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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于2006年1月1日颁布，该法明确要求全国

及各省市制定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总量要求和实施计划，风电是具

备大规模商业化开发条件的可再生能源之一。2006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

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促进风电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将对风能资源

详查、风电研发体系、检测认证体系和风电设备国产化给予政策支持。2009年6

月10日，《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该规划

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优化能源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形成以风

电和核电为主体、生物质能发电为补充的新能源产业体系，重点推进大丰、东台、

滨海、灌云等陆地风电项目和沿海滩涂海上风电开发，建设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2016年12月29日，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了《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

办法》（国能新能[2016]394号），规定了海上风电发展规划编制、海上风电项

目授权等各个环节的程序和要求，使我国海上风电开发得以规范，海上风电也进

入健康快速发展期。

江苏省近年来风电事业发展迅猛，先后参与了全国陆上风电第一、第二、第

三批特许权招标及第一批海上特许权招标项目。从目前风资源开发及规划情况看，

江苏省可供开发的陆上风电场资源有限，海上风电场开发成为江苏省进一步发展

风电事业的必由之路。为加快开发江苏沿海风能资源，建设单位如东海翔海上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在江苏如东近海海域建设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场项目，该风电

场区共安装100台4.0MW风机，总装机容量为400MW。

2018年12月28日江苏省发改委以苏发改能源发[2018]1328号文《省发展改革

委关于如东海翔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场项目核准的批

复》（附件1）核准了本项目。2019年12月如东海翔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委托

浙江碧扬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并于2019年12月13日取得了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

批复意见（通环审[2019]7号）（附件2）。

技施阶段，本项目海上升压站发生调整，其中海上升压站位置和基础结构型

式未发生变化，主要是升压站上部组块进行部分调整。本工程为新建海上风电场，

属于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对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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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附件1“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试行）”可知，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因此，建设单位应编制《建

设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场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3

2.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场项目

（2）项目性质：新建

（3）建设单位：如东海翔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建设规模：共布置100台单机容量4.0MW的风力发电机组，装机规模为

400MW。本工程电气系统分两部分布置，海上布置220kV升压站，陆上布置集控

中心。220kV海上升压站将35kV电压升压至220kV，经220kV海底电缆将风机所

发电能输送至陆上集控中心后，就近转入电网系统。

（5）地理位置：江苏如东H7#风电场位于整个如东规划区域东北角，场区

中心离岸距离约62km，水深在7.5～22.9m之间，海底地形变化较为平缓。风电场

形状呈梯形，东西方向长约为17km，南北方向平均宽约为3.8km，风电场涉海面

积64km2，规划容量400MW。

图2-1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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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动情况

3.1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3.1.1环保手续的办理情况

本工程已办理环评手续，环保手续办理情况见表3.1-1。

表3.1-1 环保手续的办理情况

项目名称 批复文号 批复时间 审批部门

江苏如东H7#海上

风电场项目
通环审[2019]7号 2019年12月13日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3.1.2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对照环评批复和实际建设情况，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见表3.1-2。

表3.1-2 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意见提出的环保措施 实际落实情况

1

（一）合理安排施工进度，注意保护环境

敏感目标。尽量减少海底开挖面积、开挖

量，缩短水下作业时间，严格控制海缆施

工范围与强度，避免施工悬浮物剧烈扩散

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海底电缆施工前进行路由勘察，根据海

底地形确定敷设分区方式，分别采用海

上专用电缆敷设船、两栖挖掘机进行电

缆敷设，尽可能地减少了海底开挖面积、

开挖量。

2

（二）优化施工方案， 严格施工管理。

海底电缆工程施工必须严格制定施工规

划。电缆沟槽开挖产生的沙土应在电缆入

沟槽后及时回填弃实，防止沙土随潮流入

海。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禁止超出作

业区作业。施工区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

用，含油废水应由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

理。

施工期间，施工单位铺设电缆时，合理

布置铺缆顺序，按前期完成机位情况，

按回路为单位，按序施工。电缆敷设完

成后对电缆沟槽开挖产生的沙土在电缆

入沟槽后及时回填。含油废水交由南通

亿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接受处理。

3

（三）加强施工船舶管理。施工船舶在水

域内定点作业、船舶停泊及施工营地，均

应根据施工作业场地采取合理的环保措

施，确保不发生船舶污染物污染水域的事

故。

选择符合环保要求的施工船舶，并加强对

船舶排污的管理，确保机舱含油污水、生

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的排放满足《船舶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有关要求。加强对施工

