolusL.

(229) 绿豆 Phaseolus radiatusL.

(230) 赤小豆 P. calcaratusRoxb.

138) 葛属 PuerariaDC.

(231) 野葛 Pueraria lobata (Willd.)Ohwi

139) 鹿藿属 RhynchosiaLour.

(232) 鹿藿 Rhynchosia volubilisLour.

140) 刺槐属 RobiniaL.

(233)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L.

141) 槐属 SophoraL.

(234) 槐树 Sophora japonicaL.

142) 车轴草属 TrifoliumL.

(235) 白车轴草 Trifolium repensL.

143) 野豌豆属 ViciaL.

(236) 广布野豌豆 Vicia crac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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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小巢菜 V. hirsuta (L.) S. F.Gray

144) 豇豆属 VignaSavi

(238) 短豇豆 Vigna unguiculata subsp. cylindrica (Linn.)Verdc.

(239) 豇豆 V. sinensis (L.) Savi

145) 紫藤属 WisteriaNutt.

(240) 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Sims.) Sweet.

146) 草木樨属 MelilotusMiller

(241) 黄花草木犀 Melilotus officinalis (L.) Lam.

147) 合萌属 AeschynomeneL.

(242) 合萌 Aeschynomene indica Burm. f.

49. 金缕梅科 Hamamelidaceae

148) 蚊母树属 DistyliumS. et Z.

(243) 蚊母树 Distylium racemosumS .et Z.

149) 枫香属 LiquidamabarL.

(244) 枫香 Liquidamabar formosanaHance

150) 檵木属 LoropetalumR.Br.

(245) 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is (R.Br.)Oliv.

(246) 红花檵木 L. chinensisOliv. var. rubrumYieh

50. 黄杨科 Buxaceae

151) 黄杨属 BuxusL.

(247) 黄杨 Buxus sinica (Rehd.etWils.)Cheng exM.Cheng

51. 悬铃木科 Platanaceae

152) 悬铃木属 PlatanusL.

(248) 二球悬铃木 Platanus hispanicaMuenchh.

52. 杨柳科 Salicaeae

153) 杨属 PopulusL.

(249) 响叶杨 Populus adenopodaMaxim.

154) 柳属 SalixL.

(250) 垂柳 Salix babylo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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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旱柳 S.matsudanaKoidz.

53. 杨梅科 Myricaceae

155) 杨梅属 MyricaL.

(252) 杨梅 Myrica rubra (Lour.) S. et Z.

54. 壳斗科 Fagaceae

156) 栗属 CastaneaMill.

(253) 茅栗 Castanea seguiniiDode

(254) 栗 C.mollissimaBl.

157) 栲属 CastanopsisSpach

(255) 苦槠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Lindl.) Schott.

158) 栎属 QuercusL.

(256) 槲栎 Quercus alienaBl.

(257) 小叶栎 Q. cheniiNakai

(258) 短柄枹栎 Q. serrataThunb. var. brevipetiolataNakai

55. 榆科 Ulmaceae

159) 朴树属 CeltisL.

(259) 紫弹朴 Celtis biondiiPamp.

(260) 朴树 C. tetrandraRoxb. ssp. sinensis (Pers.)Y. C.Tang

160) 山黄麻属 TremaLour.

(261) 山油麻 Trema cannabinaLour. var. dielsiana (H. –M.)C. J. Chen.

161) 榆属 UlmusL.

(262) 春榆 Ulmus davidianaPlanch. var. japonica (Rehd.)Nakai

(263) 榔榆 U. parvifolia Jacq.

162) 糙叶树属 AphananthePlanch.

(264) 糙叶树 Aphananthe aspera (Thunb.) Planch.

56. 桑科 Moraceae

163) 构属 BroussonetiaVent.

(265) 藤构 Broussonetia kaempferiSieb.

(266) 小构树 B. kazinokiS. et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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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构树 B. papyrifera (L.)Vent.

164) 柘树属 CudraniaTrec.

(268) 构棘 Cudrania cochinchinensis (Lour.)Kudo etMasam.

165) 榕属 FicusL.

(269) 无花果 Ficus caricaL.

(270) 薜荔 F. pumilaL.

166) 桑属 MorusL.

(271) 桑树 Morus albaL.

57. 荨麻科 Urticaceae

167) 苎麻属 Boehmeria Jacq.

(272) 序叶苎麻 Boehmeria clidemi- oidesMiq. var. diffusa (Wedd.)H. –M.

(273) 苎麻 B. nivea (L.)Gaud.

168) 糯米团属 GonostegiaTurcz.

(274) 糯米团 Gonostegia hirta (Bl.)Miq.

58. 大麻科 Cannabidaceae

169) 葎草属 HumulusL.

(275) 葎草 Humulus scandens (Lour.)Merr.

59. 冬青科 Aquifoliaceae.

170) 冬青属 IlexL.

(276) 满星树 Ilex aculeolataNakai

(277) 枸骨 I. cornutaLindl. et Paxt.

(278) 冬青 I. purpureaHassk.

(279) 大果冬青 I.macrocarpaOliv

60. 卫矛科 Celastraceae

171) 卫矛属 EuonymusL.

(280) 冬青卫矛 Euonymus japonicusL.

(281) 扶芳藤 E. fortunei (Turcz.)H. –M.

61. 桑寄生科 Loranthaceae

172) 钝果寄生属 TaxillusVanTie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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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锈毛钝果寄生Taxillus levinei (Merr.)H. S.Kiu

173) 槲寄生属 ViscumL.

(283) 槲寄生 Viscum coloratum (Komar.)Nakai

62. 鼠李科 Rhamnaceae

174) 猫乳属 RhamnellaMiq.

(284) 猫乳 Rhamnella franguloides (Maxim.)Weberb.

175) 鼠李属 RhamnusL.

(285) 长叶冻绿Rhamnus crenataS. et Z.

176) 枣属 ZiziphusMill.

(286) 枣 Ziziphus jujubaMill.

63. 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

177) 胡颓子属 ElaeagnusL.

(287) 宜昌胡颓子 Elaeagnus henryiWarb.

(288) 木半夏 E.multifloraThunb.

(289) 胡颓子 E. pungensThunb.

64. 葡萄科 Vitaceae

178) 蛇葡萄属 AmpelopsisMichx.

(290) 葎叶蛇葡萄 Ampelopsis humulifoliaBge.

(291) 白蔹 A. japonica (Thunb.)Mak.

(292) 蛇葡萄 A. sinica (Miq.)W.T.Wang

179) 乌蔹莓属 Cayratia Juss.

(293) 乌蔹莓 Cayratia japonica (Thunb.)Gagn.

180) 爬山虎属 ParthenocissusPlanch

(294) 异叶爬山虎 Parthenocissus heterophylla (Bl.)Merr.

(295) 绿爬山虎 P. laetivirensRehd.

181) 葡萄属 VitisL.

(296) 野葡萄 Vitis adstrictaHance

(297) 葛藟 V. flexuosaThunb.

(298) 葡萄 V. vinif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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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芸香科 Rutaceae

182) 柑桔属 CitrusL.

(299) 柑橘 Citrus reticulataBlanco

183) 吴茱萸属 Evodia J. R. et G. Forst.

(300) 臭辣树 Evodia fargesiiDobe

184) 花椒属 ZanthoxylumL.

(301) 竹叶花椒 ZanthoxylumarmatumDC.

(302) 花椒 Z. bungeanumMaxim.

66. 苦木科 Simarubaceae

185) 臭椿属 AilanthusDesf.

(303) 臭椿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Swingle

67. 楝科 Meliaceae

186) 楝属 MeliaL.

(304) 楝 Melia azedarachL.

187) 香椿属 Toona (Endl.) Roem.

(305) 香椿 Toona sinensis (A. Juss.) Roem.

68. 无患子科 Sapindaceae

188) 栾树属 KoelreuteriaLaxm.

(306) 复羽叶栾树 Koelreuteria bipinnataFranch.

69. 槭树科 Aceraceae

189) 槭树属 AcerL.

(307) 三角槭 Acer buergerianumMiq.

(308) 青榨槭 A. davidiiFranch.

(309) 鸡爪槭 A. palmatumThunb.

70. 清风藤科 Sabiaceae

190) 清风藤属 SabiaColebr.

(310) 清风藤 Sabia japonicaMaxim.

71. 省沽油科 Staphyleaceae

191) 野鸦椿属 EuscaphisS. et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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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野鸦椿 Euscaphis japonica (Thunb.)Kantiz

72.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192) 南酸枣属 ChoerospondiasBurtt. etHill

(312) 南酸枣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 (Roxb.) Burtt. etHill

193) 黄连木属 PistaciaL.

(313) 黄连木 Pistacia chinensisBge.

194) 盐肤木属 Rhus (Tourn.)L. emend.Moench

(314) 盐肤木 Rhus chinensisMill.

195) 漆树属 Toxicodendron (Tourn.)Mill.

(315) 野漆树 T. succedaneum (L.)O.Ktze.

73. 胡桃科 Juglandaceae

196) 化香属 PlatycaryaS. et Z.

(316) 化香树 Platycarya strobilaceaS. et Z.

197) 枫杨属 PterocaryaKunth

(317) 枫杨 Pterocarya stenopteraC.DC.

74. 四照花科 Cornaceae

198) 桃叶珊瑚属 AucubaThunb.

(318) 桃叶珊瑚 Aucuba chinensisBenth.

199) 梾木属 CornusL.

(319) 光皮梾木 CornuswilsonianaWanger.

75. 八角枫科 Alangiaceae

200) 八角枫属 AlangiumLam.

(320) 瓜木 Alangiumplatanifolium (S. et Z.)Harms

76. 珙桐科 Nyssaceae

201) 喜树属 CamptothecaDecne.

(321) 喜树 Camptotheca acuminataDecne.

77. 五加科 Araliaceae

202) 楤木属 AraliaL.

(322) 楤木 Aralia chinensi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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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常春藤属 HederaL.

(323) 常春藤 Hedera nepalensisK.Koch var. sinensis (Tobl.)Rehd.

78. 伞形科 Umbelliferae

204) 芹属 ApiumL.

(324) 芹菜 ApiumgraveolensL.

205) 蛇床属 CnidiumCuss.

(325) 无油管蛇床 CnidiumnullivittatumK.T. Fu

206) 芫荽属 CoriandrumL.

(326) 芫荽 Coriandrum sativumL.

207) 胡萝卜属 DaucusL.

(327) 野胡萝卜 Daucus carotaL.

(328) 胡萝卜 D. carotaL. var. sativaDC.

208) 天胡荽属 HydrocotyleL.

(329) 天胡荽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Lam.

209) 水芹属 OenantheL.

(330) 水芹 Oenanthe javanica (Bl.)DC.

210) 变豆菜属 SaniculaL.

(331) 变豆菜 Sanicula chinensisBge.

211) 窃衣属 TorilisAdans.

(332) 小窃衣 Torilis japonica (Houtt.) DC.

(333) 窃衣 T. scabra (Thunb.)DC.

79. 杜鹃花科 Ericaceae

212) 杜鹃属 RhododendronL.

(334) 羊踯躅 RhododendronmolleG.Don

(335) 映山红 R. simsii Planch.

80. 柿树科 Ebenaceae

213) 柿树属 DiospyrosL.

(336) 柿树 Diospyros kakiThunb.

(337) 老鸦柿 D. rhombifoliaHe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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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214) 紫金牛属 ArdisiaSwartz

(338) 朱砂根 Ardisia crenataSims

(339) 紫金牛 A. japonica (Thunb.) Bl.

82. 安息香科 Styracaceae

215) 安息香属 StyraxL.

(340) 老鸹铃 Styrax hemsleyanusDiels

83. 山矾科 Symplocaceae

216) 山矾属 Symplocos Jacq.

(341) 山矾 Symplocos sumuntiaBuch.Ham. exD.Don

84. 马钱科 Loganiaceae

217) 醉鱼草属 BuddlejaL.

(342) 醉鱼草 Buddleja lindleyanaFort. exLindl.

85. 木犀科 Oleaceae

218) 连翘属 ForsythiaVahl

(343) 金钟花 Forsythia viridissimaLindl.

219) 素馨属 JasminumL.

(344) 茉莉 Jasminumsambac (L.)Ait.

(345) 迎春花 J. nudiflorumLindl.

220) 女贞属 LigustrumL.

(346)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Ait.

(347) 小叶女贞 L. quihouiCarr.

221) 木犀属 OsmanthusLour.

(348)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Thunb.) Lour.

86.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222) 夹竹桃属 NeriumL.

(349) 夹竹桃 Nerium indicumMill.

223) 络石属 TrachelospermumLem.

(350) 络石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Lindl.) 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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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萝藦科 Asclepiadaceae

224) 萝藦属 Metaplexis R. Br.

(351) 萝藦 Metaplexis japonica (Thunb.)Mak.

88. 茜草科 Rubiaceae

225) 水团花属 AdinaSalisb.

(352) 水团花 Adina pilulifera (Lam.) Franch. exDrake

226) 拉拉藤属 GaliumL.

(353) 猪殃殃 GaliumaparineL. var. tenerum (Gren. etGodr.) Reichb.

(354) 四叶葎 G. bungeiSteud.

(355) 小叶猪殃殃 G. trifidumL.

227) 栀子属 GardeniaEllis

(356) 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Ellis

228) 耳草属 HedyotisL.

(357) 金毛耳草 Hedyotis chrysotricha (Palib.)Merr.

229) 玉叶金花属 MussaendaL.

(358) 大叶白纸扇 Mussaenda esquiroliiLevl.

230) 蛇根草属 OphiorrhizaL.

(359) 广州蛇根草 Ophiorrhiza cantoniensisHance

231) 鸡矢藤属 PaederiaL.

(360) 鸡矢藤 Paederia scandens (Lour.)Merr.

(361) 毛鸡矢藤 P. scandens (Lour.)

Merr. var. tomentosa (Bl.)H. –M.

232) 茜草属 RubiaL.

(362) 茜草 Rubia cordifoliaL.

233) 六月雪属 SerissaComm.

(363) 六月雪 Serissa japonica (Thunb.) Thunb.

234) 钩藤属 UncariaSchreb.

(364) 华钩藤 Uncaria sinensis (Oliv.)Havil.

89.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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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六道木属 AbeliaR.Br.

(365) 糯米条 Abelia chinensisR.Br.

236) 忍冬属 LoniceraL.

(366) 忍冬 Lonicera japonicaThunb.

237) 接骨木属 SambucusL.

(367) 接骨草 Sambucus chinensisLindl.

238) 荚蒾属 ViburnumL.

(368) 荚蒾 ViburnumdilatatumThunb.

(369) 宜昌荚蒾 V. erosumThunb.

90. 败酱科 Valerianaceae

239) 败酱属 Patrinia Juss.

(370) 败酱 Patrinia scabiosaefoliaFisch. exTrev.

91. 菊科 Compositae

240) 豚草属 AmbrosiaL.

(371) 豚草 Ambrosia artemisiifoliaL

241) 蒿属 ArtemisiaL.

(372) 奇蒿 Artemisia anomalaS.Moore

(373) 艾蒿 A. argyiLevl. etVant.

(374) 茵陈蒿 A. capillarisThunb.

(375) 青蒿 A. caruifoliaBuch. -Ham.

(376) 五月艾 A. indicaWilld.

(377) 牡蒿 A. japonicaThunb.

(378) 白苞蒿 A. lactifloraWall. exDC.

(379) 猪毛蒿 A. scopariaWaldst. etKit.

242) 紫菀属 AsterL.

(380) 三脉紫菀 Aster ageratoidesTurcz.

(381) 钻叶紫菀 A. subulatusMichx.

(382) 紫菀 A. tataricusL. f.

243) 鬼针草属 Biden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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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婆婆针 Bidens bipinnataL.

(384) 大狼杷草 B. frondosaL.

(385) 狼杷草 B. tripartitaL.

244) 天名精属 CarpesiumL.

(386) 天名精 Carpesium. abrotanoidesL.

245) 石胡荽属 CentipedaLour.

(387) 石胡荽 Centipedaminima (L.)A.Br. et Aschers.

246) 刺儿菜属 Cephalanoplos neck.

(388) 刺儿菜 Cephalanoplos segetum (Bge.)Kitam.

247) 茼蒿属 ChrysanthemumL.

(389) 南茼蒿 Chrysanthemum segetumL.

248) 蓟属 CirsiumMill.

(390) 蓟 Cirsium japonicumFisch. exDC.

249) 白酒草属 ConyzaLess.

(391) 香丝草 Conyza bonariensis (L.) Cronq.

250) 大丽花属 DahliaCav.

(392) 大丽花 Dahlia pinnataCav.

251) 菊属 Dendranthema (DC.)DesMoul.

(393) 野菊 Dendranthema indicum (L.)DesMoul.

(394) 菊花 D.morifolium (Ramat.) Tzvel.

252) 鳢肠属 EcliptaL.

(395) 鳢肠 Eclipta prostrata (L.) L.

253) 一点红属 EmiliaCass.

(396) 一点红 Emilia sonchifolia (L.)DC.

254) 飞蓬属 ErigeronL.

(397) 一年蓬 Erigeron annuus (L.) Pers.

255) 牛膝菊属 GalinsogaRuiz et Pav.

(398) 牛膝菊 Galinsoga parvifloraCav.

256) 鼠曲草属 Gnaphali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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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鼠曲草 GnaphaliumaffineD.Don

257) 三七草属 GynuraCass.

(400) 野茼蒿 Gynura crepidioidesBenth.

258) 向日葵属 HelianthusL.

(401) 向日葵 Helianthus annuusL

(402) 菊芋 H. tuberosusL.

259) 泥胡菜属 HemisteptaBge.

(403) 泥胡菜 Hemistepta lyrata (Bge.) Bge.

260) 苦荬菜属 IxerisCass.

(404) 山苦荬 Ixeris chinensis (Thunb.)Nakai

(405) 多头苦荬菜 I. polycephalaCass.

(406) 抱茎苦荬菜 I. sonchifoliaHance

261) 马兰属 KalimerisCass.

(407) 马兰 Kalimeris indica (L.) Sch. -Bip.

262) 莴苣属 LactucaL.

(408) 野莴苣 Lactuca serriolaTorner

(409) 山莴苣 L. indicaL.

(410) 莴苣 L. sativaL.

263) 六棱菊属 LaggeraSch. -Bip. exHochst.

(411) 六棱菊 Laggera alata (D.Don) Sch. -Bip.

264) 稻槎菜属 LapsanaL.

(412) 稻槎菜 Lapsana apogonoidesMaxim.

265) 鸦葱属 ScorzoneraL.

(413) 笔管草 Scorzonera albicaulisBge.

266) 千里光属 SenecioL.

(414) 蒲儿根 Senecio oldhamianusMaxim.

(415) 千里光 S. scandensBuch. -Ham. exD.Don

267) 豨莶属 SiegesbeckiaL.

(416) 毛梗豨莶 Siegesbeckia glabrescens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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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豨莶 S. orientalisL.

(418) 腺梗豨莶 S. pubescensMak.

268) 苦苣菜属 SonchusL.

(419) 苣荬菜 Sonchus arvensisL.

(420) 续断菊 S. asper (L.)Hill.

(421) 苦苣菜 S. oleraceusL.

269) 万寿菊属 TagetesL.

(422) 万寿菊 Tagetes erectaL.

270) 蒲公英属 TaraxacumL.

(423) 蒲公英 TaraxacummongolicumH. -M.

271) 苍耳属 XanthiumL.

(424) 苍耳 Xanthium sibiricumPatrin exWidder

272) 黄鹌菜属 YoungiaCass.

(425) 黄鹌菜 Youngia japonica (L.)DC.

273) 百日菊属 ZinniaL.

(426) 百日菊 Zinnia elegans Jacq.

92. 睡菜科 Menyanthaceae

274) 荇菜属 NymphoidesSeguier

(427) 荇菜 Nymphoides peltatum (Gmel.)O.Ktze.

93. 报春花科 Primulaceae

275) 珍珠菜属 LysimachiaL.

(428) 珍珠菜 Lysimachia clethroidesDuby

(429) 聚花过路黄 L. congestifloraHemsl.

(430) 星宿菜 L. fortuneiMaxim.

(431) 小叶珍珠菜 L. parvifloraFranch.

94. 车前草科 Plantaginaceae

276) 车前草属 PlantagoL.

(432) 车前草 Plantago asiaticaL.

(433) 大车前 P.majo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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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桔梗科 Campanulaceae

277) 党参属 CodonopsisWall

(434) 羊乳 Codonopsis lanceolata (S. et Z.) Trautv.

96. 半边莲科 Lobeliaceae

278) 半边莲属 LobeliaL.

(435) 半边莲 Lobelia chinensisLour.

97. 紫草科 Boraginaceae

279) 琉璃草属 CynoglossumL.

(436) 小花琉璃草 Cynoglossum lanceolatumForsk.

280) 紫草属 LithospermumL.

(437) 紫草 LithospermumerythrorhizonS. et Z.

(438) 梓木草 L. zollingeriDC.

281) 附地菜属 TrigonotisStev.

(439) 附地菜 Trigonotis peduncularis (Trev.) Benth. exBaker etMoore

98. 茄科 Solanaceae

282) 辣椒属 CapsicumL.

(440) 辣椒 CapsicumannuumL.

(441) 朝天椒 C. annuumL. var. conoides (Mill.) Irish

(442) 小米椒 C. frutescensL.

283) 枸杞属 LyciumL.

(443) 枸杞 Lycium chinenseMill.

284) 番茄属 LycopersiconMill.

(444) 番茄 Lycopersicon esculentumMill.

285) 酸浆属 PhysalisL.

(445) 苦职 Physalis angulataL.

(446) 酸浆 P. alkekengiL.

286) 茄属 SolanumL.

(447) 白英 Solanum lyratumThunb.

(448) 茄 S.melonge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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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龙葵 S. nigrumL.

(450) 牛茄子 S. surattenseBurm. f.

(451) 马铃薯 S. tuberosumL.

(452) 珊瑚樱 S. pseudocapsicumLinn.

99.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287) 打碗花属 CalystegiaR.Br.

(453) 打碗花 Calystegia hederaceaWall. exRoxb.

288) 菟丝子属 CuscutaL.

(454) 南方菟丝子 Cuscuta australisR.Br.

289) 甘薯属 IpomoeaL.

(455) 蕹菜 Ipomoea aquaticaForsk.

(456) 甘薯 I. batatas (L.) Lam.

(457) 三裂叶薯 I. trilobaL.

290) 牵牛属 PharbitisChoisy

(458) 牵牛 Pharbitis nil (L.) Choisy

291) 茑萝属 QuamoclitMill.

(459) 茑萝 Quamoclit pennata (Dest.) Boj.

100.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292) 石龙尾属 LimnophilaR.Br.

(460) 石龙尾 Limnophila sessiliflora (Vahl) Bl.

293) 母草属 LinderniaAll.

(461) 狭叶母草 Lindernia angustifolia (Benth.)Wettst.

(462) 母草 L. crustacea (L.) F.Muell

294) 通泉草属 MazusLour.

(463) 弹刀子菜 Mazus stachydifolius (Turcz.)Maxim.

295) 泡桐属 PaulowniaS. et Z.

(464) 毛泡桐 Paulownia tomentosa (Thunb.) Steud.

296) 阴行草属 SiphonostegiaBenth.

(465) 腺毛阴行草 Siphonostegia laetaS.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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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蝴蝶草属 ToreniaL.

(466) 光叶蝴蝶草 Torenia glabraOsbeck

(467) 紫萼蝴蝶草 T. violacea (Azaola) Pennell

298) 婆婆纳属 VeronicaL.

(468) 直立婆婆纳 Veronica arvensisL.

(469) 蚊母草 V. peregrinaL.

(470) 阿拉伯婆婆纳 V. persicaPoir.

101.紫葳科 Bignoniaceae

299) 凌霄属 CampsisLour.

(471) 凌霄 Campsis grandiflora (Thunb.) Schum.

102.胡麻科 Pedaliaceae

300) 胡麻属 SesamumL.

(472) 芝麻 Sesamum indicumL.

301) 茶菱属 TrapellaOliv.

(473) 茶菱 Trapella sinensisOliv.

103.爵床科 Acanthaceae

302) 爵床属 RostellulariaReichb.

(474) 爵床 Rostellularia procumbens (L.)Nees

104.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303) 紫珠属 CallicarpaL.

(475) 紫珠 Callicarpa bodinieriLevl.

(476) 白棠子树 C. dichotoma (Lour.)K.Koch

304) 大青属 ClerodendrumL.

(477) 臭牡丹 ClerodendrumbungeiSteud.

(478) 大青 C. cyrtophyllumTurcz.

305) 马鞭草属 VerbenaL.

(479) 马鞭草 Verbena officinalisL.

306) 牡荆属 VitexL.

(480) 黄荆 Vitex negun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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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牡荆 V. negundoL. var. cannabifolia (S. et Z.)H. -M

105.唇形科 Labiatae

307) 藿香属 AgastacheClayt. exGronov.

(482) 藿香 Agastache rugosa (Fisch. etMey.)O.Ktze.

308) 筋骨草属 AjugaL.

(483) 金疮小草 Ajuga decumbensThunb.

309) 风轮菜属 ClinopodiumL.

(484) 邻近风轮菜 Clinopodium confine (Hance)O.Ktze.

(485) 灯笼草 C. polycephalum (Vaniot) C.Y.WuetHsuan exHsu

310) 香薷属 ElsholtziaWilld.

(486) 紫花香薷 Elsholtzia argyiLevl.

311) 活血丹属 GlechomaL.

(487) 活血丹 Glechoma longituba (Nakai)Kupr.

312) 野芝麻属 LamiumL.

(488) 宝盖草 LamiumamplexicauleL.

(489) 野芝麻 L. barbatumS. et Z.

313) 益母草属 LeonurusL.

(490) 益母草 Leonurus artemisia (Lour.) S.Y.Hu

314) 石荠苎属 MoslaBuch. –Ham. exMaxim.

(491) 小花荠苧 Mosla cavalerieiLevl.

(492) 石香薷 M. chinensisMaxim.

(493) 小鱼仙草 M.dianthera (Buch. –Ham.)Maxim.

(494) 石荠苧 M. scabra (Thunb.) C.Y.WuetH.W.Li

315) 紫苏属 PerillaL.

(495) 紫苏 Perilla frutescens (L.)Britt.

(496) 野紫苏 P. frutescens (L.) Britt. var. acuta (Thunb.)Kudo

(497) 回回苏 P. frutescens (L.) Britt. var. crispa (Thunb.)H. –M.

316) 夏枯草属 PrunellaL.

(498) 夏枯草 Prunella vulgari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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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鼠尾草属 SalviaL.

(499) 南丹参 Salvia bowleyanaDunn

(500) 荔枝草 S. plebeiaR.Br.

(501) 一串红 S. splendensKer. –Gawl.

318) 黄芩属 ScutellariaL.

(502) 半枝莲 Scutellaria barbataD.Don

(503) 莸状黄芩 S. caryopterodesH. –M.

319) 水苏属 StachysL.

(504) 水苏 S. japonicaMiq.

(二) 单子叶植物 Monocotyledoneae

106.水鳖科 Hydrocharitaceae

320) 黑藻属 HydrillaRich.

(505) 黑藻 Hydrilla verticillata (L. f.) Royle

321) 水鳖属 HydrocharisL.

(506) 水鳖 Hydrocharis dubia (Bl.) Back.

322) 苦草属 VallisneriaL

(507) 苦草 Vallisneria natans (Lour.)Hara.

323) 水车前属 OtteliaPers.

(508) 水车前 Ottelia alismoides (Linn.)Pers.

107.泽泻科 Alismataceae

324) 慈姑属 SagittariaL.

(509) 矮慈姑 Sagittaria pygmaeaMiq.

(510) 慈姑 S. trifoliaL.

108.眼子菜科 Potamogetonaceae

325) 眼子菜属 PotamogetonL.

(511) 菹草 Potamogeton crispusL

(512) 眼子菜 P. distinctusA.Benn.

(513) 马来眼子菜 P.malaianusMiq.

109.茨藻科 Najad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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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茨藻属 NajasL.

(514) 小茨藻 NajasminorAll.

(515) 大茨藻 N.marinaL

110.鸭跖草科 Commelinaceae

327) 鸭跖草属 CommelinaL.

(516)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L.

328) 水竹叶属 MurdanniaRoyle

(517) 水竹叶 Murdannia triquetra (Wall.) Bruckn.

111.谷精草科 Eriocaulaceae

329) 谷精草属 EriocaulonL.

(518) 谷精草 Eriocaulon buergerianumKoern.

112.姜科 Zingiberaceae

330) 姜属 ZingiberBoehm.

(519) 姜 Zingiber officinaleRosc.

113.百合科 Liliaceae

331) 粉条儿菜属 AletrisL.

(520) 粉条儿菜 Aletris spicata (Thunb.) Franch.

332) 葱属 AlliumL.

(521) 洋葱 Allium cepaL.

(522) 葱 A. fistulosumL.

(523) 薤白 A.macrostemonBge.

(524) 蒜 A. sativumL.

(525) 韭 A. tuberosumRottl. ex Spreng.

(526) 藠头 A. chinenseG.Don

333) 天门冬属 AsparagusL.

(527) 天门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Lour.)Merr.

334) 吊兰属 ChlorophytumKer. -Gawl.

(528) 吊兰 Chlorophytum capense (L.)O.Ktze.

335) 萱草属 Hemerocalli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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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黄花菜 Hemerocallis citrinaBaroni

(530) 萱草 H. fulva (L.) L.

336) 百合属 LiliumL.

(531) 野百合 LiliumbrowniiF. E. Brown exMiellez

337) 绵枣儿属 ScillaL.

(532) 绵枣儿 Scilla scilloides (Lindl.) Druce

338) 山麦冬属 LiriopeLour.

(533) 阔叶山麦冬 Liriope platyphyllaWang et Tang

(534) 山麦冬 L. spicata (Thunb.) Lour.

339) 郁金香属 TulipaL.

(535) 老鸦瓣 Tulipa edulis (Miq.) Baker

340) 丝兰属 YuccaL.

(536) 丝兰 Yucca smallianaFern.

114.雨久花科 Pontederiaceae

341) 凤眼莲属 EichhorniaKunth

(537) 凤眼莲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342) 雨久花属 MonochoriaPresl

(538) 雨久花 Monochoria korsakowiiRegel etMaack

(539) 鸭舌草 M. vaginalis (Burm. f.) Presl exKunth

115.菝葜科 Smilacaceae

343) 菝葜属 SmilaxL.

(540) 菝葜 Smilax chinaL.

(541) 小果菝葜 S. davidianaA.DC.

(542) 土茯芩 S. glabraRoxb.

(543) 黑果菝葜 S. glauco-chinaWarb.

(544) 牛尾菜 S. ripariaA.DC.

116.天南星科 Araceae

344) 天南星属 ArisaemaMart.

(545) 一把伞南星 Arisaema erubescens (Wall.) Sch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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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天南星 A. heterophyllumBl.

345) 芋属 ColocasiaSchott

(547) 芋 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

346) 水芋属 CallaL.

(548) 水芋 Calla palustrisL.

347) 半夏属 PinelliaTenore

(549) 半夏 P. ternata (Thunb.) Breit.

117.浮萍科 Lemnaceae

348) 浮萍属 LemnaL.

(550) 浮萍 Lemnaminor L.

349) 紫萍属 SpirodelaSchleid.

(551) 紫萍 Spirodela polyrrhiza (L.) Schleid.

118.香蒲科 Typhaceae

350) 香蒲属 TyphaL.

(552) 水烛香蒲 Typha angustifolia L.

119.石蒜科 Amaryllidaceae

351) 君子兰属 CliviaLindl.

(553) 君子兰 CliviaminiataRegel

352) 石蒜属 LycorisHerb.

(554) 忽地笑 Lycoris aurea (L’Her.)Herb.

353) 水仙属 NarcissusL.

(555) 水仙 Narcissus tazetta L. var. chinensisRoem.

354) 葱莲属 ZephyranthesHerb.

(556) 葱莲 Zephyranthes candida (Lindl.) Herb.

120.鸢尾科 Iridaceae

355) 射干属 BelamcandaAdans.

(557) 射干 Belamcanda chinensis (L.)DC.

356) 鸢尾属 IrisL.

(558) 蝴蝶花 Iris japonicaThu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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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薯蓣科 Dioscoreaceae

357) 薯蓣属 DioscoreaL.

(559) 黄独 Dioscorea bulbiferaL.

(560) 日本薯蓣 D. japonicaThunb.

(561) 薯蓣 D. oppositaThunb.

122.棕榈科 Palmaceae

358) 棕榈属 TrachycarpusH.Wendl.

(562) 棕榈 Trachycarpus fortunei (Hk. f.) H.Wendl.

123.兰科 Orchidaceae

359) 兰属 CymbidiumSw.

(563) 蕙兰 Cymbidium faberiRolfe

(564) 春兰 C. goeringii (Rchb. f.) Rchb. f.

360) 绶草属 SpiranthesRich.

(565) 绶草 Spiranthes sinensis

(Pers.)Ames

124.灯心草科 Juncaceae

361) 灯心草属 JuncusL.

(566) 细灯心草 Juncus gracillimus (Buchen.)V.Krecz. etGontsch.

125.莎草科 Cyperaceae

362) 苔草属 CarexL.

(567) 大穗日本苔草 Carex alopecuroidesD.Don

(568) 中华苔草 C. chinensisRetz.

(569) 长芒苔草 C. davidiiFranch.

(570) 异穗薹草 C. heterostachyaBunge

(571) 红穗苔草 C. argyiLévl. etVant.

(572) 条穗苔草 C. nemostachysSteud.

363) 莎草属 CyperusL.

(573) 阿穆尔莎草 Cyperus amuricusMaxim.

(574) 碎米莎草 C. iri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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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具芒碎米莎草 C. microiria Steud.

(576) 高杆莎草 C. exaltatusRetz.

(577) 白鳞莎草 C. nipponicusFranch. et Sav.

(578) 香附子 C. rotundusL.

364) 荸荠属 EleocharisR.Br.

(579) 牛毛毡 Eleocharis acicularis (L.)Roem et Schult.

(580) 荸荠 E. tuberosa (Roxb.) Roem. et Schult.

365) 飘拂草属 FimbristylisVahl

(581) 扁鞘飘拂草 Fimbristylis complanata (Retz.) Link

(582) 水虱草 F.miliacea (L.)Vahl

(583) 两歧飘拂草 F. dichotoma (Linn.)Vahl

366) 水蜈蚣属 KyllingaRottb.

(584) 短叶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Rottb.

367) 湖瓜草属 LipocarphaR.Br.

(585) 华湖瓜草 Lipocarpha chinensis (Osbeck)Tang etWang

368) 刺子莞属 RhynchosporaVahl

(586) 刺子莞 Rhynchospora rubra (Lour.)Mak.

369) 藨草属 ScirpusL.

(587) 萤蔺 Scirpus juncoidesRoxb.

(588) 水毛花 S. triangulatusRoxb.

126.禾本科 Gramineae (Poaceae)

370) 箬竹属 IndocalamusNakai

(589) 阔叶箬竹 Indocalamus latifolius (Keng)McClure

371) 刚竹属(毛竹属)PhyllostachysS. et Z.

(590) 水竹 Phyllostachys heterocladaOliv.

(591) 毛竹 P. pubescensMazel exH. deLehaie

372) 看麦娘属 AlopecurusL.

(592) 看麦娘 Alopecurus aequalisSobol.

373) 荩草属 ArthraxonBea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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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荩草 Arthraxon hispidus (Thunb.)Mak.

(594) 矛叶荩草 A. lanceolatus (Roxb.)Hochst.

374) 野古草属 ArundinellaRaddi

(595) 溪边野古草 Arundinella fluviatilisH-M.

(596) 野古草 A. hirta (Thunb.) Tanaka

375) 芦竹属 ArundoL.

(597) 芦竹 Arundo donaxL.

376) 燕麦属 AvenaL.

(598) 野燕麦 Avena fatuaL.

377) 菵草属 BeckmanniaHost

(599) 菵草 Beckmannia syzigachne (Steud.) Fern.

378) 孔颖草属 BothriochloaKuntze

(600) 臭根子草 Bothriochloa intermedia (R.Br.) A. Camus

(601) 白羊草 B. ischaemum (L.)Keng

379) 拂子茅属 CalamagrostisAdans.

(602) 密花拂子茅 Calamagrostis epigejos (L.)Roth. var. densifloraGriseb.

380) 细柄草属 CapillipediumStapf

(603) 硬秆子草 Capillipediumassimile (Steud.)A. Camus

381) 薏苡属 CoixL.

(604) 薏苡 Coix lacryma-jobiL.

382) 香茅属 CymbopogonSpreng.

(605) 桔草 Cymbopogon goeringii (Steud.)A. Camus

383) 狗牙根属 CynodonRich.

(606)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384) 马唐属 DigitariaHeister ex Fabr.

(607) 升马唐 Digitaria adscendens (H.B.K.)Henrard

(608) 止血马唐 D. ischaemum (Schreb.) Schreb.

(609) 马唐 D. sanguinalis (L.) Scop.

385) 稗属 EchinochloaBea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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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光头稗 Echinochloa colonum (L.) Link

(611) 稗 E. crusgalli (L.)Beauv.

(612) 旱稗 E. crusgalli (L.) Beauv. var. hispidula (Retz.)Honda

(613) 无芒稗 E. crusgalli (L.) Beauv. var.mitis (Pursh) Peterm.

(614) 长芒稗 E. caudataRoshev.

386) 糁属 EleusineGaertn.

(615)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L.)Gaertn.

387) 画眉草属 EragrostisBeauv.

(616) 知风草 Eragrostis ferruginea (Thunb.)Beauv.

388) 蜈蚣草属 EremochloaBuese

(617) 假俭草 Eremochloa ophiuroides (Munro)Hack.

389) 白茅属 ImperataCyr.

(618)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major (Nees)Hubb.

390) 柳叶箬属 IsachneR.Br.

(619) 柳叶箬 Isachne globosa (Thunb.)O.Ktze.

391) 千金子属 LeptochloaBeauv.

(620) 千金子 Leptochloa chinensis (L.)Nees

(621) 虮子草 L. panicea (Retz.)Ohwi

392) 淡竹叶属 LophatherumBrongn.

(622) 淡竹叶 LophatherumgracileBrongn.

393) 芒属 MiscanthusAnderss.

(623) 五节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Warb.

(624) 荻 M. sacchariflorus (Maxim.) Benth. etHk. f.

394) 球米草属 OplismenusBeauv.

(625) 球米草 Oplismenus undulati- folius (Arduino)Roem. et Schult.

395) 稻属 OryzaL.

(626) 稻 Oryza sativaL.

(627) 糯稻 O. sativaL. var. glutinosaMatsum.

396) 雀稗属 Paspal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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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双穗雀稗 PaspalumdistichumL.

397) 狼尾草属 PennisetumRich.

(629) 狼尾草 Pennisetumalopecuroides (L.) Spreng.

398) 芦苇属 PhragmitesTrin.

(630) 芦苇 Phragmites communisTrin.

399) 早熟禾属 PoaL.

(631) 早熟禾 PoaannuaL.

(632) 细长早熟禾 P. prolixiorRendle

400) 棒头草属 PolypogonDesf.

(633) 棒头草 Polypogon fugaxNees exSteud.

(634) 长芒棒头草 P.monspeliensis (L.)Desf.

401) 鹅观草属 RoegneriaC.Koch

(635) 鹅观草 Roegneria kamojiOhwi

402) 甘蔗属 SaccharumL.

(636) 斑茅 SaccharumarundinaceumRetz.

(637) 甘蔗 S. sinensisRoxb.

403) 狗尾草属 SetariaBeauv.

(638) 大狗尾草 Setaria faberiHerrm.

(639) 金色狗尾草 S. glauca (L.) Beauv.

(640) 皱叶狗尾草 S. plicata (Lam.) T.Cooke

(641) 狗尾草 S. viridis (L.) Beauv.

404) 高粱属 SorghumMoench

(642) 苏丹草 Sorghum sudanense (Piper) Stapf

405) 菅属 ThemedaForsk.

(643) 菅 Themeda gigantea (Cav.)Hack. var. villosa (Poir.) Keng

(644) 黄背草 T. triandraForsk. var. japonica (Willd.)Mak.

406) 玉蜀黍属 ZeaL.

(645) 玉蜀黍 ZeamaysL

②珍稀植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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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批）》（国务院1999年4月），陆水河流域共有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 7种，其中Ⅰ级3种（银杏 GinkgoL.、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Hu et Cheng、

苏铁 Cycas revolutaThunb.），Ⅱ级4种（喜树 Camptotheca acuminataDecne、樟树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Hemsl.) Sarg.、莲 Nelumbo nuciferaGaertn.），均

为认同栽培，未见到野生分布种。

2）植物区系

（1）植物区系成分

不同地区由于地质起源及生态环境的不同，导至组成当地植物区系和植被类型发生变化，某些

科由于属、种组成上“质”和“量”的变化，对当地植物区系的影响乃至性质都会产生影响。因此，进

行重要类群的统计对整个植物区系分析有重要的意义。

陆水河流域维管束植物科、属、种数分别占湖北省维管束植物科、属、种数的 61.16％、29.70％、

11.04％，占全国维管束植物科、属、种数的 41.93％、13.72％、2.46％（见表3.4-1）。

表3.4-1 陆水河维管植物科属种数量统计及比较

项目
蕨类植物

种子植物
合计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向阳湖湿地公园 17 20 26 5 11 14 126 406 645 148 437 685

湖北 42 108 502 9 29 103 191 1331 5607 242 1468 6212

全国 52 204 2600 10 34 238 291 2940 25000 353 3178 27838

占湖北% 40.48 18.52 5.18 55.56 37.93 13.59 65.97 30.43 11.52 61.16 29.7 11.04

占全国% 32.69 9.80 1.00 50 32.35 5.88 43.30 13.78 2.588 41.93 13.72 2.46

陆水河流域 685种维管束植物分属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等不同类群，各类群所含科、

属、种数量和在陆水河流域维管束植物总的科、属、种中所占比例并不均衡。总体情况是被子植物

科、属、种数量多，所占比例大，物种丰富，是构成陆水河流域植被类群的主体，草本与木本均衡，

常绿与落叶相当是其显著特点；而裸子植物科、属、种数量少，所占比例小，物种数量相对贫乏；

蕨类植物数量也相对较少。这种植物类群特点也与陆水河流域地处于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区以

及陆水河流域本身的环境特点是相对应的（各类群植物科、属数量比较见表 3.4-2）。

表3.4-2 陆水河维管植物科、属数量比较表

类别
科数

（科）
占总科数比例（%）

属数

（属）
占总属数比例（%）

种数

（种）
占总种数比例（%）

蕨类植物 17 11.49 20 4.59 26 3.79

裸子植物 5 3.38 11 2.52 14 2.04

被子 双子叶植物 105 70.95 319 73.17 504 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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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单子叶植物 21 14.19 87 19.72 141 20.70

合计 148 100 437 100.00 685 100.00

（2）植物区系特点

①维管束植物资源较丰富。陆水河流域内共有维管植物 148科437属685种（含栽培种），其

中蕨类植物 17科20属26种；裸子植物 5科 11属14种；被子植物 126科406属 645种，分别占

湖北省维管植物科、属、种数的61.16％、29.7％、11.02％；占全国维管植物科、属、种数的 41.93％、

13.72％、2.46％。

②优势科明显，寡种属和单种属丰富。本区系含 15种以上的科视为优势科，包括了大科和较

大科，共有 10科161属283种，占总科数的 6.76%，总属数的 36.84%，总种数的41.31%。从属的

组成来看，单种属和寡种属占有明显的优势，中等属仅有一属，明显不占优势，较大属和特大属没

有，这与陆水河流域范围相对较小，环境差异性相对单一是相对应的。而寡种属和单种属所含有的

种数最多，说明本区系的植物多样性较高。鉴于此，本植物区系属的组成总体为：寡种属和单种属

数量最多，所含种数也最多；中等属仅一属，较大属和特大属缺失。

③区系成分清晰，温带性质明显。本区域区系成分清晰简明，不甚复杂，起源古老，温带性质

明显，热带成分丰富，具有典型的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特点。

3）植被

（1）植被基本特征概况

陆水河位于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区，环境中的主体部分是河流湿地，水生草本植被丰

富；陆地主要为低岗人工林地或农田用地，植被类型简单，以人工林以及草丛为主，缺乏天然原生

森林植被。

流域内的植被以灌草丛植被为主，尤其是草丛在湿地植被中占有绝对优势，水生植被丰富，陆

地环境相对单一，海拔高程小，陆生植被类型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垂直带性分布特点。森林植被少，

主要是人工次生林，没有原生森林植被。植被总体而言以草丛、灌草丛为主，水生植物群落、沼泽

植物群落结构比较稳定，陆地植物群落相对来说受外界影响较大，结构不稳定，多数尚未形成稳定

结构，总体尚未定型，演替层次尚不明了。

（2）植被类型的分类

按照《中国植被》采用的原则和依据，从植被型组（Vegetationtype group）、植被型（Vegetation）、

群系（Formation）三个方面将陆水河流域的植被划分为 5个植被型组、7个植被型、21个群系。

针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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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暖温性针叶林

1. 马尾松林 （Form.pinusmassoniana）

马尾松林是我国亚热带地区分布最广、资源最丰富的森林植被类型之一。马尾松适宜生长于温

暖湿润的低山丘陵地带。马尾松林在陆水河流域呈间断性分布，人工干扰痕迹明显，多为人工经营

后的次生林，且多与阔叶林混生，群落相对不成熟，林相还不稳定。上层林冠树种主要为马尾松、

苦槠、小叶青冈、枫香等，灌层主要种类为格药柃、山矾、山苍子、算盘子、老鸦柿、檵木等，下

层主要种类有五节芒、狗脊蕨、海金沙、淡竹叶、山麦冬等。

2. 杉木林 (Form.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该群落类型主要为近年来“退耕还林”项目中当地农民栽植而成，在本区域内有小面积分布。由

于人工栽植过程中，多以挖掘机进行过土壤翻耕挖掘，加之径行密植，成林后，林下密不透光，所

以人工杉木林基本上形成纯林，林下植物种类甚少，仅零星可以见到悬钩子属的山莓、插田泡、灰

白茅莓以及菊科的豚草、紫菀等。

阔叶林

II 落叶阔叶林

3. 意杨林（Form. Populus× canadensis）

意杨也称加拿大杨，是速生用材树种，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广，耐湿性和耐缺氧能力强，是湿

地沼泽植被恢复和造林的优质树种。陆水河流域内的人工意杨林长势好，生长健壮，说明本地气候

及土壤条件适宜该树种的生长，在流域内的植被恢复性造林中有比较好的优势。该群落类型在陆水

河流域内有少量人工栽植，群落相对较小，在临河岸水边、村落旁边、低洼地带等处较为常见。由

于人工密植的原因，群落物种组成简单，缺乏灌层种类，草本种类也仅有菊科、禾本科的极少数种

类，且个体数量极少。

4. 构树+桑树林（Form. Broussonetia papyrifera&Morus alba）

该群落分布于临河岸附近的撂荒地，群落面积不大，为间断性分布，应为撂荒地次生衍生形成

的落叶阔叶混交林。乔木优势种主要构树、桑树等，且构树占优势；灌木种类主要有牡荆、小叶女

贞等；林下植物主要有夏枯草、海金沙、豚草等。

III 常绿阔叶林

5. 苦槠林 (Form.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苦槠是亚热带最具代表性的常绿阔叶树种和优质用材造林树种，在咸宁市低山丘陵地带分布极

为广泛，在陆水河流域有少量分布，形成板块形小群落，主要为次生林。乔木树种主要有苦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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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柿、黄檀、枫香、小叶青冈等，灌木树种主要有山矾、檵木、盐肤木、木姜子、白背叶、算盘子、

荚谜、大青等，草本层主要有狗脊蕨、井栏边草、荩草、淡竹叶、奇蒿、千里光、路边青等。

IV 竹林

6. 水竹林（Form. Phyllostachys heteroclada）

水竹在鄂东南山区分布广泛，常能形成水竹纯林。该群落在陆水河流域内有小面积群落，主要

分布与河岸林缘地带。伴生植物主要有盐肤木、牡荆、构树、山胡椒、牡荆、悬钩子、檵木、胡枝

子、五节芒、白茅、海金沙、山麦冬、高粱泡、小果蔷薇等。

灌丛和灌草丛

V 灌草丛

7. 白茅草丛 (Form. Imperata cylindrica)

白茅在陆水河流域分布相对较广和较为常见，但单个群落的面积都不大，常于林缘、路边、旷

野、荒地以及灌丛等处形成大小不一的不连续群落。在一些开阔、贫瘠、土层稀薄处常形成成片群

落，特别是在稀疏林地以及拓荒耕地等处常见。白茅草丛常会有小果蔷薇、胡枝子、芫花、檵木、

白蔹、一年蓬、荩草、鸡眼草、狗牙根、牛筋草、豚草、委陵菜、蛇莓、金星蕨、井栏边草等灌木

及草本混生。

8. 荩草草丛（Form. Arthraxon hispidus）

该群落在区域内分布比较广泛，常与其他草丛混生，常为不连续的小面积群落。主要组成种类

有荩草、矛叶荩草、龙葵、两歧飘拂草、牛筋草、稗草、田麻、鹅观草、铁苋菜、青蒿、小飞蓬等。

有时也会因茂密生长而形成小面积的纯荩草草丛。

9. 鸡眼草草丛（Form. Kummerowia striata）

该群落为地垫型草丛，在流域内的河堤、路边、荒地、草丛中广泛分布。主要组成物种有鸡眼

草、狗尾草、白茅、甜麻、铁苋菜、鹅观草、一年蓬、稗、狗牙根、青蒿、小飞蓬、牵牛、地锦、

葎草、空心莲子草等。

沼泽植被

VI 沼泽草丛

10. 芦苇草丛（Form. Phragmites communis）

该群落在流域内的浅水区域常见分布，通常形成单优势种小群系，主要分布于河边临水区域以

及周边低洼地带，呈不连续的小面积分布。常见伴生种有菰、水蓼、红穗苔草、稗、双穗雀稗、青

蒿、喜旱莲子草、狗牙根、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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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红穗苔草草丛（Form. Carex argyi）

红穗苔草群落为典型湿地沼泽植物群落。在陆水河河边临水区域及其周边潮湿荒地常见分布，

常形成大小不等的茂密草丛。常见伴生种有牛毛毡、虮子草、稗、长芒稗、苍耳、狗尾草、铁苋菜、

马松子、空心莲子草、香附子、两歧飘拂草等。

12. 菰草丛（Form. Zizania latifolia）

菰草丛在陆水河流域较广泛，但大都形成较小的板块形小群落，个别群落呈单优势种群系状态，

常与其他水生草丛共同构成了陆水河湿地沼泽植被的主体。常见伴生种有水蓼、浮萍、水葫芦、金

鱼藻、苦草、菱、大茨藻等。

13. 香蒲草丛（Form. Typha angustifolia）

香蒲草丛为典型的沼泽湿地群落。在陆水河沿岸浅水区域广泛分布，常形成间断性小面积斑块

型群落，个别地块能形成单优势种群。常见伴生种主要有狗牙根、两歧飘拂草、扁鞘飘拂草等。

14. 空心莲子草草丛（Form.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该群落在流域内分布范围较广，但多数属于小面积单优势群系斑块，部分与其他群落混生。空

心莲子草具有较强的生态竞争优势，常能抑制其他混生植物的生长或导致其死亡，需要加强控制。

水生植被

VII 水生草丛

15. 莲草丛（Form.Nelumbonucifera）

莲为挺水水生植物，是重要的经济和食用植物，在陆水河域内有相对较大的连片分布，近年来

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分布面积有下降趋势，需要引起重视。常见伴生种有金鱼藻、大茨藻、小茨

藻、轮藻、荸荠、菱等。

16. 大茨藻草丛（Form. Najasmarina）

该群落在陆水河流域内的河湾、浅水水洼地、临岸浅水区等区域有广泛分布，是陆水河最主要

的水生植物群落之一，构成水生植物群落的主体。常见伴生种有苦草、小茨藻、马来眼子菜等。

17. 金鱼藻草丛（Form. Ceratophyllumdemersum）

该群落在陆水河水域有广泛分布，是陆水河最主要的水生植物群落之一，常与大茨藻、小茨藻、

槐叶苹、紫萍、菱、轮藻等混生。

18. 紫萍+浮萍草丛（Form. Spirodela polyrrhiza&Lemnaminor）

该群落为典型的浮水植物群落，在流域内浅水区域、河汊、沟渠、临岸水域均有分布，常与菱、

茶菱、水蓼、莕菜、菰等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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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小茨藻+苦草草丛（Form. Najasminor&Vallisneria natans）

该群落为典型的湿地沉水植物群系，在陆水河流域内的浅水区域广泛分布。常见伴生植物有穗

花狐尾藻、小茨藻、大茨藻、苦草、槐叶苹、黑藻、菱、莕菜等。

20. 苦草草丛（Form.Vallisneria natans）

该群落在陆水河较为常见，主要分布与浅水河湾等处，常形成单优势种群。常见伴生种有马来

眼子菜、金鱼藻、穗花狐尾藻、大茨藻、莕菜等。

21. 大茨藻+穗花狐尾藻草丛（Form.Najasmarina&Myriophyllum spicatum）

该群落为陆水河常见群落，在各河道临岸浅水水域有较多分布。常见伴生种有小茨藻、菱、茶

菱、浮萍、莕菜、粗梗水蕨、穗花狐尾藻、黑藻、轮藻等。

（3）部分群落照片

马尾松林 杉木林

意杨林 水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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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茅草丛 荩草草丛

鸡眼草草丛 芦苇草丛

菰草丛 香蒲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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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莲子草草丛 莲草丛

②动物资源

两栖、爬行动物的调查采用路线踏勘法和定点、定时观察法、捕捉和拍摄照片鉴定的方法进行

调查，同时综合本地文献资料的查阅、走访当地村民以及赤壁市动植物保护站的记录资料等数据，

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调查报告。

1）两栖类动物

①种类组成与区系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陆水河流域有两栖动物 1目4科14种。其中，蛙科（Ranidae）种类最多（9

种），其次是雨蛙科（Hylidace）和姬蛙科（Microhylidace）（各 2种），蟾蜍科最少只有一种。所

以，蛙科种类数量多是陆水河流域两栖动物种类组成的突出特点。

表3.4-3 陆水河两栖动物各科种数比较表

科 蟾蜍科 蛙科 雨蛙科 姬蛙科 合计

种数 1 9 2 2 14

比例（％） 7.14 64.29 14.28 14.28 100

表 3.4-4 两栖纲名录

1.无尾目 ANURA—蟾蜍科 Bufonidae

1 中华蟾蜍 Bufogargarizans

1.无尾目 ANURA—蛙科 Ranidae

2 黑斑蛙 Rananigromaculata 3 湖北侧褶蛙 Pelophylaxhubeiensis

4 泽蛙 Rana limnocharis 5 绿臭蛙 Ranamargaretae

6 虎纹蛙 Ranarugulosa 7 黑斑侧褶蛙 Pelophylaxnigromaculata

8 金线蛙 Ranaplancyi 9 泽陆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10 沼水蛙 Hylaranaguentheri

1.无尾目 ANURA—雨蛙科 Hylidace

11 无斑雨蛙 Hyla immaculata 12 中国雨蛙 HylachinensisGuen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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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尾目 ANURA—姬蛙科 Microhylidace

13 饰纹姬蛙 Microhylaornata (Dumeril etBibron) 14 北方狭口蛙 Kaloulaborealis

陆水河流域两栖动物的种类数量约占湖北省两栖动物总种类的 30.43％。其区系成分为东洋界8

种，占57.14％，广布种 4种，占28.57％，古北界 2种，占 14.29％。以东洋界种类占明显优势，广

布种次之，古北界种最少。结果与本区域属于亚热带气候区相吻合。从地理区系看，陆水河流域的

广布种较多，可能是与本地地处幕阜山系余脉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环境要素丰富，气候条件适宜

等原因相关。

②珍稀保护种类

两栖动物 14种都属于保护动物，其中国家 II级保护种类 1种（虎纹蛙 Rana rugulosa），国家

其他保护种类 1种（北方狭口蛙 Kaloula borealis）；省级保护种 11种。

③种群数量特征

从种群数量来看，中华蟾蜍 Bufo gargarizans、泽蛙 Rana limnocharis、黑斑蛙 Rana nigromaculata

种群数量相对较多；其次是金线蛙 Rana plancyi，种群数量相对也比较多，较为常见，其他种群数

量相对较少，个别种群只是偶有发现，种群数量极少。

2）爬行类动物

①种类组成与区系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陆水河流域有自然分布的爬行动物 3目8科16种。其中，游蛇科（Colubridae）

种类最多（7种，占总数的 43.75％）；石龙子科（Scincidae）和蜥蜴科（Lacertidae）各有2种，鳖

科（Trionychidae）、龟科（Emydida）、壁虎科（Gekkonidae）、蝰科（Viperidae）分别有 1种。

游蛇科种类数量多是陆水河流域爬行动物种类组成的突出特点。

表3.4-5 陆水河爬行动物各科种数比较表

科 鳖科 龟科 壁虎科 蜥蜴科 石龙子科 游蛇科 蝰科 眼镜蛇科 合计

种数 1 1 1 2 2 7 1 1 16

比例（％） 6.25 6.25 6.25 12.5 12.5 43.75 6.25 6.25 100

表 3.4-6 爬行纲名录

1.龟鳖目 TESTUDINATA—鳖科 Trionychidae

1 中华鳖 PelodiscussinensisWeigmann

1.龟鳖目 TESTUDINATA—龟科 Emydida

2 乌龟 Chinemys reevesiiGlay

2.蜥蜴目 LACERTIFORMES—壁虎科 Gekkonidae

3 多疣壁虎 Gekko japonicas

2.蜥蜴目 LACERTIFORMES— 蜥蜴科 Lacert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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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草蜥 TakydromusseptentrionalisGuenther 5 南草蜥 Takydromussexlineatusmeridionalis

2.蜥蜴目 LACERTIFORMES— 石龙子科 Scincidae

6 蓝尾石龙子 EumeceselegansBoulenger 7 蝘蜓 Gekko japonicusDumeril etBibron

3.蛇目 SERPENTIFORMES—游蛇科 Colubridae

8 翠青蛇 CyclophiopsmajorGunther 8 黑眉锦蛇 Elaphe taeniuraCope

10 赤链蛇 DinodonrufozonatumCantor 11 乌梢蛇 ZaocysdhumnadesCanton

12 王锦蛇 ElaphecarinataGunther 13 滑鼠蛇 Ptyasmucosus

14 红点锦蛇 Elaphe rufodorsataCantor 15 黑眉锦蛇 Elaphe taeniuraCope

3.蛇目 SERPENTIFORMES—蝰科 Viperidae

16 原柔头蝮 Protobothropsmucrosquamatus

3.蛇目 SERPENTIFORMES—眼镜蛇科 Elapidae

17 银环蛇 Bungarusmulticinctus

陆水河现有爬行动物约占湖北省爬行动物的 27.58％。其区系成分为东洋界 10种，占 62.5％；

广布种各6种，占 37.5％；古北界种类没有发现。调查数据显示，陆水河流域爬行动物以东洋界种

类占显著优势，广布种次之，古北界种缺乏，调查结果与本区域属于亚热带气候区相吻合。爬行动

物同两栖动物一样，广布种较多，占湖北省爬行动物广布种总数的 75％，这个结果同样也是跟陆水

河地理位置处于南北过渡地带以及本地气候条件优越、灌草丛植被丰富等环境特点相吻合。

②珍稀保护种类

陆水河流域所有16种爬行动物有15种列入了《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列入国家保护种类 11种（但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占总

数的 68.75％；列入省级保护动物 3种，占总数的 18.75％。

③种群数量特征

从种群数量来看，蛇目游蛇科的王锦蛇和黑眉锦蛇、龟鳖目的中华鳖 Pelodiscus sinensisWeigmann

较多，比较常见；其次，蜥蜴目的壁虎 Gekko japonicas、石龙子 Eumeces chinensisGray、北草蜥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Guenther 等有一定的种群数量，也属于比较常见种类，其他种群数量相对

较少。

3）鸟类

陆水河具有浅水性湖泊的部分特点，环境和资源条件都极为优越，是咸宁市的湿地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越冬水鸟提供了优越的越冬场所。而且水草丰茂，周边为农田和耕地，食物资源充足，

鸟类栖息环境极为优越。湿地范围内分布鸟类数量、种类多，生活型齐全。

（1）调查方法

鸟类调查主要以定点观测和路线踏查方法进行，结合查阅赤壁市市志、赤壁市以及咸宁市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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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保护站的鸟类数据资料以及其他鸟类研究相关文献资料。同时通过走访当地居民了解常见鸟

类的种类和种群数量情况。在对上述调查数据以及相关资料数据进行综合评价后得出调查结果。

（2）调查结果

①种类组成

本次调查，初步认定陆水河流域有鸟类 155种，隶属于 17目50科。由于鸟类的移动范围较大

以及实际观测的偶然性因素，调查难免有遗漏的可能，随着今后的调查及观测的不断深入，鸟类的

种类数量会更加丰富。

本次鸟类分类以《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郑光美，科学出版社，2017年12

月）为标准，所有目、科、种的中文名称和拉丁学名均以《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中的名称为

准。

155种鸟类中，以雀形目所含科数和种数最多，有 27科 65种，分别占湿地公园鸟类总科数和

总种数的52.94％和 41.67％。除雀形目以外，含有 10种以上（含10 种）的目有鸻形目（21种）、

雁形目（17种）、鹈形目（13种），分别占湿地公园鸟类总数的 13.46％、10.9％和 8.33％，种类

最少的目是鲣鸟目、犀鸟目，仅有 1种。

表3.4-7 陆水河鸟类各目科、种数量比较表

序号 目名称
科 种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 鸡形目 1 1.96 2 1.28

2 雁形目 1 1.96 17 10.9

3 目 1 1.96 2 1.28

4 鸽形目 1 1.96 2 1.28

5 夜鹰目 2 3.92 2 1.28

6 鹃形目 1 1.96 5 3.21

7 鹤形目 2 3.92 6 3.85

8 鸻形目 5 9.8 21 13.46

9 鲣鸟目 1 1.96 1 0.64

10 鹈形目 2 3.92 13 8.33

11 鹰形目 1 1.96 6 3.85

12 鸮形目 1 1.96 3 1.92

13 犀鸟目 1 1.96 1 0.64

14 佛法僧目 1 1.96 2 1.28

15 啄木鸟目 1 1.96 2 1.28

16 隼形目 1 1.96 5 3.21

17 雀形目 27 52.94 65 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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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8 鸟纲名录

1. 鸡形目 GALLIFORMES—雉科 Phasianidae

1 灰胸竹鸡 Bambusicolat thoracicus 2 环颈雉 Phasianuscolchicus

2. 雁形目 ANSERIFORMES—鸭科 Anatidae

3 鸿雁 Ansercygnoid 4 绿头鸭 Anasplatyrhynchos

5 豆雁 Anser fabalis 6 斑嘴鸭 Anaszonorhyncha

7 灰雁 Anseranser 8 针尾鸭 Anasacuta

9 小天鹅 Cygnuscolumbianus 10 绿翅鸭 Anascrecca

11 翘鼻麻鸭 Tadorna tadorna 12 琵嘴鸭 Spatulaclypeata

13 赤麻鸭 Tadorna ferruginea 14 普通秋沙鸭 Mergusmerganser

15 棉凫 Nettapuscoromandelianus 16 斑头秋沙鸭 Mergellusalbellus

17 罗纹鸭 Marecafalcata 18 赤颈鸭 MarecaPenelope

3.目 PODICIPEDIFORMES—科 Podicipediae

19 小Tachybaptusruficollis 20 凤头Podiceps cristatus

4. 鸽形目 COLUMBIFORMES—鸠鸽科 Columbidae

21 山斑鸠 Streptopeliaorientalis 22 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chinensis

5. 夜鹰目 CAPRIMULGIFORMES—夜鹰科 Caprimulgidae

23 普通夜鹰 Caprimulgus indicus 24

5. 夜鹰目 CAPRIMULGIFORMES雨燕科 Apodidae

25 白腰雨燕 Apuspacifcus 25

6. 鹃形目 CUCULIFORMES—杜鹃科 Cuculidae

27 红翅凤头鹃 Clamatorcoromandus 28 四声杜鹃 Cuculusmicropterus

29 噪鹃 Eudynamysscolopaceus 30 大杜鹃 Cuculuscanorus

31 大鹰鹃 Hierococcyxsparverioides 32 四声杜鹃 Cuculusmicropterus

7. 鹤形目 GRUIFORMES—秧鸡科 Rallidae

33 普通秧鸡 Rallus indicus 34 董鸡 Gallinulacinerea

35 红脚田鸡 Zaporniaakool 36 黑水鸡 Gallinulachloropus

37 白胸苦恶鸟 Amaurornisphoenicurus 38 白骨顶 Fulicaatra

8. 鸻形目 ChaRADRIIFORMES—反嘴鹬科 Recurvirostridae

39 黑翅长脚鹬 Himantopushimantopus 40 反嘴鹬Recurvirostraavosetta

8. 鸻形目 ChaRADRIIFORMES—鸻科 Charadriidae

41 凤头麦鸡 Vanellus vanellus 42 灰鸻 Pluvialis squatarola

43 灰头麦鸡 Vanellus cinereus 44 (42) 环颈鸻 Charadriusalexandrines

8. 鸻形目 ChaRADRIIFORMES—11) 水雉科 Jacanidae

45 水雉 Hydrophasianuschirurgus

8. 鸻形目 ChaRADRIIFORMES—12) 鹬科 Scoiopacidae

46 扇尾沙锥Gallinagogallinago 47 青脚鹬 Tringanebularia

48 黑尾塍鹬 Limosa limosa 49 白腰草鹬 Tringaochropus

50 红脚鹬 Tringatotanus 51 矶鹬 Actitis hypoleucos

52 泽鹬 Tringastagnatilis 53 黑腹滨鹬 Calidris alp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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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鸻形目 ChaRADRIIFORMES—鸥科 Laridae

54 红嘴鸥 Chroicocephalusridibundus 55 普通燕鸥 Sternahirundo

56 西伯利亚银鸥 Larussmithsonianus 57 灰翅浮鸥 Chlidoniashybrida

58 白额燕鸥 Sternulaalbifrons 59 白翅浮鸥 Chlidonias leucopterus

9. 鲣鸟目 SULIFORMES—鸬鹚科 Phalacrocoracidae

60 普通鸬鹚 Phalacrocoraxcarbo

10. 鹈形目 PELECANIFORMES—鹮科 Threskionithidae

61 白琵鹭 Plaralea lencorodia

10. 鹈形目 PELECANIFORMES—鹭科 Ardeidae

62 大麻鳽 Botaurus stellaris 63 牛背鹭 Bubulcus ibis

64 黄斑苇鳽 Ixobrychus sinensis 65 苍鹭 Ardeacinerea

66 栗苇鳽 Ixobrychuscinnamomeus 67 草鹭 Ardeapurpurea

68 夜鹭 Nycticoraxnycticorax 69 大白鹭 Ardeaalba

70 绿鹭 Butoridesstriata 71 中白鹭 Ardea intermedia

72 白鹭 Egrettagarzetta

11. 鹰形目 ACCIPITRIFORMES—鹰科 Accipitridae

73 凤头鹰 Accipiter trivirgatus 74 白尾鹞 CircuCyaneus

75 赤腹鹰 Accipiter soloensis 76 鹊鹞 Circumelanoleucos

77 苍鹰 Accipitergentilis schvedowi 78 普通鵟 Buteo japonicus

12. 鸮形目 STRIGIFORMES—鸱鸮科 Strigidae

79 红角鸮 Otus sunia 80 短耳鸮 Asio flammeus

81 斑头鸺鹠 Glaucidiumcuculoides

13. 犀鸟目 BUCEROTIFORMES—戴胜科 Upupidae

82 戴胜 Upupaepops

14. 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翠鸟科 Alcedinidae

83 普通翠鸟 Alcedoatthis 84 斑鱼狗 Ceryle rudis

15. 啄木鸟目 PICIFORMES—啄木鸟科 Picidae

85 星头啄木鸟 Dendrocoposcanicapillus 86 灰头绿啄木鸟 Picuscanus

16. 隼形目 FALCONIFORMES—隼科 Falconidae

87 隼 Falco tinnunculus 88 燕隼 Falcosubbuteo

89 红脚隼 Falcoamurensis 90 游隼 Falcoperegrinus

91 灰背隼 Falcocolumbari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黄鹂科 Oriolidea

92 黑枕黄鹂 Oriolus chinensi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卷尾科 Dicruridae

93 黑卷尾 Dicrurusmacrocerc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王鹟科 Monarchidae

94 寿带 Terpsiphone incei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伯劳科 Laniidae

95 红尾伯劳 Lanius cristatus 96 棕背伯劳 Lanius sch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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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鸦科 Corvidae

97 松鸦 Garrulusglandarius 98 喜鹊 Picapica

99 灰喜鹊 Cyanopicacyanus 100 达乌里寒鸦 Corvusdauuricus

101 红嘴蓝鹊 Urocissaerythroryncha 102 秃鼻乌鸦 Corvus frugileguspastinator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山雀科 Paridae

103 黄腹山雀 Pardaliparus venustulus 104 绿背山雀 Parusmonticolus

105 大山雀 Paruscinere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攀雀科 Remizidae

106 中华攀雀 Remizconsobrin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百灵科 Alaudidae

107 云雀 Alaudaarvensis 108 小云雀 Alaudagulgula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扇尾莺科 Cisticolidae

109 棕扇尾莺 Cisticola juncidis 110 纯色山鹪莺 Prinia inornata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苇莺科 Acrocephalidae

111 东方大苇莺 Acrocephalusorientali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燕科 Hirundinidae

112 家燕 Hirundorustica 113 金腰燕 Cecropisdaurica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鹎科 Pycnonotidae

114 领雀嘴鹎 Spizixossemitorques 115 白头鹎 Pycnonotussinensis

116 黄臀鹎 Pycnonotusxanthorrhous 117 绿翅短脚鹎 Ixosmcclellandii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柳莺科 Phylloscopidae

118 黄腹柳莺 Phylloscopusaffinis 119 黄眉柳莺 Phylloscopus inornatus

120 黄腰柳莺 Phylloscopusproregul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树莺科 Cettiidae

121 棕脸鹟莺 Abroscopusalbogularis 122 强脚树莺 Horornis fortipe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长尾山雀科 Aebithalidae

123 红头长尾山雀 Aegithalosconcinn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莺鹛科 Sylviidae

124 棕头鸦雀 Sinosuthorawebbian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绣眼鸟科 Zosteropidae

125 暗绿绣眼留鸟 Zosterops japonic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林鹛科 Timaliidae

126 棕颈钩嘴鹛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127 红头穗鹛 Cyanodermaruficep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幽鹛科 Pellorneidae

128 灰眶雀鹛 Alcippemorrisonia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噪鹛科 Leiothrichidae

129 画眉 Garrulaxcanorus 130 白颊噪鹛 Garrulac sannio

131 黑脸噪鹛 Garrulaxperspicillat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椋鸟科 Sturnidae

132 八哥 Acridotherescristatellus 133 丝光椋鸟 Spodiopsarseric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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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鸫科 Turdidae

134 乌鸫 Turdusmandarinus 135 斑鸫 Turduseunomus

136 白眉鸫 Turdusobscur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鹟科 Muscicapidae

137 红胁蓝尾鸲 Tarsigercyanurus 138 北红尾鸲 Phoenicurusauroreus

139 鹊鸲 Copsychussaularis 140 红尾水鸲 Rhyacornis fuliginos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梅花雀科 Estrildidae

141 白腰文鸟 Lonchura striata 142 斑文鸟 Lonchurapunctulata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雀科 Passeridae

143 麻雀 Passermontanus saturatus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鹡鸰科 Motacillidae

144 黄鹡鸰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145 田鹨 Anthusrichardi

146 灰鹡鸰 Motacilla cinerea 147 树鹨 Anthushodgsoni

148 白鹡鸰 Motacillaalba 149 水鹨 Anthusspinoletta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燕雀科 fringillidae

150 燕雀 Fringillamontifringilla 151 金翅雀 Chloris sinica

152 黑尾蜡嘴雀 Eophonamigratoria

17. 雀形目 PASSERIFORMES—鹀科 Emberizidae

153 小鹀 Emberizapusilla 154 黄喉鹀 Emberizaelegans

155 黄眉鹀 Emberizachrysophrys 156 黄胸鹀 Emberizaaureola

②珍稀保护种类分析

陆水河流域 155种鸟类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的有 16种，占鸟类总种数的 10.32％，

均为国家 II级保护种类（小天鹅 Cygnus columbianus、白琵鹭 Plaralea lencorodia、凤头鹰 Accipiter

trivirgatus、赤腹鹰 Accipiter soloensis、苍鹰 Accipiter gentilis schvedowi、白尾鹞 CircuCyaneus、鹊

鹞 Circumelanoleucos、普通鵟 Buteo japonicus、红角鸮 Otus sunia、斑头鸺鹠 Glaucidiumcuculoides、

短耳鸮 Asio flammeus、红隼 Falco tinnunculus、红脚隼 Falco amurensis、灰背隼 Falco columbarius、

燕隼 Falco subbuteo、游隼 Falco peregrinus）；列入省级保护动物的有 30种，占总种数的 19.23％；

列入《国家保护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动物名录》（NBES）的有 125种，占总

种数的 80.12％。

4）哺乳动物

陆水河流域以河流水体为主体，周边陆地 500米范围内环境则以灌丛、草丛植被为主，森林植

被相对较少，且多位人工林，林相较为单一，地形起伏变化不大，相对比较简单，加上人为活动的

影响，难以承载大中型野生哺乳动物的生存栖息。所以，本地野生哺乳动物主要以小型动物为主。

（1）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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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的调查主要以定点观测和路线踏查方法进行。同时查阅赤壁市市志以及其他哺乳动物

研究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走访当地居民以及赤壁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保存资料，对文献资料和走访、

调查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后得出本调查结果。

（2）调查结果

①种类组成

调查初步确定陆水河流域有野生哺乳动物 13种，隶属于5目 7科。其中以啮齿目的鼠科和翼

手目的蝙蝠科种类最多，各有 4种，各占哺乳动物总种数的 30.77％。从目所含种类情况来看，以啮

齿目最多，含有 3科6种，分别占总数的42.86％和 46.15％；其次是翼手目，含 1科、4种，分别

占总数的14.29％和 30.77％。调查结果显示，本地以小型杂食性动物占有种群优势，尤其是鼠类种

群数量占优势，这与本地灌草丛为主的植被类型和低岗型陆地生态环境特点相匹配，同时与湖北省

动物分布区划特点相统一。

表3.4-9 陆水河哺乳类各目科、种数量比较表

序号 目名称 科数 比例（％） 种数 比例（％）

1 食虫目 INSECTIVORA 1 14.29 1 7.69

2 翼手目 CHIROPTERA 1 14.29 4 30.77

3 食肉目 CARNIVORA 1 14.29 1 7.69

4 啮齿目 RODENTIA 3 42.86 6 46.15

5 兔形目 AGOMORPHA 1 14.29 1 7.69

合计 7 100 13 100

表3.4-10 哺乳纲名录

1. 食虫目 INSECTIVORA—猬科 Erinaceidae

1 刺猬 Erinaceus euopaeusdealdatu

2. 翼手目 CHIROPTERA—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2 大鼠耳蝠 Myotismyotis 3 华南长翼蝠 Niniopterus schreibersi

4 长尾鼠耳蝠 Myotis frater frater 5 普通伏翼 Pipistrellusa.abramus

3. 食肉目 CARNIVORA—鼬科 Mustelidae

6 黄鼬 Mustela sibiricadavidiand

4. 啮齿目 RODENTIA—松鼠科 Sciuridae

7 隐纹花松鼠 Tamiopsswinhoeipyrrhomerus

4. 啮齿目 RODENTIA—仓鼠科 Cricetidae

8 黑腹绒鼠 Eothenomysmelanogaster

4. 啮齿目 RODENTIA—鼠科 Muridae

9 巢鼠 Micromysminutus 10 黑家鼠 RattusrattusLinne

11 黑线姬鼠 Apodenusagrarisningpoensis 12 褐家鼠 Rattusnorvegicus socer

5. 兔形目 LAGOMORPha—兔科 Lepor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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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华南兔 Lepuss. sinensis

②生活型分析

陆水河流域的哺乳动物生活型特点表现为个体小型化特点突出，杂食性种类种群数量占绝对优

势，肉食性种群数量较少。从数据分析来看，啮齿类个体数量多，种群密度大，分布范围广，其他

种类种群数量相对较少，分布区域也相对狭窄。

③珍稀保护种类分析

陆水河流域 13种哺乳动物中，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的种类；列入国家其他保护

的2种（刺猬 Erinaceus euopaeus dealdatu、隐纹花松鼠 Tamiops swinhoei pyrrhomerus），占总种数

的15.38％；列入省级保护动物的有 2种，占总种数的 15.38％；列入《国家保护有益的或者有重要

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动物名录》（NBES）的有 4种，占总种数的30.77％。

3.4.1.2.水生生物调查

①浮游植物

（1）种类组成

调查区域内共有浮游植物 7门50属52种（属），其中蓝藻门 7属，绿藻门20属，硅藻门 15

属，隐藻门 2属，甲藻门1属，裸藻门 3属、金藻门2属。

表3.4-11 浮游植物名录

序号 物种名称 物种拉丁文名称 门

1 微囊藻 Microcystisaeruginosa

蓝藻门 Cyanophyta

2 清净颤藻 Oscillatoria sancta

3 小颤藻 Oscillatoria tennuis

4 色球藻 Chroococcussp.

