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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项目概况

1.1.1 项目名称：****集团有限公司********湾海洋牧场建设项目

1.1.2 建设单位：****集团有限公司

1.1.3 建设地点：****人和镇沙窝岛渔港南部海域

1.1.4 建设年限：3 年（2010.11-2013.10）

1.1.5 建设规模：用海面积 70.2900 公顷。依托****湾外岛礁和资源

优势，建造以石料、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等材料组成的人工鱼礁、移

植各种藻类、底播增殖海参、鲍鱼等海珍品苗种及经济鱼类苗种等形

成一定规模的海洋牧场。投礁总规模为 12.24 万 m3·空。购置看轻潜

装备 5 套，潜水作业船 5 艘、看护管理船 1 艘、监测设备(含水下摄像

机 2 台)1 套、运输船等设备。

1.1.6 进度安排：全部工程分为三个年度（三期）完成，期限从 2010

年 11 月到 2013 年 10 月。其中：第一年度（第一期）工程计划从 2010

年 11 月开始到 2011 年 10 月；第二年度（第二期）工程从 2011 年 11

月开始到 2012 年 10 月；第三年度（第三期）工程从 2012 年 11 月开

始到 2013 年 10 月。 

1.1.7 投资估算和分年度使用计划：本项目总投资 2275.00 万元。其

中，鱼礁建设工程费 1911.00 万元，设备购置费 97.00 万元，藻类移

植费用 30.00 万元，其他费用 100.10 万元，预备费用 106.90 万元，底

播苗种费用 170.00 万元。

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分三个年度投入，第一年度完成投资额 800 万

元，第二年度完成投资额 750 万元，第三年度完成投资额 725 万元。 

1.1.8 资金筹措：本项目总投资 2275.00 万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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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使用金支出项目建设经费补助 600 万元，占总投资 26.37%；当地

市县财政配套资金 24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0.55%；建设单位自筹

1435.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63.08%。其中，2010 年申请省级海域使用

金 200 万元，****市财政配套 80 万元。

1.1.9 经济效益：项目建成后，每年在人工鱼礁区适时投放鱼类苗种 25

万尾，海参苗种 75 万头、鲍鱼苗种 75 万只以及移植大型经济藻类；

另有海带、紫菜养殖等收获。通过看护管理，并实施严格的限量回捕，

2 年长成期后，预计年均可获海参 20 万头，鲍鱼 20 万只，鱼类等 100

吨，贝类等年均可收获 80 吨，预计年可实现总收入 600 万元以上。

1.2 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范围

本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集团有限公司利用上级专

项补助资金及自筹资金，在****人和镇沙窝岛渔港南部海域，建设

99.66 公顷海洋牧场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根据国家发改委对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的内容、深度和广度的要求，结合本项目特点，确定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范围如下：

1.2.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以及目标和任务

1.2.2 项目承担单位的基本情况

1.2.3 项目建设地址的选择及基础资料、资源、环境条件

1.2.4 项目建设内容、规模及配套条件

1.2.5 项目建设的技术、经济方案分析比较

1.2.6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1.2.7 项目建设期限和实施进度

1.2.8 项目建设的组织管理

1.2.9 项目建成后经济效益分析和社会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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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项目招标投标管理

1.3 项目可行性研究依据

1.3.1****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省水产设计院编制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委托书。

1.3.2 国家发改委、建设部颁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第三版）

1.3.3《****省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人工鱼礁项目技术规程（试

行）》

1.3.4《****省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增殖资源监测规程（试行）》

1.3.5《****省海洋功能区划》

1.3.6《威海市海洋功能区划》

1.3.7《****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

1.3.8《****省近岸海域保护与使用规划》

1.3.9《****省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

1.3.10《****省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人工鱼礁项目管理暂行办

法》

1.3.11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划、方针及投资政策。

1.3.12 我国现行有关工程建设的技术规范、标准、规定、规程。

1.3.13****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基础资料。

1.4 研究结论

为改善和恢复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环境，提高渔业资源与渔业质量，

建设海洋牧场达到保护增殖和提高渔获量的目的非常必要；从区位条

件和自然条件分析在****人和镇沙窝岛渔港南部海域建设海洋牧场，

选址位置科学、合理、安全、经济，此海区建设海洋牧场是可行的；

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良好，生态效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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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海洋牧场建设把资源保护和增殖、调整捕捞作业布局等多项