船舶的管理，防治机油溢漏事故的发生。

船舶污染物应由具资质单位接收处理，

施工船舶污染物排放的监督管理应纳入

当地海事部门船舶监督管理系统。施工中

禁止向海洋抛弃各类固体废物，并避免各

类物料散落海中。

施工期间，现场负责人严格控制施工船

舶在工程海域内进行施工活动，并在施

工边界设置了警示灯浮标。船舶设置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生活污水（已取得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生活垃

圾、含油污水均委托南通亿洋船务工程

有限公司清运处置。并制定了溢油事故

应急预案，配备了应急物资，与南通亿

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溢油事故应

急处置协议。施工期间未发生溢油事故。

4

（四）加强工程海域鸟类保护。应避免夜

间施工，以减少对鸟类栖息、觅食等的影

响。近岸段潮间带海缆施工应避开春秋鸟

类迁徙高峰期和越冬期o 加强施工期鸟

海上施工船舶的照明设备选用了白色光

源，并尽可能限制了灯光的照明范围，

减少对鸟类的影响。100台风机均采用

了红色涂装，旋转时可形成警示色，降



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场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5

序号 环评批复意见提出的环保措施 实际落实情况

类观测，一旦发现鸟类伤亡事故立即停止

施工，确保险情解除后方可继续施工。

在风机上采用警示色彩标示等方法，降低

鸟类撞击风险。鸟类迁徙高峰期间或鸟类

集中穿越风电场区时，派专人巡视风场，

记录鸟类撞击情况。加强特殊极端气象情

况下的风电场运行管理，必要时应停止运

行风机，以减少鸟类撞机伤亡。

低鸟撞风险，建设单位设有专职人员定

期对风电场进行巡视，并安装了现场监

控系统，对风电场实时监控。在鸟类集

中穿越风电场或极端气象情况下，管理

人员及时停止风机运行，减少鸟类撞机

风险。

5

（五）加强环境监测。应制定工程施工期、

运营期的各项海洋环境(水动力环境和冲

淤变化、海洋生物、渔业资源、海水水质

等) 、声环境、鸟情等的监测和观测方案，

委托有环境监测资质的机构对工程项目

附近水文、海水水质、噪声进行监测和评

价，并委托鸟类相关专业机构对工程海域

鸟类观测，并定期向如东生态环境局报

告。

建设单位委托国家海洋局南通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站分别于 2020年和 2021年的

春季、秋季以及 2022年的春季进行了海

洋环境跟踪监测和鸟类观测，并出具了

海洋环境跟踪监测报告和鸟类观测报

告。

6

（六）落实海洋生态修复措施。你单位应

根据《报告书》内容，编制生态修复方案，

落实生态补偿措施并开展海洋渔业资源

生态补偿。海洋生态补偿情况作为本项目

建设环保措施纳入竣工验收。

本项目生态修复工作由如东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统筹规划，建设单位已与如东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如东 H7#海
上风电项目海洋资源生态补偿自己缴纳