5 湖泊鞘丝藻 Lynghya limnetica

6 拟鱼腥藻 Anabaenopsis sp.

7 水华鱼腥藻 Anabaenaflosaguas

8 隐球藻 Aphanocapsasp.

9 四角藻 Tetraedromsp.

绿藻门 Chlorophyta

10 四星藻 Tetrastrumsp.

11 对对栅藻 Scenedesmusbijugatus

12 十字藻 Crucigeniaapiculata

13 衣藻 Chlamydomonassp.

14 凹顶鼓藻 Euastrumsp.

15 棒形鼓藻 Gonatozygonkinahani

16 蛋白核小球藻 Chlorellapyrenoidosa

17 镰形纤维藻 Ankistrodesmus falc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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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盘星藻 Pediastrumsp.

19 双月藻 Diclosteracuatus

20 并联藻 Quadrigulachodatii

21 多形丝藻 Ulothrixvariabilis

22 22) 六角角星鼓藻 Staurastrumsexangulare

23 美丽胶网藻 Dictyosphaeriumpulchellum

24 卵囊藻 Oocystis sp.

25 翼膜藻 Pteromonassp.

26 多芒藻 Golenkiniasp.

27 普通新月藻 Closteriumpritchardianum

28 水绵 Spirogyracommunis

29 轮藻 CharavulgarisL.

30 小环藻 Cyclotellasp.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31 短线脆杆藻 Fragilariabrevistriata

32 变异直链藻 Melosiravarians

33 批针曲壳藻 Achnathes lanceolata

34 精细异极藻 GomphonemasubtileEhr.

35 短缝藻 Eunotia sp.

36 波形羽纹藻 Pinnulariaundulata

37 新月桥弯藻 Cymbellaparua

38 卵圆双眉藻 Amphoraovalis

39 线形双菱藻 Sururella robusta

40 放射舟形藻 Nevicula radiosa

41 尖布纹藻 Gyrosigmaacuminatum

42 波缘藻 Cymatopleurasp.

43 窗纹藻 Epithemiasp.

44 针杆藻 Synedraulna

45 尖尾蓝隐藻 Chroomonasacuta
隐藻门 Cryptophyta

46 卵形隐藻 Cryptomonasovata

47 多甲藻 Peridiniumsp. 甲藻门 Pyrrophyta

48 裸藻 Euglenasp.

裸藻门 Euglenophyta49 卵形磷孔藻 Lepocinelisovum

50 旋转囊裸藻 Trachelomanasvolvocina

51 圆筒锥囊藻 Dinobryoncylindricum
金藻门 Chrysophyta

52 延长鱼鳞藻 Mallomonaselongata

（2）结果与分析

浮游植物各类群的平均密度，以蓝藻类最高，其次是绿藻类和硅藻类，这三类藻类植物占到浮

游植物总量的 90％以上，最低的是裸藻类，占比不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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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植物的平均生物量为 1.94毫克/升，同样以蓝藻类、绿藻类和硅藻类占比高，而裸藻类占比

最小。生物量的分布以河湾缓流区域沿河岸处最高，直流河道深水区域最低。

总体来说，陆水河浮游植物种类比较丰富，密度适中，具有较好的水体净化能力。

②浮游动物

（1）种类组成

调查区域内共有浮游动物 10目24科30属 44种（属），以节肢动物种类数量最多。

表3.4-12 陆水河浮游动物数量比较表

类别 目 科 属 种

原生动物门 4 7 7 10

轮虫动物门 1 6 8 11

节肢动物门 5 12 16 23

合 计 10 25 31 44

表3.4-13 浮游动物名录

序号 物种名称 物种拉丁文名称 门 目 科 属

1 长圆沙壳虫 Difflugiaoblonga 原生动物 沙壳虫 盘变形科 砂壳虫属

2 梨形沙壳虫 Difflugiapyriformis 原生动物 沙壳虫 盘变形科 砂壳虫属

3 针棘匣壳虫 centropyxisaculeate 原生动物 沙壳虫 砂壳科 匣壳虫属

4 钩刺斜管虫 Chilodonellauncineta 原生动物 沙壳虫 斜管科 斜管虫属

5 大弹跳虫 Halteriagrandinella 原生动物 缘毛目 弹跳科 弹跳虫属

6 累枝虫 Epistylis sp 原生动物 缘毛目 累枝科 累枝虫属

7 绿眼虫 Euglenaviridis 原生动物 眼虫目 眼虫科 眼虫属

8 罗纹眼虫 Euglenaspirogyra 原生动物 眼虫目 眼虫科 眼虫属

9 梭眼虫 Euglenaacus 原生动物 眼虫目 眼虫科 眼虫属

10 大草履虫 Parameciumcaudatum 原生动物 膜口目 草履虫科 大草履虫

11 盘状鞍甲轮 Lepadellapatella 轮虫动物 单巢目 狭甲轮科 鞍甲轮属

12 剪形臂尾轮 Brachionus forficula 轮虫动物 单巢目 臂尾轮虫 臂尾轮虫

13 蒲达臂尾轮 Brachionus 轮虫动物 单巢目 臂尾轮虫 臂尾轮虫

14 裂足臂尾轮 Brachionus 轮虫动物 单巢目 臂尾轮虫 臂尾轮虫

15 腹棘管轮虫 Mytilinaventralis 轮虫动物 单巢目 棘管轮科 棘管轮属

16 囊型单趾轮 MonostylabullaGosse 轮虫动物 单巢目 腔轮科 单趾轮虫

17 韦氏同尾轮 Diurellaweberi 轮虫动物 单巢目 疣毛轮虫 同尾轮虫

18 针簇多肢轮 Polyarthra trigla 轮虫动物 单巢目 疣毛轮虫 多肢轮虫

19 长圆疣毛轮 Synchaetaoblonga 轮虫动物 单巢目 疣毛轮虫 疣毛轮属

20 长三肢轮虫 Filinia longisela 轮虫动物 单巢目 三肢轮科 三肢轮属

21 跃进三肢轮 Filiniapassn 轮虫动物 单巢目 三肢轮科 三肢轮属

22 透明薄皮蚤 Leptodorakindti 节肢动物 双甲目 薄皮蚤科 薄皮蚤属

23 长肢秀体蚤 Diaphanosoma 节肢动物 双甲目 仙达蚤科 秀体蚤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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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短尾秀体溞 Diaphanosoma 节肢动物 双甲目 仙达溞科 秀体溞属

25 僧帽蚤 DaphniacucullataSars 节肢动物 双甲目 蚤科 蚤属

26 长刺蚤 Daphnia longispina 节肢动物 双甲目 蚤科 蚤属

27 脆弱象鼻蚤 Bosminafatalis 节肢动物 双甲目 象鼻蚤科 象鼻蚤属

28 颈沟基合溞 Bosminopsis deitersi 节肢动物 双甲目 象鼻溞科 基合溞属

29 底栖泥蚤 Ilyocryptussordidus 节肢动物 双甲目 粗毛蚤科 泥蚤属

30 微型裸腹溞 Moinamicrura 节肢动物 双甲目 裸腹溞科 腹溞属

31 球状许水蚤 Schmackeria forbesi 节肢动物 哲水蚤 伪镖水蚤 许水溞属

32 中华原镖水 Endiaptomussinensis 节肢动物 哲水蚤 镖水蚤科 原镖水蚤

33 广布中剑水 Mesocyclops leuckarti 节肢动物 剑水蚤 剑水蚤科 中剑水蚤

34 锯缘真剑水 Eucyelops serrulatus 节肢动物 剑水目 剑水蚤科 真剑水蚤

35 鱼饵湖角猛水 Limnocletodesbehning 节肢动物门 猛水目 短角猛水科 湖角猛水属

36 羽摇蚊 Chironomusplumosus 节肢动物 双翅目 摇蚊科 摇蚊属

37 摇蚊幼虫 Chironomussp. 节肢动物 双翅目 摇蚊科 摇蚊属

38 白蚊伊蚊 Aedesalbopictus 节肢动物 双翅目 蚊科 伊蚊属

39 仁川伊蚊 Aedeschemulpoenses 节肢动物 双翅目 蚊科 伊蚊属

40 日本伊蚊 Aedes japonicus 节肢动物 双翅目 蚊科 伊蚊属

41 双棘伊蚊 AedeshatoriYamada 节肢动物 双翅目 蚊科 伊蚊属

42 褐尾库蚊 Culex fuscanus 节肢动物 双翅目 蚊科 库蚊属

43 南方蠛蠓 Lasioheleanotialis 节肢动物 双翅目 蠓科 蠛蠓属

44 嗜按库蠓 Culicoidesanophelis 节肢动物 双翅目 蠓科 库蠓属

（2）结果与分析

浮游动物中：种类最多的门是节肢动物门，计 23种；其次是轮虫动物门，计11种；最少的是

原生动物门，计10种。种类最多的目是轮虫动物门的单巢目，计11种；其次是节肢动物门的双甲

目和双翅目；各有9种；最少的是原生动物门的膜口目和节肢动物门的猛水蚤目，仅 1种；个体数

量最多的是原生动物门，其次是轮虫动物门，最少的是节肢动物门。

从生物量来看，节肢动物的双翅目类最大，其次是轮虫动物，最小的是原生动物。生物量的分

布也与浮游植物具有相同的特点，缓流区、沿河岸浅水区域水草丰富，生物量较大，中央深水区域

水质清澈，生物量较小。

总体来说，陆水河浮游动物较为丰富，可以为鱼类等水生动物提供丰富的饵料。

③底栖动物

陆水河流域河面落差小，缓流河湾多，河面宽阔，流速相对较小，水草丰茂，为水生底栖动物

提供了天然良好的栖息场所，底栖动物相对比较丰富。本次底栖动物调查主要采用在流域范围内随

机取点捕捞鉴定、取水检测的方式进行，尤其是河湾近岸区域是重点和主要调查区域，兼顾调查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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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河汊、沟渠、池塘、农田等水域。同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湿地底栖动物进行综合分析，形

成调查结果。另外，将节肢动物的十足目、蜻蜓目幼虫也列入底栖动物范畴进行统计。

（1）种类组成与分布特点

调查区域内共有底栖动物 38种，隶属 3门6纲 9目17科。

表3.4-14 陆水河底栖动物数量比较表

类别 纲 目 科 种

环节动物 2 3 3 7

软体动物 2 4 7 21

节肢动物 2 2 7 10

合 计 6 9 17 38

表3.4-15 底栖动物名录

序号 物种名称 拉丁文名称 门 纲 目 科

1 中华河蚓 Rhyacodrilussinicus 环节动物 寡毛纲 颤蚓目 颤蚓科

2 霍甫水丝蚓 LimnodrilusoffmeisteriClaparède 环节动物 寡毛纲 颤蚓目 颤蚓科

3 水丝蚓 Limnodrilushoffmeisteri 环节动物 寡毛纲 颤蚓目 颤蚓科

4 多毛管水蚓 Aulodriluspluriseta 环节动物 寡毛纲 颤蚓目 颤蚓科

5 正颤蚓 Tubifex tubifex 环节动物 寡毛纲 颤蚓目 颤蚓科

6 日本医蛭 Hirudonipponia 环节动物 蛭纲 无吻蛭目 医蛭科

7 宽体金线蛭 WhitmaniapigraWhitman 环节动物 蛭纲 颚蛭目 水蛭科

8 中华圆田螺 Cipangopaludinacahayensis 软体动物 腹足纲 中腹足目 田螺科

9 中国圆田螺 CipangopaludinachinensisGray 软体动物 腹足纲 中腹足目 田螺科

10 梨形环棱螺 Bellamyapurificata (Heude) 软体动物 腹足纲 中腹足目 田螺科

11 铜锈环棱螺 Bellamyaaeruginosa 软体动物 腹足纲 中腹足目 田螺科

12 中华沼螺 Parafossarulus inensis(Neumayr) 软体动物 腹足纲 中腹足目 豆螺科

13 纹沼螺 Parafossarulus striatulusBenson 软体动物 腹足纲 中腹足目 豆螺科

14 大沼螺 Parafossarulaeximius 软体动物 腹足纲 中腹足目 豆螺科

15 长角涵螺 Alocinmalongicornis 软体动物 腹足纲 中腹足目 豆螺科

16 湖北钉螺 Oncomelaniahupensis 软体动物 腹足纲 中腹足目 圆口螺科

17 扁旋螺 Gyraulus compressus 软体动物 腹足纲 基眼目 扁蜷螺科

18 大脐圆扁螺 Hippeutisumbilcalis 软体动物 腹足纲 基眼目 扁蜷螺科

20 背角无齿蚌 Anodontawoodiana 软体动物 瓣鳃纲 蚌目 蚌科

34 皱纹冠蚌 Cristariaplicata 软体动物 瓣鳃纲 蚌目 蚌科

19 三角帆蚌 Hyriopsis cumingii 软体动物 瓣鳃纲 蚌目 蚌科

21 薄壳丽蚌 Lamprotula leleci 软体动物 瓣鳃纲 蚌目 蚌科

35 洞穴丽蚌 Lamprotulacareata 软体动物 瓣鳃纲 蚌目 蚌科

22 背瘤丽蚌 Lamprotula leai 软体动物 瓣鳃纲 蚌目 蚌科

23 扭蚌 Arconaia lanceolata 软体动物 瓣鳃纲 蚌目 蚌科

24 短褶矛蚌 Lanceolariagrayana 软体动物 瓣鳃纲 蚌目 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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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河蚬 Corbicula fluminea 软体动物 瓣鳃纲 蚌目 蚬科

27 湖沼股蛤 Limnoperna lacustris 软体动物 瓣鳃纲 异柱目 贻贝科

28 克氏原螯虾 Procambarus clarkii 节肢动物 甲壳纲 十足目 螯虾科

29 日本沼虾 Macrobranchiumnipponense 节肢动物 甲壳纲 十足目 长臂虾科

30 中华绒螯蟹 Eriocheir sinensis 节肢动物 甲壳纲 十足目 弓蟹科

31 闪蓝丽大蜻 Epophthalmiaelegans 节肢动物 昆虫纲 蜻蜓目 大蜓科

33 碧伟蜓 Anaxparthenope juliusBrauer 节肢动物 昆虫纲 蜻蜓目 蜓科

32 大团扇春蜓 Sinictinogomphusclavatus 节肢动物 昆虫纲 蜻蜓目 春蜓科

26 短翅日春蜓 Nihonogomphusbrevipennis 节肢动物 昆虫纲 蜻蜓目 春蜓科

36 红蜻 CrocothemisservilliaDrury 节肢动物 昆虫纲 蜻蜓目 蜻科

37 玉带蜻 PseudothemiszonataBurmeister 节肢动物 昆虫纲 蜻蜓目 蜻科

38 黄蜻 Pantala flavescensFabricius 节肢动物 昆虫纲 蜻蜓目 蜻科

环节动物以日本医蛭、中华河蚓最为常见，软体动物以中华圆田螺、文沼螺、背角无齿蚌等较

为常见，节肢动物以克氏原螯虾、日本沼虾、黄蜻、红蜻最为常见。

从分布情况来看，环节动物分布差异性不大，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以河湾、沿河岸浅水区域相

对较多，河流中央、直流河道等深水区相对数量较少。

④鱼类

陆水河全流域水流较为平缓，落差小，河面宽阔，流量和水位稳定，河床平缓，具有湖泊湿地

的特点；水质良好，无重污染，水草丰茂，生态环境和食物资源优越，鱼类种类丰富，种群数量比

较稳定。

（1）调查方法

鱼类调查主要采用定点捕捞鉴定的方法进行，同时结合走访当地集贸市场、询问当地村民以及

相关资料查询等数据的综合分析，形成陆水河流域鱼类资源调查报告。

（2）调查结果与分析

陆水河流域内共有鱼类 67种，隶属7目12科。其中以鲤形目种类最多，含 2科53种（鲤科

50种，鳅科 3种），占鱼类总种数的79.1％，其次为鲈形目和鲶形目，分别含 4科5种和 2科4种。

其他目所含种类相对较少，科、种数量相差不大，多数为 1科 1种。

表3.4-16 陆水河鱼类各目科种数量统计表

序号 目名称 科 种

1 鲱形目CLUPEIFORMES 1 2

2 鲤形目CYPRINIFORMES 2 53

3 鲶形目 SILURIFORMES 2 4

4 鳉形目 CYPRINODONTIFORMES 1 1

5 颌针鱼目 BELONIFORMES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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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鳃鱼目 SYMBRANCHIFORMES 1 1

7 鲈形目 PERCIFORMES 4 5

合 计 12 67

表 3.4-17 鱼纲名录

1.鲱形目 CLUPEIFORMES—鳀科 Engraulidae

1 短颌鲚 Coiliabrachygnathus 2 长颌鲚 Coiliaectenes

2.鲤形目 CYPRINIFORMES—鲤科 Cyprinidae

3 中华细鲫 Aphyocypris chinensis (Günther) 4 马口鱼 Opsariichthysbidens

5 宽鳍鱲 Zaccoplatypus 6 青鱼 Mylopharyngodonpiceus

7 鯮鱼 Luciobramamacrocephalus 8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9 赤眼鳟 Squaliobarbuscurriculus 10 鳡 Elopichthysbambusa

11 银飘鱼 Pseudolaubucasinensis 12
尖头红鲌 Erythroculteroxycephaloides (Kreuenberget

Pappenhein)

13 鲹条 Hemiculter leucisculus 14 拟尖头红鮊 Erythroculteroxycep-haloides

15 油鲹 Hemiculterbleekeri 16 翘嘴红鮊 Er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17 似鱎 ToxabramiswwinhonisGunther 18 红鳍鲌 CultererythropterusBasilewsl

19 翘嘴鲌 Culteralburnus 20 三角鲂 Megalobramaterminalis

21 青梢红鲌 Erythroculterdabryi 22 团头鲂 Megalobramaamblycephala

23 华鳊 Sinibramawui 24 短须鱊 Acheilognathusbarbatulus

25 鳊鱼 Parabramispekinensis 26 大鳍鱊 Acheilognathusmacropterus (Bleeker)

27 黄尾鲴 XenocyprisdavidiB leeker 28 寡鳞鱊 Acheilognathushypselonotus

29 银鲴 Xenocypris argentea 30 彩石鲋(彩石鰟鮍)Pseudoperilampus lighti

31 圆吻鲴 Distoechodon tumirostrisPeters 32 似鱎 ToxabramiswwinhonisGunther

33 大鳍刺鳑鲏 Acanthorhodeusacropterusi 34 刺鲃 Spinibarbuscaldwelli

35 寡鳞刺鳑鲏 AcanthorhodeushypsefonotusBleeker 36 花鱼骨 Hemibarbusmaculates

37 斑条刺鳑鲏 Acanthorhodeus taenianali 38 麦穗鱼 Pseudorasboraparva

39 中华鳑鲏 Rhodeus sinensis 40 华鳈 Sarcocheilichthyssinensis

41 高体鳑鲏 Rhodeusocellatus(Kner) 42 黑鳍鳈 Sarcocheilichthysnigripinnis

43 银色颌须鮈 Gnathopogonargentatus (SauvageetDabry) 44 长蛇鮈 Saurogobiodumerili

45 铜鱼 Coreiusheterodon(Bleeker) 46 鲤鱼 CyprinuscarpioLinnaeus

47 吻鮈 Rhinogobio typus 48 鲫鱼 Carassiusauratus(Linnaeus)

49 圆筒吻鮈 RhinogobiocylindricusGunther 50 鳙鱼 Aristichthysnobilis

51 棒花鱼 Abbottina rivularis (basilewsky) 52 鲢鱼 Hypophthalmichthysmolitrix

2.鲤形目 CYPRINIFORMES—鳅科 Cobitidae

53 大斑花鳅 Cobitismacrostigma 54 泥鳅 Misgurnusanguillicaudatus

55 大鳞副泥鳅 Paramisgurnusdabryanus (Sauvage) 56

3.鲶形目 SILURIFORMES—鲇科 Siluridae

57 鲶鱼 SilurusasotusLinnaeus 58 南方大口鲇 Silurusmeridionalis

3.鲶形目 SILURIFORMES—鲿科 Bagridae

59 黄颡鱼 Pelteobagrusfulvidraco(Richardson) 60 长须黄颡鱼 Pelteobagruseupo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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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鳉形目 CYPRINODONTIFORMES—怪颌鳉科 Adrianichthyidae

61 青鳉 Oryzias latipes 62

5.颌针鱼目 BELONIFORMES——鱵科 Hemiramphidae

63 九州鱵 Hemiramphuskurumeus 64

6.合鳃鱼目 SYMBRANCHIFORMES—合鳃鱼科 Symbranchidae

65 黄鳝 Monopterusalbus(Zuiew) 66

7.鲈形目 PERCIFORMES—刺鳅科 Mastacembelidae

67 刺鳅 Mastacembelusaculeatus 68

7.鲈形目 PERCIFORMES—鮨科 Serranidae

69 鳜 Sinipercachuatsi(Basilewsky) 70 大眼鳜 SinipercakneriGarman

7.鲈形目 PERCIFORMES—鰕虎鱼科 Gobiidae

71 子陵栉鰕虎 Ctenogobiusgiurinus 72

7.鲈形目 PERCIFORMES—鳢科 Channidae

73 乌鳢 Channaargus(Cantor)

鱼类12科中，单种科有6科，含 2种的科有 4科，仅鲤形目的鲤科和鳅科超过 2种（鲤科50

种，鳅科 3种），从目和科的层次分析，鱼类多样性相对较弱，但从种的水平上，多样性程度较好，

且从食性角度来看，肉食性、草食性、杂食性类型齐全。从生态类型来看，底栖、中层、上层均有

分布，生态位全面，而且流水性和静水性种类都有分布，具有良好的生态多样性。

67种种类中，本地土著鱼种 59种，占绝大多数，人工放养鱼种或外来鱼种（鯮鱼、鳡、三角

鲂、团头鲂、华鳊、鲶鱼、鳜、大眼鳜）也占有一定比例。常见鱼种近 30种，种群数量较大，分

布区域较广，生境类型也较广泛。

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鱼类达 20多种，这对发展湿地渔业产业，提高居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有重要意义。

⑤鱼类三场一通道

根据调查，陆水流域（赤壁）在陆水水库库区和节堤枢纽库区零散分布少量鱼类三场，不涉及

典型的鱼类三场通道。

1）产卵场

根据调查，陆水流域（赤壁）不涉及产漂流性卵鱼类产卵场仅涉及产粘沉性卵鱼类产卵场。产

粘沉性卵鱼类产卵场主要位于陆水水库库区和节堤枢纽库区。沿岸浅水湾沱、卵石河滩、回水库湾

以及流速稳定的支流滩沱、入河汇口等水域均为其重要的产卵场所，库区水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繁

殖条件，形成了规模大、数量多的新的产卵场。

2）索饵场

已建梯级水库库区的形成，使喜栖息于流水中以底栖动物、着生藻类等为食的鱼类索饵场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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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游梯级间、下游的流水河段以及部分支流上游河段。适应缓流或静水环境索饵肥育的鱼类，多

在河流深潭、回水湾、深水缓流河槽和下游宽谷河段索饵肥育，部分鱼类可随水降至中下游缓流水

河段及附属湖泊中肥育；梯级水库库区也为这些鱼类提供了空间大、饵料丰富的索饵场。鱼类仔幼

鱼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在河流中育幼场所与适应缓流或静水的鱼类相似。

3）越冬场

每年11月以后，随着气温下降，水量减少，水位降低，鱼类活动减少，少数鱼类从浅水区进

入饵料资源较为丰富、温度较为稳定的水域越冬，多数鱼类回归河道深槽或降河至梯级水库库区越

冬。由于深潭河床多为岩基、礁石和砾石，水生昆虫较为丰富，生境条件适宜鱼类越冬，流水性鱼

类越冬场一般为急流险滩下水流冲刷形成的深潭，陆水流域中游通城-壶头峡间流水河段的深潭是鱼

类重要的越冬场。梯级水库回水区水深较深、水面宽阔，是鱼类越冬的极佳场所。

3.4.2.长江（赤壁段）生物资源调查

3.4.2.1.陆域生态现状

调查区域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项目区植被比较简单，基本以意杨林、苍耳、狗牙根灌草

丛、芦苇林植被为主。评价区野生动物资源基本是常见鸟类和一些小型兽类，评价区没有发现国家

级重点陆生保护动物。

3.4.2.2.水生生态现状

本次评价长江（赤壁段）水生生态调查引用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长江新螺段白鱀

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地调查及中长远规划》本底调查结果。本次调查为2015年-2016年，调查点

位为螺山、洪湖、石矶头、潘家湾、簰洲湾五个断面。采集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渔业

资源。

1）浮游植物

根据历史资料，长江（赤壁段）的浮游植物非常丰富，共分布有浮游植物 132种。2015-2016

年，在螺山、洪湖、老湾、石叽头、嘉鱼、潘家湾及簰洲湾共7个江段进行了浮游植物的采样，采

集到藻类共 60种。其中硅藻门、绿藻门、蓝藻门、甲藻门、隐藻门和裸藻门的种类数分别占总数

的43.3%、23.3%、16.7%、3.3%、11.7%和1.7%。经过鉴定、计数，各断面浮游植物的生物量在

0.05-0.19mg/L之间，平均生物量分别为 0.10mg/L。

长江（赤壁段）的浮游植物的多样性指数范围为 1.0-2.4，平均多样性指数为1.63。结果显示浮

游植物硅藻门、绿藻门、蓝藻门、甲藻门、裸藻门、金藻门、黄藻门、红藻门62.1%、2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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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0.9%、0.9%、0.9%。浮游 植物生物量平均 0.64mg/L。多样性在 2.33~2.98。

2）浮游动物

根据历史资料，保护区内浮游动物的记录为 103种。2015-2016年，在保护区螺山、洪湖、老

湾、石叽头、嘉鱼、潘家湾和簰洲湾共设置 7个浮游动物调查点，进行了动物的采样，采集到各类

群的浮游动物 51种。其中原生动物、轮虫、桡足类及枝角类所占种类百分比分别为 19.6%，37.3%，

25.5%和17.6%。经过鉴定和计数，保护区的浮游动物的生物量为 0.007-0.036mg/L，平均生物量为

0.019mg/L，浮游动物的多样性指数为 0.04-1.19，平均生物多样性指数为 0.57。

3）底栖动物

根据历史资料，白鱀豚保护区江段底栖动物最高记录 25种，其中寡毛类 7种，水生昆虫 5种，

软体动物11种，其他动物 2种。2015-2016年，在保护区江段进行了底栖动物的采集，共采集到底

栖动物 3门4纲5科12种。环节动物3种，占 25%，软体动物 1种，占8.33%，节肢动物 8种，

占66.6%。底栖生物平均密度为 289 ind./m2，平均生物量为 0.13g/m2，平均多样性指数为 0.61。

4）鱼类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长江新螺段白鱀豚保护区内分布有鱼类 10目、23科、103种。2014-2016

年间在保护区进行了多次的鱼类资源调查，共调查到鱼类84种。其中 78种为本地种，另包括罗非

鱼、斑点叉尾鮰、达乌尔鳇、俄罗斯鲟、施氏鲟和杂交鲟 6种外来鱼类。历史记录中的 25种未调

查到，其中白鲟、鯮等种类在长江中已多年未见，濒临灭绝，中华倒刺鲃、暗纹东方鲀等种类主要

分布区不在保护区内，属于保护区的偶见种。

根据固定断面渔获物监测的结果，在螺山江段优势度排名前 5的鱼类为贝氏、铜鱼、光泽黄颡

鱼和鲇。重量百分比排名前 5的鱼类为铜鱼、鲤、鲇、青鱼和鲢。尾数百分比排名前5的鱼类为：

贝氏䱗、光泽黄颡鱼、鲫、铜鱼和银鮈。

在潘家湾江段和簰洲湾江段中，优势度排名前 5的鱼类均为鲢、短颌鲚、草鱼、鲤和䱗。重量

百分比排名前 5的鱼类均为鲢、草鱼、鲤、鳙和南方鲇。尾数百分比排名前5的鱼类均为短颌鲚、

䱗、鳊、鲢和光泽黄颡鱼。

5）江豚观测

根据新螺段保护区江豚的人工观测结果，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 31日在保护区江段

共观测到江豚 253头次、发现江豚的位置基本集中于嘉鱼白沙洲、护县洲附近上下游和嘉鱼夹水域、

燕窝码头、潘家湾码头以及花口水道附近。

6）鱼类“三场”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143

（1）“四大家鱼”产卵场

四大家鱼是指青鱼、草鱼、鲢、鳙，是我国传统的养殖对象，在淡水渔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

长江是四大家鱼主要的栖息、繁殖地，这四种鱼的繁殖习性相似，常在同一个产卵场进行繁殖。

根据“四大家鱼”生理习性分析，其产卵活动主要受水温和水流条件的影响。长江中“四大家鱼”

繁殖的最低水温要求为 18℃，产卵适宜水温为21-24℃，这一水温条件一般在4 月下旬至7月中旬

达到，因此，长江中“四大家鱼”产卵繁殖期主要为4月下旬至7月中旬。同时，“四大家鱼”产

卵需要外界水流条件的刺激，产卵场一般位于急流弯道、江面狭窄、江心有沙洲或一岸有矶头伸入

江面的江段，涨水时节，这些地形特点常会使下泄江水受阻，造成或大或小的“泡漩水”，刺激性腺

发育成熟的“四大家鱼”产卵，产出的漂浮性卵随水流上下翻腾，汲水膨胀，不致下沉，从而保证

了卵的受精和正常孵化。

赤壁港规划范围内无四大家鱼产卵场，航道范围距陆溪口-嘉鱼产卵场约10km，最近作业区距

陆溪口-嘉鱼产卵场约30km。

（2）索饵场

鱼类的索饵或育幼场，常取决与其食性。摄食浮游生物的种类，如鲢鳙等，原多以水清质肥的

通江湖泊作为其索饵场所。但由于长期的河流泥沙冲刷淤积，围湖造田等开发，导致江湖阻隔，鱼

类适宜生长水域渐渐萎缩。长江由于三峡大坝蓄水后，坝下河段透明度加大，初级生产力提高，逐

渐演变为摄食浮游生物种类鱼类的索饵场。而草鱼等以摄食水生维管束植物、青鱼等以摄食螺蚌为

生的鱼类，通江湖泊仍是其最主要的索饵场。鲤鲫等杂食性鱼类的索饵场，常零散分布。除通江湖

泊外，城镇及村落沿岸，汇入长江的小支流末端，都是其索饵水域。

（3）越冬场

冬季水位下降，鱼类的越冬场主要分布于河道的深槽中。河道深槽的分布常与河床底质，河流

走势相关。工程河段处于长江主流顶冲区，沿岸较长范围内有一近岸深槽，但由于工程江段开发活

动时间较长，港口码头密集，江段自然岸线已变化成为人工构筑物即港口码头构筑物岸线，工程近

岸水域已不适合鱼类越冬。

本评价江段不涉及鱼类三场，仅为鱼类洄游通道。

7）重要水生动物生物学及现状

（1）白鱀豚 Lipotesvexillifer（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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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Ⅰ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白鱀豚是一种淡水鲸类，属白鱀豚科。

形态特征：白鱀豚身体呈纺锤形，全身皮肤裸露无毛，嘴部狭长，具长吻，上下颔两边密排着

130多颗圆锥形的牙齿，前额呈圆形隆起。皮肤细腻光滑，背面是浅灰蓝色，腹面是白色，体表呈

流线形，前肢为鳍肢，背鳍呈三角形。后肢退化，尾部未端左右平展，分成两叶，呈新月形。有一

个长园形凹穴状的鼻子或呼吸孔长在头顶的左上方。眼睛只有绿豆粒一般大小，已经退化，位于嘴

角后上方。耳朵位于眼的后方，外耳道已经消失。白鱀豚是鲸类家族中小个体成员，成年个体长2m，

体重100～200kg。

生活习性：肉食性，可捕食长江中下游的多种淡水鱼类，一般以小个体鱼为主，主要对象为草

鱼、青鱼、鳙和鲢。群居的白暨豚集体捕食。直接吞食，并不咀嚼。食量较大，日摄食量可占总体

重的10%至12%。

一般为群居，但群居特性不及与其同属鲸目的海豚明显，单个种群数量一般在3至4头左右，

多可达9至16头，但也经常发现个别个体单独行动。群居的白暨豚一般有一只成年或老年的大个

体豚引路，中间是幼豚，后面是青壮年豚。白鱀豚经常活动于河流交汇处，尤其喜欢在河流冲积的

浅滩区活动，常见其与江豚一起嬉戏。同其他江豚一样，白鱀豚一般主要在白天活动，尤其以清晨

和午后最为活跃，经常是几只白鱀豚排成一线，在浅水中以每隔10秒至30秒的间隔频频出水换气，

急速前进，最快可达每小时 80千米。其他时间里，白鱀豚相对安静，一般常在深水中缓慢游动，

换气的时间间隔也随之变长，最长可达200秒。在夜间，白鱀豚经常栖息于深水的漩涡中休息，有

时会持续在同一地点长达 5至6小时。

生性胆小，很容易受到惊吓，一般会远离船只，人类很难接近，加之其种群数量很少，活动区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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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较为广阔，所以在野生状态下对白鱀豚生活习性的研究十分有限。

分布：白暨豚曾广泛存在于长江流域的洞庭湖及鄱阳湖湖区，在长江中的分布最远至三峡地区

葛洲坝上游35km处，至上海附近的长江入海口都曾有发现。但长期以来，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

分布区域在逐渐缩小。

上述50年代时长江中尚可见到较大群体，至90年代，白鱀豚在洞庭湖与鄱阳湖湖区已经绝迹。

在长江分布范围的上限也已移至葛洲坝下游170km处的荆州附近。其下限缩减更为严重，到南京附

近就已踪迹罕至。在1997年至1999年的观测中，在南京下游临近的江阴以下就从未再有发现。2000

年至2004年的几次观测中，其分布主要限于长江流域洞庭湖至铜陵段。其中主要聚集在铜陵段、

鄱阳湖段和洪湖段3个区域。

现状：估计历史上长江曾经有白鱀豚5000头之多。1980年代初400多头，1986年减至300来

头，1990年有约200头，1993年为130余头，1995年不足100头，1997年到1999年，农业部连

续3年组织对白豚进行监测，三年找到的白鱀豚分别是13头、4头、4头。2000年白鱀豚仅剩不足

30头，被列为世界级濒危动物。2006年11月6日～12月13日，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

德国和瑞士等国近40名科学家，对宜昌至上海长江中下游干流 1700km江段进行了考察，未发现白

鱀豚。2007年8月19日在历史上白鱀豚经常出没的长江铜陵段拍摄到的白鱀豚被认为是疑似发现

白鱀豚。

2004年在长江南京段发现的一头搁浅死去的白鱀豚尸体是最后一次在野外发现白鱀豚。

到2006年的时候，研究人员就对外宣布了白鳍豚功能性灭绝的结论。所谓功能性灭绝，是指

一个物种的种群数量已经下降到无法繁衍的状态。如果在50年内没有发现白鳍豚的个体，才宣告

了它的彻底消失。

（2）中华鲟 Acipenser sinensisGray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1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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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Ⅰ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形态特征：体梭形。头较大，略呈长三角形。吻犁形，基部宽，前端尖，并微向上翘。胸腹部

平直。尾部细长。幼鱼头部背面棱形骨板的顶端具有突起，边缘锐利。眼小，侧位。鼻孔大，位于

眼的前方。口大，下位、横裂，能自山伸缩。上、下唇具有角质乳突。须2对，位于吻的腹面，排

成一横列。鳃孔大，鳃膜与峡部相连。身体具有5行骨板，背部的一行较大。各行骨板之间的皮肤

裸露、光滑。鳃弓肥厚，鳃耙较稀，似棒形。

背鳍位于身体后部，起点在腹鳍基部至臀鳍起点的距离的中点的垂直上方。胸鳍发达，位于胸

部的腹面。尾鳍歪形，上叶发达。肛门靠近腹鳍基部。鳔大，一室，前部钝圆，后部尖细。肠内有

7-8个螺旋瓣。

头部和身体背部青灰色或灰褐色，腹部灰白色，各鳍灰色。

生活习性：中华鲟是一种典型的溯河洄游鱼类，具有个体大，生命周期长，生长快，性成熟晚

的特点。繁殖期在10月至11月上旬，相当于农历寒露至立冬期间。产卵场河道山岭连绵、河岸陡

峭；河床岩石壅积，常形成深潭；水流湍急，流态紊乱。产卵场下段往往是开阔的砾石浅滩。

中华鲟喜走深槽沙坝即沿江河道水深较深且多沙丘的地方游移，并有明显喜停留在江底洼地或

有较大起伏的地形处的行为特点。

亲鱼每年4月至6月由海洋进入江河进行生殖洄游，在葛洲坝坝下产卵场的产卵时间在每年的

l0～l1月下旬，多数年份集中在 l0月下旬至 l1月上旬，按受精卵在江底孵化时同为5～7天计算，

即大约在每年的11月中、下旬开始降河，到第二年的5月中、下旬到达河口。宜昌至沙市江段是

刚出膜仔鲟的顺水漂流地区，因处于内营养阶段故不摄食。岳阳江段是幼鲟开始大量摄食和较长时

间停留的地区，出现在 1月份，持续到5月份。

中华鲟历史产卵场分布于牛栏江以下的金沙江下游和重庆以上的长江上游江段。1981年葛洲坝

水电工程阻断中华鲟产卵洄游通道后，其产卵场被迫压缩至葛洲坝至古老背约30km的江段，产卵

密集区在大坝泄洪闸区、宜昌船厂至庙嘴上游的物资码头之间的江心区和江左岸的深槽区，约3km。

自1997年以来监测结果表明，中华鲟产卵场位置有逐步压缩于坝下的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来，

产卵场局限分布在葛洲坝坝下至隔流堤之间。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时期，自2003年开始，有逐步推

迟的趋势，表现为2002年以前首次繁殖时间维持在 10月中下旬，2003年开始推迟到11月上旬，

2007年开始又推迟到11月下旬，2008-2010年基本上稳定在11月下旬。2003年以来，中华鲟自然

繁殖次数也由每年2次减少到1次。

摄食动物性食物。主要食物有摇蚊幼虫、蜻蜓幼虫等水生昆虫以及软体动物，虾、蟹和小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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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生话环境中，食物组成也有所变化。在长江中、上游地区食物主要是摇蚊幼虫、蜻蜓幼虫、

蜉蝣幼虫及植物碎屑等，在河口崇明岛附近的咸淡水中食物主要足虾类、蟹类及小鱼。

分布：分布在金沙江、长江干流和我国沿海。有时也进入洞庭湖等湖泊。

现状：为缓解葛洲坝和三峡工程建设对中华鲟资源的阻隔影响，相关单位长期致力于中华鲟保

护技术研究，探索多途径保护中华鲟，并在1982年创建中华鲟研究所。从1983年至今，每年都向

长江放流大量的鲟苗，至今已超过 700万尾。2018年11月，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督察总队在长江

渔政码头举行了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长江（武汉段）投放 300尾中华鲟。

（3）白鲟 Psephurus gladius (Martens)

国家Ⅰ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形态特征：体长梭形，前部扁平，后部稍侧扁。头较长。吻延长如剑状，前端扁平而狭窄，基

部宽大而肥厚，吻的两侧有柔软的皮膜。口下位，弧形；上下颇有尖细的小齿，吻的腹而有1对短

而细的吻须。鳃孔大，鳃盖仅由下鳃盖骨组成，无前鳃盖骨、间鳃盖骨和鳃盖骨。两侧鳃膜延伸至

胸鳍起点，且不与峡部相连。胸鳍腹位，背鳍起点在与其相对的腹鳍起点之后，均由不分枝鳍条组

成。尾鳍歪范形，上叶长于下叶。肠管短，约为体长的1/2,肠内有7～8个螺旋瓣。鳔大，1室。

头与体背部和尾鳍呈青灰色，腹部白色。

生活习性：作为洄游鱼类，长江白鲟有一种写在基因里的本能：性成熟后，白鲟们会在每年清

明节前后，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到宜宾江段和四川省江安县江段产卵；待幼鲟孵化后，再集体顺流

而下。

分布：长江干流及河口咸淡水区域。

现状：历史上白鲟成鱼的主要捕捞江段分布在四川雷波至宜宾、江津、重庆至万县，以及宜昌

至宜都。其中四川雷波至宜宾江段捕捞的白鲟一般都是个体较大、性腺发育成熟的个体，说明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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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场分布在该区域。

1981年，葛州坝水利枢纽修建后，长江中、下游的白鲟溯河洄游受阻，已经不能对上游的群体

形成补充，而在葛洲坝下江段，1983～1990年共捕捞了白鲟63尾，绝大多数性腺发育正常，其中

性腺已发育至 IV期的雌鱼有21尾，雄鱼8尾。尽管调查研究断续进行了多年，但未曾获得白鲟在

该江段能够自然繁殖的直接证据。

1981年以来，宜昌以上江段几乎历年都有捕捞白鲟的记录，但近几年明显减少。1995年以来，

在宜宾至重庆江段共捕获或发现活体或死亡的白鲟幼鱼或成鱼15尾，个体体重由0.5～168kg，最大

个体全长432mm。

上述记录反映了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后，白鲟形成了在长江上游水域能完成生活史的种群，金

沙江下游是其产卵场所在地，并且直至近年还有繁殖活动发生；长江白鲟的资源量近十余年来呈现

了显著下降的趋势，人类最后一次见到长江白鲟，是2003年1月，一条3米多长的白鲟撞进了四

川宜宾南溪县一名渔民的大网，2003年1月27日，众人用白色帆布担架把白鲟轻轻抬入水中，白

鲟扭着尾巴，拍出一阵小水花，没入茫茫长江中。自此，再也没有人类见过长江白鲟的可靠记录。

2019年12月23日，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of TheTotal Environment）

发表的一篇论文说，地球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中国特有物种长江白鲟已经灭绝。结论其实延迟了

10多年。根据这些科学家多年研究的结果，长江白鲟的灭绝时间应在2005-2010年之间。截至目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尚未宣布长江白鲟灭绝，在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它仍被列为“极

危”等级。

（4）江豚Neophocaenaasiaeorientalis（Pilleri etGihr）

国家Ⅱ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形态特征：江豚，属鼠海豚科、江豚属。该属仅1种，主要特点是没有背鳍，背部自体前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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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至尾鳍之间有不明显的隆起，隆起上有鳞状皮肤，全身均为淡蓝灰色，这些均与鼠海豚属不同。

江豚成体体长为120—190cm，体重100─220kg。头部较短，近似圆形，额部稍微向前凸出，吻

部短而阔，上下颌几乎一样长，牙齿短小，左右侧扁呈铲形。眼睛较小，很不明显。前5个颈椎愈

合，肋骨通常为14对。身体的中部最粗，横剖面近似圆形。背脊上没有背鳍，鳍肢较大，呈三角

形，末端尖，具有5指。尾鳍较大，分为左右两叶，呈水平状。后背在应该有背鳍的地方生有宽 3—4

厘米的皮肤隆起，并且具有很多角质鳞。全身为蓝灰色或瓦灰色，腹部颜色浅亮，唇部和喉部为黄

灰色，腹部有一些形状不规则的灰色斑。一些个体在腹面的两个鳍肢的基部和肛门之间的颜色会变

淡，有的还带有淡红色，特别是在繁殖期尤为显著。

生活习性：长江江豚主要分布在干流缓水区，洲头或洲尾，在支流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分布。江

豚一般生活在靠近岸边的有松软泥沙河床的浅水区，食物以鱼类和虾等为主。江豚一般呈2～4头

为一小群活动。大多数是一母豚带一幼年仔豚或一母一仔同时伴有一尚未成年的幼豚活动，也有成

年雌雄豚相伴而行的现象。即一母一仔，一母一仔幼或一雌一雄是构成群体的核心单元。这样的一

些核心单元一起活动就形成了通常意义上的群体。觅食的时候首先快速游动，多为深潜，露出水面

频繁，呼吸声也较大，有时嘴上还沾有污物，在水面激起数十厘米高的涌浪。发现猎物后就向前猛

冲，接着快速转体，用尾叶击水、搅水，驱赶鱼群，使其惊散。接着快速游动，迅速接近猎物，头

部灵活地转动、摆动以便准确定位。咬住猎物后，将鱼头调整为正对着咽喉的方向快速吞下，然后

再进行下一次捕食，也有时将较小的数条鱼都衔在口中后，再一次吞下。饱食后便缓慢地游动或悬

浮在水中。如果集体发现鱼群，就协调行动，彼此分开游动，潜水不深，游动方向不定，常伴有前

扑和甩头的动作，将猎物包围，被追逐的数十至上百条银白色的小鱼被迫跳出水面，使水面一片银

光闪闪，场面蔚为壮观。江豚捕食同时，空中盘旋的鸥类就会及时赶来，趁小鱼露出水面时不停地

飞速掠过水面，抢食小鱼。

长江江豚自然寿命20多年，每年6～7月为江豚交配季节，雌豚怀胎10-11月。一般在春季繁

殖，分娩持续时间较长，4-5月份为产仔盛期，初生仔豚长约70cm，每胎1仔。雌兽有明显的保护、

帮助幼仔的行为，表现为驮带、携带等方式。驮带时，幼仔的头部、颈部和腹部都紧贴着雌兽斜趴

在背部，呼吸时幼仔和雌兽相继露出水面。幼仔长大一些后，雌兽就常用鳍肢或尾叶托着幼仔的下

颌或身体的其他部位游动，呼吸时也相继露出水面。携带的方式更为常见，雌兽和幼仔靠得很近，

相距大约5一10米远，但身体并不接触，也是前后相继露出水面。授乳时，雌兽和幼仔常出没在

水较浅、较缓的区域，江豚食性较广，以鱼类为主，摄食虾类和头足类动物。

分布：长江江豚分布于长江中下游，能上溯到宜昌一带，进入洞庭湖和鄱阳湖以及与两湖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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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湘江和赣江。喜单只或成对活动，结成群体一般不超过4—5只，但也有87只在一起的记录。

现状：尽管长江江豚还有一定的数量，对环境适应能力和摄食范围较白鱀豚有较大的优势，但

人类的经济活动严重威胁着长江江豚的生存，其种群数量在逐年下降已为不争事实。1991年长江江

豚数量约2700多头，2006年，国际联合科学考察组经一个多月调查发现，江豚数量已不足1800头，

目前，可能仅为1000余头。王丁（2011年）认为长江干流中的长江江豚数量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

2006年的15年的时间减少了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按照目前的种群参数计算，在未来36年左右的

时间江豚将减少目前种群的 80％，已经达到 IUCN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极危级标准。长江江豚保护形

势严峻。

（5）胭脂鱼 Myxocyprinus asiaticus (Bleeker)

国家Ⅱ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形态特征：体侧扁，背部在背鳍起点处特别隆起。吻钝圆，口小，下位，呈马蹄形。唇厚，富

肉质，上唇与吻皮形成一深沟。下唇向外翻出形成一肉褶，上下唇具有许多细小的乳突。眼侧上位。

无须。下咽骨呈镰刀状，下咽齿单行，数目多。排列呈梳状，末端呈钩状。背鳍无硬刺，基部长，

延伸至臀鳍基部后上方。臀鳍短，其终点略与背鳍终点相对。肛门紧靠臀鳍起点。尾柄细长，尾鳍

又形。鳞大。侧线完全。鳔 2室，后室细长，其长度约为前室 2.3倍。

胭脂鱼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某些形态性状变化较大。如体长与体高的关系，在仔鱼阶段，体长

1.6-2.2cm时，其体形细长，长约为体高的遭4.7倍。在幼鱼阶段，体长12.0-28.0cm时，体长约为

体高的2.5倍。体高的增长速度比体长快，成鱼时期，体长58.4-98.0cm体长约为体高的3.4倍，此

时期体高增长反而减慢。

体色也随个体大小而变化。仔鱼阶段体长1.9-2.5cm，体呈灰白色。幼鱼阶段体长2.7-8.2cm，

呈深褐色，体侧各有3条黑色横条纹。背鳍、臀鳍、胸鳍、腹鳍略呈淡红色，并杂有黑色斑点。尾

鳍上叶灰白色，下叶下缘灰黑色。成熟个体，雄鱼体侧为青紫色，背鳍、尾鳍均呈淡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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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习性：产卵季节较早，为3月下旬至4月下旬，产卵时水温较低。当江水到达13℃时，就

发现胭脂鱼自然繁殖，产卵最适水温为14~16℃。胭脂鱼在流水环境中繁殖，产卵场多分布在江边

的滩坝上，水流较湍急，流态紊乱，底质为沙砾。

卵粘性，鱼卵产出后，卵膜吸水膨胀，并产生粘性，鱼卵粘附于沙砾上发育。吸水膨胀后的胭

脂鱼鱼卵，直径可达4.0～4.5mm。水温在13～15℃时，鱼卵从受精到孵出大约需经历 7～8天。刚

孵出的仔鱼，各种器官尚未发育完善，不能在水层游动，静卧于河床底部作间歇性抽动。这一时期

间约需6～8天，仔鱼极易受敌害残食，是死亡率很高的阶段。

以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常见的食物有蜉蝣目、蜻蜓目、襀翅目、毛翅目、摇蚊科等水生昆虫，

水生寡毛类、陆生蚯蚓以及淡水壳菜、蚬等软体动物。摄食量很大，消化道中的食物组成个体间差

异很大，其变异情况受栖息环境中底栖动物组成所制约。如在重庆江段解剖的个体，消化道的食物

以淡水壳菜为主，而在宜昌江段的个体常常大量吞食蜻蜓目幼虫及淡水壳菜。

分布：广泛分布于长江水系的干、支流。长江干流，金沙江、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

乌江、清江、汉江等河流，洞庭湖和鄱阳湖等沿江湖泊都有捕捞胭脂鱼的记录。其产卵场过去认为

主要分布于宜宾至重庆江段的长江上游干流，以及岷江、嘉陵江等支流里，以金沙江下游江段比较

集中。

现状：葛州坝截流后，胭脂鱼被分隔为坝上和坝下两个群体。1986年4月8日，在葛州坝水利

枢纽二江泄洪闸的下游附近，科研人员捕捞到1尾正在产卵的胭脂鱼雌鱼；同年秋季捕捞到2尾性

腺发育已成熟的雌鱼，年龄分别为8龄和9龄；1987年4月4日，在葛州坝水利枢纽下游的枝江县

白洋镇楼子河江段，捕捞到1尾正在自然繁殖的胭脂鱼雌鱼，体长95cm，体重17.75kg，年龄为10

龄；1988年4月25日，在葛洲坝水利枢纽下游29km处的云池江段，捕捞到 1尾正在产卵的胭脂

鱼雌鱼，体长82cm，体重9.2kg，年龄为7龄。此外，葛洲坝水利枢纽下的庙嘴、胭脂坝、虎牙滩、

云池、白洋，以及枝城等江段，历年都能捕捞到一定数量性腺发育成熟的胭脂鱼成鱼，甚至正在流

卵或流精的个体。

在宜昌以上江段，据有关统计，1958年，胭脂鱼占岷江渔获量的13%以上；70年代，胭脂鱼

资源开始明显下降，70年代中期只占渔获量的 2%左右；进入80年代后，胭脂鱼占长江上游渔获物

的比例已经不足1%，捕捞记录只能以尾为单位了。

上述事实表明，胭脂鱼在宜昌上、下游江段都可以自然繁殖，以上游的繁殖规模稍大一些，但

总的来说繁殖规模是很小的；长江上游江段没有胭脂鱼幼鱼明显的集中分布区域。

胭脂鱼属江湖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后，产卵亲鱼逆水至大江干流上游产卵繁殖，其产卵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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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宜宾市附近的长江、岷江和金沙江的屏山以下江段，秋后幼鱼顺水而下，在湖泊中育肥，体

成熟后回到长江下游的洄水湾生活。

3.5.地表水环境调查

3.5.1.赤壁市常规监测断面水质状况

本项目地表水主要涉及长江、陆水河、陆水湖，根据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 2019-2023《咸

宁市环境状况公报》可知，陆水河为长江一级支流，流经通城县、崇阳县、赤壁市和嘉鱼县，从陆

溪口汇入长江。本次规划环评以赤壁市境内或周边长江流域水源地监测数据作为评价依据。2023年

陆水河共布设 7个监测断面（国控断面4个，省控断面 2个、市控断面 1个）。陆水水库设置 4个

监测点位（省控断面）、咸宁市境内布置 1处长江市控监测点位。2019-2023年长江、陆水河和陆

水水库各监测点位水质综合评价结果见表 3.5-1。

表3.5-1 赤壁市地表水常规监测断面水质状况

序

号

河流

水库

断面名

称

归属

地

断面

属性

水质

类别

要求

2019年

水质类

别

2020年

水质类

别

2021年

水质类

别

2022年

水质类

别

2023年

水质类

别

2023年

水质状

况

2023年

超标项

目

年度

变化

1

陆水

河

隽水河

大桥下
崇阳 省控 Ⅲ Ⅲ Ⅲ Ⅲ Ⅱ Ⅲ 良 —

保持

优良

2
石矶头

大桥上
嘉鱼 国控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良 —

保持

优良

4
106大

桥
崇阳 市控 Ⅲ Ⅱ Ⅲ Ⅲ Ⅱ Ⅱ 优 —

保持

优良

5 浮溪桥 崇阳 省控 Ⅲ Ⅱ Ⅲ Ⅲ Ⅲ Ⅲ 良 —
保持

优良

6
洪下水

文站
崇阳 国控 Ⅲ Ⅱ Ⅱ Ⅱ Ⅱ Ⅱ 优 —

保持

优良

7 黄龙镇 赤壁 国控 Ⅲ Ⅲ Ⅱ Ⅱ Ⅱ Ⅱ 优 —
保持

优良

8 陆溪口 赤壁 国控 Ⅲ Ⅱ Ⅱ Ⅱ Ⅱ Ⅱ 优 —
保持

优良

9

陆水

水库

主坝 赤壁 省控 / Ⅱ Ⅱ Ⅱ Ⅲ Ⅲ 良 —
保持

优良

10 副坝 赤壁 省控 / Ⅱ Ⅱ Ⅱ Ⅲ Ⅲ 良 —
保持

优良

11 猪婆湖 赤壁 省控 / Ⅱ Ⅱ Ⅲ Ⅲ Ⅲ 良 —
保持

优良

12 蒲纺 赤壁 省控 / Ⅱ Ⅱ Ⅱ Ⅲ Ⅲ 良 —
保持

优良

13 长江 西流湾 嘉鱼 市控 Ⅱ / Ⅱ Ⅱ Ⅱ Ⅱ 优 —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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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

根据上表可知，2019-2023这5年来，陆水河各监测断面均能满足其水质类别要求，2022年水

质类别状况较好，总体而言，陆水河水质状况均未超标，波动较小，涉及赤壁境内的陆水河水域水

质状况较好。

2019-2023这5年来，陆水水库水质监测断面水质监测类别基本都维持Ⅱ-Ⅲ类标准要求，

2022-2023年水质类别均为Ⅲ类。

2020-2023这4年来，长江西流湾市控断面水质状况均满足Ⅱ类水质类别的要求，水质现状优

良。

2023年，陆水湖水质监测断面中，II类水质断面 4个，Ⅲ类水质断面 3个，水质达到Ⅱ-Ⅲ类要

求的断面比例为 100%。黄龙镇、陆溪口属于赤壁市监测断面，洪下水文站为赤壁市出境断面，其

水质状况均为优。按照断面水质类别比例法评价，陆水河总体水质为优，3个国控断面均满足水质

类别要求，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100%。

2023年，陆水水库 4个监测点位中，水质达到Ⅲ类要求的断面比例为 100%。按照断面水质类

别比例法评价，陆水水库总体水质为良。

2023年，长江（咸宁）西流湾监测点位水质达到Ⅱ类要求，按照断面水质类别比例法评价，长

江（咸宁）总体水质为优。

根据上表可知，近年来长江（咸宁）水质状况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Ⅱ类及以上标准；陆水水库水质状况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及

以上标准，陆水河水质状况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及以上标准。

3.5.2.地表水质量现状监测

为了进一步了解陆水河和长江水环境质量现状，对于陆水河水质现状本次评价引用上一轮规划

环评于2023年2月23日～2月25日对陆水河进行现状监测，长江（赤壁段）水质现状本次评价委

托武汉博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 19日～12月 21日对长江（赤壁段）进行现状监测，

具体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监测数据等相关信息如下所述。

（1）监测点位

项目共设置5个监测断面，布点断面位置见下表。

表3.5-2 地表水监测断面布置一览表

编号 断面设置 备注 所在流域

W1 珍湖湿地公园保护区边界 113°40′7.21″,29°51′48.59″ 陆水河

W2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下游 113°47′16.21″,29°46′54.05″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154

W3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上游 113°46′06.34″,29°46′00.11″

W4 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上游 113°52′13.81″,29°44′5.53″

W5 长江（赤壁）港区上游 113.619039°,29.883394° 长江

（2）监测因子

pH值、水温、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悬浮物、溶解氧、总磷、石油类。

（3）监测时段与频次

连续三天，每天一次。

（4）监测分析方法

采样方法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执行，分析方法按《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有关规定执行，见下表。

表3.5-3 地表水分析方法一览表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检出限 仪器名称型号及编号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GB6920-86
0.01

（pH单位）

一体式数字笔式pH 计

CT-6021A/XCT-003

溶解氧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2002年）3.3.1.3便携式溶解氧仪法（B）
--

JPB-607A 便携式溶解

氧测定仪/XCT-005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GB13195-91 -- 温度计XCT-250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GB11901-89 4mg/L
电子天平

FA2004N/XCT-244

高锰酸盐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酸性高锰酸钾法GB11892-89 0.5mg/L 滴定管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HJ505-2009
0.5mg/L

生化培养箱

SPX-250/XCT-215

溶解氧测定仪

JPSJ-606L/XCT-225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535-2009 0.025mg/L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752 型/XCT-214
总磷

（以P计）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GB11893-89 0.01mg/L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637-2012
0.01mg/L

红外测油仪

OIL-460YQ-A-SY-010

备注1.“--”表示不涉及检出限；2.“*”表示分包项目。

3.5.3.地表水质量现状评价

（1）执行标准

陆水河水环境质量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域水质标准，长江（赤

壁段）水环境质量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域水质标准。

（2）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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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评价采用单项水质标准指数法进行评价，其评价模式为：

Sij=Cij／Csi

式中：Sij——单项水质参数 i在第 j点标准指数；

Cij——单项水质参数 i在第 j点监测值，mg/L；

Csi——单项水质参数 i在第 j点标准值，mg/L。

pH值评价模式为：

式中：SpH，j—pH值在第 j点标准指数；

pHj—第 j点pH监测值；

pHsd—pH标准低限值；

pHsu—pH标准高限值。

DO的标准指数为：

式中：SDO，j—DO值在第 j点标准指数；

DOj—第 j点DO监测值；

DOs—DO标准值；

DOf—饱和溶解氧浓度；

T—水温，℃。

水质参数的标准指数>1，表明该水质参数超过了规定的水质标准，已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标

准指数越大，污染程度越重；标准指数越小，说明水体受污染的程度越轻。

（3）评价结果及分析

表3.5-4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一览表（单位：mg/L pH 无量纲）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GB3838-200

2）中“III类

珍湖湿地公园保护区边界

W1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下游

W2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上游

W3

蒲圻港区望山作业上

游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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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GB3838-200

2）中“III类

珍湖湿地公园保护区边界

W1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下游

W2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上游

W3

蒲圻港区望山作业上

游W4

2023.2.2

3

2023.2.2

4

2023.2.

25

2023.2.2

3

2023.2.2

4

2023.2.

25

2023.2.

23

2023.2.

24

2023.2.

25

2023.2.

23

2023.2.

24

2023.2.

25

pH 7.9 7.4 7.4 7.6 7.4 7.4 7.8 7.5 7.4 7.8 7.5 7.4 6-9

水温（℃） 12.5 11.4 13.1 10.8 11.7 12.4 11.7 12.1 12.7 12.3 11.8 11.8

周平均最大温

升≤1

周平均最大降

温≤2

高锰酸盐指数 2.4 2.3 2.4 2.4 2.4 2.3 2.4 2.3 2.4 2.1 2.1 2.0 6

五日生化需氧量 1.9 2.1 2.2 1.8 2.1 2.0 1.9 2.1 1.8 1.6 1.9 1.9 4

氨氮 0.797 0.802 0.785 0.881 0.915 0.860 0.878 0.866 0.883 0.559 0.541 0.569 1.0

悬浮物 15 16 15 27 29 28 16 16 15 18 19 18 /

溶解氧 7.9 8.0 7.7 7.6 7.9 7.8 7.8 7.7 7.7 7.8 7.7 7.7 ≥5

总磷 0.08 0.07 0.08 0.13 0.14 0.14 0.11 0.12 0.12 0.06 0.07 0.06 0.2

石油类
ND

（0.01）

ND

（0.01）

ND

（0.01）

ND

（0.01）

ND

（0.01）

ND

（0.01）

ND

（0.01）

ND

（0.01）

ND

（0.01）

ND

（0.01）

ND

（0.01）

ND

（0.01）
0.05

表3.5-5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一览表（单位：mg/L pH 无量纲）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Ⅱ类
长江（赤壁）港区上游W5

2024.12.19 2024.12.20 2024.12.21

pH 7.5 7.3 7.3 6-9

水温（℃） 6.8 6.2 7.0
周平均最大温升≤1

周平均最大降温≤2

高锰酸盐指数 1.4 1.9 1.2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2.8 2.2 2.1 3

氨氮（以 N计） 0.079 0.078 0.070 0.5

悬浮物 42 45 39 /

溶解氧 8.79 8.46 8.52 ≥6

总磷 0.08 0.08 0.08 0.1

石油类 0.03 0.04 0.03 0.05

注：ND表示未检出。

标准指数评价结果见下表。

表3.5-6 各评价因子标准指数一览表

检测项

目

检测结果

珍湖湿地公园保护区边

界W1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下游

W2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上游

W3

蒲圻港区望山作业上游

W4
长江（赤壁）港区上游W5

2023.

2.23

2023.2.

24

2023.2.

25

2023.2.

23

2023.2.

24

2023.2.

25

2023.2.

23

2023.2.

24

2023.2.

25

2023.2.

23

2023.2.

24

2023.2.

25

2024.12.

19

2024.12.

20

2024.1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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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

目

检测结果

珍湖湿地公园保护区边

界W1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下游

W2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上游

W3

蒲圻港区望山作业上游

W4
长江（赤壁）港区上游W5

pH 0.45 0.2 0.2 0.3 0.2 0.2 0.4 0.25 0.2 0.4 0.25 0.2 0.25 0.15 0.15

水温

（℃）
/ / / / / / / / / / / / / / /

高锰酸

盐指数
0.4 0.38 0.4 0.4 0.4 0.38 0.4 0.38 0.4 0.35 0.35 0.33 0.35 0.475 0.30

五日生

化需氧

量

0.475 0.525 0.55 0.45 0.525 0.5 0.475 0.525 0.45 0.4 0.475 0.475 0.93 0.73 0.70

氨氮 0.797 0.802 0.785 0.881 0.915 0.86 0.878 0.866 0.883 0.559 0.541 0.569 0.158 0.156 0.14

悬浮物 / / / / / / / / / / / / / / /

溶解氧 0.395 0.4 0.385 0.38 0.395 0.39 0.39 0.385 0.385 0.39 0.385 0.385 0.56 0.61 0.60

总磷 0.4 0.35 0.4 0.65 0.7 0.7 0.55 0.6 0.6 0.3 0.35 0.3 0.8 0.8 0.8

石油类 / / / / / / / / / / / / 0.6 0.8 0.6

由上表可知，陆水河各监测断面水质监测因子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III类水体”水质要求；长江（赤壁段）监测断面水质监测因子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Ⅱ类水体”水质要求；

3.6.环境空气质量调查

（1）常规监测

项目位于咸宁市赤壁市，涉及赤壁市多个镇区，本次评价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参考咸宁市生

态环境局发布的《2023咸宁市环境质量报告书》中的赤壁市常年大气常规污染物监测数据和结论。

具体监测数据见下表。

表3.6-1 2023年赤壁市大气常规质量监测数据情况 单位：ug/m3

年份 SO2 NO2 CO O3 PM10 PM2.5

2023年年均值 5 9 1100 143 42 26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类

功能区标准值
60 40 4000 160 70 35

2023年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由上表可知，2023年赤壁市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6-2012）

（含2018年修改单）二类排放标准，由此可知，2023年赤壁市属于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区。

（2）补充监测

为了进一步了解本项目周边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情况，本次评价引用上一轮规划环评于

2023年 2月 23日～3月 1日对区域周边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进行监测，具体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

监测数据等相关信息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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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点布置

项目在各作业区或码头周边共设置5个声环境现状监测点位，监测点位分布见表3.6-2。

表3.6-2 大气环境监测点位一览表

点位编号 监测点名称 方位 经纬度

G1 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 作业区范围内 113°42′16.91″,29°49′19.88″

G2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 作业区范围内 113°46′50.52″,29°46′11.74″

G3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油品储罐区 作业区范围内 113°46′41.08″,29°45′18.11″

G4 原蒲圻港区郑家洲作业区 作业区范围内 113°50′28.29″,29°45′55.11″

G5 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 作业区范围内 113°51′58.78″,29°44′27.29″

（2）监测时间与频率

2023年02月23日-3月1日，连续采样 7天，其中TSP为日均值，每日至少有 20个小时平均

浓度值或采样时间，1天1次；TVOC为8小时均值，每 8小时至少有 6小时平均浓度值，1天1

次。

（3）监测因子

TVOC、TSP；

（4）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如表3.6-3。

表3.6-3 环境空气分析方法一览表

检测

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及依据 分析仪器设备型号及编号

检出

限

环境

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1263-2022）

CPA225D 电子天平（十万分之一）（YHJ

C-JC-004-02）
7

总挥发性有机物（μg/m3）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50325-2020（附录 E）

PerkinElmerClarusSQ8T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YHJC-JC-014-05）
/

（4）监测结果

表3.6-4 拟建项目周界大气TSP环境监测及评价结果

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值 达标情况

车埠港区节堤作

业区G1○HQ1

2023.2.23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2

300

达标

2023.2.24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6 达标

2023.2.25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0 达标

2023.2.26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2 达标

2023.2.27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5 达标

2023.2.28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4 达标

2023.3.1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9 达标

车埠港区官田作

业区G2○HQ2

2023.2.23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5 达标

2023.2.24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2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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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值 达标情况

2023.2.25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0 达标

2023.2.26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40 达标

2023.2.27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42 达标

2023.2.28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6 达标

2023.3.1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7 达标

原蒲圻港区郑家

洲作业区

G4○HQ4

2023.2.23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55 达标

2023.2.24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46 达标

2023.2.25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49 达标

2023.2.26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45 达标

2023.2.27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49 达标

2023.2.28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47 达标

2023.3.1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39 达标

蒲圻港区望山作

业G5○HQ5

2023.2.23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49 达标

2023.2.24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56 达标

2023.2.25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54 达标

2023.2.26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45 达标

2023.2.27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52 达标

2023.2.28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44 达标

2023.3.1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148 达标

表3.6-5 拟建项目周界大气TVOC环境监测及评价结果

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

值

达标

情况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第5次 第6次 8小时值

车埠港区官田作

业油品储罐区

G3○HQ3

2023.2.23 总挥发性有机物（μg/m3） 40.9 33.4 37.7 71.3 38.3 50.1 45.3

600

达标

2023.2.24 总挥发性有机物（μg/m3） 29.4 24.9 48.7 59.4 92.4 44.1 49.8 达标

2023.2.25 总挥发性有机物（μg/m3） 51.0 29.3 34.1 35.9 40.5 31.9 37.1 达标

2023.2.26 总挥发性有机物（μg/m3） 34.6 22.2 32.9 30.1 13.9 7.42 23.5 达标

2023.2.27 总挥发性有机物（μg/m3） 16.1 14.6 20.4 18.8 8.95 22.2 16.8 达标

2023.2.28 总挥发性有机物（μg/m3） 21.7 38.4 23.5 11.1 38.3 45.2 29.7 达标

2023.3.1 总挥发性有机物（μg/m3） 17.5 34.4 31.7 42.1 19.3 33.6 29.8 达标

根据以上监测可知，项目各作业区 TSP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TVOC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导则》（HJ2.2-2018）附录D标准值要求，项目所在地周边

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3.7.声环境现状调查

为了进一步了解本项目周边区域的声环境质量现状情况，本次评价引用上一轮规划环评于 2023

年02月25日-26日及 2023年5月 26日～5月27日对项目所在地部分区域的声环境质量检测，同

时委托武汉博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12月20日对新增的港区长江（赤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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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域周边声环境质量现状进行监测，具体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监测数据等相关信息如下所述。

（1）监测点布置

项目在各作业区或码头周边共设置12个声环境现状监测点位，监测点位分布见表3.7-1。

表3.7-1 环境噪声监测点位、频次、项目一览表

监测点 点位描述 性质 位置 经纬度

N1 祝家山 居民点
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外

113°42′38.85″,29°49′6.07″

N2 孔家山 居民点 113°42′41.94″,29°48′51.02″

N3 车埠镇区鸭儿湖村 居民点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外

113°46′25.84″,29°45′41.75″

N4 鼓潭村 居民点 113°47′22.12″,29°46′4.43″

N5 邱家湾 居民点
原蒲圻港区郑家洲作业

区外
113°50′27.28″,29°45′40.53″

N6 钱家湾 居民点

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外

113°50′39.80″,29°44′7.27″

N7 张家 居民点 113°51′47.46″,29°44′32.56″

N8 大沙洲 居民点 113°52′5.85″,29°44′7.74″

N9 赤壁市城市污水处理厂 工业企业 113°52′2.06″,29°44′18.07″

N10 近水楼台小区 居民点 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

区外

113°52′24.00″,29°43′39.97″

N11 景晖花园小区 居民点 113°53′23.42″,29°42′22.85″

N12 陆水湖风景区游客集散中心 风景名胜区 陆水湖大坝港区 113°53′55.25″,29°41′29.89″

N1补 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东侧 S417 交通干线侧 节堤作业区 113°42′24.90″,29°49′18.63″

N2补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北侧陆水河边 航道侧 官田作业区 113°46′40.90″,29°46′6.00″

N3补 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北侧乡道 航道侧 望山作业区 113°50′43.98″,29°44′28.27″

N4补 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赤高线西侧 航道侧 旅游客运作业区 113°52′18.01″,29°43′38.52″

N5补 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陆水湖大道 交通干线侧 旅游客运作业区 113°53′20.81″,29°42′18.24″

N6补 陆水湖大坝港区陆水湖大道 交通干线侧 陆水湖大坝港区 113°53′51.79″,29°41′44.67″

△1# 赤壁镇区居民 居民点

长江（赤壁）港区外

113°37'45.49",29°52'26.13"

△2# 东风村 居民点 113°37'47.54",29°52'55.91"

△3# 咸宁市赤壁古战场景区 风景名胜区 113°37'46.88",29°52'43.28"

（2）监测时间与频率

检测单位于2023年02月25日-26日、2023年5月26日～5月 27日、2024年12月19日～12

月20日对各个噪声监测点进行了昼间和夜间连续监测。并统计等效声级 Leq值，同时记录监测点主

要噪声源和周围环境特征。

（3）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如表3.7-2。

表3.7-2 环境噪声监测方法

项目 方法 仪器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AWA2618B声级计

（4）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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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监测取其最大值，统计结果见表3.7-3。

表3.7-3 拟建项目周界噪声等效声级监测及评价结果 单位 dB(A)

检测点位 采样时间
检测结果〔dB(A)〕

执行标准 达标情况
2023.2.25 2023.2.26

祝家山N1△1
昼间 51.8 51.9 60 达标

夜间 45.4 45.6 50 达标

孔家山N2△2
昼间 52.1 52.3 60 达标

夜间 45.2 45.4 50 达标

车埠镇区鸭儿湖村N3△3
昼间 52.4 52.6 60 达标

夜间 44.7 44.6 50 达标

彭潭村N4△4
昼间 51.6 51.8 60 达标

夜间 45.1 44.8 50 达标

邱家湾N5△5
昼间 52.5 52.4 60 达标

夜间 45.6 45.8 50 达标

钱家湾N6△6
昼间 51.9 51.7 60 达标

夜间 45.3 45.4 50 达标

张家N7△7
昼间 51.5 51.3 60 达标

夜间 46.2 46.4 50 达标

大沙洲N8△8
昼间 52.4 52.2 60 达标

夜间 46.7 46.9 50 达标

赤壁市城市污水处理厂N9△9
昼间 56.2 56.4 65 达标

夜间 48.1 48.3 55 达标

近水楼台小区N10△10
昼间 53.3 53.5 60 达标

夜间 46.2 46.5 50 达标

景晖花园小区N11△11
昼间 53.5 53.7 60 达标

夜间 46.6 46.8 50 达标

陆水湖风景区游客集散中心

N12△12

昼间 50.3 50.5 55 达标

夜间 43.2 43.6 45 达标

检测点位 采样时间
检测结果〔dB(A)〕

执行标准 达标情况
2023.5.26 2023.5.27

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东侧 S417△1
昼间 52.1 53.6 70 达标

夜间 43.2 43.7 55 达标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北侧陆水河边

△2

昼间 49.6 48.7 70 达标

夜间 42.0 42.8 55 达标

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北侧乡道△3
昼间 47.3 46.5 70 达标

夜间 41.4 41.9 55 达标

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赤高线西

侧△4

昼间 54.5 55.8 70 达标

夜间 45.3 46.2 55 达标

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陆水湖大

道△5

昼间 55.7 56.2 70 达标

夜间 44.6 43.3 55 达标

陆水湖大坝港区陆水湖大道△6
昼间 58.7 57.9 70 达标

夜间 46.9 45.8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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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位 采样时间
检测结果〔dB(A)〕

执行标准 达标情况
2023.2.25 2023.2.26

检测点位 采样时间
检测结果〔dB(A)〕

执行标准 达标情况
2024.12.19 2024.12.20

赤壁镇区居民△1#
昼间 56 54 60 达标

夜间 46 43 50 达标

东风村△2#
昼间 54 58 60 达标

夜间 45 45 50 达标

咸宁市赤壁古战场景区△3#
昼间 51 53 55 达标

夜间 40 39 45 达标

（6）评价结果

由上表可知，项目各作业区各监测点位昼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对应的《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1类、2类、3类、4a类标准的要求。由此可知，评价区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3.8.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为进一步了解项目所在地周边的土壤环境质量现状，本次评价引用上一轮规划环评于 2023年

02月23日对项目所在地进行土壤现状监测，详细监测情况及监测结果如下：

（1）监测点位

项目共设置 3个监测点位，具体布点位置及设置说明见表 3.8-1。

表3.8-1 土壤监测点位、频次一览表

编号 监测点位 备注 监测频次

T1（表层） 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 113°42′16.91″,29°49′19.88″
1次T2（表层）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油品储罐区 113°46′41.08″,29°45′18.11″

T3（表层）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油品储罐区管廊输送带 113°46′21.17″,29°45′56.42″

（2）监测项目

砷、镉、铬、铜、铅、汞、镍、四氧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

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

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

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硝基苯、

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

芘、萘、石油烃（C10-C40）。

（3）监测频次

监测频次：1次。

（4）监测时间

2023年0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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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样和分析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按有关规定进行，详见表3.8-2。

表3.8-2 土壤监测分析方法及仪器设备一览表

检测项目 标准方法名称 主要仪器及编号 检出限

汞*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680-2013

AFS-8220原子荧光光度计

YHJC-JC-026-01

0.002mg/kg

砷* 0.01mg/kg

镍*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17139-1997

PinAAcle900H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光

谱仪YHJC-JC-027-01

5mg/kg

铜*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17138-1997 1mg/kg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17141-1997