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可直接安排捕捞渔民转产转业，从事人工鱼礁区

的资源增殖、科学研究、组织管理、合理开发与保护工作，并带动、

辐射水产养殖、育苗、加工、销售、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创建

和谐社会，维护渔区稳定这个角度上看，该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建造海洋牧场可以改善海洋环境，营造动、植物良好的生态环境，

为海洋生物种类提供繁殖、生长发育、索饵等的生息场所，达到保护

增殖和提高渔获量的目的，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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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建设必要性

2.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2.1.1 发展海洋经济的需求

面对人口增长、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的严峻挑战，人类不可

避免地要向占地球表面 71％的海洋索取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拓展生

存空间。其中，作为海洋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渔业为解决世界食

品供应和提供高质量蛋白质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环境变化和

捕捞过度等影响，世界范围内渔业资源的不足和衰退己成为全球性的

严重问题。在全球气候变化、渔业生产力过度发展、渔业资源严重衰

退、危及渔民生计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

人们面前的重大命题。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养殖产量的 70

％，仅****省海水养殖产量已超过 350 万吨，养殖容量日益逼近环境

承载力，因此人们不得不转向利用人工手段提供资源补充，充分利用

水域天然生产力的增殖渔业，通过海洋牧场建设和增殖放流来恢复和

增加衰退的渔业资源成为沿海地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措施和

任务。因此，建设海洋牧场对于保护和合理开发海洋渔业资源，发展

海洋渔业经济非常重要。

2.1.2 修复海洋环境的需求

由于我国人口的日益增长和陆上资源有限，开发海洋资源已经成

为沿海地区解决资源瓶颈，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措施。****市

位于黄海中部与北部的交界处，沿海水域营养丰富，浮游生物大量繁

殖成为鱼、虾产卵、索饵、越冬的场所，其丰要品种有蓝点马鲛、鲐

鱼、梭鱼、花鲈、黄姑鱼、海蜇、褐牙鲆、青鳞小沙丁鱼、斑鰶、中

国对虾、日本蟳等。浅海栖息有中国蛤蜊、刺参等重要经济底栖生物。



海湾海洋牧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6

海洋渔业历来是****市的支柱产业之一，海洋渔业经济的贡献逐

年提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海洋捕捞能力的增强，海洋渔业资源

下滑，生态脆弱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遏制渔业资源持续衰退的势头，

逐步保护和恢复海域生物多样性，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发

展海洋牧场建设（人工鱼礁、种质资源保护区），这样可修复近海渔

业资源，恢复海洋生态环境。

2.1.3 海洋牧场建设有利于调整渔业产业结构

海洋渔业是海洋产业的传统支柱产业，为优化产业结构，必须大

幅度削减捕捞强度，针对近海渔业资源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目前渔船大

量过剩的实际情况，****省近年来对渔业结构进行调整，淘汰一批残

旧的渔船，转移一批劳动力从事第二、三产业，解决渔船出路和渔民

就业问题。随着****市的滨海旅游业逐渐发展，旅游项目向海上进军

是势在必行的，休闲渔业是指把休闲活动与现代渔业有机结合，以丰

富市民业余生活、增加渔民收入、发展渔区经济为目的一种新型渔业。

但由于近海渔业资源衰退，渔业观光和游钓业渔获较少，从而制约了

海洋生态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建设海洋牧场，发展游钓业，正是解决

这一矛盾的有效措施。把休闲渔业作为渔业经济的增长点来培植，推

动****市休闲渔业从渔家宴、渔家乐等传统的以食为主的方式向玩、

游、乐并举的方向发展，大力促进渔区劳动力转移。通过海洋牧场的

建设，可以建设生态渔业园或休闲渔业基地，对促进海洋渔业的发展

和渔业经济结构调整并直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农(渔)民

增收，农(渔)村稳定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有计划地削减捕捞渔船，

大幅度降低捕捞强度的同时，投放人工鱼礁可以阻止违规底拖网作业，

修复近海海洋生态环境，使渔业资源得到逐步恢复，达到可持续利用。

2.2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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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项目建设地点条件适宜