协议》，生态补偿金 2978.38万元分 3年
缴纳，计划于 2024年 6月前完成全部缴

款。

7

（七）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落实《报告书》

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完善突发环境事故

应急预案，采取切实可行的工程控制和管

理措施，防止发生污染事故。环境风险应

急预案应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海上升压站一层设置 2个事故油罐，容

积共 100m3，海上升压站单台主变压器

储油量约为 60m3，事故油罐可满足单台

主变压器事故状态下排油需求，防治海

洋工程污染损害应急预案正在编制。

8
（八）工程完工后，你单位应抓紧办理环

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运行。

建设单位已委托了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编制本项目的环保竣工验收报

告。

3.2项目变动情况

3.2.1变动情况

3.2.1.1海上升压站调整

（1）海上升压站平面布置调整

环评报告内容：海上升压站布置在71#风机东侧海域1080m处，该海域海底

高程约为-22.00m。

实际建设情况：海上升压站采用整体式布置，包括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下

部结构采用导管架型式，并设置了4根钢管桩。上部结构拟整体安装，即整个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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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站包括其内部。的电气设备在陆上建造、组装后整体运输和安装。海上升压站

为三层布置。一层(甲板层)底部高层位于极端高潮位下最大波高时波峰以上，一

层靠近甲板边缘处布置有逃救生设施，主变下方布置事故油池，同时本层也作为

电缆层使用。二层安装2台220/35kV主变压器，主变本体位于室内，散热器分体

布置在外挑平台上；主变室一侧布置GIS室、高抗室；主变室另一侧布置低压配

电室、40.5kV开关室。三层主要为主变室、GIS室、高抗室上空区域，并布置有

通信继保室、蓄电池室、应急配电室和暖通机房。屋顶层布置柴油机。

变更说明：工程实施阶段，结合招标设备情况，对海上升压站总平面布置进

行了优化设计，对配电室等房间进行了调整，优化后，整体布局更加合理，站内

电缆、管路连接更加顺畅；柴油机调整至二层，降低了油泵扬程，运维期柴油补

充更加便捷；屋顶增加了直升机平台，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平台登乘方式，也便于

人员在紧急情况通过直升机逃生。

（2）事故油罐容积调整

环评报告内容：为防止主变压器发生事故，本工程海上升压站设置一座容量

为130m3的事故储油罐，以满足主变事故排油需要。

实际建设情况：海上升压站内一层设置了两座容量50m3的事故油罐，共

100m3。

变更说明：根据2018年3月1日实施的《风电场工程110kV~220kV海上升压变

电站设计规范》（NB/T 31115-2017）第8.0.7条：事故油罐收集装置容量应满足

最大1台主变压器的排油量，本项目最大一台主变压器事故排放油量约60m3，并

考虑事故下消防水量约20m3以及适度余量，本项目事故油罐总容积确定为不小于

90m3，因此，事故油罐容量由130m3调整到2个50m3的事故油罐，满足主变事故

排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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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 本项目变动情况对照表