0.01mg/kg

铅* 0.1mg/kg

硝基苯*
气相色谱/质谱法HJ834-2017

ISO7000-Stnovpi 气相色谱质谱仪

YHJC-JC-014-01

0.09mg/kg

苯胺* /

六价铬 碱消解/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PinAAcle900H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光

谱仪YHJC-JC-027-01
2mg/kg

2-氯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834-2017

ISO7000-Stnovpi 气相色谱质谱仪

YHJC-JC-014-01

0.06mg/kg

1,1-二氯乙烯*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605-2011

0.001mg/kg

二氯甲烷* 0.0015mg/kg

反-1,2-二氯乙烯* 0.0014mg/kg

1,1-二氯乙烷* 0.0012mg/kg

顺-1,2-二氯乙烯* 0.0013mg/kg

氯仿* 0.0011mg/kg

1,1,1-三氯乙烷* 0.0013mg/kg

1,2-二氯乙烷* 0.0013mg/kg

苯* 0.0019mg/kg

四氯化碳* 0.0013mg/kg

三氯乙烯* 0.0012mg/kg

1,2-二氯丙烷* 0.0011mg/kg

甲苯* 0.0013mg/kg

1,1,2-三氯乙烷* 0.0012mg/kg

四氯乙烯* 0.0014mg/kg

氯苯* 0.0012mg/kg

1,1,1,2-四氯乙烷* 0.0012mg/kg

乙苯* 0.0012mg/kg

对-二甲苯+间-二甲苯

*
0.0012mg/kg

苯乙烯* 0.0011mg/kg

邻-二甲苯* 0.0012mg/kg

1,1,2,2-四氯乙烷* 0.0012mg/kg

1,2,3-三氯丙烷* 0.0012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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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二氯苯* 0.0015mg/kg

1,2-二氯苯* 0.0015mg/kg

氯乙烯* 0.001mg/kg

氯甲烷* 0.001mg/kg

萘*

气相色谱/质谱法HJ834-2017
ISO7000-Stnovpi 气相色谱质谱仪

YHJC-JC-014-01

0.09mg/kg

苯并[a]蒽* 0.1mg/kg

䓛* 0.1mg/kg

苯并[b]荧蒽* 0.2mg/kg

苯并[k]荧蒽* 0.1mg/kg

苯并[a]芘* 0.1mg/kg

二苯并[a,h]蒽* 0.1mg/kg

茚并[1,2,3-c,d]芘* 0.1mg/kg

石油烃（C10-C40）

（6）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测定及监测分析测试单位出具的监测结果报告，项目所在地pH在 8.0~8.6之间，主要

监测结果如下：

表3.8-3 土壤环境因子检测结果一览表（单位：mg/kg）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采样日期：2023.2.23）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

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

达标情

况

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

T1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

油品储罐区T2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油

品储罐区管廊输送带T3

0-0.2m 0-0.2m 0-0.2m

砷 7.67 11.6 / 60 达标

镉 0.11 0.12 / 65 达标

铬（六价） ND（0.5） ND（0.5） / 5.7 达标

铜 26 18 / 18000 达标

铅 13.2 18.0 / 800 达标

汞 0.096 0.144 / 38 达标

镍 18 18 / 900 达标

四氯化碳 ND（0.0013） ND（0.0013） / 2.8 达标

氯仿 ND（0.0011） ND（0.0011） / 0.9 达标

氯甲烷 ND（0.0010） ND（0.0010） / 37 达标

1,1-二氯乙烷 ND（0.0012） ND（0.0012） / 9 达标

1,2-二氯乙烷 ND（0.0013） ND（0.0013） / 5 达标

1,1-二氯乙烯 ND（0.0010） ND（0.0010） / 66 达标

顺-1,2-二氯乙烯 ND（0.0013） ND（0.0013） / 596 达标

反-1,2-二氯乙烯 ND（0.0014） ND（0.0014） / 54 达标

二氯甲烷 0.0069 ND（0.0015） / 616 达标

1,2-二氯丙烷 ND（0.0011） ND（0.0011） / 5 达标

1,1,1,2-四氯乙烷 ND（0.0012） ND（0.0012） / 1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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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四氯乙烷 ND（0.0012） ND（0.0012） / 6.8 达标

四氯乙烯 ND（0.0014） ND（0.0014） / 53 达标

1,1,1-三氯乙烷 ND（0.0013） ND（0.0013） / 840 达标

1,1,2-三氯乙烷 ND（0.0012） ND（0.0012） / 2.8 达标

三氯乙烯 ND（0.0012） ND（0.0012） / 2.8 达标

1,2,3-三氯丙烷 ND（0.0012） ND（0.0012） / 0.5 达标

氯乙烯 ND（0.0010） ND（0.0010） / 0.43 达标

苯 ND（0.0019） ND（0.0019） / 4 达标

氯苯 ND（0.0012） ND（0.0012） / 270 达标

1,2-二氯苯 ND（0.0015） ND（0.0015） / 560 达标

1,4-二氯苯 ND（0.0015） ND（0.0015） / 20 达标

乙苯 ND（0.0012） ND（0.0012） / 28 达标

苯乙烯 ND（0.0011） ND（0.0011） / 1290 达标

甲苯 ND（0.0013） ND（0.0013） / 1200 达标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ND（0.0012） ND（0.0012） / 570 达标

邻二甲苯 ND（0.0012） ND（0.0012） / 640 达标

硝基苯 ND（0.09） ND（0.09） / 76 达标

苯胺 ND（0.1） ND（0.1） / 260 达标

2-氯酚 ND（0.06） ND（0.06） / 2256 达标

苯并[a]蒽 ND（0.1） ND（0.1） / 15 达标

苯并[a]芘 ND（0.1） ND（0.1） / 1.5 达标

苯并[b]荧蒽 ND（0.2） ND（0.2） / 15 达标

苯并[k]荧蒽 ND（0.1） ND（0.1） / 151 达标

䓛 ND（0.1） ND（0.1） / 1293 达标

二苯并[a,h]蒽 ND（0.1） ND（0.1） / 1.5 达标

茚并[1,2,3-cd]芘 ND（0.1） ND（0.1） / 15 达标

萘 ND（0.09） ND（0.09） / 70 达标

石油烃（C10-C40） / 25 70 4500 达标

由上述监测可知，项目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和官田作业区各点位的土壤监测因子均能满足《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表 1第二类用地

筛选值标准。由此可知，项目所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3.9.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为进一步了解项目所在地周边的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本次评价本次评价引用上一轮规划环评

于2023年02月24日对项目所在地进行地下水现状监测，详细监测情况及监测结果如下：

（1）监测点位

项目区周边共布设3个监测点，占地范围上下游、占地范围内具体布点位置及设置说明见表3.9-1。

表3.9-1 地下水监测点位、频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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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监测点位 备注 监测频次

D1 地下水下游鸭儿湖村 113°46′25.84″,29°45′41.75″
1次D2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油品储罐区 113°46′37.62″,29°45′17.16″

D3 地下水上游肖桥村 113°46′51.91″,29°44′30.54″

（2）监测项目

基本因子：pH、K+、Na+、Ca2+、Mg2+、CO32-、HCO3-、Cl-、SO42-、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

挥发性酚类、氰化物、砷、汞、铬（六价）、总硬度、铅、氟、镉、铁、锰、溶解性总固体、高锰

酸盐指数、硫酸盐、氯化物、总大肠菌群、细菌总数、水位。

（3）监测频次

监测频次：1次。

（4）监测时间

2023年02月24日。

（5）采样和分析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按有关规定进行，详见表 3.9-2。

表3.9-2 地下水监测分析方法及仪器设备一览表 单位：mg/L
检测项目 标准方法名称 主要仪器及编号 检出限

钾

《水质 可溶性阳离子（Li+、Na+、NH4+、K+、Ca2+、Mg2+

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HJ812-2016）
CIC-D100 离子色谱（阳）（YHJC-JC-024-02）

0.02

钠 0.02

钙 0.03

镁 0.02

碳酸根 《地下水质分析方法 第49部分：碳酸根、重碳酸根和氢 氧

根离子的测定 滴定法》（DZ/T0064.49-2021）
25mL无色聚四氟乙烯滴定管

5

碳酸氢根 5

氯化物 《水质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SO32-

、SO42-）的测定离子色谱法》（HJ84-2016）
GS50 离子色谱（阴）（YHJC-JC-024-03）

0.007

硫酸盐 0.018

pH（无量纲

）
《水质pH值的测定 电极法》（HJ1147-2020）

C-600 便携式七合一测定仪（YHJC-CY-050-04

）
/

氨氮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535-2009） 721 可见分光光度计（YHJC-JC-012-01） 0.025

硝酸盐
《水质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SO32-

、SO42-）的测定离子色谱法》（HJ84-2016）
GS50 离子色谱（阴）（YHJC-JC-024-03） 0.016

亚硝酸盐 《水质亚硝酸盐氮的测定分光光度法》（GB7493-1987） 721 可见分光光度计（YHJC-JC-012-01） 0.003

挥发性酚类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HJ

503-2009）
721 可见分光光度计（YHJC-JC-012-01） 0.0003

氰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指标》（GB/T

5750.5-2006（4.1））
721 可见分光光度计（YHJC-JC-012-01） 0.002

砷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 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

694-2014）

AFS-8220 原子荧光光度计（YHJC-JC-026-01） 0.0003

汞 AFS-8510 原子荧光光度计（YHJC-JC-026-02）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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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铬（六价）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GB/T5750.6-2006

（10.1））
721 可见分光光度计（YHJC-JC-012-02） 0.004

总硬度

（mmol/L）
《水质钙和镁总量的测定EDTA 滴定法》（GB7477-1987） 50.0mL无色聚四氟乙烯滴定管 0.05

铅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GB/T5750.6-2006

（11.1））

PinAAcle900H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Y

HJC-JC-027-02）
0.0025

氟化物
《水质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SO32-

、SO42-）的测定离子色谱法》（HJ84-2016）
GS50 离子色谱（阴）（YHJC-JC-024-03） 0.006

镉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GB/T5750.6-2006

（9.1））

PinAAcle900H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Y

HJC-JC-027-01）
0.0005

铁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GB/T5750.6-2006

（1.4））

Optima830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Y

HJC-JC-003-01）

0.0045

锰 0.0005

溶解性总固

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GB/T5750.6-2006

（8.1））

GL124-1SCN 电子天平（万分之一）（YHJC-JC-

004-01）
4

耗氧量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GB/T5750.6-2006

（1.1））
HH-S6A 数显恒温水浴锅（YHJC-JC-016-02） 0.05

总大肠菌群

(MPN/100m

L)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GB/T

5750.12-2006（2.1））

YX280/20 手提式不锈钢压力蒸汽灭菌锅（YHJ

C-JC-011-02）

SPX-250 生化培养箱（YHJC-JC-023-04）

<2

菌落总数

（CFU/mL）
《水质 细菌总数的测定 平 皿计数法》（HJ1000-2018）

YX280/20 手提式不锈钢压力蒸汽灭菌锅（YHJ

C-JC-011-02）

SPX-250 生化培养箱（YHJC-JC-023-04）

/

（6）监测结果

表3.9-3 地下水环境因子检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mg/L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采样日期：2023.2.24）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Ⅲ类标准

达标

情况
地下水下游鸭儿湖

村D1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油品

储罐区D2

地下水上游肖桥村

D3

钾 3.71 2.15 14.6 / /

钠 22.6 4.52 19.6 200 达标

钙 40.0 16.1 125 / /

镁 10.5 2.74 10.6 / /

碳酸根 ND（5） ND（5） ND（5） / /

碳酸氢根 87 50 360 / /

氯化物 33.5 7.64 24.6 250 达标

硫酸盐 34.8 11.8 49.0 250 达标

pH（无量纲） 7.2 7.2 7.3 6.5-8.5 达标

氨氮（以 N计） 0.069 0.043 0.058 0.50 达标

硝酸盐（以 N计） 10.6 0.860 2.00 20.0 达标

亚硝酸盐（以 N计） 0.005 0.015 0.004 1.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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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采样日期：2023.2.24）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Ⅲ类标准

达标

情况
地下水下游鸭儿湖

村D1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油品

储罐区D2

地下水上游肖桥村

D3

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 ND（0.0003） ND（0.0003） ND（0.0003） 0.002 达标

氰化物 ND（0.002） ND（0.002） ND（0.002） 0.05 达标

砷 ND（0.0003） ND（0.0003） ND（0.0003） 0.01 达标

汞 ND（0.00004） ND（0.00004） ND（0.00004） 0.001 达标

铬（六价） ND（0.004） ND（0.004） ND（0.004） 0.05 达标

总硬度（以 CaCO3计）

（mmol/L） 1.53 0.59 3.63 450 达标

铅 ND（0.0025） ND（0.0025） ND（0.0025） 0.01 达标

氟化物 0.098 0.070 0.159 1.0 达标

镉 ND（0.0005） ND（0.0005） ND（0.0005） 0.005 达标

铁 ND（0.0045） ND（0.0045） ND（0.0045） 0.3 达标

锰 ND（0.0005） ND（0.0005） ND（0.0005） 0.10 达标

溶解性总固体 262 94 606 1000 达标

耗氧量（CODMn法，以 O2

计）
0.87 0.49 0.58 3.0 达标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2 <2 <2 3.0 达标

菌落总数（CFU/mL） 72 79 84 100 达标

水位 19.39 23.17 28.09 / /

由上述监测可知，项目官田作业区地下水及上下游各点位的水质监测因子均能满足《地下水质

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由此可知，项目所在地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3.10.底泥监测情况

本次评价参考《湖北省赤壁市陆水湖水源地保护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对陆水湖底泥的

检测数据，监测时间为 2022年4月，监测采样地点为陆水湖。

（1）底泥采样

参照《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依据污染污

染物分布特点、性质不同，选定检测指标。对陆水湖底泥情况进行了取样分析，陆水湖 LSH1#、

LSH4#、LSH5#底泥呈黑色，微弱气味，LSH2# 底泥呈深棕色，微弱气味，LSH3#底泥呈黑灰色，

微弱气味。通过对底泥厚度进行检测发现，LSH1#底泥淤积厚度为1.0m，LSH2#、LSH3#底泥淤积

厚度为 0.3~0.5m，LSH4#底泥淤积厚度为0.5~0.7m，LSH5# 底泥淤积厚度为0.2~0.3m。底泥检测点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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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1 取样点分布图

底泥采样点位置及底泥特征见下表所示：

表3.10-1 底泥采样点位置及底泥特征

区域 采样点位 淤积深度 样品状态 GPS 定位

荆泉河鱼塘 LSH1#
0.5m 黑色、微弱气味

E:113°53′15.84″，N:29°39′8.19″
1.0m 黑色、微弱气味

荆泉河湖汊 LSH2# 0.3m 深棕色、微弱气味 E:113°53 ′18.42″，N:29°39 ′20.54″

泉门河湖汊 LSH3# 0.3m 黑灰色、微弱气味 E:113°54′19.49″，N:29°39′20.36″

泉门河鱼塘 LSH4# 0.5m 黑色、微弱气味 E:113°54′14.78″，N:29°39′34.59″

双丘村湖汊 LSH5# 0.2m 黑色、微弱气味 E:114°2′56.70″，N:29°42′7.20″

（2）底泥采样结果

2022年4月湖北微谱技术有限公司对湖北省咸宁市陆水湖水源地保护工程底泥进行采用并检测，

检测报告编号WHB-22030046-HJ-01。

陆水湖底泥采样结果见下表所示：

表3.10-2 陆水湖底泥检测结果

检测项

目

检测结果
单位

LSH1#(0.5m) LSH1#(1.0m) LSH2#(0.3m) LSH3#(0.3m) LSH4#(0.5m) LSH5#(0.2m)

全氮 3510 1870 1780 2620 2890 2530 mg/kg

总磷 703 686 480 954 1030 595 mg/kg

有机

质
86.3 41.9 34.9 52.6 56.4 112 g/kg

汞 0.136 0.152 0.149 0.306 0.192 0.270 mg/kg

镉 0.67 0.74 0.40 0.53 0.46 1.27 mg/kg

砷 11.9 12.3 10.6 10.8 14.9 13.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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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 67 65 46 63 66 57 mg/kg

铬 95 93 82 86 72 97 mg/kg

（3）底泥检测分析

根据底泥检测结果，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2018），

LSH1#~LSH5#底泥中的汞、砷、铅、铬含量低于农用地风险筛选值，镉含量高于农用地风险筛选值，

低于农用地土壤风险管制值。清淤产生的淤泥可堆至弃渣场植树造林，不宜种植食用农产品。

参考《美国环保部沉积物TP污染分级判断标准》（见表 3.10-4）对陆水湖底泥进行评估。结

果表明，LSH1#、LSH3#、LSH4#底泥TP含量均属于重度污染，LSH2#、LSH5#底泥TP含量属于

中度污染。

表3.10-3 美国环保部沉积物 TP 污染分级判断标准

指标 含量(mg/kg) 污染程度判定

TP

＜420 无污染或轻度污染

420-650 中度污染

＞650 重度污染

综上所述，陆水湖底泥N、P含量较高，为控制底泥氮磷营养物质的释放问题，需进行清淤。

底泥中镉含量高于农用地风险筛选值，低于农用地土壤风险管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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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港口建设回顾性评价

4.1.港口发展现状

下表简要总结了赤壁港码头、航道、锚地、吞吐量等现状具体情况，详细内容在下文以文字形

式详细描述。

表4.1-1 赤壁港现状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 现状（2023年）情况

1 吞吐量 吞吐量为62.6吨

2 航道 长江（赤壁）Ⅰ级航道；洪庙～节堤枢纽Ⅳ级航道；节堤枢纽～京港澳高速段Ⅲ级航道

3 锚地 陆水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的车埠锚地和陆水河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的望山锚地

4 船型 500吨级船型

5 岸线 845m

6 码头泊位 泊位7个（生产性泊位1个、公务泊位3个，污染物接收码头2个）

4.1.1.吞吐量发展历程

目前，赤壁港生产性码头只有车埠综合码头在运营，该码头为 1个 500吨级泊位临时保供电厂

煤炭运输，主要承担经济腹地的煤炭、卵石和抛江石等散装货物的进出口运输和中转。2023年完成

港口吞吐量 62.6万吨，主要以进口为主，其中进口煤炭 61.44万吨，供电厂运输煤炭使用；完成卵

石吞吐量0.27万吨，完成抛江石吞吐量0.89万吨。该码头为过渡性码头，一旦本次规划获批，该过

渡性码头即刻拆除。

4.1.2.现有码头泊位

赤壁港现有现状码头7个，现状码头情况详见表4.1-2。

表4.1-2 赤壁港泊位分布表

干/

支
港区 作业区/港点 现有泊位数 码头名称

长

江

长江赤壁港

区

长江海事赤壁码头 1 长江海事赤壁码头

长江赤壁旅游码头 1 长江赤壁旅游码头

陆

水

河

陆水河车埠

港区

节堤作业区 1 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码头

官田作业区 2 车埠综合码头（电厂煤炭保供过渡性码头）、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码头

陆水河蒲圻

港区

望山作业区 / /

旅游客运作业区 / /

陆水湖大坝 公务码头 2 财政局公务码头、防汛公务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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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

目前，赤壁港现有非生产泊位有6个，包括长江海事赤壁码头、长江赤壁旅游码头、节堤船舶

污染物接收码头、车埠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大坝港区财政局公务码头及防汛公务码头。生产泊位

1个，为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的车埠综合码头。

4.1.3.锚地现状

赤壁港目前建设有两处锚地，分别为位于赤壁港陆水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的车埠锚地和位于

赤壁港陆水河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的望山锚地。锚地规模详见下表：

表4.1-3 赤壁港锚地现状表

序号 锚地名称 尺寸（m） 面积（平方米）

1 车埠锚地 1000×35 35000

2 望山锚地 360.4×35 12614

4.1.4.航道现状

赤壁市已形成以长江为依托、以内河为基础的干支相联的水路网，其主要通航河流大体可归纳

为一江（长江）一河（陆水河）一湖（陆水湖）。

（1）长江航道

赤壁港所在长江航道位于长江中游，目前为Ⅰ级航道，可通航 3000～5000吨级内河船舶组成的

船队，最小维护尺度为 4.5×150×1000米。

长江航道管理部门利用长江的自然特性分区段对长江干线航道进行维护，目前长江干线宜宾～

重庆段最小航道维护尺度为2.9m×50m×560m；重庆～涪陵段最小航道维护尺度为3.5m×100m×800m；

涪陵～三峡大坝上游段最小航道维护尺度为 4.5m×150m×1000m；三峡大坝上游禁航线~宜昌中水门

段最小航道维护尺度为 4.5m×150m×1000m；宜昌中水门～松滋跨宝山段最小航道维护尺度为

4.5m×150m×750m；松滋跨宝山~荆州港四码头最小航道维护尺度为 4.0m×150m×1000m；荆州港四

码头~岳阳城陵矶最小航道维护尺度为 3.8m×150m×1000m。岳阳城陵矶~武汉长江大桥最小航道维

护尺度为4.5m×150m×1000m；武汉长江大桥～安庆吉阳矶航段最小航道维护尺度为

6.0m×200m×1050m（5月-8月试运行），5.0m×200m×1050m（除试运营期）；安庆吉阳矶～芜湖高

安圩最小航道维护尺度为 6.0m×200m×1050m；芜湖高安圩～芜湖长江大桥航段最小航道维护尺度

为7.5m×500m×1050m；芜湖长江大桥～南京燕子矶段最小航道维护尺度 9.0m×500m×1050m；南京

燕子矶～南京新生圩段最小航道维护尺度 10.5m×500m×1050m；南京新生圩以下以江阴大桥为界，

江阴大桥以下维护理论最低潮面下水深 12.5m，江阴大桥以上维护航行基准面下水深 12.5m。

目前，10000吨级江海船可直达武汉，宜昌至武汉段 4.5m深水航道整治工程正在施工中，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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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汉可常年通航 5000吨级货船。为充分利用航道自然水深，增加船舶载货量，提高运输效益，

从2007年开始，航道管理部门根据水位季节性变化情况，按月向社会发布长江干线宜宾至浏河口

段航道计划维护水深，提高中洪水期航道维护标准。从 2010年开始，在分月向社会发布航道计划

维护水深的基础上，还按周向社会发布重点航段的航道实际维护尺度。

表4.1-4 2024年长江干线城陵矶-武汉段航道分月维护水深表

航段
分月维护水深（m）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城陵矶－武汉 4.5 4.5 4.5 4.5 4.5 6 6 6 5.5 4.5 4.5 4.5

（2）陆水航道

陆水原名隽水，长江中下游下段南岸支流。由主流陆水纳白石港、赤马港、霞落港、白莼港、

八蛇港、栗柴港、斗门港诸水注入长江而构成，全流域面积 3950平方千米。主流陆水，以源于鄂、

赣两省交界处幕阜山北麓的通城县黄龙山，全长 183千米，其中干流航道里程 148公里，河面平均

宽约 100米，流经通城、崇阳、赤壁、嘉鱼 4县，由洪庙注入长江。上游称隽水，自崇阳、赤壁交

界处洪下起称陆水，又名蒲圻河，以三国东吴大将陆逊曾驻军于此而得名。在赤壁市境内长 84.5千

米，为长江中游较大支流之一，流域内建有大型水库 2座，中型水库 11座。

自1959年陆水桂家畈大坝建成后，陆水被截断，陆水大坝下游至陆水河口洪庙46公里航道依

靠长江水位顶托通航，才能通航 300～500吨级船舶，成为季节性航道。2008年开工建设了陆水节

堤航电枢纽，以航运为主，兼顾发电、灌溉等综合功能，配套建设有 500吨级船闸。2011年9月开

始对陆水河口～节堤段按Ⅳ级航道标准进行航道整治，双线航宽 40米，水深 2.5米，曲率半径 320

米，现已完工。陆水节堤航电枢纽工程已于 2013年建成蓄水，节堤枢纽蓄水后形成了31.5km库区

航道，航道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且陆水河节堤枢纽至京港澳高速桥段航道工程的实施后，常年库

区段航道已达到Ⅲ级航道标准，而节堤枢纽以下 14.5km航道现状等级为Ⅳ级，枯水季节只能通航

500t级船舶，中高水期受陆口大桥通航净空尺度限制，1000吨级以上大型船舶通行受限，影响了通

航能力。陆水河所连接的长江航道现状航道等级为Ⅰ级，可常年通航 3000t级内河船，中洪水期可

通航 5000～8000t级内河船和 3000～8000t级江海船。陆水河节堤枢纽以上航道通过整治已达到Ⅲ

级航道标准，能常年通航 1000吨级船舶，而节堤枢纽以下至长江洪庙段 14km 航道目前仅能常年

通航 500t级船舶，通过能力与上、下游航道运输需求不匹配。为打通陆水河航道咽喉瓶颈，目前已

启动河口至节堤枢纽 14km航道等级提升工作。待航道提升工作实施后，赤壁市陆水航道能本轮赤

壁港货运作业区的典型船舶的航行。

表4.1-5 赤壁市主要航道规划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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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流名称
航道起讫点

通航里程（km） 现状等级 规划等级 航道属性
航道起点 航道终点

1 长江 太平口新洲 洪庙 18.0 Ⅰ Ⅰ 天然

2

陆水 洪庙 陆水大坝 46 / / /

其中

洪庙 节堤枢纽 14 Ⅳ Ⅲ

天然节堤枢纽 京港澳高速桥 26 Ⅲ Ⅱ

京港澳高速桥 桂家畈枢纽 6 Ⅵ Ⅵ

4.1.5.到港船型现状

赤壁港到港船舶为内河机动船舶，2017年节堤枢纽年均过闸船舶约 8500艘次，以 500吨级船

舶为主，中洪水期可同航 1000~2000吨级船舶，包括赤壁港的到港船舶和陆水河砂石开采船舶。近

年来，陆水河过往船舶称现向 2000吨级船舶发展的趋势，500吨级以下船舶已经逐渐减少。运输船

舶主要承担煤炭、矿建材料等大宗散货的运输。目前赤壁港节堤枢纽上游车埠综合码头正在试运营，

受靠泊能力限制其到港船舶主要为 500吨级。

4.1.6.港口集疏运状况

赤壁市具有优越的集疏运条件，周边交通便利，进出港道路可与武深高速、G351、G107连通。

表4.1-6 赤壁市综合立体交通运输走廊一览表

方

式
分类 名称 对外联系 和赤壁市的衔接

铁

路

普通

铁路
京广铁路 武汉、咸宁、岳阳、长沙 在赤壁中部接赤壁火车站，并与赤壁市客运中心形成综合换乘，内外衔接

高速

铁路
京广高铁

武汉、咸宁、岳阳、汨罗、

长沙

与赤壁北高铁站衔接，位于赤壁市北部，是武广高铁上的三等站，与京广线

上的赤壁站相得益彰，两站直线距离2公里

公

路

高速

公路

京港澳高速 武汉、咸宁、临湘、岳阳 赤壁城区、官塘驿镇设有高速出入口，并连接武深高速、G351国道

武深高速 武汉、咸宁、深圳
武深高速纵贯赤壁南北，是连接中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重要通道。同时

武深高速作为武汉连接深圳的重要通道

国省

道

G107国道
武汉市、咸宁市、临湘市、

岳阳市、长沙市
联系沿线的官塘驿、中伙铺、茶庵岭等乡镇

S36省道 咸宁市、赤壁市 联系咸宁市，在赤壁市沿陆水湖布设

水

路
湖泊 陆水湖 / 与陆水河相衔接

4.2.上轮规划及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23年 7月17日取得咸宁市生态环境

局咸环审[2023]18号审查意见的函，赤壁市人民政府以赤壁政函[2024]2号批复了上一轮《赤壁港总

体规划修订（2035年）》。

据相关统计资料，结合现场调查，对上一轮赤壁港规划实施的执行情况和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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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列出了赤壁港现状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4.2.1.《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执行情况

（1）上轮规划主要规划内容

上轮规划的范围主要包括赤壁市所辖长江、陆水河、陆水湖的港口岸线。其中长江岸线太平口

新洲至红庙，全长 18公里；陆水河河口至芳世湾村航道里程 84.5公里。其中，陆水河沿线岸线总

长84.1公里，陆水湖沿线岸线长 56公里。

赤壁港规划以公用性码头为主，将形成“一港三区”的总体格局，分别为陆水河车埠港区、陆

水河蒲圻港区和陆水湖大坝港区。其中：陆水河车埠港区和陆水河蒲圻港区为赤壁港的核心港区。

赤壁港未来各港区的功能定位是:陆水河车埠港区是近期赤壁港发展的核心港区，服务赤壁市以

及周边地区大宗货物运输和集装箱运输的重要物流集散中心兼有加油功能。陆水河蒲圻港区是作为

车埠港区的重要补充，是远期赤壁港发展的核心港区，服务节堤枢纽库区周边地区及赤壁市城区的

综合性港区，规划具有散货、旅游客运、污染物接收转运和公务执法功能的综合性港区。陆水湖大

坝港区主要服务陆水湖库区范围内的旅游客运需求，兼有公务执法功能。

上轮规划赤壁港的货物吞吐量预测 2025年、2035年将分别达到 2338万吨和 2670万吨。赤壁

港的主要货类是煤炭、矿建材料、非金属矿石、件杂货和集装箱等。预测 2025年、2035年赤壁港

旅客吞吐量将分别为 54万人次和72人次。

上轮规划赤壁港共规划港口岸线4986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445米，规划港口岸线（规划

期内应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岸线）4541米。

上轮规划赤壁港规划期共规划泊位数 48个。其中:保留公务泊位 2个、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泊

位2个;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游客运泊位 11个、公务泊位 11个、水上加油泊位 1个、船舶污染

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

（2）上轮规划执行情况

规划批复后至今，各港区开发利用程度均较低，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已建设 1个货运泊位和 1

个船舶污染物接收泊位；节堤作业区已建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泊位；望山作业区、旅游客运作业区

均未开发；陆水湖大坝港区保留现状财政政局泊位和 1个防汛执法泊位。

官田作业区主要承担经济腹地的矿建材料等货物的进出口运输和中转，目前已建成运营 2个泊

位，其中 1个500吨级货运泊位，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泊位，2017年 8月主体工程完工，试运营至

今，到港船舶以 500吨级船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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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堤作业区目前已建设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泊位，目前正在试运营。

2023年完成港口吞吐量 62.6万吨，主要以进口为主，其中进口煤炭 61.44万吨，供电厂运输煤

炭使用；完成卵石吞吐量0.27万吨，完成抛江石吞吐量 0.89万吨。远远未达到上轮规划预测的吞吐

量。

总体而言，上轮规划执行程度较低。

4.2.2.上轮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

上轮规划环评审查意见中提出规划调整优化及实施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 6个工作，本轮规划

以列表的形式说明上轮规划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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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执行情况一览表

审查意见 实施情况
是否执

行
未执行的原因

(一)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导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

略定位，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

与港口开发建设的关系。进一步提升规划理念，充分利用现有岸线资

源，严格控制港区开发规模与强度，提高岸线利用率和土地资源利用

效率，优化规划岸线和各港区的布局与功能定位。

上轮规划实施至今不到一年，实施过程中，各港区开发程度均较小。官田作业区已建

设1个过渡性货运泊位和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泊位；节堤作业区建设1个船舶污染物

接收泊位；望山作业区、旅游客运作业区均未开发；陆水湖大坝港区保留现有财政局

和防汛执法公务码头，现状的岸线未增加，符合上轮规划审查意见的发展定位要求

部分执

行

上轮规划至今，实施年限较短，还未

来得及对港区进行开发利用；已部分

开发利用的官田作业区符合上轮规划

审查意见的发展定位要求

(二)妥善解决现有港区存在的环境问题。进一步巩固规划区域非法码

头综合整治成果，对规划作业区外的码头泊位(长江港区赤壁码头、

原蒲圻港区郑家洲码头)应予以取缔，并退还恢复为自然岸线。落实

饮用水源保护区、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内现有码

头岸线不得新增的要求。

上轮规划实施至今，原蒲圻港区郑家洲码头已完全取缔；长江赤壁港区现有公务码头

和旅游码头还未搬迁完成；陆水湖大坝港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现有码头为财政局和

防汛码头，现有码头岸线100m，少于上轮规划的现状岸线。上轮规划至今，已对原

长江港区的生产性码头全部取缔并整改完成，以将人工岸线恢复为自然岸线。

部分执

行

上轮规划至今，实施年限较短，长江

赤壁港区现有公务和旅游码头还未搬

迁；

(三)进一步落实生态保护要求。明确规划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目标，

生态保护红线内规划岸线及作业区须严格执行生态红线保护相关规

定的要求。严格落实《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湖北省湿地公园管

理办法》等规定，取消规划位于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和恢复重

建区的陆水湖大坝港区旅游码头(梁山后寨码头、民俗乐园码头、精

灵岛码头、神龙岛码头、石坑码头、红林山码头)，相应岸线应作为

生态岸线予以保护和修复，相关开发建设不再占用。规划暂不开发的

西凉湖(赤壁)岸线和长江(赤壁)岸线应作为预留岸线予以保护和保留

其他开发建设不再占用;陆水河河口过驳锚地暂不进行开发利用，待后

期具备开发利用条件后再进行开发利用。做好临近白鱀豚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保护区、陆水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

陆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

地公园、西凉湖鳜鱼黄额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西凉湖水生

生物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区域各项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措施。不得新

上轮规划已取消位于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的陆水湖大坝港区旅游

码头(梁山后寨码头、民俗乐园码头、精灵岛码头、神龙岛码头、石坑码头、红林山码

头)，相应岸线应作为生态岸线予以保护和修复，相关开发建设不再占用。

规划暂不开发的西凉湖(赤壁)岸线和长江(赤壁)岸线、陆水河河口过驳锚地除长江（赤

壁）现状岸线外均未新增开发利用。

规划实施过程中，未新建、扩建不符合饮用水源保护区、湿地公园保育区和恢复重建

区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码头；未改变港区码头的使用功能；上轮规划望山作业区陆

域位置未开发，未违反林业保护相关规定。

上轮规划实施较短，基本未进行水下施工，无涉水项目。

部分执

行

上轮规划至今，实施年限较短，港区

开发程度较低，生态补偿、生态修复

还未开展。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4港口建设回顾性评价

178

建、扩建不符合饮用水源保护区、湿地公园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等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的码头;不得随意改变港区码头的使用功能;进一步规

划望山作业区陆域位置，不得违反林业保护相关规定。合理安排施工

时序和方式，涉水项目采取严格的水生生物保护措施，降低对动植物

生境、渔业资源的影响;建立健全渔业资源损害补偿机制，开展增殖放

流、生境重建等生态修复工作。结合鱼类及其他珍稀保护物种的生态

保护需求，优化规划水域通航管理措施，减轻船舶通行对水生生物的

不良影响。

(四)强化污染防治措施。明确规划期地表水、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加强水环境保护，优化污水收集处理方案，船舶污水处理达到《船舶

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后排放或经港区污水处理设施统一收集经自建

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回用。加强大气污染防冶，油品应密闭贮存、

装卸，干散货作业区应采取封闭(半封闭)存储或建设防风抑尘措施，

有效控制无组织排放。优化港区设施布局，合理设置集疏运道路，减

缓噪声影响。做好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处置工作，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危险废物规范收集后交由具有相应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提高港口专

业化和集约化水平，加强建设期和运营期环境管理。

上轮规划实施至今，各港区开发程度较低。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和官田作业区已配套

建设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形成完善的船舶污染物接收系统，目前仅官田作业区涉及

生产性码头的建设，官田作业区的污水均通过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其他港

区还未开发，不产生污染物。官田作业区的加油泊位还未建设，无油品储存，未建设

油品储存防控措施，官田作业区已建成运营部分，作业区防尘措施不足，堆场大多敞

开露天，增加了防尘的无组织排放；官田作业区布置在尽量远离镇区居民的位置，且

作业区道路已与镇区道路相连，形成集疏运道路。作业区已建设危废暂存间和固废暂

存区，落实了固废分类收集处置的工作。

部分执

行

上轮规划至今，实施年限较短，港区

开发程度较低，大部分港区还未开始

建设。

(五)加强生态环境风险防范。落实港区建设和运输货种准入要求，严

格限定管理各作业区装卸和运输的货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保护区、湿地公园保护区的码头不得运输油品或危化品。落

实环境风险防范的主体责任，强化各港区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编

制港区污染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急设施设备，加强船舶管理，完善

区域联动应急反应机制，及时化解环境风险。

上轮规划实施至今，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码头主要为大坝港区，大坝港区现状码

头仅为公务明天，未运输油品或危化品；因各港区开发建设程度较低，且未运输成品

油，仅涉及生产性码头的官田作业区仅配套一般的应急设施（安全帽、安全绳、灭火

器等），无完善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部分执

行

上轮规划至今，实施年限较短，港区

开发程度较低，未运输危险品，未建

设完善的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六)建立健全生态环境长期监测体系。建立完善大气、水、生态等监

测监控体系，根据区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及时优化港口

建设内容和运营管理方案

各港区开发程度较低，还未正式运营 未执行
上轮规划至今，实施年限较短，港区

开发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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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港口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

4.3.1.陆水水库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情况

（1）水污染防治措施

开展库区水污染治理。近年来，有关部门在陆水水库库区相继实施了蒲纺截污管网工程、蒲纺

氧化塘工程、沿湖垃圾清运工程、四号副坝白泥治理工程等一批水污染治理项目。对陆水湖周边 12

家餐馆实行关闭，对 4家宾馆实行限期治理，关停了陆水水库上游的荆泉纸厂和 2家小造纸厂。

加强排污企业监管。将大升印染公司、晨鸣纸业公司、车埠斯宇纺织印染公司等排污企业列入

重点监控名单。

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2017年，库区建成官塘驿镇乡镇污水处理厂。

（2）水源地保护措施

1）落实整改要求

2019年，根据生态环境部饮用水源地专项督察问题反馈，陆水水库二级饮用水保护区内廖宗元

烧烤店被关闭，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铁路培训中心饭店、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内职工食堂被限期整改。

2）开展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

在长江委的统一部署下，陆水试验枢纽管理局联合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自 2015年开始，

实施陆水水库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主要开展了陆水水库水源地重点入库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工

作，实施了水源地隔离防护和警示、水源地水质保护、脆弱区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工作，主要措施包

括:通过对上游沟渠段堆弃物的清理，上游沟渠段的硬化和修建格栅沉淀池，使排污口上游区的水流

得到了归集，景观视觉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同时有效避免了弯道水流淘刷山体。通过对沟渠段下游

杨树林的垃圾进行了清理，并对区域植被进行了定向恢复，基本满足了景美的目标。

对沉淀氧化塘的底泥进行了清淤，并通过生态壅水坝的壅水作用使水位得到了抬升，形成了一

定面积的水面，后期在水体中种植沉水植物和浮水植物，使排污沟区的水质得到初步沉淀和净化。

氧化塘中心构造了栖鸟岛景观，构造了“生态工程”，达到了“水清”和“景美”的目标。

对原有整流堰区域的土地进行了平整，拆除了 4道整流堰，在氧化塘和整流堰结合的区域，修

建了长 60m的生态壅水坝，壅水坝一方面将上游氧化塘的水位抬高，水面扩大，营造了水体景观;

另一方面便于污水进入下游潜流人工湿地进行水质净化处理。

将原有的4条整流堰进行拆除，对场地进行了平整，修建了 8片15m×10m的潜流湿地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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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陆水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落实情况

（1）陆水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方案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切实维护长江经济带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根据 2018年12

月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以下简称: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长

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意见》(水电〔2018)312号)，决定开展长江经济带小水电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清理整改工作。

2019年1月，湖北省水利厅、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和湖北省能源局关

于印发《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鄂水利函〔2019) 134号)。省

级实施方案明确了以县为单元全面开展小水电问题核查评估，结合水电站实际逐站制定退出或整改

方案。实施方案同时要求各县在前期开展小水电排查摸底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小水电问题核查评估。

湖北省省级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整改时限:“一站一策”退出方案 2019年 10月底完成，需退出的

电站原则上在 2020年底前退出并部分或全部进行拆除。

按照以上要求，咸宁市各县市印发了“小水电清理整改‘一站一策'工作方案”，对全市范围内

小水电（指装机容量5万kW及以下的水电站）梳理排查，重点核查小水电的合法合规性手续完善、

生态流量核定、生态流量泄放设施、监测设施建设、水环境与水生态修复、安全隐患消除等方面，

逐站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目前，本次评价区涉及的赤壁市、崇阳县、通城县均编制完成了“小水

电清理整改‘一站一策’实施方案”，提出了各类电站的手续整改、生态流量核定、生态流量泄放

和监测、水环境及生态修复、用水协调措施和安全隐患消除等整改措施。陆水流域共有小水电 99

座，其中列为整改类 80座，退出类19座。

赤壁市陆水流域共有小型水电站9座，均不涉及自然保护区，其中列为退出类的水电站 1座，

为青泉一级水电站;列为整改类的水电站共 8座，分别东洲水电站、青泉水电站、仙人洞水电站、伍

家岭一级、伍家岭二级、五洪山水电站、荆泉水电站、陆水航电枢纽工程水电站。

（2）整改方案落实情况

赤壁市陆水流域列为整改类的8座小型水电站已经全部整改销号，并完成生态流量泄放方案编

制审批、设施改造和在线监测设施安装。1座退出类电站已于 2020年报废并退出。

4.3.3.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近年来，陆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得到加强，地方政府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

设的方式，加强了陆水流域的保护与开发综合管理，加大了陆水流域保护执法力度，保障了陆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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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为防治陆水污染，保护和改善陆水生态环境，咸宁市出台了《咸宁市陆水

流域保护条例》立法保护陆水流域，同时制定了《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办法》《陆水流域环境综合

整治实施方案》《陆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等规范性文件，并通过在陆水流域开展“四

个专项整治”行动，基本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1）全面推行河湖库长制

2017年湖北省开始河长制主要制度的建立，省河长办相继印发了《湖北省河湖长会议制度》、

《湖北省河湖长制信息共享制度》、《湖北省河湖长制工作督察制度》、《湖北省河湖长制年度目

标考核暂行办法》、《湖北省 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省级验收办法》等，并建立了信息报送制

度。按照省河湖长办的要求，陆水所在市、县各项规定性制度也相应建立、发布并执行。按照省河

湖长办的要求，陆水所在市、县各项规定性制度也相应建立、执行。咸宁市通过建立市、县、乡、

村四级河湖库长责任体系，从统筹河湖库管理和保护规划、确定河湖库保护名录、落实河湖库管护

责任主体、加强水资源保护、加强河湖库水域岸线保护、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强化水环境治理、

加强水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和加强执法监管等 9个方面明确了各级河湖库长和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责

任，并相应建立监督考核机制。明确在河流管护目标上，到2020年，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87%

以上，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90%以上；长江干流水质优良的比例达到 100%，境内长江支

流纳入国家、省级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100%。

在湖泊管护目标上，确保列入省政府湖泊保护名录的 39个湖泊数量不减少，面积不萎缩，形

态稳定；确保水质不恶化，城中湖水质达到Ⅲ类，其他湖泊水质达到水功能区划规定的要求;确保公

益性功能不衰减，开发利用有控制。在水库管护目标上，确保水库水面面积不萎缩，形态稳定;水库

承雨面积内入库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禁止水库投肥投饵养殖，拆除水库围汉围拦围网网箱

养殖，减少水库水源农业面源污染，使水库水环境明显改善，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库水质达标。

为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湖北省关于河长制工作部署和要求，解决好河湖管

理保护的突出问题，咸宁市各级河湖长制办公室开展了陆水流域主要河流的“一河一策”编制工作,

目的在于了解陆水流域的河流信息，包括流域自然状况、河流基本信息、经济社会状况、水资源状

况、水域岸线状况、水环境状况、水污染状况、水生态状况、河流管护状况以及河流相关资料情况，

找出河流存在的主要问题，形成河流问题清单，并结合河流治理与保护的迫切需求，合理确定河流

治理保护总目标和分年度目标，从治理和管控两方面入手，提出河流（段）治理与保护的相关措施，

形成措施清单和工作计划，因河施策形成“一河一策”。目前，高堤河、青山河、菖蒲港、沙堆河、

铁柱港等主要河流均已完成“一河一策”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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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咸宁市陆水流域保护条例》

为推进河长制工作，对河流管理提供遵循和保障，《咸宁市陆水流域保护条例》于 2020年12

月30日由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1年 4月2日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于2021年10月1日正式施行。作为咸宁第一部流域保护地方性法规,《条

例》的制定实施，是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用更高、更严的标准保护陆水流域，推进

长江大保护的有力举措，也标志着以地方立法形式将咸宁市河湖长制工作步入法制化、常态化轨道。

《咸宁市陆水流域保护条例》共 8章58条，深入贯彻流域系统治理理念，从生态整体性、流域系

统性、保护协同性出发，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从规划管控、资源保护、污

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硬约束机制，着力破解制约陆水流域保护的突出问题。

规定陆水流域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取水许可总量已经达到取水许可控制总量的地区，不得再审批新

增取水。市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和流域县（市）

人民政府，科学确定陆水干流及其支流的生态流量陆水流域水电站、核定水库等水利工程的最小下

泄流量。水电站、水库等水利工程经营管理单位合理安排下泄流量和时段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在陆

水流域新建、改建、扩建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禁止在陆水流域从事河道采砂活动;禁止在禁渔区、禁

渔期进行捕捞；禁止在河流、湖泊、水库、塘堰养殖珍珠，禁止围栏围网养殖、投肥（粪）养殖;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含磷的洗衣粉、洗涤剂、清洁剂等洗涤用品。建立健全保护监督管理机制，

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保护职责，实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建立主要负

责人约谈制度。建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组织开展陆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联管联治和联合执法行动，

依法打击破坏流域生态系统的违法行为，协同查处跨行政区域、重大违法案件。《咸宁市陆水流域

保护条例》的制定实施，是咸宁市用更高、更严的标准保护陆水流域的时代要求．是贯彻落实《长

汀保护法》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有力举措

（3）开展增殖放流

据不完全统计，2018-2021年赤壁市农业农村局、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分别在节堤枢纽库区、

陆水水库库区每年放流不同规格的链、闷、草鱼等鱼种 3125-4022万尾。通城县、崇阳县主要由农

业农村局、动物保护社会组织、民间个人等不定期进行放流，具体数量不详。

表 1.1-1 陆水流域鱼类增殖放流统计情况表

放流水域 放流时间 种类 数量（万尾） 规格 备注

节堤航电枢纽库区 2018年6月

草鱼 500

≥3cm
赤壁市农业农村局

组织
鳙鱼 600

鲢鱼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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鳜鱼 2

2019年7月

草鱼 500

≥3cm鳙鱼 500

鳜鱼 5

2020年月
鲢鱼 500

≥5cm
鳙鱼 500

2021年6月
鲢鱼 1000

≥3cm
鳙鱼 500

陆水水库库区

第一批（1-2月）
鲢鱼 40

100-500g/尾
每年两批，陆水湖管

委会组织

鳙鱼 80

第二批（6-8月）
鲢鱼 1000

5-7cm
鳙鱼 1000

（4）加强渔政管理

近年来，赤壁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展了网箱养殖、围网养殖、投饵养殖等综合整治行动，重点

打击拦湖拉网养殖、禁渔期违法捕捞行为。2010年赤壁市成立了陆水湖环境综合治理办公室，多次

对沿岸的环境违法、违章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包括关闭污染的餐饮店、造纸厂，给营运船只安装油

水分离设备，限期取缔投饵养殖，并出台陆水湖养殖规划方案，垃圾统一清运处理，打捞水面漂浮

物，割毁并取缔湖内非法捕鱼渔具等。同时，通过投放鱼苗、湿地植被恢复等措施，改善湿地生境，

促进水体净化。

《赤壁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7-2030年)》将陆水河全长 184km及其主要支流白石港、赤马

港、白慈港、霞落港、八蛇港、栗柴港、斗门港全长 74.2km，均划定为禁止养殖区。

陆水河下游干支流涉及的湖北咸宁赤壁市、嘉鱼县水域，严格贯彻执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

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农长渔发(2019 )1号）要求，对流域内施行停止商业捕捞、渔民上岸、

打击违法捕捞、加强巡查等渔业资源休养生息政策，保护和促进区域渔业资源恢复;同时，通过张贴

通告、电视电台播放政策等形式，广泛宣传、发动沿河及库周群众积极行动保护鱼类等水生生物资

源。陆水河中上游干支流涉及的崇阳县、通城县水域，每年的 3月 1日-6月 30日已划定为禁渔期，

河流水域停止捕捞作业，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保护和促进鱼类资源恢复。

（5）开展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赤壁、崇阳、通城等县（市）在陆水河相关水域连续多年进行鱼类增殖放流;取缔在梯级库区的

网箱养鱼，陆水水库退出渔业养殖，推行水库生态渔业，净化水库水质;对大型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达标排放，促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保证水功能区水域水质优良。通过各类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措施，改善陆水河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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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已建主要港口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

根据相关资料可知，赤壁港已经建成运营的港口码头包括长江海事赤壁码头、长江赤壁旅游码

头、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大坝港

区财政局公务码头及防汛公务码头、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的车埠综合码头。

赤壁港陆水河蒲圻港区旅游客运码头建设项目于2024年1月23月取得咸宁市生态环境局下发

的《关于赤壁港陆水河蒲圻港区旅游客运码头（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咸环赤审字

[2024]3号），于 2025年建设完成投入试运营。

赤壁港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车埠综合码头于 2016年12月16日取得了赤壁市环境保护局下发

的《关于赤壁港蒲圻港区车埠综合码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赤环函[2016]53号），于2019

年建成投入运营。

赤壁港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综合码头于 2020年 6月11日取得了咸宁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关

于赤壁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赤壁市赤壁港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综合码头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

见的函》（咸环审[2020]29号），截止目前为止，赤壁港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仅建设 1个船舶污染

物接收码头。

综上，本次已建港口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选取货运码头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综合码头作为典型

代表，回顾其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和环境保护措施，以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一、环评报告表主要结论

（1）废气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船舶燃油尾气、码头作业机械及运输车辆排放的尾气、装卸扬尘、

堆场扬尘、码头配套食堂油烟等。

①船舶、码头机械及运输车辆尾气

来往船舶、码头作业机械及运输车辆排放的燃油尾气，为无组织排放，主要污染物为CO、SO2、

NOx和烃类。

项目营运期船舶、运输车辆及机械带来的燃油尾气属于无组织排放，难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理，

CO、SO2、NOx和烃类等污染物主要是通过自然环境稀释扩散。船舶、运输车辆及装卸机械个体均

为低架流动点源，因废气排放高度低，污染物不似高架源经热力抬升及风力疏散可至下风向较远处，

因此，本项目船舶、码头区运输车辆及装卸机械燃油尾气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主要集中在场址内及

其近区。项目所在区域周围大部分为空地，较为空旷，稀释扩散条件较好，因此对船舶、码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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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及运输车辆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②装卸及堆场扬尘

本项目散货装卸尘点主要发生在散货卸船、皮带机转运、堆场卸料和堆场装料四处，在不采取

其他措施，码头、堆场装卸起尘量为 19.32t/a。经采取洒水抑尘措施，抑尘效率可达 80%，则码头、

堆场装卸起尘量为 3.86t/a。

项目散货堆场主要堆放的为碎石，在不采取其他措施，散货露天堆存的情况下，本项目散货堆

场起尘量为 0.55t/a。为减少扬尘的产生量，本项目拟在散货堆场设置可调式喷头进行洒水抑尘，喷

淋抑尘效率可达 80%，则本项目堆场起尘量为 0.11t/a。

根据SCREEN3model预测结果，在预测吞吐量和采取喷淋措施的情况下，项目无组织排放源

TSP 最大地面浓度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场界TSP浓度符

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限值（1mg/m3）。

③食堂油烟

项目食堂油烟产生总量为 0.12t/a（约为0.09kg/h，食堂每天使用时间 4h计）。食堂油烟未处理

前产生浓度约为 12mg/m3，超过了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表 2中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2.0mg/m3”标准。根据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表 2 中的要求，

油烟净化设施的去除率应满足最低去除率 60%的要求。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食堂油烟净化器

将委托相关资质的单位设计、安装、调试，油烟净化器去除率为 85%。油烟经相应设施净化处理后

经内置排油烟管道引至楼顶排放，排放浓度约为 1.8mg/m3，排放量约为 0.02t/a，油烟排放浓度将符

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表 2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2.0mg/m3”标准要

求。食堂采用液化石油气作能源，其属于清洁能源，废气产生量较少，对环境影响较小。

④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和卫生防护距离

根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模式计算结果为无超标点，因此，本项目不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中的相关规定，结合本项目的具体计算，建

议本项目码头前沿和堆场的卫生防护距离分别为污染源边界外扩展 50m。

根据项目平面布置图及现场踏勘结果，本项目卫生防护范围内没有敏感点，不需要环保拆迁。

根据卫生防护距离的保护要求，当地政府及相关规划部门在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禁止规划新建居

民点、学校、医院、疗养院等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2）废水

运营期废水产生量约为 22.76m3/d，7542m3/a，主要为港区生活污水、机修废水、码头冲洗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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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初期雨水，这四股废水一起进入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一级标准后，外排进入陆水河。因此，对陆水河水质不会产生明显不良影响。

（3）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来源于码头装卸机械、港区内车辆和船舶鸣号产生的交通噪声，其源

强为 75~110dB(A)。采用减震、距离衰减等治理措施后，场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

（4）固体废物

项目建成后，来港运输的船舶均为短期船只，船员生活活动均在陆上进行，因此，本项目不产

生船舶生活垃圾。项目运营期间固体废物主要包括陆域生活垃圾、废机油及含油废抹布、污水处理

设施污泥、货种带来的固体废物等。

①陆域生活垃圾

陆域生活垃圾经垃圾收集系统收集，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②废机油及含油废抹布

机械保养过程中会产生废机油及含油废抹布，类比同类项目的有关数据，废机油及含油废抹布

产生量分别为 0.1t/a和0.02t/a。查阅《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废

物编号为HW08，废物代码为“900-249-08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含矿物

油废物”，应收集暂存在危险废物暂存间内，最后交由有相应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含油废抹布

为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废物类别为“900-041-49”，豁免环节为“全部环节”，豁免条件为“混入生

活垃圾”，豁免内容为“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应收集后汇同陆域生活垃圾一起，由环卫部门定

期清运并统一处理。

③污水处理设施污泥

本项目污水处理设施污泥为一般固废，污泥由专人定期清掏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④货种带来的固体废物

项目货种本身携带一定固体废物，主要成分为卫生清扫物、废旧包装袋、瓶、罐等，属于一般

固废。经分类收集，可利用部分外卖给相应回收厂家，其余不可利用部分汇同陆域生活垃圾一起，

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并统一处理。

综上所述，项目运营期各类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二、环评报告表提出的主要环保措施及落实情况

根据现场检查可知，官田作业区综合码头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见下表。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4港口建设回顾性评价

187

表 1.1-2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项目 污染物 环评报告表提出的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

废气 码头堆场扬尘等 洒水车、料斗喷水压尘装置、喷雾洒水装置、皮带机防尘罩 已落实

废水
港区生活污水、机修废水、码头冲洗污水及

初期雨水
雨污管网、隔油池、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已落实

固体废

物

港区生活垃圾、一般固废、污水处理设施污

泥等
设置垃圾桶、一般固废暂存间，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已落实

废机油、含油废抹布 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交由有相应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 已落实

噪声 装卸机械噪声、车辆交通噪声等 选择低噪设备、设备减震、2.5m高围墙等 已落实

生态 水土保持等 水土保持、绿化、植被恢复和补偿 已落实

三、目前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及改进措施：

（1）主要环境问题

①目前散货物料大部分露天堆放于官田作业区场地内，未设置防风防雨措施，堆场扬尘无组织

排放量较大。

（2）改进措施

①物料堆场设置防风防雨设施（建设密闭厂房、遮盖防尘网等），减小堆场扬尘无组织排放量。

4.4.规划实施以来对环境的影响

4.4.1.规划实施以来对水环境的影响

根据咸宁市 2023年地表水例行监测断面监测和本次现状监测的结果表明，陆水河和陆水水库

水质状况良好，且水质较为稳定，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III类及以上

标准；长江（赤壁段）水质现状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Ⅱ类及以上标

准。说明现有码头运营未对江段水质造成明显影响。

本轮规划涉及陆水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根据《咸宁市2023年环境质量报告书》可

知，《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办〔2011〕22号）中规定的 21项评价指标，陆水

水库水质达标率为 100%。可见陆水水库水源地水质良好。

由此可知，已建港口码头对评价河段水质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影响较小。

4.4.2.规划实施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通过2023年环境监测资料表明，赤壁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尚可，本次环评期间的监测结果表

明，赤壁港所处区域环境空气因子SO2、NO2、CO、PM10、PM2.5、TSP都能满足环境功能区《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的二级标准的要求。

根据大气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各作业区TSP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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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标准，TVOC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导则》（HJ2.2-2018）附录D标准值要求，

项目所在地周边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由此可知，已建码头对各作业区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4.4.3.规划实施对声环境的影响

根据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各作业区各监测点位昼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对应的《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2类、3类标准的要求。由此可知，已建码头对各作业区周边

声环境影响较小。

4.4.4.规划实施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根据土壤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和官田作业区各点位的土壤监测因

子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

表1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由此可知，已建码头对作业区周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4.4.5.规划实施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根据地下水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官田作业区地下水及上下游各点位的水质监测因子均

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由此可知，项目所在地地下水环境质量

状况良好。由此可知，已建码头对作业区周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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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识别和评价指标

5.1.环境影响识别与筛选

5.1.1.环境影响识别

基于对本轮规划的深入分析和对赤壁港主要环境特征的总结，从总体上识别本轮赤壁港

总体规划可能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敏感资源造成的影响，并识别了不同影响的类型、程

度、性质及时间跨度等特征。对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识别详见表 5.1-1。
表 5.1-1 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识别表

影响源环境/资源要素 泊位建设 码头作业 人员活动 溢油事故 危险品泄露

资源

要素

岸线资源 ★↓×L - - - -

土地资源 ★↓×L - - - -

渔业资源 ★↓√D ★↓√L ★↓√L ★↓√D ★↓√D

环境

要素

生态环境 ★↓×D ☆↓√L ☆↓√L ★↓√D ★↓√D

水环境 ★↓√D ★↓√L ★↓√L ★↓√D ★↓√D

环境空气 ★↓√D ★↓√L ★↓√L - -

声环境 ★↓√D ★↓√L - - -

固体废物 ☆↓√D ★↓√L ★↓√L - -

社会经济要

素

城市发展 ☆↑×L ☆↑×L - - -

居民生活水平 ☆↑×L ☆↑×L - - -

产业结构 ☆↑×L ☆↑×L - - -

注：★/☆表示直接/间接影响；↑/↓表示有利/不利影响；√/×表示可逆/不可逆影响；L/D表示长期/短期影响。

5.1.2.环境影响筛选

依据以上环境影响识别，初步筛选重点关注的区域和内容详见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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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主要环境影响筛选

类别 对象 主要影响内容 重点关注内容

敏感

资源

岸线

资源

港区规划实施占用了一定量的岸线；

临港工业、仓储物流业的发展将间接刺激岸线资源的利用

和开发

岸线资源承载能力；

岸线现状与规划之间的差异；

岸线开发利用后的环境影响

土地

资源
本轮规划港区陆域土地的占用

土地资源承载力

港区的建设、土地利用功能变化

水资源
规划实施直接或间接导致用水量的增加，

可能加大赤壁市水资源供给

港口区域与水源保护区的距离是否满足相关要

求；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自然

环境

生态

环境

港口建设改变占地内原有的陆域生态环境及土地景

观格局；规划实施对港区周边生态环境敏感区的影响；规

划实施对水、气、声环境的影响间接影响水生生物；港口

风险事故直接和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

港区规划实施对邻近生态敏感区保护目标

的影响；港区的建设对生态的影响；溢油、危

化品风险事故对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环境
港区生产、生活、船舶污水对地表水质尤其是水源地水质

的影响；港口风险事故对水环境的影响

规划实施对水源保护区的影响；

港口排污对水环境的影响；事故性溢油、危化品

对水域的污染

环境

空气

港区日常运作带来的装卸粉尘、堆场扬尘、液体危化品气

体、船舶废气等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重点关注矿建、煤炭等散货泊位的码头堆场或

装卸作业影响、液体危化品废气对周围居民区

影响

声环境 码头作业产生的噪声影响；港区集疏运产生的噪声影响
码头作业产生的噪声影响；港区疏港公路产生

的噪声影响

社 会 经 济

环 境

港口行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对腹地经济、产业结构、居民

生活及城市发展方向的影响

港区行业对第三产业的贡献，对临港工业的带

动，对社会就业、人民收入、城市化的促进

5.1.3.环境影响评价重点

根据前述环境影响识别和筛选，识别本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重点，主要是：

①港口岸线利用的合法性，合理处理与生态敏感区、水源保护区等的协调性；

②港口建设对生态的影响，港区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环境风险及防范；

③岸线利用的资源及环境合理性；

④与其他相关规划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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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重点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评价/分析） 指标类型 主要相关规划内容

合法性

强制性限制环境

敏感区

港口、锚地与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生

态红线的距离、临近度
半定量 岸线利用规划

非强制性限制环

境敏感区

港口、锚地与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重要文物的距离、临近度
半定量 岸线利用规划

环境污

染

水污染物

各港区污水产生量 定量 规划吞吐量

各港区主要水污染因子产生量、排放量 定量 规划吞吐量，环保设施规划

港口、锚地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距离、

临近度
定量 岸线利用规划，空间布局功能规划

大气污染物

各港区主要大气污染物产生量 定量 规划吞吐量，空间布局功能规划

各港区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浓度以及

影响范围
定量

规划吞吐量，空间布局功能规划,环保设

施规划

噪声 港区、集疏运通道噪声影响范围 定量 岸线利用规划，空间布局功能规划

固体废弃物

港区陆域垃圾产生量 定量

规划吞吐量船舶垃圾的产生量 定量

危险废物的产生量 定量

环境风险 事故概率、源强以及影响范围 定量
规划吞吐量，岸线利用规划，空间布局

功能规划，环保设施规划

环境风

险

溢油风险
事故概率、源强 定量

规划吞吐量，岸线利用规划，空间布局

功能规划，环保设施规划，

事故影响范围 定量

事故爆炸风险
事故概率、源强 定量

事故影响范围 定量

生态影

响

景观格局 港口布局与景观格局的协调性 定性
规划吞吐量，岸线利用规划，空间布局

功能规划，环保设施规划
湿地生态 对湿地生态的影响程度 定性

水生生态 对水生生态的影响程度 定性

社会环

境

直接影响
对社会生产、人群健康以及景观等各方面

的直接影响
定性 规划吞吐量，岸线利用规划，空间布局

功能规划，环保设施规划
间接影响 对经济发展、交通旅游等方面间接影响 定性

相关规

划

环境功能区划 与环境功能区划的一致性 定性
规划吞吐量，岸线利用规划，空间布局

功能规划，环保设施规划
环保专项规划 与环保专项规划的协调性 定性

其它相关规划 与其它相关规划的协调性 定性

5.2.赤壁港总体规划环境影响分析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 年）》根据交通运输部《港口规划管理规定》的要求，

在规划阶段为港口的发展提出发展目标、岸线规划、港区功能定位、陆域水域布局等方面的

规划安排。从内河港口开发环境影响的特点角度，对赤壁港规划做如下分析：

5.2.1.赤壁港开发生态环境影响特点

首先，赤壁港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与长江、陆水河水环境问题，以及江岸带生态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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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相关。赤壁港规划所涉区域处于河道和临河陆域两种生态系统的过渡区，构成特定的河

岸带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物质资源、空间资源、环境资源和广泛的开发途径。一方面开发

建设受到已经城市化的赤壁建成区的制约，对建成区的人居环境造成较大的干扰，另一方面

在农村或郊区的沿江宜港岸线的开发又必然带动河岸带的城市化发展，使临港区域人居面积

与人口密度增加。本轮赤壁港规划所涉岸线较分散，不同岸线段有着不同的生态系统特征，

环境特别复杂多样，总的来说较为敏感。规划将涉及的环境问题既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问题，又有自然生态问题，也有环境污染问题。

其次，赤壁港规划所涉区域基本涵盖了陆水河所有岸线及长江（赤壁段）部分岸线区域，

对赤壁市的所有宜港岸线做了统筹规划，同时又从港区尺度上对港区的功能划分和水陆域布

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划安排，因此赤壁港规划既具有区域空间规划综合、复杂的特点，又具

有大型工程项目专业性强、功能区划分明确、项目内容及总图布置比较具体的特点，具有明

显的多层次性。同样其面临的环境影响问题既有区域性的较大尺度的环境问题，又有具体工

程局地的环境问题。

5.2.2.应在赤壁港总体规划阶段控制的生态环境问题

综上分析，应在赤壁港总体规划阶段解决或控制的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 赤壁港发展目标与赤壁市沿江岸带区域生态承载力及环境容量的协调性。

（2） 赤壁港及各港区的功能定位与区域主要生态功能与环境功能有无矛盾。

（3） 岸线利用规划确定的港区布局、港区的不同功能作业区布局及码头岸线布局是否

与区域岸线资源综合利用进行统畴协调形成最优化布局。

（4） 港区布局、港区不同功能作业区布局、码头岸线布局及港口集疏运设施布局与周

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分布是否协调。主要体现在与沿江湿地自然保护区、自然遗迹及文物保护

地、风景名胜区、沿岸居民区、水产养殖和自然水产资源、饮用水源地等敏感目标。

（5） 陆域、水域的港口设施布局对河岸带景观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影响。河岸带景观生

态完整性主要体现在河岸带生态景观格局合理性、生物群落完整性、水生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敏感物种的生存等四个方面。

（6） 由于空间累积影响而形成的与其他规划在环境资源方面潜在的竞争性冲突。要重

点关注赤壁市的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生态功

能区划等。

（7） 港口开发及港口衍生产业对区域城市化的促进，以及对临港城市空间发展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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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要重点关注港口仓储、物流等园区规划的内容。

（8） 港口环境保护规划中环保基础设施布局是否合理。主要包括污水处理设施的布局、

排污口的布局等。

5.2.3.赤壁港总体规划主要环境影响识别

根据上述分析，识别出赤壁港规划主要环境影响如下：

（1） 对资源的影响

Ⅰ 岸线资源：赤壁港规划岸线占用了赤壁市陆水河和长江（赤壁段）大部分宜港岸线和

部分城市生活及生态岸线。

Ⅱ 渔业资源：规划港区建设范围等水工建筑水域对陆水河渔业资源及渔民捕捞作业会产

生一定影响。

Ⅲ 土地资源：主要是部分远城区港区腹地占用耕地、农居地、滩地等土地资源。

（2） 对生态环境及敏感区的影响

Ⅰ 水环境质量：规划码头的建设将可能导致河流水动力条件变化，规划实施后的废水排

放、码头地表径流、水上溢油等将对河流水质产生影响。

Ⅱ 生态环境：规划实施后废水排放、水上溢油等将对水域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港口

泊位建设的占用部分江滩湿地岸线，可能对河滩湿地生物的栖息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Ⅲ 声环境：集疏运通道的交通噪声对沿线声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建成区和居民密集区附

近的港区机械作业噪声可能会对噪声敏感目标产生一定的影响。

Ⅳ 大气环境：矿石、煤码头粉尘、油码头、堆场以及锅炉等产生的废气对区域大气环境

质量的影响。

Ⅴ 环境敏感区：噪声、污水及废气释放，油泄漏等风险事故对港区周边的居民区、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等敏感区产生影响。

（3）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对武汉城市圈，特别是对赤壁市城市性质与发展方向、产业结构等的影响、规划范围内

居民搬迁再安置以及沿江岸线区域内人居环境的影响。

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实施产生的主要环境影响识别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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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主要环境影响识别表

环境影响要素 建设期影响 运营期影响 总体影响

资源

岸线 *－ '－ *－

土地资源 *－ '－ *－

渔业资源 "－ "－ "－

生态
景观格局 "－ '－ "－

湿地生态 '－ '－ '－

水生生态 "－ "－ "－

水环境 '－ *－ *－

环境空气 '－ "－ "－

声环境 '－ '－ '－

社会环境 '－ *+ *+

注：1、*表示重大影响 "表示中等影响 '表示轻度影响

2 、“＋”“－”分别表示正影响和负影响

通过以上识别筛选，评价组确定赤壁港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重点是：资源利用影响

分析、生态影响评价、水环境影响评价以及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5.3.评价指标体系

5.3.1.评价指标的确定依据及原则

（1）《赤壁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30》确定的环境保护规划目标及原则。

（2）《赤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及指标。

1）总体目标

到 2025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绿色生活水平明显

提升，空气质量稳步提升，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持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

恢复，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到 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总体形成，绿色低碳循环水平显著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大幅提升，空气质量根本

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提升，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基

本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赤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确定的主要指标

表 5.3-1 赤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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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年 规划目标 指标类型

环境质量

1 细颗粒物（PM2.5）浓度 mg/m3 25 ≤35 约束性

2 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 86 ≥85 约束性

3 地表水国控断面质量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 % 100 100 约束性

4 地表水质量劣Ⅴ类水体比例 % 0 0 约束性

5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 100 100 约束性

6 地下水质量Ⅴ类水体比例 % - 0 预期性

绿色低碳发展

7 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 完成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约束性

8 单位 GDP能耗消耗降低 % － 完成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约束性

9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比重 % － 完成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预期性

10 氮氧化物重点工程减排量 吨 － 490.0 约束性

11 挥发性有机物重点工程减排量 吨 － 125.5 约束性

12 化学需氧量重点工程减排量 吨 － 933 约束性

13 氨氮重点工程减排量 吨 － 41 约束性

生态保护修复

14 生态质量指数 新 EI 73.82 稳中向好 预期性

15 森林覆盖率 % 51.73 52.48 约束性

16 生态保护红线占国土面积比例 % - 不降低 约束性

17 水土保持率 % - 完成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预期性

环境风险防控

18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 100 100 预期性

19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 100 有效保障 预期性

20 放射源辐射事故 - 未发生 不发生 预期性

生态人居建设

21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 - 完成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预期性

22 污水处理率
县城

%
95.4

完成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约束性

乡镇 78 预期性

23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比例
%

0 0 预期性

24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 ≥35 预期性

（3）根据本港口规划功能定位、总体布局、规划规模及可能涉及的环境问题。

（4）港口规划环评评价指标建立应遵循满足或严于上层次规划目标及指标的原则。

（5）《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S149-2018）中相关环保指标。

（6）《赤壁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发展规划》中相关环保指标。

（7）《湖北省水运发展“十四五”规划》中相关环保指标。

5.3.2.评价指标的建立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的确定原则及依据，本规划评价的评价指标见表 5.3-2。

表 5.3-2 赤壁港规划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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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主题 评价指标
目标值

2030年 2035年

污染物控制指标

1、污水处理率：% 100 100

2、进港船舶污水、垃圾接收率：% 100 100

3、散货洒水率：% 100 100

4、固废处置率：% 100 100

5、港区 VOCs处置率：% 100 100

6、中水回用率：% 不能依托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港区中水回用率为 100%

环境评价指标

6、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率% 100 100

7、区域环境质量达标率：% 100 100

8、居民区粉尘达标率：% 100 100

9、厂界噪声达标率：% 100 100

10、居民区噪声达标率：% 100 100

资源环境指标

11、绿化覆盖率：% ≥15 ≥18

12、规划港区生态适宜度 ≥70 ≥75

13、自然岸线保有率：% 85 85

14、自然保护区保有率：% 100 100

15、重要环境敏感区保留率：% 100 100

16、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30 50

节能效率指标
17、单位油耗：吨/

万吨吞吐量

散货码头 ≤6.5 ≤6.0

通用杂货码头 ≤2.5 ≤2.3

集装箱码头 ≤27.3 ≤27.0

其它 18、大气环境保护距离实施率：%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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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6.1.水环境影响分析

6.1.1.水文情势变化影响分析

水文河势分析的主要范围为涉及本轮规划区域的陆水流域和长江（赤壁段）。

6.1.2.陆水流域现状水文情势分析

1、水域形态影响

陆水水库为不完全年调节水库，设计正常蓄水位55m，相应库容 5.81亿m3。建成后，库区由

河流状态变为水库，由于水库的形成，淹没范围内原有的河流变为湖库，水深明显加深、水面面积

增大，库区水体流速减缓。

节堤~陆水坝下区间河段为节堤航电库区，节堤航电建库前为天然河道，在不考虑长江水位顶

托影响的情况下，水位变化与流量的关系密切，当来水流量大时水位高，当来水流量小时水位低，

水位变幅较大。节堤航电建库前坝址处多年平均水位为 16.55m。水库建成后，各月平均水位在正常

蓄水位 25.46m和死水位 26.0m之间变化，水位变幅较小，河道水深在4m~13.6m之间。

2、水文过程变化

陆水水库是陆水流域的控制性工程，具有不完全年调节能力。陆水干流径流变化受陆水水库的

调蓄影响较大。根据陆水水库 2000~2021年多年平均逐月入库和出库流量统计情况可知。通过水库

的调蓄作用，陆水下游年内月流量变得更加均匀。3月~7月出库流量小于入库流量，坝下河段流量

较天然状态下减少，天然状态下的洪峰得到削减。出库流量较入库流量最大减小了19.64m3/s,减幅为

13.94%,出现在4月。1月~2月、9月~12月出库流量基本大于入库流量，坝下河段流量较天然状态

下增加，出库流量较入库流量最大增加了 12.05m3/s，增幅为 32.98%，出现在 12月。

3、陆水水库生态流量保障情况

下游河道水量取决于水电站尾水下泄量，为保证下游河道的生态需水，必须下泄一定的生态流

量。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陆水水库调度方案的批复》（长水资源〔2016〕60号），陆水水库

正常运行期最小下泄流量为 8.59m3/s。正常情况下，通过发电下泄不小于 8.59m3/s流量；非正常情

况，通过泄流设施或者利用自备小机组发电，确保下泄流量不小于 8.59m3/s；当水库水位低于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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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45.0m，来水小于 8.59m3/s时，按来流量下泄。2016年5月，水利部长江委以长许可〔2016〕116

号文核定陆水水库最小下泄流量为8.59m3/s。依据陆水试验枢纽管理局提供的水库运行记录，2016

年6月-2020年12月，陆水水库除配合赤壁市政府开展置换下游水体、配合下游水毁修复工程建设、

配合下游环保督查整改工程建设等特殊时期外，最小日均出库流量均满足陆水水库生态流量的管控

要求。

4、河道特征

陆水为长江中游右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脉，流经通城、崇阳、

嘉鱼、赤壁三县一市，于武汉市上游约 157km的洪庙流入长江，全长 183km，流域面积3950km2,

位于东经 113°40′～143°10′，北纬29°05′～29°50′之间，东面富水，东南以幕阜山脉与江西的修水分

界，南邻汨罗江，西接洞庭湖水系的新墙河，北靠长江及金水。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上游通城以

上为山区，通城至崇阳为盆地，石龟至陆水河蒲圻水利枢纽大坝之间又是山区，赤壁市至车埠之间

为丘陵，车埠以下为围垦的胡波、洼地。陆水河主河道比降为 0.5‰，流域评价还把高程为 222m，

河流玩去系数为 2.1。流域内有大小支流98条，较大支流有沙堆港、石城港、青山港以及高堤港等。

5、航道基本情况

陆水是赤壁市唯一的水运通道,横贯通城、崇阳、嘉鱼、赤壁三县一市，航运条件优越。但自1959

年陆水桂家畈大坝建成后，陆水被截断。从此，下游陆水大坝至长江洪庙的 46km航道要靠长江水

位顶托，才能季节性通航 300～500t级船舶。

为了更好地发挥和利用陆水水通道资源，改善现有通航条件，提高通航能力，2008年赤壁市人

民政府投资兴建了陆水节堤航电枢纽工程，目前枢纽已建成蓄水。节堤枢纽蓄水后，节堤枢纽至京

港澳高速桥 23.3km段成为了库区航道，航道条件得到大大改善，除局部河段存在浅滩、航道宽度

和弯曲半径不足外，大部分航道条件良好，能满足 1000t级船舶通航能力。

节堤枢纽以下至长江洪庙段 14.5km航道疏浚工程已于 2014年6月完成，现已达到Ⅳ级航道标

准，能常年通航 500t级船舶，中高水期能通航 1000t级船舶。

2020年11月30日，赤壁市交通运输局完成对陆水河节堤枢纽至京港澳高速桥段航道疏浚工程。

现陆水河节堤枢纽至京港澳高速桥段航道疏浚已按Ⅲ级建设标准建设完成，航道将可通航 1000吨

级船舶，整个航道最低水深 3.2米、底宽 45米。

本次赤壁港规划环评的货船典型船型为 2000t级船舶，本轮赤壁港规划货运作业区包括望山作

业区、官田作业区、节堤作业区，其涉及的陆水流域航道从望山作业区到节堤作业区，陆水河节堤

枢纽至京港澳高速桥段航道包括本轮赤壁港望山作业区到红庙的航道里程，陆水航道整治工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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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能满足本轮赤壁港典型船舶航行。