项目建设地点所处海域环境良好，无重大工农业污染源。项目区

处于石岛渔场，海区历来是多种经济水产品种的索饵、繁殖场所，分

布有多种底栖经济鱼类、贝类、棘皮动物等经济动物。海区底质以泥

沙质为主，以往在附近海区投放水泥预制礁体进行海参增殖的效果表

明，发生沉陷较小，其投放区的海参数量与岩礁区接近，并聚集了部

分岩礁性鱼类。海区环境调查结果表明，海区透明度高，光线能透射

到深水中，能满足大型海藻生长对光线的需要。因此，项目建设地环

境条件适于建设海洋牧场，并通过人工鱼礁，底播海珍品和鱼类增殖

放流。

2.2.2 项目承担单位条件优越

项目承担单位****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该公司目前已形成远近洋海上捕捞、船舶修造、国际国内海上运

输、房地产开发、海水养殖、内外贸水产品精深加工、旅游餐饮等渔、

工、贸、养、加、农并举的多元化大渔业经营格局，下辖企业近 30

个。该公司总资产 20 亿元，固定资产 18 亿元，利税 2 亿元，出口创

汇 2800 万美元。

该公司拥有海水养殖场 1 处，养殖水面 9000 余亩，年产量（藻、

贝类）1 万吨左右；网箱养鱼场 1 处，养殖水体 1 万立方米；海水育

苗场 1 处，育苗水体 5000 立方米，年育各类苗种（鱼、虾、贝、藻）

5 亿尾（株）。****集团有限公司完全有能力承担本海洋牧场项目的建

设。

3 市场分析和预测



海湾海洋牧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8

海产品以其丰富的蛋白质和营养成分而广受世界消费市场的欢

迎。人类所需动物蛋白中的六分之一来自水产生物。据 FAO 2001 年

公布的数据(为 1995-1997 三年平均) 为每年每人渔产消费量约 15.7

公斤， 较之 1950 年每人消费量之 6.5 公斤，增加 2.4 倍。全球每人

每年渔产消费量以冰岛最高为 91.1 公斤，其次是日本，为 69 公斤，

马来西亚列居第三，为 55.7 公斤，而中国仅约 24.1 公斤。

在国内，水产品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水产品的需求量亦日益增加，对产

品质和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过度的捕捞，海洋环境的污染造成了

渔业资源量的下降，日趋增加养殖产量的上升，虽缓和了供需的矛盾，

但是大量的养殖品种品质下降，产品味道不纯。因此，天然健康的水

产品已成为人们追求的热点。

近几年，市场对于“海八珍”之一的鲍鱼、海参的需求量极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重营养、重健康的饮食理念将形成风

气，鲍鱼、海参作为滋补、健康、营养的珍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

青睐，而国内养殖鲍鱼、海参的企业大多为沿海个体养殖，其规模、

资金、技术、能力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大规模的养殖企业非常少，造

成了市场优良品质的鲍鱼、海参供应能力非常低的局面，也可以这样

说鲍鱼、海参的销售市场将会属于卖方市场。因此项目建成投产后，

其产品销路不存在问题。

4 项目承担单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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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承担单位为****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有限公司是国

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创建于 1978 年，现有职工 3500 人，总

资产 20 亿元，固定资产 18 亿元，2009 年实现海水捕捞、养殖产量 15

万吨，销售总收入 20 亿元，利税 2 亿元，出口创汇 2800 万美元。公

司目前已形成远近洋海上捕捞、船舶修造、国际国内海上运输、房地

产开发、海水养殖、内外贸水产品精深加工、旅游餐饮等渔、工、贸、

养、加、农并举的多元化大渔业经营格局，下辖企业近 30 个。

（一）、捕捞业： 公司捕捞业分为远洋和近海两大部分。远洋渔

业目前共拥有渔船 17 条，其中斐济渔场 500 马力金枪钓渔船 9 条，

大西洋渔场 1800 马力鱿鱼钓渔船 3 条，印度洋渔场 800 马力金枪钓

渔船 5 条；近海渔业目前共拥有渔船 36 条，其中 960 马力冷冻船 8

条，800 马力冷冻船 4 条，600 马力冷冻船 12 条，450 马力冷冻船 8

条，600 马力冰鲜船 4 条。2009 年实现近海捕捞产量 10 万吨，远洋

捕捞产量 4 万吨。

（二）、船舶修造业：公司下属的****市远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拥有 2 个五万吨级干船坞，1 处 1200 米长深水舾装码头，8 条 5000-2