项目 环评报告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变化情况 原因说明

海上升压站

平面布置调

整

海上升压站二层安装2台220/35kV主
变压器，主变本体位于室内，散热器

分体布置在外挑平台上；主变室一侧

布置GIS室、高抗室；主变室另一侧布

置低压配电室、40.5kV开关室。

海上升压站三层主要为主变室、GIS
室、高抗室上空区域，并布置有通信

继保室、蓄电池室、应急配电室和暖

通机房。

海上升压站屋顶层布置一台5t 的悬

臂吊、柜式柴油机组、直升机平台等。

海上升压站二层安装2台220/35kV主
变压器，主变本体位于室内，散热器

分体布置在外挑平台上，主变室一侧

布置GIS室、高抗室；主变室另一侧布

置低压配电室、应急配电室、40.5kV
开关室。

海上升压站三层为主变室、GIS室、高

抗室上空区域，并布置有通信继保室、

蓄电池室和暖通机房。

屋顶层布置一台5t 的悬臂吊、直升机

平台、设备检修孔等。

（1）应急配电室由海

上升压站三层改设于

海上升压站二层；

（2）柴油机由屋顶层

调整至二层。

工程实施阶段，结合招标设备情况，

对海上升压站总平面布置进行了优

化设计，对配电室等房间进行了调

整，优化后，整体布局更加合理，

站内电缆、管路连接更加顺畅；柴

油机调整至二层，降低了油泵扬程，

运维期柴油补充更加便捷；屋顶增

加了直升机平台，提供了更为便捷

的平台登乘方式，也便于人员在紧

急情况通过直升机逃生。

事故油罐容

积调整

为防止主变压器发生事故，本工程海

上升压站设置一座容量为130m3的事

故油罐，以满足主变事故排油需要。

海上升压站设置了两座容量50m3的事

故油罐，共100m3。

事故油罐容积由130m3

减小到100m3。

根据2018年3月1日实施的《风电场

工程110kV~220kV海上升压变电站

设计规范》（NB/T 31115-2017）第

8.0.7条：事故油罐收集装置容量应

满足最大1台主变压器的排油量，本

项目最大一台主变压器事故排放油

量约60m3，并考虑事故下消防水量

约20m3以及适度余量，本项目事故

油罐总容积确定为不小于90m3，因

此，事故油罐容量由130m3调整到2
个50m3的事故油罐，满足主变事故

排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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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海上升压站一层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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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海上升压站二层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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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海上升压站三层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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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海上升压站顶层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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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重大变动判定

本工程为海上风电项目，属于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对照《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

附件1“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项目重大变动判定见表

3.2-2。根据对比结果，判定本项目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更，属于一般变动，应

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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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 重大变动判定

序号 重大变动清单内容 实际变动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是否导致环境

影响显著变化

一、性质

1 项目主要功能、性质发生变化。 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 否

二、规模

2 主线长度增加 30%及以上。 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 否

3 设计运营能力增加 30%及以上。
与环评一致，仍为 400MW，设计

运营能力未增加
不属于 否

4 总占地面积（含陆域面积、水域面积等）增加 30%及以上。 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 否

三、地点

5 项目重新选址。 选址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 否

6
项目总平面布置或者主要装置设施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

明显增加。（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明显增加是指通过简单定性、定量分

析即可清晰判定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总体增加，下同。）

总平面布置、海上升压站位置未发

生变化，仅对平面布置进行局部调

整

不属于 否

7
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200米的长度累计达到原线路长度的 30%及以上，或者线位

走向发生调整（包括线路配套设施如阀室、场站等建设地址发生调整）导致新

增的大气、振动或者声环境敏感目标超过原数量的 30%及以上。

不涉及 不属于 否

8

位置或者管线调整，导致占用新的环境敏感区；在现有环境敏感区内位置或者

管线发生变动，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明显增加；位置或者管线调整，

导致对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区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明显增加。（环境敏

感区具体范围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要求确定，包括江

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下同。）

位置和管线均未发生调整 不属于 否

四、生产工艺

9 工艺施工、运营方案发生变化，导致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一级和二级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节敏感区的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明显增加。
工艺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 否

五、环境保护措施

10 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或者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环境污染防治措施调整，

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明显增加。
海上升压站新增污水处理装置 不属于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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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价要素

本次变动主要是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平面布置调整及事故油罐容积调整的

变化，不会引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等发生变化。

根据《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变动后

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如下：

4.1评价等级

4.1.1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B/T 19485-2014)、《海上风电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2014年4月)，工程调整前后桩基规模不变，仍为

400MW，风机及升压站桩基均为透水构筑物，工程位于吕四渔场农渔业区，属

于重要的渔业水域，为生态环境敏感区，因此工程水文动力环境、水质环境、海

洋生态等的评价等级均为1级，沉积物2级；海洋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影响评价等

级为1级，和环评阶段基本一致，保持不变。

单项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级见表4.1-1。

表4.1-1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海洋工程

类型

工程类型和工

程内容
工程规模

工程所在 海域

特征和 生态环

境类型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水文

动力

环境

水

质

环

境

沉积

物

环境

生态

环境

海洋地形

地貌与冲

淤环境

海上潮汐电

站、波浪电

站、温差电站

等海洋能源

开发利用类

工程

海洋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及

其输送设施及

网络工程

大型

(≥100MW) 生态环境敏感区 1 1 2 1 1

4.1.2电磁环境评价等级

本项目海上升压站仍为220kV户内式，电磁环境评价等级为三级。

35kV/220kV输电线路为海底电缆，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综合分

析，工程总体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

4.1.3声环境及环境空气评价等级

工程位于近岸海域，风电场周边无声环境、空气环境敏感目标，环境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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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因此评价中仅对空气、陆域声环境做影响分析，其评价内容从简。陆域影响