6、历史演变分析

陆水河流域东临富水，东南以幕阜山脉与江西的修水分界，南邻汨罗江，西接洞庭湖水系的新

墙河，北靠长江及金水。上游通城以上为山区，通城至崇阳为盆地，石龟至陆水桂家畈大坝之间又

是山区，赤壁市至车埠之间为丘陵，车埠以下为围垦的湖泊、洼地。

陆水河入赤壁市境后，右纳莲塘畈水和双丘港水，左纳大梅畈水，流经潭头山，聂泗渡、金狮

观，又有沙田港和荆泉港水汇入，并折向西北流经赤壁城区，过陆水水库大坝后有白石港和赤马港

汇入，流经望山后折向西行，有霞落港、白莼港汇入，然后转向北流至黄龙，有八蛇港、栗柴港和

斗门港注入，再西行会三官湖，琅当湖至车埠，又会盘石湖，至皂潭折向南行，绕万宝山，宝塔山

折向北流，回流至接里，河流成环形大弯道，春夏汛期汪洋一片。1970年改道后，由皂潭直出节堤。

车埠镇以下陆水河左岸为咸宁长江干堤，已完成加固，右岸多低山丘陵。陆水河道受两岸堤防及地

形的约束，多年来河势变化不大，河段内水流没有改道现象，朝天畈江心洲形状也基本没有改变。

6.1.2.1.码头港口开发对河段水文情势影响

通过现状水文情势分析可知，各个河段水文总体格局变化不大，河势基本稳定。本轮规划的港

区均位于陆水河沿线流域。整个规划河段港口、码头众多，港口码头港池疏浚开挖，使得局部水域

变深，流速变缓，流向也随之改变，对局部水动力环境有一定影响。另外，由于码头构筑物的建设，

改变了河道局部岸线，对局部流速、流向也造成影响，为尽量减少码头建设对河道水文影响，建议

采用墩式结构。施工期水下作业等对地表水体的扰动影响，河道中泥沙含量将不可避免地有所升高。

但这种泥沙含量的提高是暂时的，施工结束后，临时工程拆除，施工对水体扰动引起上升的泥沙含

量将逐步恢复至原有水平，施工期对水文情势影响较小。为进一步论证各港口码头对河道水文情势

的影响，建议各港口码头的建设必须考虑水文情势的影响，通过数学模型论证比选方案，推选出对

水文情势影响最小的方案。

6.1.3.长江（赤壁段）流域现状水文情势分析

6.1.4.施工期水环境影响分析

赤壁港开发施工期对水环境影响主要是施工泥浆造成的局部水域SS升高、施工船舶的含油废

水引起水体中石油类的浓度升高。这种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的结束影响也随之消失。

（1）施工泥浆扩散对水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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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施工造成悬浮物浓度的增加主要表现在机械的搅动，当这种机械作用减轻或结束时，水体

的泥沙将在重力作用下以下沉为主，逐渐恢复原来的状况。水中悬浮物过多时，会使水体浑浊，透

明度下降，影响水体感观性状。河道施工总会造成水中泥沙略有增加，对水体的感观性状可能有一

定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施工现场观测链斗式挖泥船挖泥时泥浆扩散范围在 20m以内。

码头施工水下打桩、挖泥，会造成水体中悬浮物浓度增加，其影响范围呈半椭圆形。本工程码

头前沿处，水流流速较大。据调查，打桩施工造成悬浮物浓度增加值超过 10mg/l的范围沿水流方向

约100－250m，垂直岸变宽约 50m，该范围面积为0.005－0.0115km2。因此项目水下施工造成的SS

的局部水域的提高，对水环境的总体影响不大，同时施工段均需距取水口 500m以外，因此码头施

工对饮用水源取水口影响甚微。

根据《渔业水质标准》（GB1167－89），悬浮物的人为增加量不超过 10mg/l，而且悬浮物质沉

积于底部时，不得对鱼、虾和贝壳产生有害的影响。岸线所在的陆水河水面宽度为 250m左右，打

桩施工悬浮物浓度增加 10mg/l的影响范围很小，因此不会对鱼类的生活造成大的影响。

（2）施工船舶含油废水的环境影响

施工船舶含油废水发生于吸砂、运砂和吹砂的施工船舶。为避免施工船舶含油废水偷排和乱排

而造成水体污染，施工船舶含油污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后由海事部门收集，送相应城区污水厂集中

处理后达标排放，不会对当地水环境造成影响。

（3）对陆水河地表水常规监测断面的影响

根据调查，赤壁境内的陆水河常规国控监测断面有 3个，主要为陆溪口断面、黄龙镇断面、洪

下水文站断面（出境断面）。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资料可知，2023年，以上3个断面水环

境质量现状均为Ⅱ类，水环境质量优良。赤壁港规划的建设涉及水工作业，对以上 3个断面水环境

质量可能会造成影响。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6.1-1 各作业区与地表水常规监测地面的位置及距离一览表

港区 作业区 建设内容

地表水监测断面位于各作业区位置、距离

陆溪口断面 黄龙镇断面
洪下水文站断面（出境

断面）

陆水河

车埠港

区

节堤作业

区

保留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1个

规划货运泊位5个

位于作业区下游

6km
位于作业区上游15km 位于作业区上游36km

官田作业

区

保留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1个

规划普货码头泊位8个

规划油品泊位1个

规划水上加油泊位1个

位于作业区下游

15km
位于作业区上游6.5km 位于作业区上游26km

陆水河 望山作业 规划货运泊位5个 位于作业区下游 位于作业区下游6km 位于作业区上游19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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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圻港

区

区 规划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1个 22km

旅游客运

区

规划公务码头泊位4个

规划旅游客运泊位8个

位于作业区下游

25km
位于作业区下游5km 位于作业区上游16km

陆水湖大坝港区
保留现有公务泊位2个

规划旅游泊位4个，公务泊位6个

位于港区下游

30km
位于港区下游9.32km 位于港区下游4.7km

长江（赤壁）港区
保留旅游泊位1个、公务泊位1个

规划旅游泊位1个

长江（赤壁）港区与陆水河不属于同一流域，且汇入方向为陆水河汇

入长江，长江水流基本不会对陆水河造成影响

根据上表可知，各作业区均需要建设码头泊位，涉及水工作业，施工期会产生泥浆和含油废水。

各作业区距其最近的地表水常规监测断面均较远（＞4km），各岸线码头施工对其水体的影响在水

中逐渐稀释降低，基本不会对其地表水常规监测断面造成影响。

6.1.5.运营期污水排放影响

港口营运期主要的污水来源有往来船舶的含油舱底水、压舱水、洗舱水和船舶生活污水；陆域

港区产生的生活污水、油船含油污水、机修废水、作业区地面冲洗水、集装箱洗箱水、地表径流污

水。

6.1.5.1.船舶污水发生量分析

船舶污水包括船舶生活污水、船舶舱底含油污水、船舶压舱水、船舶洗舱水。

（1）船舶生活污水

根据《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2030年、2035年的货运吞吐量分别为2500万吨和

3000万吨，预测货运到港船型 2000t船作为规划代表船型。预测 2030年赤壁港沿陆水河沿线陆水

河夜游项目旅游吞吐量将达到 7.5万人次；2035年将达到 10万人次；陆水湖大坝港区游客吞吐量

受游客接待能力的限制，2035年最大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40万人次，预计2025年最大游客吞吐量将

达到 30万人次；长江赤壁港区旅游项目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22.5万人次；2035年将达到 30万人次

陆水河沿线旅游以 40客位旅游船舶为代表船型，陆水湖旅游以 49客位旅游船舶为代表船型，长江

赤壁港区旅游船以 570客位和100客位旅游船舶为代表船型，旅游旺季（游客数量占总量的75%）

主要以 570客位为主，旅游淡季（游客数量占总量的 75%）以 100客位为主。

船舶在港停留时间平均按 1天/艘次计，2000t船舶定员分别按 20人/艘计，污水量按 150L/(人·d)

计，则每艘货船每天每次产生污水量为 3m3；40和49客位游船工作人员按 4人/艘计，则每艘客船

每次产生污水量为0.6m3；570客位游船工作人员按50人/艘计，则每艘客船每次产生污水量为7.5m3，

100客位游船工作人员按 10人/艘计，则每艘客船每次产生污水量为 1.5m3；根据《船舶水污染物排

放控制标准》（GB3552-2018），货运船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出水口处CODcr、SS的排放限值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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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mg/L、35mg/L；客运船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出水口处CODcr、SS的排放限值分别60mg/L、20mg/L。

表6.1-2 赤壁港船舶生活污水及污染物排放量预测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吞吐量（万

吨/万人次）

停留船次

（次）

船舶工作人

员生活污水

产生系数

（m3/船次）

生活污水排

放量（m3）

CODcr排放

量（t）
SS排放量（t）

陆水河车埠

港区

节堤作业区
2030年 610 3050

3

9150 1.1438 0.3203

2035年 815 4075 12225 1.5281 0.4279

官田作业区
2030年 1300 6500 19500 2.4375 0.6825

2035年 1500 7500 22500 2.8125 0.7875

陆水湖蒲圻

港区

望山作业区
2030年 590 2950 8850 1.1063 0.3098

2035年 685 3425 10275 1.2844 0.3596

旅游客运区
2030年 7.5 1875

0.6

1125 0.1406 0.0394

2035年 10 2500 1500 0.1875 0.0525

陆水湖大坝港区
2030年 30 6122 3673.47 0.4592 0.1286

2035年 40 8163 4897.96 0.6122 0.1714

长江赤壁港区

2030年 22.5
296 7.5 2220.39 0.2775 0.0777

563 1.5 843.75 0.1055 0.0295

2035年 30
395 7.5 2960.53 0.3701 0.1036

750 1.5 1125.00 0.1406 0.0394

合计
2030年 / / / 42298.47 5.2873 1.4804

2035年 / / / 51397.96 6.4247 1.7989

（2）船舶舱底含油污水

舱底水是机舱内各闸阀和管路中漏出的水与机器在运转时漏出的润滑油，主辅机燃料油，加油

时的溢出油，机械剂机舱板洗刷时产生的油污水等。舱底水成分复杂，含多种油分和机械杂质。舱

底水的水量与船舶新旧、航行时间和维修管理状况等因素有关，根据《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表4.2.4可知，1000-3000t船舶舱底油污水产生量为 0.27-0.81t/d·艘，本次评价船型为 2000t，其船

舱底油污水按照其平均值计，为 0.54t/d·艘；根据“4.2.3.3含油量应按实测资料确定，无实测资料

时可取 3000mg/L~6000mg/L。”，本次评价含油量按照其平均值计，取 4500mg/L。船舶工作时间

按照 330d/a计。

由于舱底水的成分较为复杂，既有轻油又有重油，既有高浓度的层状浮油，又有细微粒状的油

球，而且含有一定量的固体悬浮物、漆皮、铁铬、油泥等杂质，还可能混入检修机器时加入的防锈

剂等。这些杂质较难估算，处理难度也较大，不经处理排放对周围水环境影响严重。随着进出港船

舶的增多，规划实施后舱底水产生量将有一定增长，港口相关部门应根据估算的结果增加其接收处

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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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2 赤壁港船舶舱底水及污染物产排量一览

根据交通运输部2015年2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第

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在内河水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船舶，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标准

和交通运输部的规定向内河水域排放污染物。不符合排放规定的船舶污染物应当交由港口、码头、

装卸站或者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理。以下为舱底油污水产排情况。

表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吞吐量

（万

吨）

停留船

次（次）

舱底油污

水产生系

数（t/d·艘）

石油类产

生浓度

（mg/L）

石油类排

放浓度

（mg/L）

舱底水排放

量（m3）

石油类产

生量（t）

石油类排

放量（t）

陆水河车

埠港区

节堤作业

区

2030年 610 3050

0.54 4500 15

1647 7.4115 0.0247

2035年 815 4075 2200.5 9.9023 0.0330

官田作业

区

2030年 1300 6500 3510 15.7950 0.0527

2035年 1500 7500 4050 18.2250 0.0608

陆水湖蒲

圻港区

望山作业

区

2030年 590 2950 1593 7.1685 0.0239

2035年 685 3425 1849.5 8.3228 0.0277

合计
2030年 2500 12500 / / / 6750 30.3750 0.1013

2035年 3000 15000 / / / 8100 36.4500 0.1215

（3）船舶压舱水

压舱水是为了保持船舶平衡，而专门注入的水。压舱水是船舶安全航行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对

没有装载适量货物的船舶。压舱水的数量由船舶航行的航区和气候条件决定。赤壁港仅车埠港区官

田作业区有石油吞吐量。根据《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压舱水可按照泊位油品年发送量2%

计，压载水含油量按照 2000mg/L计。以下为压舱水产排情况。

表6.1-3 赤壁港船舶压舱水及污染物产排量一览表

年份
石油吞吐量（万

吨）

压舱水产生系数（t/t

载重量）

石油类产生浓度

（mg/L）
压舱水产生量（m3） 石油类产生量（t）

官田作业

区

2030年 30
2% 2000

6000 12

2035年 60 12000 24

（4）船舶洗舱水

赤壁港仅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有石油吞吐量。当油船调换装油品种或进厂修理时，要洗掉舱壁

和地板上的残油，因而产生洗舱含油污水。其他干货船舱基本不进行清洗。油船平均每年要清洗 6～

8次，基本上是采用蒸舱后，用热水清洗。洗舱水的发生量视所装的油品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黏

度高的重油、燃料油洗舱用水量稍大，轻质油品的用水量相对较小。根据《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

规范》，换装油品时的洗舱水量宜按船舶载油容量的 1%~3%确定，含油量为 3000~6000mg/L。以下

为洗舱水产排情况。

表6.1-4 赤壁港船舶洗舱水及污染物产排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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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石油吞吐量（万

吨）

洗舱水产生系数（t/t

载重量）

石油类产生浓度

（mg/L）
洗舱水产生量（m3） 石油类产生量（t）

官田作业

区

2030年 30
2% 4500

6000 27

2035年 60 12000 54

综上所述，项目运营期船舶污水产生情况见下表。

表6.1-5 赤壁港运营期船舶污水排放量预测 单位：m3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船舶生活污水 船舶舱底含油污水 船舶压舱水 船舶洗舱水 合计

陆水河

车埠港

区

节堤作业区
2030年 9150 1647 0 0 10797

2035年 12225 2200.5 0 0 14425.5

官田作业区
2030年 19500 3510 6000 6000 35010

2035年 22500 4050 12000 12000 50550

陆水湖

蒲圻港

区

望山作业区
2030年 8850 1593 0 0 10443

2035年 10275 1849.5 0 0 12124.5

旅游客运区
2030年 1125 0 0 0 1125

2035年 1500 0 0 0 1500

陆水湖大坝港区
2030年 3673.47 0 0 0 3673.47

2035年 4897.96 0 0 0 4897.96

长江赤壁港区
2030年 3064.14 0 0 0 3064.14

2035年 4085.53 0 0 0 4085.53

合计
2030年 42298.47 6750 6000 6000 61048.47

2035年 51397.96 8100 12000 12000 83497.96

6.1.5.2.陆域港区废水

陆域港区污水包括油船油罐清洗水、码头机修废水、作业区地面冲洗水、集装箱冲洗水、地表

径流污水、陆域生活污水。

（1）含油污水

ⅰ.油船含油污水

赤壁港仅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有石油吞吐量。油船含油污水主要包括船体油罐切水、油罐清洗

水和检修废水。油罐切水是从成品油中沉淀分离出来的水，一般 1~2d进行一次，且水量较少，一

般为 2-5m3/d，含油量为 1000~3000mg/L。考虑 2030年和 2035年油品吞吐量，2030年油船含油污

水按照每隔1天分离一次，每次3.5m3进行核算；2035年油船含油污水按照每天分离一次，每次3.5m3

进行核算。以下为油船含油污水产生量极污染物产生量一览表。

表6.1-6 赤壁港陆域油船含油污水及污染物产排量一览表

年份 分离次数
含油污水产生系数

（m3/次）

石油类产生浓度

（mg/L）

含油污水产生量

（m3）
石油类产生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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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作业

区

2030年 165
3.5 2000

577.5 1.155

2035年 330 1155 2.31

ⅱ.码头机修废水

港区流动机械冲洗水和机修用水所含污染物主要为石油类，其浓度一般为 50~100mg/L。类比国

内各类型码头生产废水的产生情况，考虑未来对环保的重视程度提高、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同

步考虑2030年和2035年货物吞吐量等，货运码头2030年港区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天0.2m3

计，2035年港区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天 0.3m3计。小型客运码头和公务泊位机修废水按照

货运码头机修废水产生量 10%计，大型 100客位码头机修废水按照货运码头机修废水产生量 50%

计,570客位码头机修废水按照货运码头机修废水产生量100%计。以下为港区码头机修废水产生量

极污染物产生情况。

表6.1-7 赤壁港陆域机修废水及污染物排放量预测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泊位

数量
产污系数

机修废水排

放量（m3）

石油类产

生量（t）

陆水河

车埠港

区

节堤作

业区

2030年
6

2030年港区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天0.2m
3
计，2035年港区

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天0.3m
3
计。石油类浓度按照75mg/L

计。

396 0.0297

2035年 594 0.0446

官田作

业区

2030年
11

726 0.0545

2035年 1089 0.0817

陆水湖

蒲圻港

区

望山作

业区

2030年
6

396 0.0297

2035年 594 0.0446

旅游客

运区

2030年
12 2030年港区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天0.02m

3
计，2025年港

区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天0.03m
3
计。石油类浓度按照

75mg/L计。

79.2 0.0059

2035年 118.8 0.0089

陆水湖大坝港区
2030年

12
79.2 0.0059

2035年 118.8 0.0089

长江赤壁港区

2030年

3

100客位码头2030年港区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天0.1m
3

计，2035年港区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天0.15m
3
计。

570客位码头机修废水2030年港区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

天0.2m
3
计，2035年港区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天0.3m

3
计。

公务泊位2030年港区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天0.02m
3
计，

2025年港区机修废水按照平均每个泊位每天0.03m
3
计。石油类浓

度按照75mg/L计。

105.6 0.0079

2035年 158.4 0.0119

合计
2030年

50 /
1782 0.1337

2035年 2673 0.2005

（2）作业区地面冲洗水

通用泊位、散货码头区的码头作业地面需要定期冲洗，降低扬尘影响。根据转运货种可分为含

煤污水和含矿污水，主要污染物为SS。以下为各作业区地面冲洗水产生量及污染物排放量一览表。

表6.1-8 赤壁港陆域作业区地面冲洗水及污染物排放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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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 作业区 年份
陆域面

积（亩）
产污系数

作业区冲

洗面积

冲洗水量

（m3）

SS排放

量（t）

陆水河车

埠港区

节堤作

业区

2025年
280 根据对码头作业面冲洗水经验数据类比，每次冲洗

水量约为4L/m2·次。

同步考虑2030年和2035年货物吞吐量等比例核算，

2030年码头作业区冲洗面积按照陆域面积30%计，

2035年码头作业区冲洗面积按照陆域面积45%计。

冲洗次数按照每隔2天冲洗1次，则每年冲洗约110

次。

地面冲洗水主要污染物为SS，SS浓度约2000mg/L

56002.80 24641.23 49.2825

2035年 84004.20 36961.85 73.9237

官田作

业区

2025年
500

100005.00 44002.20 88.0044

2035年 150007.50 66003.30 132.0066

陆水河蒲

圻港区

望山作

业区

2025年
305

61003.05 26841.34 53.6827

2035年 91504.58 40262.01 80.5240

合计
2025年

1085
217010.85 95484.77 190.9695

2035年 325516.28 143227.16 286.4543

（3）集装箱冲洗污水

赤壁港仅节堤作业区和官田作业区有集装箱吞吐量。集装箱货种众多，若装过酸、碱、盐或油

性、化学毒品及动植物、冷冻品等，重新装货前要冲洗和消毒处理。赤壁港集装箱运输主要服务赤

壁市本地，集装箱洗箱作业很可能安排在港区进行，因此本次评价对洗箱废水进行估算。洗箱废水

产生量与洗箱频率、单个集装箱面积、单次洗箱用水、装载货物、港区管理水平有关，而因装载货

物的不同，废水性质也不同。本次评价根据《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中的洗箱废水估算模式

进行估算。洗箱水的计算方式如下式：

日最大洗箱水量可按下式计算：Wj=QNd

式中Wj-日最大洗箱水量( m3/d)；Q-冲洗水量(m3/TEU) ,可取 0.1m3/TEU~0.5m3/TEU，本次评价

取0.3m3/TEU；Nd-日最大洗箱量(TEU/d)。

日最大洗箱量可按装卸工艺设计要求确定,也可按下式计算：Nd=K*Na/d

式中Nd-日最大洗箱量(TEU)，Na-全年洗箱总量(TEU)，年洗箱总量按集装箱吞吐量 0.05%~0.1%

估算，本次评价取 0.1%；d-年工作日(d)，按照 330计；K-日洗箱不均匀系数，可取 2。

集装箱洗箱污水的水质宜按实测资料确定。无实测资料时，洗箱污水中化学需氧量(COD)值可

取400mg/L，石油类浓度可取20mg/L。按上述公式及洗箱水污染物浓度估算的洗箱水量及主要污染

物产生量见表 6.1.9。

表6.1-9 赤壁港陆域洗箱水及污染物产排量一览表

作业区 年份

集装箱吞

吐量（万

TEU）

全年洗箱

总量Na

（TEU）

日最大洗

箱量Nd

（TEU）

日最大洗

箱废水产

生量Wj
（m3/d）

年最大洗

箱废水产

生量

（m3/a）

COD类产

生浓度

（mg/L）

石油类产生

浓度

（mg/L）

COD产

生量（t）

石油类

产生量

（t）

节堤作

业区

2030年 1.5 15 0.0909 0.0273 9
400 20

0.0036 0.0002

2035年 2 20 0.1212 0.0364 12 0.0048 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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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作

业区

2030年 1.5 15 0.0909 0.0273 9 0.0036 0.0002

2035年 2 20 0.1212 0.0364 12 0.0048 0.0002

合计
2030年 3 30 0.1818 0.0545 18 0.0072 0.0004

2035年 4 40 0.2424 0.0727 24 0.0096 0.0005

（4）地表径流

降雨淋洗大气污染物、码头作业面、港区机械、车辆、堆场及港区垃圾等形成的污水，其受所

淋洗下垫面的使用性质和机械用途不同所含污染物质也不尽相同，其处理方法也各有所异。根据不

同板块汇流产生的降雨径流污染属性的不同，本次评价总体上讲降雨径流分为两种：一般降雨径流

和含污降雨径流，一般降雨径流是指汇流面内无污染单元，降雨径流可直接排放；对于含污径流，

因其汇流面积内布置有干散货堆场、液散仓储区等，导致径流中含有大量的悬浮物、油类或有毒有

害化工品，直接排放将影响受纳水域的水质，应对其进行收集处理。降雨径流与年降雨量、降雨频

次、汇流面积、使用功能等有关系，而规划阶段无法明确汇流面积、堆场面积、液散仓储面积、周

转量等。

堆场径流污水主要是码头堆场因雨水造成的径流雨污水产生，含SS浓度较高。径流污水量按

下式计算：V=Ψ×H×F

式中：V--径流雨污水量，m3；Ψ--径流系数，取0.6；H--多年平均降雨量，m；赤壁市多年平均

降雨量为 1577.7mm。F--堆场汇流面积，m2。下表为各作业区地表径流量和污染物排放量。

表6.1-10 赤壁港陆域地表径流及污染物排放量预测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陆域面积

（亩）
产污系数 汇流面积

地表径流量

（m3）

SS产生量

（t）

陆水河车埠港区

节堤作

业区

2030年
280

考虑2025年和2035年货物吞吐量

等比例核算，2025年码头堆场汇流

面积按照陆域面积45%计，2035

年码头堆场汇流面积按照陆域面

积65%计。堆场径流污水中的SS

含量根据规范以2000mg/L计

84004.20 79520.06 159.0401

2035年 121339.40 114862.30 229.7246

官田作

业区

2030年
500

150007.50 142000.10 284.0002

2035年 216677.50 205111.26 410.2225

陆水河蒲圻港区
望山作

业区

2030年
305

91504.58 86620.06 173.2401

2035年 132173.28 125117.87 250.2357

合计
2030年

1085
325516.28 308140.22 616.2804

2035年 470190.18 445091.42 890.1828

（5）陆域生活污水

陆域生活污水主要来自港区码头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旅游客运船舶游客产生的陆域生活污水，

根据规划的泊位数量及货物的吞吐量进行生活污水产生量的估算。下表为各港区陆域生活污水及污

染物排放量。

表6.1-11 赤壁港陆域生活污水及污染物排放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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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 作业区 年份
吞吐量（万

人次）

泊位数

量
产污系数

生活污水

排放量

（m3）

CODcr产

生量（t）

SS产生量

（t）

陆水

河车

埠港

区

节堤作

业区

2030年 /
6

货运港区泊位2030年按照10人/泊位配

置工作人员，2035年按照15人/泊位配

置工作人员。

小型客运泊位和公务泊位2030年按照2

人/泊位配置工作人员，2035年按照3人

/泊位配置工作人员。

大型客运港区泊位2030年按照10人/泊

位配置工作人员，2035年按照12人/泊

位配置工作人员。

在港工作人员污水产生量按照150L/人

次；在港游客生活污水产生量按照60L/

人次。作业区工作时间每年按照330天

计算。港区生活污水中主要污染因子的

含量按照COD：300mg/L，SS：200mg/L

计。

2970 0.8910 0.5940

2035年 / 4455 1.3365 0.8910

官田作

业区

2030年 /
11

5445 1.6335 1.0890

2035年 / 8167.5 2.4503 1.6335

陆水

河蒲

圻港

区

望山作

业区

2030年 /
6

2970 0.8910 0.5940

2035年 / 4455 1.3365 0.8910

旅游客

运区

2030年 7.5
12

5688 1.7064 1.1376

2035年 10 7782 2.3346 1.5564

陆水湖大坝港区
2030年 30

12
19188 5.7564 3.8376

2035年 40 25782 7.7346 5.1564

长江赤壁港区
2030年 22.5

3
14589 4.3767 2.9178

2035年 30 19633.5 5.8901 3.9267

合计
2030年 /

50
50850 15.2550 10.1700

2035年 / 70275 21.0825 14.0550

综上所述，赤壁港陆域港区污水产排情况见下表。

表6.1-12 赤壁港运营期陆域污水排放量预测 单位：m3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油船含油

污水

码头机修

污水

作业区地面冲

洗水

集装箱冲

洗水
地面径流

陆域生活

污水
合计

陆水河

车埠港

区

节堤作

业区

2030年 0 396 24641.23 9 79520.06 2970 107536.29

2035年 0 594 36961.85 12 114862.30 4455 156885.15

官田作

业区

2030年 577.5 726 44002.20 9 142000.10 5445 192759.80

2035年 1155 1089 66003.30 12 205111.26 8167.5 281538.06

陆水河

蒲圻港

区

望山作

业区

2030年 0 396 26841.34 0 86620.06 2970 116827.40

2035年 0 594 40262.01 0 125117.87 4455 170428.88

旅游客

运区

2030年 0 79.2 0 0 0 5688 5767.2

2035年 0 118.8 0 0 0 7782 7900.8

陆水湖大坝港区
2030年 0 79.2 0 0 0 19188 19267.2

2035年 0 118.8 0 0 0 25782 25900.8

长江赤壁港区
2030年 0 105.6 0 0 0 14589 14694.6

2035年 0 158.4 0 0 0 19633.5 19791.9

合计
2030年 577.5 1782 95484.77 18 308140.22 50850 456852.49

2035年 1155 2673 143227.16 24 445091.42 101491.5 662445.58

6.1.5.3.污水排放总量

赤壁港运营期污水包括船舶污水和陆域污水，根据上文污水产排情况，下面列出赤壁港污水总

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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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3 赤壁港运营期污水总排放量预测 单位：m3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船舶污水 陆域污水 合计

陆水河车埠港区

节堤作业区
2030年 10797 107536.29 118333.29

2035年 14425.5 156885.15 171310.65

官田作业区
2030年 35010 192759.80 227769.80

2035年 50550 281538.06 332088.06

陆水河蒲圻港区

望山作业区
2030年 10443 116827.40 127270.40

2035年 12124.5 170428.88 182553.38

旅游客运区
2030年 1125 5767.2 6892.2

2035年 1500 7900.8 9400.8

陆水湖大坝港区
2030年 3673.47 19267.2 22940.67

2035年 4897.96 25900.8 30798.76

长江赤壁港区
2030年 3064.14 14694.6 17758.74

2035年 4085.53 19791.9 23877.43

合计
2030年 61048.47 456852.49 517900.96

2035年 83497.96 662445.58 745943.54

6.1.6.污水处理方案及去向

本轮规划岸线较多，且分布较广，作业区的污水集中收集处理问题是水污染防治的一大重点，

各作业区污水总的原则是尽可能接入周边城镇市政污水管网，部分作业区是为其后方工业区或企业

服务，工业区内设置污水处理厂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港口作为工业园区附属的重要基础设施，其

污水应当尽量接入区内集中设置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置。对于以中转为主要任务的作业区，其大多

远离城镇或受地理条件限制，不能进行集中统一处理，只能够自建污水处理厂进行污水处理后回用。

结合赤壁市市政污水管网建设情况及各作业区所在区域，赤壁港拟定的污水处理措施及排污方式如

表6.1-15所示。

6.1.7.污水纳入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可行性

根据调查，仅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的污水可纳入赤壁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内，其他

作业区均不在赤壁市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服务范围内，不能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赤壁市城市污水处理厂（赤壁创业水务有限公司）位于望山村小学校对面，规划占地面积130

亩，服务范围包括蒲纺工业园、陆水工业园、蒲圻办事处及陆水河北岸片区。一期工程为 4万立方

米/日，占地 60亩，采用奥贝尔（orbal）氧化沟工艺，自 2009年5月建成运行，现已完成提标改造，

尾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排放至陆水河。二期工

程设计规模 4万立方米/日，近期处理规模为 2万立方米/日已开工在建；同时配套建设霞落港片区

污水收集管网及污水提升泵站工程，近期污水处理规模 0.5万立方米/日，污水收集管网 18km。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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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完成后，尾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根据《赤

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年）》，陆水河两岸铺设污水主干管，西岸干管自北向南沿途收集

蒲纺工业区、陆水工业区、老城居住区、西北综合区的污水，东岸干管自北向南沿途收集城东新区、

滨水居住区的污水。东岸系统在二桥下游橡皮坝过河与西岸系统合并，最终进入位于望山村的城市

污水处理厂。

根据附图15赤壁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分布图可知，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均在其服

务范围内。运营期，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少量机修废水，机修废水经

自建隔油沉淀设施处理后和生活污水一起处理，污水水质较为简单，到 2035年，污水总量为 74.6t/d，

基本不会对赤壁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水质和水量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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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4 推荐的处理措施及排污方案

港

区
作业区

船舶污水 陆域污水

船舶生活污

水
船舶舱底含油污水 船舶压舱水 船舶洗舱水

油船含油污

水
码头机修污水

作业区地面冲

洗水
集装箱冲洗水

堆场地面径流

（初期雨水）
陆域生活污水

车

埠

港

区

节堤作

业区

须收集后排

入码头污水

接收装置，由

陆域有相关

资质的单位

进行处置

须收集后排入码头污

水接收装置，由陆域有

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

处置

/ / /

经收集后排入自建

的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达标后回用

经收集后排入

自建的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达

标后回用

经收集后排入自

建的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达标后回

用

经收集后排入

自建的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达

标后回用

经收集后排入自建

的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达标后回用

官田作

业区

经收集后排入码头污

水接收装置，由陆域有

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

处置

经收集后排入码头污

水接收装置，由陆域有

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

处置

收集后经自

建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后

回用

蒲

圻

港

区

望山作

业区
/ / / /

旅游客

运港区
/ / / /

收集后经隔油沉淀

处理达标后接管赤

壁市污水处理厂处

理

/ / /

收集后经化粪池处

理达标后接管赤壁

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陆水湖大坝港

区
/ / / /

经收集后排入自建

的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达标后回用

/ / /

经收集后排入自建

的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达标后回用

长江赤壁港区 / / / /

收集后经隔油沉淀

处理达标后接管赤

壁镇污水处理厂处

理

/ / /

收集后经化粪池处

理达标后接管赤壁

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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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运营期地表水常规监测断面的影响分析

根据运营期赤壁港污水排放情况的分析可知，运营期赤壁港陆域和水域产生的污水均通过进入

市政污水处理厂或回用得以处置，严禁直接排入陆水河流域。正常情况下，赤壁港规划的实施对各

地表水常规监测断面基本无影响。

非正常情况下，即船舶在水域范围内发生事故，可能会影响地表水常规监测断面，主要为货运

作业区和长江（赤壁）港区的旅游油船的影响。根据调查，赤壁境内的陆水河常规监测断面有 3个，

主要为陆溪口断面、黄龙镇断面、洪下水文站断面（出境断面）。其中长江（赤壁）港区与陆水河

不属于同一流域，且汇入方向为陆水河汇入长江，长江（赤壁）港区发生事故基本不会对陆水河监

测断面造成影响。以下分别分析运营期，非正常情况下，赤壁港的实施对 3个地表水国控断面的影

响。

洪下水文站断面位于所有作业区的上游，非正常情况下，赤壁港的实施基本不会对洪下水文站

监测断面造成影响。

陆溪口断面位于节堤作业区下游 5km，位于官田作业区 13km，位于望山作业区 19km。非正常

工况下，可能对陆溪口断面有影响的主要为节堤作业区和官田作业区。节堤作业区的货种主要为煤

炭、矿建材料、非金属矿石、水泥、钢铁、粮食、化肥、集装箱，船舶发生事故主要为产生 SS影

响。船舶发生事故时，应该立刻报告相关应急体系，及时启动船舶水上救援应急预案，减少对水环

境的影响；官田作业区在非正常情况下，发生溢油事故时，可能会影响陆溪口断面水质，本评价要

求官田作业区须配备齐全的风险应急措设施，且制定完善的风险应急体系，减少官田作业区发生溢

油事故的可能性。

黄龙镇断面位于官田作业区上游 9km，官田作业区非正常情况下，基本不影响黄龙镇断面水质；

黄龙镇断面位于望山作业区下游 3km，非正常情况下，望山作业区会对黄龙镇断面造成影响。望山

作业区的货种主要为非金属矿石、煤炭、焦煤，船舶发生事故主要为产生 SS影响。船舶发生事故

时，应该立刻报告相关应急体系，及时启动船舶水上救援应急预案，减少对水环境的影响。

6.1.9.规划实施对水环境影响分析

1、施工期影响

施工期对水质的影响主要来自疏浚、炸礁及水下桩基施工。主要污染物是 SS和含油废水。由

于施工期相对时间较短，对水质产生的影响是暂时性的，随着施工结束而结束。施工过程中亦可通

过科学合理组织施工方式、精确定位疏浚范围和土方量、合理设置施工时间避开鱼虾类产卵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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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施工期船舶跟踪监测等方式，尽可能减少施工期造成的环境影响。本次评价对下一层次环评要求

重点分析各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水环境以及水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影响，并根据各项目实际情况

制定针对性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2、运营期影响

本轮规划运营期赤壁港废水均通过现状污水处理厂处理或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废水严

禁不经处理直排陆水河，废水经处理后达标排放，对陆水河水环境影响较小。

陆水湖大坝港区废水须经收集后直接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严禁污水排入陆水水库、陆水

湖，正常情况下，赤壁港的实施对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及陆水湖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6.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6.2.1.港区施工期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1、施工现场扬尘

港区在建设过程中，施工现场严格按照有关要求集中施工。通过类比同类型港区的建设情况，

在场地内集中施工时，一般机械作业情况下，距污染源 100m处的TSP值在 0.10～0.70mg/m3之间。

污染物浓度随风速的变化而变化，总的趋势是小风、静风天气作业影响范围小，大风天作业污染较

大，对 500m以外的环境空气影响微小。

2、港区建设道路扬尘

由于港区建设过程中，进出道路多为土路便道，路面含尘量高，道路扬尘比较严重。根据类比

资料显示，在距路边下风向 50m处，TSP浓度大于 10mg/m3，距路边下风向 150m处，TSP浓度约

为 0.80mg/m3。从类比分析结果来看，如果没有有效的除尘措施，道路施工扬尘的影响范围超过 200m。

洒水可有效抑制扬尘的量，根据洒水试验的结果，洒水后，距路边 50m处TSP小于 0.70mg/m3，距

路边 200m处TSP 浓度小于 0.30mg/m3。因此，通过洒水措施，施工下风向 200m以外，空气环境

质量TSP浓度基本满足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3、港区建设材料扬尘

港区建设过程中，砂石用量大，施工现场往往有大量的砂石料堆存，施工堆场产生的扬尘也是

施工期环境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堆场产生的扬尘包括料堆的风吹扬尘、装卸扬尘及过往车辆

引起的二次扬尘等。经验表明，通过采取洒水措施，可减少扬尘量的 70%，如在工程施工中对堆场

物料采用档风墙结合定时洒水措施，可有效减少扬尘 85%左右。

4、混凝土搅拌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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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在建设过程中，由于位置关系，往往无法利用已有的混凝土搅拌场所，因此施工现场存在

大量的混凝土搅拌作业。根据一些项目建设期施工现场混凝土搅拌站产生的扬尘监测结果类比分析，

在下风向50m处TSP浓度大于5mg/m3，100m处TSP浓度大于2mg/m3，150m处浓度大于0.4mg/m3，

200m处浓度约为 0.2mg/m3。因此，施工混凝土搅拌作业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搅拌站下风

向 200m范围内，200m以外对空气环境影响不大。施工过程中，如果搅拌站位置选择恰当，施工期

搅拌扬尘对周围环境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5、沥青烟气污染

在建设港区道路过程中，一般会有大量的沥青拌和作业，会产生沥青烟气污染。沥青烟气的主

要成分是THC（总烃类）、酚和 3，4-苯并芘，该物质具有一定的毒害，长期接触会对人、动植物

带来危害，产生致癌效应。施工阶段的沥青烟气主要出现在沥青的熬炼、搅拌和路面铺设过程中，

其中以沥青的熬炼过程排放量最大。施工过程中，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密封罐、避免露天作业等手

段尽量减少沥青烟气的排放和危害。

6.2.2.港区运营期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因定位不同，规划规模有别，各港区不同作业区主要大气污染物组成及排放量差异较大，大气

污染物对周边区域环境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也不同。本报告主要对新建的大宗散货作业区重点开

展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估算港口运营期的粉尘等污染源产生量和排放量，模拟粉尘扩散的范围和影

响程度。

6.2.2.1.区域气象特征

项目采用的是赤壁气象站（57582）资料，气象站位于湖北省赤壁市，地理坐标为113.88E，29.72N。

赤壁气象站是距项目最近的国家气象站，拥有长期的气象观测资料。

（1）主要气象统计资料

表 6.2-1 赤壁气象站常规气象项目统计表（1998-2017）

统计项目 统计值 极值出现时间 极值

多年平均气温（℃） 18.73 - -

累年极端最高气温（℃） 37.2 2003-08-01 39.2

累年极端最低气温（℃） -3.2 2016-01-25 -5.2

多年平均气压（hPa） 1006.4 - -

多年平均水汽压（hPa） 16.9 - -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76.4 - -

多年平均降雨量(mm) 1634.6 2011-06-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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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天气统计

多年平均沙暴日数(d) 0.0 - -

多年平均雷暴日数(d) 35.7 - -

多年平均冰雹日数(d) 0.2 - -

多年平均大风日数(d) 0.8 - -

多年实测极大风速（m/s）、相应风向 6.7 2011-07-27 25.7NW

多年平均风速（m/s） 1.53 - -

多年主导风向、风向频率(%) NNE13.73 - -

多年静风频率(风速<0.2m/s)(%) 15.7 - -

（2）基本气象资料分析

①气温

2018年，赤壁市的年平均温度统计资料见表 6.2-2。年平均气温变化曲线见图 6.2-1。

表 6.2-2 年平均气温（℃）的月变化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温度(℃) 4.12 7.97 14.69 20.14 24.55 27.42 30.51 29.91 25.97 18.89 13.65 6.34

图 6.2-1 年平均气温（℃）的月变化图

②风速

2018年，赤壁市的年平均风速统计资料见表 6.2-3。年平均风速变化曲线见图 6.2-2。

表 1.1-3 年平均风速（m/s）的月变化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温度(℃) 1.30 1.15 1.35 1.57 1.76 1.60 1.51 1.72 1.56 1.31 1.28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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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年平均风速（m/s）的月变化图

赤壁市季小时平均风速的日变化情况，具体见表6.2-4。季小时平均风速日变化曲线图见图6.2-3。

表 6.2-3 季小时风速（m/s）的日变化

小时风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春季 1.52 1.77 1.88 2.01 2.08 2.06 2.09 2.03 1.87 1.64 1.54 1.27

夏季 1.74 1.87 1.88 2.17 2.20 2.30 2.43 2.30 2.13 1.88 1.79 1.44

秋季 1.30 1.57 1.75 1.87 1.82 1.88 1.86 1.82 1.66 1.37 1.28 1.16

冬季 1.28 1.22 1.38 1.41 1.57 1.55 1.61 1.60 1.47 1.30 1.36 1.25

小时风速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春季 1.31 1.32 1.35 1.36 1.28 1.25 1.37 1.24 1.27 1.34 1.25 1.35

夏季 1.33 1.34 1.31 1.22 1.16 1.26 1.19 1.12 1.05 1.05 1.17 1.36

秋季 1.15 1.17 1.17 1.17 1.11 1.20 1.04 1.17 1.17 1.14 1.12 1.24

冬季 1.26 1.28 1.25 1.18 1.28 1.25 1.21 1.24 1.09 1.15 1.14 1.10

图 6.2-3 季小时风速（m/s）的日变化图

③风频

2018年，赤壁市年均风频月变化统计具体见表 6.2-5，年均风频见表 6.2-6，风玫瑰图见图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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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4 年均风频（%）的月变化

风频(%)

风向
N NNE NE ENE E ESE SE SSE S SSW SW WSW W WNW NW NNW C

一月 15.86 17.07 5.91 6.85 11.42 4.44 1.88 1.08 5.91 1.48 2.15 3.23 5.91 5.65 4.03 6.05 1.08

二月 13.10 14.88 6.25 4.76 13.10 6.40 3.42 3.57 6.40 2.23 3.72 2.08 5.51 4.32 4.02 4.76 1.49

三月 7.66 11.56 2.69 5.51 12.90 9.27 4.57 3.36 7.93 4.17 2.42 4.03 4.30 4.17 6.85 7.12 1.48

四月 9.58 11.39 3.33 1.67 8.89 13.06 5.97 5.28 9.86 4.31 4.72 4.17 4.03 2.50 2.22 7.64 1.39

五月 8.74 8.47 2.96 7.39 13.31 7.93 2.69 1.34 7.93 6.85 6.72 4.03 5.24 5.24 5.38 4.44 1.34

六月 7.92 7.08 3.19 4.31 11.94 10.56 5.97 4.58 8.33 7.36 7.08 5.83 5.28 1.53 3.61 4.86 0.56

七月 9.81 7.39 2.55 1.48 11.42 16.40 6.72 3.23 7.12 3.76 5.24 5.38 5.91 3.36 4.30 5.65 0.27

八月 11.02 14.25 3.90 4.70 10.35 10.89 3.09 1.88 4.57 3.36 6.72 4.97 5.78 2.55 3.63 8.20 0.13

九月 10.00 13.33 5.83 7.78 15.69 6.53 1.67 2.08 3.89 3.61 4.86 5.14 5.83 4.44 4.03 5.28 0.00

十月 9.68 9.27 4.30 5.91 15.05 5.78 3.49 4.03 7.80 6.18 4.84 4.17 6.99 3.76 2.42 6.32 0.00

十一月 15.28 12.64 4.44 5.00 13.61 4.58 2.50 2.08 5.14 1.81 4.31 2.78 6.81 5.28 4.58 9.17 0.00

十二月 19.35 24.06 8.47 11.02 11.02 2.28 1.48 1.08 1.75 1.21 1.48 1.08 2.69 1.21 3.23 8.60 0.00

表 6.2-5 年均风频（%）的季变化及年均风频

风频(%)

风向
N NNE NE ENE E ESE SE SSE S SSW SW WSW W WNW NW NNW C

春季 8.65 10.46 2.99 4.89 11.73 10.05 4.39 3.31 8.56 5.12 4.62 4.08 4.53 3.99 4.85 6.39 1.40

夏季 9.60 9.60 3.22 3.49 11.23 12.64 5.25 3.22 6.66 4.80 6.34 5.39 5.66 2.49 3.85 6.25 0.32

秋季 11.63 11.72 4.85 6.23 14.79 5.63 2.56 2.75 5.63 3.89 4.67 4.03 6.55 4.49 3.66 6.91 0.00

冬季 16.20 18.80 6.90 7.64 11.81 4.31 2.22 1.85 4.63 1.62 2.41 2.13 4.68 3.70 3.75 6.53 0.83

全年 11.50 12.61 4.47 5.55 12.39 8.18 3.62 2.79 6.38 3.87 4.52 3.92 5.35 3.66 4.03 6.52 0.64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6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218

图 6.2-4 赤壁市风频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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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环境空气影响预测内容及模式

（1）预测内容

①采用非工况（处理效率 0%）和采取严格的措施（处理效率 90%）后两种情景下污染源强方

案，以 2030年和 2035年两个时段，对主要污染物的年长期浓度预测，绘制年长期浓度分布图。

②对煤炭、矿石、石油及制品码头等开展卫生防护距离预测。

（2）预测模式

预测模式选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推荐的AERMOD模式。

AERMOD是一个稳态烟羽扩散模式，可基于大气边界层数据特征模拟点源、面源、体源等排

放出的污染物在短期（小时平均、日平均）、长期（年平均）的浓度分布，适用于农村或城市地区、

简单或复杂地形。

评价范围为以 5km为边长的矩形区域，预测网格取 100m×100m的步长。采用推荐模式中的大

气环境防护距离模式计算各无组织源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计算出的距离是以污染源中心点为起点

的控制距离，并结合平面布置图，确定控制距离范围，超出厂界以外的范围，即为项目大气环境防

护区域。

6.2.3.港区污染源强分析

6.2.3.1.污染物类型及源强

港口大气污染源主要来自港口转运的货种，其源强则与储存方式、转运方式、气象条件等因素

密切相关。如煤炭、水泥、矿石等货种带来粉尘影响，石油及化工制品带来的烃类和化学挥发物污

染。

赤壁港的主要货类是煤炭、矿建材料、非金属矿石、件杂货和集装箱等，港区实施后产生的污

染物主要为港区道路扬尘、港区汽车尾气、港区装卸机械废气、到港船舶废气、港区散货装卸及堆

场起尘。由于本轮规划仅涉及 1个水上加油泊位和 1个成品油泊位，且后方设置 1处油品储罐区，

油品运输量较小，因此，本规划环评不对加油和油品运输暂存产生的烃类污染物进行预测分析，重

点对煤炭、矿石等散货的粉尘污染进行预测分析。

散杂货的起尘特性分为两类，一类是堆场表面的静态起尘，其发生量与尘源的表面含水率、地

面风速等关系密切，另一类则是装卸、运送等过程的动态起尘，其发生量与环境风速、装卸高度密

切相关。以煤炭为例，粉尘发生的各个环节如图 6.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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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 散货/煤炭作业区粉尘污染环节示意图

装卸货物种类、装卸量的不同，起尘量也有所区别。根据起尘的各环节，选择气象、防尘抑尘

措施作为影响起尘量的两个关键因素，按照各因素不同的条件组合设置情景，计算该情景下的起尘

量。

①静态起尘

煤炭、矿石在堆存过程中会产生静态起尘，静态起尘量计算方法采用《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规范（JTS105-1-2011）》中推荐的起尘公式计算：

Q1=0.5α(U-U0)3S

式中，Q1——单堆堆存起尘量；

α——散货类型调节系数，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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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堆场内平均风速，m/s；

U0——起动风速，m/s；

S——堆表面积，m2。

U0=0.03·e0.5w+3.2

式中，w——含水率，%。含水率按 7%计。

②动态起尘

动态起尘环节主要来自码头和堆场两方面，码头进行装卸船作业时，堆场在进行堆取料过程中

分别采用装、卸船机和堆取料机进行作业，上述环节在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动态起尘，动态起尘采用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JTS105-1-2011）》中推荐的起尘公式，计算模式如下：

式中，Q2——作业起尘量，kg；

U——堆场内平均风速，为堆场外风速的 0.89，m/s；

Y——作业量，t；

H——作业高度，m；

w——含水率，%；

α——散货类型调节系数，该值同堆存起尘；

β——作业方式系数，卸船、装船、汽车装载，β=1，堆取料机，β=2；

w2——水分作用系数，与散货性质有关，散货为 0.45；

w0——水分作用效果的临界值，即含水率高于此值时水分作用效果增加不明显，与散货性质有关；

煤炭取 6%。

v2——作业起尘量达到最大起尘量一半的风速，与粒径分布和颗粒物密度有关。

根据赤壁港总体规划，参考类似港口粉尘防治经验，设定赤壁港外部洒水，防尘效率为 75%，

内部堆场为半敞开式堆场，堆场粉尘控制效率为 60%，综合防尘效率为 90%，计算赤壁港煤炭、矿

建材料等主要港区作业区在规划水平年 2030和 2035年的起尘量，起尘产生量按照 0.02%集疏运量

计，计算结果如表 6.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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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 污染源产排情况一览表

情景模式 港区 作业区

2030年 2035年

集运量 起尘量(t/a) 集运量 起尘量(t/a)

（万 t） 粉尘产生量 除尘效率 （万 t） 粉尘产生量 除尘效率

正常工况

（除尘效

率90%）

车埠港区
节堤作业区 610 1220 122 815 1630 163

官田作业区 1300 2600 260 1500 3000 300

蒲圻港区 望山作业区 590 1180 118 685 1370 137

总计 2500 5000 500 3000 6000 600

非正常工

况（除尘

效率0）

车埠港区
节堤作业区 610 1220 1220 815 1630 1630

官田作业区 1300 2600 2600 1500 3000 3000

蒲圻港区 望山作业区 590 1180 1180 685 1370 1370

总计 2500 5000 5000 3000 6000 6000

6.2.4.环境空气影响预测

6.2.4.1.评价标准

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6-2012）二级标准。

表 6.2-7 主要污染物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ug/m3

序号 污染源 评价标准

1 TSP

年平均 200

24小时平均 300

小时平均 900

6.2.4.2.粉尘预测结果与分析

情景一：本次预测选取货运集运量最大的官田作业区作为代表，正常工况，在除尘效率 90%的

情况下，对官田作业区粉尘排放浓度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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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6 2025年正常工况下官田作业区粉尘排放预测图

图 6.2-7 2035年正常工况下官田作业区粉尘排放预测图

根据预测结果可知，正常工况下，官田作业区TSP最大落地浓度点浓度和周边环境敏感保护目

标TSP浓度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类标准。

情景二：本次预测选取货运集运量最大的官田作业区作为代表，非正常工况，在除尘效率 0的

情况下，对官田作业区粉尘排放浓度进行预测。

图 6.2-8 2025年非正常工况下官田作业区粉尘排放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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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9 2035年非正常工况下官田作业区粉尘排放预测图

根据预测结果可知，非正常工况下，官田作业区TSP最大落地浓度点浓度超标严重，不能满足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类标准。

综上所述，其他作业区货运集疏量远远低于官田作业区的货运集疏量，由此可以推理，正常工

况下，在采取严格的防尘措施后，其他作业区 TSP最大落地浓度点浓度和周边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TSP浓度均小于官田作业区的最大落地浓度，故赤壁市各港区作业区TSP最大落地浓度均能满足《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类标准。

同时，赤壁港设施后，港区入驻项目要严格落实对散货粉尘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减少作业区

粉尘发生非正常排放的可能性。

6.2.4.3.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对于大气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一方面港区应加强污染治理工作，减少无组织排放，另一方面，

为保护大气环境和人群健康，当港区周边污染物浓度超过“GB3095-2012”和“TJ36-79”的标准，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A的推荐模式清单中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计算模式，计算港区和敏感点之间应当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即结合港区平面布置图，确定的超

出港界以外的范围，并给出防护距离。

根据粉尘预测结果，正常工况下，本轮赤壁港规划实施对港区及周边区域粉尘污染物浓度贡献

值不大，本轮规划实施后，各规划作业区厂界外TSP小时浓度均值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的要求，规划实施对环境影响不大。因此，本次评价暂不对散货作业区提出大气

环境防护距离控制要求。

6.2.4.4.VOCs影响分析

本次评价对规划官田作业区的成品油储存区进行VOCs环境影响分析。2030年、2035年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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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运输量为 30万吨和 60万吨，运输量较小，且成品油运输、储存均采取密闭等措施，经采取合理

的措施后，VOCs排放量较小，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以及环境敏感点影响较小。

6.2.4.5.船舶大气污染影响分析

根据类比，船舶从停靠至驶离作业区航行过程中船舶废气CO排放量平均为 0.016~0.175g/s、

HC+NOX排放量为 0.025~0.273g/s、PM10排放量为 0.001~0.009g/s，船舶废气排放量较少，且规划区

水域较宽，扩散条件较好，因此，船舶废气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以及环境敏感点影响较小。

6.2.5.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小结

根据预测结果，各作业区运营阶段TSP对区域环境贡献值均处于较低水平，在叠加现状背景浓

度后均未出现超标情况，规划实施对周边敏感保护目标的大气污染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本轮规划

布置总体合理。

6.3.声环境影响分析

6.3.1.码头作业区噪声影响分析

由于在规划阶段，赤壁港各作业区厂界内各设施的布置尚不明确，依据港区各类场所的噪声类

比调查结果，按照声源随距离的衰减规律进行预测，并从环境声学的角度对高噪声的集装箱码头、

件杂货码头、散货码头等设施的建设提出限制和要求。赤壁港主要作业机械噪声污染源强参见表

6.3-1。

表 6.3-1 主要装卸机械噪声值

码头类型 序号 机械类型 测点距装卸设备距离（m） 最大声级LmaxdB（A）

集装箱码头

1 集装箱装卸桥 1 105

2 轮胎式起重机 1 98

3 集装箱叉车 1 90

件杂货码头

4 门机 3 79～93

5 牵引车 1 72～90

6 轮胎式起重机 1 98

7 叉车 1 76～90

散货码头

8 带斗门机 3 79～93

9 皮带机 10 68

10 桥式卸船机 1 79～93

11 皮带机转接点 1 85

12 堆料机 20 68

13 除尘风机 1 90

根据装卸作业噪声源的特性，采用以下预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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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1——距声源 r1处的声级 dB(A)；

L0——距声源 r0处的声级 dB(A)；

△L——其它因素引起的噪声衰减量 dB(A)。

各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合成声级采用以下计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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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港区的声环境功能区划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3类标准，昼间≤65 dB(A)、

夜间≤55 dB(A)。装卸作业设备单机噪声达标距离的预测结果具体见表 6.3-2。

表 6.3-2 装卸作业设备噪声预测结果

码头类型 机械类型 衰减到65dB（A）距离（m） 衰减到55dB（A）距离（m）

集装箱码头

集装箱装卸桥 96 316

轮胎式起重机 45 141

集装箱叉车 18 56

件杂货码头

门机 75 238

牵引车 18 56

轮胎式起重机 45 141

叉车 18 56

散货码头

带斗门机 75 238

皮带机 - 5

桥式卸船机 25 80

皮带机转接点 11 32

堆料机 36 90

除尘风机 18 56

港区内噪声主要为装卸作业机械噪声，由于该类装卸机械大多为移动式的，因而带来的影响区

域不固定。根据上表对各种性质码头装卸作业噪声预测结果，结合已有类似码头噪声类比测试资料，

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要求，选择最不利的作业条件，

确定集装箱码头、件杂货码、散货码头昼间的达标距离分别为 96m、75m、75m，夜间的达标距离

分别为 316m、238m、238m。

6.3.2.船舶噪声影响分析

船舶噪声污染源源强经验值见表 6.3-3。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6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227

表 6.3-3 船舶噪声源

声源名称 测点距离（m） 等效A声级值（dB）

6.4万吨级油船机舱 10 75.0~76.0

5万吨级货船机舱 10 72.0

1万吨级货船机舱 20 68.0~75.0

5万吨级货船通风口 10 75.0~90.0

拖船（昼间） — 65.0

拖船顶推（昼间） — 67.5

船舶辅机 25 61.0

长江大客班船鸣笛 约200 85.0

内河小型船

舶

8.8kW（单机）
1 94.7

20 62.6

17.6kW（2台8.8kW）
1 98.3

20 66.3

26.4kW（3台8.8kW）
1 103.3

20 70.5

根据同类码头实测资料，停靠码头的船舶，其轮机噪声在离船 1m处的等效声级最大值为 78dB

（A），离船 20m处的等效声级为 50dB（A），船舶噪声对作业区港界的影响较小，对周边敏感点

基本不会产生噪声污染。

6.3.3.集疏运通道交通噪声影响分析

由于规划中未给出各道路的交通量和车速预测，本次评价采用类比和参数假设的方法进行影响

分析。

根据国内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经验以及竣工验收的车速测试，设定近期小车车速为

80km/h，中车和大车车速分别为 70km/h和 60km/h；而夜间车速分别取昼间车速的 90%；根据预测

模式，结合公路工程确定的各种参数，计算出沿线典型路段和沿线敏感点评价特征年度的交通噪声

预测值。计算的源强如下表 6.3-4所示。

表 6.3-4 疏港公路分车型单车交通噪声源强单位：dB（A）
时段 昼间 夜间

车型 小车 中车 大车 小车 中车 大车

源强/dB（A） 78.7 83.5 86.6 76.8 84.7 90.7

注：小车包括小客车、小货；中车包括中货；大车包括大客、大货、集装箱卡车。

根据疏港公路特点、沿线环境特征及工程设计交通量等因素，本评价采用《公路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规范》（JTGB03-2006）提出的公路交通噪声预测模式进行预测。疏港铁路车流量较小，

本次评价只做类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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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噪声级计算模式如下：

式中： Leq(h)—车辆的小时等效声级，dB；

Lo—车辆在参照点（7.5m 处）的平均辐射噪声级，dB；

N—小时车流量，辆/h；

T—计算等效声级的时间，取 T=1h；

V—车辆的平均行驶速度，km/h；

∆L 距离 ─距噪声等效行车线距离为 r 的预测点处的距离衰减量，dB；

∆L 地面—地面吸收引起的交通噪声衰减量，dB；

∆L 障碍物—噪声传播途中障碍物的障碍衰减量，dB；

∆L 1—公路弯曲或有限长路段引起交通噪声修正量，dB。

计算参数的确定：

1.车型比与昼日比

根据港口作业的实际情况，车型比取大车：中车：小车＝8:1:1；交通量昼夜比取 4：1。

2.车流量

由于规划阶段，公路等级以及车辆量没有确定，通过类比南京，苏州，宜昌等内河港口疏港公

路，以及武汉港港区疏港公路车流量，本次评价相对保守的取近期 2030年 10000pcu/d，远期 2035

年 15000pcu/d进行预测。公路交通噪声预测结果见表 6.3-5。

表 6.3-5 疏港公路噪声预测结果

与红线距离（m）
近期dB(A) 远期dB(A)

昼 夜 昼 夜

30 69.1 62.7 70.8 64.5

40 67.2 60.8 69.0 62.6

50 65.8 59.4 67.5 61.2

60 64.6 58.2 66.3 60.0

70 63.6 57.2 65.3 59.0

80 62.7 56.3 64.5 58.1

100 61.2 54.9 63.0 56.6

120 60.0 53.7 61.8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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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59.0 52.7 60.8 54.4

160 58.2 51.8 59.9 53.6

180 57.4 51.0 59.2 52.8

200 56.7 50.4 58.5 52.1

由预测结果可知，近期昼间红线外 30m基本可以满足 4类区标准要求，红线外 140m基本可以

满足 2类区标准要求；近期夜间红线外 100m可以满足 4类区标准；远期昼间红线外 40m可以满足

4类区标准要求，红线外 160m可以满足 2类区标准要求；远期夜间红线外 140m可以满足 4类区要

求。

6.4.固体废弃物分析评价

6.4.1.港口施工期固体废物分析

港口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有：场地平整、港池疏浚、基坑开挖、施工生产生活区清理废渣等

所产生的土石方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施工产生的土石方，须合理安排暂存和处置，定期运送到城市弃渣场处理。如未合理安排弃土

场或施工单位产生的弃渣随意堆放，很容易造成废方、废渣挤占农林用地，新增弃渣水土流失，对

弃渣点周围自然景观产生不利影响。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应进行统一回收处理，尽量减小对环境影响。

6.4.2.港口运营期固体废物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港口的固体废物

和危险废物主要包括生活设施生产的陆域生活垃圾、陆域生产固废、船舶垃圾和危险废物等。根据

赤壁港总体规划中的有关数据，分别就上述几个方面分析规划期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

6.4.2.1.陆域生活垃圾分析

赤壁港区陆域生活垃圾是由在港区内工作的人员产生的，主要包括：厨余垃圾、玻璃、塑料和

金属瓶罐及制品、劳动保护用品，如丢弃的服装、手套、鞋子和废纸等。根据港区吞吐量规划的泊

位和吞吐量的发展，预估港区需要配置的职工人数，对 2030年与 2035年各港区生活垃圾进行估算。

港区货运泊位 2030年按照 10人/泊位配置工作人员，2035年按照 15人/泊位配置工作人员；港区客

运泊位和公务泊位 2030年按照 2人/泊位配置工作人员，2035年按照 3人/泊位配置工作人员；港区

大型客运泊位 2030年按照 10人/泊位配置工作人员，2035年按照 12人/泊位配置工作人员。工作人

员生活垃圾发生量按 1.0kg/天•人，作业天数按照 330天计。根据《赤壁港总体规划》中的预测，预

计赤壁港 2030年游客吞吐量约为 60万人次，2035年游客吞吐量为 80万人次。游客生活垃圾产生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6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230

量按 0.2kg/人次计。则赤壁港陆域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见下表。

表 6.4-1 赤壁港陆域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泊位数量（个）
工作人员人数

（人）
游客人数（人）

生活垃圾产生

系数

生活垃圾产生

量（t）

陆水河车埠

港区

节堤作业区
2030年

6
60 0

工作人员生活

垃圾发生量按

1.0kg/天•人，

游客生活垃圾

产生量按

0.2kg/人次，作

业天数按照

330天计

19.8

2035年 90 0 29.7

官田作业区
2030年

11
110 0 36.3

2035年 165 0 54.45

陆水河蒲圻

港区

望山作业区
2030年

6
60 0 19.8

2035年 90 0 29.7

旅游客运区
2030年

12
24 75000 22.92

2035年 36 100000 31.88

陆水湖大坝港区
2030年

12
24 300000 67.92

2035年 36 400000 91.88

长江赤壁港区
2030年

3
22 225000 52.26

2035年 27 300000 68.91

合计
2030年

50
300 600000

/
219

2035年 444 800000 306.52

6.4.2.2.陆域生产固体废物分析

陆域港区生产性固废包括装卸场所、堆场、作业场和修理厂等产生的少量垃圾，主要是泥土、

包装材料等，类比同类型港口项目，生产性固体废物产生量按吞吐量的 0.005%估算。根据预测，赤

壁港 2025年吞吐量为 2500万 t，2035年吞吐量为 3000万 t，则陆域港区（作业区）生产性固体废

物产生量见下表。

表 6.4-2 赤壁港陆域生产性固体废物产生量预测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吞吐量（万吨） 生产性固体废物产生系数 生产性固体废物产生量（t）

陆水河车埠

港区

节堤作业区
2030年 610

0.005%/吞吐量

305

2035年 815 407.5

官田作业区
2030年 1300 650

2035年 1500 750

陆水河蒲圻

港区
望山作业区

2030年 590 295

2035年 685 342.5

合计
2030年 2500 1250

2035年 3000 1500

6.4.2.3.船舶垃圾分析

船舶垃圾主要为船员生活垃圾以及少量扫舱产生的废弃物（如金属、钢材、纸张、木材、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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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运输货物产生的散落和包装用品等）和船舶保养产生的废弃物（如水垢、油渣、擦拭油棉等修理

机械和设备废弃物等）等。

根据《赤壁港总体规划》中的预测，规划期内赤壁港各主要货类到港船型有 2000吨级货船，

200TEU集装箱船，40-49客位的旅游船，570-100客位旅游船。货运船舶的船员以 20人/艘估算，

40-49客运船舶的船员以 4人/艘，570客位游船工作人员按 50人/艘计，100客位游船工作人员按 10

人/艘计，估算船员生活垃圾发生量按 1.5kg/天•人计算，每艘船每次停港 1天。到港船舶生产废物按

每装卸 1000t货物产生 20kg废弃物计。以下为赤壁港船舶垃圾产生情况一览表。

表 6.4-3 船舶垃圾产生情况一览表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吞吐量（万吨

/万人次）

停留船次

（次）

船员人数

（人/艘）

生活垃圾产生

系数（kg/天•人）

船舶生产废物产生

系数（t//船次）

船舶垃圾总产

生量（t）

陆水河

车埠港

区

节堤作

业区

2030年 610 3050 20

1.5

0.02 91.5

2035年 815 4075 20 0.02 122.25

官田作

业区

2030年 1300 6500 20 0.02 195

2035年 1500 7500 20 0.02 225

陆水湖

蒲圻港

区

望山作

业区

2030年 590 2950 20 0.02 88.5

2035年 685 3425 20 0.02 102.75

旅游客

运区

2030年 7.5 1875 4 0 11.25

2035年 10 2500 4 0 15

陆水湖大坝港区
2030年 30 6122 4 0 36.7347

2035年 40 8163 4 0 48.9796

长江赤壁港区

2030年 22.5
296 50 0 22.2039

563 10 0 8.4375

2035年 30
395 50 0 29.6053

750 10 0 11.2500

合计
2030年 / / /

/
/ 422.9847

2035年 / / / / 513.9796

6.4.2.4.危险废物分析

危险废物是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以及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

有危险性的废物。港区的危险废物包括储油罐底泥（HW08废矿物油类）、污水处理站“三泥”（HW08

废矿物油类）、危险货品残渣（随货种不同而不同）等。港区危险废物产生量按照吞吐量的 0.025/10000

估算。根据《赤壁港总体规划》中的预测，预计赤壁港 2030年吞吐量为 2500万 t，2035年吞吐量

为 3000万 t，预测港区（作业区）危险废物产生量如下表。

表 6.4-4 赤壁港陆域危险废物产生量预测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吞吐量（万吨） 生产性固体废物产生系数 危险废物产生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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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水河车埠港区

节堤作业区
2030年 610

0.00025%/吞吐量

15.25

2035年 815 20.375

官田作业区
2030年 1300 32.5

2035年 1500 37.5

陆水河蒲圻港区 望山作业区
2030年 590 14.75

2035年 685 17.125

合计
2030年 2500 62.5

2035年 3000 75

6.4.2.5.固废产生总量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赤壁港运营期固体废物总产生情况见下表。

表 6.4-5 赤壁港各港区运营期固体废物产生量估算表（单位：t）
港区 作业区 年份 陆域生活垃圾 陆域生产性固体废物 船舶垃圾 危险废物

陆水河车埠港

区

节堤作业区
2030年 19.8 305 152.5 15.25

2035年 29.7 407.5 203.75 20.375

官田作业区
2030年 36.3 650 325 32.5

2035年 54.45 750 375 37.5

陆水河蒲圻港

区

望山作业区
2030年 19.8 295 147.5 14.75

2035年 29.7 342.5 171.25 17.125

旅游客运区
2030年 22.92 0 11.25 0

2035年 31.88 0 15 0

陆水湖大坝港区
2030年 67.92 0 36.7347 0

2035年 91.88 0 48.9796 0

长江赤壁港区
2030年 52.26 0 22.2039 0

2035年 68.91 0 8.4375 0

合计
2030年 219 1250 672.9847 62.5

2035年 306.52 1500 813.9796 75

6.4.3.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港区固体废物和船舶废物如处置不当，将会造成以下污染现象：

（1）陆域固体废物如不及时清理或随意丢弃在岸边或水面，会影响港口景观、污染土壤和水环

境，危害人群健康；如就地掩埋，还可能污染地下水，造成二次污染。

（2）船舶废物成堆长久堆放以致变质发臭影响水域环境卫生，污染水质；船舶垃圾漂浮于水面

会对来往船舶的船体及螺旋桨造成损害；船舶垃圾中的有毒、有害物质进入水体后直接毒害水生生

物；船舶垃圾中的有机物消耗水中的溶解氧，影响水体的自净能力；沉于水底的船舶垃圾会逐渐积

聚，改变动、植物生境，甚至造成严重的底泥污染；外贸船舶垃圾可能带来境外有害生物。

（3）危险废物，如未按危险废物管理规定妥善存放及处理，将污染环境、危害人群健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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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通过挥发、淋滤下渗等方式可能对大气环境、土壤及地下水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影响。

根据上述对本次评价固体废物的环境影响分析，以及本轮规划中提出的固体废物处理的相关内

容，结合赤壁港现有固体废物收集处置现状，对港口规划实施产生的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方案作

如下分析：

①陆域生活垃圾及生产固废

根据调查，赤壁市已有完善的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可以满足赤壁港陆域垃圾处理的需求。本次

评价提出应在各港口码头及作业区配备清运车、清扫车、垃圾箱等，对陆域垃圾集中收集后处置。

陆域生活垃圾由各港区市政环卫部门集中清运至所在区域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陆域生产性固废分类收集，可以回收利用的生产性固废收集后卖给相关废旧物资回收单位回收

利用；余下没有利用价值的生产性固废由港区市政环卫部门集中清运至所在区域城镇生活垃圾处理

系统。

②船舶垃圾

根据现场调查，现状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和官田作业区均已各设置有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

码头泊位，且本轮规划中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也规划有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待各港

区建设完成后，各港区均配套有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用于接收船舶垃圾。到港船舶产生的

船舶垃圾由港区专用污染物接收船接收后由海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单位处置，严禁随意排放。

③危险废物

根据现场调查，现状港口作业区均未设置集中危废处置单位，危险废物处置方式主要为：联系

当地或省内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上门收集、转运至有处理资质的单位集中处置。本轮规划

沿用现状港口危废处置方案：各港区作业区分别在各港区建设集中式或独立的危废暂存间，将危险

废物收集分类暂存，定期由有资质单位转运处置。

6.5.环境风险评价

6.5.1.环境风险评价目的

赤壁港总体规划的实施，为船舶运输提供更好的条件，船舶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搁浅或碰撞等会

引起油品等货品溢出或自身携带的燃料油泄漏，在装卸、储运过程中也会发生泄漏事故，事故一旦

发生，即会对航道和港口水域以及邻近岸线造成不利影响，而且陆水河段沿线有饮用水水厂的取水

口和湿地公园，更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环管字 057号《关于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隐患进行风险评价的通知》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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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环境保护部环发[2012]7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及环境保护部环发[2012]98号《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

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的要求，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后果计算等开展环境风险评价，

能够更充分认识引起风险或事故的原因，通过管理、技术等方面的防范措施，尽量减小事故发生的

可能性；另一方面，一旦事故发生可以尽快组织有效的应急处理，使损失降低到最小。

6.5.2.风险识别

6.5.2.1.物质的危险性识别

根据《危险化学品分类》（GB6944-2012）判断化学品的危险类别、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

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列入附录B.1中危险物质的临界量；对未列入附表B.1的重要危险

物质，其临界量参照《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第 18部分急性毒性》（GB30000.18-2013）、《化学

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第 28部分对水生环境的危害》（GB30000.28-2013）确定。根据赤壁港货种情况

及吞吐量预测，赤壁港主要危险品为官田作业区的成品油及货运作业区的油船油箱的油品。

6.5.2.2.运营过程的风险识别

本规划涉及的环境风险主要包括船舶溢油、油库溢油，根据风险源特点，可分为固定环境风险

源和移动环境风险源。长江赤壁港区游船为大型油船，涉及油船漏油事件，陆水湖大坝港区船舶均

采用电动船、手动船，不涉及油船漏油事件。

（1）固定环境风险源

本规划方案实施后，固定源的环境风险主要是码头和仓库环境污染事故，其风险环节主要为：

1)船舶在进港靠泊以及装卸船作业期间，可能由于多种因素可能会发生油品泄漏等的环境风险事故；

2)油库等，由于操作失误等，发生油品泄漏等的环境风险事故。

（2）移动环境风险源

根据《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设置 1个水上加油泊位和 1个

成品油运输泊位，各货运港区均采用油船运输货物，长江赤壁港区游船为大型油船。移动源主要事

故类型包括：①到（离）港船舶发生碰撞造成储油舱破裂，导致油品的泄漏；②到（离）港船舶与

该航道上或者锚地油轮发生碰撞，造成油轮部分储油舱破裂而导致的油品泄漏。

本轮规划中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涉及危险货物品的输运及储存，该港区或锚地一旦发生港口和

船舶危险品泄漏事故，将对下游水体产生事故性风险危害；其他货运港区均采用油船运送货物及长

江赤壁港区旅游船舶尾游船，一旦油船油箱破损发生溢油事故，将对下游水体产生操作性分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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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涉及危险品运输或储存港区情况详见表 6.5-1。

表 6.5-1 规划涉及危险品运输或储存港区情况

港区 作业区名称 规划

车埠港区 官田作业区 新增1个水上加油泊位、1个成品油运输泊位，作业区设置成品油储存区

根据赤壁港到港船型现状，结合港口吞吐量及货物流量流向分析、运输船舶发展趋势，本轮规

划实施后到港代表船型及船舶主尺度见表 6.5-2。

表 6.5-2 赤壁港油品预测到港船型及主尺度表

船型 船舶吨级
船型主尺度

备注
总长（m） 型宽（m） 满载吃水

油船 2000吨级 85 13.8 2.0-2.6 内河过闸运输船舶标准船型主尺度系列

货船 2000吨级 90 14.8 2.6 内河过闸运输船舶标准船型主尺度系列

根据赤壁港的码头泊位现状和未来规划布置，规划实施后的环境风险识别见表 6.5-3。

表 6.5-3 环境风险识别表

风险区

域
风险类型 发生原因

发生概

率

环境危

害程度
环境保护目标

陆域

油品管道泄漏 人的不安全行为（违章作业、指挥失误）、设备设施的质量缺陷或

故障（焊接质量缺陷、阀门缺陷、管道磨损及疲劳等）、其他因素

（地基的不均匀沉降、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

小 小

陆域敏感保护区、

周边居民区等

油品储罐泄漏 极小 小～中

储罐火灾爆炸
发生油品泄漏后遇明火（点火源包括：动火作业、现场吸烟、机动

车辆排烟带火、静电放电等）、人为破坏、自然灾害（主要是雷电）
极小 中～大

泊位

油品装卸作业

或加油时泄漏

输油臂及输油管道缺陷或操作失误、船舱超装溢油、到港船舶不符

合安全要求等
小～中 小～中

水体水质、水生生

态、敏感保护区、

周边居民区等泊位火灾爆炸 发生油品泄漏后遇明火 极小 中

水域

（包括

锚地、

航道）

油船溢油
航行事故（船舶碰撞、触礁搁浅等）、船舶本身事故（结构损坏等）、

作业事故故（设施故障、误操作等）

极小～

中

小～极

大
水体水质、水生生

态、水域敏感保护

区油船火灾爆炸
船舶发生溢油后遇明火、船舶本身火灾及船舶油舱爆炸、人为破坏

等
极小 大

6.5.3.环境风险事故发生概率

6.5.3.1.风险事故统计

本轮规划环评以船舶事故为代表示例进行事故统计。

（1）我国各内河省份(直辖市)船舶事故统计

据统计，1973～2003年，中国沿海、长江平均每年发生 500多起溢油事故，发生溢油量在 50t

以上的重大船舶污染事故 71起（平均每年发生 2起），其中，长江平均每年发生船舶污染事故 17

起。2004年全国各内河省份（直辖市）船舶进出港艘次和各类船舶事故数统计资料见表 6.6-4，从

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发生船舶事故的次数与进出港船舶数量呈比较显著的正比关系。长江干流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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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溢油事故及溢油量统计见表 6.6-5，从表中可以看出，事故河段多发生长江下游和长江上游，其中