万吨级的修船滑道，1 条 2 万吨级造船平台，面积达 4 万平方米的厂

房、车间，年可修造五万吨级各类船舶近百艘，年均实现利税 1 亿元。

（三）、房产开发业：该产业是公司投资 3 亿元新打造的优势产

业，拥有润宏房地产开发公司，年内可开发商住房 12 万平方米，是

公司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海水养殖业：拥有海水养殖场 1 处，养殖水面 9000 余亩，

年产量（藻、贝类）1 万吨左右；网箱养鱼场 1 处，养殖水体 1 万立

方米；海水育苗场 1 处，育苗水体 5000 立方米，年育各类苗种（鱼、

虾、贝、藻）5 亿尾（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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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产品加工业：拥有良友冷藏厂 1 处，冷库储藏量 5000

吨；弘润水产食品公司 1 处，加工车间面积 6000 平方米，冷库储藏

量 10000 吨，设计年出口食品 1.6 万吨以上，是目前我国长江以北规

模最大的金枪鱼熟肉专业生产厂家，产品全部出口欧盟，年可实现利

润 8000 万元；龙悦冷藏厂 1 处，总库容量达 10000 吨；万利海产品

加工厂 1 处，主要以现代新技术对鱼虾贝等海产品进行精深加工；金

海大海洋生物食品有限公司 1 处，恒泰蓝海藻加工厂 1 处，主要产品

是以海带和裙带菜为原料的精深加工食品，目前产品畅销日本及韩国

等东南亚国家。 

（六）、海上运输业：现有国内油轮 3 艘，总载重量 5000 吨；国

际散装货轮 5 艘，总载重量 30000 吨。同时拥有 5 艘海上鲜销运输船，

产品直销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及地区。

（七）、畜牧饲养业：公司水貂繁育饲养业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

现有大型水貂饲养场 1 处，畜牧良种场 1 处，种貂存栏 2 万头，年产

貂皮近 10 万张；取皮中心 1 处，年加工水貂皮产量 20 余万张。

（八）、工（副）业：主要是指服务于渔业生产和为公司生产生

活提供保障的行业。拥有网具厂、鱼粉厂、制冰厂、汽车修理厂、膨

化饲料厂、槎山旅游公司等企业以及宾馆、职工医院、住宅区居委会、

物业经营部、园艺场和供电、供水、加油站等综合服务体系。

该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是“调结构，变机制，转型挖潜；抓重点，

带全面，增收增效”，经营原则是突出加强近海捕捞业，巩固提高大

洋渔业，重点发展船舶修造业，适度扩大海上运输业，快速推进旅游

房产业，稳定压缩养殖饲养业，抓紧调整加工贸易业。

5 项目建设地点及建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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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自然环境条件

5.1.1 本底调查及分析

5.1.1.1 地形、地貌特征 ****海湾大地构造上隶属于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

之胶北隆起的乳山-威海复背斜东南翼。结晶基底为元古界胶东群变质

岩系。胶东运动结束了本区地槽型沉积，褶皱隆起成山。其后遭受长

期侵蚀剥蚀，缺失古、中生代所有地层。中生代燕山运动晚期，本区

东南部有大面积岩浆侵入，这期间岩浆活动不仅持续时间长，且具有

多期性。晚近期本区处于缓慢稳定抬升阶段，厚度不大的第四纪沉积

物广泛分布。

****港一带的陆域，分布有低山丘陵，其岩石主要为太古界胶东

群变质岩，岩性有黑云母片和石墨片岩、变粒岩等。

5.1.1.2 底质 本项目区所处海域主要以泥沙质底质为主，附近存在部分

岩礁底。

5.1.1.3 项目区地理位置 本项目选划的海洋牧场区域位于****市****湾

以外海域（见表 5.1、图 5.1-1），水深范围在 7－15m 之间，海底为平

坦的泥沙沉积，水流畅通，水质清新，各项理化因子皆符合国家规定

的二类渔业水质标准，符合海洋牧场建设条件。

表 5.1 ********湾海洋牧场区界址点坐标

序号 经度（E） 纬度度（N） 面积（公顷）

A 122°11′05.49" 36°49′10.08″

B 122°11′05.49" 36°49′31.51″

C 122°11′48.25" 36°49′31.53″

D 122°11′48.58" 36°49′10.08″

7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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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湾海洋牧场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 5.1-2****湾海洋牧场用海位置示意图