主要是集控中心临时施工区和港区的材料堆放、风机组装等生产区，运行期管理

人员生活污水和垃圾等，影响都很小，仅作简要分析评价。

4.1.4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

本项目主要由风电场工程及海底电缆工程等组成，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

评价技术导则》中评价等级判定标准，项目无直接生产、加工、运输、使用或贮

存有毒物质、易燃物质、爆炸性物质，考虑到升压站运行期每台主变本体油量约

60，共两台主变；柴油机一台，其本体不带油，仅设置储油罐，容量约为10t，

属于非重大危险源，因此确定本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

4.1.5其他

根据《海上风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2014年4月)，海上风电项目

鸟类生态和水下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不划定具体评价等级。本报告重点对风电场

施工期和运行期水下噪声影响进行预测评价。

本项目调整前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变化情况见表4.1-2。
表4.1-2 本项目调整前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对比一览表

环境要素
评价等级

变化情况
环评阶段 调整后

海洋

环境

水文动力环境 1 1 不变

水质环境 1 1 不变

沉积物环境 2 2 不变

生态环境 1 1 不变

海洋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 1 1 不变

电磁环境 3 3 不变

声环境 / / 不变

环境空气 / / 不变

电磁环境 2 2 不变

4.1.6小结

综上，本次变动不涉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变动，各要素评价等级为：

水文动力环境、生态环境评价、水质环境、海洋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评价等级为

1级，沉积物环境评价等级为2级，声环境和环境空气评价等级为简单分析，重点

对水下声环境进行分析，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

4.2评价范围

根据《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B/T19485-2014)、《海上风电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要求，海洋水质、海洋沉积物、海洋生态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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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水文动力和地形地貌与冲淤评价等级为1级，因此评级范围为工程外边缘线

向外扩展15km，水下噪声评价范围与海洋生态评价范围一致。

综合考虑结合各项评价因子影响范围，确定工程评价范围为：由风电场外缘

线为起点向东侧、南侧、北侧扩展15km，220kV 海缆向北侧外扩5km，评价范

围总海域面积约2200km2。

电磁环境评价范围为海上220kV升压站站界外40m区域，海底电缆两侧边缘

各水平外延40m区域。海域评价范围见图4.2-1、表4.2-1。

综上，本项目调整后，项目所处的海洋功能区、海域环境的特点、本项目涉

海工程的内容以及各单项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均未发生变化，因此，本项目调

整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保持不变。

图4.2-1 本工程海域评价范围图

表4.2-1 海域评价范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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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评价标准

本项目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后，项目所在区域的海洋功能区划及环境质

量要求等均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次评价仍采用原环境影响评价阶段标准，详见表

4.3-1。

4.3.1海水环境

（1）根据《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风电场位于吕四渔场

农渔业区（B1-03），吕四渔场农渔业区执行《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不低于一类标准（捕捞区）或第二类标准（养殖区）。

（2）船舶含油污水禁止排入海域；船舶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后运至陆

域处理，不外排。

4.3.2沉积物

根据《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工程涉及的吕四渔场农渔

业区海洋沉积物执行《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第一类标准。

4.3.3海洋生物质量

根据《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工程涉及的吕四渔场农渔业

区海洋贝类生物质量现状按《海洋生物质量》（GB18421-2001）一类标准进行

评价，鱼类、甲壳类（除石油烃外）按《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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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推荐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石油烃按《第二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技术规

程》（第二分册）中规定的标准进行评价。

4.3.4声环境

施工期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4.3.5电磁环境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220kV升压站和 220kV送出电