码头前沿发生的最大溢油量为 1028t，为油库码头前沿装卸事故；航道中发生溢油事故最大溢油量

为 182吨，为万吨级油轮发生泄漏事故。

表 6.5-4 2004年全国各内河省份（直辖市）船舶进出港艘次、事故数统计

序

号
地区

内河船舶进出港艘

次

统计事故数

经济损失（万元）事故总

数

重大事

故

大事

故

一般事

故
沉船

死亡人

数

1 广东 2422153 65 24 26 15 36 105 7455.88

2 长江（湖北、重庆） 200043 72 8 41 23 49 69 2534

3 浙江 1724247 136

4 江苏 551601 58 6 40 12 49 51 4785.35

5 上海 503733 67 14 32 21 66 64 10586.9

6 广西 327075 96

7 辽宁 104030 43

8 黑龙江 84908 89

9 深圳 77771 88

合 计 5995561 262 52 139 71 200 741 25362.13

表 6.5-5 长江 1995-2012年溢油事故及溢油量统计

序

号
溢油时间 溢油地点 船名或单位 溢油原因

溢油量

(t)
溢油点及油种

1 1995.6.19 万县鼓洞附马 “油库囤船” 操作失误 1028 码头、航空煤油

2 1997.3.28 南京扬子10-2码头 “PUSAN”油轮(韩国) 装油操作失误 5 码头、汽油

3 1997.6.3 南京港栖霞山油轮锚地 “大庆 243”油轮 爆炸起火而翻沉 1000 锚地、原油

4 1997.6.2 南京栖霞锚地
“油63005驳”(南京长江油运公

司)
过驳时操作失误 6 锚地、原油

5 1998.2.6
南京大胜关水道宇鹏加油

站附近
“皖江供油2001”油轮 沉没 35 码头、原油

6 1998.7.30 万县豹子滩 “屈原7＃”客滚船 江损事故 5 航道、柴油

7 1998.9.12 吴淞口101灯浮附近 “上电油1215”油轮
与“崇明岛”轮发生

碰撞
182 航道、重油

8 1999.4.18 上海炼油厂码头 “浙航拖127船队” 输油管爆管 0.2 码头、燃油

9 1999.7.25 重庆万州区巫山码头 “旅游 3囤”(油囤船) 操作失误 20 码头、柴油

10 2003.2.9 长江浏河口 “华盛油1” 碰撞事故 20 航道、成品油

11 2003.8.5 上海吴泾热电厂码头 “长阳”轮 碰撞事故 85 码头、燃料油

12 2004.4.18 长江口276号灯浮水域 “现代荣耀”轮 碰撞事故 30 航道、燃料油

13 2005.4.8 长江口水域 “GGCHEMIST”轮 碰撞事故 67
航道、燃油和甲

苯

14 2005.9.17
上海军工路闸北电厂码头

水域
“朝阳平8”轮 碰撞事故 185 码头、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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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06.12. 12
洋山沈家油库

码头
“舟通油11”轮 因误操作 11 码头、燃油

16 2012.9.29 长江福姜沙北水道 “晟荣16”轮船 码头作业 少量 码头、燃料油

（2）长江海事局所辖区段船舶事故统计情况

由于统计时间和统计部门的差异，以下分别根据长江海事局的统计资料分析重点区域的风险发

生情况类型、区域。

①2007年以前分辖区的统计

1988-2007年近 20年间，长江海事局辖区共计发生并查处船舶污染事故 362件，其中重大船舶

污染事故 23件，大事故 20件，一般事故 20件，小事故 299件。从时间顺序上看，辖区船舶污染

事故逐年减少。

四川海事局辖区段“十五”期全省发生运输船舶水上交通事故 93件，其中宜宾、泸州 30起。

黄石海事局辖区 2007年共发生事故和险情 57件，按照船舶类型划分，油船 4起事故。辖区全

年船舶流量为 4349艘次。

三峡海事局辖区 2006年以前有一些事故，主要是船舶碰撞事故。2006年～2007年九江水上交

通事故统计结果 0，几乎没有发生危险品泄漏事故。

安庆海事局辖区 1996年～2005年累计发生事故 99起，平均每年约 10起。

②2008-2010年海事局辖区船舶风险统计

根据长江海事局辖区 2008年-2010年上半年统计资料，辖区 2008年共发生事故及险情 346件，

其中一般及以上事故 46件。

2009辖区共发生事故、险情 315件，运输船舶一般以上等级事故 42.5件。

2010年辖区共发生事故、险情 235件（同比下降 25.4%），一般以上等级事故 22件。按照遇

险种类统计管辖河段 2008-2010年险情分布，见表 6.5-6。

表 6.5-6 长江海事局管辖河段按遇险种类统计 2008-2010年险情分布

年度
遇险

种类
碰撞 搁浅 触礁 触损

火灾

爆炸
机损 自沉 风灾 其他

2008
件数 160 87 33 6 8 7 31 6 8

比例 46.24 25.15 9.54 1.73 2.31 2.02 8.96 1.73 2.31

2009
件数 134 75 33 13 10 6 13 14 16

比例 42.5 23.8 10.5 4.1 3.2 1.9 4.1 4.4 5.1

2010
件数 119 47 22 7 6 1 16 3 14

比例 50.6 20.0 9.4 3.0 2.6 0.4 6.8 1.3 6

统计表明，碰撞、搁浅和触礁所占遇险的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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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分支局管辖区、河段区域分布统计 2008-2010年险情分布见表 6.5-7。

表 6.5-7 长江海事局管辖河段按辖区统计 2008-2010年险情分布

年度
单位 重庆 宜昌 黄石 岳阳 武汉 黄石 九江 安庆 芜湖

河段 上游 中游 下游

2008
件数 75 171 100

比例 21.67 49.42 28.9

2009
件数 78 96 141

比例 25 30 45

2010
件数 64 72 99

比例 27 31 42

2008
件数 75 171 100

比例 21.67 49.42 28.9

2009
件数 78 96 141

比例 25 30 45

2010
件数 64 72 99

比例 27 31 42

2008年上游段：75件，占 21.67%；中游段：171件，占 49.42%；下游段：100件，占 28.9%。

2009年上游段：78件，占 25%,；中游段：96件，占 30%；下游段：141件，占 45%。上游自

然航段事故险情多以搁浅、触礁为主，占上游自然航段事故险情的 56.4%。中游部分航段碰撞、搁

浅较为密集，水位变化对中游事故险情的发生影响较大。下游事故险情以碰撞为主，占下游事故险

情的 60.3%，占长江全线碰撞事故险情的 63.4%。

2010年上游段事故险情 64件，占 27%；上游自然航段事故险情以搁浅、触礁 25件，约占 60%；

库区形势总体稳定。中游段事故险情 72件，占 31%，碰撞、搁浅 62件，约占 86%；下游段事故险

情 99件，占 42%；碰撞 65件，约占 67%。

③2011-2015年海事局辖区船舶风险统计

根据长江海事局辖区 2011-2015年统计资料，辖区近 5年共发生事故及险情 677件，其中碰撞

301件，占比例 44.46%，搁浅 129件，占比例 19.05%，触礁 53件，占比例 7.83%。

按照遇险种类统计管辖河段 2011-2015年险情分布，见表 6.5-8。

表 6.5-8 长江海事局管辖河段按遇险种类统计 2011-2015年险情分布

年度
遇险

种类
碰撞 搁浅 触礁 触损

火灾

爆炸
机损 自沉 风灾 其他 合计

2011 件数 82 47 12 12 7 1 11 1 12 185

2012 件数 78 22 9 11 11 1 14 0 7 153

2013 件数 66 30 18 16 8 0 15 4 11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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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件数 56 19 12 9 14 0 12 0 3 125

2015 件数 19 11 2 4 3 0 6 0 1 46

合计
件数 301 129 53 52 43 2 58 5 34 677

比例 44.46% 19.05% 7.83% 7.68% 6.35% 0.30% 8.57% 0.74% 5.02% 100%

统计表明，碰撞、搁浅和触礁所占遇险的比例较高。

按分支局管辖区、河段区域分布统计 2011-2015年险情分布见表 6.5-9。

表 6.5-9 长江海事局管辖河段按辖区统计 2010-2015年险情分布

年度
单位 重庆 宜昌 黄石 岳阳 武汉 黄石 九江 安庆 芜湖

合计
河段 上游自然河段 中游 下游

2011 件数 41 102 42 185

2012 件数 36 70 47 153

2013 件数 31 38 99 168

2014 件数 21 39 65 125

2015 件数 9 21 16 46

合计
件数 138 270 269 677

比例 20.38% 39.88% 39.73% 100%

统计表明，辖区近 5年上游自然河段发生事故、险情 138件，占比例 20.38%，中游 270件，占

比例 39.88%，下游 269件，占比例 39.73%，中游河段事故、险情发生率是最高的，其次是下游，

上游自然河段是最低的。

④2021-2023年海事局辖区船舶风险统计

根据长江海事局辖区 2021-2023年统计资料，辖区近 3年共发生事故及险情 152件。按照遇险

种类统计管辖河段 2021-2023年险情分布，见表 6.5-10。

表 6.5-10 长江海事局管辖河段按遇险种类统计 2021-2023年险情分布

年度
遇险

种类
碰撞 触礁 搁浅 触碰 浪损 火灾/爆炸 风灾 自沉 机损 其它 年累计

2021 件数 17 5 11 0 0 5 0 8 0 0 46

2022 件数 9 0 7 0 0 3 2 3 1 3 27

2023 件数 44 1 1 0 0 11 0 12 0 10 79

统计表明，碰撞和自沉所占遇险的比例较高。

按分支局管辖区、河段区域分布统计 2021-2023年险情分布见表 6.5-11。

表 6.5-11 长江海事局管辖河段按辖区统计 2021-2023年险情分布

年度
单位 重庆 宜昌 黄石 岳阳 武汉 黄石 九江 安庆 芜湖

合计
河段 上游自然河段 中游 下游

2021 件数 9 21 16 46

2022 件数 3 11 1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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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件数 12 30 37 79

统计表明，辖区近 3年上游自然河段发生事故、险情 24件，中游 62件，下游 66件，由此可

知，下游河段事故、险情发生率是最高的，其次是中游，上游自然河段是最低的。

④事故原因、特点分析

事故原因包括：船员责任心不强，违章航行、操作不当；通航环境复杂和航道条件变化；船舶

所有人、经营人安全管理不到位，投入不足，船舶技术状况较差船龄较长、船况较差等。

事故特点：事故、险情总量逐年下降，触碰、浪损、风灾、机损等类明显减少；小型砂石船舶

事故影响较为突出；事故、险情在区段、时段上相对集中；碰撞、自沉事故险情偏高。

6.5.3.2.风险事故发生环节

港口危险品泄漏事故主要来源于油船发生发生碰撞、搁浅和触礁等事故造成油箱破损溢油、装

载石油等危险化品船舶发生碰撞、搁浅和触礁等事故造成油品泄露等、码头的装卸泄漏事故、仓库

暂存泄漏事故、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事故。

（1）船舶碰撞泄露事故通常发生在以下环节：

由于违章航行、操作不当、恶劣气象条件、通航环境复杂和航道条件变化，运输船舶在码头或

锚地发生碰撞、搁浅和触礁等引起的泄露事故。

（2）码头装卸泄露事故通常发生在以下环节：

①码头、船舶之间由于供、受双方通讯联系不畅，步调不一致，造成受料船舱漫舱溢液。

②装卸管道（或装卸臂）发生断裂或爆管等原因造成的事故泄漏。

③各种操作失误造成的事故泄漏。

（3）储罐区泄露事故通常发生在以下环节：

①储存过程罐体开裂导致大量成品油瞬间外泄。

②罐区管线、管件、阀门破裂导致成品油泄漏。

③在入罐、出罐、倒罐作业时，如果液位控制仪表失灵或者发生误操作，都有可能发生冒顶外

溢事故。

④燃料油在管道输送过程中的流速若过快，产生静电，静电放电火花遇易燃液体会发生火灾、

爆炸事故。

⑤罐区储存的燃料油一旦发生火灾，一般先在储罐内燃烧，时间长可能发生沸溢，进而引起火

灾甚至爆炸事故，事故消防水排放引起水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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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3.风险事故概率估算

油船、化学品船是长江发生重大船舶污染事故的主要船舶。根据海事局事故统计资料，近年来

水上事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由于船舶发生碰撞、搁浅、船体破损等事故的概率一般都非常小，属

于小概率事件，因此船舶事故概率服从离散型二项概率分布，则事故风险概率为：

P(k) =Cnkpnqnk

式中，p：为每艘船舶发生事故的概率，q=1-p 为每艘船舶不发生事故的概率；n：船舶数，k：

n艘次船发生事故的次数，Cnk：从 n艘船舶数中发生事故 k次数的组合数，则为：

Cnk=n!/k!(n− k)!

根据赤壁海事局统计数据，2015~2016年通过赤壁节堤断面船舶平均日流量为 92艘次，即年流

量为 33580艘/年。规划实施后，考虑到将来一定的增长，假定未来第L年有 40000艘次船舶通过，

研究不发生重大船舶溢油事故的置信度为 95％，事故概率为：

根据上式可求出第L年的 P值为 1.5×10-5，作为将来船舶重大事故概率的基础值。

根据我国内河发生船舶溢油事故主要原因为碰撞和搁浅、船体结构破损等，并参照有关文献资

料，计算本项目发生溢油事故的风险概率主要为事故中占大比例的船舶碰撞、搁浅和船体结构破损

溢油风险率三者之和，即：

式中：P（事故）：陆水河溢油事故发生概率；R：航行中油船所占比例（取 2％）；P：船舶

发生事故的基础值。

根据上式进行计算本河段第L年每条船舶发生溢油事故的风险概率P（溢油）为 2.74×10-7/a；

未来L年赤壁港油船舶溢油事故概率为载油船舶进出港艘次与每艘船舶污染事故概率乘积。假设该

河段未来L年中约有 n＝40000•L艘次船舶（含船舶进出）通过，由此计算本河段溢油的风险概率

为：2%×40000×L×2.74×10-7/L≈0.22×10-3。

6.5.4.船舶溢油事故环境风险评价

6.5.4.1.事故源强分析

1 船舶水上灾难性泄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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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信水上溢油事故：在所有预测的概率不为零的事故中，溢油量最大的水上溢油事故。根

据《水上溢油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JT/T 1143-2017），成品油船最大可信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

查资料，1000-3000吨成品油船，按照 85%载货率，8个货仓计，则单个货仓油量为 85m3

按照项目的设计船型的船用载重量的数量确定。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的我国有代表性的成品油载货率调

（72.32t）。

最大可能水上溢油事故：在设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溢油量最大的水上溢油事故。根据《水上

溢油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JT/T 1143-2017），成品油船的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按照

总吨及燃油舱调查资料，1000-3000吨油船每个燃油舱最大舱容 5m3

项目的设计船型的 1个货油边舱或燃料油边舱的容积确定。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的我国有代表性的货船

（4.25t）。

因此，本项目营运期停靠船舶在进港或装卸船作业期间发生碰撞造成的燃料油（轻柴油）泄漏，

最大可信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为 85m3（72.32t），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为 5m3（4.25t）。

2 码头油船装卸管线泄漏操作性事故

对于陆水河 2000t油船，一般的装卸船效率 200立方米/时左右，管道事故性泄漏依靠系统自身

紧急装置切断供应阀门并采取多种防控措施。根据码头应急响应速度，要求在 1min内实现关阀、

停泵作业，本环评出于保守考虑，按泄漏 3min估算，即 10m3/次，约为 8.5t。

本次评价设计2个情景模式，情景一：按照最大可信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为 85m3（72.32t）进

行预测；情景二：按照最大可能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 5m3（4.25t）进行预测。

6.5.4.2.溢油事故预测模式

（1）事故溢油扩散预测模式

当油被集中泄入水域某一特定地点后，油在重力作用下将向四周扩展，先在水面形成较厚的油

膜，而后油膜面积不断扩大，这时重力是油膜扩展的动力，惯性力则阻止油膜扩展，这一阶段为重

力——惯性力扩展阶段；随着油膜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油膜变薄，油层的惯性也随之减小，油与水

面界层逐渐起控制作用，这时油层的位能和粘性阻力成为主要作用力，这一阶段称为重力——粘性

力扩展阶段；当油膜进一步变薄后，表面张力影响增大，超过粘性阻力，油层继续扩展这一阶段称

为表面张力——粘性力阶段。

虽然计算扩展范围的公式很多，但由于影响因素复杂，许多公式都是简化而得的，计算结果也

有差异。在众多的成果中，费伊(Fay)公式是广泛受到重视的只考虑油膜扩展作用的公式之一。

本评价采用费伊（Fay）油膜扩展公式对船舶碰撞后燃油舱泄漏，柴油入河事故污染进行风险预

测。费伊（Fay）于 1969年研究并创立了 4阶段油膜扩展理论，并将其应用至溢油扩散过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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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惯性扩展阶段、粘性扩展阶段、表面张力扩展阶段和扩展结束阶段。

在扩展结束阶段，此时油膜直径（面积）为油膜保持整体性的最大直径（面积），对应油膜厚

度为其临界厚度，随着水流、风流等作用，油膜直径（面积）继续增加，油膜厚度等于或小于临界

厚度时，油膜开始分裂为碎片，并继续扩散。

根据费伊（Fay）理论，这四阶段油膜直径公式如下：

● 在惯性扩展阶段，油膜直径为：

2/14/1
11 )( tgVKD 

● 在粘性扩展阶段

4
1

6
1

2/1

2

22 )( tgVKD
w




● 在表面张力扩展阶段

4321
33 )( tKD

ww 




● 在扩展结束之后，油膜直径保持不变

8/38.356 VD 

式中：D——油膜直径(m)；

g——重力加速度(m/s2)；

V——溢液总体积(m3)；

t——从溢液开始计算所经历的时间(s)；

γw——水的运动粘滞系数(m2/s)；1.01×10-6m2/s；

β=1-ρ0/ρw，ρ0、ρw分别为油和水的密度(kg/m3)；

δ=δaw-δ0a-δ0w，δaw、δ0a、δ0w分别为空气与水之间、油（液）与空气之间、液与水之间的

表面张力系数（N/m）；经计算，σ取 0.03N/m。

K1、K2、K3——分别为各扩展阶段的经验系数，一般可取K1=2.28、K2=2.90、K3=3.2。

相关参数值表见下表。

表 1.1-4 费伊（Fay）理论公式参数一览表

参数 β ρ0 ρw V g K1 K2 K3 σ γw

数值 0.15 850 1000 85 9.8 2.28 2.9 3.2 0.03 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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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溢油漂移计算方法

燃料油入水后会很快扩展成膜，然后在水流、风生流作用下产生漂移，同时溢油本身扩散的等

效园膜还在不断地扩散增大。因此溢油污染范围就是这个不断扩大而在漂移的等效园膜。如果膜中

心初始位置为 S0，经过△t时间后，其位置 s由下式计算：





tt

t tdVSS
0

0 00

式中膜中心漂移速度V0，由下式求得：

V0=V 风+V 流

V 风=U10K

上式中：U10——10m高处的风速。

K——风因子数，K=3.5%。

（3）计算条件

油膜的漂移速度主要受制于流速和风速的矢量和，速度越大，污染范围越大，反之亦然。由于

溢油时间、地点、数量及相应的风、流等众多不确定因素，因此难以将所有情况均一一模拟清楚。

根据赤壁港水域的水文、气象特征，选取区域代表性的丰水期主导风平均风速（E，2m/s）和静风、

枯水期主导风平均风速（W，2.1m/s）和静风多种风况条件构成的风险组合作为预测条件（见表 6.5-13），

预测溢油事故发生后油膜扫海范围随时间的变化，以及油膜的扩散轨迹和对环境敏感目标最短到达

时间。

表 1.1-5 溢油事故影响预测条件设置

事故类型 泄露地点 油品 泄露量 模拟时间 流速 风向 风速

灾难性最大可信事故 官田作业区油库码头前沿 柴油 72.32t

丰水期 0.8m/s
静风 0

E 2.0m/s

枯水期 1.6m/s
静风 0

W 2.1m/s

灾难性最大可能事故 节堤作业区油品泊位码头前沿 柴油 8.5t

丰水期 0.8m/s
静风 0

E 2.0m/s

枯水期 1.6m/s
静风 0

W 2.1m/s

6.5.4.3.溢油事故预测结果及分析

发生事故时，污染物扩延特征值具体见下表，油膜漂移预测结果见下表。

表 1.1-6 柴油事故溢油扩延特征值

名称 灾难性最大可信事故 灾难性最大可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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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扩展阶段（s） 1~1020 1~360

粘性扩展阶段（s） 1021~6120 361~900

表面张力扩展阶段（s） 6121~51240 901~12400

10分钟等效半径（m） 186.7 82.8

10分钟厚度（mm） 3.106 0.930

临界厚度（mm） 0.030 0.015

表 1.1-7 柴油灾难性最大可信事故溢油顺水流方向扩延预测结果

阶段 时间t（s）

惯性扩展

直径D1

（m）

粘性扩展

直径D2

（m）

张力扩展

直径D3

（m）

直径不变

阶段D4

（m）

扩散油膜

面积S（m2）

厚度H

（mm）

枯水期油膜

中心漂移距

离L（m）

平水期油膜中心

漂移距离L（m）

惯性扩

展阶段

1 7.6 / / / 46 1863.423 0.87 1.67

10 24.1 / / / 456 186.342 8.70 16.7

60 59.0 / / / 2737 31.057 52 100

120 83.5 / / / 5474 15.529 104 200

180 102.3 / / / 8211 10.352 157 301

240 118.1 / / / 10948 7.764 209 401

300 132.0 / / / 13684 6.211 261 501

360 144.6 / / / 16421 5.176 313 601

420 156.2 / / / 19158 4.437 365 701

480 167.0 / / / 21895 3.882 418 802

540 177.1 / / / 24632 3.451 470 902

600 186.7 / / / 27369 3.106 522 1002

660 195.8 / / / 30106 2.823 574 1102

720 204.5 / / / 32843 2.588 626 1202

780 212.9 / / / 35580 2.389 679 1303

840 220.9 / / / 38317 2.218 731 1403

900 228.7 / / / 41053 2.070 783 1503

960 236.2 / / / 43790 1.941 835 1603

1020 243.5 / / / 46527 1.827 887 1703

粘性扩

展阶段

1020 / 243.0 / / 46353 1.834 887 1703

1500 / 267.6 / / 56203 1.512 1305 2505

2100 / 291.1 / / 66501 1.278 1827 3507

2700 / 309.9 / / 75405 1.127 2349 4509

3300 / 325.9 / / 83363 1.020 2871 5511

3900 / 339.8 / / 90625 0.938 3393 6513

4500 / 352.1 / / 97347 0.873 3915 7515

5100 / 363.3 / / 103634 0.820 4437 8517

5700 / 373.6 / / 109561 0.776 4959 9519

6120 / 380.3 / / 113525 0.749 5324 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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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张

力扩展

阶段

6120 / / 383.5 / 115452 0.736 5324 10220

8385 / / 485.7 / 185159 0.459 7295 14003

9000 512.1 / 205899 0.413 7830 15030

12900 / / 670.9 / 353326 0.241 11223 21543

16100 / / 792.2 / 492640 0.173 14007 26887

17250 834.3 / 546354 0.156 15008 28808

20000 / / 932.1 / 682081 0.125 17400 33400

24720 / / 1092.7 / 937268 0.091 21506 41282

30000 / / 1263.4 / 1253063 0.068 26100 50100

40000 / / 1567.7 / 1929216 0.044 34800 66800

51120 / / 1884.3 / 2787258 0.030 44474 85370

51180 / / 1886.0 / 2792166 0.030 44527 85471

51240 / / 1887.6 / 2797078 0.030 44579 85571

扩展结

束阶段

51240 / / / 1887.8 2797574 0.030 44579 85571

...... / / / 1887.8 2797587 0.030 44631 85671

表 1.1-8 柴油灾难性最大可能事故溢油顺水流方向扩延预测结果

阶段 时间t（s）

惯性扩展

直径D1

（m）

粘性扩展

直径D2

（m）

张力扩展

直径D3

（m）

直径不变

阶段D4

（m）

扩散油膜

面积S（m2）

厚度H

（mm）

枯水期油膜

中心漂移距

离L（m）

平水期油膜中心

漂移距离L（m）

惯性扩

展阶段

1 3.8 / / / 11 451.946 0.87 1.67

10 11.9 / / / 111 45.195 8.70 16.7

60 29.1 / / / 664 7.532 52 100

120 41.1 / / / 1328 3.766 104 200

180 50.4 / / / 1991 2.511 157 301

240 58.2 / / / 2655 1.883 209 401

300 65.0 / / / 3319 1.506 261 501

360 71.2 / / / 3983 1.255 313 601

粘性扩

展阶段

360 / 72.8 4165 1.201 313 601

420 / 75.7 4498 1.112 365 701

480 / 78.3 / / 4809 1.040 418 802

540 / 80.6 / / 5101 0.980 470 902

600 / 82.8 / / 5376 0.930 522 1002

660 / 84.8 / / 5639 0.887 574 1102

720 / 86.6 / / 5890 0.849 626 1202

780 / 88.4 / / 6130 0.816 679 1303

840 / 90.0 / / 6361 0.786 731 1403

900 / 91.6 / / 6585 0.759 783 1503

表面张 900 / / 91.1 6515 0.767 783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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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扩展

阶段

960 / / 95.6 / 7173 0.697 835 1603

1020 / / 100.0 / 7856 0.636 887 1703

1500 / / 133.6 / 14010 0.357 1305 2505

2100 / / 171.9 / 23207 0.215 1827 3507

2400 / / 190.1 / 28354 0.176 2088 4008

2700 / / 207.6 / 33833 0.148 2349 4509

3300 / / 241.3 / 45715 0.109 2871 5511

3600 257.6 / 52089 0.096 3132 6012

3900 / / 273.5 / 58734 0.085 3393 6513

4500 / / 304.5 / 72796 0.069 3915 7515

4800 / / 319.6 / 80196 0.062 4176 8016

5100 / / 334.5 / 87831 0.057 4437 8517

5400 / 349.1 / 95693 0.052 4698 9018

5700 / 363.6 / 103777 0.048 4959 9519

6000 / / 377.9 / 112077 0.045 5220 10020

6300 / / 391.9 / 120587 0.041 5481 10521

6600 / 405.9 129302 0.039 5742 11022

6900 / 419.6 138218 0.036 6003 11523

7200 / 433.2 147329 0.034 6264 12024

7500 / / 446.7 / 156633 0.032 6525 12525

7800 / 460.0 / 166124 0.030 6786 13026

8100 / / 472.2 / 175800 0.028 7047 13527

8400 / / 486.3 / 185656 0.027 7308 14028

8700 / / 499.3 / 195691 0.026 7569 14529

9000 / / 512.1 / 205899 0.024 7830 15030

9300 / / 524.9 / 216279 0.023 8091 15531

9600 / / 537.5 / 226829 0.022 8352 16032

9900 / / 550.1 / 237544 0.021 8613 16533

10200 / / 562.5 / 248423 0.020 8874 17034

10500 / / 574.9 / 259463 0.019 9135 17535

10800 / / 587.2 / 270662 0.018 9396 18036

11100 / / 599.4 / 282017 0.018 9657 18537

11400 / / 611.5 / 293527 0.017 9918 19038

11700 / / 623.5 / 305190 0.016 10179 19539

12000 / / 635.5 / 317003 0.016 10440 20040

12300 / / 647.4 / 328964 0.015 10701 20541

12400 / / 651.3 / 332984 0.015 10788 20708

扩展结

束阶段

12400 / / / 652.4 334116 0.015 10788 20708

...... / / / 652.4 334154 0.015 10840 20808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6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248

6.5.4.4.溢油影响分析

（1）分析水流速度较快的平水期，在流速 1.6m/s，风速为 2m/s条件下预测结果表明：官田作

业区发生灾难性溢油事故时，根据核算，溢油量为 85t，溢油体积为 106m3，油品从溢油开始到 17

分以前为膜状的惯性扩展阶段，从 17分 1秒～1小时 42分钟为膜状的粘性扩展阶段，从 1小时 42

分 1秒～14小时 14分 0秒为膜状的张力扩展阶段，超过 14小时 14分 0秒后，连续的膜状不复存

在，此时膜状的临界厚度为 0.030mm，临界厚度连续膜破碎时水中平均浓度将远小于 0.05mg/L的石

油类评价标准。溢油风险主要对其下游水环境造成影响，对其上游水环境影响较小。

作业区发生灾难性溢油事故时，油品从溢油开始到 6分以前为膜状的惯性扩展阶段，从 6分 1

秒～15分钟为膜状的粘性扩展阶段，从 15分 1秒～3小时 26分 40秒为膜状的张力扩展阶段，超

过 3小时 26分 40秒后，连续的膜状不复存在，此时膜状的临界厚度为 0.015mm，临界厚度连续膜

破碎时水中平均浓度将远小于 0.05mg/L的石油类评价标准。

（2）本工程河段下游存在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距官田作业区 14km，距节堤作业区

4.5km，下游处存在长江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水源地，距官田作业区 21.5km，距节堤作业区 13.5km，

除此之外，无其他生态敏感目标。

（3）根据溢油预测结果：

若在官田作业区码头水域发生灾难性最大可信溢油事故，考虑位置关系，对其有影响的主要为

下游的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陆溪口断面、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根据预测，平水期、

枯水期油膜分别于 2.33h、4.47h到达 14km处的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处，油膜扩散面积约为

0.185km2、0.493km2，此处的油膜将会对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水域的水质造成污染影响；平

水期、枯水期油膜分别于 3.58h、4h到达 21.5km处的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处，油膜扩散面积约

为 0.353km2、0.937km2，由于取水口设置在水面 1m以下，水厂取水时将不会直接吸入漂浮至该取

水口处水域的油膜，但将会对其水质造成污染影响；平水期、枯水期油膜分别于 2.5h、4.79h到达下

游 15km处的陆溪口监测断面，油膜扩散面积约为 0.206km2、0.546km2，此处的油膜将会对陆溪口

的水质造成污染影响。

若在节堤作业区码头水域发生灾难性最大可能溢油事故，考虑位置关系，对其有影响的主要为

下游的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陆溪口断面、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平水期、枯水期油膜

分别于 45min、1.42h到达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处，油膜扩散面积约为 0.034km2、0.088km2，

此处的油膜将会对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水域的水质造成污染影响；平水期、枯水期油膜分别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6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249

于 2.25h达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处，油膜扩散面积约为 0.176km2；枯水期油膜在 3.4h处已不复

存在，无法到达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处，由于取水口设置在水面 1m以下，水厂取水时将不会

直接吸入漂浮至该取水口处水域的油膜，但将会对其水质造成污染影响；平水期、枯水期油膜分别

于 1h、1.92h到达下游 6km处的陆溪口监测断面，油膜扩散面积约为 0.052km2、0.138km2，此处的

油膜将会对陆溪口的水质造成污染影响。

若在望山作业区码头水域发生灾难性最大可能溢油事故，考虑位置关系，对其有影响的主要为

下游的 6km黄龙镇断面、21km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22km陆溪口断面、26.5km陆溪镇陆

溪口饮用水源地。平水期、枯水期油膜分别于 1h、1.92h到达下游 6km处的黄龙镇监测断面，油膜

扩散面积约为 0.052km2、0.138km2，此处的油膜将会对黄龙镇的水质造成污染影响；平水期到 20km、

枯水期到 10km处，油膜扩散阶段结束，油膜临界厚度为 0.015mm，对扩散结束处下游的其他敏感

目标基本无影响。

（3）码头一旦发生事故溢油，应及时将贮存于码头的吸油毡抛向油膜，可最大限度地控制油膜

向下游的漂移，减少溢油对下游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陆水河地

表水国控/省控/市控监测断面、陆水河、长江水质的污染影响。

（4）为保护陆水河、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陆水河地表水国

控/省控/市控监测断面、长江水质，必须通过严格的环境管理，尽量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并通过

建立有关制度、完善设备，提高人员素质和制定溢油应急计划，采取适当的控制溢油事故措施，以

控制溢油事故的污染。码头一旦发生风险事故，应立即启动溢油应急计划，采取事故应急措施，降

低溢油事故对环境的影响。

由上分析看来，本码头下游河段分布有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和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

等敏感目标，通航条件稍微复杂，船舶溢油事故风险不容忽视。码头离下游离湿地公园较近，溢油

事故发生后将在短时间内对这些区域产生影响。

根据 JT T 1143-2017《水上溢油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中表 1、表 2和图 2可知，本次规划水

上溢油事故发生概率为 2.74×10-7/a，其等级为很低；水上溢油量为 85t和 5t，溢油事故危害等级为

G5、G6，综合评价，水上溢油事故风险为低风险，风险可控。

6.5.4.5.溢油污染事故对水生生态的影响

（1）急性中毒效应

一旦发生溢油污染事故，将对航道内的生物、鱼类影响较大。国内外许多的研究表明高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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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会使鱼卵、仔幼鱼短时间内中毒死亡，低浓度的长期亚急性毒性可干扰鱼类摄食和繁殖，其毒

性随石油组分的不同而有差异。石油类中低沸点芳香经对一切生物均有毒性，高沸点则是长期毒性，

会对水生生物生命构成威胁和危害直至死亡。一旦发生在产卵期发生溢油事故，应补充资金预算，

进行增殖放流进行鱼类资源的补偿，放流活动需严格按照农业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

（2009.5）开展。放流时间可选择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年 4~5月份，放流地点可选择在码头上游水流

相对平缓，水域较开阔是河道中回水湾。

（2）对鱼类的影响

①对鱼类的急性毒性测试

根据近年来对几种不同的长江鱼类仔鱼的毒性试验结果表明，石油类对鲤鱼仔鱼 96h LC50值为

0.5~3.0mgL，因此污染带瞬时高浓度排放（即事故性排放）可导致急性中毒死鱼事故。

②石油类在鱼体内的蓄积残留分析

污染因子石油类在鱼体中的积累和残留可引起鱼类慢性中毒而带来长效应的污染影响，这种影

响不仅可引起鱼类资源的变动，甚至会引起鱼类种质的变异。鱼类一旦与油分子接触就会在短时间

内发生油臭，从而影响其食用价值。以 20号燃料油为例，当石油类浓度为 0.01mg/L时，7天之内

就能对大部分的鱼、虾产生油味，30天内会使绝大多数鱼类产生异味。

③石油类对鱼的致突变性分析

微核的产生是在诱变物作用之下造成染色体损伤而发生变异的一种形式，根据近年来对几种定

居性的长江鱼类仔鱼鱼类外周血微核试验表明，长江鱼类（主要是定居性鱼类）微核的高检出率是

由于江段水环境污染物的高浓度诱变物的诱发作用而引起，而石油类污染物可能是其主要的诱变源。

（3）对浮游植物的影响

实验证明石油会破坏浮游植物细胞，损坏叶绿素及干扰气体交换，从而妨碍它们的光合作用。

这种破坏作用程度取决于石油的类型、浓度及浮游植物的种类。根据国内外许多毒性实验结果表明，

作为鱼、虾类饵料基础的浮游植物，对各类油类的耐受能力都很低。一般浮游植物石油急性中毒致

死浓度为 0.1~10.0mg/L，一般为 1.0~3.6mg/L，对于更敏感的种类，油浓度低于 0.1mg/L时，也会妨

碍细胞的分裂和生长的速率。

（4）对浮游动物的影响

浮游动物石油急性中毒致死浓度范围一般为 0.1～15mg/L，而且通过不同浓度的石油类环境对

桡足类幼体的影响实验表明，永久性（终生性）浮游动物幼体的敏感性大于阶段性（临时性）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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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生物幼体，而它们各自的幼体的敏感性又大于成体。

（5）对底栖生物的影响

不同种类底栖生物对石油类浓度的适应性具有差异，多数底栖生物石油类急性中毒致死浓度范

围在 2.0~15mg/L，其幼体的致死浓度范围更小一些。

底栖生物的耐油污性很差，即使水体中石油类含量只有 0.01mg/L，也会致其死亡。当水体中石

油类浓度 0.1~0.01mg/L，对某些底栖甲壳类动物幼体（如：无节幼虫、藤壶幼体和蟹幼体）有明显

的毒效。据吴彰宽报导，原油对对虾各发育阶段造成影响的最低浓度分别为：a受精卵 56mg/L、b

无节幼体 3.2mg/L、c蚤状幼体 0.1mg/L、d糠虾幼体 1.8mg/L，仔虾 5.6mg/L。其中，蚤状幼体为最

敏感发育阶段，胜利原油对对虾幼体的LCso （96h）为 11.1mg/L。

（6）对珍稀水生保护动物的影响

船舶行驶会对工程所在河段珍稀水生保护动物会造成惊扰，受到惊扰后有可能会撞上船只螺旋

桨，受到伤害。

本工程年进出码头船舶的次数较少，螺旋桨伤害河段珍稀水生保护动物的几率极低。但若船舶

发生碰撞产生溢油，将有可能对其产生不良影响。

（7）小结

根据所述，石油类对水生生物产生中毒影响的浓度阈值普遍较低，因此项目营运期一旦发生溢

油污染，将会造成污染水域内鱼类急性中毒和鱼的致突变性等，对浮游植物和动物也会产生一定的

中毒影响，严重的影响将会造成部分鱼类、水生动植物中毒死亡事故。

6.5.4.6.溢油对湿地公园的影响

官田作业区位于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上游14km处，若发生灾难性油品泄漏入水事故，

根据预测，若在官田作业区码头水域发生溢油事故，考虑位置关系，枯水期、平水期油膜分别于 2.33h、

4.47h到达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处，油膜扩散面积约为 0.185km2、0.493km2；若在节堤作业区

码头水域发生操作性溢油事故，考虑位置关系，枯水期、平水期油膜分别于 45min、1.42h到达湖北

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处，油膜扩散面积约为 0.034km2、0.088km2。溢油事故可能对湿地公园保护

区水域水质造成污染，导致湿地生境中的植物中毒死亡，大量石油类的进入会造成整个湿地生态系

统的退化。根据预警时间分析，本评价要求若发生溢油事故，应及时响应，通知下游湖北嘉鱼珍湖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采取应急措施、在湿地公园保护区边界附近设置围油栏，减轻油膜对湿地公园

水域水质的影响。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6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252

6.5.4.7.溢油对农业用水的影响

根据《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陆水流域（赤壁）划分为一级和二

级水功能区，一级水功能保留区为赤壁市黄龙镇～陆水入江口 33.0km的流域范围和开发利用区陆

水水库库底～赤壁市黄龙镇 38.9km的流域范围；二级水功能区为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工业、景观

娱乐用水区陆水水库库尾～陆水水库坝下的 27.2km范围，陆水赤壁工业用水区陆水水库坝下～赤

壁造纸总厂的 6.0km范围，陆水赤壁排污控制区赤壁造纸总厂～三姓湾的 3.2km范围，陆水赤壁过

渡区三姓湾～赤壁市黄龙镇的 2.5km范围。陆水流域未设置专门的农业用水流域段。

根据《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农业用水区是指为满足农业灌溉用水

而划定的水域。

（1）农业用水区应具备以下划区条件：

——现有的农业灌溉用水取水口分布较集中的水域，或在规划水平年内需设置的农业灌溉用水

供水水域；

——供水量满足取水许可管理的有关规定。

（2）区划指标包括灌区面积、取水总量、取水口分布等。

（3）水质标准应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中V类水质标准，或按《农田灌溉

水质标准》（GB5084）的规定确定。

由此可知，陆水赤壁开发利用区的水域均可用于农业灌溉用水，船舶航行过程中，如果发生油

品泄漏事故，则会污染陆水河水质，在使用陆水河中的地表水灌溉农作物时，会对灌溉期的农田土

壤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农作物生长，严重可能污染地下水环境。本次评价要求船舶一旦发生溢油事

故，应及时响应，通知赤壁市农业部门和赤壁市水利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在泄漏区域上下游设置围

油栏，并在围油栏区域内投放大量吸油毡和吸油棉等吸附物质，减轻油膜对陆水流域水域水质的影

响。

6.5.4.8.溢油对陆水河地表水监测断面的影响

灾难性最大可信溢油事故仅发生在官田作业区，灾难性最大可能溢油事故可发生在各货运作业

区和长江赤壁港区。可能影响到的监测断面主要为黄龙镇断面和陆溪口断面。根据预测可知，若在

官田作业区码头水域发生灾难性最大可信溢油事故，平水期、枯水期油膜分别于 2.5h、4.79h到达下

游 15km处的陆溪口监测断面，油膜扩散面积约为 0.206km2、0.546km2，此处的油膜将会对陆溪口

断面的水质造成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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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节堤作业区码头水域发生灾难性最大可能溢油事故，平水期、枯水期油膜分别于 1h、1.92h

到达下游 6km处的陆溪口监测断面，油膜扩散面积约为 0.052km2、0.138km2，此处的油膜将会对陆

溪口的水质造成污染影响。

若在望山作业区码头水域发生灾难性最大可能溢油事故，平水期、枯水期油膜分别于 1h、1.92h

到达下游 6km处的黄龙镇监测断面，油膜扩散面积约为 0.052km2、0.138km2，此处的油膜将会对黄

龙镇的水质造成污染影响；平水期到 20km、枯水期到 10km处，油膜扩散阶段结束，油膜临界厚度

为 0.015mm，对扩散结束处下游的陆溪口断面基本无影响。

风险事故发生概率较小，但一旦发生事故，根据预警时间分析，本评价要求若发生船舶溢油事

故，应及时响应，采取应急措施，在溢油处设置围油栏，水面抛洒吸油毡等，尽量减轻油膜对陆水

河水质的影响。

6.5.4.9.溢油对饮用水源的影响

灾难性最大可信溢油事故仅发生在官田作业区，灾难性最大可能溢油事故可发生在各货运作业

区，陆水河上游陆水水库涉及饮用水源地，其距离各货运作业区上游最近水域距离 7.5km，距离官

田作业区水域距离 14km，基本不会对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区造成影响。

陆水河下游长江处有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其距离各货运作业区下游最近水域距离为节堤

作业区 13.5km，距离官田作业区水域距离 21.5km。根据上文风险分析，发生货船油箱溢油事故时，

最快会在 2.25h后到达饮用水源保护区；发生油船油仓溢油事故时，会在 6h后到达饮用水源保护区。

船舶发生溢油事故会对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水质造成影响。

根据预警时间分析，本评价要求若发生船舶溢油事故，应及时响应，通知下游水源保护区采取

应急措施、在取水口附近设置围油栏，减轻油膜对取水口水质的影响。

6.5.5.化肥泄漏事故风险影响分析

本轮规划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设有化肥集疏运，主要为磷肥和复合肥，不运输危险品化肥。本

轮规划环评对化肥泄漏分析进行简单分析。运输过程中，货船倾翻或泊位装卸时泄漏，会导致化肥

散落到陆水河中，节堤作业区下游有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和陆溪口饮用水源地，化肥泄漏后，

会对陆水河及长江水质及水生生态造成影响，同时可能影响下游的湿地公园和饮用水源地。本次评

价要求规划实施后加强对节堤作业区船舶运输及泊位装卸物料的管理，尽量避免物料泄漏。

6.5.6.危废泄漏事故风险影响分析

危废泄漏主要为陆域作业区的危废仓库发生事故。赤壁港危险废物产生量较小，均存放在危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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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存间，定期由有资质单位集中收集处置。发生危废泄漏的可能性很小，一旦发生泄漏，主要影响

陆域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本次评价要求各作业区须规范化建设危废暂存间，设置防腐防渗溢流井等

措施，确保危废不会逸散到外环境中。

6.5.7.油库泄漏事故风险影响分析

赤壁港在官田作业区设置油品储存区，2030年成品油吞吐量为 30万吨，2035年为 60万吨，

官田作业区的油品最大暂存量暂未定，后续根据具体项目进行油库泄漏风险分析评价。

储罐的环境风险事故类型主要包括液化品泄漏对大气、地表水、地下水的影响及火灾爆炸产生

的二次污染物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1）储罐泄漏对地表水、地下水的环境风险

根据《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SH/T3007-2014）、《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50160-2008）、《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2014），易燃液体储罐区四周设置防火堤，防

火堤内的有效容量不应小于罐组内一个最大储罐的容量；罐区内地面进行防渗处理；腐蚀性、毒性

储罐区四周设置围堰，并对罐区地面防腐防渗处理，同时设置事故池收集泄漏液化品及消防废水。

事故池的容积=最大一个储罐的物料储量+发生火灾爆炸时的最大消防用水量+可能进入废水收集系

统的最大降水量-罐区围堰、防火堤内、管道的净容量。从防火堤、围堰、事故池再泄漏到水域的可

能性可忽略，规划阶段不考虑储罐溢油化学品直接进入地表水体的环境风险，不开展风险事故对地

下水的预测。

（2）泄漏对大气环境的风险

根据《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50493），可燃气体、有毒气体

罐区四周均设置自动报警装置，一旦危险品泄漏挥发触发警报装置，监控系统可及时关闭阀门并开

展应急处置措施。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第 8.2.2.1物质泄漏量的计算：泄漏时间应结合建设项

目探测和隔离系统的设计原则确定。泄漏液体的蒸发速率计算可采用附录F推荐的方法，蒸发时间

应结合物质特性、气象条件、工况等情况考虑，一般可按 15~30min计；泄漏物质形成的液池面积

以不超过泄漏单元的围堰（或堤）内面积计。

本轮规划环评按不利情况泄漏液体的蒸发时间 30min考虑，F稳定度、1.5m/s风速、温度 25℃、

相对湿度 50%考虑。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储罐发生泄漏后，泄漏化学品残留在罐区围堰内，通过蒸

发和挥发成气体向周围环境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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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结

本次评价要求各作业区均需要建立风险应急预案体系，配备各项风险应急物资，确保风险可控，

同时要求加强官田作业区油品储存区和油品泊位风险应急措施。本次评价要求规划实施时，同步编

制赤壁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且官田作业区引入油品暂存项目时须要求该项目建设单位建立油

库风险应急预案体系，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与区域应急预案体系联动，做好油库风险防范

措施。

6.5.8.环境风险评价小结

根据前述对典型港区溢油事故的预测分析，如果发生溢油，则影响范围较大。即一旦发生事故

必须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来尽量减小事故的损失。

根据典型港区的计算结果，综合分析各港区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及下游取水口的分布情况以及

生态保护区等敏感目标的分布情况，对存在重大环境风险而且位置比较敏感的港区，提出一定的调

整或控制建议，综合分析见表 6.5-17。

表 1.1-9 各港区环境风险综合评价结果

序号 港区名称 作业区名称 风险综合评价结果

1

车埠港区

节堤作业区

水域有一定的风险，节堤作业区距离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4.5km，距离湖北长江新螺

白鱀豚自然保护区13.5km，距离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13.5km，距离较近，应在节堤作业

区设置事故应急库，加强在鱼类产卵期（3~6月）对船舶的监督管理，尽量减小船舶油箱发

生操作性溢油事故的发生。

2 官田作业区

水域有较大风险，油品泊位距离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14km，距离下游陆溪镇陆溪口饮

用水源地21.5km ，距离较远，发生油船溢油事故时，溢油量较大，应在官田作业区设置事

故应急库，加强在鱼类产卵期（3~6月）对油船的监督管理，尽量减小泄漏事故的发生。

3

蒲圻港区

望山作业区 相对风险较小

4
旅游客运作

业区
相对风险较小

5 陆水湖大坝港区 / 相对风险较小，基本不会发生溢油风险

6 长江赤壁港区 /

水域有一定的风险，长江赤壁港区紧邻湖北长江新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距离陆溪镇陆溪口

饮用水源地6km，距离较近，应在长江赤壁港区设置事故应急库，加强在鱼类产卵期（3~6

月）对船舶的监督管理，尽量减小客船船舶油箱发生操作性溢油事故的发生。

6.6.社会经济影响评价

港口开发及港口衍生产业对区域城市化的促进，以及对临港城市空间发展方向的影响。要重点

关注港口仓储、物流、旅游等规划的内容。

6.6.1.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分析

内河港口总体规划的实施对港区附近居民身体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粉尘和噪声污染。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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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建设施工期，由于施工人员的聚集，将使局部地区人口密度增大，产生一定数量的垃圾，若没

有妥善收集和处理可能会对施工区域周边的人群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港口运营期由于港口装卸区和生产区会产生一定的粉尘和噪声污染，将对港口工作人群的身体

健康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同时，港口生产营运也会对港口附近一定范围内的居民和其他工作人员

也会造成卫生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危害人群的身体健康。

6.6.2.对就业的影响

港口总体规划的实施，将为社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维持社会

稳定。主要体现在:一、规划的实施势必会导致行业结构的调整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从而为社会带来

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港区建设的设计、施工以及维护、营运与服务等一系列活动会为整个区域带来

大量就业机会。

我国港口平均每完成 1万吨吞吐量，GDP便增长 100万元，同时解决 20人的就业问题。港口

正常作业人员，以及港口、枢纽建设和航道整治等相关建设工程可吸纳的当地劳动力，因此，港口

的发展、建设必将在解决就业层面做出较大的贡献。

6.6.3.对物流业的影响

本次港口规划的实施，将为赤壁港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有力推动。港口是物流链上的重

要节点，不仅作为货物装卸中转的枢纽，同时也是客货流集散中心。长期以来，由于水运较公路运

输具有更好的经济性且不受运输通道能力的制约，成为当地长距离、大宗物资和原材料的主要运输

方式，包括煤炭、钢铁、矿建材料、液体散货、粮食等等主要依靠水路运输。通过本次港口总体规

划的实施，整合了全市港口岸线资源，提高港口的集约化程度和服务水平。同时根据港口岸线的水

陆域条件，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将使各港区加强专业化分工，并有利于其逐步提高专业化水平，

适应吞吐能力增长的趋势，为发展物流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随着港口吞吐能力的提高和布局

的完善，赤壁港作为全市的货流集散中心和运输节点的功能将进一步增强。

6.6.4.对旅游业的影响

由于赤壁市历年来大力发展货运，客运相对发展缓慢，其次沿江旅游景点少，近年来客运旅游

人数较少。

根据赤壁市的水上观光旅游发展需求，结合其主要景区的位置和旅游线路走向，本次总体规划

沿河沿湖沿江规划了大量客运旅游码头岸线。今后水路客运往水上旅游观光和城市水上公交等方面

发展，市内游、短途游、休闲游、江景夜游等的兴起，水路旅游人数将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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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本次赤壁港总体规划的实施，将对赤壁市未来的城市发展方向产生一定影响。按照本轮规划的

功能布局，各规划港区直接或间接服务于赤壁市各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港口规模的扩大和功能完

善，对于城市主导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本轮规划的实施，对赤壁市城市发展的促

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1）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城乡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随着各作业区的建成营运，周

边地区逐渐形成了产业聚集区，带动了通讯、供水、供电等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进而吸引

金融、保险、饮食等服务行业的聚集，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2）促进了区域经济合作，加快规模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得以延伸，同时由于

降低了运输成本，市场辐射范围得以扩大，有利于规模经济的迅速发展。

（3）优化区域交通体系，加强了物资的交流，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规划的实施将为贸易发展

提供便捷、廉价、安全的交通服务，为商品的流通、城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2、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规划的实施，加强城镇间的联系，将中心城区及周边县城、乡镇连成一体，为居民的经济活动

和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6.7.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6.7.1.河岸带景观生态格局影响分析

6.7.1.1.景观生态格局影响分析分析框架

（1）评价思路

内河港口规划属于交通运输专项规划的范畴，它的实施将对沿河岸线土地利用/覆盖和景观格局

产生重要影响。景观是具有空间异质性的区域，它由一系列大小形状不一，相互作用的斑块按照一

定的规律组成。河岸带是一个特殊的景观区域，其景观结构及其变化不仅与河流生态系统的自然生

态过程相关，而且越来越受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反映人类活动的强度和区域生态环境

状况。

港口开发具有持续性和滚动性，因此根据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对港区和岸线的规划，本评价将

基于GIS，结合遥感影像解译的土地利用图，对港区规划实施前后以及岸线开发实施前后的河岸带

景观格局进行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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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方法

港区规划实施前后河岸带景观生态格局影响分析方法：本次评价以各行政单元（县、区、市）

沿河岸线为评价对象，以不同港区沿河岸段向陆域以各港区的最大陆域纵深建立缓冲区作为本次评

价各港区规划实施前后的河岸带景观格局变化的景观结构单元范围。根据土地利用图以及实地踏戡

调研，基于GIS，分析以陆域港界为规划范围的港区规划实施前后对河岸带景观生态格局的影响。

岸线规划实施前后河岸带景观生态格局影响分析方法：根据景观自然分异的原则，并兼顾分析

便利的需要，本次评价以各港区规划岸线向陆域纵深 3km的范围作为本次评价各港区岸线规划实施

前后的景观格局变化的景观结构单元范围。根据基于遥感影像解译的土地利用图以及实地踏戡调研，

基于GIS，分析各港区规划建设岸线全部开发完成后对河岸带景观生态格局的影响。根据土地利用

图以及实地踏勘调研，基于GIS，本次评价识别出在评价区域内有如下主要景观结构要素：耕地块，

林地斑块，建设用地斑块，裸地斑块，草地斑块，水域斑块。

根据土地利用图以及实地踏戡调研，基于GIS，本次评价识别出在评价区域内有如下主要景观

结构要素：水田斑块，旱地斑块，林地斑块，建筑用地斑块，灌丛草被斑块，滩地斑块。

根据规划可知，赤壁港共规划港口岸线 4960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845米，规划港口岸线

（规划期内应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岸线）4115米，均分布在陆水河、陆水湖、长江沿岸。

6.7.1.2.景观格局影响分析数据信息的采集

港区规划实施前后江岸带景观生态格局影响数据信息的采集基于GIS的空间分析技术，统计各

港区规划实施前后区域景观斑块的面积与占用比例变化情况。统计结果如下。

表 1.1-10 各港区规划实施前后江岸带景观生态格局变化情况

用地类型
节堤作业区 官田作业区 望山作业区

占地面积 百分比% 占地面积 百分比% 占地面积 百分比%

耕地 58586.36 29.99 3365.39 1.80 141173.58 58.83

林地 / / 60737.8 32.48 76588.15 31.91

交通运输用地 / / 15240.19 8.15 1122.92 0.47

水利设施用地（水域等） 94206.26 48.23 63950.48 34.19 3307.13 1.38

其他用地 / / 2253.12 1.20 13246.19 5.52

住宅用地 / / 41474.62 22.18 4546.32 1.89

园地 42542.07 21.78 / / / /

合计 195337.69 100 187021.6 100 239984.29 100

规划实施后，上述用地全部被占用，变为码头及后方堆场建设用地。

6.7.1.3.景观格局影响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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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港区沿河岸线生态景观格局现状特点

根据各斑块所包含的生态过程和生态流的性质，可将上述七种斑块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然、半

自然、人工三类；其中自然斑块包括水域、林地、草地，半自然斑块包括耕地、园地，住宅用地及

交通运输用地则属于人工斑块。根据表 6.7-1中对各港区岸段区域生态景观格局现状的统计分析，

可依据各港区岸段区域现状景观基质的不同将现状岸段生态景观格局分为三类：自然岸段、半自然

岸段、人工岸段。

以自然岸段为主的港区为节堤作业区。节堤作业区坑塘斑块占后方场地区域面积的 48.23%。可

见节堤作业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少，自然属性较强，这与作业区的开发现状是相符的，其岸段区域

人类活动相对较少，因此岸段区域生态系统受扰动较轻。

以半自然岸段为主的港区是望山作业区。望山作业区耕地斑块占后方场地区域面积的 58.83%，

可见这些岸段区域内有一定的人类活动。

以人工岸段为主的港区是车埠港区。该港区已建成部分。

2.港区规划对河岸带景观生态格局的影响分析

根据对各港区以陆域港界为规划范围的规划实施前后，沿河岸段区域生态景观格局变化情况的

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从景观结构要素构成的规划前后的变化比较分析来看，该区域港区的规划实

施并没有改变原有岸段的景观基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地沿江岸段生态系统的特性，对河岸带景

观生态格局的影响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港区均是在原有港区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因此港区

周边人类活动已较多；而新建港区由于新建规模较小，因此港区的规划建设对岸段区域的景观格局

影响较小。总体而言，该区域港区的规划建设规模相对合理，主要利用现有建筑用地布局，对岸段

区域的景观格局影响较小。

3.岸线开发对河岸带景观生态格局的影响分析

根据远期各港区规划岸线开发前后对河岸带景观生态格局的影响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远期

随着港区规划岸线的逐步开发利用，现有岸段区域在港区陆域纵深范围内形成堆场、仓储、码头等

建筑用地后，虽然港区的建设不会直接明显改变港区岸段区域的景观格局，但结合后方工业园及疏

港交通项目的开发建设将局部改变原有岸段区域内的景观基质。大部分港区远期随着港区规划岸线

的逐步开发利用，将会对区域内的景观格局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江岸带景观生态格局将逐步由农

业景观生态格局向城市景观生态格局演化，但就整个城市生态系统来说，发展交通是引导区域生态

流动，削减生态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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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4.河岸带景观格局影响分析小结

各港区沿河岸段生态景观格局现状特点：以自然岸段为主为节堤作业区；以半自然岸段为主的

港区为望山作业区；以人工岸段为主的港区是官田作业区。

各港区的规划建设规模相对合理，主要利用现有建筑用地布局，对岸段区域的景观格局影响较

小。

随着港区岸线的逐步开发利用，结合后方工业园及疏港交通项目的开发建设，河岸带景观生态

格局将逐步向城市景观生态格局演化，但就整个城市生态系统来说，发展交通是引导区域生态流动，

削减生态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6.7.1.5.土地资源占用分析

赤壁港规划涉及占用土地资源的主要为 3个货运作业区，规划环评对这 3个货运作业区的土地

占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其中陆水湖大坝港区、长江赤壁港区和蒲圻港区旅游客运区为旅游或公务泊

位，无陆域作业区，因此未对其进行统计。

表 1.1-11 赤壁港陆域土地占用情况一览表 单位：平方米

用地类型 节堤作业区 官田作业区
望山作业区

位于黄龙山矿区东侧 位于赤壁市污水处理厂北侧

耕地
水田 58586.36 3256.13 13736.77 /

旱地 / 109.26 12770.14 114666.67

林地

乔木林 / 15482.13 277.3 /

灌木林地 / 44524.02 27002.83 /

其他林地 / 731.65 49308.02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 4076.83 1122.92 /

港口码头用地 / 78.75 / /

公路用地 / 11084.61 / /

水利设施用地
坑塘水面 94206.26 51683.76 3307.13 /

水工建筑用地 / 12266.72 / /

其他用地

工业用地 / / 4811.43 /

采矿用地 / / 8434.76 /

内陆滩涂 / 1995.01 / /

田坎 / 258.11 / /

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 41474.62 1978 /

城镇住宅用地 / / 2568.32 /

园地 果园 42542.07 / / /

合计 195337.69 187021.60 125317.62 114666.67

赤壁港 3个货运作业区共占地 622343.58m2，平均每个作业区占地约 207447.86m2。各作业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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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占用基本农田用地。其中，占地面积最大的是望山作业区，其次是节堤作业区、官田作业区；占

用耕地最多的是望山作业区。

6.7.2.对重要环境敏感区的影响分析

6.7.2.1.对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分析

上一轮规划因长江赤壁港区位于湖北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已取消该处

的港区规划。本轮规划期间，湖北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整，长江赤壁港区

位于其实验区，故本轮规划在其实验区设置公务和旅游泊位。因此现有港区对保护区的影响将逐渐

消除。但赤壁港的航道范围涉及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自然保护区，故运营过程中，船舶航行须加

强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措施，避免影响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

6.7.2.2.对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影响分析

（1）对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影响

陆水河沿河分布 1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取水口-为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1处乡镇饮用水源地

-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本次规划涉及的港区仅陆水湖大坝港区涉及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其他

港区均不涉及饮用水源地，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距离长江赤壁港区较远，不在其保护区范围内，

距离长江航道和陆水河航道较近，部分航道位于该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范围内。

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鄂政办发[2011]130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县级以上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通知》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中饮

用水源保护区划定规定，赤壁市陆水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

保护区。上述岸线泊位均位于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范围内，不涉及一级保护

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

A、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堆放、贮存可能造

成水体污染的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

B、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在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C、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

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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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旅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D、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

得增加排污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实际需要，在准保护区内采取工

程措施或者建造湿地、水源涵养林等生态保护措於止水污染物直接排入饮用水水体，确保饮用水安

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实际需要，在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相邻的公路和航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运输危险化学物品的车辆和船舶发生事故污染饮用

水水体。

综上，正常情况下，赤壁港规划的实施基本不会对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造成影响，但赤壁

港规划的实施对该饮用水源地会有风险影响。本轮规划环评要求船舶航行过程中须加强管理，同步

配备风险应急设施，减少突发事故对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的影响。

本轮规划在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规划有陆水湖大坝港区。陆水湖大坝港区现有公务

码头 2个泊位，规划 10个泊位，以上泊位均在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范围内，功能定

位为旅游客运及公务，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评价要求赤壁港设施后要采取严格的水污

染防治措施，禁止陆水湖大坝港区废水排入陆水水库对水体造成污染。通过以上措施，赤壁港的设

施对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影响较小。

6.7.2.3.对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影响分析

本轮规划港区均位于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外，但船舶航行航道会涉及湖北嘉鱼珍湖

国家湿地公园范围，与该湿地公园最近作业区为陆水河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主要建设散货码头，

距离约 4.5km，其他作业区距离均较远（大于 10km）。该作业区营运期间产生的污水经自建污水处

理厂处理后回用，作业区散货粉尘影响距离均在港界 50m范围内，节堤作业区污染物均合理处置，

正常情况下，赤壁港的实施不会对该湿地公园产生影响。但官田作业区运输货种有油品，且节堤作

业区运输船舶为油船，故在运营过程中，须加强以上 2个作业区的溢油风险防范措施，以减轻突发

环境事件造成的影响。

6.7.2.4.对陆水风景名胜区的影响分析

本轮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位于陆水风景名胜区范围内，该港区主要为旅游和公务，主要涉及水

域作业区，无陆域作业区，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污水、固废和游客活动噪声，无废气产生。该港区

营运期间产生的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不外排；固废合理处置，不外排；限制游客

容量，缓解游客活动噪声。因此，赤壁港的建设对陆水风景名胜区产生的影响较小，且规划实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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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带动陆水风景名胜区的旅游发展。

6.7.2.5.对陆水河和长江（赤壁段）鱼类“三场”—通道的影响分析

根据调查，陆水流域（赤壁）在陆水水库库区和节堤枢纽库区零散分布少量鱼类三场，不涉及

典型的鱼类三场通道。长江（赤壁段）不涉及鱼类“三场”，仅涉及鱼类洄游通道。

赤壁港的实施对其影响的主要为陆水湖大坝港区、长江赤壁港区和节堤作业区的码头泊位施工

期建设和运营期行船过程中的影响。

1）水文环境变化的影响

鱼类产卵需要特定的水文环境、尤其是鱼类繁殖需要有一定水流刺激。当水文条件改变，激流

减缓，将导致鱼类离开产卵场而无法正常孵化繁殖。本轮规划针对生产经营性码头（散货、件杂货、

集装箱）采用高桩结构，因此可减缓和避免对水文情势的影响，公务及旅游码头采用浮船码头，船

码头对河流水文情势影响仅局限于码头附近水域，且影响程度小。

在每年初春（3月）部分鱼类逐步进入繁殖期，由于施工导流期间库水位降低，水域面积减小，

分布于水库浅水库湾和部分沿岸带的产粘沉性卵鱼类的产卵场萎缩，部分鱼类因缺少合适的产卵场

而错过繁殖季节，对其资源补充产生一定影响。

由于鱼类具有较强的趋避能力，施工期间将躲避不利因素迁徙到其它水域栖息，从而导致短期

内施工区域鱼类密度降低。工程施工对水体的扰动范围总体较小，施工结束后，不利影响基本消失，

评价区鱼类资源及其生境较工程实施前无明显变化，工程实施对鱼类群落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有限。

因此，本规划的实施对鱼类产卵水文情势影响很小。

2）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港区建设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泥浆、水泥浆、少量油类及生活废水等。泥浆和水泥浆排放会增

加水体悬浮物浓度，降低水体透明度，影响鱼类视觉；而油类的排放则会对水生动物的呼吸、捕食

产生不利影响，油膜黏附在鱼类鳃丝上，阻碍鱼类的呼吸，并妨碍滤食类鱼类的捕食过程。

因此，必须按照本轮规划要求，采取特殊保护期避让和减缓措施，即每年 3月 1日～6月 30日，

尽量减少和不进行水下施工活动，避免各码头同时实施；按照本规划要求实现“零排放”，避免污

染水体。

3）水体噪声的影响

港口建设过程中需要用到各种桩机、灌浆机等机械，产生较大噪声，会对处于繁殖孵化期鱼类

产生干扰刺激作用，破坏鱼类耳石听觉，妨碍鱼类繁殖，将导致鱼类配对率下降，并使得繁殖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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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因此，必须按照本轮规划要求，采取特殊保护期避让和减缓措施，即每年 3月 1日～6月 30日，

尽量减少和不进行水下施工活动，避免各码头同时实施。以上措施可有效减缓和避免施工噪声对鱼

类产卵行为的不利影响。

4）航运船舶密度增加的影响

港口运营期，出入港船舶将有所增加，随着船舶出入港口，尤其是产卵季的船舶进出港，会在

一定程度上扰乱鱼类生活的水文条件。根据规划，赤壁港货运量较少，出入船舶数量较少，不会对

区域水文条件造成大的影响，进出入虽在一定程度上扰动其繁殖孵化需要的水生环境，但不会致使

产卵场面积及产卵量大的改变。

6.7.3.水生生态影响分析

6.7.3.1.港口施工期对水生生物的影响分析

港口建设期对水生生态的影响主要包括港池疏浚、码头水工建筑物施工及其它土石方工程等引

起的对水生生态的影响。具体影响分析如下：

（1）对浮游生物的影响

赤壁港的建设将对浮游生物造成一定的影响。码头建设造成了生境变化，码头打桩建设将扰动

水体和底泥，造成悬浮物增加和透明度降低，从而导致水中悬浮物含量增加，浮游植物正常的光合

作用将受到抑制，从而影响浮游生物生长，降低浮游生物的数量，引起浮游生物种类组成和优势度

的变化，但此种影响将在建设期之后会逐渐消失。

（2）对底栖动物的影响

赤壁港的建设将会对底栖生物的生境构成一定影响。底栖动物移动能力弱，码头桩基占用的河

底面积内的底栖动物将被损毁；涉水施工作业过程搅动水体底泥，引起受影响区域部分底栖动物的

数量减少，码头前沿水域的底栖动物多样性和数量将少于其它区域，但其建设范围仅限于河边的有

限区域，且建设过程中将采取围堰等保护措施，对底栖动物影响可控制在很小区域。

（3）对水生维管束植物的影响

赤壁港的建设将对水生植物造成一定的影响。水生维管束植物多分布在岸边或浅滩河段，涉水

作业可能松动周围植物在底层的固着，导致部分植物死亡；桩基施工引起的水体悬浮物增加和透明

度降低，也将抑制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影响维管束植物正常生长，但此种影响将在建设期之后会逐

渐消失。

（4）对鱼类资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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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鱼类资源的直接危害

港池疏浚、锚地开辟和码头水工建设将导致附近水域悬浮物含量增高，使鱼类腮腺积聚泥沙微

粒，严重损害鳃部的滤水和呼吸功能，甚至导致鱼类窒息死亡。不同鱼类对悬浮物含量高低的耐受

范围有所区别，通常认为悬浮物含量在 200mg/L以下时，不会导致鱼类直接死亡，但会导致鱼类的

腮部受损，从而影响鱼类今后存活和生长。码头区域疏浚和水下施工通常采取围堰施工工艺，施工

作业产生的悬浮物影响范围较小，对鱼类的影响范围也较小，且鱼类在水中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

一般可以通过主动逃逸避开不利影响，基本能消除工程施工对它们的不利影响。

②对鱼类早期资源的影响

港池疏浚和码头建设等工程建设会搅动河床底质，影响卵苗的孵化和发育，因此港口建设应避

开鱼类早期资源的高峰期，避免对鱼类早期资源的影响。

③其他影响

港区疏浚、锚地开辟和码头建设会改变沿岸滩涂生境，对局部区域水生植物、底栖动物和浮游

生物等造成影响，导致部分水域水生植物、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的数量减少，种类发生变化，造成

鱼类饵料生物减少，降低栖息地可利用性；码头水工建筑物将在一定程度上遮挡阳光照射，导致受

遮挡水体浮游植物和水生植物数量明显减少，鱼类的饵料生物量也随之减少，从而影响鱼类觅食。

这些影响将减少鱼类在码头周边区域鱼类的数量及种类分布。

表 1.1-12 港口施工对水生生物影响总体分析结果

影响对象 影响方式 影响性质

浮游植物

①涉水工程施工导致水体悬浮物浓度剧增对光合作用产生影响，进而对正常生长产生

不利影响，甚至导致部分个体死亡
暂时，可减缓

②施工废水和施工污水排放导致局部水质下降影响正常生长 暂时，可减缓

浮游动物

①涉水工程对其正常活动产生干扰 暂时，可减缓

②施工期污染物排放降低局部水质产生影响 暂时，可减缓

③浮游植物减少产生间接影响 暂时，可减缓

鱼类

①涉水工程施工对影响水水域鱼类活动产生干扰 暂时，可减缓

②施工期向水体排放污染物对鱼类产生影响 暂时，可减缓

③涉水工程施工导致水体悬浮物浓度剧增对鱼类产生影响 暂时，可减缓

④涉水工程施工对可能存在的珍稀濒危和洄游鱼类产生影响 暂时，可减缓

底栖动物 ①桩基施工、疏浚直接导致部分底栖动物个体死亡 不可逆

水生维管束植

物

①桩基施工直接产生不利影响，导致部分个体死亡 不可逆

②水质污染影响维管束植物正常生长 暂时，可减缓

根据生态现状调查，规划涉及的陆水河、陆水湖、长江（赤壁段）评价河段内的浮游生物、底

栖生物、水生维管束植物均为江河普生型的种类，随着规划的实施，港口岸线的开发建设可能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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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受影响生物的种类和密度有所降低，但由于物种的普生性及种类的相似性，不会造成整个水域生

物类群的改变，也不会对水域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施工结束后，港口水域的生态系统将重新

建立，生物量逐渐恢复，但水生生物的分布可能因生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6.7.3.2.港口营运期对水生生态的影响分析

港口运营期间，在进行矿石、煤炭和建材等散货的储运和中转作业过程中、到港船舶的污水排

放以及风险事故等将可能产生粉尘、污水或因风险事故导致的溢油，从而对区域水生生态产生影响。

（1）粉尘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港口运营期间，在进行矿石、煤炭、建材等散杂货的储运和中转作业过程中可能产生粉尘，从

而对区域水生生态产生影响。

煤尘主要来源于船舶卸煤、煤炭堆放、堆取作业等若干环节。船舶装卸煤时，煤炭在重力作用

下下落时，风吹造成扬尘；煤炭堆放时，煤堆表面在风吹作用下产生扬尘；堆取料机进行堆取作业

时，在堆取料机机械动力扰动作用下容易产生扬尘。与此同时，取料、落料过程中含水煤层遭到破

坏扰动，容易产生扬尘。扬尘随风入河并沉入水底，其中的化学物质可能会析出，引起水质变化，

从而可能对浮游生物、底栖动物、水生植物以及鱼类的生长和繁殖产生影响。

因此，在港口营运期间及时清理码头落料，经常清扫、喷水，保持清洁，并做好散货储运场所

的防尘措施，尽量减少矿粉、煤等粉尘对水域的污染，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区域水生生物的不利影响。

（2）船舶航行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港口吞吐量与集疏运量的增加将造成船舶航行密度的急剧增加，对水生生物的影响主要在于以

下两个方面：

①压缩水生生物的生存空间，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繁殖。不断增加的往来船舶在航线航行及

在港口码头停泊过程中，将导致水生生物生活生存空间被占用与挤压，水生生物生存空间将受到限

制，鱼类繁殖行为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②船舶航行密度的增加，将会增大船舶噪声等影响，对区域水生生物的正常活动造成干扰。鱼

类等主动游泳能力强的水生生物，能够对噪声等环境变化作出一定的回避反应，可以通过主动逃逸

避开受影响区域。

（3）船舶溢油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一旦发生船舶油舱泄漏等风险事故，如不及时采取控制措施，油类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浮游生

物、底栖生物的生存将受到威胁。浮游生物是水域生态环境的基础，是一切水生生物（包括游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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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底栖生物等）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浮游生物对石油污染物极为敏感，许多浮游生物会因受溢

油危害而死亡，食物链和饵料基础遭破坏，特别是由于浮游生物缺乏运动能力，加以有多生毛性，

易为石油及其它化工产品所附着而受到污染。据资料报道，一些浮游植物的石油急性中毒致死浓度

范围为 0.1~10mg/L，浮游动物为 0.1~15mg/L。此外，水生生物对石油类污染物具有累积效应，并在

食物链中不断累积，最终石油成分中的长效毒物（如致癌物质）被人体摄入，将危及人体健康。因

此，当溢油或其它危化品泄露事故发生后，对区域饵料基础、浮游动植物的损害影响较大。如突发

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在鱼类生殖洄游和仔稚鱼类育肥、索饵的春、夏季，将会对邻近区域的水生生

物资源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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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资源承载力分析

承载力多指生态系统、环境系统、资源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港口环境资源承

载力的定义涉及因素复杂，指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港口生态系统维系其自身健康、稳定发展的潜

在能力及所承受的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

7.1.岸线资源承载力分析

地处水陆交错带的内河岸线，是一种特殊的、宝贵的、稀缺性的国土资源，具有港口、供水、

旅游、城市形象、生物多样性和养殖等多种功能。在岸线的多种功能中，对生态环境影响和破坏程

度较大的就包括港口功能，尤其是港口的高强度开发、不合理布局，对内河水质环境、生物生态将

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基于岸线的生态敏感性，评价赤壁市陆水河段岸线资源的承载力状

况，给出《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规模的控制性建议，对于有效保护陆水河岸线资源及

水域生态环境，实现赤壁市陆水河沿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1.1.岸线自然资源评价

1）长江

长江赤壁港区位于长江中游右岸，辖区内长江自然岸线上起太平口新洲，下至陆水河口洪庙，

自然岸线全长 18公里。

太平口至下游 9公里主航道偏向左岸，右岸为江心滩和边滩，近岸水深条件较差。赤壁矶上游

3.2公里范围航道居中，右岸岸边水深条件较好；赤壁矶下游 3.8公里范围地势平坦，河岸稳定，右

岸水深条件较好，水边距长江大堤较近（最远约 400米）；陆水河口至上游 2公里范围：水域条件

较差。

赤壁长江段 18公里岸线全部位于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范围，岸线开发利用受

保护区制约。

2）陆水河

陆水河河口至桂家畈枢纽航道里程 46公里。陆水右岸岸线上起赤壁城关，下至洪庙，岸线全

长 41.7公里；左岸岸线上赤壁城关，下至蔡家墩，岸线全长 42.4公里。目前桂家畈枢以下至河口段

为单一河槽，河道两岸有完整的堤防，河道受地形和河岸控制程度较好，河床表层多为亚粘土、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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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土，河道多年来较为稳定。

水域方面，节堤以下至河口段 14.0公里河道经过整治后，已基本达到Ⅳ级航道的通航标准，通

航尺度为 2.5×40×320米（航深×航宽×弯曲半径），通航 500吨级一顶二驳船队。河口段约 6公

里河道平均河宽不足 150米，不具备建港条件；节堤枢纽蓄水后，节堤枢纽至京港澳高速桥 26公

里段成为了库区航道，航道条件得到大大改善，除朝天贩江心洲整个右汊道约 1.3公里河段、四清

垸至黄龙街附近约 1.5公里河段、接里湖至皂潭小学附近约 1.3公里河段三处水深不足外，大部分航

道尺度满足要求，能够满足港口建设需要。

陆域方面，京港澳高速桥上游两侧陆域均为赤壁市城区，基本为城市道路、住宅等占据，陆域

较为狭窄，该段岸线集疏运条件好。京港澳高速下游至河口段两岸多为沟渠、湖网或养殖区，适宜

建港的陆域岸线较少，集疏运条件也相对较差。另外该段有多处跨河桥梁、线缆等设施以及湿地保

护区，岸线开发的限制因素较多。

综合水域、陆域的条件来看，陆水两岸适宜建港的岸线主要集中在河口上游 9公里至节堤枢纽

下游 0.5公里、节堤枢纽上游 3公里至桂家畈枢纽下游 1.2公里。

7.1.2.岸线利用现状评价

1）长江

赤壁长江段 18公里岸线全部位于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目前已开发利

用的包括赤壁长江大桥利用岸线 660米，赤壁市第二水源地利用岸线 3300米，赤壁镇取水口利用

岸线 3300米，长江海事赤壁码头利用岸线 100米，红旗闸利用岸线 100米，月山闸利用岸线 100

米，长江赤壁旅游码头利用岸线 300米。已利用岸线 7860米，岸线利用率为 44.02%，其中已利用

港口岸线 400米（长江海事赤壁码头、长江赤壁旅游码头），占岸线总长度的 2.24%。赤壁市长江

岸线总体开发难度较大，主要的原因在于之前的宜港岸线全部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直至