5.1.2 气象

********湾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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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环海海滨，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属温带东亚季风区大陆性气

候。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明显。本区气象资料选用****市气象台

的气象观测资料。

5.1.2.1 气温  多年平均气温为 11.5℃。气温年变化具有明显的季节特

征：冬季各月平均气温在—1.2－2.0℃之间，其中 1 月份为－2.0℃，

是全年最低的月份。夏季各月平均气温在 18.3－24.7℃之间，8 月为

全年气温最高月份，平均达 24.7℃。

5.1.2.2 风况  ****湾多年平均风速为 3.8m/s，春季平均风速最大，冬

季次之，秋季最小；历年年最大风速为 21.3m/s，风向为 WSW，出现

在 1977 年 10 月 30 日。多年平均风力≥8 级的大风日数为 19.1d，最少

为 4d，12 月为全年大风最多月份，平均大风日数为 2.9d（最多为

11d），4、11 月份次之，分别为 2.8d、2.5d，7 月和 9 月大风最少；在

一年中，1～3 月、9～12 月最多风向均为 N、NNW，其频率在 9～16

％之间，4～8 月最多风向为 S，频率在 17～26％之间（见表 5.2、图

5.1-2）。 

    

0

1

0

2

0

3

0

4

0

N

E

S

W
平均风速(m/s)

最大风速（m/s)

频率（%）

图 5.2****湾风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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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湾多年各月风速风向及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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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降水 多年平均降水日数(≥0.1mm)86.2 天，以夏季最多，秋季次

之，冬季最少。就月份而论，7 月降水日数最多，多年月平均为 l3.8

天，1 月最少，多年月平均仅有 4.1 天。

5.1.2.4 雾：以平流雾为主。多年平均雾日为 31.1d，各月都有出现，

但主要集中在 4-7 月，月平均有雾数 4.8—6.9d，四个月的雾日之和为

22.6d，占全年的 73％。9-12 月平均有雾日数在 0.8d 以下。

多年年最多雾日为 45d(1964 年 )。其中：4、7 月最多，雾日在

11—15d：3 月、8 月和 10 月次之，为 5.6d；11 月至翌年 2 月雾日较

少，在 4d 以下；9 月是全年雾日最少的月份，仅有 2d。多年各月平

均雾日为 15d，出现在 4 月。

5.1.3 海洋水文

5.1.3.1 潮汐 本项目区附近（****角）为规则半日潮。潮位特征值（按

当地理论最低潮面计算）：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

平均风速

（m/s）
4.1 4.5 4.6 4.9 4.1 3.6 3.4 3.1 2.7 3.0 3.8 3.8 3.8

风速

（m/s）
20 18 20 20 19 16 14 16 15 21.3 18 17 21.3

最

大
风向 ESE NNW NNW

N

NW
WNW

SE

SSE
S SSE NW WSW NNW WNW WSW

平均日

数（d）
1.9 1.6 2.1 2.5 1.5 0.7 0.5 0.6 0.5 1.5 2.8 2.9 19.1

最多日

数（d）
6 4 5 6 5 4 2 2 2 4 6 11 37

≥

8

级
最少日

数（d）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4

C N C N C N

风向
NNW NNW NNW S S S S S N

C、

S
N

C、

WNW
C、S

最

多

频率（%） 20,16 15 13 17 19 26 21 18 23,10 28,9 23,10 23,11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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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海平面         1.96m
平均高潮位         3.17m
平均低潮位         0.64 m
平均潮差           2.53 m
最高高潮位         4.05 m
最低低潮位        - 0.35 m
平均涨潮时间       06 时 10 分