缆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执行 4kV/m、0.1mT的控制限值。

表4.3-1 本项目调整前后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对比一览表

环境

要素

评价标准 变化

情况环评阶段 调整后

海水

水质

《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捕捞区一类，养

殖区二类，保留区不劣于现状

《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捕捞区一类，养

殖区二类，保留区不劣于现状

不变

船舶含油污水禁止排入海域；船舶生

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后运至陆域处

理，不外排

船舶含油污水禁止排入海域；船舶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后运至陆

域处理，不外排

不变

沉积

物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18668-2002)——养殖区、捕捞区

一类，保留区不劣于现状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18668-2002)——养殖区、捕捞区

一类，保留区不劣于现状

不变

海洋

生物

海洋贝类：《海洋生物质量》

(GB18421-2001)——养殖区和捕捞

区一类，保留区不劣于现状

海洋贝类：《海洋生物质量》

(GB18421-2001)——养殖区和捕捞

区一类，保留区不劣于现状

不变

鱼类、甲壳类：《第二次全国海洋污

染基线调查技术规程》、《全国海岸

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

鱼类、甲壳类：《第二次全国海洋

污染基线调查技术规程》、《全国

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

程》

不变

声环

境

施工期：《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523-2011)
施工期：《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523-2011)
不变

电磁

环境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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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本次变动主要是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平面布置调整及事故油罐容积调整的

变化，技施阶段升压站位置未发生变化，与环评阶段相比工程调整主要为海上升

压站上部组块布置部分调整，升压站基础仍然采用原环评阶段四桩导管架型式，

因此桩基打桩引起的悬浮物扩散范围与原环评阶段无变化。主变电压等级、容量

和布置形式无变化，因此海上升压站调整后对水文动力环境、地形地貌及冲淤环

境、海洋生态、电磁环境、海域开发利用活动、鸟类、声环境、环境空气以及周

边环境敏感区等的影响较环评阶段总体上无明显变化。

根据原环评阶段溢油源项分析，船舶碰撞事故溢油量为51t，风机损坏和海

上升压站倒塌事故溢油量均小于船舶碰撞事故最可能发生的溢油量。综合考虑船

舶溢油事故最大可能溢油量，溢油源强取值为51t。根据2018年3月1日实施的《风

电场工程110kV~220kV海上升压变电站设计规范》(NB/T31115-2017)第8.0.7条：

事故油收集装置容量应满足最大1台主变压器的排油量。环评阶段考虑事故油罐

容纳一台主变排油量60m3，事故油罐容积为50m3。技施阶段结合采购设备资料，

单台主变容量不变，事故油罐收集装置容量应满足最大1台主变压器的排油量，

本项目最大一台主变压器事故排放油量约60m3，并考虑事故下消防水量约20m3

以及适度余量，本项目事故油罐总容积确定为不小于90m3，因此，事故油罐容量

由130m3调整到2个50m3的事故油罐，满足主变事故排油需要。溢油事故预测及

后果仍同原环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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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本工程为新建海上风电场，属于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本次变动仅涉及海上

升压站上部组块调整及上网电量的变化，对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

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附件1“生态影响

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

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位置、基础结构型式等未发生变化，

牺牲阳极锌的释放对海洋水质环境、沉积物环境的影响与环评阶段也未发生变化，

对水文动力环境、地形地貌及冲淤环境、海洋生态、电磁环境、海域开发利用活

动、鸟类、声环境、环境空气、环境敏感区、环境事故风险等产生的环境影响与

环评阶段无明显变化。工程调整后施工工艺、施工布置、生产工艺保持不变，工

程产生的污染源强、污染物种类等基本不变，原环评阶段的环境保护措施仍可满

足调整后的工程。

综上所述，从环境影响角度看，本次海上升压站调整对海域的环境影响较环

评阶段有所减小，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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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江苏省发改委关于本项目核准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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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本项目环评报告书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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