今年湖北新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整后，长江（赤壁）段核心区全部调整为实验区范围内，

才开始开发利用。目前已报送的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报告已完成公示，暂

未批复，待保护区范围正式批复后，可按照此规划并结合生态环保专业单位，开展码头岸线利用研

究工作。

2）陆水河

陆水河岸线全长 84.1km。在已开发利用的岸线中主要为跨河桥梁、港口及水利枢纽。已利用开

发岸线包括有陆口大桥 340米，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污染物接收转运专用码头 200米，节堤航电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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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 1000米，陆水河车埠大桥（拟建）340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污染物接收转运专用码头 145米，

监利至崇阳高速公路陆水河大桥（拟建）340米，武深高速陆水河大桥 340米，G107咸宁市赤壁段

陆水河大桥 340米，京港高速公路陆水河大桥 340米，武广高铁跨陆水河大桥 340米，陆水二桥 340

米，蒲圻大桥 340米，泉州大桥 340米，京广铁路跨陆水河大桥 680米，陆水桂家畈大坝 1000米。

已利用港口岸线 345米，占岸线总长度的 0.25%。总体而言，陆水河岸线受航道条件限制以及长江

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环境敏感因素的制约，可供开发利用的港口岸线十分紧缺。

3）陆水湖

目前，现有 2个公务泊位（财政局和防汛码头），利用岸线 100米。

7.1.3.港口岸线资源综合评价

1、赤壁市岸线资源丰富，但宜港岸线多位于环境敏感区范围内，可开发利用岸线紧张。

赤壁市长江岸线虽然长达 18公里全部位于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长江赤壁段占用岸线 400

米。陆水湖岸线总长 56公里，岸线资源总量较大，受航道条件限制以及国家湿地公园、省级森林

公园、水利风景区等环境敏感因素的制约，可供开发利用的港口岸线紧缺，已岸线开发利用状况低，

与腹地旅游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

2、港口基础设施相对滞后，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程度较低，致使港口岸线的有效利用程度

不足。

赤壁市现有码头泊位对服务腹地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过长江河道非法采砂和非法码

头专项整治之后，赤壁港港口功能缺失，通过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此外，腹地经济条件、集

疏运条件和自然条件是岸线开发建设的三大前提。赤壁市长江岸线开发受到制约，陆水河岸线开发

尚处于起步阶段，陆水河沿线港口基础设施和集疏运道路的建设滞后，港口靠泊等级低、港口集约

化、现代化及规模化水平低，致使港口岸线的有效利用程度不足，港口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3、经济社会发展对宜港岸线需求十分旺盛，需要科学合理的利用岸线资源。

随着赤壁港腹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优势产业逐渐向沿江聚集，对港口需求进一步增强，从

而对宜港岸线的需求日益旺盛。根据预测分析，2030年、2035年赤壁港的货物吞吐量将分别达到

2500万吨、3000万吨，客运吞吐量分别达到 60万人次、80万人次。由于长江赤壁段港口岸线资源

的开发利用受到了限制，陆水河航运开发即将快速发展期。赤壁市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岸线资源总

量丰富，但适宜近期大规模开发的岸线资源仍然有限，必须进行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适应腹地

经济的发展需求，实现港口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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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规划实施对岸线的需求分析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按照行政区划分，将整个赤壁港划分为 4个港区，分别是

陆水湖大坝港区、车埠港区、蒲圻港区、长江（赤壁）港区，按照《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

对于港口岸线的规划设计可知，规划实施后，赤壁港的港口岸线总长度 4960米，保留已利用港口

岸线 445米，规划港口岸线（规划期内应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岸线）4115米。已利用港口岸线包括

345m货运岸线、300m旅游岸线、200m公务码头岸线；规划港口岸线包括规划货运岸线 2645m、

旅游岸线 643m、公务岸线 827m。

7.1.5.生态敏感性岸线的空间分布

7.1.6.敏感性岸线的划分方法和数据处理过程

生态敏感性岸线是生态敏感性高的岸线，其抵抗人类开发建设活动的能力低，结构和服务功能

易遭到破坏，而且工程与生物措施难以修复或恢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岸段。

按照保护与开发统筹协调的基本原则，将赤壁陆水河岸线划分为“生态敏感性岸线”和“可利用岸

线”；其中，“生态敏感性岸线”进一步划分为“禁止开发岸线”和“限制开发岸线”。禁止开发岸线主要

是指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所毗邻的岸线。限制开发岸线主要包

括：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所毗邻或占用的岸线。鉴于鱼类产卵场和居民

聚集区实际不占用岸线，故未将其纳入生态敏感岸线的定量计算中。获取生态敏感性岸线和港口规

划岸线矢量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已有的统计数据、矢量文件、各类栅格图片或坐标信息。

7.1.7.生态敏感性岸线空间分布

赤壁港规划涉及生态敏感目标主要为陆水风景名胜区、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湖北长江新螺白

鱀豚自然保护区、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其涉及的生态敏感性岸线主要为各生态敏感目标的保

护区范围涉及的岸线，根据叠图分析，生态敏感性岸线主要分布在陆水湖岸线、长江（赤壁）港区

岸线及陆水河大桥到长江入江口段的船舶航行航道。

7.1.8.岸线资源对规划实施的支撑能力分析

在港区岸线资源承载力基础上，分别计算各港区当前岸线资源对规划实施的支撑能力，具体计

算法则即岸线总长减去已开发利用的岸线。

表 1.1-13 可支撑规划实施的岸线资料情况表

序号 港区名称 岸线总长（km） 开发已利用港口岸线（km） 剩余岸线（km）

1 车埠港区 84.1 0.345 8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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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港区名称 岸线总长（km） 开发已利用港口岸线（km） 剩余岸线（km）

2 蒲圻港区

3 陆水湖大坝港区 56 0.1 55.9

4 长江（赤壁）港区 18 0.4 17.6

合计 158.1 0.845 157.255

由上表可以看出，由于现状已经开发利用的港口岸线较少，港区仍然剩余较充足岸线进行一定

程度的开发利用活动。

7.2.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

港区的发展需要沿岸陆域有充足的空间进行支持，尤其是对于规划新增港区沿河陆域土地资源

开发利用现状分析尤为必要。

赤壁市雨量较为充足，湖泊较多，水资源比较丰富。

地表水：赤壁市历年平均降雨量为 1604毫米，其中山区 1608.9毫米，丘岗地区 1526.2毫米，

平原湖区 1295.2毫米，雨量由西北向东南递增

根据《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中所给的陆域及水域控制点数据以及各规划港区的栅

格图，通过与遥感图像的叠加对比，对各作业区“规划港区”的沿河土地利用形式进行分析，赤壁港

3个货运作业区共占地 622343.58m2，平均每个作业区占地约 207447.86m2。各作业区均不占用基本

农田用地。赤壁市全域占地 171771.39公顷，本次规划占用土地面积仅为全市土地面积的 0.036%，占

比极小，土地资源承载力较好。

7.3.水资源承载力分析

7.3.1.水资源现状

。

丰水年径流量 16.1亿立方米，平水年 12.62亿立方米，枯水年 8.97亿立方米。特枯水年 5.14

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13.34亿立方米，其中山区 1.28亿立方米，岗丘地区 8.48亿立方米，平

原滨湖 3.58亿立方米。赤壁市有 4大客水过境，长江过境年平均径流量 6400亿立方米，黄盖湖水

系境外径流量 5.4亿立方米，陆水水系境外径流量为 25.3亿立方米，西梁湖水系境外流量 2.67亿立

方米，合计为 6433.37亿立方米。

地下水：赤壁市地下水较丰富，有自流泉 90处，总流量 5.7立方米/秒，平均单泉产水量为 229

立方米/小时。丰枯平均日产水 26万立方米，年产水 0.949亿立方米。由于地下水长期溢流对农作

物有冷浸危害。

7.3.2.规划实施对水资源的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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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第 6章节的预测赤壁港污水产生情况，按产污系数 80%计算，赤壁港 2030年的最大

日用水量为 563m³/d，2035年的最大日用水量为 823m³/d。

7.3.3.水资源对规划实施的支撑能力分析

根据赤壁市供水规模及给水管网规划内容，赤壁市已建设一水厂、二水厂、三水厂，均以陆水

水库为饮用水源。目前，赤壁市一水厂已关闭，正在进行改扩建，扩建后供水规模为 4万 t/d；赤壁

市二水厂供水规模为 10万 t/d；赤壁市三水厂已关闭，不再启用。

赤壁港 2030年和 2035年的最大日用水量分别占赤壁市供水规模的 0.56%、0.82%，所占比例较

小，满足赤壁市给水相关规划，且不影响赤壁市居民和工业企业日常用水的需求。因此，本评价认

为赤壁市水资源总量可满足《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的实施。

7.4.生态承载力分析

7.4.1.生态敏感目标的保护

按照港区是否具有生态敏感目标，或港区内生态敏感目标的数量、保护等级以及占用的生态敏

感岸线长度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看：陆水湖大坝港区涉及陆水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陆水风景名

胜区等生态敏感区；长江（赤壁）港区涉及湖北长江新螺白鱀豚准保护区，其余港区均不涉及生态

敏感目标。

港区生态敏感目标保护要求与港区发展上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除陆水湖大坝港区和长江（赤

壁）港区外，其余港区均受生态敏感目标保护要求限制相对较小。

7.4.2.港区生态承载能力综合评估

综合分析岸线资源的承载力、土地利用适宜性、生态敏感目标保护以及环境风险的防范等相关

因素，赤壁各港区的生态承载力评估和建议如下（表 7.4-1）：生态承载能力差的港区为陆水湖大坝

港区和长江（赤壁）港区。陆水湖大坝港区和长江（赤壁）港区具有一定比例的生态敏感岸线，岸

线资源承载力极为有限；港区陆域土地利用的适宜性较差，故其生态承载能力较差因此，陆水湖大

坝港区和长江（赤壁）港区的生态承载能力在整个赤壁港相对较差。

生态承载力较强的港区的为车埠港区、蒲圻港区。车埠港区岸线资源承载能力较优，生态敏感

目标相对较少，但由于部分作业区沿江陆域多为林地，土地利用适宜性一般，但整体上生态承载能

力较强，该港区内官田作业区环境风险压力较大，其余作业区也有一定的环境风险，因此须做好环

境风险的安全防范措施；蒲圻港区岸线和毗邻陆域资源承载力均相对较强，其生态保护目标分布较

为集中且分布范围不大，规划实施后对上述资源也影响不大，生态承载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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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4 赤壁各港区生态承载能力综合评估与建议

港区 岸线承载力 土地利用适宜性 生态敏感目标 环境风险防范 评估与建议

陆水湖大坝

港区、长江

（赤壁）港区

生态敏感岸线较长，岸

线开发利用程度低，岸

线承载能力较弱。

土地后备资源较少，大部

分已开发利用，主要为城

镇用地，土地适宜性一

般。

生态敏感目标较

多，港区发展受保

护要求限制相对

较大。

公务及旅游码头，环

境风险较低

生态承载能力较弱。采取

严格的保护措施和要求，

防止对生态敏感目标造成

污染。

车埠港区

生态敏感岸线近较小，

岸线开发利用程度相对

较低，岸线承载能力相

对较强。

土地后备资源较多，土地

利用类型以林地和耕地

用地为主，土地利用适宜

性较强。

生态敏感目标相

对较少，港区发展

受保护要求限制

一般。

官田作业区布局有

油品运输码头和水

上加油码头，环境风

险防范压力较大。

生态承载能力较好。

做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蒲圻港区

生态敏感岸线较小，岸

线开发利用程度搞，故

岸线承载能力一般

土地后备资源丰富，土地

利用类型以建设用地和

耕地用地为主，土地利用

适宜性较强

生态敏感目标相

对较少

未设置有油品和危

化品码头，风险相对

较小

生态承载能力较强

7.5.旅游容量承载力分析

根据《陆水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5-2030年）》对游客容量的规划：“风景名胜区日游客容

量 3.54万人次，日极限容量为 4.43万人次。其中陆水湖片区日游客容量为 2.05万人次，日极限容

量为 2.27万人次。赤壁古战场片区日游客容量为为 1.49万人次，日极限容量为 2.16万人次。年游

客环境容量为 1062万人次。”

本次规划赤壁港陆水湖大坝港区游客吞吐量为 2030年 30万人次（0.091万人次/日），2035年

40万人次（0.121万人次/日），远小于《陆水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5-2030年）》对游客容量的

规划，未突破陆水风景名胜区的旅游容量承载力。

7.6.污染物总量控制

7.6.1.水污染物增量预测

根据第 6章节可知，仅蒲圻港区旅游作业区和长江（赤壁）港区的废水可依托污水处理厂，其

污染物排放量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标准计算排放量；其他港区均通过自

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全部回用，污染物排放量为零。因此，经计算，在确保水污染防治措施到位

的情况下，赤壁港水污染物排放量氨氮和COD在 2030年分别排放 0.102t、1.023t；2035年分别排

放 0.139t、1.385t。

7.6.2.固体废弃物污染物增量预测

根据各作业区泊位布置、集疏运规划及各港区货运量分货类预测结果，赤壁港固体废弃物生活

垃圾、生产固体废弃物、船舶垃圾、危险废物增量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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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5 赤壁港固体废物产生情况一览表

港区名称 规划年（年） 陆域生活垃圾 陆域港区生产固体废弃物 船舶垃圾 危险废物

赤壁港
2030 219 1250 673.0 62.5

2035 306.52 1500 814.0 75

7.6.3.总量指标控制

（1）水污染总量控制指标

赤壁港各港区污水部分依托附近污水处理厂处理，总量纳入相应的污水处理厂总量指标范围内，

部分在作业区进行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因此，赤壁港无需增加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2）大气污染总量控制指标

赤壁港各港区废气粉尘和VOCs均无组织排放，无需增加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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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规划的环境合理性综合论证

8.1.规划协调性分析与评价

8.1.1.规划与政策法规的符合性评价

8.1.1.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符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03年 6月 28日通过，2015年 4月 24日修正，2017年 11月 4

日修正，自 2017年 11月 5日起施行）（下文简称《港口法》）指出：“港口总体规划，是指一个港

口在一定时期的具体规划，包括港口的水域和陆域范围、港区划分、吞吐量和到港船型、港口的性

质和功能、水域和陆域使用、港口设施建设岸线使用、建设用地配置以及分期建设序列等内容。”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是根据赤壁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及对港口运力的现实与未

来需求，及时制定到一定时期（2035年）的总体规划。该规划对陆水河两岸共计 84.1km岸线、陆

水湖沿湖岸线长 56公里岸线进行规划，依据其水文水动力特征和后方生态环境特点、交通现状及

人群聚集情况，将岸线划定了不同功能，对适合港区建设的岸线划定了相应的作业区和泊位岸线。

该规划将赤壁港划分为陆水河（赤壁段）的 4个港区，每个港区分别划出相应的水域和陆域范围，

并对各港区重点发展方向、泊位占用岸线长度和陆域面积等都作了详细规划，也对规划的泊位建设

序列作出相应建议。因此，《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主要内容与《港口法》是相符的。

8.1.1.2.与饮用水源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相符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订）》的相符性

“为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

家 198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下文简称《水污染防治法》），并分别于 1996

年和 2008年分别对该法予以修订，使之更适应实践需求。《水污染防治法》指出：“水污染防治应

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

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

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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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

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

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的符合性

“ 第十一条 饮用水地表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均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活动以及破坏水源林、护岸林、与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

动。

二、禁止向水域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及其它废弃物。

三、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油类、粪便的船舶和车辆一般不准进入保护区，必须进入者应事先申

请并经有关部门批准、登防渗、防溢、防漏设施。

四、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不得滥用化肥，不得使用炸药、毒品捕杀鱼类。

第十二条 饮用水地表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必须分别遵守下列规定：

一、一级保护区内

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禁止向水域排放污水，已设置的排污口必须拆除；

不得设置与供水需要无关的码头，禁止停靠船舶；

禁止堆置和存放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和其他废弃物；

禁止设置油库；

禁止从事种植、放养禽畜和网箱养殖活动；

禁止可能污染水源的旅游活动和其他活动。

二、二级保护区内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原有排污口依法拆除或者关闭；

禁止设立装卸垃圾、粪便、油类和有毒物品的码头。

三、准保护区内

禁止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

本轮规划的陆水湖大坝港区规划的岸线泊位位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与饮用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8 规划的环境合理性综合论证

278

水源地保护区位置关系见附图 24，陆水湖大坝港区主要功能为旅游及公务，其中二级保护区内有 1

个现状财政局公务码头，1个现状防汛码头，1个规划管护码头，现状岸线 100m，规划岸线 100m；

准保护区内规划有 9个码头，规划岸线 1135m。规划实施后，陆水湖大坝港区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

游客和工作人员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经合理处置，引至饮用水源保护区外排放，严禁直排到陆水

湖或陆水水库内，陆水湖大坝港区内的船舶均使用电动船和手动船，不使用油船，不产生废气污染

和漏油风险，基本不会影响陆水水库的水环境。陆水湖大坝港区内的泊位和岸线不允许改变功能，

仅用于旅游和公务，不允许贮存、运输、外排有毒有害物质、危险品和粪便。因此，本轮规划与《水

污染防治法》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是相符的。

8.1.1.3.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稿）》的相符性

为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国家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下文简称《土地管理法》）。《土地

管理法》是指导地方用地、保护耕地的根本大法。

1986年 6月 25日通过，1988年 12月 29日第一次修正，2004年 8月 28日第二次修正，2019

年 8月 26日第三次修正。该法指出：“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用途使用土地”。“江河、湖泊综合治理和开发利用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在江

河、湖泊、水库的管理和保护范围以及蓄洪滞洪区内，土地利用应当符合江河、湖泊综合治理和开

发利用规划，符合河道、湖泊行洪、蓄洪和输水的要求”。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在前期岸线规划、港区（作业区）布局规划、集疏运系统

统筹利用等方面均在遵照《土地管理法》的要求为前提，充分整合现有零乱分散的小码头、提升作

业区（码头）档次水平，提升作业区的使用效率，切实保护河堤两岸耕地资源和其他农用土地，尽

量少地占用林地，确保土地利用方向符合《赤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规划的集疏运系统也

是充分利用赤壁市港区周边区域现有、在建和规划建设的物流仓储基地、交通运输体系等，科学合

理布置港区（作业区）位置，在尊重土地利用类型，保护耕地、保护生态岸线的基础上，确保发挥

本规划与区域内其它规划的衔接，有效利用既有集疏运系统，尽量少地占用土地资源。

根据赤壁市林业局叠图分析，赤壁港望山作业区位于黄龙山矿区的用地涉及占用少量天然林、

天保林，本次规划环评要求该用地须取得省级立项或调整作业区位置，避开天然林和天保林的位置。

8.1.1.4.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修订稿）》的相符性

为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国家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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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下文简称《自然保护区条例》），并两次对其进行修订，以符合保护实际

工作的需要。《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

“第二十六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

采石、挖沙等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

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

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原有居民确有必要迁出的，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妥善

安置。

第二十八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

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

从事前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提交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第二十九条 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制方案，

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在自然保护区组织参观、旅游活动的，应当严格按照前款规定的方案进行，并加强管理；进入

自然保护区参观、旅游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

严禁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方向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

第三十条 自然保护区的内部未分区的，依照本条例有关核心区和缓冲区的规定管理。

第三十一条 外国人进入自然保护区，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活动计划，并经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海

洋、渔业等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批准。

进入自然保护区的外国人，应当遵守有关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在

自然保护区内从事采集标本等活动。

第三十二条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

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

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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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造成损害的，必须采取补救措施。

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建设的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内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的，

应当限期治理。

限期治理决定由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作出，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按期完成治理任

务。

第三十三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自然保护区污染或者破坏的单

位和个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本次赤壁港规划范围涉及 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北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环境非常敏感，保护任务十分艰巨，保护物种主要为白鱀豚及其生境。根据调查，湖北长江新

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申报调整功能区，其调整方案已公示完成，还未正式获批，根据调

整方案，本次规划的长江港区利用岸线已调整为实验区，可以进行适当的参观旅游。调整方案获批

后，本轮规划的长江（赤壁）港区与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要求相符。

8.1.1.5.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的相符性

“第十四条 国家对湿地实行分级管理，按照生态区位、面积以及维护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程度，将湿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和省级重要湿地，重要湿地以外的

湿地为一般湿地。重要湿地依法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第十九条 国家严格控制占用湿地。禁止占用国家重要湿地，国家重大项目、防灾减灾项目、

重要水利及保护设施项目、湿地保护项目等除外。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湿地，无法避让的

应当尽量减少占用，并采取必要措施减轻对湿地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建设项目规划选址、选线审

批或者核准时，涉及国家重要湿地的，应当征求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的意见;涉及省级重要湿地

或者一般湿地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除因防洪、航道、港口或者其他水工程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及蓄滞洪区内的湿地外，

经依法批准占用重要湿地的单位应当根据当件恢复或者重建与所占用湿地面积和质量相当的湿地；

没有条件恢复、重建的，应当缴纳湿地恢复费。缴纳湿地恢复费的，不再缴纳其他相同性费用。”

“第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人为活动对湿地及其

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加强湿地污染防治，减缓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导致的湿地退化，维护湿地

生态功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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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湿地范围内从事旅游、种植、畜牧、水产养殖、航运等利用活动，应当避免改变湿地的自然

状况，并采取措施减轻对湿地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国土空间规划、海域使用、养殖、防洪等相

关行政许可时，应当加强对有关湿地利用活动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湿地保护措施等内容的审查。

第二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省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利用活动进行分类指导，鼓励单位和

个人开展符合湿地保护要求的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等活动，适度控制种植养

殖等湿地利用规模。”

第二十八条 禁止下列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

（一）开（围）垦、排干自然湿地，永久性截断自然湿地水源；（二）擅自填埋自然湿地，擅

自采砂、采矿、取土；（三）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其他污染湿地

的废水、污水，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四）过度放牧或者滥采野生植物，过度捕捞

或者灭绝式捕捞，过度施肥、投药、投放饵料等污染湿地的种植养殖行为；（五）其他破坏湿地及

其生态功能的行为。

本轮规划的陆水湖大坝港区规划的岸线和泊位位于原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经查《国家

重要湿地名录》和《湖北省湿地名录》可知，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不属于国家重要湿地，属于湖北

省省级湿地。本轮规划的陆水湖大坝港区主要功能为旅游和公务，产生的污染经合理处置不外排到

陆水湖，陆水湖大坝港区建设码头泊位，占用湖泊岸线，不属于涉及占用省级湿地，基本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相关要求。

8.1.1.6.与《风景名胜区条例》的符合性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了风景名胜区内的各类禁止类活动，第二十

八条和第三十条规定了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建设活动的管理要求。

第二十六条:在风景名胜区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1）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破坏

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动;2）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3）

在景物或者设施上刻划、涂污;4）乱扔垃圾。

第二十七条:禁止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

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已经建设的，应当按照

风景名胜区规划，逐步迁出。

第二十八条: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禁止范围以外的建设活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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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选址方案应当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直

辖市人民政府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核准。

第二十九条：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下列活动，应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一）设置、张贴商业广告；（二）举办大型游乐等活动；（三）改变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

态的活动；（四）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的活动。

第三十条：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并与景观相协调，不得破坏景

观、污染环境、妨碍游览。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建设活动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污染防

治和水土保持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周围景物、水体、林草植被、野生动物资源和地形地

貌。

本轮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属于旅游和公务码头，不属于《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的禁止活动，

符合《风景名胜区条例》的要求。

8.1.1.7.与《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符合性

2023年 10月 9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提出：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级自然公园，是指经国务院及其部门依法划定或者确认，对具有生态、

观赏、文化和科学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实施长期保护、可持续利用并纳入

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的区域。

国家级自然公园包括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级海洋公园、

国家级湿地公园、国家级沙漠（石漠）公园和国家级草原公园。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级自然公园的管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除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依照《风景名胜区条例》管理。

第十四条 国家级自然公园按照一般控制区管理，可结合自然公园规划编制，分区细化差别化的

管理要求。

国家级自然公园根据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利用强度，可以规划生态保育区和合理利用区，统

筹生态保护修复、旅游活动和资源利用，合理布局相关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加强

精细化管理，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规划的活动和设施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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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条的管控要求。

生态保育区以承担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为主要功能，可以规划保护、培育、修复、管理活动和

相关的必要设施建设，以及适度的观光游览活动。根据保护管理需要，可以在生态保育区内划定不

对公众开放或者季节性开放区域。

合理利用区以开展自然体验、科普教育、观光游览、休闲健身等旅游活动为主要功能，兼顾自

然公园内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的正常生产生活和资源利用。不得规划房地产、高尔夫球场、开

发区等开发项目以及与保护管理目标不一致的旅游项目。严格控制索道、滑雪场、游乐场以及人造

景观等对生态和景观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确需规划的，应当附专题论证报告。

第十八条 严格保护国家级自然公园内的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域、生物等珍贵自

然资源，以及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等人文景观。在国家级自然公园内开展相关活动和设

施建设，不得擅自改变其自然状态和历史风貌。

禁止擅自在国家级自然公园内从事采矿、房地产、开发区、高尔夫球场、风力光伏电场等不符

合管控要求的开发活动。禁止违规侵占国家级自然公园，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及其他的废水、污水，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等污染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十九条 国家级自然公园范围内除国家重大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

活动：

（一）自然公园内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依法依规开展的生产生活及设施建设。

（二）符合自然公园保护管理要求的文化、体育活动和必要的配套设施建设。

（三）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的其他活动和设施建设。

（四）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允许在自然公园内开展的其他活动。

本轮规划的陆水湖大坝港区位于陆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根据上文可知，陆水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属于国家级自然公园，但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级自然公园的管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除外）。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依照《风景名胜区条例》管理。故陆水河大坝港区的布置不需要分析与本办法的

符合性。

8.1.1.8.与《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

关工作的函》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

作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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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功能分区

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由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转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

（一）由于原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管控要求基本接近，故一般情况下，将自然保护区原

核心区和原缓冲区转为核心保护区，将原实验区转为一般控制区。

（二）自然保护区原实验区内无人为活动且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区域，特别是国家和省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植物分布的关键区域、生态廊道的重要节点、重要自然遗迹等，也应转为核心保护区。

（三）自然保护区原核心区和原缓冲区有以下情况，可调整为一般控制区：自然保护区设立之

前就存在的合法水利水电等设施；历史文化名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重要人文景观合法建筑，包

括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址遗迹、寺庙、名人故居、纪念馆等有纪念意义的场所。

五、细化管控要求

（一）核心保护区

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但允许开展以下活动：

1.管护巡护、保护执法等管理活动，经批准的科学研究、资源调查以及必要的科研监测保护和

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抢险救援等。

2.因病虫害、外来物种入侵、维持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等特殊情况，经批准，可以开展重要

生态修复工程、物种重引入、增殖放流、病害动植物清理等人工干预措施。

3.根据保护对象不同实行差别化管控措施：

（1）保护对象栖息地、觅食地与人类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保护区，经科学评估，在不

影响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繁衍的前提下，允许当地居民从事正常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保留一定数

量的耕地，允许开展耕种、灌溉活动，但应禁止使用有害农药。

（2）保护对象为水生生物、候鸟的自然保护区，应科学划定航行区域，航行船舶实行合理的限

速、限航、低噪音、禁鸣、禁排管理，禁止过驳作业、合理选择航道养护方式，确保保护对象安全。

（3）保护对象为迁徙、洄游、繁育野生动物的自然保护区，在野生动物非栖息季节，可以适度

开展不影响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

（4）保护对象位于地下的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可以适度开展不影响地下遗迹保护的人为活

动。

4.暂时不能搬迁的原住居民，可以有过渡期。过渡期内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的情

况下，允许修缮生产生活以及供水设施，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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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有合法线性基础设施和供水等涉及民生的基础设施的运行和维护，以及经批准采取隧道或

桥梁等方式（地面或水面无修筑设施）穿越或跨越的线性基础设施，必要的航道基础设施建设、河

势控制、河道整治等活动。

6.已依法设立的铀矿矿业权勘查开采；已依法设立的油气探矿权勘查活动；已依法设立的矿泉

水、地热采矿权不扩大生产规模、不新增生产设施，到期后有序退出；其他矿业权停止勘查开采活

动。

7.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与邻国签署的国界管理制度协定（条约）开展的边界通视道清理以

及界务工程的修建、维护和拆除工作；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在未定界地区开展旨在加强管控和反蚕食

斗争的各种活动。

（二）一般控制区

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以下对

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1.核心保护区允许开展的活动。

2.零星的原住居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前提下，允许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

活必需种植、放牧、捕捞、养殖等活动。

3.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包括水文水资源监测和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等，灾害风险

监测、灾害防治活动。

4.经依法批准的非破坏性科学研究观测、标本采集。

5.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活动。

6.适度的参观旅游及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

7.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与

运行维护；已有的合法水利、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和维护。

8.战略性矿产资源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等公益性工作；已依法设立的油气采矿权在不

扩大生产区域范围，以及矿泉水、地热采矿权在不扩大生产规模、不新增生产设施的条件下，继续

开采活动；其他矿业权停止勘查开采活动。

9.确实难以避让的军事设施建设项目及重大军事演训活动。

本次规划港区涉及的陆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和湖北长江新螺白鱀豚保护区均已纳入

自然保护地的范围，根据《赤壁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可知，整个陆水国家级风景区范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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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为一般控制区，无核心保护区；根据 2022年编制的《湖北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功能区调整论证报告》，位于长江（赤壁段）的湖北长江新螺白鱀豚保护区均为实验区，根据上文

可知，实验区均纳入一般控制区。由此可知，本轮规划涉及的大坝港区和长江（赤壁）港区均属于

一般控制区，大坝港区和长江（赤壁）港区规划的功能均为公务和旅游，符合自然保护地的控制要

求。

8.1.1.9.与《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的符合性

根据《水功能区划分标准》（GB/T50594），水功能区划为两级体系，即一级区划和二级区划。

一级水功能区分四类，即保护区、保留区、开发利用区、缓冲区。二级水功能区将一级水功能

区中的开发利用区具体划分为饮用水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

区、过渡区、排污控制区七类。

一级区划在宏观上调整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协调地区间关系，同时考虑持续发展的

需求；二级区划主要确定水域功能类型及功能排序，协调不同用水行业间的关系。

根据《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可知，赤壁境内的陆水流域在一级水功

能区划为保留期和开发利用区，二级水功能区划分为饮用水源/工业景观娱乐用水区、过渡区、排污

控制区。

保留区是指目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为今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而保留的水域。

（1）保留区应具备以下条件：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少，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水域；目前不

具备开发条件的水域；考虑可持续发展需要，为今后的发展保留的水域。

（2）划区指标包括产值、人口、用水量、水域水质等。

（3）保留区水质标准应不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规定的Ⅲ类水质标准或按现

状水质类别控制。

开发利用区是指为满足城镇生活、工农业生产、渔业、娱乐等功能需求而划定的水域。

（1）划区条件为取水口集中，有关指标达到一定规模和要求的水域。

（2）划区指标包括产值、人口、用水量、排污量、水域水质等。

（3）水质标准按照二级水功能区划相应类别的水质标准确定。

具体划分情况如下表。

表 1.1-16 陆水流域和长江（赤壁）水功能区划一览表

序

号

一级水功能区名

称
二级水功能区名称 水系 河流、湖库

范 围 长度

(km)

面积

(km2)
水质目标

省级行政

区起点 终点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8 规划的环境合理性综合论证

287

1
陆水赤壁开发利

用区
/

宜昌至湖

口
陆水

陆水水库

库尾

赤壁市黄

龙镇
38.9 /

按二级区划

执行
鄂

1.1

/

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工业、景观娱

乐用水区

宜昌至湖

口
陆水

陆水水库

库尾

陆水水库

坝下
27.2 / Ⅲ 鄂

1.2 陆水赤壁工业用水区
宜昌至湖

口
陆水

陆水水库

坝下

赤壁造纸

总厂
6.0 / Ⅲ 鄂

1.3 陆水赤壁排污控制区
宜昌至湖

口
陆水

赤壁造纸

总厂
三姓湾 3.2 / / 鄂

1.4 陆水赤壁过渡区
宜昌至湖

口
陆水 三姓湾

赤壁市黄

龙镇
2.5 / Ⅲ 鄂

2
陆水赤壁车埠保

留区
/

宜昌至湖

口
陆水

赤壁市黄

龙镇

陆水入江

口
33.0 / Ⅲ 鄂

3
长江洪湖新螺段

白鱀豚保护区
/

宜昌至湖

口
长江干流

洪湖螺山

镇

洪湖新滩

口
135.5 / Ⅱ 鄂

根据上表可知，赤壁港的建设涉及保留期、开发利用区和保护区，本次港口规划在采取了本次

评价提出的各项措施后，不会影响陆水流域（赤壁）的水功能区划，符合《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

能区划》（2011-2030年）的要求。

8.1.1.10.与《“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的符合性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

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推进现代物流提质、增效、降本，为建设现

代产业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创新驱动、联动融合。绿色低碳、安全韧性。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年，基本建成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

物流创新发展能力和企业竞争力显著增强。

物流服务质量效率明显提升。跨物流环节衔接转换、跨运输方式联运效率大幅提高，社会物流

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较 2020年下降 2个百分点左右。多式联运、铁路（高铁）快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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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运、大宗商品储备设施、农村物流、冷链物流、应急物流、航空物流、国际寄递物流等重点领

域补短板取得明显成效。通关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城乡物流服务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

“通道+枢纽+网络”运行体系基本形成。

安全绿色发展水平大幅提高。提高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物流对经济社会运行的保

障能力。冷链物流全流程监测能力大幅增强，生鲜产品冷链流通率显著提升。货物运输结构进一步

优化，铁路货运量占比较 2020年提高 0.5个百分点，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 15%以上，铁路、

内河集装箱运输比重和集装箱铁水联运比重大幅上升。面向重点品类的逆向物流体系初步建立，资

源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提升。清洁货运车辆广泛应用，绿色包装应用取得明显成效，物流领域节能减

排水平显著提高。

现代物流发展制度环境更加完善。

展望 2035年，现代物流体系更加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物流企业成长壮大，通达全球

的物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更加有力，为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三、精准聚焦现代物流发展重点方向

加快物流枢纽资源整合建设、构建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完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延伸物流服

务价值链条、强化现代物流对社会民生的服务保障、提升现代物流安全应急能力；

四、加快培育现代物流转型升级新动能

（一）推动物流提质增效降本。

促进全链条降成本。

推进结构性降成本。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连园区、接厂区，合理有序推进大宗商品等

中长距离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完善集装箱公铁联运衔接设施，鼓励发展集拼集运、模块化运

输、“散改集”等组织模式，发挥铁路干线运输成本低和公路网络灵活优势，培育有竞争力的“门到门”

公铁联运服务模式，降低公铁联运全程物流成本。统筹沿海港口综合利用，提升大型港口基础设施

服务能力，提高码头现代化专业化规模化水平，加快推进铁水联运衔接场站改造，提高港口铁路专

用线集疏网络效能，优化作业流程。完善内河水运网络，统筹江海直达、江海联运发展，发挥近海

航线、长江水道、珠江水道等水运效能，稳步推进货物运输“公转水”。推进铁水联运业务单证电子

化，促进铁路、港口信息互联，实现铁路现车、装卸车、货物在途、到达预确报以及港口装卸、货

物堆存、船舶进出港、船期舱位预定等铁水联运信息交换共享。支持港口、铁路场站加快完善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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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油气管网，有效对接石化等产业布局，提高管道运输比例。

（四）推动绿色物流发展。

深入推进物流领域节能减排。加强货运车辆适用的充电桩、加氢站及内河船舶适用的岸电设施、

液化天然气（LNG）加注站等配套布局建设，加快新能源、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等货运车辆在现代物

流特别是城市配送领域应用，促进新能源叉车在仓储领域应用。继续加大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力度，

持续推进运输结构调整，提高铁路、水路运输比重。推动物流企业强化绿色节能和低碳管理，推广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积极开展节能诊断。加强绿色物流新技术和设备研发应用，推广使用循环包装，

减少过度包装和二次包装，促进包装减量化、再利用。加快标准化物流周转箱推广应用，推动托盘

循环共用系统建设。

五、深度挖掘现代物流重点领域潜力

（六）提高专业物流质量效率。

完善大宗商品物流体系。优化粮食、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物流服务，提升沿海、内河水运通

道大宗商品物流能力，扩大铁路货运班列、“点对点”货运列车、大宗货物直达列车开行范围，发展

铁路散粮运输、棉花集装箱运输、能源和矿产重载运输。有序推进油气干线管道建设，持续完善支

线管道，打通管网瓶颈和堵点，提高干支管网互联互通水平。依托具备条件的国家物流枢纽发展现

代化大宗商品物流中心，增强储备、中转、通关等功能，推进大宗商品物流数字化转型，探索发展

电子仓单、提单，构建衔接生产流通、串联物流贸易的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平台。

根据《“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可知，该规划主要为加大发展现状物流业，赤壁港属于物

流业中的水运物流系统，赤壁港总体规划实施后，加快了赤壁市的水运物流系统的发展，符合《“十

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的要求。

8.1.2.与上一层次规划相容性分析

8.1.2.1.与《湖北省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2035年）》的相容性分析

根据《湖北省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2035年）》提出了按照“畅通东西主轴、提升南北通道、

完善联通延伸”的思路，建设“一横一纵一网多支”高等级航道网。其中“多支”即长江、汉江骨

干支流航道水系，主要包括：长江三峡库区支流航道、鄂东沿江平原长江支流航道、鄂西北汉江支

流航道、清江及其支流航道等，鄂东长江支流航道。主要包括巴水、举水、浠水、蕲水、倒水、富

水、陆水等航道，规划五级以上航道通航里程 456.6公里，是重要的矿建材料、石材等大宗物资运

输通道。关于陆水航道的主要目标是：到 2035年，陆水河红庙至节堤枢纽 14公里提升为 II级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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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堤枢纽到京港澳高速桥 26公里提升至 II级航道，京港澳高速公路桥至桂家畈枢纽 6公里规划为Ⅴ

级航道。同时开展陆水航道整治工程，新建 2000吨级航道 38.3公里，实施计划为 2025-2030年。

本轮规划航道通过能力设计为 2000吨级，并以 2000t级船型为设计代表船型，与《湖北省港口

与航道布局规划（2035年）》航道目标相一致，待陆水航道整治工程完成后，可满足陆水河通航能

力。本轮规划符合《湖北省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2035年）》陆水航道远期实施措施的要求。

8.1.2.2.与《湖北省水运发展“十四五”规划》的相容性分析

根据《湖北省水运发展“十四五”规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一届七次、八次、九次全会部署，紧紧围绕交通

强国战略和全省“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主动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发

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战略实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

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牢牢把握“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区，打造新时代九省通衢”发展定位，加快建设畅通、高效、绿色、

智慧、平安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打造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奋力谱

写新时代湖北水运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次赤壁港规划的实施，对湖北省的水运能力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服务国内大循环战略

节点和全国“九省通衢”大通道提供重要支撑，实施绿色生态航运工程等，因此符合《湖北省水运

发展“十四五”规划》要求。

8.1.2.3.与《湖北省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相符性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湿地公园的规划、建设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湿地公园，是指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合理利用湿地资源为目的，可供开展湿地保

护、恢复、宣传、教育、科研、监测、生态旅游等活动的特定区域。

第三条 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应当遵循保护优先、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

则。”

“第十七条 禁止擅自占用、征用湿地公园的湿地。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需要征用、占用湿地公

园湿地的，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八条 需要临时占用湿地公园湿地的，占用单位应当提出可行的湿地恢复方案，并征求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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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经批准临时占用湿地的，不得修筑永久性建筑物或者构筑

物，不得改变湿地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

第十九条 湿地公园实行分区管理，分为湿地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宣传教育展示区、合理利用

区和管理服务区。湿地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何与湿地生

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仅限于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活动。宣传教育

展示区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可适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等为主的活动。合理利用区可开

展不损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湿地旅游等活动。管理服务区可开展管理、接待和服务等活动。

第二十一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湿地、开矿、采

石、取土、修坟、烧荒等；（二）从事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

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三）商品性采伐林木；（四）猎捕野生动物和捡拾鸟卵等行为；（五）排

放湿地水资源或者截断湿地水系与外围水系的联系；（六）向湿地排放污水、有毒有害物质、施放

违禁药物或者乱倒固体废弃物；（七）其他破坏湿地资源的行为。”

本项目规划的港口及作业区不涉及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的范围，符合《湖北省湿地公园

管理办法》的要求。

8.1.2.4.与《湖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的符合性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风景名胜区的设立、规划、保护、管理和服务，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风景名胜区，是指经依法设立，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自然景观、人文景

观比较集中，环境优美供公众游览或者进行文化、科学活动的区域。

第四条 风景名胜区应当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

“第十四条 编制镇规划、乡规划、村庄规划时，涉及风景名胜区的，应当符合风景名胜区总体

规划的要求，并在报批前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的意见；已编制的镇规划、乡规划、村庄规划，不符

合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应当按照风景名胜区规划进行修改和调整。

第十五条 编制风景名胜区规划，不得在核心景区内规划下列项目、设施或者建（构）筑物：（一）

索道、室外观光电梯、缆车、风力发电、铁路、高等级公路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二）宾馆、酒

店、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等设施；（三）大型文化、体育和游乐设施；（四）与风景名胜资

源保护无关的其他项目、设施或者建（构）筑物。

第二十条 在风景名胜区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一）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破

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活动；（二）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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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三）填湖建房、围湖造田、筑坝拦汊以其他方式侵占和分割水面；（四）违反规定养殖、种

植、放牧、狩猎、捕捞；（五）砍伐或者擅自移植古树名木；（六）火区内吸烟、点火、烧香、燃

放烟花爆竹或者孔明灯等带有明火的空中飘移物；（七）在景物、设施上刻划、涂污或者以方式损

坏景物、设施；（八）乱扔垃圾；（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活动。”

本轮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位于陆水风景名胜区范围内，陆水湖大坝港区主要规划 12个泊位，规

划岸线 1340m，主要功能为旅游和公务，不属于《湖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的禁止活动，符合

《湖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的要求。

8.1.2.5.与《咸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相容性分析

第五节构建绿色服务，支撑绿色经济发展

打造绿色流通行业。全力打造公、铁、水联运，促进多种物流运输方式的合理分工运行。推动

构建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整合仓储、运输和配送信息，优化配送网络。按照节能环保标准，加快建

设绿色仓储空间，支持仓储设施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鼓励配送车辆使用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汽车。

推广可多次利用的包装，加强对废弃包装物的回收和再生利用

根据《赤咸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第四章推动结构调整，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第四节优化交通结构，鼓励出行方式绿色化。优化调整交通运输结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优

化全市货物运输结构，推进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的原辅材料及产品由公路运输向铁路和水路运输转

移，提高铁路、水路货物运输量。推广新能源汽车,逐步完善相关基础配套设施。

。

第六章深化“三水”统筹,提升水生态环境。

第二节持续深化水污染防治。六、加强船舶废水排放监管。开展船舶污染调查评估，全面摸清

现状。推进现有不达标船舶升级改造，400总吨以下小型船舶生活污水采取船上储存、交岸接收的

方式处置。统筹推进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垃圾、化学品洗舱水等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的规划建设，

落实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合监管机制。强化长江流域水上危险化学品运输环境风险防范，

严厉打击化学品非法水上运输及油污水、化学品洗舱水等非法排放行为。构建船舶污染处理处置智

能化管理平台，推动实现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全过程联单电子化。

第七章坚持协同共治，持续改善大气环境

第四节深化交通运输污染治理。加强船舶污染防治。推进长江干流船舶港口污染防治，加大清

洁能源船舶推广力度，限制高排放船舶使用，支持应用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加快淘汰使用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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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内河航运船舶，依法强制报废超过使用年限的航运船舶。推动船舶发动机升级或者尾气处理

装置，加大上船燃油检测力度。”

本轮规划加快了赤壁港水运发展；船舶污染物均可以到达合理处置，达标排放，满足《咸宁市

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8.1.2.6.与《咸宁市陆水流域保护条例》的相符性

根据《咸宁市陆水流域保护条例》（2021年施行）可知：

第三章 水资源管理

第十四条 陆水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应当符合流域综合规划，优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并兼顾生态环境、农业、工业用水等需要。

第十八条 陆水流域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在陆水流域取水许可总量已经达到取水许可控制总量的

地区，不得再审批新增取水。

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在陆水流域新建、改建、扩建取水工程或者设施。

第二十条 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

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铺设跨河管道、

电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按照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有

关规定报经批准。

第二十一条 未经许可，禁止在陆水流域从事河道采砂活动。

采砂行为人应当按照河道采砂许可确定的时间、地点、采砂控制量、开采范围、开采高程和作

业方式进行。采砂结束后应当及时撤离采砂船（机具）、清运砂石、平整弃料堆体或者采砂坑槽。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期，严格控制采砂区域、采砂总量

和采砂区域内的采砂船舶数量。禁止在陆水流域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期从事采砂活动。

第二十二条 在陆水流域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制（洗）砂；其他区域从事制（洗）砂活动的，应

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得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第四章 水污染防治

第二十五条 禁止未经依法批准在陆水流域新建、改建或者扩大入河排污口。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入河排污口档案制度和统计制度，组织

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口进行全面排查、监测溯源和监督检查，明确排污口责任主体，实施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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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法排污口依法予以处置。

第二十七条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化肥农药使用指

导、服务工作，制定化肥农药使用过程中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技术指导，引导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禁止在陆水流域销售和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及其混剂。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等主管部门制定陆水流域禁止使用的农药目录。

第二十八条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在陆水流域

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并按照相关规范和标准要求，指导、监督水产养殖活动。

禁止在河流、湖泊、水库、塘堰养殖珍珠；禁止在河流、湖泊、水库围栏围网养殖、投肥（粪）

养殖。

第二十九条 陆水流域畜禽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建设和监督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陆水流域区域环境承载能力和畜禽养殖数量，确定畜禽规模以下养殖污染

防治的标准和要求，实施分类管理。畜禽规模以下养殖者应当采取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防止畜禽

养殖废水、废弃物污染环境。

除散养少量畜禽的农户外，其他畜禽规模以下养殖者应当建立畜禽养殖记录。畜禽养殖记录应

当记载畜禽的品种、数量、来源、投入品使用、疫病防治、病死畜禽处理等情况。

染疫畜禽、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畜禽尸体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禁止随意丢弃或者

填埋。

第三十条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按期完成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的建设和改造，并加强对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的监督管理；对未纳入城乡污

水管网的村庄的生活污水，因地制宜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建立长效运行管护机制。

陆水流域从事餐饮、娱乐、住宿、洗浴等服务行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用节能、节水、节材

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设备和设施，不得将未经达标处理的污水、污物直接排入水体。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陆水水域利用船舶或者浮动设施从事除成品快餐之外的餐饮服务。

陆水流域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含磷的洗衣粉、洗涤剂、清洁剂等洗涤用品。

第三十一条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

理体系，实行城乡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陆水流域按照国家规定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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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减少使用、积极回收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

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替代产品。

第三十二条 陆水水域的漂浮物和有害藻类等应当及时打捞清理，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三十三条 陆水流域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依法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十四条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划定、调整和水源保护，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第三十六条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陆水水域岸线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实行分区管

理与用途管制，组织开展水域岸线生态保护和修复，严格控制与生态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

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陆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在陆水流域河道和水库周边一定

范围划定生态隔离带，在不影响行洪和防洪工程设施安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草地、

水源涵养林、河岸生态公益林、沿河植被缓冲带和隔离带等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工程，构建沿河生

态系统。

建设河岸生态景观，应当保持河流及沿岸的自然风貌，保证河道行洪畅通，满足河道安全要求。

第三十七条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陆水流域天然林应保尽保，依法在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划定公益林，并实行严格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天然林保护范围内从事非法建设光伏、风力发电项目等活动和其他破坏

行为。

第三十八条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水源涵养林的建设与保护，加大

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力度，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防止湿地面积减少和生态功能退化。

第三十九条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封育保护、自然修复等措施，扩

大林草覆盖面积，预防和减轻水土流失。

陆水流域经批准建设的项目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编制、报批水土保持方案，

并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因项目建设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和地质灾

害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陆水流域河道整治应当注重防洪安全、水生态安全以及水环境的改善和维护，保持河

流自然流向和河道自然形态，保障水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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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市、流域县（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外来水生物种的预警监测，

指导和规范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水电站、水库等水利工程经营管理单位应当依法履行管理范围内水生生物保护义务，采取建设

鱼类增殖放流站和洄游通道等措施，保障鱼类洄游畅通。

禁止在陆水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

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禁用的渔具和电鱼、毒鱼、炸鱼等破坏渔业资源和

生态环境的方法进行捕捞。

本轮规划在陆水流域规划货运、旅游、公务码头泊位及货运作业区，不属于陆水流域保护条例

中的禁止项目，项目产生的污水均合理处置、严禁直排陆水流域，符合《咸宁市陆水流域保护条例》。

8.1.2.7.与《湖北省陆水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相容性分析

根据《湖北省陆水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可知，陆水岸线分为岸线保护区、岸线保留区、岸线

控制利用区和岸线开发利用区。

岸线保护区是指岸线开发利用可能对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生态环境、重要枢纽和

涉水工程安全等有明显不利影响的岸段。岸线保护区应根据保护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划期内禁止建设可能影响保护目标实现的建设项目。按照相关规划在岸

线保护区内必须实施的防洪护岸、河道治理、供水、航道整治、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等事关公共安全

及公众利益的建设项目，须经充分论证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许可程序。

岸线保留区是指规划期内暂时不宜开发利用或者尚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为生态保护预留的岸

段。因暂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划定的岸线保留区，待河势趋于稳定，具备岸线开发利用条件后，或

在不影响后续防洪治理、河道治理及航道整治的前提下，方可开发利用。规划期内，因防洪安全、

河势稳定、供水安全、航道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必须建设的防洪护岸、河道治理、取水、航道

整治、公共管理、生态环境治理、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等工程，须经充分论证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

求履行相关许可程序。

岸线控制利用区是指岸线开发利用程度较高，或开发利用对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

生态环境可能造成一定影响，需要控制其开发利用强度、调整开发利用方式或开发利用用途的岸段。

岸线控制利用区管理重点是严格控制建设项目类型，或控制其开发利用强度。开发利用前须经科学

论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岸线开发利用区是指河势基本稳定、岸线利用条件较好，岸线开发利用对防洪安全、河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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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岸段。岸线开发利用区内，须在不影响防洪、航运安全、河势稳

定、水生态环境等的情况下，考虑沿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经科学论证，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岸线开发利用区管理，应符合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须统筹协调与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

划，取水口、排污口及应急水源地布局规划，航运发展规划，港口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关系，充分考

虑与附近已有涉水工程间的相互影响，合理布局，按照“深水深用、浅水浅用”、“节约、集约利

用”的原则，提高岸线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岸线资源的综合效益。

此外，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影响水利工程安全与正常运行的建筑物和其它设施，围

库造地，爆破、打井、采石、取土、挖矿、葬坟以及在输水渠道或管道上决口、阻水、挖洞等危害

水利工程安全的活动，倾倒土、石、矿渣、垃圾等废弃物，炸鱼、毒鱼、电鱼和排放污染物，损毁、

破坏水利工程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和设备。在水库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危及水库安全及污染水质的

爆破、打井、采石、取土、陡坡开荒、伐木、开矿、堆放或排放污染物等活动。

赤壁港涉及陆水流域利用岸线为 4560m，其岸线利用分区情况如下表，岸线利用分区情况见附

图 26-1～26-3。

表 1.1-17 赤壁港岸线利用分区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港区

名称

作业区

名称

本轮规划港口岸

线长度（米）
所在

河湖

段

岸线分区 划分依据

已利

用

新增利

用

已利

用
新增利用 已利用 新增利用

1
车埠

港区

节堤作

业区
200 550

陆水

河

岸线

保留

区

岸线控制利用区

规划期内暂

无开发利用

需求的岸段

规划有车埠港区、现有防洪排涝闸

站工程

2
车埠

港区

官田作

业区
145 1275 岸线控制利用区 水深及陆域条件好、现有港区港口、桥梁规划

3
蒲圻

港区

望山作

业区
0 820 /

240m为岸线控制

利用区，580m为岸

线保留区

/

岸线控制利用区划分依据为赤壁

市城区范围；岸线保留区划分依据

为岸线开发利用条件较差

4
蒲圻

港区

旅游客

运作业

区

0 230 / 岸线开发利用区 / 赤壁市中心城区范围

5
大坝

港区
/ 100 1240

陆水

湖

岸线

保护

区

岸线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陆水

水库工程保护区

由上表可知，赤壁港属于港口建设项目，节堤作业区岸线保留区的岸线为现状已利用岸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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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节堤作业区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岸线进行利用；望山作业区岸线保留区的岸线纳入本次规划范

围内，待规划后期具备开发条件后，进行开发，符合《湖北省陆水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岸线保

留区的要求，其他岸线控制利用区和岸线开发利用区均符合《湖北省陆水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相

关要求。陆水湖大坝港区内的岸线主要为公务和旅游，不属于影响保护区功能的开发项目，符合《湖

北省陆水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岸线保护区的要求。

8.1.2.8.《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容性分析

“第二十五条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

必要时，可以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调整和饮用水水源的保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堆放、贮存可

能造成水体污染的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与供水作业或者水源保护无关的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

动。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关闭。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饮用水水源地隔离防护设施建设，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护栏围网和明显的警示标志、宣传标语。禁止损毁、擅自移动前款规

定的地理界标、护栏围网和警示标志。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实际需要，在与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相邻的公路和航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运输危险化学物品的车辆和船舶发生事

故污染饮用水水体。”

本轮规划的陆水湖大坝港区规划的岸线泊位位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主要功

能为旅游及公务，其中二级保护区内有1个现状财政局公务码头，1个现状防汛码头，1个规划旅

游码头；准保护区内有9个规划码头。规划实施后，陆水湖大坝港区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游客和工

作人员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经合理处置，引至饮用水源保护区外排放，严禁直排陆水湖或陆水水

库内，陆水湖大坝港区内的船舶均使用电动船和手动船，不使用油船，不产生废气污染和漏油风险，

基本不会影响陆水水库的水环境。陆水湖大坝港区内的泊位和岸线不允许改变功能，仅用于旅游和

公务，不允许贮存、运输、外排有毒有害物质、危险品和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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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9.与《咸宁市防洪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容性分析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八条整治河道和修建控制引导河水流向、保护堤岸等工程，应当兼顾上下游、左右岸的关系，

按照规划治导线实施，不得任意改变河水流向。

第九条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和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

工程设施，建设单位必须按照管理权限，将工程建设方案报送水利和湖泊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

查同意；未经审查同意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光伏电站、风力发电等项目，不得

非法占用河湖管理范围，不得以风雨廊桥等名义在河湖管理范围内开发建设房屋。

在湖泊周边、水库库汊建设光伏、风电项目的，应当科学论证，不得布设在具有防洪、供水功

能和水生态、水环境保护需求的区域，不得妨碍行洪通畅，不得危害水库大坝和堤防等水利工程设

施安全，不得影响河势稳定和航运安全。

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得占用河道滩地，不得在城市区域内擅自覆盖河道，填堵原有河道沟汊、贮

水湖塘洼地和废除原有防洪围堤；确因城市建设需要的，应当经水利和湖泊部门审查同意，报本级

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经批准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时，建设单位应当承担施工期间

的防洪责任。施工围堰或者临时设施影响防洪安全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防汛指挥机构的指令，限

期清除或者采取其他紧急补救措施。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清除施工围堰等设

施，恢复河道、湖泊原状。

第十一条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应当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提出防御

措施。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未经水利和湖泊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查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

设。

对江河、湖泊、水库、渠道、涵闸、泵站、水文测验河段等管理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和违

章建筑，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由负责管辖的县级防汛指挥机构责令限期清除；逾期不清除

的，由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强行清除，所需费用由设障者承担。

第十二条城市、村镇和其他居民点以及工矿企业、铁路和公路的建设布局和设防，应当符合国

家规定的防洪标准，避开山洪威胁；已经建成的，应当采取防御措施。

对居住在行洪河道内的居民，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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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港在河道范围内建设码头及作业区，规划实施后，入驻项目不属于光伏电站、风力发电等

项目，且须取得合法用地手续后，将工程建设方案报送水利和湖泊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同意；

未经审查同意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入驻项目施工期涉水临时工程时，须设置防洪措施，避

免影响防洪安全，施工期结束后，入驻项目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清除施工围堰等设施，恢复河道、

湖泊原状。入驻项目再采取相应的措施后方可入场，故本轮规划符合《咸宁市防洪管理暂行办法》

的要求。

8.1.2.10.与《湖北省天然林保护条例》符合性分析

“第十五条 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保护红线以及生态区位重要性、生态脆弱性、生态自然

恢复能力和物种珍稀性等指标，将天然林划分为一级天然林和二级天然林，实行分级保护。

本省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天然林为一级天然林；其他天然林为二级天然林。

第二十一条 对一级天然林实行全面封禁、永久保护。除依法建设必要的保护和科研监测设施外，

禁止一切破坏天然林生态环境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二条 对二级天然林采取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促进修复为辅的保护措施，恢复乔灌草植被。

在二级天然林保护范围内从事采集种子、采挖野生植物、开展游憩等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不得毁坏林木或者破坏林地，不得擅自改变林地用途，不得破坏生态环境。

第二十三条禁止在天然林保护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

（一）毁林开垦；

（二）毁林造林；

（三）建设光伏发电项目；

（四）在有林地上建设风力发电项目；

（五）建设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生物多样性和污染环境的生产经营设施；

（六）商业性采伐林木；

（七）采挖移植林木或者树蔸，采割树脂；

（八）倾倒石渣、垃圾等固体废弃物；

（九）违反国家规定采石、采矿、取土；

（十）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含除草剂等药剂）；

（十一）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四条严格控制征收、占用天然林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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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确需征收、占用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核、审批手

续，按照国家和省公益林林地的征收标准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专项用于植树造林、

恢复森林植被。

经批准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污染防治、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方案，科学

规划和设计，合理施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天然林。”

根据赤壁市林业局叠图，赤壁港望山作业区涉及占用天然林、天保林，根据以上规定，望山作

业区不属于生态红线及重要生态功能区，其内的天然林属于二级天然林。本次规划在望山作业区建

设一般散货堆场，在采取严格措施后，对环境影响较小，不属于《湖北省天然林保护条例》中禁止

建设项目。本次规划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取得湖北省人民政府及以上单位批准的立项文件，否则，需

要调整望山作业区的位置，避开天然林。

8.1.3.与其他规划相容性分析

8.1.3.1.与《赤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的相容性分析

本次港口总体规划是在赤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空间资源、土地开发方向等引导下编制的，

体现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有关要求，港口功能布局、岸线利用、功能调整、港区布置等与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的要求相一致。

在岸线利用规划和港口总体规划中，积极整合岸线和土地资源，尽量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废弃

地和非耕地，尽量不占耕地或少占地，适应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出的建设用地总量和耕地保有量

要求。采用集约化的发展思路，为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创造了条件。港口总体平面布置过程中在满足

实际要求的情况下，采用科学的布置方案，尽量减少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利用的产出率。

由于《赤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到 2020年止，已开展的《赤壁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0-2035年）》目前还未发布。本次港口总体规划年限到 2035年，今后港口建设用地指

标可对照《赤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进行建设。

8.1.3.2.与《赤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的相容性分析

本次赤壁港总体规划是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框架下编制的，体现了城市总体规划

的相关要求：

1、港口规划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空间布局的要求根据赤壁市城市总体规划，规划形成“两心两轴”

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

两心：中心城区和赤壁临港新城。中心城区为市域经济和城镇发展核心，优化提升综合服务功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8 规划的环境合理性综合论证

302

能，集约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人口集聚，提升规模优势，增强城市的辐射吸引能力，建立与周边

城镇的紧密联系，带动区域协调发展。赤壁临港新城为北部沿江地区发展核心，规划充分利用港口

优势和机遇，以临港新城建设为契机，带动包括赤壁市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发展，形成集旅游、现代

物流、临港工业为一体的城镇和产业发展密集地区。

两轴：倒“T”型城镇发展轴，即京港澳高速公路、京广铁路、武广高速铁路、107国道等交通干

线复合而成的发展轴线和中心城区-赤壁镇旅游快速通道等交通线复合而成的发展轴线。培育沿线城

镇节点，建设规模化的产业园区，构筑经济增长平台。加快市域非农产业、人口向沿线城镇集聚，

增强对相邻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线带面，促进市域城镇全面发展。本次港口总体规划在赤壁市

中心城区以内不再规划大型的货运港区，仅保留和规划旅游客运码头和公务，满足城市发展需要。

2、港口规划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产业发展的要求

从产业发展方向看，港口总体规划根据赤壁市城市总体规划对港口运输货种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合理确定了各港区的功能，其主要货种为集装箱、煤炭、非金属矿石和矿建材料等，与城市纺织服

装、机械制造、建材加工等优势产业发展的要求相一致。

本次港口总体规划确定的相应的港区功能以通用货物为主，适应了沿河开发的需要，为未来发

展预留了空间。此外，本次港口总体规划还提出港口功能调整的意见，规划形成若干个规模化、集

约化的港区，并依托港口发展物流园区和临港工业区，引导产业向相关地区集中，有利于促进产业

带和产业聚集区的形成，适应了城市总体规划对于产业发展的相关要求。

3、港口规划符合城市景观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本次港口总体规划分析了赤壁市城市发展的环境要求，港区功能及货种结构调整充分考虑城市

环境的要求和特点，尽量减少煤炭、矿石、矿建材料等污染性货种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赤壁市主城

区内的港口功能逐步调整，大力发展旅游、客运，适应城市景观要求。

本次港口总体规划充分考虑了城市总体规划关于湿地保护区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的相关要

求，所有港区的港址选择均满足相关规定要求，水源地附近的港区以旅游客运为主，大宗散货远离

相关水源保护地。此外，在环境保护规划章节也提出了相关港区保护环境的相关手段和措施。

4、港口总体规划与对外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相协调

本次港口总体规划充分考虑了综合交通发展的要求，港区规划加强了与公路和内河水运规划的

协调，港口集疏运合理利用了城市交通网络及其对外运输通道，岸线利用规划中充分考虑了过江运

输通道、管线、电缆等通道建设所需的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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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港总体规划充分考虑了城市生产生活要求的电力、能源、旅游等项目建设和生产生活设施

的运输要求，在相关港区布置上充分满足这些物资运输的要求。港口配套设施规划在供水、供电、

消防、通信等方面也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8.1.3.3.与旅游发展相关规划的符合性

（1）与《咸宁市旅游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符合性

《咸宁市旅游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将赤壁市作为发展目标，作为两翼腾飞中的北翼三国茶

乡发展区，“北翼——三国茶乡。以赤壁市为主要范围，建立以三国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羊楼洞

产业集聚区为支撑的旅游产业体系。以三国赤壁古战场5A提档升级为核心，开发建设复合型旅游

产品体系，构建具有竞争力的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以羊楼洞古镇为核心，以皤河新店码头文化为

重要元素，讲好万里茶道源头故事，开发以砖茶历史为载体的产业集聚区。打造以陆水湖风景区为

重要节点的文化休闲度假新区。依托葛仙山生态资源、红色资源，不断挖掘内涵，塑造有特色、有

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形象。

在北翼重点建设项目包括核心项目：赤壁三国文化小镇、羊楼洞世界茶业第一古镇、“一湖两

山”森林公园等；支撑项目：东方紫悦康养项目、水美乡村示范项目、柳山湖旅游乡镇、江南楚城

（新店土城）考古遗址公园、赵李桥茶旅综合体、陆逊营寨文化体验区等。”

《咸宁市旅游业发展“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库将陆水湖景区升级改造和夜游陆水河纳入重

点项目名单，以下为该项目主要建设规划。

表 1.1-18 咸宁市旅游业“十四五”重点项目库（赤壁市项目）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期限

计划总投

资（亿元）

资金

来源

实施主

体

在建

项目

羊楼洞文化旅

游（世界茶业

第一古镇·欧

亚万里茶道源

头）

项目规划用地6080亩，总建筑面积1368116㎡。分为四大功能区：

百庄盛景、万国荟萃、万里寻踪、茶香源流休闲区，配套餐饮、旅

游、住宿等基础设施。

2019-

2022
23.5

企业

自筹

卓尔赤

壁文化

旅游投

资开发

有限公

司

陆水湖景区提

升改造项目

项目位于国家AAAA旅游区——陆水湖风景区内，由赤壁中林陆水

湖发展有限公司投资3.95亿元。主要开发：陆水明珠科普馆（码

头片区）、逍遥漫步项目（滨水栈道）、逍遥湾片区（北岸三岛）

及雪峰山天游景区及郊野一条街。

2021-

2024
3.95 /

赤壁中

林陆水

湖发展

有限公

司

赤壁龙佑汤茶

康养小镇

项目位于蒲圻街道办事处，由市两山集团投资50亿元，规划范围

内总面积约7.2平方公里，包括康养中心、龙佑温泉、龙泉山庄、

2022-

2025
50 /

赤壁市

城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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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泉庄温泉、羊楼洞茶文化产业园五大片区。其中核心区位于项目

区域北部，规划可建设用地规模2000余亩。

团

蒲圻古城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

建设项目

建设迎熏门广场约36亩、丰乐广场约21亩、龙凤广场约14.4亩；

一条龙古街从迎熏门开始至拱极门结束，书院路西起沿河大道，东

至步行桥，两条街全长1200米。

2022-

2024
3.2 /

赤壁市

城发集

团

储备

项目

赤壁摩崖石刻

综合治理项目

实施赤壁山矶头岩地质体表面风化加固、4号“赤”字南侧的边坡

治理和不稳定性监测工程。

2023-

2024
0.15 /

赤壁市

文旅局

策划

项目

羊楼洞松峰山

景区项目

项目位于羊楼洞古镇，主要建设山中茶园、湖边古道、林下茶寮、

禅院禅茶拓展、云中漫步、林间树屋、自由滑道和飞行索道等项目，

打造文体旅融合的茶生活体验项目。

2021-

2025
5

企业

自筹

赤壁市

文旅投

夜游陆水河

项目位于赤壁市城区，由市城发集团投资1.15亿元对三峡试验坝

至三国美食城段全长约6.2公里陆水河段。主要建设：1、一河两

岸夜光步道升级；2、滨水步道景观灯光小品；3、滨水步道光雕小

品；4、景观灯光小品；5、步道沿线创意小品；6、球幕水秀；7、

全彩变幻水瀑布；8、沿河商业建筑勾勒天际线；9、沿河过渡段的

夜间景观亮化提升；10、游船码头光影升级；11、三国美食夜景提

升；12、观音寺夜景提升-祈福赤壁；13、新增观光船两艘、16米

钢制画舫3艘及水上戏台一艘；14、新建旅游码头三处（渔政、陆

水二桥及清泉公园）。

2019-

2023
1.15 / /

赤壁景区提档

升级项目

项目位于赤壁镇，由市两山集团投资50亿元，规划范围内总面积

约3平方公里，新建军事博物馆，赤壁驿馆、古泉提升改造，景区

监控系统，帐篷露营区和其他配套水电、通讯、安防、设施及设备

购置安装以及用地范围内的场地平整、综合管线、道路、广场、围

墙、环境绿化等其他附属工程的建设。

2022-

2023
3 / /

赤壁市龙翔山

休闲公园建设

工程

打造集旅游、生态观光、文化展示、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精品公园。
2022-

2024
1 / /

本轮规划中蒲圻港区旅游客运区码头的建设、陆水湖旅游码头的开发和长江（赤壁）港区旅游

码头的建设是对《咸宁市旅游业发展“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库的落实，符合《咸宁市旅游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的要求。

（2）与赤政发〔2020〕13号《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符合性

《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出“二)推进四大重点文旅区域建设。

1.三国研学休闲区。以三国赤壁古战场为引擎，建设以古战场遗址为核心，辐射带动沧湖生态

开发区、风情赤壁度假区以及黄盖湖、柳山湖、小罗湖等优质生态景观，配套完善景观游览、文化

休闲、乡村采摘、农家餐饮、特色民宿等服务功能项目，形成以三国文化为主题的体验型旅游目的

地、游乐性较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茶文化体验休闲区。加快羊楼洞第一古镇旅游项目建设，辐射带动周边景区、茶厂及田园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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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等项目，配套完善夜游、购物、餐饮等服务功能，打造集砖茶文化休闲、体验、主题度假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茶文化旅游圈。

3.一湖两山生态休闲区。提升陆水湖风景区已开发岛屿，丰富景区业态。加大对葛仙山、雪峰

山生态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打造城市“绿肺”、天然氧吧。

4.温泉康养休闲区。以国家 4A级旅游景区龙佑赤壁温泉度假区为核心，联动五洪山温泉疗养区、

春泉庄度假酒店温泉资源和生态环境，打造建设康养健身、文化娱乐、医学检测等多元化的温泉康

养休闲区，大力发展健康产业。”

本轮规划中的陆水河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陆水湖大坝港区规划的旅游码头、长江（赤壁）

港区旅游码头均属于旅游业基础设施配套工程，规划实施后能促进赤壁市旅游业的发展，较好的服

务于赤壁市旅游需求，与《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相符。

8.1.3.4.与《赤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根据《赤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关于赤壁港可知：

“持续推进船舶港口污染防治。

加强船舶港口污染防治，完成《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优化岸线利用和码头建设，加强长江

干线岸线修复，在现有复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实施更为严格的岸线资源管控，严格非

生产性泊位使用港口岸线的审批管理，加强非法码头治理。依法强制报废或限期淘汰不达标船舶。

加快船舶污染接收、转运及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加强道路穿越饮用水水源地的监管和应急处理，提

高含油污水、化学品洗舱水等接收处置能力及污染事故应急能力。推动港口节能环保提升改造，加

快推进港口LNG基础设施、岸电设施建设，推广船型标准化建设和LNG动力船舶发展，推进船用柴

油质量升级。”

“深入推进重点流域污染防治。

着力推进长江、陆水流域、西凉湖、黄盖湖等重点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强化氮磷控制。

建立黄盖湖生态调度机制，推进黄盖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推动，初步形成与湖南省临湘市联防联

控、共治共管黄盖湖的机制。通过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优化流域产业结构和布局、恢复或修复流

域自然生态系统、释放湖滨/河滨生态空间等措施，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按照《赤壁市“三湖一河”

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推进陆水湖、黄盖湖、西凉湖、陆水河等重要水体的水生态环境整治。

强化重点流域水质监测预警。”

“严格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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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陆水水库规范化建设，加快推进赤壁市长江取水工程建设。开展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规范化建设，推动“百吨千人”饮用水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实施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全过程控制，

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安全检查整治，加快推进陆水水库及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确

保供水安全。健全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加强饮用水水源信息公开。”

本轮规划对于港口船舶产生的污染物进行了严格规定，本评价要求各码头、港口加强污染物收

集处理，确保合理处理，严禁船舶污染物随意处置；本轮规划涉及长江和陆水水域，规划要求港区

建设不得影响长江和陆水水域环境；本轮规划涉及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规

划按照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要求限制陆水湖港区的建设，确保不违反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和准保

护区内禁止建设项目的要求。

8.1.3.5.与《赤壁市湖泊水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规划》的符合性

《赤壁市湖泊水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规划》规划目标为，根据水功能区划定限制纳污控制红

线，以陆水水源地保护为重点，建立水质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长效机制，严格控制湖泊富营

养化和有机污染，加强陆水水库省控断面水质自动监测，推进陆水水库、陆水流域污染源防治、生

态保育工程建设。

在“5.1.2加大饮用水源保护监管力度”中提出,饮用水源各级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禁止一

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活动以及破坏水源林、护岸林、与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禁止向水域倾

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及其他废弃物;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油类、粪便的船舶和车辆一般不准

进入保护区，必须进入者应事先申请并经有关部门批准、登记并设置防渗、防溢、防漏设施;禁止使

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不得滥用化肥，不得使用炸药、毒品捕杀鱼类。

本轮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仅作为旅游和公务码头利用，位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

产生的污染物全部引至保护区范围外排放，严禁排入陆水水库及陆水湖。规划实施后，不改变其使

用功能，船舶不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油类、粪便，本次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内的建设活动不属于《赤

壁市湖泊水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规划》的禁止活动，符合《赤壁市湖泊水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

规划》。

8.1.3.6.与《陆水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5-2030年）》的符合性

《陆水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5-2030年）》由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进行编制，于 2016

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审批，陆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由国务院于 2002年发布实施。

《陆水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5-2030年）》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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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

风景名胜区由陆水湖片区和赤壁古战场片区组成。

规划范围总面积为 190.9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 133.9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57平方公里，地

理坐标跨东经113度23分至114度14分和北纬29度28分至29度59分之间。核心景区总面积66.04

平方公里，占风景名胜区总面积的 34.6%。

陆水湖片区：北以现有山脊线为界，南至与崇阳的分界线，将雪峰山整体纳入，西以水岸线为

界，东至随阳村、老虎岩村村界，将红林山、葛仙山、随阳山所在区域囊括入内。陆水湖片区风景

名胜区面积为 190.14平方公里。

赤壁古战场片区：以目前实际的风景名胜区管理范围为界。赤壁古战场片区面积为 0.76平方公

里。

二、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15－2030年；其中，规划近期 2015－2020年。

三、规划目标

加强风景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强化湖泊主题，突出陆水湖水域

特色；深入挖掘人文风景资源，扩大在历史文化领域的优势；建立高水准的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系

统，完善游览体系，建立规范、有效、完善的风景名胜区管理体系，使风景名胜区成为生态环境良

好，景观资源特征明显，保护措施恰当，高效文明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四、风景名胜区性质与资源特色

（一）风景名胜区性质

以“三国赤壁文化、碧湖千岛风光”为特色，以观光揽胜、生态休闲为主要功能的湖泊型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

（二）风景名胜资源特征

陆水风景名胜区历经沧桑变换，自然与人文景观在不同的地区也展现出不同的特色与风貌，主

要以赤壁怀古、平湖千岛、群山环湖、实验枢纽、葛洪古址、生态植被等特色景观最为世人瞩目。

五、资源分级保护

将风景名胜区划分为一级、二级、三保护区三个层次，实施分级保护控制。各级保护区实施侧

重各有不同。

1、一级保护区（核心景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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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陆水湖片区核心景区范围和史迹保护区。

陆水湖片区一级保护区总面积约为65.80平方公里，赤壁古战场片区一级保护区总面积约为

0.24平方公里。

只宜开展观光游览、生态旅游活动，应严格控制游客容量。陆水湖片区应严格保护陆水湖湖泊

洲岛、竹海等典型景观，应严格保护水环境质量以及洲岛上良好的动植物资源；进一步加强乡土物

种的抚育。赤壁古战场片区应严格保护赤壁之战遗址周边景观、文物保护单位和人文景点。严禁建

设与风景资源保护无关的建筑，已经建设的，应逐步拆除和迁出；禁止外来机动交通进入；区内居

民点逐步疏解。

2、二级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

包括雪峰天游景区、葛仙花海石林景区的核心游览范围。

陆水湖片区二级保护区总面积约为31.02平方公里，赤壁古战场片区二级保护区总面积约为0.52

平方公里。

二级保护区内以植被恢复、生态培育为主，保护和管理好有价值的风景资源；可安排少量旅宿

设施，但必须限制与风景游赏无关的建设，可适当设置游步道、观景台等风景游览设施，可安排规

划确定的旅游服务设施，但应符合总体规划，在保护景观和环境的前提下可以建设，但应有序控制

各项建设与设施，并应与环境相协调；禁止对风景环境产生破坏的各项工程建设与生产活动。限制

机动车交通工具进入本区。

3、三级保护区（限制建设范围）

风景名胜区范围内、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地区划为三级保护区，是风景名胜区重要的环境

背景区，集中在陆水湖片区。总面积约为 93.32平方公里。

三级保护区内应保护自然景观环境，保护好山体植被、河流水系、田园绿地等，禁止开山采石，

滥伐树木，提高林木覆盖率。加强环境保护，不得安排污染环境和破坏景观的生产项目，对现有具

有污染的生产项目、破坏景观的建筑物应采取措施限期进行整治、拆除或改造。游览设施和居民点

建设必须严格履行风景名胜区和城乡规划建设等法定的审批程序，严格控制利用强度和方式，严格

控制建设范围、规模和建筑风貌，并与周边自然和文化景观风貌相协调。

六、资源分类保护

1、野生动物保护

严禁乱捕滥猎，禁止游人携带枪支进入景区活动。禁止在湖区捕鱼、炸鱼，限制在设定地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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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垂钓活动。避免游船、游人对水系的污染，保持水质清净、环境宁静，以利于野生鱼类繁衍。