平均落潮时间       06 时 25 分

最大潮差           3.94 m
最小潮差           1.06 m

5.1.3.2 波浪  本海区一年四季均是以风浪为主，其次是涌浪为主的混

合浪，风浪和风浪为主的混合浪两种波形年出现频率为 76.7％；涌浪

为主的混合浪波型年出现频率为 23.2％。

5.1.3.3 潮流  本项目区附近潮流为往复流，涨潮流向为东南向，流速

0.76m/s；落潮流向为西北，流速 0.76m/s。

5.1.3.4 海洋自然灾害类型

（1）寒潮大风：寒潮是秋、冬季主要大风天气系统。此类大风强

度大，一般 7－8 级，海上最大可达 9－10 级；持续时间长，一般 2～

3 天以上，影响范围极大。寒潮入侵时，造成大风、阵雪和气温急降

天气。寒潮造成的 48 小时降温范围一般在 15℃以内。大风会引起沿

岸增水或减水，就本区来讲，寒潮大风基本为离岸风，在近岸海域一

般不会造成具有破坏性的大浪。在远海，在持续大风的作用下，往往

会形成长周期的涌浪与风浪相互叠加的大波浪。

(2)气旋大风：气旋大风是春季主要大风天气系统，由蒙古至东北

地区的气旋发展而造成的西南大风，强度一般在 6～8 级，最大可达 9～

10 级，持续时间一般在 1-3 天。当气旋东移后，转偏北向大风，风力

常小于气旋前部的西南大风，故春季有“南风不欺北风”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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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风：影响****湾的台风主要出现在夏季和初秋，平均每年约

一次。当台风中心穿过****半岛或在半岛以东横海穿过时，其风力可

达 8～12 级，狂风暴雨危害甚大。另外，受浙江至苏北登陆北上之台

风外围影响，常造成 6～8 级的大风。台风在南黄海中部时，其风向

多为偏南向，随着台风中心向半岛区移动时，台风方向逐渐向偏东向

转移(多为 ESE、E 或 ENE 方向)，当台风跨过****半岛进入渤海或北

黄海时，台风方向往往转偏东北向(即为 NE 和 NNE 向)。但无论方向

如何转变，均可在海上造成很大的波浪。

5.1.4 海洋化学

5.1.4.1 水温  春季表层水温在 11.3～17.0℃之间，底层在 10.0～11.6℃

之间，夏季表层水温为 21.4～25.7℃，底层为 12.9～22.7℃，近岛高

于远岸。

5.1.4.2 盐度  春季表层为 30.7℃左右，底层为 30.8℃左右，夏季表层

为 30.4℃左右，底层为 30.6℃。

5.1.4.3 pH 表层海水 pH 变化范围在 7.95～8.35 之间，底层海水 pH 变

化在 7.99～8.07 之间。

5.1.4.4 溶解氧 DO 含量在 13.33mg/L~15.04mg/L 之间。

5.1.4.5 化学需氧量 COD 含量在 1.44mg/L~3.2mg/L 之间。

5.1.4.6 无机氮 无机氮含量在 0.118mg/L~0.282mg/L 之间。

5.1.4.7 磷酸盐 含量在 0.03~0.017mg/L 之间。

5.1.4.8 重金属 铜含量在 0.00~0.65μg/L 之间。镉含量在 0.09~0.12μ

g/L 之间。锌含量在 0~2.63μg/L 之间。铅含量在 0~1.83μg/L 之间。

总铬含量在 2.39~3.06μg/L 之间。石油类含量在 0.019~0.231mg/L 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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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海洋生物环境（中国海洋大学所于 2007 年 11 月调查）