2、森林植被保护

严禁滥砍滥伐，加强现有植物原生种群的保护和维护，保护植物多样性，恢复和保护陆水湖岸

线周边的绿化，建议将核心景区和沿湖临水面纵深 500米范围的山林全部纳入国家公益林补偿范围，

提高资金补助标准。

3、水体保护

应加强陆水湖水质的保护，控制沿湖地区面源污染。加强污水处理厂站设施及环湖排污管网系

统建设。加快污水截流纳管工作，在距污水处理厂较远的景区，推行无动力埋地式小型污水处理站。

建立健全水质监测体系，按水功能区划要求落实水质标准。加强沿湖排污单位日常监管，不得直接

排入水域内。对严重污染水体的企业和单位，逐步搬迁关闭。严格控制水上活动开展，取消燃油动

力船，改为无污染的电瓶船和手划船等。严格控制沿湖周边项目和设施建设，退让湖岸足够距离。

4、文物古迹保护

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等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条款进行保护。对保护范

围内的居民点进行疏解，并根据历史风貌和文物性质对其周边环境进行规划和整治。对文物古迹的

任何改动都要报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及其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按文物保护的法定程序报请文

物主管部门批准。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场所复建、新建；确需建设的，应当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不得

破坏文物建筑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5、湿地资源保护

加强陆水湖湿地流域北部、南部和东部山地丘陵区水源涵养林和陆水湖湖滨带防护林工程建设。

建立陆水湖湖滨长 46km，宽 500m的环湖林带；湿地沿岸各入湖河道两侧设置 40～50m宽林带；

入湖河道各支流沿岸设置 10～20m宽林带；湖岸丘陵区坡度 25度以上的陡坡荒带要退耕还林。

结合《湖北赤壁市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划定湿地保育区域，实施陆水湖湿地自然生

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的绝对保护。将湿地资源调查与环境监测纳入国土资源调查与监测范畴。逐

步完善湿地资源与环境监测站点。

七、风景名胜区水上交通规划

陆水湖景区主要以水上交通为主。合理组织景区以及各景点的水上旅游交通线路，以及旅游游

览线。码头是水上游线的汇集处，按规划分区和景区的结构设置相应的旅游码头，完善现有景区游

船码头，岛上新建景点必须配套相应的游船码头，景区共设游船码头 19处。船只应按环保部门的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8 规划的环境合理性综合论证

310

规定减少噪声、废气、垃圾的污染，服从风景名胜区保护培育规划的要求。大力发展高档、豪华、

舒适、多功能旅游船舶，快速淘汰老化、陈旧的旅游船，整体提高游船的安全技术水平。水上游览

应保证不对水质造成污染，以手划船、脚踏船和电瓶船为主。

本轮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岸线位于该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陆水湖片区，其主要功能为旅游和公

务。陆水湖大坝港区共设置码头泊位 12处，其中一级保护区内有规划岸线 1240m，包括 1个现状

防汛码头和 9个规划码头；二级保护区内有规划岸线 50m，为 1个规划的双泉码头；三级保护区内

有现状岸线 50m，为 1个现状财政局码头，见附图 19，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中关于各级保护区的

管控要求。

陆水湖大坝港区码头船舶主要为电动船和手动船，产生的污染主要为游客和工作人员的生活污

水和固废，均经合理处置，严禁直排陆水湖，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中关于水环境保护的要求。

陆水湖大坝港区岸线码头规划符合《陆水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5-2030年)》。

8.1.3.7.与鄂政发[2020]21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

见》的符合性分析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精

神，深入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现就落实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简称“三线一单”），实施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

依据湖北省环境管控单元名录，可知本项目位于赤壁市，涉及优先管控单元、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位，与管控单元相关符合性判定如下表所示：

表 1.1-19 项目与湖北省优先管控单元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类别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本项目
符合

性

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湖北省

水污染防治条例》等。

陆水湖大坝港区规划岸线位于二级保护区

和准保护区范围内，要求禁止对陆水水库饮

用水源保护区排污后，符合饮用水源地相关

要求

符合

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湖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

本次规划长江（赤壁）港区位于湖北长江新

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符合相关自然

保护区管理办法。

符合

森林公园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执行《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等。 不涉及 /

湿地公园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执行《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湖北省湿地公园管理

办法》等。
不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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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空间布局约束严格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湖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等。
赤壁港总体规划符合国家和地方风景名胜

区相关条例的要求
符合

生态公益林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湖北省天然林保护条

例》等。

赤壁港仅望山作业区涉及占用天保林，须取

得省级立项文件或调整规划位置，避开天保

林等区域，调整后的赤壁港总体规划符合国

家和地方林业保护相关要求

/

地质公园和

世界自然遗

产地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执行《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申报和保护管

理办法（试行）》《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湖北省地质

环境管理条例》等。

不涉及 /

神农架国家

公园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执行《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 不涉及 /

生态空间 空间布局约束

生态空间中生态保护红线严格按照《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要求管理，红

线之外的区域严格限制与生态功能不一致的开发建设活动。

陆水湖大坝港区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在满足

相关法律法规、管理规定及总体规划的条件

下，满足生态空间的要求

符合

表 1.1-20 项目与湖北省重点管控单元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管控类

型
管控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空间布

局约束

总体：

优化重点区域、流域、产业的空间布局，对不符合准入要求的既有项目，依法依规实施整改、搬

迁、退出等分类治理方案。

坚决禁止在长江及主要支流岸线边界向陆域纵深1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

重点管控流域面积在10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新建项目一律不得违规占用水域。严格水域岸线用途管制，土地开发利用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技术标准要求，留足河道、湖泊、湿地的管理和保护范围，非法挤占的应限期退出。

工业园区（集聚区）：

严格执行相关行业企业及区域规划环评空间布局选址要求，优化环境防护距离设置，防范工业园

区（集聚区）及重点排污单位涉生态环境“邻避”问题。

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炼钢、炼铁、焦化、烧结、球团、铁合金）、炼油、化学原

料及化学品制造、建材（水泥熟料、平板玻璃和陶瓷窑炉生产线，人造石板材加工）、有色金属

和稀土冶炼分离项目。

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石化（炼油、乙烯、PX）、现代煤化工（煤制油、煤制烯烙、煤制芳

烙）等产业布局规划的项目。

本项目不属于建

设项目，重点管控

区入驻项目不属

于化工项目，总体

规划满足赤壁市

城市总体规划，未

违规占用土地。

符合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总体：

严格落实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根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对于上一年

度环境质量未达到相关要求的区域和流域，相关污染物进行倍量削减替代，未达标区县要制定并

实施分阶段达标计划。

武汉市、襄阳市、宜昌市、黄石市、荆州市、荆门市、鄂州市等重点城市，涉及火电、钢铁、石

化、化工、有色（不含氧化铝）、水泥、炼焦化学等行业及锅炉，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阳新县、大冶市等2个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集中的县（市）水污染中重金属执行相应的

特别排放限值。

工业园区（集聚区）：

本项目不属于建

设项目，重点管控

区入驻项目须合

法办理环保手续，

取得污染物总量

控制指标后方可

入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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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工业企业全面达标排放整治，实施重点行业环保设施升级改造，深化工业废气污染综合防治，

未达标排放的企业一律限期整治。

加强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控，加快钢铁、建材、有色、火电、焦化、铸造等行业和燃煤锅炉等

物料（含废渣）运输、装卸、储存、转移与输送和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

重点推进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橡胶塑料制品、医药、电子信息、印染、焦化等行

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新建、改扩建项目一律实施VOCs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并将替代方

案落实到企业排污许可证中。

工业园区入园企业应在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及相应的接管标准后接入集中式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加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修复。

环境风

险防控

总体：

制定湖北省环境风险防范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建立全省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以及跨区域的

重点水体和涉及饮用水水源的流域、区域上下游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实行联防联控。建立健全地

下水污染风险防范体系、监测体系及信息共享平台。

工业园区（集聚区）：

强化工业园区（集聚区）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设施设备建设和正常运行监管，加强重点环境风险管

控企业应急预案制定，建立常态化的企业隐患排查整治监管机制，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及应急

演练。

建设单位须编制

赤壁港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与

赤壁市应急防控

机制联动；入驻企

业须按要求编制

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

符合

资源利

用效率

推进资源能源总量和强度“双控”，不断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严守区域能源、水资源、土地

资源等资源控制指标限值。大力发展低耗水、低排放、低污染、低风险、高附加值产业，推进传

统产业清洁生产和循环化改造。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已经建成的应逐步或依法限期

改用天然气、电或其他清洁能源。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应保证合理的生态流量，加强汉江水资源调度及用水总量控制，建立水资源保

护跨区联动工作机制，在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的前提下，优先保障生态用水需求。

本项目不属于建

设项目，属于总体

规划，规划实施

后，重点管控区入

驻的建设项目须

执行资源利用效

率的管控要求

符合

表 1.1-21 项目与湖北省一般管控单元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空间布局

约束

1.建设项目严格执行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及相关负面清单要求。

2.严格执行畜禽养殖兼养区、限养区规定，根据区域用地和消纳水平合

理确定养殖规模。

3.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严格限制非农项目占用耕地。

4.合理布局农业发展空间，鼓励发展生态农业。兼止侵占湖面面积，禁

止在湖泊水域围网、围栏养殖。

本项目不属于建设项目，属于总体规划，规划

实施后，一般管控区入驻的建设项目无农业及

畜禽养殖类，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入驻的项

目须执行资空间布局约束的管控要求

符合

污染物排

放管控

5.严格落实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6.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严格控制化肥农药施加量。加强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及资源化利用、水产养殖环境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农业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加快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赤壁港入驻的项目无农业项目，不涉及农业面

源污染；入驻的企业须取得合法的污染物总量

控制指标。

符合

环境风险

防控

7.存在环境风险的企事业单位，应当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并根据《企业

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编制环

境风险应急预案，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8.严格管控农用地土壤污染环境风险，定期开展农产品产地、修复后的

污染地块等重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调查监测工作，采取农艺调控、替

代种植等技术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赤壁港入驻的项目无农业项目，入驻企业存在

环境风险的，须当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并编制

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备案后方可入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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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

效率

9.推进资源能源总量和强度“双控”，推进农业节水，提高农业用水效

率。优化能源结构，加强能源清洁利用。

本项目属于赤壁港总体规划，规划实施后，使

用的能源主要为电和水，赤壁市域能够满足其

能源使用，且不涉及农业用水。

符合

8.1.3.8.与咸政发〔2021〕4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咸宁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

方案的通知》的相容性分析

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鄂政发〔2020〕21号)精神，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下简称“三线一单”)管

控要求，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依据咸宁市环境管控单元可知，本次规划的港区位于赤壁市优先管控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

般管控单位，咸宁市生态环境管控单位分区图见附图 16，与管控单元相关符合性判定如下表所示：

表 1.1-22 项目与咸宁市优先管控单元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类别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生态保护

红线

空间布局约

束

1.单元内各类保护区相应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自然生态空间、生态

保护红线、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的准入要求。

2.单元内黄盖湖、沧湖等湖泊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生态空间、湖泊的空间准入要求。

3.单元内陆水水库、双石水库、松柏湖水库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生

态保护红线、自然生态空间、水库的空间准入要求。

陆水湖大坝港区位于生态红

线范围内，涉及风景名胜区，

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陆水湖

大坝港区岸线规划满足生态

保护红线、风景名胜区、陆水

水库饮用水源地的准入要求。

符合

赤壁市陆

水水库水

源地及汇

水区

空间布局约

束

1.单元内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自然生态空间、天然林、公益林

等的空间准入要求。

2.咸宁赤壁市陆水水库水源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的准入要求。

3.新建项目不得违规占用水域。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禁止在江河、水

库、输水渠等水体进行围栏围网养殖、投肥(粪)养殖。

陆水湖大坝港区内岸线布置

不占用林地和水域，岸线规划

满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准

入要求

符合

表 1.1-23 项目与咸宁市重点管控单元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管控单

元

管控类

型
管控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蒲圻街

办

空间布

局约束

1.单元内湖泊、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泊、天然林、公益林等

的空间准入要求。

2.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沿江15公里范围内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3.湖北赤壁经济开发区、赤壁循环经济产业园(蒲圻电厂)应符合相应规划并执行规划环评

(跟踪评价)中环境准入要求。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已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

项目。

4.赤壁循环经济产业园(蒲圻电厂)禁止引入工业废气排气筒高度低于15m的工业企业项目、

以燃煤为能源结构的煤烟型污染企业。

赤壁港位于重点

管控单元的为蒲

圻港区望山作业

区和旅游客运作

业区，望山作业

区涉及占用天保

林，须取得省级

立项文件或调整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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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蒲纺工业园不得再引进新增水污染物的纺织印染项目，现有印染企业产能不得增加。

6.不得在城市城区新建、改(扩)建除上大压小、热电联产外的燃煤电厂。

规划位置，避开

天保林等区域后

可满足准入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出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A标准，污水处理率达到95%。

2.改建、扩建印染等“十大”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减量置换。

3.单元内蒲圻电厂火电机组应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特别排放限值。

蒲圻港区所在的

赤壁市城市污水

处理厂出水水质

标准达到一级A

标准

符合

环境风

险防控

1.赤壁循环经济产业园(蒲圻电厂)内应建立大气、水、土壤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2.赤壁循环经济产业园(蒲圻电厂)内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及产生大量废水的等企业，

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体。

3.赤壁循环经济产业园(蒲圻电厂)内产生、利用或者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企业，

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过程中，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渗

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赤壁港不位于赤

壁循环经济产业

园(蒲圻电厂)

内，总体规划实

施过程中，建设

单位须同步组织

开展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工作

符合

资源利

用效率

1.禁燃区内禁止新建者、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已建成的应逐步或者依法限

期改用天然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2.赤壁循环经济产业园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不得高于9立方米/万元，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率不得低于75%;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标煤)不得高于0.35吨/万元。到2030年，赤

壁循环经济产业园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不得高于8立方米/万元，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不得低于75%；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标煤)不得高于0.242吨/万元。

本项目不属于建

设项目，待规划

实施后，须要求

入驻的建设项目

执行相关清洁能

源和能源节约的

要求

符合

表 1.1-24 项目与咸宁市一般管控单元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管控单

元

管控类

型
管控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车埠镇

空间布

局约束

1.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沿江15公里范围内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2.单元内湖泊、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泊、天然林、公益林等的

空间准入要求。

3.长江及陆水沿岸范围内禁止矿产开采，该区域内的采矿(石)场及流域所有无证、非法采矿

予以取缔。

4.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农业种植禁止

销售、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

5.新建项目不得违规占用水域。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禁止在江河、水库、输水渠等水体

进行围栏围网养殖、投肥(粪)养殖。

6.车埠新兴非织造产业园新建、改(扩)建项目应符合车埠新兴非织造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

(2020—2030年)规划并执行规划环评中环境准入要求。

本项目不属于建

设项目，且未占

用湖泊及水域，

待规划实施后，

须要求入驻的建

设项目须执行车

埠镇空间布局约

束

符合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出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A标准，乡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75%。

车埠镇已建设污

水处理厂，出水

执行一级A标准

符合

环境风 1.车埠新兴非织造产业园应建立大气、水、土壤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赤壁港不在车埠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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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防控 2.加强对严格管控类耕地的用途管理，不得在依法划定的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种植食用

农产品及饲料原料类植物。

3.严格控制林地、草地、园地的农药使用量，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新兴非织造产业

园，规划实施后，

未引进农业项

目，不使用农药

资源利

用效率
/ / /

8.2.陆水湖大坝港区内岸线利用规划的综合分析

因赤壁港总体规划中最具生态敏感性的港区为陆水湖大坝港区，涉及多种生态敏感目标及生态

保护红线，故本次评价重点分析在陆水湖大坝港区内岸线利用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赤壁港总体规划（2035年）》，陆水湖大坝港区内岸线利用规划如下：陆水湖桂家畈枢

纽（陆水湖大坝）库区范围内为陆水风景名胜区和赤壁市第一水源地，是赤壁市主要的环境敏感区。

本轮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主要服务陆水湖景区游客观光旅游的需要，同时兼顾公务管理和生活物资

服务功能。规划严格遵循保护区的管理要求，避让生态敏感区，根据保护区要求对现有旅游码头进

行整合。

本轮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规划保留现有财政局公务码头泊位 1个、现有防汛公务码头 1个，并

规划 6个公务码头。结合陆水湖景区发展需求，依托景区规划，在湖区布置具有旅游客运服务功能

的旅游客运码头 4个，新增旅客通过能力 40万人次。

表 1.1-25 陆水湖大坝港区码头与生态敏感目标的位置关系一览表

序

号
码头名称 码头功能 泊位及岸线情况

与陆水风景名

胜区功能区划

与陆水水库饮用

水源地功能区划

1 财政局码头 公务 现状码头，泊位1个，岸线50m 三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2 陆水湖风景区二号综合码头 旅游 泊位22个，岸线170米 一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3 陆水林场主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 泊位40个，岸线380米 一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4 郊野旅游码头 旅游 泊位16个，岸线180米 一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5 梁山前寨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 泊位12个，岸线100米 一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6 明珠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 泊位12个，岸线100米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7 探秘岛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 泊位6个，岸线50米 一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8 麋鹿岛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 泊位6个，岸线50米 一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9 九龙口码头 旅游 泊位8个，岸线100米 一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10 双泉码头 旅游 泊位6个，岸线50米 二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11 芳世湾大桥码头（管护码头) 公务 泊位6个，岸线60米 一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12 防汛码头 公务 现状码头，泊位1个，岸线50m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合

计
12个码头 公务、旅游

总计泊位136个，岸线1340m，其中

旅游泊位52个，公务泊位84个。
/ /

根据上表可知，陆水湖大坝港区内的 12个码头，136个泊位，涉及陆水风景名胜区一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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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保护区、三级保护区，根据上文风景名胜区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可知：陆水湖风景区规划有水

上旅游交通线路以及旅游游览线。码头是水上游线的汇集处，按规划分区和景区的结构设置相应的

旅游码头，完善现有景区游船码头，岛上新建景点必须配套相应的游船码头，景区共设游船码头 19

处。船只应按环保部门的规定减少噪声、废气、垃圾的污染，服从风景区保护培育规划的要求。水

上游览应保证不对水质造成污染，以手划船、脚踏船和电瓶船为主。由此可知，陆水湖大坝港区内

建设码头属于景区的基础设施，满足风景名胜区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陆水湖大坝港区内的 12个码头，136个泊位，涉及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

根据上文饮用水源地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得出，位于二级保护区内的公务和旅游码头产生的污染物

须引至饮用水源保护区外排放，不得在二级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排放，废水严禁直排陆水水库；码

头船舶使用功能不允许发生变化，仅用于办公和旅游活动，采用电动船和手动船，不允许运输危险

品、有毒有害物质、油类、粪便等物质。位于准保护区内的旅游码头产生的污染物须引入饮用水源

保护区范围外排放，废水严禁直排陆水水库，不得对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码

头船舶使用功能不允许发生变化，仅用于旅游活动，采用电动船和手动船，不允许贮存、运输危险

品、有毒有害物质、油类、粪便等物质。由此可知，位于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码头泊位经采取合理

措施后，允许建设，符合饮用水源地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陆水湖大坝港区内的 12个码头，136个泊位，除 11号码头外，其他码头均在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内，根据下文第 10章三线一单分区管控要求章节可知，本次赤壁港规划符合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2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号中的“一、加强人为活动”第 2条，第 5条，第 6条，属于可以实施的对生

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综上所述，本次规划中的陆水大坝港区岸线规划符合相关岸线利用要求。

8.3.规划方案规模目标环境合理性分析

规划方案中岸线利用方案，码头岸线的功能区划分等是基于规划总目标的要求而作出的，相应

的规划也提出了港区环境污染控制目标。但对于规划目标的环境合理性评价还要考虑港口周边环境

功能区的环境质量控制目标及相关资源的承载能力的制约作用。

本次评价中各专题评价都是基于规划的吞吐量目标为依据进行环境负荷的测算和估算，在此基

础上，本节将着重从规划的港区环境污染控制目标可达性和周边环境功能区及相关资源供给的制约

性来分析港口规划目标环境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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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价结合规划中相关内容，提出了评价所依据的环境质量控制目标：

陆水湖大坝港区和长江（赤壁）港区涉及风景名胜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一级标准；赤壁港其他区域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陆水湖大坝港区和长江（赤壁）港区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其余各港区作业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港区内河航道两侧

一定距离的区域和港区内交通道路两侧一定距离的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4a类标准；港区周边居民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陆水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陆水水库包含饮用水源一级

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分别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和Ⅲ类标准。

8.3.1.水环境质量目标的可达性分析

规划中提出港区水域环境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水质标准控

制。港区周边水域的现状功能区根据区域环境功能区划执行Ⅱ类和Ⅲ类水质标准。

前文水环境的影响预测中，根据规划目标确定的吞吐量估算了规划水平年的污水排放量，综合

考虑规划提出的方案及实际情况，结合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求，赤壁港规划污水排放和处理方案按

具备接管条件的纳入相应的污水处理厂；对于不具备接管条件的港区应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

标后回用或转运至附近已建污水处理厂处理。纳入污水处理厂的港区本规划按《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计算，处理后回用的港区按“零排放”计算。根据分析，

所接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均可满足港口规划发展所产生的污水处理要求。到港船舶产生的生活污

水、油污水根据规定，不得在港区排放，确需排放要事先向当地海事部门申请，由海事部门认可的

有资质单位接收处理。由此各规划港区产生的污水均可得到妥善处理，不会给陆水河水质带来大的

影响。

综上所述，在达到规划目标确定的吞吐量条件下，如果按照规划提出的以及本环境评价报告中

提出的相应污水处理、处置措施进行落实，规划实施后废水排放对环境保护目标不会造成明显影响。

因此，从水环境影响来说规划目标基本可以实现。

8.3.2.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的可达性分析

规划中提出“大气环境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相应标准”。在实

现规划期的目标的前提下，只要落实规划中提出的以及本次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提出的相应环境保

护预防措施，规划实施后港区各类大气污染源对环境保护目标没有明显影响，区域内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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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空气质量均能达标。

8.3.3.声环境质量目标的可达性分析

规划中提出：作业区内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3类标准要求，

港区内河航道两侧一定距离的区域和港区内交通道路两侧一定距离的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a类标准；港区周边居民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规划实施后主要的噪声源是疏港公路和港区内的作业场所。由于目前作业区内具体项目布置尚

未明确，根据港口各类场所的噪声类比调查，港区内的作业场所边界处噪声可能超过 4类区标准。

本次评价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3类标准要求，选择最不利的作业条件，确定

集装箱码头、件杂货码头和散货码头昼间的达标距离分别为 88m、45m、40m，夜间的达标距离分

别为 260m、141m、123m。港口规划的实施可以通过合理布局基本不影响到港区外环境，不会对周

边声环境功能区产生影响。

集疏运衔接通道建设涉及规划港区，其中陆水湖大坝港区，蒲圻港区周边人居相对比较集中，

连接这这些港区（作业区）的后方疏港公路相对比较敏感，疏港公路 140米范围内将会产生一定程

度的噪声污染，但如实施本次评价提出的减缓或控制措施，对环境敏感目标不构成明显影响。通过

类比港区状况近似的宜昌港，可知此类港区集疏运铁路外轨中心线 30m处的噪声值范围一般在

58.0～68.0dB(A)。因此，集疏港铁路沿线基本不会出现噪声超标现象。

综上所述，如果在规划实施阶段采取本次评价提出的相关的预防性措施，港口规划目标的实现

可以满足声环境质量控制的要求。

8.3.4.固体废物质量目标的可达性分析

根据前文对本规划方案的固废产生量的预测，及对赤壁市垃圾处理能力的调查，表明完全可以

满足港口生活垃圾处理带来的容量需求。

对于作业区生产性固废，经调查赤壁市废旧物资回收市场表面，赤壁市废旧物资回收市场完全

有能力处置赤壁港作业区生产性固废。

对于危险废物，经调查赤壁港所在区域危险废物接收单位有二家，已具备收集处理赤壁港固体

废物的能力，收集能力能满足赤壁港现有进出港船舶产生的垃圾产生量。因此，赤壁港需加快船舶

垃圾、残油、油污收集能力建设，使得各进港船舶的垃圾处理及时得到有效收集与处理。

8.3.5.生态保护目标的可达性分析

本轮规划部分作业区处于重要环境敏感目标内或紧邻敏感目标，规划实施将对这些敏感目标造

http://www.bzjsw.com/ziyuanxiazai/biaozhunxiazai/guojiabiaozhun/2008-9-24/106542.html
http://www.bzjsw.com/ziyuanxiazai/biaozhunxiazai/guojiabiaozhun/2008-9-24/106542.html
http://www.bzjsw.com/ziyuanxiazai/biaozhunxiazai/guojiabiaozhun/2008-9-24/1065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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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影响。为实现本环评的生态保护目标，规划方案需根据本评价的建议以优化调整，规划实施需按

本环评建议开展生态保护工作。

本规划实施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思路下，对各港区规划作业区之外的零散分布、吞

吐量小的现有码头依法实施清理、整顿，确保岸线集中开发；规划作业区严格做好作业区周边及生

产码头与生活设施间的绿化工作，提高港区绿化覆盖率；加快港区污染物处理系统和集疏运系统的

配套建设，提升港区生态适宜度；规划作业区严格避开饮用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同时严禁在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的二级区规划石油及制品的起运功能。

在基于本环评的建议措施下，港区绿化覆盖率、生态适宜度、自然岸线保有率、自然保护区保

有率、重要环境敏感区保留率等生态保护目标都能实现。

8.3.6.土地资源承载能力分析

前文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分析表明，相对于整个河岸带来说，港区占用耕地与河岸带总耕地的比

例不高。港口的建设基本不会对当地的耕地总量产生明显的影响。

但是，考虑到规划区域人口密集，港口建设过程中必须节约利用土地。对于占用耕地较多的港

区，在下一层次的港区详细规划及具体项目建设过程中都应当优化设计，尽量减少占地，尤其是减

少占用耕地。

8.4.赤壁港岸线利用规划与港口总体布局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本次评价通过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在对规划区域岸线进行多用途竞争性使用适宜性分析的基

础上，分析了港口岸线利用的环境合理性分析。分析表明，大部分港区的规划岸线尽可能的避开了

不适合港口岸线、生活岸线、生态岸线以及水源保护岸线；对城市规划中已确定的城市生活岸线均

做出了有效避让；对陆水水库主要城市生活饮用水取水口水源地保护岸线也给与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规划方案中的规划利用岸线已全部避让城市生活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岸线。

分析表明，规划岸线与其他岸线仍然存在一些竞争性使用的问题，特别是与水源保护岸线和自

然保护区岸线之间的竞争将成为岸线规划利用的主要制约因素。可能会产生竞争性使用的港区主要

集中于陆水湖大坝港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

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改建项目，必须削减

污染物排放量。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超过国家规定的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设立装卸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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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的码头。

本轮规划的陆水湖大坝港区位于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位于陆水风景名胜区保护

区范围内，为旅游和公务码头，不涉及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的码头。

对规划方案中仍然存在的上述问题，本次评价提出如下要求及规划补充完善建议：

（1）在下一步岸线利用和港区规划建设中应尽可能减少港区岸线与其他岸线（生活岸线、生态

岸线以及水源保护岸线）之间的竞争性使用；

（2）对上述可能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产生冲突的已利用岸线，必须在岸线利用规划中明确岸线

的性质和功能，并且不得新建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范围内的岸线。

（3）对陆水湖大坝港区内不符合饮用水源保护区要求的岸线，须尽可能避让。

8.5.港口配套设施规划及环境保护和治理规划的合理性分析

8.5.1.集疏运通道环境合理性分析

《赤壁港总体规划》中提出的集疏运衔接通道建设涉及规划港区。陆水湖大坝港区、长江赤壁

港区、蒲圻港区周边人居相对比较集中。通过类比相关港区状况，可知此类港区集疏运铁路外轨中

心线 30m处的噪声值范围一般在 58.0～68.0dB(A)。因此，集疏港铁路沿线基本不会出现噪声超标

现象。

通过噪声预测可知，疏港公路 140米范围内将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噪声污染。因此，建议在下一

步具体项目建设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噪声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8.5.2.给排水规划合理性分析

本给排水规划考虑较为全面、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雨污分流制。港区陆域生产、生活污水由暗管收集后，能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的作业

区，污水收集预处理达标后，纳入附近市政污水管网接管市政污水处理厂；无市政管网覆盖的作业

区，生产、生活污水收集后，经处理达到相应标准后回用或抽吸转运至附近已建污水处理厂处理。

（2）各作业区均设置到港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专用码头，到港船舶污水须由海事部门认可的

单位接收处置。

在对污水产生量及河流水动力和水环境影响进行预测的基础上，本次环境评价对本规划的排水

方案提出如下补充建议：

（1）提出运输散货的流动车辆进行定时清洗；船舶含油污水必须经油水分离处理后，由水上

海事部门负责监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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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陆水湖大坝港区位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范围内，因此这个港区的污

水须引至保护区范围外处理达标后排放或回用，不得将污水排入所处陆水水库。

8.5.3.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规划合理性分析

在环境保护规划章节中明确规定了“矿石、煤炭和矿建材料粉尘采用湿式防尘为主、干式除尘

为辅的方法。用螺旋式卸船机或桥式卸船机代替带斗门机，并洒水抑尘；皮带机输送加盖密闭，转

接处封闭且装除尘器；取料作业降低落差，并辅以洒水；装船用伸缩溜管且降低落差；煤堆场洒水

抑尘，堆场表面颗粒含水率达 6%”。

湿法除尘具有除尘效率高，运转费用低，操作简单的特点，是目前国内外专业煤码头、矿石码

头主要采取的环保措施。我国最大的煤炭输出港秦皇岛港，经一、二、三、四期建设工程，煤炭吞

吐量达 1亿 t的规模。多年来不断探索煤尘的预防与治理，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方法，即以湿法为

主、干湿相结合的方法，使煤尘发生量、污染程度得到了有效控制。尤其是煤三、四期工程采用引

进的装卸工艺系统，配备完善的防尘、除尘系统，投产使用后取得良好的环境效应，其年综合除尘

效率 90%左右。

因此，赤壁港矿石和煤炭码头作业区在采取上述的对策和预防措施后，其综合除尘效率可达到

90%，码头作业区能够做到达标排放，可有效防止矿石和煤炭码头作业的扬尘污染。此外，码头周

围设防风林、防风网或者挡风墙等。水泥、化肥和粮食粉尘采用干式除尘方法；采用先进的卸船、

装船设备及工艺；水平和垂直输运采用封闭系统；落料口、皮带机转接房、灌包处要安装布袋除尘

器。

这些措施都能进一步提高除尘效率，降低粉尘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8.5.4.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规划合理性分析

本规划方案中针对固体废弃物处理提出：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收集后采用无害化综合处理

法，危险固体废物由有资质单位采取焚烧或填埋法处置，一般固废在经过资源回收处理后再采用无

害化安全埋填法处理。根据前文对本规划方案的固废产生量的预测，根据前面对赤壁市垃圾处理能

力的调查，完全可以满足港口生活垃圾处理带来的容量需求。

但规划方案中仅对船舶垃圾、危险废物的处理提出船舶垃圾由海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单位接收

处置等原则意见，本次环评经过分析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1.由于船舶垃圾来源广泛、种类复杂，其中的生活垃圾可能含有国外传入的致病菌，因此船舶

垃圾一般不直接纳入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系统，比较稳妥的是采用焚烧处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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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体废弃物处理应贯彻循环经济思想，实行分类收集，并努力提高综合利用率。

3.对于港区建设及运营产生的固体危险废物，应交至赤壁市或周边有资质的处理机构集中处置。

8.5.5.生态建设与保护合理性分析

8.5.5.1.陆域生态建设与保护规划合理性分析

生态建设与保护是个系统工程，有关水、气、声、固废等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是这个系统

工程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本轮规划还提出了在水土保持方案方面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

防治水土流失，并加强工程施工期水土流失监督和管理的要求。

对上述内容本次评价认为基本合理，但对照“建设生态港”的目标，在防止规划实施过程中水

土流失的同时，力图通过港区绿化既达到缓解污染影响，又美化港区及区域环境方面还强调得不够，

规划要求可适当提高：

绿化区域除了规划中要求的港区道路、煤堆场（包括矿石堆场）周围外，集装箱码头、物流园

区、储灌区、办公区、生活区等都应该按照“净化、绿化、美化、优化”要求，统一规划、精心布

局，形成与江岸带自然景观相协调的建设格局。

8.5.5.2.水域生态建设与保护规划合理性分析

在环境保护规划中提出：在规划实施期，采取合理的作业方式以减少对生态的破坏，提高施工

人员的环保素质及意识，施工完成后及时进行生态恢复措施和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期，各港区都会

有珍稀和濒危水生生物出没，因此，在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后，还应根据对生物活动的监测情况对

船舶的营运进行调控，尽可能避免对其栖息环境造成大的影响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对上述内容，本次环评认为规划内容较为全面、合理。但由于规划明确在陆水河段将有水上加

油和油品运输泊位区，因此，规划中应明确提出在官田作业区设置危化品水上应急、处理设备。

8.5.5.3.沿河岸带整体生态规划，营建现代化“生态港”

港口的生态建设不能仅停留于绿化上，也非仅仅是防止水域的污染，尽管规划中提出要求：港

口规划实施过程中重视景观保护工作，科学合理地进行港口建筑物设计，使沿河景观达到整体优化。

此外，本次环评从建设两型社会和创建生态城市的高度，建议赤壁港总体规划确立建立“生态港”

的目标，在空间上将港口所在江岸带区域作为整体统一规划，整体设计；在内容上从现有码头整合、

港口污染防控、进港船舶管理、装卸作业安排、集疏运输组织等整个港口生产的全过程，以清洁生

产为原则，通盘考虑，整体优化。即要对港口总体规划的实施进行生态规划设计，尤其是应以清洁

生产和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努力提高能源和水的利用效率，提高单位耗能和单位用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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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量水平，以国内先进港口为目标，达到生态港口的清洁生产要求。目前的总体规划虽然在很多

环节都已经考虑了生态建设与保护的需要，但由于没有从生态的角度做统一规划，因此显得不够系

统。

8.5.5.4.规划的环境风险管理合理性分析

该规划方案除了在环境保护规划中明确提出港口应针对“船舶油污水设置接收装置，采取溢油

防治措施，制定港口溢油应急计划”等要求外，未从更高的层面提出环境风险防范管理的规划要求。

本次评价的环境风险章节对赤壁港规划实施进行了环境风险识别和分析，认为规划的赤壁港作

为一般港口，设有水上加油等各类需要重点防范的风险对象，此外，还有锚地、航道等也都是环境

风险的防范对象。因此本次评价认为赤壁港规划应明确提出编制赤壁港风险防范和应急方案，并按

照应急方案的要求培养队伍、配备器材，完善网络，实施管理等规划要求。

8.6.运输系统空间布局的环境合理性

煤炭、非金属矿石、矿建材料运输是赤壁港的重要功能之一。根据规划，未来，赤壁港煤炭、

非金属矿石、矿建材料运输将形成大型中转公用作业区与专用码头相结合的总体格局。其中为腹地

中转煤炭的大型公用码头，在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主要用于中转散货，石油

中转及暂存仅布置于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干散货布局更加集中，有利于解决港区矛盾和环境保护，

上述港区均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红线等。因此，干散货布局总体合理。

8.7.规划实施的环境正效益分析

赤壁港本轮总体规划方案起点高、范围广，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也将是深刻而广泛的。在本次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中，不仅对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负效应进行了预测分析，也对规划对周边环境特别

是赤壁市的环境改善的正效益做了一定的分析评价，这在前面各专题及本章前面各小节的环境合理

性评价中均有论及，本节对此做一总结。

8.7.1.赤壁港区位优势明显，成为推动腹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长江黄金水道和流域港口的发展建设。2016年

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一盘棋思想，

加快建设生态环境更加美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长江经济带，为全国统筹发

展提供新的支撑。国家正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武汉长江中

游航运中心等重大战略，赤壁市发展迎来了多项国家战略机遇叠加的重要机遇期，全市经济社会实

现了持续健康发展。2018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24.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8.4%。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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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港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的水运优势，赤壁港成为了

腹地矿建材料、煤炭等大宗物资调入的重要途径，与腹地经济已经形成了较良好的互动关系，已成

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8.7.2.带动沿江产业开发，将成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赤壁市是长江沿线重要的港口城市，依托长江经济带和长江水运优势，赤壁市已经逐步形成了

以纺织服装、机械制造、建材加工为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链条逐步完善，竞争优势逐步显现。港

口作为能源、原材料等物资运输的重要节点，在工业和产业的沿江布局及发展中体现了先导性和基

础性作用。同时，港口的发展增强了地区商贸流通优势，改善了投资环境，提升了区域综合竞争力，

港口将成为吸引外资、服务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8.7.3.赤壁市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咸宁市是武汉“1+8”城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经京广铁路可延伸至北京、广州和武汉；

由京珠高速、武深高速构建“十”字型高速公路网络，武蒲公路、咸潘公路、京珠高速公路连接线、

嘉赤公路等 4条省道和县乡公路、通村公路组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

干上可达重庆、泸州等西南腹地，下可直通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

赤壁港通过后方集疏运通道与赤壁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机衔接，可直接沟通长江黄金水道，

是腹地开展多式联运、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的重要节点，也是腹地实现通江达海，加强

与东部沿海地区和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联系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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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众参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国务院

第 559号令《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的要求：“规划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

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应当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采取调查问卷、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

等形式，公开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决策的一种有效方法，有助于确定符合实际的替代方案和设计方案以

及减缓措施，有助于广泛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减缓项目建设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其

它影响。

9.1.公众参与形式、对象与内容

本评价公众参与主要有五种方式进行：

（1）走访和咨询相关单位专家对港口总体规划及其环境影响评价的意见；

（2）在规划涉及的直接和间接区域，进行环境方面的公众问卷系统抽样调查；

（3）在相关网站设置页面和公共场合张贴公告，公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

（4）走访和咨询地方相关政府部门对港口总体规划的环境方面意见；

（5）结合拟规划港区周围现场勘察，找出规划所涉及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从环境角度了解他

们对港口总体规划的意见。

9.1.1.专家咨询

专家咨询采用座谈会与报告评阅的形式，在规划和评价过程中充分吸收各方专家的意见，在报

告中充分体现。咨询专家涉及港口规划、环保、资源保护等多个领域。

9.1.2.网络公示

（1）第一次公示

为了让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到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来，项目组于 2024年 12月 2日通过赤

壁市交通运输局官方网站对本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了第一次媒体公示，公示网址为

http://www.chibi.gov.cn/bmlb/jtysj/zwgk_5756/ghjh_5759/202412/t20241202_3826290.shtml，公示期为

2024年 12月 2日至 2024年 2月 13日，公开期限为 10个工作日。主要公示了赤壁港总体规划的基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9 公众参与

326

本信息，以及相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启动情况，征求公众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方法、工作

重点和敏感问题的意见建议。

图 9.1-1 第一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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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规划优化调整与实施建议

10.1.基于“三线一单”的管控要求

2016年 7月环境保护部印发《“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环环评〔2016〕95

号），提出要以“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以下简称

“三线一单”）为手段，强化空间、总量、准入环境管理。根据环境影响识别、协调性分析与环境

影响预测结果，本轮规划环评结合赤壁港规划特点提出“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约束的管控要求。

10.1.1.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咸宁市生态红线图（附图 17），长江（赤壁段）白鳍豚国家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湖北嘉鱼

珍湖国家湿地公园部分区域、陆水风景名胜区、均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本轮规划陆水湖大坝

港区规划岸线及长江（赤壁）港区规划岸线涉及生态红线范围内，其他作业港区均不涉及以上生态

保护红线。

上轮规划禁止在生态红线范围内规划岸线及作业区，因上轮规划编制时间为 2019年，有关生

态保护红线的相关规定主要为《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2017年）及《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鄂政办发[2016]72号）等相

关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要求，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生态保护红线“实现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原

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

途。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保障项目建设等

需要调整的，由省级政府组织论证，提出调整方案，经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

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因国家重大战略资源勘查需要，在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前提下，

经依法批准后予以安排勘查项目。”故上轮规划在当前生态保护红线须严格管控的背景条件下设置

禁止新增生态红线及饮用水源地内的岸线利用规划的负面清单。

本次规划编制时间为 2024年，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2年联合发布

的《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该通知对生态保护红

线有了新的要求，要求的主体思想为有限开发，加强管控，放宽了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开发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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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条件，具体管控要求如下：

“一、加强人为活动管控

（一）规范管控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土空间规划中的重

要管控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仅允许以下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1.管护巡护、保护执法、科学研究、调查监测、测绘导航、防灾减灾救灾、军事国防、疫情防

控等活动及相关的必要设施修筑。

2.原住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允许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用海用岛、耕地、水产养殖规

模和放牧强度（符合草畜平衡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开展种植、放牧、捕捞、养殖（不包括投礁型

海洋牧场、围海养殖）等活动，修筑生产生活设施。

3.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古生物化石调查发掘、标本采集和文物保护活动。

4.按规定对人工商品林进行抚育采伐，或以提升森林质量、优化栖息地、建设生物防火隔离带

等为目的的树种更新，依法开展的竹林采伐经营。

5.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科普宣教及符合相关规划的配套性服务设施和相关的必要

公共设施建设及维护。

6.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通讯和防洪、供水设施建设

和船舶航行、航道疏浚清淤等活动；已有的合法水利、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维护改造。

7.地质调查与矿产资源勘查开采。

8.依据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开展的生态修复。

9.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与邻国签署的国界管理制度协定（条约）开展的边界边境通视道清

理以及界务工程的修建、维护和拆除工作。

10.法律法规规定允许的其他人为活动。”

本轮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码头位于陆水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范围内，同时位于

陆水风景名胜区范围内；长江（赤壁）港区位于湖北长江新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陆水湖大

坝港区和长江（赤壁）港区均属于咸宁市生态红线范围内，两个港区规划码头功能均为旅游和公务，

不涉及货运，污染物均引至饮用水源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白鱀豚保护区外排放，符合上文《通

知》中的第 1条、第 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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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轮规划陆水湖大坝港区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管控要求，本轮《赤壁港规划修订（2035

年）》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管控要求。

10.1.2.环境质量底线

环境质量底线是国家和地方设置的环境质量目标，也是改善环境质量的基准线。本次评价环境

质量底线主要考虑生态及土壤、水、大气、声、固废等环境要素，主要是减少污染物排放和达标排

放。

区域现状环境质量达标，主要从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控制，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低于区域环境

容量时，才能保证区域环境质量达标。根据前文分析，区域环境有足够的承载力容纳港区污染物的

排放。未来规划实施过程中应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以减轻港区灰粉尘、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对环

境空气影响、减轻废水排放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为原则，进一步降低港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坚守环境

质量底线。

10.1.3.资源利用上线

本次评价主要从区域土地、岸线等资源分析规划规模的合理性，并明确相应的资源利用指标。

1、土地资源利用上限

根据前文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结果，沿岸土地资源对于赤壁港规划实施具有足够的支撑能力；

赤壁港规划的作业区占地数量比例较小，不会超过赤壁市土地资源承载力。本轮规划实施过程中，

应以本轮规划占地面积为上线，严格限制各港区占地面积，严禁随意扩大港区占地面积。

2、岸线资源利用上限

规划实施过程中应以削减调整后的岸线规模为岸线资源利用上线，严格控制各港区岸线长度，

严禁随意扩大各岸线长度。

3、水资源利用上线

根据《赤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第二节优化水资源利用。严格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建设节水型社会。加强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优化水资源配置。”

赤壁港 2030年和 2035年的最大日用水量分别占赤壁市供水规模的 0.56%、0.82%，所占比例较

小，满足赤壁市给水相关规划，符合水资源利用上线。

10.1.4.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一、产业政策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鼓励类为准入项目，淘汰类为禁止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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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励类

“二十五、水运

1.高等级航道建设：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国境国际通航河流航道、内河高等级航道、

通航建筑物、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内河水运其他航道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2.港口枢纽建设：码头泊位建设，船舶污染物港口接收处置设施建设及设备制造，港口危险化

学品、油品应急设施建设及设备制造，国际邮轮运输及邮轮母港建设，港口岸电系统建设及船舶受

电设施改造，船舶 LNG 加注设施和电动船充换电设施建设；

3.智慧水运：港口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建设与改造，智慧航道、绿色航道及智能绿色航运建设；

4.绿色平安航运：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航海保障和救助系统建设，内河船型标准化、绿色化，

船舶和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

（二）淘汰类

1.采用整体造船法建造的钢制运输船舶；2.不符合规范的改装船舶和已到报废期限的船舶；3.

单壳油船；4.挂桨机船及其发动机；5.废旧船舶滩涂拆解工艺；6.船长大于 80米的船舶整体建造工

艺。

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本轮规划环评针对港口总体布局，污染物排放、处理和处置，资源开发利用，施工及工程工艺，

及环境管理等方面列出了负面清单。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总结本项目“三线一单”的成果，各赤壁

港及各港区环境准入条件见表 10.1-1。

表 1.1-26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序

号
项目 准入条件

1
赤壁港总

体准入条

件

①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不符合生态红线保护相关规定的港口码头；

②禁止在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新增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等饮用水源保护相关规定的码头泊位；

③禁止在陆水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新增不符合《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湖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

《陆水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5-2030年）》的码头泊位；

④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陆域未取得省级立项文件或未避开天然林/天保林禁止开发；

⑤禁止向陆水水库、陆水湖风景名胜区排放污染物；规划实施阶段，不符合本轮规划各港区和作

业区功能的码头禁止进入；码头环评中港区或设计中无完善污水、固废及废气等污染处理、处置

及控制环保措施的建设项目禁止入场；

⑥禁止不符合湖北长江新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的码头建设；

⑦限定各港区码头的使用功能，禁止随意改变码头的使用功能；

⑧至2025年前港口及船舶污染物达到100%合理处置，无法达到100%处置的港区禁止新建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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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生产经营性码头优先采用高桩码头等工艺，采用栈桥或密闭输送带将货物送至后方堆场区；同

时对项目环评阶段，将特别保护期（3月 1日～6月 30日）核心区禁止施工作为控制手段。以上

措施列为项目环评阶段环保措施，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规划实施时作为审批依据，禁止工艺、设

施落后的项目入场。

2
车埠港区

节堤作业

区

禁止不属于规划内容的散货、件杂、集装箱、污染物接收转运外码头进入；陆域禁止不属于本规

划内容散货、件杂、集装箱配套堆场外的项目入场，禁止将堆场布置在作业区外；项目实施前期

无污水处理设施设计，无垃圾收集转运设施设计，无岸电设施及防尘设施设计均不得进场；生产

性码头采用高桩码头和密闭输运。

3
车埠港区

官田作业

区

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禁止不属于规划内容散货、件杂、集装箱、油品运输、水上加油、污染物接

收转运外码头进入；陆域禁止不属于本规划内容散货、集装箱、件杂货堆场、成品油储存外的项

目入场；禁止将堆场布置在作业区外；项目实施前期无污水处理设施设计，无垃圾收集转运设施

设计，无岸电设施及防尘设施设计均不得进场；油品运输、水上加油泊位及陆域油品暂存项目无

风险防范设施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应急预案备案不得进场；生产性码头采用高桩码头和密闭输

运。

4
蒲圻港区

望山作业

区

禁止不属于规划的散货、污染物接收转运外码头进入；陆域作业区涉及天然林/天保林的区域禁

止未取得省级立项文件或未避开天然林/天保林的项目入驻，禁止不属于本规划内容散货堆场外

的项目入场，禁止将堆场布置在作业区外；项目实施前期无污水处理设施设计，无垃圾收集转运

设施设计，无岸电设施及防尘设施设计均不得进场；生产性码头采用高桩码头和密闭输运。

5
蒲圻港区

旅游客运

作业区

禁止不属于规划内容的旅游及公务码头外的码头进入；陆域禁止不属于本规划内容公务和旅游外

项目入场；项目实施前期无污水处理设施设计，无垃圾收集转运设施设计，无岸电设施设计均不

得进场。

6
陆水湖大

坝港区

禁止不属于规划内容的旅游观光、公务管理功能外的码头进入，禁止新增不符合饮用水源保护相

关规定的码头泊位；禁止新增不符合风景名胜区相关规定的码头泊位；限定各码头的使用功能，

禁止随意改变码头的使用功能；港区限定游客人数；陆域禁止不属于本规划内容办公、旅客中心

外服务项目入场；项目实施前期无污水处理设施设计，无垃圾收集转运设施设计，无岸电设施设

计均不得进场。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的码头需采取相应保护措施禁止污染保护区水体后方可投

入运营。港区禁止向陆水水库、陆水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排放污染物。港区船舶禁止使用油船，须

使用电动船、手动船、脚踏船等。码头开工建设前，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办理相关手续。

7
长江（赤

壁）港区

禁止不属于规划内容的旅游观光、公务管理功能外的码头进入；禁止不符合湖北长江新螺白鱀豚

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的码头建设；限定各码头的使用功能，禁止随意改变码头的使用功能；港区

限定游客人数；陆域禁止不属于本规划内容办公、旅客中心外服务项目入场；项目实施前期无污

水处理设施设计，无垃圾收集转运设施设计，无岸电设施设计均不得进场。港区禁止向湖北长江

新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排放污染物。码头开工建设前，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办理

相关手续。

8
其它内河

港点
非纳入本轮规划的港区禁止建设码头泊位和作业区。

10.2.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一、岸线利用规划优化建议

（1）对已开发岸线优化整合

赤壁港所占陆水河岸线总长度为 84.1km，本次赤壁港港口岸线共规划 4960米，保留已利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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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线 845米，规划港口岸线（规划期内应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岸线）4115米。本轮规划应进一步巩

固规划区域非法码头综合整治成果，规划作业区外的生产性码头、泊位应一律取缔，并退还恢复为

自然岸线。

（2）对规划岸线进行优化

作为全国内河一般港口，赤壁港建设应以“高效、节能、绿色、环保”型“生态港”作为目标，因

此，需加大岸线利用率，减少岸线占用。

（3）对生态敏感区内岸线进行优化

赤壁港位于生态敏感区的岸线主要为陆水湖大坝港区和长江赤壁港区。

陆水湖大坝港区规划岸线位于陆水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同时位于陆水湖风

景名胜区范围内。根据上文分析相关符合性，陆水湖大坝港区规划岸线经采取合理环保措施后，可

满足饮用水源地和风景名胜区的相关保护要求。

二、配套设施规划优化建议

（1）各港区涉及的作业区较多、范围广，因运送距离远，单一给水设施无法满足各个作业区用

水需求，建议针对各个作业区分别提出给水具体方案。

（2）各港区生活、生产污水性质各不相同，部分作业区涉及油品等污染物的废水，不能接管市

政污水处理厂的港区，其污水须配备污水处理设施，达到回用标准回用，严禁直排陆水河，严禁污

染物排入陆水湖。

（3）对于重点港区和作业区需明确集疏运系统的提升、改造规划。

（4）各港区作业区均须配套完善的船舶污染物专用接收系统，严禁船舶污染物排入陆水河/陆

水湖。

三、土地利用规划优化建议

各港区作业区占地面积较大，本环评征求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意见，取得各作业区现状

用地情况，规划须根据各作业区用地情况合理规划各作业区的布置情况。严禁占用基本农田，尽量

少占耕地。

10.3.规划实施建议

10.3.1.港口总体规划实施建议

一、对环境保护规划的补充完善建议

（1）进一步明确建设绿色生态港的目标，把循环经济和景观港的要求切实融合到港口的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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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把生产高效、生态和谐的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思想贯彻到港口建设的全过程。

（2）赤壁港规划应明确提出编制赤壁港风险防范和应急方案，并按照应急方案的要求培养队伍、

配备器材，完善网络，实施管理等规划要求。规划中应明确提出在相应港区设置油品水上应急、处

理设备的要求。

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生态保护与建设

（1）建议所有港区均应采用先进的设施和工艺，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削减污染源，达到国内

先进港区的水平。

（2）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可能排放烃类大气污染物，因此建议对该港区进行长期监测，并设置

卫生防护带，加强风险预防措施，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监利健全污染事故环境监测系统，配备足

够的应急设备和设施；应设置事故应急中心，配备应急监测设备；运营期应按照《危险品运输管理

条例》严格管理，有关油品作业区和陆域布局必须满足相关安全防护距离的要求。

（3）对于重点建设散货泊位的作业区，如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为了防止粉尘污染，在散货装

卸作业机械设备上采用封闭式廊道或半封闭式运输系统和集尘器，在卸船机抓斗、料斗卸料口、皮

带输送机交叉处设置喷水抑尘装置，选用雾化喷嘴，喷洒雾化薄膜；露天散货堆场配置喷淋设施，

设置满足堆场覆盖和高度的自动喷头，增加表面货料的颗粒比重和粘性，并对堆场进行篷布覆盖，

减少起尘；对运输车辆设备进行改造，实行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减少出港车辆运输中对空气造成

的污染；采用绿化设施进行隔离，减小风速和吸滞粉尘，在不影响作业的前提下，尽量提高绿化面

积，选择速生高大、适合本地环境的植物；通过安装防风网控制堆场区域内的风流场，减小堆场风

速和粉尘运动量。

（4）在下一步赤壁港分规划方案实施前，建议港口委托专业单位先行进行江岸带整体的景观生

态规划和环境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只有提前做好宏观的控制和把握才能真正做到把建设生态港

的目标落到实处，使自然景观的美融合到现代化的工业景观中，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5）建议建设单位设立专门针对赤壁港的专班负责形式，负责赤壁港环境监测、环境保护设施

建设与管理。

三、规划实施的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要求

固体废弃物处理实行分类收集，提高综合利用率，做到“三化”即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四、规划实施风险控制与管理有关建议

（1）赤壁港必须制定针对整个港区石油管理的“赤壁港-港区-作业区”三级环境应急预案，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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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风险等级的环境风险确定相应的响应层级，预案应充分利用港航、环保等部门的应急处置、环

境监测、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同时完善重点油品作业区的应急能力建设，定期开展应急演习，

应急预案重点针对官田作业区。

（2）禁止船舶运输除成品油外的危险化学品，禁止港区储存、转移除成品油外的危险化学品。

油品码头应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完善港区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制度；储罐区装备智

能化的监测、控制、操作设备，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概率。建议对运输危险品的码头，在开发利用

阶段应设置独立的应急资源储备库，按照《港口码头水上污染事故应急防备能力要求》（JT/T451-2017）

储备常用的溢油应急处置物质，并配备相应的应急设备。

（3）加强导航系统建设，要求设置覆盖整个港区航道的雷达导航链和其他先进的导航设施，加

强船舶航行的管理，及时疏导船舶，尤其要强化对油轮的导航和引航，在油轮通过时实行单向航行

管理。

（4）加强管理，完善和严格作业程序，采用先进设备，加大稽查和处罚力度，减少溢油事故发

生率。

（5）建议海事部门尽快完善船舶污染应急体系，提升船舶污染应急处置能力。

10.3.2.港口规划建设实施期建议

一、港口规划建设实施时间的建议

针对本轮规划涉及的作业区和敏感点多且复杂特点，充分各港区现状呈现出来的环境问题及潜

在风险，本轮规划建设实施时间需符合以下要求：主要作业区现有工程污染防治措施未完善并有效

运行前，禁止新开工建设新的泊位和码头工程。

二、港口规划建设实施方式的建议

（1）针对部分作业区规划规模较大、泊位较多、占用岸线较长、周围敏感点复杂的特点，港口

规划建设实施应以“分区、分期”为原则，有序开展港口建设，降低开发活动对长江干流及陆域环境

敏感区的影响。

（2）港口疏浚及相关河段疏浚应采取分段、分条、分层施工方法。对环保疏浚工程，应先疏挖

完上层流动浮泥后再疏挖下层污染底泥。对于近岸水域部分，为保护岸坡稳定，可采用“吸泥”方式

施工。疏浚堆场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尽量选择低洼地、废弃的鱼塘等，少占用耕地；尽量选择具

有渗透系数小或对污染物有吸附作用土层的场地。

（3）本轮规划的港区陆水湖大坝港区全部位于陆水风景名胜区范围内，且部分岸线位于陆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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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饮用水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范围内。本轮规划环评建议位于以上生态敏感区内的新开发岸线，

在开发前需编制对保护区影响的专题报告，并征得保护区主管部门同意，同时需采取相应的水生生

态补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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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1.1.生态保护方案

本轮赤壁港规划涉及区域广、需新建泊位众多，在港口施工和运营期间，必将对陆水河和长江

（赤壁段）水环境、水生生态及陆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采取各种措施，

减缓港口开发建设造成的环境影响。对于规划在保护区内的港区（陆水湖大坝港区、长江赤壁港区），

严格要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风景名胜区内、湿地公园内、生态保护红线区、自然保护地的作业

区运行方式。对于其他相关作业区，应结合其具体情况开展具体解决办法。

11.1.1.陆地生态保护措施

（1）加强陆地生态保护。

对于农用地的占用，规划实施过程中，需以“占一补一”为原则，一方面通过现有杂乱散的小

码头整治释放必要的农用地资源，不得占用基本农田，农业用地必需坚持“先补后占”为原则，“对

补充耕地质量未达到被占耕地质量的，按照质量等级折算增加补充耕地的面积。积极实施耕作层剥

离工程，鼓励剥离建设占用耕地的耕作层，用于新开垦耕地的质量建设”，维护国家基本农田管理

基本制度。应根据国家、地方的有关补偿规定，对永久占地、临时用地进行相应的补偿措施，其中

临时用地应尽可能恢复利用。

（2）加强“生态港”建设。

对照“生态港”的建设要求，在防止规划实施过程中水土流失的同时，通过港区绿化达到缓解

污染影响的目的。

（3）加强防护林带建设。

煤炭、矿石码头生产区至辅助生产区及生活区的卫生防护距离内、堆场边缘应设一定宽度的防

护林带；成品油码头及储罐区至生活区的卫生防护距离内和码头前沿应设一定宽度的防护林带。石

油储罐区也应设置防护林带。防护林带的设置应考虑与港区其它绿化之间的协调，与之统一规划，

共同维护。

（4）减少临时性占用土地资源。

对于临时占用的陆地资源，一旦施工结束，必需马上恢复用地原有属性。施工开始前，施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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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必须先与当地国土管理部门确定征用土地范围，协调有关施工场地、施工营地和临时施工便道等

问题，确保施工活动在征地范围内进行，尽量减少对作业区外土地，尤其是对农田的破坏。施工单

位应加强施工管理，严格遵守在征用土地范围内施工，减少施工临时占地带来的不利影响。

（5）在生态敏感区内建设岸线的，应编制对保护区影响的专题报告，在项目实施前征求相关

管理机构的同意意见；并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要求，落实相关环境保护措施及生

态补偿措施。

11.1.2.水域生态保护措施

（1）合理进行港口建设规划，优化港口水工建筑，减少占用滩涂面积，减轻对水生生态的影

响。在进行港口规划时应尽量减少工程项目占用沿岸滩涂的面积，合理规划港区布局，尽量减少对

滩涂和近岸水域的生境影响。

（2）合理安排施工期和施工进度

涉及鱼类产卵场的岸线的涉水施工作业应避开鱼类产卵季节，减缓工程建设对鱼类繁殖的影响。

（3）建立健全生态环境长期监测体系，及时优化港口规划建设内容

规划实施过程中，应建立健全生态环境长期监测体系，以便根据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及时

优化港口规划建设内容。监测内容为规划江段范围内水生生物种类、数量、分布等特征的动态变化

以及相关的水质、水文条件及底质的变化。监测要素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水生维管束植物、

底栖生物、鱼类资源、鱼类早期资源等以及相关的水质、水文条件及底质。建议监测时间为规划期，

从规划批复实施的第 1年开始，每 3年开展一期综合调查，每期调查时间为 1年，最后 1期综合调

查和后评估同步进行。

（4）加强工程施工期的监控和管理

规划涉及的码头项目，通常都在枯水期施工，水下打桩会影响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生长及鱼类

的觅食、繁育活动，因此加强施工期间的监控和管理是必要的。在规划建设和营运期，除了工程业

主应设立由工程技术、环保和安全等方面人员组成的环保工作部门，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外，相关的

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工程施工行为的监督和管理。

（5）优化施工工艺方案，减轻对河段水生生物的伤害。

在进行港池疏浚、锚地开辟等作业时，应选择产生悬浮泥沙较少的施工工艺，并根据水位变化

采用分层防护方式，在岸侧构造水下滩涂，滩涂上种植水生植物，滩涂前沿设置混凝土建筑物以稳

固岸线，滩涂后方采用生态防护结构如种植耐水、喜水植物等，起到固土、固沙作用，也可为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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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筑巢、栖息提供场所。

为避免施工船舶对江段水生生物造成伤害，港口建设期间各建设单位应优化施工工艺方案，严

格控制施工作业、施工船舶污染物排放。抓紧施工进度，尽量缩短水下、水上作业时间。加强施工

区域通航管理工作，严防危险品运输船舶溢油事故。

（6）珍稀水生动物意外伤害应急救护预案

针对因港区建设和航运造成的珍稀水生动物意外伤害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对该河段水

生动物意外伤害事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紧急救护措施。

（7）严格进行水污染防治

建议港口建设期和营运期严格执行本报告中水环境影响评价部分提出的水污染防范措施，减小

港口营运水污染影响。港区建设应尽量采用先进的设施与工艺，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削减污染源。

煤炭、金属矿石等粉尘污染严重的堆场应采取除尘和防风措施。对可能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

港区应进行长期监测，加强风险预防措施，制定完善的应急方案。对可能受雨水冲刷而造成水体污

染的堆场，应采取防雨措施，并建立完善的污水汇集和处理系统。施工期的生活污水上岸处理。

（8）噪声污染的防治措施

对高噪声设备应设置临时隔声屏障或采用在临时工棚内作业的方式，临时工棚要尽量采用吸声

效果好的建筑材料。加强施工区附近交通管理，避免交通堵塞而增加车辆噪声。合理布置装卸机械

作业通道、车辆运行通道、设置标志信号等，以使工程区装卸作业高效有序，减少鸣笛。对船舶航

行进行合理的水上交通管理，及时维护航标，提示过往船只严格遵守航行规则，减少鸣笛，尽量绕

开鱼类“三场”水域。同时建议有关航运主管部门，加强对营运船的管理，在船舶的更新和改造过

程中，尽可能通过优化船舶的结构设计，降低船舶噪音，降低螺旋桨伤鱼的概率。

（9）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生态保护要求

本轮规划位于陆水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范围的码头，本次评价提出如下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

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

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根据《饮用水水源地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有关规定：禁止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

的活动以及破坏水源林、护岸林、与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禁止向水域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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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粪便及其它废弃物；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油类、粪便的船舶和车辆一般不准进入保护区，必须

进入者应事先申请并经有关部门批准、登记并设置防渗、防溢、防漏设施；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

农药，不得滥用化肥，不得使用炸药、毒品捕杀鱼类；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

目；原有排污口依法拆除或者关闭；禁止设立装卸垃圾、粪便、油类和有毒物品的码头。

同时应定期开展水质监测，成立应急管理小组，制定应急预案，设立保护区标志，规范游客行

为，减轻对水源保护区水质的影响。

11.1.3.退出码头的岸线生态恢复要求及管控原则

现有老旧码头（官田作业区 1个过渡性货运泊位）未纳入本轮规划。对于未纳入本轮规划的码

头应予以清退，建议港口管理部门应制定清退计划，明确清退时间。对退出的码头岸线应及时开展

生态修复工作，生态修复总体上应围绕岸线的主导功能开展，以尽可能恢复岸线自然属性、恢复水

陆交互能力为核心。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对生态修复的效果进行跟踪监测。已经开展生态修复的岸

线须实施严格保护，不得再次开发。

11.2.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1.2.1.港口污水的污染控制目标

结合各作业区周围分布的污水处理厂建设情况，建议具备依托条件的作业区及码头，污水收集

预处理后进入配套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不具备依托条件或在近期由于条件限制尚不能纳入配套

市政污水处理厂的作业区和码头，必须建设独立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污水达标后回用。

11.2.2.港区陆域废水防治措施

（1）生活污水

陆域生活污水包括各作业区陆域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靠泊船舶产生的生活污水。这些生活污

水经收集，进行集中处理。总体原则是优先考虑纳入市政污水处理系统，污水水质应满足市政污水

处理系统相应的接管水质标准进入临近城区、工业区污水处理设施统一收集、集中处理。

对港外无接收污水的系统时，码头应自建污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用。

（2）洗舱污水

规划实施后，对洗舱污水等污水应设置专门的接收设施，纳入作业区的污水处理系统集中处理，

经处理达标后接管市政污水处理厂；对港外无接收污水的系统时，码头应自建污处理系统，处理达

标后回用。

为了提高设备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尽可能要求集装箱不在作业区内洗箱，建议统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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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或多处洗箱基地，对确需清洗的集装箱和船舶在指定地点进行清洗，并对污水进行统一处理。

该基地可选择在污水处理厂附近，便于污水的二次处理。

（3）含油废水

油废水包括含油洗舱油污水、舱底油污水、机修车间和流动机械冲洗的含油污水，经作业区除

油预处理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后，纳入作业区/码头的污水系统集中处理，接管市政污水处理厂或回用。

（4）含煤、含矿污水

含煤、含矿污水主要包括煤码头、矿石码头堆场径流雨水、码头作业面初期雨水、码头面和带

式输送机廊道及转运站地面冲洗水、翻车机房地下室和坑道集水等含煤（矿）污水，应进行收集和

沉淀预处理，处理后的出水可用于堆场或带式输送机喷淋、道路洒水和绿化。受气象条件影响时，

少量多余水纳入市政管网处理系统或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

（5）污水排污口设置

规划实施后，能够回用的各类污水经预处理后，优先用于作业区/码头的回用，其余污水纳入作

业区/码头的污水系统集中处理接管市政污水管网；对港外无接收污水的市政污水系统时，码头应自

建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用，不单独设立排污口。

11.2.3.到港船舶废水防治措施

到港船舶产生的污水主要是洗舱水、压舱水、舱底油污水、船舶生活污水等。到港船舶污水由

码头专用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接收上岸后，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到港船舶污水。

建议随着规划实施，进一步增加区域船舶废水接收能力，港口码头至少应该留有船舶污水接收

接口和管路，并且预留船舶污水储存和处置的能力，以保证未来一旦接收单位随市场需求发生变化，

港口能立即具备相应的接收处理能力，避免船舶污水直排入河。按照相关规定，到港船舶应配备一

定的污水处理系统，对不具备污水处理系统的船舶应将污水暂存于船舶自备的容器中，交由地方海

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的船舶污染物接收船或陆域码头等接收处理。

11.3.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1.3.1.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11.3.1.1.一般要求

（1）如各港区需要供热，应优先采用集中供热，使用清洁能源。使用锅炉供热的，锅炉烟气排

放应满足国家现行排放标准，根据赤壁地区大气环境实际情况，新建集中供热锅炉烟气排放标准应

达到相关标准污染物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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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煤炭、矿石、散粮、散化肥和水泥等散装货物在运输、装卸和堆存作业时产生的粉尘，应

根据粉尘性质及作业条件采用密闭、湿法、抑尘剂喷洒、干式除尘、覆盖压实、防风林或防风网等

方式进行防尘和除尘，粉尘排放浓度应符合排放标准。

（3）油品等货物在运输、装卸和贮存作业时应采用密闭的系统，产生的有机废气外排时应采取

防治污染措施。

11.3.1.2.散货码头大气环境污染控制措施

在煤炭装卸和储存点煤炭含水率达到 6%-8%，各扬尘点除尘效率目标为大于 90%。具体措施：

（1）在卸船机、装船机和堆取料机上设置雾化洒水喷头，采用湿式降尘系统，对各起尘点进行

洒水，保障煤炭湿度，减低装卸过程中的起尘量。

（2）在码头平台桥式抓斗卸料漏斗上方设雾化喷头，四周设置挡尘板，尽量降低物料落差，以

降低煤炭卸船起尘量。

（3）装船机及装车机设置密闭溜筒，控制煤炭落料高度，降低落料高差，有效降低落料起尘。

（4）在皮带机上方设置挡风板或在皮带机上加设封闭隔尘罩措施，避免皮带输送机带来的煤尘

污染。

（5）在皮带机转接处设置密闭转运站，转运站皮带机转运点处均设置干雾除尘喷嘴进行洒水抑

尘；同时，各转载点安装全自动皮带运输机落差点除尘、消尘器；为减少皮带机转运站地面粉尘的

二次飞扬，定期对转运站地面进行冲洗。

（6）在堆场四周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组固定式旋转角度可以任意调节的防尘喷枪，采用雾化、

喷淋复合式喷嘴，有效控制煤炭污染，日洒水频率不少于 2次。在大风情况下，通过增加洒水量和

洒水时间适当提高煤尘含湿量，以避免大风情况港区粉尘对保护目标的影响。

（7）各散货功能作业区应配备清扫车、洒水车或喷洒两用车，并根据需要配备真空吸尘设备。

（8）根据堆场位置、周边环境敏感点分布特点等，在堆场周边设置防尘网，防尘网的高度应为

堆场堆高的 1.1-1.5倍；栽种 10米左右宽防护林，有效降低扬尘对周边环境影响。

（9）用汽车集疏运干散货时，应根据运量在堆场的出口处设置洗车设施。

（10）散装粮食码头应采用封闭或半封闭的装卸和输送设备。起尘部位应设有吸尘口，并应配

置干式除尘装置。筒仓工作楼应设置粉尘清扫和除尘系统。清扫和除尘系统应设置静电消除装置并

应满足防爆要求。

（11）装卸散装化肥和水泥的码头应在起尘部位设置机械除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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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型或周转频率低的堆垛采用覆盖压实的防尘措施。

（13）煤炭、矿石码头翻车机房、带式输送机廊道、码头面、转运站等处应设置水力冲洗防尘

设施。

（14）散货、煤炭储存场所应采用密闭厂房或堆场。

11.3.1.3.石化码头大气环境污染控制措施

（1）油品装卸工艺应采取密闭装卸方式。

（2）油气密闭收集系统任何泄露点排放的油气体积分数浓度不应超过 0.5%，每年至少检测一

次；油气回收处理装置的油气排放浓度≤25g/m3和处理效率≥95%，每年至少检测一次。尾气排放口

距地平面高度不应低于 4m，每年至少检测一次。

（3）加强设备的保养和定期维修，减少和消除设备、管线的跑漏，使各种装置、设备保持良好

的运行状态，防止意外发生。

11.3.2.防护距离设置

对于赤壁港重点散货码头（如节堤作业区散货码头），必须充分考虑各类气象条件下，装船泊

位、卸船泊位、铁路煤场和水路煤储煤场无组织排放源，在确保大气污染物不出现超标基础上，划

定各主要堆场、装/卸船机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和卫生防护距离。为保障居民健康，散货码头及后方

堆场 50m范围内不应有大型居民区，具体防护距离根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为准。

对于石油码头，在做好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针对油气逸散、事故风险等，确定石油码头的

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和卫生防护距离。

11.4.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1.4.1.装卸作业及船舶噪声控制

（1）设备选型要选择符合声环境标准的低噪声设备，个别高噪声源强设备采取消声隔声设施。

（2）对码头平面布置进行合理布局，高噪声设备尽量集中布置在港区内部，周边利用厂房、

办公辅助设施、围墙等阻隔装卸作业噪声进行传播途径降噪。

（3）提高港区绿化率，各码头须设置围墙并实行绿化降噪，运营期须根据其环评报告预测结

果设置必要的声屏障等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确保场界外各类区域均能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4）货运码头营运期场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类标准限值；如场界外存在声环境敏感点，还应使敏感点噪声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相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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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置例行噪声监测点，加强监测，为实施噪声污染控制对策提供依据。

（6）根据有关环境噪声管理条例规定，船舶进入市区禁止使用汽笛，合理使用风笛、电笛。

随着航道管理措施的进一步现代化，应逐步取消以鸣号作为船舶运行、联系、调度信号的手段，最

终达到全面禁鸣。

11.4.2.集疏运道路声污染防治措施

通过类比分析，进港公路两侧 137m范围内敏感点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提出以下预防

和减缓措施：

（1）规划疏港道路在具体选线过程中应重视集疏运通道的噪声影响，尽量避绕居住区、学校、

疗养院等声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建议疏港通道两侧未达到 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的范围内不宜新建

居民区、文教区、医院、疗养院及其他敏感建筑，确需建设的，必须从建筑设计本身采取充分的隔

声降噪设计和噪声防治措施，须使敏感建筑物室内满足有关要求，并建议码头附近的房屋建筑外墙

采用吸声外饰面。

（2）疏港通道在具体设计中应进行工程方案比选，优先采用地道、路堑形式，并考虑足够的

达标防护措施；同时合理安排高噪声施工机械作业的时间，加强施工区附近交通管理，避免交通堵

塞而增加车辆噪声，设备选型要选择符合声环境标准的低噪声设备，个别高噪声源强设备采取消声

隔声设施；进出港船舶和车辆应限速行驶，禁止鸣笛或选用低噪声喇叭；在道路两侧和港区周围种

植防护林带，起到隔声降噪的作用。

（3）在铁路外轨中心线两侧 30m范围内，不准新建建筑物；在铁路外轨中心线两侧 30-60m范

围内，不宜新建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的建筑物。

（4）对于经过市区镇区的集疏运道路，若采取上述减缓措施后，集疏运道路对两侧居民点的

声环境仍有较大影响，建议调整集疏运道路规划，尽量避免穿越市区镇区。

11.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港区船舶生活垃圾和生产垃圾由作业区或海事局垃圾接收船接收上岸处理。

港区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对垃圾分点收集，然后由环卫部门派垃圾车定期外运至城市垃圾处理

厂处理。

港区危险废物与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单位签订接收协议。港区内收集、储存废油、污泥使用

含有危险废物标志的专用容器，严禁擅自倾倒、堆放、丢弃、对外销售，并设置危险废物临时贮存

场地；临时贮存场地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选址、设计，做好防渗处置。作业区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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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收集后送具有相应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

港区生产废物分类收集，能回收利用的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

根据估算和现场调查，赤壁市垃圾处理能力可以满足港口固体废弃物处理的容量需求。经上述

措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 100%，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100%。

11.6.风险事故防控与应急措施

11.6.1.区域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港口、码头运营前，咸宁海事局、赤壁市交通运输局、咸宁市生态环境局赤壁市分局等相关政

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充分吸收同类港口、码头的安全生产和防污应急经验，可参照《防治船舶污染

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港口企业防治污染海洋环境安全营运管理制度导则》等法规标准和海事管

理机构的要求，结合各港口、码头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防治污染环境安全营运管理制度，建立

健全港口、码头安全营运与风险防范管理体系，为流域安全营运与风险防范提供制度保证。

表 1.1-27 港口、码头安全营运与风险防范管理制度一览表

序号 制度名称 基本内容

1 安全生产责任制
按规定明确安全生产（兼顾风险防范）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管理人员；明确各

部门、各岗位和人员的安全生产与风险防范职责，制定安全生产考核与奖惩机制等

2 安全与风险防范检查制度
根据生产特点，明确实施检查的责任部门、岗位与责任人、检查内容、检查方式、检查时间与

频次安排、检查结果反馈与处理要求等

3 安全与风险防范教育培训制

度

确定安全与风险防范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和人员，制定和实施教育培训计划，做好记录和建档工

作；明确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与风险防范管理人员、操作岗位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的教育培训

要求等

4 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根据港口特点，编制各岗位、工种、作业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并发放到相关岗位

5 特种作业与特种作业人员管

理制度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6 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制度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配备与装卸货物种类、吞吐能力、建设规模及周边环境

相适应的安全生产与风险防范设备设施，并使其处于良好状态；建立设备设施台账及更新管理

制度；加强对特种设备及强制检测设备的管理

7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配备消防设施和器材，建立防火组织机构，制定防火责

任制和消防设施、器材管理制度等

8 施工和检/维修安全管理制度
加强对安全与风险防范设备设施的检维修工作，加强对动火作业、受限空间内作业、临时用电

作业、爆破作业等的安全管理

9 船舶靠离泊安全管理制度
加强对船舶靠、离泊作业的安全管理，明确船舶、码头双方在解系缆作业、船岸安全检查、通

信联络等方面的责任及程序

10 隐患排查与治理制度

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工作，加强对作业行为、设备设施、工艺技术以及作业环境等方面的隐

患识别与分析，确定隐患等级，登记建档，制定隐患治理方案，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并

对治理情况进行验证和效果评估

11 应急管理制度

组织建立适合荆州港区特点的安全生产与风险防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制定生产安全事故与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按规定建立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