5.1.4.1 叶绿素 a

经调查海域叶绿素 a的含量变化范围在 0.00～2.547 µg/L之间，

叶绿素 a的含量较低。

5.1.4.2 浮游植物

本次在调查海域采集到浮游植物 56种，主要隶属于硅藻、甲藻和

两门类，其中硅藻出现 47 种，占浮游植物种类组成的 83.9％，甲藻

出现 8种，占浮游植物种类组成的 14.3％。优势种为海链藻属和根管

藻属。

      图 5.3浮游植物组成比例图

5.1.4.3 浮游动物

2007 年 11 月调查采集到浮游动物 10 种（类），浮游动物种类组

成中，节肢动物占 8种，浮游幼虫占 1种，毛颚动物占 1种。主要优

势种为小拟哲水蚤、强壮箭虫和中华哲水蚤，其中小拟哲水蚤在海区

中个体数量平均为 24.5×103 个/m3，占个体总数的 66.6％，强壮箭

虫在海区中个体数量平均为 7.5×103个/m3，占个体总数的 20.5％，

中华哲水蚤在海区中个体数量平均为 3.5×103个/m3，占个体总数的

9.4％。优势种个体数量合计在海区内平均为 35.5×103个/m3，占个

体总数的 96.5％，其它占 3.5％。

5.1.4.4 底栖生物

其它1.8%
甲藻类14.3%

硅藻类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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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共鉴定大型底栖生物 43种，分别属于多毛类、软体类、

甲壳类等。其中，多毛类 21 种，占底栖生物种类组成的 48.8％，软

体类出现 7 种，占底栖生物种类组成的 16.3％；甲壳类出现 12 种，

占底栖生物种类组成的 27.9％，其他类出现 3种，占底栖生物种类组

成的 7.0％。

图 5.4 　底栖生物种类组成比例图

大型底栖生物平均密度变化范围在 160个/m2～2020个/m2之间，

密度组成主要以环节动物、软体动物为主，其中环节动物平均为 695

个/m2，占个体数量的 85.8％，软体动物，平均为 56.7 个/m2，占个

体数量的 7.0％，其次是甲壳类平均为 50 个/m2，占个体数量的 6.2

％，其他类所占比例最少，平均为 8.3 个/m2，仅占个体数量的 1.0

％。

底栖生物丰度指数在 0.55-1.40之间，平均值为 0.97；多样性指

数在 1.57-3.34之间，平均值为 2.51；均匀度指数在 0.50-0.93之间，

平均值为 0.77。

5.1.4.5 游泳动物

分布洄游的种类有 260种，较重要的经济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约 80

种。底层鱼类有：小黄鱼、白姑鱼、叫姑鱼、梅童、鲈鱼、大泷

其它类7%
甲壳类 28%

软体类 16% 多毛类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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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线鱼、真鲷、鳕鱼、梭鱼、绿鳍鱼、海鳗、星鳗、孔鳐、华鳐、

真鲨、牙鲆、高眼鲽、黄盖鲽、石鲽、半滑舌鳎、绿鳍马面鲀等，约

占 56%。上层鱼类有：蓝点马鲛、银鲳、鲐鱼、青鱼、沙丁鱼、黄鲫、

青鳞、玉筋鱼、刀鲚，约占 22%。

无脊椎动物有：对虾、毛虾、鹰爪虾、口虾姑、太平洋柔鱼、金

乌贼、针乌贼、日本枪乌贼、短蛸、三疣梭子蟹、日本鲟、毛蚶、魁

蚶、海蜇等，约占 22%。

5.1.4.6 海洋环境质量评价

根据中国海洋大学 2007 年 11 月对附近海域水质调查分析结果表

明，pH、DO、COD、无机氮、活性磷酸盐、铜、铅、锌、总铬、镉、

汞、砷均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要求。

对附近海域沉积物分析结果表明，沉积物各参评因子均符合一类

沉积物标准，表明监测海域表层沉积物质量良好，未受到硫化物、有

机碳、重金属的污染。

5.2 社会环境条件

从有关部门对********湾外苏门岛附近投放人工鱼礁效果看，通

过对鱼礁区海洋环境因子的调查、水下观察、主要渔获群体的生物学

测定以及渔获产量的分析，都证明了人工鱼礁的建设对于改善海洋生

态环境、提高渔获产量起到重要作用。当前人们的海洋意识增强，关

注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风尚在提高。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势力不断增强，****市作为沿海城市，

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应该讲在资金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集团有限公司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该所现有总资

产 20多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1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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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时该所有较为完善的试验设施，拥有适宜进行人工鱼礁试

验的浅海海域，完全可以承担本项目的配套资金。海洋牧场建设是恢

复生态环境的公益性工程，应由政府投入引导，采取多渠道融资方式，

加大投资力度，才能把海洋牧场建设工程做大做强，从而发挥巨大的

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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