并确保其完好、可靠；组织开展应急预案的演练、评估、修订等工作以及事故救援工作

12 职业健康与劳动防护用品管

理制度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13 防治船舶污染设备和器材管

理制度

按照交通运输部颁布的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配备相应的防治船舶污染设备和器材，并明确维

护、保养等要求，确保能够正常有效运行

11.6.2.风险监控和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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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环评对规划实施中可能导致环境风险的各环节提出具体的监控和管理措施，主要有：

（1）前期工作阶段

规划部门严格核查危险品经营企业的选址是否与城乡规划、工业园区规划、港口规划等相关规

划相符，对于与规划不符的项目，不得同意项目选址。交通部门对货种严格审查，严禁运输《船舶

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禁止通过内河封闭水域运输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国家规定禁止通

过内河运输的其它危险化学品。生态环境部门严把环评审批关，对于经环评预测环境风险不能接受、

大气防护距离无法满足要求等项目严禁审批。

（2）运营阶段

建设单位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进行定期演练，环境风险预案应加

强与海事、交通、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的应急联动。建设单位的环境保护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

投入使用，经环保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运行。对于易燃易爆危险品，厂区内按照相关规范设置可

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灭火消防装置、监控装置等风险应急措施。运营期定期开展环境空气、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的跟踪监测，并将监测结果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3）搬迁

危险品经营企业搬迁、转产、停产的，必须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

监测或环境评价，经监测并无遗留环境问题的情况下方可完成搬迁、转产工作。

11.6.3.船舶航行及靠离泊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1）对进出港的船舶应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加强对设备的维护和检修，严防由于管理疏

忽、操作违反规程或失误等原因引起的船舶油料跑、冒、滴、漏等事故；同时严禁向水域排放含油

污水和倾倒废弃物。

（2）对进出港船舶应严格遵守海事部门的有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遵守作业、生产的风力限定

条件，当风力过大时，应停止作业，及时进入避风场地。若出现大雾天气，锚泊中的船舶应服从海

事部门的管理，加强值班；航行船舶应按海事部门的雾航安全规定，就近选择合适锚地或安全水域

抛锚，停止航行；准备或正在离泊的船舶应尽可能停止离泊，靠回码头。

（3）加强营运管理，对需定期与不定期清淤航道、码头前沿水域，以维护设计水深，避免因泥

沙回淤而导致船舶搁浅。

（4）加强船舶进出港调度的科学管理，协调进出港的顺序，确保船舶进出港安全。

（5）应加强对码头作业人员的安全环保教育，提高安全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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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船舶供受油操作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1）从事船舶油料供受作业的单位应当向海事部门备案，并提交相关备案材料；燃油供给单

位应当如实填写燃油供受单证，并向船舶提供燃油供受单证和燃油样品。

（2）供油船停靠受油船后，双方负责人应按照“供受油作业安全检查表”的内容逐项检查，

确认符合供油安全要求后，分别在“供受油作业安全检查表”上签字。

（3）供油前，供油船操作人员应登船核实受油船受油舱数量、有效容积、存油量、申请油数

量；确认在受油过程中受油船是否需要中途倒舱，若需倒舱，双方应共同制订倒舱的联系方法，防

止在倒舱时发生溢油事故。

（4）供油前，应检查管路，关闭受油船另一舷受油口阀门或盲板，堵塞供油船和受油船甲板

流水孔，管好有关通海阀，备好防污器材，对可能发生溢漏的地方，设置集油容器。

（5）接油管线操作人员应确保受油口法兰螺栓上全，接口连接严密。

（6）经供、受油双方负责人再次确认安全检查结果符合供油作业条件，并得到受油船开泵的

声明后，供油船方可开泵供油。

（7）开泵前，供油船负责盯油的操作人员应认真检查各油舱阀门及管线上的开关状态确保准

确无误，并打开回流阀；开泵后，供油船操作人员缓慢调节回流阀建立初始泵压，检查供油管线各

法兰接口是否漏油和畅通，经双方确认安全后再逐渐增大泵压至受油船规定的压力，并控制好供油

压力，防止泵压过高；停止作业时，必须有效关闭有关阀门。

（8）供油船计量员应时刻掌握供油数量，在供油数量达到 80%或小数量供油时，应及时提醒

受油船加强对受油舱的检尺，同时通知盯泵的操作人员降低供油压力，防止受油舱溢油。

（9）作业中要有足够人员值班并坚守岗位，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遇有恶劣天气应停止供油

作业。

（10）收解输油软管时，必须事先用盲板将软管有效封闭，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防止软管

存油倒流入海。

11.6.5.油品码头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在油码头石油储运过程中主要存在 4种溢油事故来源：一是港区油码头在装卸过程中输油臂、

阀门、法兰等出现油品泄漏导致石油入河事故；二是油码头沿岸的输油管道泄漏导致石油流入水域；

三是码头后方陆域油罐区发生泄漏、火灾爆炸等大型事故在一定条件下导致石油入河事故；四是港

区船舶航运﹑靠离泊过程中发生碰撞等事故导致石油泄漏入河。油码头在其生产过程中的溢油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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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主要集中在油码头(泊位)、油品罐区、输运船舶及输油管道 4个部分，也是内河码头溢油风险

的主要来源。因此，本评价对油码头溢油风险防控对策措施及建议主要针对以下 4个单元。

1、油码头(泊位)溢油风险防控对策措施

油码头作为港口石油装卸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输油臂、阀门、油泵、仪器仪表、电气设

备、金属或橡胶软管及其接口等设备。当上述设备设施出现运行故障或陈旧老化时，就存在事故隐

患。任何一种设备失控，发生泄漏﹑撞击打火、误动、短路等，都会导致油品泄漏或火灾爆炸。针

对油码头(泊位)溢油风险﹐相应的防控对策措施如下：

1)当油船需要在泊位上排放船舶油污水、压舱水或洗舱水等时，码头须设置相应的接收设施。

2)输油臂连接装卸船输油管道的阀门区应设置油污水收集设施，如可在管道连接处设置接油盘

等，从而防止油品滴洒。

3)对码头前沿的护轮坎全部进行密闭，在风险事故状态下能够对护轮坎中的泄水孔进行及时有

效的封堵。

4)油码头应按照《港口码头溢油应急设备配备要求》（JT/T 451--2009）配备相应数量的围油栏、

收油机、拖油网、吸油材料﹑溢油分散剂、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储存装置、围油栏布放艇、浮油

回收船等应急物资以及对讲机等应急指挥设施，同时应根据水文条件和围油栏的长度配备拖带围油

栏的工作船，若回收的溢油需在陆地上处理，则须在码头设置接收溢油的设施。

5)在码头设置具有良好的通风、散热、去湿、防潮、隔热等功能的专用库房，用以存放溢油应

急相关的设备、设施及器材等；并定期对这些应急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其在应急反应中的正

常使用。

6)码头装卸管道和船舶接管口的连接采用软管装卸时，要特别注意管道内残余油的回收，防止

管道卸掉后残余油品流入陆水河。

7)油品码头应建立油气浓度监测报警系统。在装卸设备，取样口等部位两侧 15m范围内，设置

固定式或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仪，并定期检查其是否能正常工作。

8)在码头及引桥上设置手动报警按钮及明显的红灯信号。

9)在油品码头、油品罐区等入口处设置静电消除装置，进入这些有爆炸危险场所前应消除人体

静电。

10)码头作业面应设置用以收集初期雨水和码头作业面冲洗水的集水槽。

11)油码头的含油污水应与生活污水和雨水分流排放。生活污水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含油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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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行处理，宜采用小型装置化处理设施，处理深度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相关规定和当地环保部门

的要求；雨水宜采用地面有组织排水的方式排放。

12)码头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应急人员，制定有关水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准备，定期

开展溢油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等工作，并做好相应记录。

13)油码头严格控制火源，禁止吸烟。

14)在码头拿取方便、容易发生火灾的地带配备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并定期进行检查使其处于

良好的备用状态。

15)关注天气预报﹑做好气候预警，如遇 7级及以上大风,暴雨、大雾、海冰灾害天气等，禁止

靠岸和接卸作业。

16)装卸作业操作前，认真核实船舶装卸的相关信息，仔细进行安全检查(如输油管道、阀门、

法兰、仪表等设备设施的检查，重点检查接卸口快速接头是否完好)，查看是否符合装卸作业条件，

确保工艺生产及设备均处于良好状态。

17)装卸作业过程中，由专人负责巡视，检查系泊安全情况，及时调整船舶缆绳松紧状态，防止

船舶牵拉损坏连接管道或装卸臂，保证系统作业过程安全进行；此外，装卸双方要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加强配合，按照要求控制装卸油时的压力、流速等。

18)装卸船作业完毕后，码头作业人员应及时关闭接收系统中所有的阀门和法兰接口，尤其是输

油管道阀门，再次检查确认无泄漏后做好记录。

19)按照规范检查输油臂﹑软管；软管的压力试验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

20)装载臂应设置移动超限报警装置；装载臂与油船连接口处，可以配置快速联接器；装卸臂和

装卸软管应设置排空系统；采用金属软管装卸时，应采取措施避免和防止软管与码头面之间摩擦碰

撞产生火花。

2、油品罐区溢油风险防控对策措施

码头油品罐区通常设置有围堰或防火堤，且其离岸相对较远，当发生泄漏、火灾爆炸事故后，

油品需经过一定流动途径方能抵达水域。在此过程中，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溢油进行围堵，因此，

油品罐区泄漏及发生火灾爆炸导致溢油入河事故的概率较低。但是油品罐区一旦发生大型泄漏事故，

其对码头附近水域的生态环境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针对油品罐区溢油风险﹐相应的防控对策措施如

下。

1)库区应设置漏油及事故污水收集系统、污水处理场等。根据《石油库设计规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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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74-2014），一、二、三、四级石油库的漏油及事故污水收集池容量，分别不应小于 1000、750、

500、300m3；五级石油库可不设漏油及事故污水收集池。漏油及事故污水收集池宜布置在库区地势

较低处，并应采取隔油措施。

2)罐区应单独设置初期雨水、地面冲洗水及洗罐废水等含油污水收集系统，处理合格后方可排

放。

3)罐区排水设施实施清污分流、防渗，堤外应设置切换阀门，正常情况下雨排水系统阀门关闭；

物料罐区污染排水切换到污水系统，雨排水切换到雨排水系统。未受污染的雨水，可汇入雨水系统

直接排入受纳水体，生产废水不得排入雨水管渠。此外，需定期对雨排水和污染排水切换阀门进行

检查和测试，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

4)设置水环境风险三级防控措施来应对泄漏、火灾，爆炸等事故状态下的消防污水和物料的外

泄。三级防控措施：①设置罐区防火堤、围堰(一级)；②设置事故污水预处理设施和泵、阀门、管

道等排水系统(二级)；③依托码头或港区内的事故污水缓冲池(三级)。

5)罐区设防雷、除静电设施，并定期检查，如有损坏要及时修复。

6)油泵房等油气浓度较高区域设置通风设备。

7)罐区采取铺设防渗膜等防渗漏措施，可设置地下水监测井，定期进行地下水监测。

8)地上储罐组须设防火堤，且其有效容量应大于等于罐组内一个最大油罐的容量。

9)定期对储油容器、输油管道及附件设备(如安全阀、爆破片等)进行压力检测、安全检查和探伤，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

10)对安全仪表系统、安全连锁、紧急停车等联锁保护系统进行定期检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

11)在油罐组周围设置导油沟，以便泄漏的油品能进入事故存液池。

12)对油品储罐设置液位计和高液位报警装置，若有必要，配备切断进液的自动联锁。

13)石油库的含油污水(包括接受油船上的压舱水和洗舱水)，应处理达标后方能排放。

14)在石油库污水排放口设置水质和水量监测设施。

15)含油废水的储存和处理设施，需铺设防渗膜等进行防腐蚀﹑防渗漏处理。

3、运输船舶溢油风险防控对策措施

近年来，船舶溢油事故在各类溢油事故中所占比例最高。随着造船工艺技术的日臻完善，船舶

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加之船员素质的不断提升，船舶发生溢油事故的次数也会相应减少。针对运

输船舶溢油风险，相应的防控对策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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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船舶进港后应填写安全及防溢油措施检查表。

2)船舶靠泊时检查油船平台排水孔，并进行堵塞。

3)船舶靠泊时检查船体污水池，并进行清空作业。

4)船舶装卸油品时应及时在船舶四周布设围油栏。

5)核查靠泊船舶的防治污染水域环境的证书、文书等相关文件。

6)一旦船舶沉没或存在可能对水域环境造成污染的活动，码头和船舶双方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

以清除，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泄漏至水域环境的污染物种类、性质、泄漏量﹑泄漏位置等基本情

况。

7)核实运输船舶的船型﹑船龄，禁止无证、淘汰船型进港靠泊。

8)到港船舶应执行《沿海海域船舶排污设备铅封管理规定》(交海发[2007]165号)，其产生的油

类污染物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不得直接排放入河。

9)对到港的运输石油等危险品船舶进行危化品船舶例行审查。

10)港口在取得海事管理机构批准后，才能从事船舶残油、含油污水等的接收作业；并每月将相

关的接收处理情况向海事管理机构进行备案。

11)船舶污染物产生量及去向，应在相应的记录簿内如实记录。

12)油码头应制定防治船舶污染水环境的应急预案﹐报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并按照备案的应

急预案做好各种溢油应急准备和响应。

4、输油管道溢油风险防控对策措施

油码头的油品罐区一般占地范围较大，且离岸有一定距离，油品须通过一定长度的输油管道完

成从船到储罐的输送。油码头输油管道具有输送量较大，带压输送等特点，容易造成油品泄漏事件；

自身、人为或自然因素等都有可能给输油管道带来事故隐患。针对输油管道溢油风险，相应的防控

对策措施如下。

1)建立健全管道巡护制度，安排具备管道保护专业知识的专职人员对管道线路进行日常巡护。

2)定期对管道进行检测﹑维修，尤其是安全风险较大的管段应进行重点监控，一旦发现管道及

管道连接处出现渗漏﹑破损或其他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现象，应立即采取措施，对管道进行改造

或更换。

3)在输油管道易发生“跑、冒、滴、漏”的地方，设置挡油坎，并定期回收油污。

4)当输油管道位于码头平台和引桥上时，要定期检查平台或引桥的支柱，确保其坚固平稳，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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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生倾斜；露出水面部分要设防冲，防撞、防浸蚀设施。

5)输油管道尽量不与热力管道敷设在同一管沟内。多根输油管道并排敷设时，可在两侧设置一

定宽度的防护带。

6)输油管道宜设置氮气扫线装置。

7)码头上管道尽量采取地上明敷方式，如管墩或架空敷设；部分受限制的管段可采用管沟敷设，

但应采取措施，避免可燃气体在管沟内聚积。

8)输油管道尽量布置在码头远离靠船处，若码头在两侧靠船，则输油管道尽量布置在码头中部。

9)引堤或栈桥上的输油管道尽量布置在一侧或两侧。分层布置的管道，管径较大和检修频繁的

管道宜布置在下层，两层管道的净距宜≥0.8m，下层管道与地面的净距宜≥0.4m。

10)管道应采用焊接连接。管道与设备、阀门、仪表之间宜采用法兰连接。

11)与储罐等设备连接的管道应具有足够的柔性，并应满足设备管口的允许受力要求。

12)地上敷设的管道，应在人员密集或易遭车辆碰撞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和防护栏等保护措施；

标志尽量采用具有反光功能的涂料涂刷。

13)库外管道采用埋地敷设方式时，在地面上设置明显的永久标志，特别是埋地管道通过人口密

集区，有工程建设活动可能和易遭受挖掘等第三方破坏的地段，应设置警示牌，并宜在埋地管道上

方埋设管道警示带；一旦管道标志被毁损或者安全警示不清，企业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新。

14)油码头工艺管道和设备等应采取防静电和防雷措施。

15)对码头输油管道采取防腐措施，如涂刷防腐涂层,采用阴极保护等；定期清除管件的锈蚀或

油污，并检查管道是否存在腐蚀现象。

16)对管道采取密闭排空的方式，在排空口进行封堵并收集管道排空时产生的残液，如可以采用

密闭管道收集等，防止对周边水域造成污染。

17)对输油管道设置截断阀。特别是在码头水陆连接处的陆侧合适位置，设置紧急切断阀，紧急

切断阀距码头前沿线≥20m，应具备自动和手动功能，一旦自动功能失效，可以手动关闭阀门。

18)油品输送管道尽量选用钢质材料。

19)在输油管道阀门等部位两侧 15m范围内﹐设置固定式或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仪，并定期检

查其是否正常工作。

11.6.6.环境应急资源

11.6.6.1.赤壁市辖区应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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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咸宁市海事处统计资料，赤壁市辖区现有环境应急资源主要为咸宁市海事处和各港口企业

及清污公司配备的应急处置船、应急辅助船、围油栏、收油机等应急设备，其中辖区现有应急处置

船及辅助船均为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所有。咸宁海事处应急站点有2个，分别为赤壁巡航救助执法大

队（0715-5788818）、石矶头巡航救助执法大队（0715-12395）。

11.6.6.2.赤壁市港区清污单位

根据《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管理制度实施细则》（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海船舶〔2011〕211号），

自2012年1月1日起，进出港船舶必须与相应等级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船舶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双方应当按照船舶污染清除协议及时开展污染控制和清除行动。

11.6.7.风险管理与应急预案

11.6.7.1.湖北省水上应急体系建设情况

2006年 3月 27日，湖北省政府组织编制并经第 35次常务会审议通过了《湖北省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和《湖北省水上搜救应急预案》，根据省政府统一部署，市、州级人民政府相应的

水上搜救应急预案也于 2006年 6月全面完成。长江水上搜救协调中心制定了《长江水上搜救应急

预案》和 18套搜救分预案，组建了搜救专家库，推行救助专家制度，建立并实施了以“接警后值班

船艇港区 15分钟，库区和重点水域 30分钟，其他水域 40分钟到达现场”为快速反应建设目标的

“153040”应急救助定期演练制度。

截止 2005年，长江干线湖北段 59个应急救助站点配备了应急救助船艇 40艘，趸船 30艘，汉

江 27艘应急救助船艇，水库 7艘应急救助船艇。另外，还整合社会救助力量，在长江干线指定了

包括推拖轮、交通船在内的 100艘社会船舶为值班调度的搜救补充力量，实行“统一领导、属地为主，

分级调度、全天候待命”统一管理模式，充实了辖区搜救力量

湖北省水上应急指挥中心已基本建立，并在省交通运输厅和长江海事局分别设立“水上应急搜

救办公室”，在长江干线湖北段 1053公里干线主航道和 231公里支流汊河道水域范围内已建成“长江

水上搜救协调中心”、4个搜救中心(宜昌、黄石、武汉、黄石)和 15个搜救分中心(巴东、枝江、宜

都、归州、石首、公安、江陵、洪湖、监利、阳逻、咸宁、黄冈、鄂州、阳新、武穴)，设置一线应

急救助站点 59个，平均 21.8公里 1个站点(其中，三峡坝区 9.9公里 1个应急救助站)，重点水域搜

救网络基本建立。

。

综合分析，湖北省水上应急体系较完善，应急响应时间可以做到“接警后值班船艇港区 15分钟，

库区和重点水域 30分钟，其他水域 40分钟到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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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2.长江海事局应急体系

长江海事局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置的行政单位，下设宜宾、泸州、重庆、宜昌、三峡、荆州、岳

阳、武汉、黄石、九江、安庆和芜湖海事局等12个分支海事局及22个内设机构，管理江苏海事局、

长江通信管理局、长江引航中心和后勤管理中心，负责四川至江苏2695公里长江干线、1185公里

支汊河流和19个水库湖泊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督、水上人命救助、船舶污染防治、船舶船员船公司

管理、通信保障和引航服务，以及南通238公里海岸线、10000平方公里海域的搜救责任区。长江

干线水上搜救协调中心（以下简称协调中心）是长江海事局辖区范围内的常设搜救指导协调机构，

其任务主要是指导协调辖区内各水上搜救中心的搜救活动，和跨区域搜救工作，指挥调动管辖水域

港口城市拥有的水上搜救力量及驶经该水域的力量，对水域内发生的水上险情实施救助。

2023年长江海事局印发《长江海事局关于印发综合应急预案及专项预案的通知》（长海指挥

[2023]253号），其目的是为切实加强长江海事局综合应急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预防预警、应急

处置、新闻宣传、应急保障等工作，完善应对突发事件工作机制，建立统一、高效、规范的突发事

件应急指挥、协调和保障体系，提高综合应急响应和保障能力，有效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和内部

管理。对于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后防止污染扩散制定了完善的操作要领：

1. 要求船方按《专项应急预案》的要求进行自救。

2. 了解污染的种类、危险品的性质、包装和数量，是否遇水有可溶性、燃烧和爆炸性。

3. 现有的溢油量，是否漂浮散发。

4. 毒害品的危害程度，对水体的污染。

5. 通告或提请市政府要求有关人员疏散,尤其是附近人员、住户、渔船和小型船舶。

6. 调集围油栏到现场。

7. 经批准后使用化学消油剂。

8. 通知水厂、吸水口和沿线各港务监督、公安、环境保护等机构。

9. 充分考虑潮沙、水流的影响。

10. 请求指挥部增加力量。

11. 听取专家、技术人员及职能部门的意见。

12. 调集打捞部门迅速组织打捞。

13. 必要时组织交通管制，疏散周围船舶。

14. 准确定位，探明货物的散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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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遇火燃烧、爆炸的情况,禁止民船进入,防止明火。

16. 通知船方按要求封舱。

17. 妥善保管现场打捞的货物,指派专人负责。

18. 请清污队参加清理油污。

19. 施救船舶必须具有良好的防火、防爆设备,从上风靠近。

20. 组织防毒面具备用。

21. 在安全地带划定安全区。

22. 组织油类吸附材料。

23. 准备泊船过驳。

24. 做好漂浮物的打捞和取样。

25. 指挥部必要时动用直升飞机。

应急物资含围油栏、吸油毡、消油剂、收油机等分散在各海事局所辖的救助站。一旦事故发生，

统一调配。长江海事局应急救援指挥体系见下图 11.6-1。

图 11.6-1 长江海事局应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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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3.企业风险应急预案

赤壁港各入驻项目须编制风险应急预案（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并报相关部门备案，项目应急预案应与所在作业区、赤壁港整体、赤壁市、咸宁市等应急预案体系

联动。

11.7.社会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1.7.1.1.居民生产生活影响减缓措施

为避免对当地交通运输造成的不良影响，建设单位应组织人员对施工路段的交通进行疏导，确

保车流畅通和行人安全。

11.7.1.2.对矿产资源、文物古迹的保护措施

（1）在各项目实施阶段，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压覆矿产资源情况调查，对确实压覆矿产

资源的，应根据《矿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报请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

（2）在建设项目环评阶段，应对项目评价范围进行细致的文物勘查，如发现项目选址进入文

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应首先考虑避让，确实无法避让，且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

进行工程建设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要求，

取得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及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3）岸线开发建设过程中如发现有文物古迹应立即停止作业，保护好现场并及时联系文物管

理部门，待管理部门采取相应处理措施并同意项目继续实施后，方可继续施工。

11.8.其它环保对策措施

11.8.1.清洁生产建议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进

管理、综合利用，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

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本次评价从赤壁港规划的主要

货品码头区作业提出清洁生产建议。

11.8.1.1.影响清洁生产的因素

本轮规划实施过程中的产污环节主要有：

（1）散货码头煤炭、矿建材料装卸及通过皮带机输送会造成附近区域环境空气尘污染加重；

危险品作业区液体罐储和装卸过程会逸出部分烃类污染物；到港船舶废气、装卸机械废气也将造成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11.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356

局部环境空气污染。

（2）港口规划实施对地表水环境产生的污染影响主要包括：码头作业面冲洗水、码头初期雨

污水、堆场冲洗水、洗箱污水、船舶污水、码头作业人员生活污水等。

（3）各港口码头会产生生活垃圾、生产性固体废物及船舶垃圾等，若处理处置不当，可能污

染作业区区域的地表水水体，也会影响周围的景观环境。

（4）各港口码头装卸作业、疏港道路运输、船舶会产生噪声，影响周围的声环境质量。

11.8.1.2.主要清洁生产措施

针对不同类型作业区码头各种产污环节和产污特点，应提出相应清洁生产措施，可以达到防治

污染、生态保护、清洁生产的目的，主要环保对策如下：

（1）散货码头

1）在码头前沿通过引桥向后方输送的皮带机廊道段应设置密闭的输送廊道；皮带机转接点处

设导料槽，在码头面受料漏斗、皮带机头部、导料槽等易扬尘处设置喷嘴进行喷雾抑尘，控制落差

高度；抓斗卸货、溜管装货应控制落差，还应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装卸作业；对散货堆场应采取经

常性洒水、喷水、覆盖、防尘网等综合措施控制扬尘污染。

2）散货堆场应设置排水沟、沉淀池，收集初期雨水及喷水形成的地面径流，收集的污水经澄

清后再利用。码头作业面冲洗水、初期雨污水自流进入污水沟，经污水沟汇集至污水池，再经潜水

排污泵提升输送至后方处理。

3）合理布置高噪声机械设备，加强机械设备及设施的保养，减缓装卸机械设备作业产生的噪

声影响。

（2）危险品（油品）泊位及储存区

1）码头趸船与危化品船采用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钢引桥两端的管道均采用不锈钢金属软管

连接，各泊位分支管在阀室平台处设紧急切断阀，报警监控系统。

2）罐区储存区，针对不同货种，专罐专用，降低更换货种时储运清洗产生的大气和水环境污

染。

3）易燃易爆、易挥发的化学品采用内浮顶储罐。

4）在夏秋高温季节，利用储罐上方设置的消防喷淋系统，对储罐进行喷淋降温，减小储罐“小

呼吸”损耗。

11.8.2.节能减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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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1.港口布置

为减少用电和用油消耗，港口生产区、辅助区等按功能分区合理布置，分别形成相对集中布置

的生产区和辅助区，港区物流和人流流向合理，相互干扰少。工程整个布置合理，有利于节省能耗。

合理分区，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货物的迂回和折返运输的要求，在码头道路基本形成了环形路网。

保护道路、场地平整，消除不必要的道路纵坡，降低流动机械的耗油量。合理布置变电所位置，使

变电所尽量靠近负荷中心。

11.8.2.2.装卸工艺节能

港口建设机械设备应选用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操作灵活、能耗低、污染小、有节能措施的新

产品，并配备自动控制装置；合理调度和使用装卸机械，避免无负荷运行；加强装卸接卸的维修保

养，使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11.8.2.3.降低水耗

1）提高港口码头的水重复利用率，尤其散货码头产生的散货污水，节约水资源。

2）选用节水阀门，加强对阀门、管道进行检查与保养，防止管道漏水造成资源浪费。

11.8.2.4.通风与空调节能

对港区各作业区码头在通风设计方面应采用自然进风为主、机械排风为辅。

（1）供电、照明

1）合理调度船舶到港时间，尽量安排在白天装卸作业，充分利用自然光源，降低照明电耗。

2）采用整体照明和局部照明相结合的方法。

3）采用节能型变压器，各变电所设静电电容补偿装置，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不低于 0.9。

（2）装卸机械设备

1）合理调度和使用装卸机械设备，避免无负荷运行。

2）加强装卸机械设备的维修、检修、保养，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3）暖通

1）尽量利用自然通风，减少空调的使用量。

2）设有空调的场所，门窗采用严格的密封措施，避免冷热气体的频繁交通。

（4）供水

1）提高各作业区码头的节水意识。

2）对各供水管线加强维修与保养，避免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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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港口的环境管理建议

11.8.3.1.管理机制

咸宁市生态环境局赤壁市分局作为赤壁市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赤壁港生态环境的监督；

赤壁市海事局作为港口和船舶污染防治责任部门，负责到港船舶和港口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11.8.3.2.管理内容

港口环境管理内容包括入港船舶的污染防治、码头、作业区的污染防治等。

（1）开展码头作业污染防治工作

开展码头作业区扬尘监管专项整治行动，推进煤炭、矿石码头的大型堆场建设防风抑尘设施或

实现封闭储存。

（2）推进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建设。

加强各港口环卫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与赤壁市城市设施建设规划的有效衔接。尽快落

实污染物接收船及到港船舶生活污水、油污水和船舶垃圾接收装置等污染物的接收设施，做好船港

之间、港城之间污染物转运、处置设施的衔接，提高污染物接收处置能力，满足到港船舶污染物接

收处置需求。

（3）加强污染物排放监测和监管

强化监测和监管能力建设，完善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监管机制；建立完善船舶污染物接收、转

运、处置监管联单制度，加强对船舶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偷排漏排行为和船用燃料油质量的监督

检查，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

（4）优化水路运输组织

优化港口资源配置，拓展港口服务功能，充分发挥水运节能环保优势，促进现代物流发展；加

快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解决进港铁路“最后 1km”问题，继续推进铁水联运发展，发挥多种运输

方式的组合效率；引导船舶大型化和企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5）推动靠港船舶使用岸电

推动建立船舶使用岸电的供售电机制和激励机制，降低岸电使用成本，引导靠港船舶使用岸电。

开展码头岸电示范项目建设，加快港口岸电设备设施建设和船舶受电设施设备改造。

（6）提升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建立健全应急预案体系，统筹水上污染事故应急能力建设，完善应急资源储备和运行维护制度，

强化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改善应急装备，提高人员素质，加强应急演练，提升油品、危险化学品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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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事故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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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环境管理、监测与跟踪评价计划

12.1.环境管理与监测的目的和意义

为了能尽可能地保护当地生态及周边环境，规划区必须适时有效地进行环境监测和环境管理工

作。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是环境保护措施落实与实施的保证，是实现环境

保护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保证。为此，咸宁市生态环境局赤壁市分局据应该建立健全的

环境监测和环境管理制度，包括环境管理机构、环境监测机构，制定环境监测计划、环境管理条例

和规范。

按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总纲》（HJ 130-2019）中要求，对于产生重大环境影响的规划，

应拟定跟踪评价计划和实施方案，以对规划实施后的实际环境影响进行评价，考察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及其建议的减缓措施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实施，确定为进一步提高规划的环境效益所需的改进

措施。

12.2.环境管理目标

赤壁港环境管理需要的管理目标有：

（1）落实环境保护各项法规政策；

（2）落实规划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3）对规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的具体问题反馈到规划的新一轮修订或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

（4）将规划实施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减缓到最低程度；

（5）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协调；

（6）坚持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并重、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着力推进生态港口建设步伐。

（7）为各级环境管理部门的检查和监督提供依据。

12.2.1.航道疏浚的环境管理要求

本次赤壁港规划涉及航道疏浚工程，此处以航道疏浚为例，详细分析航道疏浚的环境管理要求。

港口航道必须实施定期的疏浚，具体来讲指的是将港口和航道所辖一定区域之内的沙石合理挖

掘，并对航道进行处理。港口航道疏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优化附近区域的水域。但随之而言的负面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12.环境管理、监测与跟踪评价计划

361

影响是十分容易对周围的环境及生态平衡造成破坏，使附近的岸滩生态劣化，影响环保。只有以环

保和生态为基础进行港口航道疏浚，才更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

港口航道疏浚工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加剧了污染底泥层物在疏挖中的扩散与搅动。污染物与

营养盐的积蓄载体是沉积物。排放的废污水、汇入的地表径流、降尘以及死亡水生物的残骸，通常

在航道中逐渐积累成营养盐沉积物，使得营养盐产生了内负荷。通过一些外界因素发挥的作用，在

航道底泥中沉积的污染物和营养盐会逐渐释放出来，该负荷超出了水体本身具有的净化能力并会产

生富营养化现象，甚至会造成水生物的死亡。假如在进行维护性疏浚之前不能很好的处理航道中出

现的污染底泥层，将会使得水中的污染底泥颗粒产生扩散与扰动，恶化了水质。更加严重的是，假

如直接堆置或者吹填疏浚弃土，会给吹填堆场区域中存在的地下水以及环境带来新的危害。

其次，无机非污染悬浮物在疏挖中破坏了生态体系。在航道一般的维护性疏浚中，水域中最普

遍的污染就是无机悬浮物，重点利用加大水体的浑浊程度出现的负效应以及沉降带来的掩埋作用进

一步对水体中生存的各种生物群体实施生理、繁殖、生长等影响，进而破坏了水生生物。港口航道

疏浚工程是一项工程量大、施工周期长、对环境影响较大的系统工程，容易对四周水体造成影响。

环保理念的提出及应用是港口航道疏浚工程实现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关键途径。

在疏浚工程的控制与管理方面应该着重做到以下几点：

（1）在疏浚操作过程中，对水域底部的污染泥进行搅动的时候，搅动次数不能过多，否则极易

导致底部淤泥中的污染物加剧扩散，最终影响周边的环境和生态。此外要同时配置合理的防扩散步

骤，从而尽可能除去浓度高的污染物，使这些物质不对周围的生物和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并尽量

避免污染物的悬浮状态，维持周边水域的清洁。

（2）在疏浚工程的实施中，应通过必要的设备和管理手段，使疏浚定位精度得到提升，通过这

样的模式提高开挖准确率。通常在港口附近的水域中，沉积在水体底部淤泥中的污染物厚度在十五

厘米左右，最大的厚度通常不超过一米，在操作过程中应结合这些数据进行精准定位。此外也要仔

细分析港口航道水域中的污染物分布，从而使疏浚开挖范围得到明确。在具体实施疏浚中，要尽可

能彻底地除去污染物，而没有受到污染的淤泥，则要严格控制其疏挖量。可知在生态环保理念之下，

对于港口航道的疏浚工程各方面要求有所提升，这也对疏浚机构的设备和技术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3）在实施疏浚工程的时候还应严格控制对周围环境水体造成二次污染的可能性。在传统的航

道疏浚工程管理中，并未重视疏浚工程实施以后水体中的悬浮污染物，导致水体遭受了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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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于环保理念的疏浚工程则不应忽视疏浚过程值中泄漏的泥沙。通常，由于施工设备和操作的特

点，往往会在疏浚中出现一些细微泥沙的泄露，而工程结束的时候则一些悬浮污染物就会重新沉降，

甚至被水流带到其他区域，这就造成了新的环境和生态破坏。而基于环保理念的疏浚模式则必须降

低由于水底沉积物质的悬浮而导致的环境污染，要求疏浚设备和操作人员必须采取合理的技术手段

和管理手段及时清除疏浚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质，使水体的洁净度得到维持和保护。

（4）在疏浚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会清理出大量的污染物，如果不对其进行及时合理的无害化处理，

则会对周围的环境和生态造成破坏。将疏浚区的污染物清除掉以后，则要通过降解手段对这些污染

物进行合理的处理，从而避免其对周围的环境水体和地下水源造成在此污染。

此外为了保护周边环境，也应对排泥场排放的污水浓度进行定期监测和控制。

（5）在疏浚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还应在最大限度上降低导致周边生态系统破坏的可能性，疏浚结

束的时候要对整体工程的范围之内进行环境监测和必要的后期处理。

（6）在疏浚工程的实施中还应控制噪音污染，由于疏浚设备大部分配置的是柴油机，因此会产

生大量的噪声，对周边居民、水域之内的各类野生动物带来影响。所以，笔者推荐施工者关闭疏浚

设备的舱门，尽可能降低疏浚作业中的噪声。

（7）在疏浚实施期间，挖泥设备往往会将沥下的污水直接排放在水域中，基于环保理念的疏浚

工程必须对这些污水与垃圾进行必要的处理再进行排放。尤其是一些生态比较敏感的地区，更要推

广实时环境监测的制度，在第一时间了解水质情况的变化，采取必要的措施。

（8）在疏浚实施期间，要合理选择施工船舶和施工期。疏浚期间会造成水体扰动，要尽量避免

在水生生物产卵期进行疏浚，选择合适的疏浚时期和疏浚船舶，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可能降低对

水体的扰动。

12.3.环境监控计划

赤壁港的环境监控计划由规划各港区管理单位实施，其主要目的是对赤壁港实施全过程进行监

控，由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咸宁市生态环境局赤壁市分局及各县（区、市）环

保部门提供赤壁港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基础环境信息进行采集进行分析，将其反馈进入跟踪评价，赤

壁港的环境管理及规划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依据。

12.3.1.环境监测方案

根据前述规划的环境影响分析和评价结果，规划的实施会对涉及区域的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不

利影响，但港口正常作业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而这种影响可以通过一定的环保措施减缓，同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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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实施对区域社会经济的有利影响十分显著，对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提高将起到一定作用。

本评价对赤壁港各港区全面的监控计划，并要求对主要环境影响进行重点监测。同时建议尽量

利用长江委、湖北省公布的环境质量信息以及沿河水厂、渔业等主管部门的常规监测资料定期分析

规划期内环评范围内水、气、声和生态等环境主题的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为港区的环境管理

部门收集环境信息，为进一步开发，加强环境保护提供可靠的适时资料。

12.3.1.1.环境监测要素和监测层次

（1）环境监测要素

根据国家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和赤壁港规划实施项目的排污特征及将来的发展规划，确定环境

监测的要素为环境水体水域的污水、环境空气及环境噪声。

（2）环境监测层次

1）常规监测

正常情况下对区域污水、环境空气、噪声进行监测。

2）生态资源监测

主要是为了确切了解规划对周围水域生态的影响程度。由于工作的专业性、技术性比较高并需

大量配套设备，因此应考虑指定专业部门执行。

港区投入正常运行之后，港区内的环境监测、特殊污染监测、监督管理监测可委托当地的环保

监测和监督管理部门承认的第三方有资质的服务机构负责，企业内的污染源监测可由企业内自建的

实验室(站)负责或由第三方有资质的服务机构负责。

12.3.1.2.常规监测

1）污染源监测

运营期污染源监测包括废水污染源、废气污染源和噪声污染源，监测计划尽量与主体项目运营

监测方案一致，见表 12.3-1。

表 1.1-28 污染源监测方案

类型 监测对象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监测方式

大气污染物
码头作业无组织排放周界监控点

视具体项目根据国家规定，确定监测项目、监测频率和监测方式码头作业区有组织排放监控点

废水 生产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污水总排口

噪声 港界、输港通道两侧及沿线敏感点 等效声级 每季度 1次 委托监测

2）环境质量监测

随着港区陆续建成，入驻项目潜在着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尤其是事故和非正常工况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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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加强对周围环境质量的监测是非常必要的。

表 1.1-29 环境质量监测方案

类型 监测对象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监测方式

环境空气
作业区附近敏感点

视具体项目而

定

间断监测，每年 1次

委托监测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 间断监测，每年 1次

水环境 码头前沿地表水 间断监测，每年 1次

噪声 港界及作业区附近敏感点 等效声级 间断监测，每年 1次

12.3.1.3.生态监测

生态监测方案见表 12.3-3。

表 1.1-30 赤壁港生态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监测方式

浮游生物、底栖生物、鱼类等重要种群的密度、生

物量、年龄结构

从规划批复实施的第 1年开始，每 3年开展一期综合调查，每

期调查时间为 1年。规划期内共计实施 4期，最后 1期综合调

查和后评估同步进行。

委托监测

湿地植物种类、盖度、生物量 委托监测

12.4.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计划

规划环评原则上每五年调整一次，且由于规划环评在规划方案、环境影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环

境信息的动态变化性、预测模式的误差等因素，需通过跟踪评价来完善本轮规划环境评价的结论和

对策。由于规划进一步实施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一旦出现背离环境功能标准与环境目标的现象，

需从各作业区、岸线是否按规划实施，以及规划境影响评价结论是否有重大偏离两个角度考虑，分

析其产生原因，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

跟踪评价应该贯穿于整个规划实施的全过程中。跟踪评价的实施周期应与港口规划滚动调整的

周期保持一致，跟踪评价实施时段的时间控制点应该和港口阶段性目标的完成时间保持一致。因此

跟踪评价的实施周期为 5年，具体的时间控制点为 2030年、2035年。根据本轮规划方案和环境评

价过程，制定本轮规划的跟踪环境评价计划见表 12.4-1。

表 1.1-31 本轮规划跟踪评价计划表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时段 执行方式

环保设施的落实情况
除尘、抑尘设施；含油污水、生产生活污水处理，疏浚等施工方

式和施工量，具体项目占地生态恢复，生态补偿措施等
项目施工和竣工 专题评估

港口污染物排放总量是否

超过规划预期
SO2、粉尘、VOCs、COD、石油类、NH3-N

2030年、2035
年

统计监测数据

港区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

是否超过规划控制标准
环境质量常规监测指标 每年 统计监测数据

周边环境功能区是否超标，

如超标与港口的关系
环境质量常规监测指标 每年 专题评估

环境目标状况 根据不同保护目标分别制定评价指标
2030年、2035

年

专题报告与公

众参与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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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对下一层次环评的建议

对于赤壁港总体规划而言，下一层次主要是规划中涉及各港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本次评价

认为，在赤壁港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规划实施后各个具体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在某些

方面可以简化，同时也有一些必须在项目层次应予以着重关注并解决的内容。

12.5.1.近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可以简化的内容

（1）部分项目选址的环境合理性论证可适当简化

本轮规划环评对本轮赤壁港总体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和评价，并对部分岸线

规划、港口布局提出优化调整建议，在采纳本次评价优化调整建议前提下，本轮规划的岸线规划、

港口布局基本合理。因此已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优化调整建议的规划岸线内的新建码头项目，在项

目层次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不必从大区域的角度进行选址论证，但对于在具体选址满足环境的合理

性的方面需要作出回答。对于未采纳本次评价提出的优化调整建议的规划岸线内的新建码头项目，

在项目环评阶段须对岸线选址与环境敏感区关系进行进一步核实，并须进一步论证岸线选址的环境

合理性，不能简化。

（2）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可适当简化

本次评价从宏观角度分析了赤壁港发展规模的资源环境可行性，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水环

境承载力和大气环境承载力等对区域发展的支撑能力，在项目环评中对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可适当

简化。

（3）近期建设项目的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可适当简化

本次环评对赤壁港及其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现状，环境质量现状等均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与评

价，因此对近期建设的项目，环境现状调查可以适当简化，只对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进行针对性调查。

但对中远期建设项目的环境现状调研不能简化(一般 5年以上)。

（4）项目的岸线生态系统整体性影响评价可以适当简化

本轮规划环评已从规划和岸线利用的角度对赤壁港建设与发展对陆域、水域生态景观格局的合

理性，水生生物群落的整体性等方面的影响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有了比较明确的结论，因此具

体的项目环评可适当简化。

12.5.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重视的内容

（1）建设项目环评应在本规划环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2）建设项目的性质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相关要求，符合国家和地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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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要求，符合赤壁市地方总体发展规划要求，符合本规划区域行业发展的引入条件。

（3）详细分析建设项目工艺流程，污染物的产污环节、种类和产生量。

（4）应重视项目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由于在规划阶段各个项目的规模、建设方案等都还不明确，因此本次评价未对规划实施的各个

项目的施工期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而留待项目环评阶段根据各自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5）应重视项目对敏感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评价

由于规划内容的概略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本次环评对敏感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评价也较为粗略，

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目标也对着时间的变化可能会有较大变化，因此在项目阶段应重视对敏感环境

保护目标的影响评价。

（6）应重视项目环境保护措施与生态补偿措施的研究与落实

环境保护措施、生态补偿措施属于末端治理的范畴，也只有在对环境影响的性质、大小、位置

等具体内容明确后才能有的放矢的规划与设计，因此在项目环评中应对此加以重视。

（7）应重视项目对区域环境功能区达标及厂界达标影响的评价及区内项目环境优化选址的方案

比选。

区域环境功能区资料控制目标及厂界达标的要求都必须依赖各个具体项目规模、性质及在区内

的空间位置所决定，因此在项目环评中应予以重视。

（8）对于现有码头建设用地用途转化的项目，应重视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如果现状超标，

须开展污染土地再利用的环境风险评估，重点分析受污染场地再利用的环境适宜性，并根据用地用

途，明确土壤的环境质量要求，并提出详细的土地污染修复措施。禁止未经评估和无害化治理的污

染场地进行土地流转和开发利用。

（9）应重视对规划期末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由于在规划期末，赤壁港周边环境状况可能发生较大变化，规划本身的内容也可能做了较大调

整，因此规划期末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给以重视。

（10）应重视水域环境影响评价和土地使用论证

本规划涉及用河及陆地面积较大，规划实施期将对航道进行疏浚、港池清淤等，也将对占用大

量临时占地，本次评价深度不能达到具体项目水生生态环评及土地利用环评的要求，在具体项目环

评时，需加强并深化这两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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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规划的不确定性分析

13.1.不确定性分析

13.1.1.规划本身及实施方案的不确定性

（1）本轮规划利用的港口岸线，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实际建设项目情

况不能完全确定，在后期规划执行中，其功能定位充满不确定性。

（2）本轮规划中，对各作业区近期和远期的功能定位做了明确规划，其中包括每个作业区的

主要货种及其吞吐量预测，但由于规划实施期长达 10年以上，规划实施期间法律法规或城市产业

结构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各作业区的实际运输货种及其吞吐量。

（3）本轮规划中关于各作业区的规划具体实施时间并无明确安排，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各作

业区的规划落实进度也充满不确定性。

13.1.2.规划实施方案及区域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

（1）规划依据发生变化

规划的依据主要为相关的法规、政策、标准、规划和规范，这些有可能在规划实施期进行微调

变化，相关环境信息和规划方案也应随之发生变化。

（2）规划所依托的资源环境发生变化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所依托的资源、环境条件有可能发生变化如土地资源使用方案、环保基础

设施等，这些变化将会影响规划的具体实施情况，在此阶段尚不能确定。

（3）与本规划相关的其他规划发生变化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随着城市规划调整，有些区域可能在将来变为人口聚集区、产业集中园区、

水源地等，会增加成为新的环境敏感点，从而影响本轮规划的实施。

（4）区域生态敏感区发生变化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规划所依托的生态环境变化，生态环境敏感区范围、面积、功能分区等可

能发生变化或增加新的生态环境敏感区，导致本轮规划的作业区及锚地与各生态环境敏感区的相对

位置关系、生态影响等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本轮规划具体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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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规划自身进行修订与完善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根据赤壁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运输货种发生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

政府部门也有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对赤壁港总体规划进行修订与完善。

13.1.3.评价方法的不确定性

本规划环评针对不同的环境要素采用了不同的预测和评价方法，这些方法尽管目前是常用的，

亦为学术界认可，是迄今为止较好的方法，但由于部分基础数据的不确定性，情景分析条件的不确

定性，以及方法本身在结构原理、参数取值方面的不确定性，因此必然会造成评价方法上的不确定

性。

13.2.规划不确定性的应对

鉴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的困难和不确定性问题，在进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时，以及在后

续的环境管理中，应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对策，以解决这些困难，弥补这些问题带来的环境影响预

测的不确定性，为此提出对策如下：

13.2.1.提前介入与规划同步进行

提前介入是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之一，应在赤壁港总体规划编制之前就开始介入，弄清规

划区内的环境限制性因素，包括规划区内的饮用水源地、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环

境敏感区及其范围，提供给规划参考，使规划尽量避开这些环境敏感区，在规划总体布局上尽最大

可能保护资源与环境，与区域的环境相协调。

13.2.2.使用多种情景分析的预测方法

情景分析法是将规划方案实施前后、不同时间和条件下的环境状况，按时间序列进行描述的一

种方式。情景分析法通过设定一系列情景，进而对比分析各情景下的人类行为和相应的环境状况，

来评价不同情境下的环境影响，分析区域内不同时段、不同组合的人类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贡献。情

景分析法可用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然而该方法只是建立了一套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框架，分析每

一情景下的环境影响还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更为具体的评价方法，需要与其他评价方法结合使用，

如环境数学模型法、矩阵法或GIS等。

13.2.3.广泛开展公众参与

通过开展公众参与，可以使赤壁港总体规划涉及地区的相关部门了解规划实施过程中周围环境

及人群可能产生的有利和不利影响，促进他们关注环境影响评价中提出的减缓措施，结合实际情况

对环境保护措施提出建议和补充。在公众参与调查对象上涵盖相关政府部门如环保、规划、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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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水利、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等，倾听他们的意见；在公众参与调查时间

上贯穿整个环境影响评价过程；在公众参与调查方式上主要采用访谈、调查问卷等形式，还通过政

府网站等媒体形式发布相关信息，为此可以随时发现问题，保证提出的环境保护减缓措施及规划调

整建议更趋科学、合理。

13.2.4.以多方协作的方式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赤壁港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不仅涉及环境保护问题，还要包括规划、环境、社会、经济、林

业、港航、国土资源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仅依靠环境评价单位单方面的力量很难将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做得十分完美。需要评价单位能够积极挖掘社会力量，特别是规划所在地区有关环保、生

态、林业、文物、旅游、国土资源、港航、保护区管理机构等方面的科研机构以及相关政府部门，

以多方协作的方式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开展评价工作，才能发挥各部门的有事，避免有单方完成评价

工作带来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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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执行总结

14.1.规划概述

14.1.1.规划概述

本轮规划赤壁港分别为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蒲坼港区望山作业

区、蒲坼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陆水湖大坝港区、长江赤壁港区。其中：陆水河车埠港区和

陆水河蒲圻港区为赤壁港的核心港区。

陆水河车埠港区是近期赤壁港发展的核心港区，服务赤壁市以及周边地区大宗货物运输

和集装箱运输的重要物流集散中心兼有水上加油和成品油运输功能。陆水河蒲圻港区是作为

车埠港区的重要补充，是远期赤壁港发展的核心港区，服务节堤枢纽库区周边地区及赤壁市

城区的综合性港区，规划具有散货、件杂货、旅游客运和公务执法功能的综合性港区。陆水

湖大坝港区主要服务陆水湖库区范围内的旅游客运需求，兼有公务执法功能。

根据赤壁港的腹地经济、沿江产业及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趋势综合研判，结合港口主要货

类的流量流向趋势分析，预计规划期内赤壁港的货物吞吐量将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预测2030

年、2035年赤壁港的货物吞吐量将分别达到 2500万吨和 3000万吨。赤壁港的主要货类是煤

炭、矿建材料、非金属矿石、件杂货、集装箱、成品油等。根据赤壁市陆水河和长江沿线水

上旅游资源分布及有关旅游规划，充分考虑新时代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对休闲观光旅游的需求

释放。长江沿线旅游吞吐量将达到 30万人次，陆水河沿线夜游项目旅游吞吐量将达到 10万

人次，陆水湖大坝港区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40万人次；2030年赤壁港游客吞吐量预计达到 2035

年吞吐量的 75%。综上所述，2030年赤壁港将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560万人次，2035年赤壁港

将游客吞吐量将达到 80万人次。

本轮规划对赤壁港长江、陆水河及陆水湖范围内的岸线进行了岸线资源评价。赤壁港共

规划港口岸线 4960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845米，规划港口岸线（规划期内应建设并投入

使用的岸线）4115米。

赤壁港规划期共规划泊位数 50个。其中：保留公务泊位 3个、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泊位

2个，旅游码头 1个；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游客运泊位 12个、公务泊位 10个、水上加油

泊位 1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

14.1.2.上一轮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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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轮规划的范围主要包括赤壁市所辖长江、陆水河、陆水湖的港口岸线。其中长江岸线

太平口新洲至红庙，全长 18公里；陆水河河口至芳世湾村航道里程 84.5公里。其中，陆水

河沿线岸线总长 84.1公里，陆水湖沿线岸线长 56公里。

赤壁港规划以公用性码头为主，将形成“一港三区”的总体格局，分别为陆水河车埠港

区、陆水河蒲圻港区和陆水湖大坝港区。其中：陆水河车埠港区和陆水河蒲圻港区为赤壁港

的核心港区。

赤壁港未来各港区的功能定位是:陆水河车埠港区是近期赤壁港发展的核心港区，服务赤

壁市以及周边地区大宗货物运输和集装箱运输的重要物流集散中心兼有加油功能。陆水河蒲

圻港区是作为车埠港区的重要补充，是远期赤壁港发展的核心港区，服务节堤枢纽库区周边

地区及赤壁市城区的综合性港区，规划具有散货、旅游客运、污染物接收转运和公务执法功

能的综合性港区。陆水湖大坝港区主要服务陆水湖库区范围内的旅游客运需求，兼有公务执

法功能。

上轮规划赤壁港的货物吞吐量预测 2025年、2035年将分别达到 2338万吨和 2670万吨。

赤壁港的主要货类是煤炭、矿建材料、非金属矿石、件杂货和集装箱等。预测 2025年、2035

年赤壁港旅客吞吐量将分别为 54万人次和 72人次。

上轮规划赤壁港共规划港口岸线 4986米，保留已利用港口岸线 445米，规划港口岸线（规

划期内应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岸线）4541米。

上轮规划赤壁港规划期共规划泊位数 48个。其中：保留公务泊位 2个、船舶污染物接收

专用泊位 2个；规划货运泊位 20个、旅游客运泊位 11个、公务泊位 11个、水上加油泊位 1

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泊位 1个。

14.1.3.两轮规划主要变化调整内容

与《赤壁港总体规划》（2019-2035年）相比，本轮规划变化主要是：

1、规划范围：不变；

2、规划期限：现状基准年发生变化，现状水平年发生变化；

3、规划港区：增加长江赤壁港区；

4、预测吞吐量：2035年货运吞吐量增加 330万 t、客运吞吐量增加 8万人次；

5、预测船型：货运船舶船型吨级增大，由 1000吨级变为 2000吨级；

6、岸线利用：规划港口岸线总长度减少 26m；保留已利用岸线增加 400m，规划岸线减

少 426m；

7、码头泊位：总规划泊位数增加 2个。保留现状泊位增加 2个，规划旅游泊位增加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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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泊位减少 1个；

8、通过能力：现有货运通过能力减少 204.6万吨，现有客运通过能力增加 10万人；新

增货运通过能力增加 1234.6万吨，新增客运通过能力增加 16万人；

9、锚地：不变。

14.2.港口现状及主要问题

截至 2023年，赤壁港现有生产性货运泊位 1个（未竣工验收），为车埠港区车埠综合码

头，设计靠泊能力 500吨级，属于过渡性码头。现有非生产性泊位为长江海事赤壁码头、长

江赤壁旅游码头、节堤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车埠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大坝港区财政局公

务码头及防汛公务码头，长江海事赤壁码头占用岸线 100米，长江赤壁旅游码头占用岸线

300m，节堤船舶污染物接收码头占用岸线 200米，车埠港区官田作业区船舶污染物接收专用

码头占用岸线 145米，大坝港区公务码头占用岸线 100米。

受诸多客观条件限制，现有港口功能明显缺失，通过能力明显不足，集疏运通道发展滞

后，无法满足腹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赤壁港长江沿线和陆水湖大坝港区成为生态环保的重点区域，沿线港口建设受到限制，

港口建设及需求将向陆水河等长江支流转移。

2、岸线利用不尽合理，岸线资源亟待整合，进一步集约和高效利用岸线资源。

3、赤壁港为被动承接型港口，不足以支撑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4、港口配套设施不健全，港口需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14.3.环境现状评价结论

（1）赤壁市境内陆水河和陆水水库水质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Ⅲ类及以上标准要求。

（2）通过 2023年环境监测资料表明，赤壁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尚可，本次环评期间的

监测结果表明，赤壁港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因子均能满足环境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中的二级标准的要求。

根据大气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各作业区 TSP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TVOC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导则》（HJ2.2-2018）

附录 D标准值要求，项目所在地周边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3）根据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各港区各监测点位昼夜噪声值均满足对应的《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2类、3类、4a类标准的要求。该区域声环境质量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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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土壤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和官田作业区各点位的

土壤监测因子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表 1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由此可知，项目所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良好。

（5）根据地下水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官田作业区地下水及上下游各点位的水质

监测因子均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由此可知，项目所在

地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6）根据底泥监测结果可知，陆水湖底泥中的汞、砷、铅、铬含量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2018）农用地风险筛选值，镉含量高于农用地风

险筛选值，低于农用地土壤风险管制值。

14.4.环境影响结论

（1）生态敏感目标的影响

赤壁港范围内及相邻的生态敏感目标包括陆水水库饮用水源地、陆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其中赤壁港陆水湖大坝港区位于陆

水水库饮用水源地和陆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范围内，长江（赤壁）港区位于湖北长江新螺白

鱀豚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其他港区作业区均不涉及以上生态环境敏感目标。

本轮规划尽量避让上述生态环境敏感目标，无法完全避让的对其进行严格管控，确保不

会影响生态环境敏感目标的自然环境。陆水湖大坝港区内的泊位岸线涉及陆水水库饮用水源

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陆水湖风景名胜区一级二级三级保护区的范围内，港区建设、经营

活动都会给饮用水源地、风景名胜区等带来较大环境风险。陆水湖大坝港区主要功能为旅游

及公务，不允许改变其功能，使用的船舶为电动船和手动船，产生的污染物经合理处置，不

外排到陆水水库、陆水湖风景区范围内。通过以上措施和建议，赤壁港的实施对饮用水源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影响可控。

长江（赤壁）港区位于湖北长江新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长江（赤壁）港

区主要功能为旅游及公务，不允许改变其功能，产生的污染物经合理处置，不外排到湖北长

江新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通过以上措施和建议，赤壁港的实施对湖北长江新螺白鱀

豚自然保护区等影响可控。

（2）大气环境

从环境空气影响角度分析，赤壁港总体规划基本合理。根据预测，运营期赤壁港颗粒物

最大落地浓度无超标情况，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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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价提出以下建议：

⑴总平面布置

各作业区散货码头堆场应尽量远离周围居民点布置，堆场与港界围墙间应保证有一定的

距离用于设置绿化带，作业内工作人员生活设施和办公楼宜布置在散货堆场的年主导风向上

风向。

⑵码头防护距离的设置

本次规划岸线内的危险品码头、散货码头实施前，应通过其自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进一步明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确保防护距离内无长期居民点分布后，码头方可建设。

区域规划中在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宜新建居民区和学校等环境保护目标，在防护距离范围

内，可通过实施绿化，构成一定宽度的防护林带；或者用于仓储用地等。

⑶降低粉尘起尘量

散货从工艺上进行密封运输，并采取洒水、堆场密闭等措施控制粉尘污染。

⑷油品加注及运输泊位环境空气防治对策

①采用优质产品与材料，确保管道密封，尽量避免意外泄漏事故造成的污染。

②加强管理，制定严格的装卸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③定期检查管道、阀门和储罐及所有监控设备的工作状况，一旦发现有损坏的，应及时

更换，保证系统正常安全运行。

⑸其它防治措施

规划港区禁止使用燃煤锅炉，若需要时选用清洁型的燃气燃油锅炉。港区应尽量采用清

洁型电动流动机械或低燃油机械，减少机械燃油废气带来的污染。

（3）水环境影响

经调查发现，赤壁港仅蒲圻港区旅游客运作业区产生的污水可就近纳入赤壁市城市污水

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其他作业区（节堤作业区、官田作业区、望山作业区、陆水湖大坝

港区）目前不具备纳管条件，需要自行处理，通过自建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回用。

到港船舶产生的生活污水、船舶污水须事先向当地海事部门申请，由海事部门认可的有

资质单位接收处理，通过船舶污染物接收系统引入陆域污水收集系统进行处理，不得排放到

陆水水库、陆水河或陆水湖中。

综上所述，各港区产生的污水均可得到妥善处理，不会给陆水水库、陆水河、陆水湖水

环境带来较大影响。

（3）生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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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部分港区的规划建设规模相对合理，主要利用现有建筑用地布局，对岸段区域的景

观格局影响总体不大。

②车埠港区节堤作业区、蒲圻港区望山作业区等建设将较大程度的改变区域的景观格局，

在下一步港口建设设计时充分考虑，以建设生态港为目标，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③远期大部分港区岸段区域的景观格局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改变，区域景观格局将逐步由

农业景观生态格局向城市景观生态格局演化，但就整个城市生态系统来说，发展交通是引导

区域生态流动，削减生态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⑤赤壁港区水工建筑的规划建设将占用部分水域，从而造成区域内水域生物量损失。但

赤壁港的港区建设是以高桩码头、斜坡码头为主，工程建设对评价区水域的自然生产力损失

也将相应的减小，因此赤壁港的规划建设过程对应对水生物栖息地占用湿地恢复等措施进行

生态补偿，以减少港口建设对区域水域的自然生产力的影响。

⑦港口水工建筑的建设和维护，港口污染物的排放或风险事故，港口吞吐量增加带来的

集疏运量与船舶航行密度增加等均会对水生生物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在下一步项目环评中

应根据具体工程内容做进一步深入评价，并提出具体的防范措施。

（5）声环境

港区的主要噪声污染源是作业机械，通过预测，确定集装箱码头、件杂货码头和散货码

头昼间的达标距离分别为 88m、45m、40m，夜间的达标距离分别为 260m、141m、123m。

集疏港铁路沿线基本不会出现噪声超标现象。疏港公路 140米范围内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噪

声污染。因此，提出以下预防和减缓措施：

①规划项目在具体选线过程中应尽量避绕居住区、学校等声环境敏感目标；

②项目在具体设计中应进行工程方案比选，优先采用地道、路堑形式，并考虑足够的达

标防护措施；

③建议规划部门进行功能区规划和城市规划时，应重视拟建项目的影响，对沿线地区的

功能加以限制。

（6）固体废物

赤壁港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陆域废物和船舶废物，陆域废物为陆域生活垃圾、生产固

废和危险废物；船舶废物为船舶生活垃圾、船舶保养废物、船舶清洁废弃物。

陆域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集中清运；陆域危险废物全部委托周边有危险废物处理资

质的单位进行接收、转运和处理处置；陆域生产废物收集后分类处置，能回收利用的进行回

收利用，不能利用的由市政环卫部门集中处置。船舶废物由配套有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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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港船舶产生的船舶废物由港区专用污染物接收船接收后由海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单

位处置，严禁随意排放。通过以上措施，赤壁港固废可以做到全部合理处置，不外排，港区

陆域和船舶废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7）环境风险

本轮赤壁港规划有 1处水上加油泊位、1处油品运输泊位和陆域油品储存区，位于官田

作业区，除此之外未规划其他危险品码头和储存区。官田作业区周边 5km范围内无饮用水源

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等生态敏感目标，主要敏感点位车埠镇镇区居民，官田作

业区一旦发生溢油事故，可能影响作业区所在陆水河水体及车埠镇居民。

官田作业区和节堤作业区下游为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和陆溪镇陆溪口长江饮用水

源地取水口，若官田作业区发生油船油品泄漏入水事故或节堤作业区发生货船油箱溢油事故，

将会对湿地公园保护区和陆溪镇陆溪口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水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溢油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较小，规划实施后，建设单位须成立应急救

援组织机构，设置各种应急措施、应急设施用以预防和减轻赤壁港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的影

响。采取以上措施后，赤壁港环境风险可控。

（8）资源利用

赤壁港规划影响的资源主要包括岸线资源、土地资源和渔业资源。

在实施赤壁港总体规划过程中应保障受规划实施直接影响的渔民的正常生活。在赤壁港

总体规划详规阶段，赤壁港港口管理部门应组织专门调查，评估因规划的实施对渔业资源和

渔业生产的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同渔业主管部门制定补偿方案，在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按计

划同步实施渔民安置、补偿计划。

（9）社会

规划的实施，不仅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为社会带来众多就业机会，促进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维持社会稳定。此外，规划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快赤壁临港工业的发展，也间接

拉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物流运输能力的提高，优化区域投资环境，提升旅游服务能力

港口规划的实施对港区附近居民身体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毒油气、粉尘和噪声污染。对

景观质量产生影响的要素包括：地形、地貌、植被、水体、城市建筑物、港口建筑物。

14.5.港口总体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

14.5.1.规划方案规模目标环境合理性分析

（1）在达到规划确定的吞吐量的条件下，按照规划提出的以及本次评价中提出的相应环

境保护预防措施进行落实，规划实施后，各港区废水、废气、固废、噪声排放对周边环境和

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可控。因此，从环境影响来说规划目标是合理的，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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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港口的建设基本不会对当地的耕地总量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港口建设过程中必须节

约利用土地，在下一层次的港区详细规划及具体项目建设过程中都应当优化设计，尽量减少

占地，尤其是减少占用耕地。

14.5.2.赤壁港岸线利用规划与港口总体布局的合理性分析

赤壁港大部分港区的规划岸线尽可能的避开了不适合港口岸线、生活岸线、生态岸线以

及水源保护岸线；对城市规划中已确定的城市生活岸线均做出了有效避让；对沿河地区主要

城市生活饮用水源地保护岸线也给与了重视，规划中的规划岸线已全部避让饮用水源一级保

护区岸线。本轮规划岸线与其他岸线仍然存在一些竞争性使用的问题，特别是与饮用水源保

护区岸线、陆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岸线、湖北长江新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岸线之间的竞争将

成为岸线规划利用的主要制约因素。可能产生竞争性使用的岸线主要集中于陆水湖大坝港区。

本次评价建议陆水湖大坝港区已避让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长江（赤壁）港区已避让

湖北长江新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核心控制区，通过采取以上岸线避让方案后，赤壁港岸线利

用规划与港口总体规划具有合理性。

14.5.3.规划目标的可达性

（1）港口规划的实施不会改变对应陆水河流域、陆水水库及陆水湖水体的功能，不降低

水环境质量目标。评价提出规划各水平年的污水处理率和回用率均达到 100%的环境目标要求

能够达到。

（2）散货码头的实施会对区域大气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区域环境质量达标率可以达

到 100%的环境目标要求，通过设置防护距离带确保新建港区外居民区粉尘达标率可达到

100%的要求。

（3）港区总平面布置调整、实施噪声防护带等措施控制港口噪声污染，港区噪声达标率

可以达到 100%的环境目标要求，对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100%达标。

（4）港区垃圾通过合理处置，港区固废处置率可以达到 100%的环境目标要求。

（5）港口工程的建设，短时间内生态适宜度会有所降低，通过港区绿化、污染防治措施

的落实，生态适宜度会逐步好转。评价提出了港区绿化覆盖率达到可绿化面积的 15%(2025

年)和 18%(2035年)的环境目标完全可以达到。

（6）赤壁港规划岸线长度为 4960m，自然岸线长度为 158100，规划岸线占自然岸线长

度的 3%，本轮规划自然岸线保有率为 97%，达到了规划提出的自然岸线保有率 85%的要求。

（7）本次规划不占用自然保护区岸线，达到了自然保护区岸线保有量率 100%的目标。

14.5.4.规划环境承载力分析



赤壁港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13 规划的不确定性分析

378

（1）规划新建的港区区域水、气和声环境质量良好，具有一定的环境容量。

（2）拟规划的作业区实施后生产和生活污水发生量相对较小，污染因子单一。各作业区

污水接入后方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或处理后作为中水回用，不得排入陆水河流域、陆水水库、

陆水湖，对相应区域的地表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3）港区在采取相关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后，散货码头粉尘对港界的影响能够达标，敏

感目标环境空气质量可达标。

（4）规划实施后，对陆水河、陆水湖岸线资源及土地利用资源的承载力是可承受的。

14.6.规划方案的优化调整建议与规划实施建议

14.6.1.基于“三线一单”的管控要求

（1）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根据《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2017年），陆水湖大坝港区和长江（赤壁）港

区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但 2个港区的功能均为旅游和公务，符合生态红线相关管控要求。

（2）环境质量底线管控要求

区域现状环境质量达标，主要从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控制，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低于区

域环境容量时，才能保证区域环境质量达标。根据前文分析，区域环境有足够的承载力容纳

港区污染物的排放。未来规划实施过程中应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以减轻港区灰粉尘、挥发性

有机物等污染物对环境空气影响、减轻废水排放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为原则，进一步降低港区

污染物排放总量，坚守环境质量底线。

（3）资源利用上限管控要求

本轮规划实施过程中，应以本轮规划占地面积为上线，严格限制各港区占地面积，严禁

随意扩大港区占地面积；应以根据本次环评的规划优化调整建议，进行削减调整后的岸线规

模为岸线资源利用上线，严格控制各港区岸线长度，严禁随意扩大各岸线长度。

（4）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本评价根据各港口的环境条件，并综合考虑实际港口的发展需要，提出各港口的环境准

入负面清单，主要包括：

1）对已规划用途的港口岸线应限制发展其他不相符的货运功能，确需发展须经充分论证，

并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

2）对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位规划、同位规划的港口岸线泊位应禁止其建设；

3）规划实施后，所有港口产生的污染物须经合理处置，严禁直排；

4）严禁向陆水湖、陆水水库、陆水风景名胜区、湖北长江新螺白鱀豚保护区等范围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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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污染物，严禁污水直接排入陆水河和长江（赤壁段），须采取合理措施处理达标后方可排

放。

5）对规划为油品运输和水上加油用途岸线内码头项目，应禁止输运除油品外的其他危险

化学品，并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制订完善的事故应急预案。

14.6.2.优化调整建议

（1）本轮规划应进一步巩固规划区域非法码头（官田作业区 1个过渡性货运泊位）综合

整治成果，并退还恢复为自然岸线。

（2）根据赤壁市林业局叠图分析，规划的望山作业区占用部分天保林、天然林，不符合

天然林保护相关规定，本环评建议望山作业区须取得省级立项或调整位置避开占用天然林、

天保林。

（3）长江新螺段国家级白鱀豚自然保护区范围已申报调整，待调整方案审批后，根据实

际情况，可按照调整后的自然保护区的要求和本次规划的岸线和泊位开发利用长江岸线，本

次规划保留长江岸线并对其进行开发规划，待后期保护区范围调整方案正式审批后再启动开

发利用。

14.6.3.规划实施建议

（1）对环境保护规划的补充完善建议

陆水河赤壁段下游是湖北嘉鱼珍湖国家湿地公园及白鱀豚自然保护区，根据第三章对相

关水生动物的产卵习性的描述，建议港口施工作业避免在每年的 3-6月的产卵季作业。

主要作业区现有工程污染防治措施未完善并有效运行前，禁止新开工建设新的泊位和码

头工程。

（2）港口规划建设实施方式的建议

①针对部分作业区规划规模较大、泊位较多、占用岸线较长、周围敏感点复杂的特点，

港口规划建设实施应以“分区、分期”为原则，有序开展港口建设，降低开发活动对陆水河及

陆域环境敏感区的影响。

②港口疏浚及相关河段疏浚应采取分段、分条、分层施工方法。

对于环保绞吸式挖泥船，当挖槽长度大于挖泥船浮筒管线有效伸展长度时应分段施工；

当挖泥厚度大于绞刀一次最大挖泥厚度时应分层施工；当挖槽宽度大于挖泥船一次最大挖宽

时应分条施工。

对于环保斗式挖泥船，当挖槽长度大于挖泥船抛一次主锚所能提供的最大挖泥长度时应

分段施工；当挖泥厚度大于泥斗一次有效挖泥厚度时应分层施工；当挖槽宽度大于挖泥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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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最大挖宽时应分条施工。

对环保疏浚工程，应先疏挖完上层流动浮泥后再疏挖下层污染底泥。对于近岸水域部分，

为保护岸坡稳定，可采用“吸泥”方式施工。

疏浚堆场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尽量选择低洼地、废弃的鱼塘等，少占用耕地；尽量选

择具有渗透系数小或对污染物有吸附作用土层的场地。

（3）港口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的补充完善建议

针对不同的港区和码头，在建设项目环评阶段请有资质的环保单位开展防风网的专业设

计，要从防风网的结构形式、安装形式、开孔率、高度、材质等几个方面综合考虑，以保证

防风网的除尘效率；堆场喷水应保证煤或者矿石的含水率在 6%~8%，控制起尘量；考虑到冬

季寒冷，湿法除尘较难发挥作用，应通过采取苫盖、撒抑尘剂等措施减少扬尘污染；夏季气

温较高，蒸发量大，应根据天气情况加大喷淋频率，尤其是在上午 10：00~下午 4：00期间，

气温全天最高时段，应保证这段时间喷淋次数在 3次以上，夜间气温较低时，可适当降低喷

淋次数；为防止码头作业面、堆场道路矿粉在风力作用下形成二次扬尘，应定时洒水，采用

吸尘车除尘，作业过程中码头作业面应保持湿润，干燥及大风天气应加大洒水频率和强度应

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在大风来临之前，做好堆场的喷淋工作，加大堆场的喷水频次，对堆场、

廊道附近、码头作业面洒落的矿石粉尘予以清扫；在不利天气条件时应停止卸船作业，并对

堆垛加篷布毡盖。

明确提出编制赤壁港风险防范和应急方案，在相应港区设置化学品水上应急、处理设备

的要求。

（4）港口噪声防治污染规划的补充完善建议

结合城市规划和建设，合理利用疏港公路两侧土地，逐步完善疏港公路两侧防护林带。

在不采取降噪措施的前提下，疏港公路两侧 200米范围之内不宜建设居民区、学校、医

院等敏感建筑，而是用于仓储、工业、园林等声环境不敏感的场所。

14.6.4.对规划编制单位与赤壁市相关部门的建议

下一步工作中，规划编制单位应从赤壁港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运输规划、区

域水环境功能区划和现有生态敏感区总体规划达到全面协调的角度，就保护区划分范围、管

理要求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饮用水源地等生态敏感性特点及保护要求等

问题，与相关部门继续开展深入的沟通互动工作，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

14.6.5.预防或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

（1）对不符合规划的泊位和作业区实施退出或调整机制，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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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进行港口建设规划，优化港口水工建筑，减少占用滩涂面积，减轻对水生生态

的影响。在进行相关水域疏浚作业时，应选择产生悬浮泥沙较少的施工工艺，并根据水位变

化采用分层防护方式。

（3）对于临时占用的土地，一旦施工结束，须立刻恢复原状，尽量减少施工临时占地带

来的不利影响。

（4）对于规划作业区坚持“分区、分期”建设的原则，根据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及

需求重点，按轻、重、缓、急，有序开发的原则，逐步开发作业区，尽量避免整个作业区同

时开工建设。

（5）定期开展生态监测。以适时掌握港口开发对区域水生生态的影响。

（6）到港船舶污水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接收上岸处理，不得在码头排放；港区污水优先考

虑纳入市政污水处理系统，对港外无接受污水的系统时，码头应自建污处理系统，处理后回

用。严禁污水排入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保护区范围内。

（7）考虑到港口未来的发展及周边敏感目标的分布，建议作业区在规划散货泊位、堆场

时尽量远离作业区边界，并在作业区边界靠近敏感目标处设置绿化防护林带。液体化工品罐

区周边大气防护距离应根据具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结论确定。应加强煤炭、水泥等作业

的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严格控制扬尘污染。

（8）在具体港口设计的总图布置中应合理布置厂界附近的港口布局，高噪声场所到港区

边界的距离应大于噪声源的最小达标距离。

（9）规划疏港道路在具体选线过程中应重视集疏运通道的噪声影响，尽量避绕居住区、

学校、疗养院等声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建议规划部门进行功能区规划和城市规划时，应重视

疏运道路的影响，对沿线地区的声功能区加以限制和控制，在疏港通道两侧未达到 2类声环

境功能区标准的范围内尽量避免规划建设敏感建筑物。此外，在道路两侧和港区周围种植防

护林带，起到隔声降噪的作用。

（10）建议所有作业区均应采用先进的机械设施和生产工艺，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削

减污染源，达到国内先进港区的水平。

（11）建议官田作业区的油品码头和油品暂存区，在开发利用阶段应设置独立的应急资

源储备库，按照《港口码头水上污染事故应急防备能力要求》（JT/T451-2017）储备常用的

溢油应急处置物质，并配备相应的应急设备。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要求，

完善港区的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制度。储罐采取挥发量低的罐型，做好有毒有害气体和火灾预

警监控系统，减少废气挥发和突发环境事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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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固体废弃物处理实行分类收集，实现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13）加强导航系统建设及船舶航行的管理；完善和严格作业程序，加大稽查和处罚力

度，减少溢油事故发生率；事故应急处理队伍与应急设施的建设必须及时完善。

14.7.评价总体结论

综上所述，本轮规划环评有如下评价结论：

（1）本规划方案与赤壁城市总体规划基本相符，规划环评对于占用部分天保林、天然林

的望山作业区建议取得省级立项或调整位置避开林业限制因素；规划环评建议在湖北长江新

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调整方案正式审批后，根据审批要求和本次规划对长江（赤壁）港区开

展开发利用；规划环评建议在《全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调整情况》正式发布后，根据调整

要求和本次规划对陆水湖大坝港区开展开发利用。同时规划环评严格要求各港区作业区采取

合理的保护措施，禁止污染物直排。整体来看，本轮规划从环境保护角度具有积极的意义。

（2）规划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交通运输效益，降低资源消耗。在对

规划方案进行局部调整和优化、解决部分规划不协调问题、严格执行规划实施时序要求、落

实本次评价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提高风险事故应急能力，并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的基础

上，规划实施不会给赤壁市环境承载力带来较大压力，从资源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赤壁港

总体规划修订（2035年）》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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